
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推广工
程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



 2012年，云南省图书馆和文山、保山、红
河、西双版纳、普洱、昆明被确定为推广
工程第二批建设单位。2013年，另外十个
州市图书馆被确定为第三批建设单位。目
前，已全部完成硬件设备建设。省图书馆
开通了100兆的电信光纤和150兆的联通光
纤，完成了与州市图书馆虚拟网的搭建工
作，实施了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IP地址的
统一规划。实现了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



 资源建设。

 方式：自主建设。引进建设。合作建设。

 途径：购买，数字化加工，网络资源采集，
网络资源导航，受缴，受赠和交换。

 自建资源库20个。包括外购资源库，容量
达64TB。



 2013年完成政府公开信息建设12000条。

 2014年完成19000条。唯一标识符注册与维
护2500条。



 2014年，开展了以云南风物志为主题的地
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2015年，开展了以云南抗战为主题的地方
文献数据库建设。



 数字资源形成了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
电子报纸、数据库、音视频资源、网络资
源在内的海量资源。



 2014年，开展了以云南风物志为主题的地
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2015年，开展了以云南抗战为主题的
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资源服务： 边建设边服务。



 积极参加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

 利用重大节假日开展数字资源推广宣传活
动。

 开展手机图书馆、微信图书馆建设。



 与共享工程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相
结合开展活动。



 存在的问题：

 一、省馆对全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数
字资源建设，缺乏一个长远的统筹和规划。
高校、科研、公共馆三大系统相对独立，
资源重复建设。



 二、已建的数字资源，质量有待提高。如政府
公开信息，应该结合五位一体建设，抓住当前
社会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资源建设。

 三、对市级图书馆地方特色资源建设缺乏指导。

 四、市级图书馆开展特色资源建设的能力，也
有待提高。

 五、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建设，人才队伍
是关键。当前，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局面。

 六、宣传不够。对已购、已建的数字资源，缺
乏宣传推广。重建轻用；宣传不够，利用率低。



 下一步工作思路：

 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理清思路，明确推
广工程资源建设和服务的指导思想、原则
和重点。



 2010年12月制订颁布了《国家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建设方案》。建设内容：通过建
一库一网三平台，即通过建设资源建设中
心、资源保存中心和资源服务中心，建设
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为库群，形成覆盖全
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建设覆盖人国、
辐射全球的具有优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国
际文化交流平台，借助手机、数字电脑、
移动电视等，以互联网、移动通讯网、广
电网为通道，向公众提供服务。



 通过建立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
将国家数字图书馆已完成的标准规范、软
硬件系统和资源建设成果，在全国各地图
书馆推广使用，实现以国家数字图书馆为
核心，覆盖全国各省级数字图书馆、市级
数字图书馆、县级数字图书馆和乡镇（街
道）数字图书馆基层服务点、村（社区）
数字图书馆基层服务站点组成的国家数字
图书馆建设、加工、存储、检索、调度的
网络体系。



 建设目标：

 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在全国建立若干资
源建设中心、资源保存中心和资源调度中
心，构建分级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群，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有效的数字资源保障体
系。到十二五末，数字资源总量达到1万个
TB（26亿册图书，或926万小时视频）。每
个省级馆拥有100个TB，每个市级馆拥有30
个TB，每个县级图书馆拥有4个TB。



 总体设计：

 分布式库群:依托各级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和数
字资源建设成果，建设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
群，实现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发布服务：实现资源之间无缝互连，建立统一
检索系统，面向各级政府部门提供立法决策服
务，面向教育科研用户提供专业化的知识服务，
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电视
等新兴媒体服务。全面整合图书馆的参考咨询、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联合目录等资源。



 2011年11月《文化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的指导意见》：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核心内容是建设覆盖全
国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和海
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借助全媒体提供数字文化服务。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将进一步
加强资源共享，扩大资源总量，形成规模效益，有效扩充全国
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将全面提升各级
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拓展服务渠道，
丰富服务手段；将推广我国在数字图书馆软硬件平台建设方面
的成果，搭建标准化和开放性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将为广大公
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打造基于新媒体的图书馆服务新业态。到“十二五”末，以互
联网、移动通信网、广电网为通道，借助手机、数字电视、移
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使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覆盖全国省、市、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应
积极宣传电子文献，举办电子文献使用辅
导讲座，提升读者使用电子文献的信息素
养，保证电子文献使用量逐年增长。



 2013年1月，《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十二五”末，建设总量达
10PB的数字资源（其中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
量达到1000TB，每个省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
量达100TB，每个市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
达30TB，每个县级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
4TB），服务覆盖3000万有线电视用户、7亿手
机用户，同时100%覆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各级中心和基层服务点，在全国形成一个
资源丰富、服务快捷、技术先进、稳定可靠的
分布式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



 2013年1月，文化部关于印发《文化部“十
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
要》的通知：建设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
虚拟网、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
和海量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形成完整的
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制订本省数字资源建设和服务的总体方案。
从数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来加大建设力
度。



 以需求为导向。用户的信息需求是图书馆
进行数字资源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动力。用
户参与是数字资源新的增长点。数字资源
建设只有与用户的信息需求相匹配，才能
彰显其建设的效益，并得到用户的认可和
支持。



 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用户评价。用户满
意是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的重要目标。引
进用户评价机制是数字资源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从用户的 学科范围、研究水平、
使用习惯、交互方式等方面吸纳用户的意
见。包括馆员参与数字资源的评价机制。
统计评价。



 面向基层，突出特色。加强具有浓郁地方
和民族特色的资源库建设。加强元数据仓
储和网络资源典藏专题库建设。加强对各
类数字资源的整合。



 从数字资源的宣传和推广上来加大服务力
度。



 2011年12月，上海图书馆正式推出市民数
字阅读网站(http://e. library. sh. cn)，
提供读者最常用的中文图书、期刊和报纸。
该项服务在技术上做到了读者一次登录就
可以在各数据库通行，实现了统一检索，
可以揭示图书、期刊、报纸的封面，使读
者一目了然，直接点击便可阅读内容。



 自2012年底起至今，上海图书馆推出了一
系列移动应用(APP)服务，如上海图书馆
APP，上海图书馆市民数字阅读手机版、
iPad版，馆长工作站等。此举受到广大读
者追捧和好评，目前各移动应用APP共有
70000多用户。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的知晓度不够、宣传不够或
者读者实际使用数字资源的量尚未达到一定的
水平。在上海图书馆前不久邀请第三方评测公
众满意度的调查报告表明，有47.5％的被调查
读者不知道有“市民数字阅读”服务，有36.2
％的读者知道但从未体验过，说明数字资源及
其使用远未达到我们的期待。鉴此，我们认为，
公共图书馆要善于宣传所拥有的和能利用的数
字资源，加强读者培训，提高读者利用数字资
源的水平，以提供独特的服务、深度的参考咨
询为“亮点”吸引读者。



 整合资源，加强宣传推广。利用共享工程
网络。利用古籍保护工程。展览、培训、
讲座。加强馆际之间协作协调，共建共享。
要设立易拉宝、X展架、宣传活页、数据库
培训、网页宣传、主题活动、资源推送。



 编制好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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