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八卷　 第二五八期　 Vol. 48. No. 258

　 　 　 　 　 　 　 　 　 　 　 　 　 　 　 　 　 　 　 　 　 　 　 　 　 　 　 　 　 　 　 　 　 　 　 　 　 　 　 　　　　　　　　　　　　　　　　　　　　　　　　　　　　　　　　　　　　　　　 DOI:10. 13530 / j. cnki. jlis. 202201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研究

魏大威　 李志尧　 刘晶晶　 方志达

摘　 要　 随着全国图书馆向智慧化转型创新的不断推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数字资源全流程的确权管理,破

解图书馆的资源“孤岛”和利用难题,成为智慧图书馆研究和建设的重点内容。 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和不可

伪造的特性,可实现对数字资源的精准管理,促进全国范围内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智慧服务。 本文结合智慧图

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特点及其在整个智慧服务体系中的地位,提出引入区块链技术进行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全

流程管理的构想,深入探讨数字资源管理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界定数字资源作为虚拟资产管理的内容范围,

并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数字资产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在此框架下,探索和研究实践应用时需要实现的关键业务,

包括区域性数据集中管理、数据上链确权、数字资源的资产封装、数字资产的流通、侵权资源的鉴别溯源、标准规

范建设等。 图 2。 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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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whole
 

process
 

of
 

right
 

confirmation
 

manage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to
 

solve
 

the
 

isolated
 

island 
 

and
 

utilization
 

problems
 

of
 

library
 

resources
 

has
 

become
 

the
 

key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ies.
 

The
 

tamper
 

proof
 

and
 

non-forgery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realize
 

the
 

accurate
 

manage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across
 

the
 

countr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resourc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y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whole
 

smart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introduc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smart
 

library 
 

adopts
 

alliance
 

chain
 

as
 

the
 

architecture
 

selection 
 

and
 

builds
 

a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alliance
 

dominated
 

by
 

libra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digit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fines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digital
 

resources
 

as
 

virtual
 

assets 
 

including
 

resource
 

data 
 

user
 

data 
 

business
 

data
 

and
 

management
 

data.
 

This
 

paper
 

builds
 

a
 

digital
 

asset
 

life
 

cycl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cusing
 

on
 

the
 

creation 
 

organization 
 

preservation
 

and
 

service
 

of
 

digital
 

assets.
 

The
 

management
 

of
 

digital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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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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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 世纪末以来,图书馆在信息化、数字化和

网络化应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项目的策划实施,极
大地推动了公共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

书馆的转型发展,并为智慧图书馆的创新转型

奠定了良好的资源、技术、软硬件、标准规范和

人才基础。 其中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自 2010 年

启动以来,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含少儿图书馆

在内的共 39 家省级和副省级图书馆、379 家地

市级图书馆、2
 

777 家县级图书馆,按照“共知、
共建、共享”的原则,依托全国各图书馆的馆藏

开展数字化、元数据仓储和公开课等资源建设。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总量达 2. 5 万 TB,形成了一批能够满足公众阅

读需求、反映历史文化变迁、体现地域发展特色

的数字资源库群。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

在全球范围爆发式发展,各行业不断探索向智

慧化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智慧社会”建

设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智

慧社会” [1] ,作为智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
慧图书馆的建设将影响图书馆未来的业务结

构、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以及服务能力,并成为

带动图书馆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动力。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出台,
明确提出开展智慧图书馆建设,为社会“提供智

慧便捷的公共服务[2] 。 同年,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
出要以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为核心,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取得新突破[3] 。 国家图书馆 2020 年提出建设

覆盖全国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构想,并论

证了“1+3+N”的建设模式[4] ,2021 年开始联合

各地图书馆启动全国性项目建设,在以上两个

“规划”的指导下,将智慧图书馆从研讨层面推

进到覆盖全行业的实践阶段。
数字中国背景下的图书馆智慧化转型经历

了四个阶段的前期沉淀和积累,与以往的数字

图书馆相比,当前的智慧化转型为图书馆事业

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创新空

间[5] 。 同时,智慧化转型也对图书馆发展提出

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各地公共图书馆已建海

量数字资源的全流程精准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在此背景下,图书馆需要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

对数字资源进行有序管理,构建精准的新型数

字资源管理体系,盘活现有管理体系下所有数

字资源,为全国图书馆实现智慧化服务解决关

键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1　 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的目标与技
术路径

1. 1　 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的目标

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依托高速传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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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大数据分析、智能计算、虚拟仿真、智能传

感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建立贯通图书馆知识

内容采集保存、组织加工、整合发布与传播服务

等全流程的智能综合管理中心,融合并重构线

上线下资源和服务,为用户提供全时智慧服务

的新形态。 数字资源管理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

重要内容,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智慧图

书馆的数字资源管理必须更加紧密地贴合用户

的实际应用,必须更加紧密地结合现代信息技

术发展,必须更加符合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创新

发展规律,因此必须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做
好转型前的业务规划和顶层设计。

智慧图书馆最终要实现的是一个互联互

通、开放共享的知识服务体系,改变图书馆以信

息储存为主导的管理模式,通过智慧管理与智

能技术让信息产生增值效益[6] 。 全国智慧图书

馆体系“1+3+N”建设模式中的“全网知识内容

集成仓储”主要实现以下功能:应用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建设标准统一、数据共享、监管有效的图

书馆知识内容仓储管理体系;借助先进技术构

建满足用户需求的知识内容和资源体系,形成

全网智慧化知识网络图谱。 “全网知识内容集

成仓储”是实现智慧知识服务体系的关键,也是

建设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的基础。
为了实现从资源内容中提取信息价值,智

慧图书馆环境下的数字资源管理目标应该是,
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现代信息

技术对数字资源进行分析、封装和服务,为智慧

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创造价值。 实现该目标的核

心是将可无限复制的数字资源转化成可单一标

识和可追踪的数字资产块,并提供数字资源内

容的封装注册、分布式存储、知识加工、调度和

侵权跟踪溯源等全流程管理服务。 区块链技术

作为一项集“去中心化、信息公开透明、安全可

靠、追根溯源、开放共识”五大特点于一体的全

新技术,在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中可以发

挥重要的作用。

1. 2　 区块链技术在数据管理中的应用

我国自 2016 年开始将区块链作为战略性前

沿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推动应用研究与探索。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其渐渐

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并
上升为国家战略应用。 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上,
一方面利用其技术特性能有效解决产业升级转

型过程中遇到的信任问题,增强多方协作间的

关系;另一方面,将不同业态资产对应到数字世

界中,实现链上链下的资产映射流通,助力数字

资产体系的构建。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价值互联网”演进,领先的区块链技术服务

商已推出较为成熟的区块链开发平台、产品及

解决方案和平台服务等,采取多种商业模式,开
展市场化运营,并在链上存证、链上协作、链上

价值转移等领域开展广泛应用[7] 。 在公共文化

领域,区块链技术已在数字藏品和数字资源的

管理和流通方面获得应用,效果显著。
(1)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藏品管理和流通

区块链技术通过承载价值传递,为数字藏

品资产化管理建立信任背书,形成信任的链式

传递,已在文博领域数字藏品管理与流通等方

面实现应用落地。 文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加速

进入了内容时代,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特定

的作品、艺术品生成唯一数字凭证,使其转换成

数字藏品,在保护其权利人权益的基础上,实现

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买、收藏和使用[8] 。
国际上的数字藏品区块链交易平台发展较

早,目的是为了自由交易和资产升值,并采用公

链作为其底层设计以实现最大范围的交易推

广。 其中 OpenSea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综合性非

同质化代币( Non-Fungible
 

Token, NFT) 交易平

台,用户可以在平台上创建、展示、交易、拍卖数

字藏品。 此外还有专注加密艺术交易的 Nifty
 

Gateway、MakersPlace 等,均通过类似方式实现

数字藏品的交易。
相较之下,国内的数字藏品发展较晚,且主

要采取联盟链的方式对参与主体进行管理,同
时由于法律监管要求,对数字藏品的二次销售

和交易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以禁止藏品炒作。
国内比较成熟的数字藏品交易平台主要有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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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探、腾讯幻核、京东灵稀等,其中故宫、国家博

物馆等
 

17
 

家文博机构入驻鲸探并在蚂蚁链的

技术支持下发行了数字藏品,数字藏品的创建、
交易、流通、使用信息均被如实记录在链上账本

中,这些信息也成为数字藏品“身份证明”的组

成部分。 在博物馆管理领域,国家博物馆研究

设计了数字化藏品基础元数据、控制词表、数据

安全及授权等相关环节的标准规范[9] ,用于数

字藏品数据的统一管理,为文博领域数字藏品

的发展提供了案例和经验。
(2)图情领域开展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实践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内

图情领域也有学者开展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资

源共建共享、数字版权管理、数据安全管理、阅
读推广平台构建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将

区块链数字封装技术引入图书馆数字资源的资

产化管理中,解决图书馆数字资产管理中的版

权问题[10] ,为图书馆在智慧环境下开展数字资

产管理和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实践层面,国家图书馆于 2021 年联合全

国 7 家公共图书馆共同推出了中国战“疫”记忆

库版权与内容管理平台,该平台依托区块链技

术实现了专题资源库中的权利人管理、资源版

权信息管理、版本数据查询统计等,有效确保了

多源多样战“疫”资源的全流程管理。 在区块链

技术的加持下,目前该平台建设与管理中国战

“疫”记忆库专题知识本体的 2. 5 万个实体,发
现并揭示 10 万条多维数据关联关系,实现记忆

库中全部 2. 4 万件作品的数字资源与国家图书

馆馆藏文献的关联,初步形成了中国战“疫”记

忆库知识化数据集。 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的

实践,在应用数据和流程管理等方面为智慧图

书馆的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积累了方法和

经验。

2　 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全
流程构想

学习借鉴其他行业的经验,基于区块链技

术构建数字藏品线上交易平台,能有效保护数

字藏品的版权和消费者的权益,全程实现自动

交易、透明留痕,最大程度地提升数字内容流通

和价值转移的效能。 为了在全国智慧图书馆服

务体系框架下实现对各地图书馆所建海量数字

资源的全流程精准管理,贯穿数字资源生产、组
织、服务和保存的全生命周期,笔者提出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数字资源全流程管理思路,设计数

字资源资产化管理框架,并将在实践应用中不

断完善管理模式,优化资产化建设与服务流程,
全面提升图书馆面向多维信息来源的知识组织

能力、知识发现能力、知识创新能力,最大程度

发挥知识资源的价值。

2. 1　 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重要性

依托技术赋能,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成果可快速进入流转和共享,数字资源的资产

化管理成为连通智慧图书馆全流程业务的关键

环节。 利用区块链技术把数字资源封装成虚拟

数字资产,实现资产登记、存储和持有,通过科

学精准控制内容的流通、转让或交易,可解决数

字资源资产化管理中的关键问题,为全国智慧

图书馆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1)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提供基础

支撑

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中的全网知识内容仓

储管理,其基础工作是对全国各单位生产的多

源异构数字资源进行数据清洗、整理、保存和管

理。 利用区块链技术可将分布在各图书馆的数

字资源封装成块,以虚拟资产形式保存,按去中

心化的方式进行精准账本管理,确保各图书馆

数字资源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用性。 根据实

际需求对数字资源按照不同颗粒度进行封装管

理,可为知识内容仓储管理提供有序规范的原

始素材,进一步为数据的一体化、标准化管理和

多维知识融合服务奠定基础。
(2)保障权利人对资源的相关权益

依托区块链技术对数字资源以资产形式进

行管理,将资源的数字指纹、权利信息、流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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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数量、价格、其他约束条件等各种信息进行

封装,确保每一种数字资源、在每个流通环节、
面对每个流通和交易对象,均可以固化成不可

分割、不可替代、唯一的数字资产个体。 在保障

每个数字资产个体独立性的同时,对数字资产

个体进行全流程跟踪管理,利用区块链技术保

障每一个环节有不可更改的记录,避免数字对

象的无限复制使用和盗用,实现权利人对资源

的可查、可溯源。
(3)实现全国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互联

互通

经过 20 余年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全国公共

图书馆积累了海量的数字资源,因建设过程中

主要致力于实体馆藏文献的数字化服务,过于

迁就传统图书馆的业务要求,使得各馆建成的

数字资源各自汇聚成相对独立的“孤岛”,彼此

之间缺乏联系。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安全

可靠、可证可溯等特点,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和联

合各类图书馆、公共文化机构以及教育、科技等

领域的公益性、商业性和非营利性知识服务机

构的深度参与,实现智慧图书馆全网多源数字

资源的资产化封装及生命周期全流程管理;同
时,能搭建数字资产管理联盟链,降低各方信任

成本、提高协作效能,加速图书馆数字资产价值

流动,打造智慧环境下图书馆数字资产管理和

服务生态系统,实现全国各级图书馆数字资源

可靠收集、安全存储、高效管理、授权访问及互

联互通。

2. 2　 纳入数字资产全流程管理的数字资源内

容体系

智慧图书馆需要实现资源、服务和管理等

方面的全方位智慧化转型升级,需要在传统数

字资源的基础上增加智慧化空间管理、用户多

重参与等数据内容,建立立体化的资源体系。
按照生产服务环节的不同,智慧图书馆资

源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资源数据,
即以对象数据和元数据为主体的知识资源,除

传统图书馆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数字资

源以外,还应包含关联数据、知识图谱、VR 等新

型资源类型,以及网络资源、口述历史、社交媒

体等新兴数字资源。 第二,用户数据,即用户在

利用智慧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中产生的数据,包
括用户创造的原生数字资源、个人基本信息及

用户行为数据等。 第三,业务数据,指各业务系

统运转的业务数据,包括采访数据、编目数据、
流通数据、数据库使用数据等。 第四,管理数

据,指智慧图书馆运转和服务中产生的各类管

理数据,包括项目建设数据、合同数据、室内环

境数据、智慧空间数据等。

2. 3　 基于区块链技术打造贯穿数字资产生命

周期的管理体系

围绕数字资产生命周期的四个主要方面,
即创建、组织、保存、服务,智慧图书馆数字资产

的过程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环节。
(1)注册确权。 数字资源要成为数字资产,

最重要步骤是对资源一一标识,进行确权。 在

区块链技术支持下,将数据区块以时间顺序链

式组合成特定的数据结构,并采用密码学技术

和原则,在多方共识机制下形成不可篡改、不可

伪造的共享账本,使每个图书馆或权益方提交

的每一份上链数据都可被定义确定的权属关

系。 确权使数据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可以在区

块链网络上实现流转和流通。
(2)数字资产池。 数字资源确权后,需要在

区块链技术的支撑下依托其底层信任网络,围
绕全国各图书馆数字资源构建资产流通的动态

数据池。 将各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用户数据、业
务数据和管理数据分别按特定的范围形成数据

资产池进行管理,包括对各个资产个体进出池、
内容调整更新、关联等进行管理,以及严格按照

合约授权对数字资产的安全进行管理。
(3)数字资产流通。 通过区块链本身的隐

私保护技术和授权访问机制实现上链数据的共

享交换。 数字资产的流通过程是开放的,流通

主体既可以基于区块链平台的主体数据库在内

008



魏大威　 李志尧　 刘晶晶　 方志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研究
WEI

 

Dawei,LI
 

Zhiyao,LIU
 

Jingjing
 

&
 

FANG
 

Zhida:Digital
Resource

 

Management
 

of
 

Smart
 

Library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2022 年 3 月　 March,2022

部进行,也可以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外部系统实

现异构流通。
(4)数据存证。 主要完成以下两类数据的

存证:一是过程数据,保存从数字资产注册创建

开始到流通结束各个环节中的关键点行为和操

作数据;二是特征数据,提取纳入资产的资源、
用户、业务和管理过程的数据特征进行存证。
存证数据需要上链,确保可信存储和不可篡改,
可用于数字资产的完整溯源。

(5)校验监管。 如果平台内部出现虚假信

息或者信息篡改情况,需要参照已上链存证数

据对信息进行自我有效纠正。 同时,对于其他

业务产生的数据,可提供数据特征的智能比对

服务,实现对存疑资产进行全过程追踪溯源,对
违法流通行为进行查证。

2. 4　 区块链技术架构选型

按照区块链中参与节点的开放程度和应用

场景,技术架构可以分为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

链三种。 公有链不设置用户准入条件,向所有参

与人开放,参与者作为一个节点参与记账,比特

币采用了公有链;为提升交易效率,便在某一组

织或机构中产生了节点数量少、限制严格的私有

链,银行多采用此种模式;为实现开放程度和交

易效率的平衡,在具备一定基础的行业或区域中

产生了一种折中的、部分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模

式,即为联盟链,如在金融领域有 42 家银行参与

的 R3 区块链联盟(R3-CEV) [11] 。 三种区块链实

现方式的区别在于访问权限去中心化程度不一,
去中心化程度越高,信任和安全程度越高,但每

个节点之间工作效率越低。 综合图书馆行业对

区块链去中心化的要求和业务运行效率,智慧图

书馆数字资源管理中采用联盟链更为适宜。 搭

建以全国图书馆为主体的数字资产管理联盟,积
极吸纳多类型参与主体,并依据各主体技术、人
员、参与方式等不同,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

在图书馆联盟链的构建过程中,依据某个

区域的数字资源建设情况、技术支撑能力等设

置区域性数据存储中心,作为链节点支持和管

理该地域范围内的数据及其流通。 区域范围可

根据需要确定在某个省行政区域内,或者多个

省份联合组建。 智慧图书馆数字资产管理采用

“链上”信息+ “链下” 对象数据的数据映射模

式,即采用分布式存储对象数据,统一集中管理

账本信息的模式,打造全网多源数据内容的集

中仓储和共享网络。

3　 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中的
关键业务

围绕数字资源生命周期、采用联盟链形式

实现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模式,
在落地应用时需要考虑以下六个关键业务。

3. 1　 区域性数据集中管理

区域性数据集中管理是在数字资产形成之

前完成的数据预处理、调度与管理,将来源多

样、类型复杂、标准不一的海量数字资源预先进

行数据清洗、整理、规范和关联,确保其真实性、
可靠性和可用性。

因智慧图书馆中的数字资源类型和结构非

常复杂,在实现数字资源上链管理时,不会将所

有数字资源的原始数据作为链块数据进行区块

链管理,而是按照预设的规则提取原始资源的

数据指纹特征作为链块数据。 这样就需要在区

块链各节点的账本之外制作映射表,数字资源

的原始数据将存在各联盟节点中,由此需要对

区域性数据进行集中管理。

3. 2　 数据上链确权

数据确权业务需要研发区块链基础支撑平

台,在联盟链框架下构建共享账本、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安全机制、API 接口网关、数据可视化

管理等组件。 在平台外通过 API 接口与其他业

务应用对接,在区块链应用技术支持下将数字

资源纳入可信存证应用场景。
数字资产管理依托非对称加密技术建立数

据与权利所有者间的硬连接,采用分布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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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时间戳、共识算法等技术实现链上信息的

不可篡改,明晰权利归属,保障链上数据真实、
完整、可靠。

3. 3　 对数字资源进行资产封装

为了避免数字资源在服务时因不受时空和

数量限制被无限复制,需要对数字资源进行封

装,就是将资源的数字指纹、权利信息、流通过

程、管理数据等各种信息进行封装,固化成独

一无二的数字资产个体。 这些资产个体在平

台上可发现、可共享、可追踪,采用数字形式存

储于联盟链中。 封装颗粒度可根据数字资源

提供者或使用者的需求进行灵活设定,可按照

不同的资源类型、主题、数量等实现多重组配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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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资产个体封装内容

3. 4　 数字资产的流通和使用

数字资产个体写入联盟链账本后,终端用户

可通过其他服务平台接口对接联盟链平台,实现

对账本的检索和浏览,获取所需数字资产相关信

息。 当用户满足数字资产权利范围和共享条件

及触发条件时,即获取相应的数字资产,并在约

定的时间、地域和权利范围内使用该资源。

3. 5　 对侵权资源的鉴别溯源

为了能对侵权资源进行鉴别溯源,需要对

已上链资源建立数据特征库,实现对上链数据

的个性特征抽取,并加注特定信息数据指纹。
同时需要建立数字资产踪迹库,记录数字资产

的所有操作痕迹。
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侵权数据与特征库

中资源进行相似度检测,对相似度较高的数据,

通过对数字资产中唯一特征标识、流通和交易

记录进行追溯,实现数字资源的账本信息挂接,
并完成资源侵权的溯源工作。

此外,随着国内区块链在确权领域应用的日

渐成熟,还可以通过跨链方式连接互联网法院司

法区块链,进一步增强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

3. 6　 建设系列标准规范

构建联系紧密、相互协调、层次清晰、构成

合理、满足需求的智慧图书馆数字资产管理标

准规范并贯彻实施,是智慧图书馆海量信息汇

聚融合共享、多系统协作、多机构协同的基础。
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中涉及的标准规范,应
当在准确掌握图书馆各类型资源基础上,兼顾

延续性、创新性、实用性与指导性,并覆盖到智

慧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生产、加工、保存、利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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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各个环节。
在未来图书馆业务的升级转型中,需要不

断建设和完善数字资源资产化管理的相关标准

规范,逐步形成一批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主要

涵盖基础标准、技术标准、资源标准、管理标准

等四个方面(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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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图书馆数字资产管理标准体系

　 　 基础标准是总体性、框架性的标准规范。
技术标准主要建设支撑智慧图书馆数字资产管

理相关业务和流程所需技术的标准规范,包括

物联感知、网络联通、计算与存储、接口与互操

作等。 资源标准是聚焦智慧图书馆文献内容深

度加工相关工作的标准规范,涵盖知识采集、知
识组织、知识存储和知识服务等各环节。 管理

标准是围绕智慧图书馆业务管理和组织管理的

标准规范,涵盖数据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知识

产权管理、评估评价等内容。

4　 未来发展展望

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智慧图书馆的数字资

源资产化管理,构建成熟的行业联盟链,可有

效加强统筹规划力度,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效

能,创新社会化合作与参与模式,同时可营造

系统互信的共享网络基础,进一步推进知识内

容全域生产的资产管理与融合共享,对促进数

字资源价值的高效流通,提升知识资源建设与

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

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推进的过程中,需不断

扩充联盟链,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加强应用推

广,提升行业影响力,营造知识生产、传播、获
取的开放互信环境。 同时加大跨链技术研究应

用,积极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数字产品生产、知
识产权管理、司法存证等各领域的联盟链实现

互通共联,不断扩展图书馆行业影响力和服务

辐射面。
在智慧环境下,区块链技术为图书馆数字

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和价值互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发展方向,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实践

项目的落地应用,以及信息技术不断更新迭代,
智慧图书馆建设将日渐趋于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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