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二〇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３０ ／ ｊ．ｃｎｋｉ．ｊｌｉｓ．１５００２８

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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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宁

摘　 要　 大数据时代，网络学术资源建设快速发展，大有取代数字图书馆之势。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数字图书馆

建设要有大数据思维：在资源建设方面，要拓展资源范畴，增加资源整合的广度，加强资源组织加工的深度；在技

术应用方面，重视语义技术，加强聚类技术的应用，广泛应用数据分析技术，提升检索技术与水平；在服务方面，丰
富数字图书馆服务产品，服务模式由被动、等待、共性化转向积极主动、自动推送和个性化。 未来数字图书馆要跳

出传统资源建设的框架，树立全方位服务的理念，提供全资源服务，拓展服务方式和传播形式，数字图书馆馆员应

该立志成为数据分析家。 参考文献 １８。
关键词　 大数据　 数字图书馆　 资源建设　 服务理念　 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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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ｄｅ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ｕｓｈ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ｊｕｍｐ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ｓｏｍ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ｃｕ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ｒ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ｎｅ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ｅｖｅ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ｓｐｉｒ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１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ｄｅ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０　 引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马云和王健林关于“未来若

干年内，电子商务能否取代传统实体零售”的辩

论，虽然还没有最终结论，但 ２０１４ 年“双 １１”那

一天，仅仅阿里巴巴旗下天猫淘宝的销售额就

超过 ５００ 亿元。 这促使我们许多人开始重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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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电商在未来若干年能否超过传统商业。 由此

而来，也将引发我们的焦虑：大数据时代，传统

的数字图书馆是否会被新兴的网络资源建设商

所取代。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

蛊惑愚众，这是一个现实所在。
目前，学术资源建设商发展迅猛。 例如，中

国最大的学术资源建设商，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资

源建设已由中国期刊论文逐步拓展到国内外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重要报纸文章、专
利、标准等，在图书资源方面，也收录大量图书，
不仅提供年鉴、工具书的查询服务，最近还建立

了教辅平台［１］ 。 另一重要学术资源服务平

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２］ ，也提供了国

内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
地方志、法规文献、科技成果、图书、行业机构、
专家学者等学术资源。 还有其他的资源建设

商，如维普期刊服务平台等在学术资源建设方

面都取得了许多成绩。 目前，这些资源建设商

所拥有的非图书资源是国内绝大多数图书馆都

无法比拟的。 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已经离不

开这些资源建设商提供的学术资源服务了。
作为以图书提供服务为主的“超星数字图

书馆”，由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建设，该数字图书馆包括文学、经济、计算

机等五十余大类，拥有数百万册电子图书，５００
多万篇学术论文，全文总量超 １３ 亿页［３］ ，已经

达到一个大型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假以时日，将
会超过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图书馆的藏书。 另

外，该数字图书馆还收藏了近 ２０ 万集［３］ 的学术

视频，这些收藏对我国传统数字图书馆形成了

很大的冲击。
除了以上以文献资源建设为主的学术资源

建设商，一些网络资源服务商也开始涉足文献

资源。 例如，百度已进入学术资源领域［４］ ，除了

百度文库、百度百科等学术资源，还提供数十万

种图书供阅读，２０１４ 年上线的百度学术搜索更

是提供了传统数字图书馆不能提供的学术信

息，百度学术搜索是提供海量中英文文献检索

的学术资源搜索平台，可以一站式检索到收费

和免费的学术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好帮手。 据

测算，目前百度拥有的信息总量超过 １ ０００ＰＢ，
相当于国家图书馆藏书数字化后数据量的 ５ 万

倍，每天增加的数据量 １０ＴＢ，相当于半个国家图

书馆的藏书数字化后的数据量［５］ 。 当然，绝对

用百度的数据量和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据相比

较也许不一定合适，因为在数据质量和规范上，
国家图书馆拥有更大的优势，而且现在国家图

书馆也收藏了许多数字资源、图像视频资料以

及互联网上的信息。 本文在这里的数据量上的

对比，主要为了引起图书馆人的重视，并对图书

馆界产生警示。
由此可见，这些网络资源建设商在学术、教

育、文化资源的建设上发展十分迅速，不论是资

源的规模还是资源的种类，已经是图书馆所建

的数字图书馆所无法比拟的。 这些资源建设商

对资源的开发还在深入和拓展，服务的形式将

会更加多样化，如此发展下去，数字图书馆将面

临很大的威胁，未来发展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数字图书馆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是否会被取

代？ 这是图书馆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当然，这种挑战也可能成为图书馆的机遇。

图书馆必须借助大数据时代这一机遇，转变原

有的对资源、资源组织、技术、服务以及职能等

方面的认识，重新架构数字图书馆，把挑战变为

再一次腾飞的机遇。 这即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目

的所在。

１　 相关研究与启迪

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思维发生了根本转变。
对于数字图书馆而言，也应当接受大数据的思

维。 为了得到相关研究的启示，笔者检索了国

内（ＣＮＫＩ）和国外（ ＥＢＳＣＯ）全文数据库，同时涉

及大数据和数字图书馆主题的文章分别检索出

４０ 余篇和 ２０ 余篇，真正将大数据与数字图书馆

密切关联的文章只有 １０ 余篇，其中国外文献只

有寥寥几篇。 但这些文章对我们思考数字图书

馆的未来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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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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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１ １　 国内外相关论述

大数据时代，人们在不断探求大数据与数

字图书馆的融合点，国外学者在理念、技术和应

用方面做了许多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图书馆的 Ｈｕｗｅ［６］ 在《构建数字图书馆》一文

中指出：大数据与图书馆是天作之合，图书馆员

对用户进行研究的项目尤其适合大数据，希望

能够加强数字图书馆对用户行为信息的采集。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 Ｒｅｎａｕｄ、麻省理工学院的

Ｂｒｉｔｔｏｎ 等人［７］ 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使用大学数

字图书馆用户的行为进行深度挖掘，并帮助学

校对学生阅读行为及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分析。
在技术方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Ｂｏｒｇｍａｎ 等人［８］ 利用嵌入式技术，在数字图书馆

系统中嵌入传感器，采集有关数据，为研究人员

开展研究提供数据，为数字图书馆增添了新功

能。 还有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数字图书馆对

大数据中学术信息的采集、处理、关联［９］ ，使

数　字图书馆更好地融于互联网，更好地利用大

数据。
在国内研究方面也有许多相关成果和理

念。 如，曾建勋在《数字图书馆论坛》的“大数据

与数字图书馆” 专辑的卷首语中指出［１０］ ：大数

据必将促进数字图书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
据使用及数据服务的深层次变革，同时也对图

书馆员的职责和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武汉

大学陈传夫等人［１１］ 分析了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图

书馆面临的问题，并从转变观念、发展知识服

务、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提高图书馆员素质等方

面提出了有关建议与对策。 上海图书馆的刘炜

等人［１２］ 强调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应关注大

数据与关联数据，展望“大”关联数据和关联大

数据两种不同的关联数据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

用前景。 兰州商学院的陈臣［１３］ 从技术角度探讨

如何建立高效的、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数字

图书馆搜索引擎。 在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数字图

书馆的其他方面也有不少研究，陈茫等人［１４］ 研

究了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移动服务技

术，陈臣［１５］ 、李白杨等［１６］ 浅议了数字图书馆中

的大数据存储问题，郭春霞［１７］ 涉猎了大数据环

境下非结构化数据的融合问题，王宇鸽等人［１８］

探讨了数字图书馆中大数据技术应用架构问

题，等等。
以上研究说明，学界和图书馆界已经意识

到大数据对数字图书馆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也
正在进行数字图书馆和大数据融合的研究与实

践。 为了使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

书馆在大数据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并在人们

的文化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

还应当深入思考，转变观念，提升竞争力。

１ ２　 启示与思考

学术资源建设商在大数据时代得到迅猛发

展，其涉足领域不再限于网络资源和期刊论文，
已包括所有类型的文献资源，资源的组织也不

再是简单的文献组织，已经将文献间的关联关

系（引用、同被引、引用耦合等）、作者与文献的

关系、文献的使用信息、学者之间的关系等都建

立联系，这些都是传统数字图书馆没有做到的。
随着这些学术资源建设商的资源不断丰富，极
有可能会超越传统数字图书馆，有取代高校和

公共图书馆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之势。
因此，图书馆界应当引起重视，把来自资源

建设商的威胁当作又一次勃发的机遇。 图书馆

可以汲取资源建设商的经验，从资源采集的范

围着手，扩大数字图书馆的资源范畴，加强各类

资源的融合，探索各类资源间的相互关联，并将

它们有机组织在一起。 在资源价值的发现方

面，做到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对所采集的数据

进行深度挖掘，找到其潜在规律，对相关数据进

行深入分析，发现其内在价值。 从服务角度，图
书馆也必须学习资源建设商的一些经验，提供

多种多样的服务形式，改变传统数字图书馆被

动式（用户要什么给什么）、等待式（用户上门提

出需求）的服务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维：

传统数字图书馆的一切都要变，变得更加适应

大数据，能充分运用大数据，把数字图书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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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数据之中，促进数字图书馆在人们的学

习、生活、工作和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２　 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思维

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思维，即指从大数据

的角度考虑数字图书馆的各类问题，把数字图

书馆完全融入大数据之中，增加数字图书馆数

字产品，提升数字图书馆服务水平，借助大数据

技术解决数字图书馆有关问题，把数字图书馆

作为“互联网＋”的重要分子。

２ １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

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思路

应当转变。 应当扩展数字图书馆的资源范围，
把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整个互联网资源结合为一

体，强调面向解决复杂问题的资源整合、资源加

工的建设思路，树立大数据时代的资源建设观。
（１）拓展数字图书馆资源范畴

数字资源是数字图书馆的立足之本，是提

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保证。 长期以来，图
书馆都非常重视资源建设，但基本限制在文献

型资源上，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

论文、专利、标准、科技报告等。 大数据时代，必
须开拓思维，数字图书馆不仅仅是将上述文献

数字化或增加一些数据库资源，还要将一些政

府信息、社会关注信息、网络热点信息囊括其

中，更需要将用户使用数字图书馆、搜索网络的

行为信息作为数字图书馆的采集资源。 另外，
还应增加对再生资源的生产、汇集和存储，包括

经过关联、挖掘分析后形成的各类综合数据，真
正扩大数字图书馆的数据资源范畴。

（２）增加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的广度

大数据的特点是数据复杂多样，单纯文献

信息已不能满足数字图书馆用户的需求，以文

献服务为主的资源整合必然向以综合信息服务

为主的资源整合发展。 为了满足用户的各类需

求，我们需要将文献信息、政府信息、社会信息、
网络信息、用户信息进行整合，即将数字图书馆

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关联，尤其是将公众关心

问题的社会资源整合到数字图书馆中。
另外，还需加强面向复杂问题求解的资源

整合。 大数据环境下，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期

盼，不仅仅限于文献的需求，更希望数字图书馆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希望能够指导他

们解决复杂问题。 因此，那种简单的堆积和分

类式的信息整合受到极大挑战，只有从决策角

度出发，面向复杂问题的资源整合，才能真正满

足用户需求。
（３）加强数字图书馆资源组织加工深度

资源的组织加工是对资源的一种整序，其
成果是一种资源的知识展现形式。 在数字图书

馆中，结构化信息（如书目信息）本身具有一定

的知识表现形式，但这种知识表现基本上限制

在资源库内部。 在大数据环境下，我们必须拓

展思路，努力将数字图书馆内外的资源建立语

义关联，构成面向全社会资源的数字图书馆资

源组织架构。
另外，在对图书馆资源的深度加工方面，应

能够将信息经由知识解构的加工再深入至知识

建构的加工。 例如，从文献中分解出知识单元

（知识解构），反过来将这些知识单元间或与文

献间建立语义关联（知识建构），从而产生新的

知识。 在知识解构与建构上，除了强调利用数

据挖掘技术、软件分析工具外，要特别提升图书

情报领域所建主题词表、分类词表的应用能力

和共享能力。
在数字图书馆资源组织加工方面，还有一

种非文献资源必须得到重视，那就是用户行为

信息资源。 用户行为信息是数字图书馆知识服

务与知识推荐的宝贵资源，需要深度挖掘、有机

组织，做到将用户行为数据与文献资源、目标资

源以及其他相关资源密切关联起来，使其成为

知识服务的高效资源。

２ ２　 数字图书馆技术应用

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技术已从处理局

部数据转到处理更广域数据。 从整个数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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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技术体系来看，包括数据采集、信息处理、
组织架构、知识挖掘、分析预测、结果呈现、服务

技术等。 如何将大数据相关技术应用并融入数

字图书馆领域，是数字图书馆领域必须要思考

的问题。
（１）语义技术

大数据环境尤其需要语义技术，如何使得

大量复杂数据建立有机联系，需要靠语义技术

来实现。 数字图书馆要思考如何将词典（主题

词表、分类表等）中的语义自动融入到数字文献

相关信息中。 当然，如此大量的数据依赖人工

标注信息间的语义关系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借

助有关词典，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本体技术、语
义分析技术等，自动标注数据间的语义关系，使
数据间充满语义联系，从而促进所收录资源的

知识扩充和知识挖掘。
语义技术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并不是新

奇的事情，图书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等工具本

身就是语义关系构筑起来的。 但这些工具只帮

助我们构筑了文献间的语义关系，很少涉及文

献或信息内部知识点间语义关系的建立，然而

在大数据环境下对这一点却提出了要求。 知识

点间的语义关系方便用户的知识获取，建立了

通过某一线索借助语义关系获得有用知识的

途径。
（２）数据聚类技术

聚类是把相近的、有关联的信息或数据聚

集在一起的过程。 在繁杂、巨量的数据中，聚类

是信息高效利用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数字图书

馆中，更需要充分运用聚类技术，经过聚类的信

息资源，将会在信息服务、信息分析和信息利用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聚类不仅仅是对文献信息资

源按照某一属性或特征聚集，还可以应用于用户需

求，也可以运用于用户检索行为处理和分析。
大数据环境下，真正被利用的数据是很少

一部分，聚类技术为这小部分数据的充分利用

提供很好的途径。 例如，对数据资源的聚类可

将它们划分成一个个相互关联、主题相近的小

数据集合，这些小数据集合非常适合面向问题

的需求，方便用户对信息的检索、选择和分析；
对用户需求的聚类有助于我们对相近需求的对

比分析，帮助用户优化需求，促进其充分表达需

求；用户行为的聚类可以发现用户利用资源的

行为规律，为用户个性化推荐服务提供数据

支撑。
（３）信息分析技术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图书馆应当能够充分利

用信息分析技术。 将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入数字

图书馆，并将数据分析作为数字图书馆的一项

拓展工作，把分析结果作为向用户提供服务的

高端产品。 在这些分析技术中，如文献的信息

汇编技术，可以为前沿研究领域的跟踪提供支

持；联机分析技术（ＯＬＡＰ）可以在线分析用户利

用数字图书馆的各类情况，为数字图书馆的管

理运作提供数据支撑；还有许多定量定性分析

工具与技术，如 Ｈａｄｏｏｐ、ＳＰＳ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等都应

当在数字图书馆得到充分应用。
（４）检索技术

未来数字图书馆的检索技术不能只限于本

机构数字图书馆的检索，必须运用网格检索技

术实现跨平台、跨资源的无缝检索。 这需要构

建各数字图书馆间的检索网络，每个数字图书

馆能够实现馆内外资源关联检索，并提供网络

资源搜索。 学术搜索也应成为高校及科研院所

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产品，以促进本单位学

术研究。 由于数字图书馆的利用与检索基本为

自助方式，所以其检索界面应当通俗易用，而且

需要有更强的功能，如语义检索、自动理解语言

的对话式检索、跨语言检索等。

２ ３　 数字图书馆的产品与服务模式

大数据时代，文献信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

用户需求，用户需要更加多样化的信息，不仅需

要正式出版的文献信息，还需要视频、图像、非
正式出版的灰色信息以及网络信息，更有甚者

希望获取再生信息。
（１）数字图书馆服务产品

学术资源建设商的产品类型越来越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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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括数字图书馆的几乎所有资源，而且还在

不断扩充，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越来越大。 因

此，未来数字图书馆的产品应该丰富多彩，才能

更具竞争力。 数字图书馆除了提供一次文献、
有关网络信息的信息服务外，还应能够提供再

生信息的服务，如知识库、方法库、推理库、战略

库等智库产品。 除此以外，科普教育文化类的

视频信息也应成为数字图书馆的重要产品，如
百科知识、科普讲座视频资料、历史文化视频讲

座、大中小学精品课程视频等。
（２）数字图书馆分析产品

大数据时代不缺信息，缺的是解决复杂问

题的知识，更缺少对众多信息处理分析、总结归

纳后得到的分析信息，这类信息分析产品应作

为数字图书馆未来信息服务的高端产品。 因

此，数字图书馆应注重用户行为分析成果，以帮

助了解用户的需求，掌握用户关注主题和学术

领域，并结合前沿领域的信息采集和科学分析，
确定前沿领域和科学发展趋势。 另外，通过用

户行为分析也能够将用户经验进行总结推广，
还可以发现用户的一些特异行为。 对资源的利

用分析成果，可以了解资源的价值所在，可以分

析资源的缺失情况，还可以得到有关资源利用

规律等。
（３）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

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其服务模式

已由被动提供服务为主的模式逐渐转变为自助

为主的服务模式。 然而，在大数据环境下，这种

自助式服务使许多用户虽处在信息的海洋中，
却感到迷惘，常常不能得到（更不用说及时得

到）自己最需要的信息。 因此，数字图书馆必须

改变过去被动式服务和等待式服务的模式，应
采取主动推荐式的服务模式。 如，根据用户行

为有针对性地主动推荐，增加对热点信息或事

件的重点推荐，强化定题信息的服务，等等。
另外，数字图书馆的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应

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未来的数字参考平台不

仅仅是数字化，更要智能化。 如，将自动应答、
用户互答、专家解答相结合，相互间实现自动转

换的无缝衔接，使用户切身感受到参考咨询就

是自己工作、学习和科研的良师益友。 在信息

类型的提供方面，数字图书馆应由文献提供为

主的模式向多元信息提供的模式转换，如文化

遗产、案例信息、综合分析信息、政府信息、声像

视频信息，甚至城市社会信息等。

２ ４　 数字图书馆定位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图书馆应突破传统的图

书馆思维，无论是数字图书馆架构，还是数字图

书馆的服务理念以及工作重点，都必须有大数

据思维。 这就要求每一位数字图书馆馆员必须

适应大数据时代，勇敢迎接挑战。
（１）跳出传统图书馆资源框架

大数据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广阔的数据空

间。 数字图书馆面对的不仅仅是图书、期刊等

文献信息，还面对着网络上种类繁多的信息。
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各类需求，促使对数据的

采集、处理、组织以及服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我们必须构筑新的数字图书馆资源框架，
要有全数据的理念，构建数字图书馆全数据框

架。 即数字图书馆不仅仅限于文献资源，还应

把整个网络资源纳入数字图书馆框架体系，其
框架内资源不仅仅限于文本信息，还包括图像

视频信息。 因此，信息的采集除了传统的订购

方式以外，还要采取针对网络的信息自动获取

手段；在信息的组织方面，应建立具有语义关系

的、数据间联系更加紧密的信息组织框架。
（２）建立全方位服务理念

传统图书馆的服务基本是文献型服务，提
供的服务形式多为等待型、被动型的服务。 数

字图书馆的服务资源已经有了拓展，各类数据

库大大丰富了图书馆资源；服务形式也有了不

少改观，由被动式的服务转向了自助式的服务。
但从大数据时代这一角度出发，数字图书馆的

服务理念还需进一步提升，应建立全方位服务

理念。 其一，面向全社会服务，即高校和科研院

所建立的自有版权的数字图书馆内容也应面向

全社会服务；其二，提供全资源服务，即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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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信息资源的服务，如文献信息、数据库信

息、网络信息、视频信息、分析信息、政策法规、
政府信息等；其三，服务方式和传播形式也要进

一步拓展，即除了提供用户的自助服务和简答

资讯以外，还需加强推送服务、个性化服务，并
建立虚拟参考咨询平台，除了提供面向固定网

络的服务，还需提供面向移动网络的服务，全面

拓展数字图书馆服务。
（３）拓展工作重点

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的工作重点要有

所拓展，除了把握数字资源建设这一基础工作

外，还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除了继续做好

常规服务以外，还需定位一些高端服务，努力把

数字图书馆建设成信息分析策动地；密切关注

学科前沿领域，同时对国家重大科研计划领域

或本单位重点科研领域进行跟踪，并提供科研

进展报告，对政府行政、科学决策、科研攻关等

提供数据支持。
（４）数字图书馆馆员定位

大数据时代对数字图书馆馆员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每一位馆员应具有对数据的理解分

析能力，并立志成为数据分析家；要对大数据技

术有一定了解，不一定要求每一位馆员创造技

术，但应当学会使用这些技术，尤其需要充分了

解大数据运用于数字图书馆的关键技术；能够

了解并熟练运用各种数据分析工具和软件；对
网络资源能够全面把握，不仅仅是文献数据库，
各类数据库都要知会，成为学术资源、网络资源

的百事通。

３　 结束语

大数据开启了数字图书馆的一次重大时代

转型，将拓展数字图书馆的数据资源，提升数字

图书馆的能力，增强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丰
富数字图书馆的服务产品，一个崭新的数字图

书馆将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这样的新环境

下，我们应该对数字图书馆有新的理解，在资源

框架、技术应用、服务模式等多方面进行思考，
用大数据的思维看待数字图书馆的变革，使未

来数字图书馆在大数据环境下，在与学术资源

建设商的竞争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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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１２１１９４ ｈｔｍ．）

［ ４ ］ 百度介绍［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２６２ ｈｔｍ． （ Ｂａｉｄ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０７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２６２ ｈｔｍ．）

［ ５ ］ 盘点中国２０１３行业数据量［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ｈｔｔｐ：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５１ｃｔｏ ｃｏｍ ／ ａｒｔ ／ ２０１４０２ ／ ４３０１８５ ｈｔ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５１ｃｔｏ ｃｏｍ ／ ａｒｔ ／

２０１４０２ ／ ４３０１８５ ｈｔｍ．）

［ ６ ］ Ｈｕｗｅ Ｔ 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ｔ［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４，３４

（２）：１７－１８．

［ ７ ］ Ｒｅｎａｕｄ Ｊ，Ｂｒｉｔｔｏｎ Ｓ，Ｗａｎｇ Ｄ，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 ．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５，３３（３）：３５５－３７２．

［ ８ ］ Ｂｏｒｇｍａｎ Ｃ Ｌ，Ｗａｌｌｉｓ Ｊ Ｃ，Ｍａｙｅｒｎｉｋ Ｍ Ｓ，ｅｔ ａｌ． Ｄｒｏｗｎｉｎｇ ｉｎ ｄａｔ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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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二〇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２０

ｕｓｅ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 ／ ／ ＪＣＤＬ ０７：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７ｔｈ ＡＣＭ ／ ＩＥＥＥ － ＣＳ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０７．

［ ９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Ｋ，Ｗｕ Ｊ，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 Ｓ Ｒ，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 ／ ／ Ｄａｔ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 ＩＣＤＥＷ），２０１４ ＩＥＥＥ ３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４：

６８－７３．

［１０］ 曾建勋． 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Ｊ］ ． 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４（４）：卷首语 （ Ｚｅｎｇ Ｊｉａｎｘｕ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Ｊ］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４（４）：ｐｒｅｆａｃｅ．）

［１１］ 陈传夫，钱鸥，代钰珠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 ７）：４０ － ４５ （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ｆｕ，Ｑｉａｎ Ｏｕ，Ｄａｉ Ｙｕｚｈ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７）：４０－４５．）

［１２］ 刘炜，夏翠娟，张春景． 大数据与关联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技术革命［ Ｊ］ ．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３（４）：

２－９． （Ｌｉｕ Ｗｅｉ，Ｘｉａ Ｃｕｉ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ｊ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Ｊ］ ．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３（４）：２－９．）

［１３］ 陈臣 大数据时代基于个性化服务的数字图书馆数据搜索引擎设计［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４）：９１－

９３，９４ （Ｃｈｅｎ Ｃ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５（４）：９１－９３，９４．）

［１４］ 陈茫，周力青，吕艳娥． 大数据时代下的图书馆移动服务创新研究［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４（ １）：１１７－ １２１．

（ Ｃｈｅｎ Ｍ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ｑｉｎｇ，Ｌü Ｙａ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１）：１１７－１２１．）

［１５］ 陈臣． 一种基于新型存储的数字图书馆分布式大数据存储架构［ Ｊ］ ． 现代情报，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１０３ （ Ｃｈｅｎ

Ｃｈｅｎ．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１００－１０３．）

［１６］ 李白杨，张心源．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大数据问题初探［Ｊ］ ． 情报科学，２０１３（１１）：２６－２９． （ Ｌｉ Ｂａｉｙ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１１）：２６－２９．）

［１７］ 郭春霞．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非结构化数据融合分析［ Ｊ］ ．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５（７）：３０－ ３４ （ Ｇｕｏ

Ｃｈｕｎｘｉ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７）：３０－３４．）

［１８］ 王宇鸽，邢军，张红． 数字图书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架构［ Ｊ］ ． 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４（ ７）：１１３ － １１６ （ Ｗａｎｇ

Ｙｕｇｅ，Ｘｉｎｇ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７）：１１３－１１６．）

苏新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１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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