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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服务平台环境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业务
重组与数据管理

邵　 波　 单　 轸　 王　 怡

摘　 要　 在信息时代数据意识全面增强的背景下ꎬ图书馆作为科研活动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ꎬ其服务和业

务管理也应尽快走向数据化和智能化ꎮ 本文以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实施为契机ꎬ回顾我国图书馆业务重组

的历史ꎬ探索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的方法和主要内容ꎬ包括采访流程再造、馆藏模式再造、服务流程

重组和图书馆人员再造等ꎮ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的背景下ꎬ要革新图书馆服务理念ꎬ提供一体化的读者服务和资源

发现服务ꎬ重构学术服务ꎬ强化数据管理ꎮ 从全国图书馆发展的宏观规划来看ꎬ图书馆联盟也需重构ꎬ要探索向智

慧图书馆联盟的转型升级ꎮ 图书馆整体应该跳出传统的文献服务范畴ꎬ以数据智能计算为中心ꎬ着眼于数据的搜

集、组织、挖掘、应用的全过程ꎬ将数据服务作为新时代图书馆服务的主要能力ꎮ 图 ３ꎮ 参考文献 ２９ꎮ
关键词　 智慧图书馆　 业务重组　 数据服务　 图书馆联盟　 图书馆员

分类号　 Ｇ２５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Ｏ Ｂｏꎬ ＳＨＡＮ Ｚｈｅｎ ＆ ＷＡＮＧ 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ｔ ｓｏｌｖｅｓ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ｐｕｚｚｌ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ｍａｎｙ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ｆｕ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ｕｓｅｒ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ｓａｖｅｓ ａ ｌｏ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ｃｈｅ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ｋｓｅｌ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ｕｓｔ ｉｎ ｃａｓｅ ｔｏ  ｊｕｓｔ ｉ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ｏｂｏ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ｏ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０２７

通信作者:邵波ꎬ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ｏ＠ ｎｊｕ ｅｄｕ ｃｎꎬＯＲＣＩ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５２８－５１９６(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ＳＨＡＯ Ｂｏꎬ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ｏ＠ ｎｊｕ ｅｄｕ ｃｎꎬＯＲＣＩ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５２８－５１９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六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６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ｍａｎ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ｅｔ ｕｐ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ｓｅｔ ｕｐ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ｕｉｌｄ ｕｓ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 ｄｅｅｐ － ｓｅ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 －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ｅａｓ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ｒｅ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ｂ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ｕｓ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ｎ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ｓ ｒｉｃ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ｕｓｅ 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ｏ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ｎｌｙ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ｌｌ 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ｂｅ ｔｒｕｌｙ ｕｓ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３ ｆｉｇｓ ２９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０　 引言

大数据时代ꎬ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为

核心的新一代技术浪潮推动了图书馆的深刻变

革ꎬ重塑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用户行为方式、资
源建设方向和馆员角色定位ꎮ 图书馆转型时期ꎬ
业务与机构重组成为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关键环

节ꎬ数据管理和服务将成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ꎮ
从科学界来看ꎬ出现了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１] ꎬ
并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科和研究领域ꎻ科学研

究以数据为中心ꎬ对于海量数据的分析处理本身

也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成果ꎬ充分展示出图书馆数

据管理与服务的发展潮流和趋势ꎮ

国际图联«发展和信息获取 ２０１９»报告[２] 中

指出ꎬ图书馆长期以来都是人类文化的核心ꎬ既
保存学术成就的记忆ꎬ同时也是创新的源头ꎮ
虽然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ꎬ图书馆会发生重大

变革ꎬ但其提供信息资源的核心使命可以说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ꎮ 在数据时代大变革

的背景下ꎬ图书馆现有的服务无法满足用户的

信息和数据需求[３] ꎬ由此引发对图书馆转型发

展的探索ꎬ促使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产生ꎮ
图书馆应该跳出原有的文献服务范畴ꎬ着眼于

数据的搜集、组织、挖掘、应用的全过程ꎬ将数据

服务作为新时代图书馆服务的主要方向ꎮ 由于

新技术的应用和新平台的投入使用ꎬ许多原有

的业务内容、人员、机构、制度、基础设施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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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ꎬ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再造显得更为紧迫ꎮ

１　 图书馆向智慧转型的契机———新一代
图书馆服务平台

在互联网环境变化和新技术的驱动下ꎬ图书

馆积极购置电子资源ꎬ改善硬件设备ꎬ探索新的服

务方式ꎬ但这并没有使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ꎬ反
而使图书馆信息化体系愈加复杂ꎮ 为了有效并有

序地解决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问题ꎬ新技术应用、
新平台建设已刻不容缓ꎮ 可以说ꎬ新一代服务平台

建设是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实现的核心之一ꎮ
从 ２００７ 年前后开始ꎬ图书馆管理系统改革

的浪潮在图书情报领域逐渐兴起[４] ꎻ自 ２００９ 年

起ꎬ相继出现了“下一代图书馆集成系统” [５] 、
“下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６] 、“下一代图书馆

管理系统” [７] 等概念ꎻ２０１２ 年ꎬ美国著名的图书

馆自动化系统专家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６] 提出建设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设想ꎮ 新一代图书

馆服务平台不是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概念ꎬ
其目标是通过一个可以处理各种类型资源、升
级整合图书馆服务的平台来简化图书馆业务ꎮ

目前已有的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有 ＦＯＬＩＯ、
ＮＬＳＰ、 Ａｌｍａ、 ＷＭＳ、 Ｓｉｅｒｒａ 等ꎮ 其 中 Ａｌｍａ 由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公司与波士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于 ２０１２
年合作开发完成ꎬ２０１６ 年调查显示 Ａｌｍａ 是全球高

校图书馆中使用最多的服务平台ꎬ在所有主流产品

中排名第一ꎻ国内使用 Ａｌｍａ 的高校以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代表ꎬ分别于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上线ꎮ ２０１２ 年ꎬ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公司推

出了 Ｓｉｅｒｒ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推出 ２ ０
版本[８] ꎻ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引入

Ｓｉｅｒｒａ 作为管理系统ꎮ ２０１４ 年ꎬＯＣＬＣ 依托自己的

信息共享系统ꎬ推出了 ＷＭＳ[９] ꎻ２０１６ 年ꎬＦＯＬＩＯ 项

目启动[１０] ꎻ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ＮＬＳＰ 作为智慧图书

馆二期建设的成果在南京大学正式发布ꎮ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发布ꎬ重塑了图书

馆的业务模块和服务模块ꎮ 它采用微服务框架ꎬ
在馆藏资源采购、管理等方面为图书馆提供多种

形式的流程ꎮ 新一代平台还具有与多种类型的

图书馆资源相适合的元数据管理环境ꎬ并通过提

供互操作协议集成知识发现服务或支持独立的

发现界面ꎮ 新一代平台服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中央知识库统一管理和融合知识服务(见图 １)ꎮ

图 １　 ＮＬＳＰ 平台的功能机制

(１)中央知识库统一管理

中央知识库是一个基于多供应商来源的标

准资源数据中心ꎬ与图书馆本地资源进行链接ꎬ
进而解决资源的专业关联信息、链接解析和元

数据更新等问题ꎮ 它可为纸质、数字、电子资源

建立统一的元数据管理平台ꎬ集中模块管理ꎬ在
异构平台之间解决数据的整合问题ꎬ并为图书

馆进一步的资源保障、学科服务等提供支撑ꎮ
以此为基础ꎬ图书馆的资源采访、资源建设和资

源管理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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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放融合服务

新一代图书馆平台为解决不同系统间的集

成问题ꎬ提供开放的 ＡＰＩꎬ方便图书馆自主开发

本地应用ꎻ采用 ＰａａＳ＋ＳａａＳ 部署模式ꎬ在云端开

展平台服务ꎬ集成供应商服务与第三方服务ꎻ具
有内置的数据分析功能ꎬ能够实时监测数据和

服务ꎬ方便根据用户大数据构建用户画像ꎬ并实

现即时内容推送ꎮ
通过开放平台可实现智慧图书馆的各项服

务ꎬ包括 ＡＩ 智能服务、ＶＲ 沉浸式服务、机器辅

助服务、大数据服务、空间场景服务等ꎮ 因此ꎬ
在智慧图书馆的探索和建设过程中ꎬ开放平台

可取代或优化的服务要及时调整ꎬ需要进行业

务重组ꎬ去除冗余业务ꎬ调整服务流程ꎮ

２　 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

２ １　 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理论方法与实践回顾

业务流程重组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
ｅｒｉｎｇꎬＢＰＲ)ꎬ也称业务流程再造、业务机构重组ꎬ是
企业经常采取的提升管理效率的方法ꎮ ＢＲＰ 是对

关键步骤和流程的重新设计或组织ꎬ以实现企业业

绩的突破[１１] ꎻ企业需要一个组织的积极性和广泛

的重组ꎬ以摆脱“过时”的流程[１２] ꎮ 通过推行 ＢＰＲꎬ
一些公司如 ＩＢＭ、福特汽车等实现了发展壮大ꎬ
ＢＲＰ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ꎮ 从图书馆

来看ꎬ电子资源管理是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中非常

重要的一步[１３] ꎻ在向智慧图书馆转型的过程中ꎬ业
务管理、服务模式等都会发生变化ꎬ也需要重新设

计、规划、重组业务流程ꎮ
图书馆核心业务的顺利完成都是与合理的

流程息息相关的ꎬ在图书馆领域ꎬＢＰＲ 理论与实

践也陆续取得成功ꎮ 圣母大学图书馆通过实时

跟踪数据库ꎬ获取数据支持修订工作流程ꎬ更

快、更有效地更新电子馆藏目录ꎬ甚至追踪失踪

书刊ꎬ减少积压并确保更高的用户满意度[１４] ꎮ
亚特兰大大学中心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图书馆利

用业务流程分析和改进原则ꎬ将参考服务从单

一的服务台重新规划为双书桌模式ꎬ增加参考

资料的使用效率ꎬ更有效地利用专业图书馆员

的时间[１５] ꎬ提高了用户服务水平ꎮ
１９９４ 年我国接入互联网后ꎬ图书馆的数字化

革命就已是必然之势ꎮ １９９６ 年ꎬ缪其浩针对上海图

书馆的新馆建设提到了业务流程重组的概念[１６] ꎬ
随后国内图书馆逐渐重视 ＢＰＲ 的应用ꎮ 我国对于

业务流程重组的讨论以大数据的研究与利用为分

水岭ꎬ划分为数字化重组和智慧化重组两个阶段ꎮ
(１)数字化重组(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ꎬ１９９６ 年发布的“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倡议书”提出通过“国家—地方”两级

体系建设资源共享网络ꎬ涵盖了联合采购、联合编

目、文献传递等多项业务ꎻ１９９９ 年ꎬ包括国家图书馆

在内的全国 １２４ 个主要图书馆共同签署了“文献信

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ꎮ １９９８ 年ꎬ“中国数字图

书馆工程”立项ꎬ旨在建设超大规模的优质中文信

息资源库群ꎬ并通过国家高速宽带网向全国及全球

提供服务ꎬ最终形成世界上最全面、最系统的网上

中文信息基地和服务中心ꎻ２００１ 年ꎬ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开始实施“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ＣＳＤＬ)项目[１７] ꎮ 以这两个项目为代表ꎬ我国开启

了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ꎮ 这一时期ꎬ图书馆业

务流程重组以传统资源的数字化、机读目录的编

制、地区图书馆之间的联合为主ꎬ业务流程优化集

中于馆内查询、文献借阅等基本服务ꎬ包括文献采

集、文献检索、参考咨询等ꎮ
(２)智慧化重组(２０１１ 年至今)
大数据背景下ꎬ图书馆面临智慧化转型ꎬ“互

联网＋”“图书馆转型”“数据分析”等理念和技术

相继影响图情领域ꎬ并持续受到关注ꎮ 在技术发

展和社会需要的推动下ꎬ图书馆的业务流程重组

问题迫在眉睫ꎮ 业务流程重构以用户数据需求

和嵌入式的深度服务为核心ꎬ包括知识咨询、情
报分析与研究、数据管理与服务、出版服务、学科

服务等ꎮ 新一代图书馆平台应秉持图书馆业务

流程重组的理念ꎬ进行系统的重构及其要素、子
模块的组合ꎬ以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１８] ꎮ

在向智慧化转型时期ꎬ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用户

需求的变化成为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的主要动因ꎮ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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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的业务流程重构有以下三个特点ꎮ ①
适应新的智能技术:图书馆开始应用人脸识别、数
据分析等技术后ꎬ人员、组织、机构的安排和角色都

发生了很大转变ꎮ ②适应用户诉求的改变:智慧化

时代ꎬ用户的需求趋于个性化ꎬ对于信息资源获取

的速度、便利程度和契合程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ꎬ空间、资源、技术、设备都必须进行重组ꎬ以便

精、准、快地满足用户的核心需求ꎮ ③适应新一代

服务平台的应用:随着云计算的引入和软硬件设施

的更新ꎬ业务流程的推进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以 ＮＬＳＰ 和 Ａｌｍａ 为代表的新一代服务平台为图书

馆提供数据支撑和平台保障ꎮ
ＢＰＲ 理论与图书馆结合有足够的实践基础ꎬ

并对时代的变迁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ꎮ 但在业务

重组的过程中ꎬ需要注意回避 ＢＰＲ 理论中一直强

调的“只顾眼前利益”“过度依赖技术”和“缺乏战

略统筹”等问题ꎮ 笔者结合图书馆的管理实践ꎬ认
为图书馆 ＢＰＲ 是通过流程整合、优化ꎬ最大程度地

满足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体系高效发展需要的一种

方法ꎮ 图书馆通过业务重组来大幅度改善用户服

务的质量ꎬ提高效率ꎬ同时降低服务成本ꎬ保障其对

现代环境的适应能力ꎬ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ꎮ

２ ２　 智慧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

在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构建过程中ꎬ最
核心的是纸电数资源一体化管理与发现系统的

重组ꎬ其构建过程也以 ＢＰＲ 理论为指导ꎬ同时又

要考虑图书馆的业务流程重组的专业性和特殊

性ꎮ 下一代服务平台是智慧图书馆的核心ꎬ拥
有多方面的优势:模块化的组件服务、全面的采

访功能、完整的在线元数据编辑器、统一的纸电

数资源管理、综合数据监控与分析、统一检索功

能、统一的读者管理与服务、完善的权限与配置

项、前后端分离并支持多终端等ꎮ 各种新一代

图书馆服务平台都支持开放 ＡＰＩ 的共识ꎬ支持

中央知识库和多资源分析决策ꎬ这些为 ＢＰＲ 的

应用提供数据流的保障和开放融合的服务

基础ꎮ
(１)图书馆采访流程再造

新一代服务平台拥有中央知识库ꎬ可以为

不同形式的资源建立统一的元数据管理ꎮ 基于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采访流程具有简约

性、便利性和灵活性的特点ꎬ本文以 Ａｌｍａ 和

ＮＬＳＰ 为例进行说明(见图 ２)ꎮ 借助 ＮＬＳＰ 平

台ꎬ可以实现采访流程的网络化ꎬ节约外包编目

人员往返图书馆的时间ꎬ通过二次查重减免重

复浪费的成本ꎬ提高采访效率ꎬ优化人力资源配

置ꎮ 另外ꎬ采访平台作为图书馆与书商、供应商

沟通的桥梁ꎬ有利于图书馆开展多元合作ꎻ任何

问题皆可在线上解决ꎬ并与编目模块或自动编

目系统实行无缝衔接ꎮ

图 ２　 基于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采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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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平台对于电子资源的采访流程再造尤为

重要ꎮ 电子资源采访可通过中央知识库复制到

本机构的资源库中ꎬ且支持自建资源库ꎬ这样就

能在图书馆平台上形成庞大的数字资源数据集

合ꎮ 电子资源库与电子资源清单( Ａｌｍａ 中的电

子资源库列表)之间均可通过电子资源服务来

连接ꎬ统一服务入口与服务路径ꎮ
(２)图书馆馆藏建设模式再造

智慧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模式要从“ ｊｕｓｔ－ｉｎ－
ｃａｓｅ”(即例)转移到“ 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 (即时) [１９] ꎮ
图书馆的数据管理经历了传统 ＩＬＳ 系统到 ＥＲＭ
系统再到新一代服务平台的演变ꎮ 传统的 ＩＬＳ
系统主要是针对纸质资源进行管理ꎬＥＲＭ 系统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用于处理数字化的资源ꎬ
例如电子期刊、书目数据库等ꎮ 这两者都是

“ｊｕｓｔ－ｉｎ－ｃａｓｅ” (即例)的ꎬ只能呆板地等待用户

的请求后再进行文献服务ꎬ单一而迟缓ꎬ有时候

还需要通过馆际互借等手段才能满足用户的信

息资源需要ꎮ 而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整合

“纸电数一体化＋发现服务”的功能ꎬ统一处理纸

质、电子、数字资源(见图 ３)ꎻ使用 Ｗｅｂ 规模的

发现系统ꎬ允许使用单个中央索引和搜索界面ꎬ
允许搜索本地图书馆服务ꎬ订阅集合以及开放

访问资源[２０] ꎬ例如 Ａｌｍａ、 Ｐｒｉｍｏ、 ＷＭＳ 和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ｔꎬ这些平台都可以主动识别用户需求ꎬ并精准

做出“即时”反馈ꎮ

图 ３　 图书馆馆藏建设模式演进

(３)图书馆服务流程重组

在服务理念方面ꎬ图书馆应当从“查询”为

主转为“利用”为主ꎬ从“人工”服务转为“智能”
服务ꎮ 应充分发掘和融合各个方面的资源、数
据等去满足不同读者的各类需求ꎬ并在满足其

显性需求的基础上ꎬ释放其隐性的深度需求ꎬ再
根据深度需求进行充分的数据挖掘ꎬ形成数据

模型ꎬ进而产生智能化服务提供给用户ꎮ
在服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ꎬ图书馆需要基

于新型的服务平台ꎬ利用大数据分析、传感器以

及人工智能技术ꎬ从丰富的馆内外各类信息资

源中分析其潜在的价值ꎬ然后进行有目的的开

发组织ꎬ把相对独立的馆藏文献资源、读者信

息、采购来源信息等转化成为更为增值、多元化

的服务模式ꎬ并升级各类用户的贡献力度ꎬ将原

来重复的人工行为转化为半智能或全智能服务

的形式ꎮ
(４)图书馆人员再造

２０１２ 年ꎬ哈佛大学解雇了所有的图书馆员ꎬ
重新聘任ꎮ 同时宣布ꎬ这次改革最重要的转变

是“哈佛图书馆的员工将比现在少” “一些职位

将撤销ꎬ一些职位会有所变更ꎬ还有一些新的职

位出现”ꎮ 由于新的服务平台以及智能技术的

引入ꎬ以借阅服务、参考咨询为主的传统馆员不

再适应新体系ꎮ 熟悉平台操作、技术指导ꎬ为用

户提供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等将成为智慧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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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重点ꎮ 要实现图书馆人员再造ꎬ有三种

途径:一是通过技能培训来提高职业素养ꎻ二是

全面清空ꎬ重新招募具有职业能力的人员ꎻ三是

对部门和机构进行重组ꎬ优化人员配置ꎬ裁撤冗

余ꎬ节约人力资源ꎮ
新一代图书馆平台提供的云服务以及 Ｗｅｂ

化的流程和参数减轻了图书馆员的压力[２１] ꎬ图
书馆员的业务已经由传统的借阅服务为主转变

为学科咨询和智慧服务为主ꎻ图书馆员的职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除了传统的文献信息资源

管理外ꎬ还要加强对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

的学习和利用ꎮ 图书馆员应具备综合的运维能

力ꎬ而部分馆员可直接参与图书馆系统平台的

开发ꎬ并借助平台制定自己的工作流程ꎬ实现业

务创新ꎮ 从数据管理服务的需求出发ꎬ馆员自

身需要具备数据分析管理的能力ꎬ还要注重培

养信息资源再发现的能力ꎬ以及图书馆一直以

来缺乏的对古籍和原生资源的开发、出版能力ꎮ
综合来看ꎬ图书馆员所需能力可归属为胜任力ꎬ
即为成功而卓越地完成工作、达到理想绩效目

标所应具备的各种素质和能力的总和ꎬ这种胜

任力是新一代平台环境下不可或缺的ꎮ

３　 图书馆数据管理与服务

３ １　 图书馆数据管理新职能

智慧图书馆构建之初有三个出发点:互联、
高效、便利[２２] ꎮ 在新的技术环境中ꎬ由于数据社

会给科技发展带来的无限潜力ꎬ数据意识的全

面增强ꎬ用户对于数据来源和保存的需求也越

来越精细ꎮ 图书馆恰恰是广泛权威的学术数据

的最大所有者ꎬ其数据包括内部购买的资源数

据和自己产生的业务数据两部分ꎬ而且图书馆

一直以来都应作为数据管理和服务的引领

者[２３] ꎮ 未来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方向应转向知识

服务ꎬ通过知识服务和数据服务将整个服务环

节链接到前期的数据处理阶段[２４] ꎮ 考虑到科学

数据管理中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ꎬ图书馆还应

将自身定位为嵌入式科学数据管理机构、基于

过程的科学数据监护机构和数据素养的教育

机构[２５] ꎮ
国外高校图书馆对于数据管理启动较早ꎬ

成熟的平台例如斯坦福大学数据管理服务平

台、康奈尔大学数据管理平台等都在高校教学

和科研中发挥了较好的示范作用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我国建成并正常使用的数据服务平台有 １０ 个ꎬ
主要由图书馆主导ꎬ分为社科型(如复旦大学社

会科学数据平台)和综合型(如北京大学开放研

究数据平台) [２６] ꎮ 但是国内数据管理还存在一

些不确定因素ꎬ要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保证科学

数据的可用性、真实性和可理解性ꎬ有效防范数

据丢失或被毁、设备故障、病毒侵袭等风险[２７] ꎮ

３ ２　 图书馆数据服务新需求

在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技术架构中ꎬ
读者和图书馆本身都对图书馆数据服务产生了

较多的新需求ꎬ图书馆也需要革新服务理念ꎬ转
变服务方式ꎬ具体总结为以下四点ꎮ

(１)革新图书馆服务理念

除了技术角度的平台构建外ꎬ图书馆的人

文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服务理念上ꎮ 数据服务是

随着大数据的产生而兴起的新型服务ꎬ图书馆

原先以前台业务为核心的服务理念逐渐被淡

化ꎬ数据化、智能化的服务理念逐渐占据主导ꎮ
用户的需求不再只是通过用户的语言和借阅记

录去表现ꎬ在智能化的空间内ꎬ通过人脸识别技

术、ＧＩＳ 技术等可以获取用户全方位的信息ꎬ从
而使图书馆更好地决策为用户做出何种服务ꎮ
在这个过程之中ꎬ图书馆是主动的ꎬ不仅要推送

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得出的结论ꎬ而且要引导

和培养用户接受、使用这些服务ꎬ帮助优化用户

行为ꎮ
(２)一体化读者服务和资源服务

移动互联网和现代物流服务的发展扩大了

图书馆读者的规模ꎬ应重新定义图书馆读者的

范围ꎬ既包括原本实体图书馆的办证读者ꎬ也包

括通过互联网和物流使用图书馆资源的读者ꎬ
即实体办证读者＋在线注册读者都是图书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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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对象ꎮ 在读者内涵扩展后需要构建新的服

务模式ꎬ既能满足教学、科研的需求ꎬ也满足包

括阅读、休闲、文创在内的个性化需求ꎮ 同时ꎬ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ꎬ读者对电子资源、
数字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ꎬ他们希望便捷地获

得纸本、电子、数字资源一体化的服务ꎻ图书馆

员也希望在新的图书馆服务平台上实现纸电数

资源的统一采购、统一元数据管理和统一的资

源发现服务ꎮ 从全国图书馆发展的宏观角度来

看ꎬ公共图书馆服务朝着总分馆方向发展ꎬ希望

能整合公共数据、政府开放数据等ꎻ高校和专业

图书馆希望借助新一代服务平台的部署ꎬ进一

步推动各类数字图书馆联盟的转型和升级ꎮ 在

这些需求的推动下ꎬ需要搭建新的多级跨区域

的图书馆服务体系ꎬ更好地实现纸质、电子、数
字资源的共建共享ꎮ

(３)重构图书馆学术服务

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ꎬ
会带来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变革和整个学术生态

链的全面更新ꎮ 高校图书馆数据服务会越来越

重要ꎬ通过数据服务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是未

来几年图书馆的重要服务方向ꎬ数据服务可以

为学校机构、师生乃至校友提供服务ꎮ 目前高

校在开始建立各自的数据管理平台ꎬ首先对接

校内科研人员的数据管理需求ꎬ其次要满足校

外科研资助机构的使用需求ꎬ实现全流程的数

据管理服务ꎮ 高校图书馆的数据服务侧重于

教学和科研ꎬ数据管理平台的数据和主题协作

功能可以有力支撑科研活动ꎬ其数据分析和数

据建模功能可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便利ꎮ
除此之外ꎬ数据管理平台的服务还可以延伸至

学校领导、院系负责人等外围管理人员ꎬ共同

建设具有出色数据素养的教学科研团队ꎮ 除

了高校内部的数据新需求外ꎬ图书馆还可以与

出版社、书商、资源提供商等进行更深入的合

作ꎬ实现业务对接和数据共建共享ꎮ 连接上游

(出版社、资源商) 、中游(书商、第三方服务商)
和最终用户(科研人员、教学人员) ꎬ不断完善

学术服务体系ꎮ

(４)强化图书馆数据管理

图书馆数据管理有两层含义ꎬ一方面是基

于馆内资源的大数据管理ꎬ另一方面是融合馆

外资源的大数据管理ꎻ在图书馆实际运行的语

境中ꎬ分别对应着馆内数据的大量新增(纸质文

献、电子资源、数字资源等)ꎬ以及已成定式的馆

外数据的融合共享ꎮ 在这样的趋势下ꎬ图书馆

原本传统的半开放单体系统模式已远远不能满

足需求ꎬ新一代服务平台应与社会知识网络及

公共信息平台融合ꎬ这样既能保证新一代服务

平台满足图书馆完整的业务流和数据流的需

求ꎬ同时也可以建立向外融合的知识网络和开

放公共信息ꎮ 以上两个方向数据的收集、分析ꎬ
可实现图书馆服务的最大化ꎬ其未来服务模式

之大是不可预见的ꎮ 从本质上来讲ꎬ真正“以用

户为中心”的平台应该具有几乎无限的扩展能

力ꎬ提供无限多的个性化服务的可能性ꎬ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智慧图书馆的新服务模式ꎬ
这种服务模式需要构架在一个新型的图书馆服

务平台上ꎬ并经过不断的迭代方可实现ꎮ

４　 智慧图书馆联盟建设

智慧时代ꎬ图书馆联盟的组织机构、业务流

程、服务方式等也需要重新规划、调整和优化ꎬ
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广大用户的需要ꎮ 在数字图

书馆发展阶段ꎬ图书馆联盟制定统一的协议以

规范数据行为ꎬ发挥成员馆资源优势ꎬ将馆际互

借和文献传递的范围通过联盟扩大ꎬ再进一步

共建共享特色文献数据库ꎬ增强综合服务能力ꎮ
近年来ꎬ随着图书馆平台的技术进步和服务革

新ꎬ数字图书馆联盟也随之发生变化ꎮ
我国数字图书馆联盟于 ２０００ 年前后开始建

设ꎬ构建模式分为两种: 系统模式和区域模

式[２８] ꎮ 系统模式包括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联

盟ꎬ这种联盟有独立委员会组织ꎬ资源丰富且共

享程度高ꎬ如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ＣＡＤＡＬ)ꎻ区域模式可以再细分为同性质的数

字图书馆联盟(如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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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业的数字图书馆联盟(如珠江三角洲数字

图书馆联盟)ꎮ 近几年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理论

研究正处于衰退期ꎬ研究成果数量大幅度下降ꎮ
在实体联盟构建方面ꎬ大型的系统联盟发展逐

渐减缓ꎬ小型联盟如区域联盟等后续保障不足ꎬ
部分小型联盟服务关闭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启动

新的联盟服务已是当前的迫切任务ꎮ
(１)去中心化构建图书馆联盟新内涵

在新一代服务平台和服务理念的基础上ꎬ
重塑新联盟的发展思路ꎬ通过去中心化的思想

拓宽联盟的内涵ꎮ 首先鼓励小型联盟的发展ꎬ
因为小型联盟可使得占馆藏总量大部分份额的

非核心资源被激活而进入信息流通领域ꎬ这种

结构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联盟的内涵ꎮ 对于小

型联盟应加强宣传推广ꎬ提高联盟的知名度和

利用率ꎬ使小型联盟“走出去”ꎬ变成全国层面特

色资源代表的联盟ꎬ发挥自身优势ꎬ打造联盟的

不可替代性ꎮ 针对大型联盟要建立联盟绩效评

估体系ꎬ树立“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价观念ꎬ用
实效来提升用户的认可度ꎬ在成员馆之间形成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ꎬ充分调动小型成员馆

的积极性[２９] ꎮ
(２)基于技术驱动构建新一代图书馆联盟

现有自动化系统技术架构已落后于业务发

展的需要ꎬ系统臃肿、稳定性差ꎬ增加了维护的

成本和升级的困难ꎮ 下一代图书馆平台兼容多

种元数据标准ꎬ并可提供一体化的电子资源服

务ꎮ 全新的技术架构可以实现多产品服务的统

一管理ꎬ支持多租户、订阅型服务ꎬ易部署、易管

理、易维护、降低服务成本ꎻ减少图书馆硬件存

储的投入成本ꎬ降低图书馆系统运维要求ꎬ同时

提升馆员工作效率ꎬ提高读者阅读体验ꎮ 基于

新一代服务平台的数字图书馆联盟也应加紧步

伐ꎬ尽快提出新一代图书馆联盟构建的模式ꎬ逐
步向智慧图书馆联盟转型升级ꎮ 首先ꎬ新联盟

可选择共享同一个后台管理平台ꎻ其次ꎬ从资源

管理方面来看ꎬ在新联盟内部必须建立独立的

综合资源联盟ꎬ而非单一的纸质资源联盟ꎬ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符合新一代图书馆联盟的需求ꎮ
新一代图书馆联盟应将大型联盟的技术优势以

及小型联盟的资源优势相结合ꎬ实现全面集成

的资源管理和服务以及全面准确的数据分析ꎬ
实现全面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ꎮ

５　 结语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可以更有效地作为

知识组织和服务这一资源生态系统的连接者ꎬ
通过数据分析和知识发现快速地为用户从海量

知识环境中提取出所需信息ꎬ让图书馆更好地

在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消费者之间建立平衡机

制ꎬ从单一的双向服务ꎬ升级为融合服务ꎬ进而

带来信息系统生态链的全面升级ꎮ 但是ꎬ要实

现向智慧图书馆的变革ꎬ单单依靠新一代的图

书馆服务平台是不够的ꎬ机构需要重组ꎬ业务需

要调整ꎬ人员需要培养ꎬ才能使整个图书馆体系

真正成为以用户为中心、不断自我优化的系统ꎮ
本文基于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建设ꎬ对图

书馆业务流程再造和数据管理服务进行前瞻性

的探索ꎬ并提出图书馆员能力培养和图书馆联

盟重塑的思路ꎬ以期为智慧图书馆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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