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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关于图书馆信息化 

  人类社会经历： 

            原始—游牧—农业—工业—信息 

               三大要素:  物质、能源、信息 

 

 

    

 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是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环节       



2013年中国西北边陲 



2015年8月以色列 



一、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数字信息成为主流媒体 

  千百年来，在信息载体的家族中，纸型载体始终一统天

下，占据主体地位。 

 随着Internet的迅猛发展，使得数字信息载体在近20年内

以其特有的性能优势逐步成为信息传递的主流媒体。 

  2009年国内数字出版总产值首次超过传统书报刊出版。 

  2010年亚马逊，电子书销售数量超过纸质图书 

  《大英百科全书》编辑部2012年3月宣布停止出版纸质书 

  创刊80多年的美国《NewsWeek》2013年停止出版纸刊  







一、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数字信息成为主流媒体 

  IDC（国际数据公司）估计，全球2012年产生数据总量约2.8泽字节

(ZB)。有人计算，这相当于3000多亿部时长2小时的高清电影，连着

看7000多万年也看不完。 

 IDC预测，未来几年，全球数据量每隔两年翻一番，2020年达到40泽

字节。  

 信息爆炸！专家称2020年硬盘空间将被耗尽 

 

注：1ZB=1000EB=1000000PB=1000000000TB 

 

一个学术图书馆馆藏书刊折算 1TB-2TB; 美国会图书馆10多TB 



摘自2013-2014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http://www.chuban.cc/cbsd/201507/t20150715_168554.html 

2014-2015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2014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为3387.7亿元，比2013年

增长33.36% 

互联网期刊收入从06年的5亿元增长至2014年14.3亿元，

8年增加近两倍。 

电子图书收入，06年为1.5亿元，2014年为45亿元，八年

间增加了29倍。虽然与纸版图书销售收入相比依然很少，

但从2012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幅度为

20.5%。 



http://www.chuban.cc/cbsd/201507/t20150715_168554.html 

2014-2015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电子图书产品规模从2011年的90万种，增加至2014年

的160万种，增长率为77.78%。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数据显示：2014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

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

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

首次超过了图书阅读率 



http://reader.gmw.cn/2016-07/21/content_21057763.htm 

2015-201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2015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4403.85亿元，

比2014年增长30% 

互联网期刊收入15.85亿元，电子书49亿元，数字报纸

9.6亿元，博客11.8亿元，在线音乐55亿元，网络动漫

44.2亿元，移动出版1055.9亿元，网络游戏达888.8亿

元，在线教育180亿元，互联网广告2093.7亿元。数字

报纸和博客的收入2015年比2014年有所下降。 



http://reader.gmw.cn/2016-07/21/content_21057763.htm 

2015-201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2015年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74.45

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6.66%，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所占比

例为1.69%，仍然比较低。 

电子图书产品规模从2013年的100万种，增至2015年的170

万种，增长率为70%，其中超星的电子图书超过120万种。 

2015年网络文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有数据显示，2015

年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70亿元，用户规模达到3.5亿人。当

前，网络文学已成为数字阅读内容和收入的主要构成。 



http://reader.gmw.cn/2016-

07/21/content_21057763http://bisenet.com/article/201707/176170.htm.htm 

2016-2017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总收入5720.85亿元，比2015年增

长29.9%。其中互联网期刊收入17.5亿元，电子书收入52亿

元，数字报纸收入9亿元，博客类应用收入约45亿元。在线音

乐收入61亿元，网络动漫收入155亿元，移动出版的收入约

1399亿元，网络游戏的收入约827亿元，在线教育收入251亿

元，互联网广告收入约2902亿元。这是构成数字出版收入的

各个部分的收入情况。 



http://reader.gmw.cn/2016-

07/21/content_21057763http://bisenet.com/article/201707/176170.htm.htm 

2016-2017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原创网络文学的注册用户也保持着快速增长，2015年网络文

学的注册用户是2.97亿，去年增长到3.33亿。 

 有声读物成为数字阅读新的增长点 

        据《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有声读物市场增长
48%，达到了29.1亿元。据新闻出版研究院所发布的《国民阅读
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人的听书率已经达到17%，成年人人
均在听书方面的消费达到6.81元。同时国内已经先后出现200多

个带有听书功能的移动平台，喜马拉雅、蜻蜓、懒人听书等听书
平台正在兴起，市场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7年04月19日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83748.html 



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7年04月19日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83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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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 

www.cnnic.net.cn    2017.1.4 

http://www.cnnic.edu.cn/




一、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高校读者利用图书馆信息行为变化 

  借还量逐年下载 

  查找资料首选不一定是图书馆 

  入馆人次减少 

  以自习为主 

  传统咨询量减少 

  需要交流 

  数字资源利用率在提高 

…… 

 

 



Top Four Reasons Students Use Their 

College Library 

http://blog.cengage.com/top-four-reasons-
students-use-their-college-library/ 

 

2015.7.2   3000个样本 



Study alone 77% 

Use the online databases 51% 

Use reference materials 39% 

Meet my study group 34% 

Check out books 29% 

Use books my instructor has placed on 
reserve 

22% 

Look up job/career resources 19% 

Socialize with friends 13% 

Attend events 10% 

Read non-circulating materials (e.g., 
magazines and journals) 

8% 

Sleep 6% 

Take classes on how to use the library’s 
resources 

5% 

Other 9% 

Full responses: 
   

http://blog.cengage.com/wp-content/uploads/2015/06/how.students.use_.the_.college.library.cengage.learning1.jpg
http://blog.cengage.com/wp-content/uploads/2015/06/how.students.use_.the_.college.library.cengage.learning1.jpg


Study alone 77% 

Use the online databases 51% 

Use reference materials 39% 

Meet my study group 34% 

Check out books 29% 

Use books my instructor has placed on reserve 22% 

Look up job/career resources 19% 

Socialize with friends 13% 

Attend events 10% 

Read non-circulating materials (e.g., magazines and journals) 8% 

Sleep 6% 

Take classes on how to use the library’s resources 5% 

Other 9% 



 建筑面积59200m2  （两校区间 :14km) 

南校区馆 面积40000m2     北校区逸夫馆    面积19200m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_馆舍 

陕西省高校第一大馆舍 

服务的读者：本科生2.1万名、研究生1万名、教职工5千名（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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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全文文献类数据库下载量逐年大幅提升 



机构名称 2011年 2015年 下降册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92545 443528 -25万 

西安交通大学 624117 382150 -24万 

陕西师范大学 590650 605752 +1.5万? 

西北工业大学 556736 441248 -11万 

长安大学 393066 176693 -22万 

西北大学 389000 250000 -14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50000 201346 -5万 ? 

陕西211大学图书馆图书外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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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清华大学图书馆姜爱蓉副馆长PPT2014年数据 



摘自2014年陕西省高校图工委年会·上交大潘卫副馆长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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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清华姜爱蓉副馆长PPT 2016年西安CNKI会议 



一、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复合图书馆 （Hybrid Library) 
传统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1996年英国人提出，2000年引入我国 

“21世纪图书馆的模式” 

复合图书馆就是对印刷型资源和电子资源提供
“一站式购物”式服务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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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数字资源的定义 

数字资源是指图书馆引进（包括购买、租用和受

赠）或自建（包括扫描、转换和录入）的，拥有

磁、光介质或网络使用权的数字形态的文献资源。 

      来自：《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年） 

 

    



一、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数字资源的分类 

按数字资源建设的形式可分为 

引进的数字资源（国内提供商和国外提供商） 

自建的数字资源 

网络免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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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的数字资源（国内提供商） 

 1992年：维普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磁盘） 

 1995年：万方科技信息数据库系统（光盘） 

 1997年：CNKI中文期刊全文库（光盘） 

 2000年--：网络版推出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的数字资源（国内提供商） 

  国内用户数最多的四大数字资源系统 

中国知网（CNKI） 

万方数据 

起星数字图书馆（含读秀） 

维普中文期刊 

其它用户数较多的有10多种。 

 

    



2012年109所“211工程”大学图书馆购买次数较多的中文电子资源列表 

数据来自：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40328zhulaoshi.pdf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40328zhulaoshi.pdf 



序号 数据库名称 学科 用户数 

1 同方知网 综合 17 

2 读秀学术搜索 综合 16 

3 万方数据 综合 15 

4 超星数图 综合 15 

5 维普科技 综合 13 

6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多媒体学习 13 

7 方正Apabi电子书 综合 11 

8 国外图书库 综合 9 

9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 人文社科 8 

10 Discovery 国外探索频道 多媒体素质 8 

西安市2013年17所大学图书馆购买次数较多的国内数据库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的数字资源（国外提供商） 

 1993年—2002年 各高校馆独自购买 

    EI / Inspec / SCI …以文摘库为主的国外光盘数据库 

 1997年：北大/清华引进第一个网络数据库——EI 

 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正式启动 

 1998年--  CALIS引进资源集团采购开始 

 2010年—高校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接手团购 

  出台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章程》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工作规范 》    







以下数据主要来自: 1.CALIS 2016年兰州年会/2017年南京年会  

  2. 全国高校图工委：www.scal.edu.cn 140 



成员馆：638家 







14亿多 





















2012年109所“211工程”大学图书馆购买次数较多的外文电子资源列表 

本页数据来自： 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40328zhulaoshi.pdf 



本页数据来自：http://www.scal.edu.cn/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tjpg/20150428.pdf 

 



序号 数据库名称 学科 类型 
用户
数 

1 Ei CompendexWeb 工程 文摘 13 

2 Elsevier 综合 全文 12 

3 PQDT 综合/学位 全文 11 

4 SpringerLink 综合 全文 11 

5 ACM Digital Library 计算机科学等 全文 10 

6 EBSCO 综合/商业 全文/文摘 10 

7 
ASME：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机械工程等 全文 9 

8 Emerald 多学科 全文 9 

9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电子科学 全文 9 

10 Web of Knowledge 综合 文摘 8 

西安市2013年17所大学图书馆购买次数较多的国外数据库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数字资源的主要采购模式 

 国内提供商 

  各馆（各校）招标/谈判单独采购 （为主） 

  地区（以各地高校图工委出面）/业内组织 联合采购 

  某地区（某组织）买断式     

 国外提供商 

 CALIS（DRAA）组织的集团采购（为主） 

 一些各地高校图工委组织的地区团 

 业内组织的联合采购（北京高科大学联盟）  

 共建共享模式的集团采购 

  Proquest国外博硕士论文全文库 

 Safari IT类电子图书  

 各馆（各校）招标/谈判单独采购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数字资源的采购模式 

特别推崇地方政府出部分资金的地区组团方式 

  如：天津教委/天津市文献信息服务中心(TALIS) 

           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 

 

    



TALIS 服务对象：天津19所本科高校 

摘自: TALIS李秋实2013年CALIS天津年会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数字资源的价格形成 

 以各高校的实力（985，211，本科，高专） 

 以在校师生数量而定（FTE） 

 以各高校的学科多少情况而定 

 如汤森路透公司：SCI等 

 以原订购的纸本刊费用为基数或参考 

  如Elsevier,Wiley 

 以各高校的学科实力情况而定 

 如SciFinder Scholar ， 

 以上一年度的检索量/下载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 

 如EI，IEL, OCLC  

 购买的时间…… 

 

  ……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数字资源的购买经费 

    数据来源： 

    1.全国高校图工委网站                                            

http://www.scal.edu.cn    

     2.陕西省高校图工委2014/2015年资料/张惠君 

   

      

 

      

 

    

http://www.sca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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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历年文献建设馆均经费 （2015年737所） 

2014年陕西省数据：平均386万，中位数244万；高专独立：118 

2015年陕西省数据：平均393万，中位数256万 



全国高校历年馆均纸质文献购置费 （2015年730所） 



本页图2016.10.23引自：
http://www.bisenet.com/article/201603/156777.htm 



全国高校历年馆均电子文献购置费(2015年665所) 

2015年
馆均电
子文献
购置费
占馆均
文献经
费比例
首次超
过50% 
 



2015年陕西数据 211工程：1495万元，本科：390万元，高专独立：117万元 

1609 

454 

130 



842 

198 

26 

2014年陕西省211大学馆均: 817.8万；本科：142.5万；高专独立：27.2万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数字资源的使用统计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工作规范（草案）》中要求数据库商

“提供国际通用标准（COUNTER标准）的使用统计报告 ” 

      Counting Online Usage Network Electronic Resources: 

       （目前为第四版） 

     COUNTER 是由图书馆界、出版界和中间商共同发起的研究项目, 其目

的在于为在线信息服务商和用户提供可靠的、一致的、兼容的使用统计
标准和方案。 

   2002年启动， 

  2005年《counter期刊和数据库实施规范》第二版； 

 2006年《Counter图书和参考工具实施规范》第一版 



Counter实施规范中使用报告类型和内容描述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数字资源的使用统计          

《电子资源利用统计与流量监控软件》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纸本和电子文献购买的争论 

教育部本专科教学评估（2004） 

    学校类别 
本科 高职（专科） 

生均年进书量（册） 生均年进书量（册） 

综合、师范、
民族院校 

4 3 

工、农、林、
医学院校 3 2 

语文、财经、
政法院校 

4 3 

体育院校 3 2 

艺术院校 4 3 

备注： 凡折合在校生超过30000人的高校，当年进书量超过9万册，该项指标即为合格。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纸本和电子文献购买的争论 

 高校图书馆界对上述部分指标提出了批评  

  理工科院校：电子文献经费>50% 

  综合/人文学科院校：纸本文献经费>50% ？ 

       

以下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数据：（姜爱蓉副馆长2014.7） 



2014年陕西省211大学电子资源购置费馆均: 817.8万 



2014年陕西省本科院校电子资源购置费馆均: 142.5万 



2014年陕西省专科院校电子资源购置费馆均: 27.2万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引进数字资源时注意 

     国内出版发行权，版权或经营权或所有权 

尤其是国内提供商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 

Calis/Cadal牵头建设 

各馆自建 

一些地方高校图工委牵头建设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Cadal牵头建设 

 1997-：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 （编目中心）  

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1-3期（清华） 

重点学科导航库 1期 2006-2008（西交大）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ADAL）  

 1期：2002-2008；7000万+200万美元 （浙大） 

             中美百万册电子图书 

 2期：2009--2013；1.5亿元；150万件数字资源 

 



摘自清华姜爱蓉副馆长PPT 2016年西安CNKI会议 









国字号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牵头建设 

专题特色库建设 

  一期：1999-2000   25个项目（废了） 

  二期：2003-2007   63个项目（最终） 

                建设平台：商业公司开发的 

                 门户网站：在武大图书馆 

  三期：2011—2014 

                建设平台：Calis提供 

 



Calis专题特色库二期成果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牵头建设 

专题特色库建设 

三期：2011—; 申报了247个项目(228个立项) 

                建设平台：Calis提供2.0版特色库系统 

10个重点资助项目，资助金额分别为5到8万元不等  

40个一般资助项目，资助金额分别为1万元和3万元  

32个后期资助项目，资助金额均为0.5万元  

146个指导性项目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牵头建设 

 专题特色库建设_三期项目选题要求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牵头建设 

 专题特色库建设_三期项目申报情况1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牵头建设 

 专题特色库建设_三期项目申报情况2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牵头建设 

 专题特色库建设_三期项目申报情况3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Calis牵头建设 

 专题特色库建设_三期项目评审结果(228个)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

ewsid=49  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立项项目一览表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49
http://www.calis.edu.cn/educhina/viewnews.do?newsid=49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各馆自建 

 

1、OPAC书目数据库 

2、导航库 

3、学位论文库 

4、专题特色库 （结合特藏，或网络原生态） 

5、随书光盘库 

6、机构知识库 

…. 

  数据库类型 



天
津
市
高
校
自
建3

3

个
专
题
库 



 陕西省17所大学图书馆自建数据库情况 

 

46个 

序号 数据库名称 建设机构 

1 本校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除西外 ,其他都有 

2 本馆随书光盘数据库 除长安大/建大/政法，其他都有 

3 钱学森特色数据库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4 西安交通大学文库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5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论文数据库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6 开放获取期刊共享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7 重点学科导航数据库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8 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9 西文生物医学期刊联合目录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10 法医学科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11 电子、电力类国外大学教材信息库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12 姜长英航空数字图书馆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13 三大索引收录西工大论文检索系统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14 西北工业大学党建理论及实践研究专题数据库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15 西北工业大学中图分类法检索系统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16 西工大教学参考书数据库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1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数据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18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数据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19 教师教育图书数据库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20 历史地理学科文献数据库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21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研究专题数据库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22 网络课程数据库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23 西北地方志数据库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24 西电图书馆畅借图书库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25 黄河水文资料 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 

26 文献检索课试题数据库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27 院系资料室文献资源联合目录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28 本校作者论文数据库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29 陕科大专利全文数据库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30 陕科大著者书目数据库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31 陕科大科技成果数据库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32 皮革文献资源数据库 陕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33 贾平凹文学艺术专题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图书馆  

34 建筑历史图书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图书馆  

35 本校教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图书馆  

36 本馆馆藏特色图书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图书馆  

37 姚穆院士文献数据库 西安工程大学图书馆 

38 服装专题文献数据库 西安工程大学图书馆 

39 中国国际毛纺织会议论文数据库 西安工程大学图书馆 

40 西安石油大学标准数据库  西安石油大学图书馆 

41 艺术图像欣赏数据库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42 煤炭技术与煤矿安全数据库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43 简明艺术词典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44 投稿指南数据库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45 数学建模专题数据库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46 西安科技大学成果数据库 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国内高校图书馆最好的数字特藏 





国内最早的机构库 









西电人的智慧 

——西电机构知识库建设的研究与设计 

       通过对国内已建成的机构知识库的全面调研和分析，发

现它们有许多亮点，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建设经费不足、
侵犯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海量数据规模偏大、更新维护难
等。本研究和设计另辟蹊径，从原机构知识库设计以“人”
为主线，变成以“成果”为主线，提出了建设西电人“优质
文献和成果库” （西军电文库精品库、获奖成果库、ESI被

引论文库），从而从另一角度重新定义了一种机构知识库的
建设模式和内容，它也能充分实现“机构典藏库”本质功能。
最重要的是，通过精心组织的文献和优秀成果的展示，为把
西电精神的永久保存和发扬光大提供了一种可能。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各馆自建 

 

软件： 

TPI 

DIPS 

德赛 

麦达 

CALIS 

超星 

… 

  建库软件平台的选择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各馆自建 

 

1、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 

http://cdls.nstl.gov.cn/2003/Whole/TecReports.

html  

2、CALIS专题特色库建设规范 

3、DC（ Dublin Core）元数据标准 

  遵循相应的标准 

file:///H:/青岛讲座/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划建设.doc
http://cdls.nstl.gov.cn/2003/Whole/TecReports.html
http://cdls.nstl.gov.cn/2003/Whole/TecReports.html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各馆自建 

 1、塔式 

2、机架式 

3、刀片式 

  服务器的选择 

刀片服务器是一种高密度服务器，专为实现数据中心的便利性而打造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各馆自建 

虚拟化技术 

   服务器虚拟化 

   分布式存储 

 

 

 存储：基于SAN架构（大馆） 

             DAS（中小馆） 



我馆主机房1 



我馆主机房2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地区高校图工委牵头 

 JALIS 

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上海市文献服务中心） 

湖北高校数字图书馆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自建数据库_合理“侵权” 

著作权法   （保护期 著作权人死后50年）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1.  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

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
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
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2.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三）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网络免费资源 

 



 网络免费科技信息资源 

     --类型：搜索引擎、免费网络数据库、专业相关网站 

     --特点：海量、丰富、分散、传播广、免费 

 

同时随着政府、机构组织、科研人员等信息共享意识的增加，免费和

开放型的科技信息网络资源也越来越多 

免费网络数据库.ppt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的管理（ERM）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的管理（ERM） 

 国外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配套的ERM 

   开源ERMS 

  DRAA正在推出SaaS模式的ERM 

 

 下一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Alma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的管理（ERM） 

 DRAA门户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 

 

http://www.libconsortia.edu.cn/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的计量 

 

折算方式参：《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年）》 

../../../2014/2014年讲座/银川/tongji_zhinan_2007.doc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的计量 

 

例如：截止2014年，我馆藏文献约692万册，其中纸质文献约252万余册，电子文献约440万册； 

《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 

 电子图书：包库一种算一册；按种选购的一种算两册。 

 学位论文：一篇算一册 

 国内期刊：一年一种算一册 

 国外期刊：一年一种算二册 

二次文献数据库和其他类型数据库暂不换算为馆藏数。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的计量 

 2016年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http://udb.heec.edu.cn 

表2-3-1 图书馆（自然年） 
 

5. 数字资源量    电子图书（册） 

                          数据库（个） 

                           

指标解释中：……电子图书（包括与图书类似的出版物）；……电子图书
包含全文电子图书和期刊……其中电子图书1种算1册，中文电子期刊每种
每年算1册，外文电子期刊每种每年算2册。 

数据库（个）：统计引进数据库的个数以数据库供应商按学科、主题或
回溯年份等分包销售的子库计量，每个子库算为一个数据库。 

表2-3-2 图书当年新增情况 
 

6.当年电子资源访问量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的计量（新标准） 

 2017年的“高基表”  

修订如下：数字资源划分为四种类型：电子图书（包括与图书类似的出版物，如
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集、标准等）；电子期刊（包括与期刊类似的连续出版物）
；学位论文（包括本校原生的和付费的学位论文）、音视频（包括自建的和付费
的音视频资料）。试用的数字资源和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随纸本书刊所配的光
盘以及非书资料不作为数字资源计量.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2017.8.28《关于做好2017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补充通知》 



表7-4图书馆通信类馆藏资源统计表 

图书、期刊 语言 种数 册数 

图书  

中文  118477 473909 

西文  50000 99891 

日文  1100 1100 

俄文  1000 1000 

期刊  

中文（现/过）  410 80000 

西文（现/过）  380 84000 

日文（过）  50 9000 

俄文（过）  10 3000 

电子期刊  10000 

例：2014年为通信工程专业评估提供馆藏数据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网络数据库）的访问使用 

单库检索“统一检索平台”“资源发现系统” 



产品 Summon EDS Primo Central

全球用户数量 300多家 400多家 600多家

国外代表性用户

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
尔大学、悉尼大学等

利物浦大学、墨尔本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乔治亚大
学、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等

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
英国国家图书馆等

大陆地区用户
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Summon：元数据仓 •EDS Basic Index：元数据
仓

•Primo：用户馆藏索引

•360Link：期刊全文链接 •OPAC via EDS：整合图书
馆OPAC系统

•Primo Central：远程元数
据集中索引

•360Core：电子期刊导航 •EBSCO LinkSource：链接
解析器

•SFX：开放链接服务

•360Link Ebooks：电子
书链接

•EBSCO A-to-Z：资源导航 •bX 学术推荐服务（可选）

•360Core Ebooks：电子
图书导航

•EHIS：联邦检索工具（可
选）

•MetaLib：联邦检索搜索引
擎（可选）

•内嵌Oracle 使用许可

中文支持 支持中文简繁互检 支持Unicode，具备中文分词
与繁简通检功能。

支持中文切分和中文简繁体
汉字通检

子系统

国外发现系统对比

300家 400家 600家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数字资源（网络数据库）的评价 

见“网络数据库的评价” 

网络数据库的评价.ppt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小结1：目前数字资源建设的呈现“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格局，资源空前丰富，能满足人们工

作、生活、教学、科研的信息需求 

  建设方式多样，规模越来越大 

  类型齐全，种类繁多 

 

 

 



二、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小结2：目前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导 

 “贫富差距”“地区差距” 

  还有攀比现象 

  国外数据库、国内CNKI涨幅过高 

  数字资源管理粗放 

  CALIS立项的数据库建设问题（项目制） 

  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强调保存/收藏作用，如何促进利用？  

  自建库更新不力   

 …… 



主要内容 

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发展趋势 

总结与思考 

     



三、发展趋势 

 采购模式 

  更为灵活，多样 （统采、联采、自行、PPV、

PDA等） 

  随着信息意识的加强，地方政府出部分资金的

地区组团方式可能会越来越多。 

 

 

 



三、发展趋势 

建设模式 

 购买/自建 

 共享 

 联合 / 合作！ 

 

 

 



三、发展趋势 

 数字资源的品种越来越多 

 

 

 

新库有效推荐80个 





三、发展趋势 

 数字资源的品种越来越多 

 电子书 

  永久使用权（买断） 

  MARC 

  支持章节检索甚至全文检索，实现碎片阅读 

  品种永久保存（馆藏数字化）/省空间 

  提高国外图书使用率 

 

人天新推出馆配电子书  / 三新推出纸电同步 

 

 

 







Very Often/Often (48%)

Sometimes (31%)

Rarely (16%)

Never (5%)

Very Often/Often (51%)

Sometimes (31%)

Rarely (15%)

Never (3%)

本科生 
研究生 

50% 的读者会 “very often”和“often” 优先选择电子书* 

读者的需求？ 

* Source: ebrary’s 2011 Global Student E-book 

Survey created by librarians (6,500 participants) 



为什么转向电子？ 

0% 20% 40% 60% 80% 100%

Annotating

Downloading to devices

Ability to email text

Automatic citations

Highlighting

Copying and pasting

Zoom and scale

Downloading to laptop/desktop

Concurrent, multi-user access

Searching

Off-campus access

Anytime access

* Source: ebrary’s 2011 Global Student E-book Survey created by librarians (6,500 participants) 

卓越的功能和获取便捷   
读者认为以下功能“非常重要”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远程访问 

方便快速查找信息 

支持并发用户 

可以下载到本地 

放大缩小功能 

拷贝和粘贴 

高亮显示 

自动显示索引信息 

支持电子邮件文本发送 

支持下载到移动硬盘 

方便按照段落注释 





为什么转向电子? 

• 58%的图书馆在向电子书转化1 

• 13%的要迅速向电子书转变 

• 67%增加电子书的流通1 

 

 

 
 

• 无需占用存储空间，如书架 

• 成本：$4.26每一本书每年2 

• 如果2万本书，流通一半的书成本是 = $4.26万2 

• 超过50%的纸本书籍是没有被借阅过的3 

• 电子书的订购模式不会像纸本一样单一 

 
1 Library Journal survey of academic libraries  2 2010 CLIR Report  3R2, 2009 

图书馆希望选择灵活、节省成本支出 





读
者
对
保
存
纸
本
的
态
度 

Source: http://www.ithaka.org/ithaka-s-r/research/ithaka-s-r-library-survey-2010/insights-from-us-academic-library-directors.pdf 

期刊 

书 



三、发展趋势 

 数字资源的品种 

  直接面向教学类品种增多 

  参考工具 

  实验室指南 

  课件库 

  多媒体教学片（学软件，学课） 

  教学素材库  

  试题库 

  考研库 

  …… 



2007/2014年集
中采购一批支
撑教学的多媒
体数据库 



目前南北校区图书馆阅览座位总和为5650个 

为我校本科专业提
供有力的资源保障
。 
支撑一流本科教育
体系，营造浓厚的
学习氛围 
 
 
 

一. 资源保障 序号 数据库名称 作用 
1 新生入馆教育培训系统 教导新生充分利用图书馆 
2 新东方在线互动口语平台 

提升英语和其他外语水平 
3 智课教育英语学练改管在线学习平台 
4 MyET英语多媒体资源库 
5 环球外语多媒体数据库 
6 世界名校·精品课资源共享平台 

支撑课程学习 

7 MeTeL多媒体我校优势专业教学资源库 
8 缘来“知识视界”双语国外科教片 
9 IET学术视频数据库 
10 泰克贝思体育专题数据库 
11 正保考研视频数据库（含历年真题） 

助力学生通过考研，四、六级英语，计算机等级
等 

12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应用系统 
13 新东方英语网络课程数据库 
14 创业数字图书馆 助力学生创业 
15 笔杆网论文写作与创新辅助工具 帮助毕业生进行论文写作 
16 超星（泛舟）移动图书馆 支撑学生移动阅读 
17 网上报告厅视频教育库 

支持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18 高清影视点播服务平台 
19 美国探索教育视频资源库 
20 库客数字音乐数据库 
21 中华/世界精品·名品图片库 
22 EB大英百科全书 
23 中国大百科全书 
24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MBA） 支持MBA教学 
25 艺术教育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 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26 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 支持学生英语移动学习 
27 高校网络教学资源库（2018年拟购） 提供教师备课用素材 



三、发展趋势 

 数字资源的品种 

  数据挖掘型评估工具品种增多 

  ESI / Incite 

  SciVal Spotlight  

  TDA 

  Innography 

  国内(万方、维普） 



三、发展趋势 

 数字资源的品种 

  适合移动终端使用的品种增多(APP, 下载） 

  微课堂  

  掌上学堂  

  24小时电子借阅机 

  PC界面扫二维码下载到手机端 

  …. 

 



三、发展趋势 

 经费投入越来越多 

 数字资源的管理规范化、精细化 

 数字资源的推广力度会越来越大 

 实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 

 
例如：重大图书馆和维普新推出的《智图》 

 



该页摘录清华图书馆2014.11南京报告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北美电子资源采购经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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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79,337纸质+电子的全文资源 









我馆推出的“助”系列讲座 

  图书馆“助”你成长 （面向本科新生） 

  图书馆“助”你通过四六级 

  图书馆“助”你考研成功 

  图书馆“助”你完成毕业设计 

  图书馆“助”你顺利就业 

  图书馆数字资源“助”您成才与成功 （研究生与教

师） 



转电子刊标示 





三、发展趋势 

 关于实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NSTL 

  国家图书馆 

  机构知识库？ 

  特藏数字化存储？ 

 

“高校图书馆新规程” 

首次提出“建立数字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机制” 

 



主要内容 

数字资源建设相关概念 

数字资源建设现状 

发展趋势 

总结与思考 

     



四、总结和思考 

 数字资源建设越来越重要 

 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需要一套管理制度 

 需要一个较好的管理平台（ERM） 

 需要一支专业的队伍（整合） 

 引进和自建相结合 

 充分利用馆外资源和网上免费资源（共知/共享） 

 数字阅读推广任重道远（数字素养） 

 …… 

 

 

 



以下四页摘录自 









四、总结和思考 

 大学的发展目标决定数字资源建设侧重点 

  研究型 

  教学型/研究型 

  教学型/应用型 

  应用型 

 

（国内外侧重点） 
 



四、总结和思考 

 大学的四项职能决定数字资源建设内容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与创新 

 

 

 

 





四、总结和思考 

 高校信息化建设大展中图书馆应发挥作用 

 全校信息化建设的主力 

 建成全校信息化的门户 

 体现图书馆的力量，体现图书馆的价值， 

    提升图书馆的地位 

 

    门户（网站）+移动+参考咨询 ！+   信息素

质教育！ +馆藏特色库/机构知识库（IR）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图书馆

目标是“充当权威学术信息

的门户，专业的信息处理，

支撑研究和教学需求，学习

和信息中心”。   



以色列海法大学图书馆1对1咨询 GOOGLE is not the only 

ANSWER 



四、总结和思考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赋予高校一项新的职能：文化传承，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如何建设？ 



我校图书馆建立的“文化·欣赏”频道  --够不够？ 



高校图书馆开展品牌读者活动的模式 

 与读者密切相关

的主题 

 不同规模类型、

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 

 办出特色，形成

品牌效应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图 书 馆  

图书馆特色

主题文化月

活动 

        图书馆品牌活动是图书馆标志性活动，是针对读者需求，结合馆藏资源现

状及外部社会条件而策划创办的大型主题活动。通过品牌效益，树立行业形象，能

够调动图书馆服务社会的最大潜能。 

世界读书日 

主题文化周

活动 

数字信息资

源服务推广

月活动 



 面向教学，如何进行数字资源建设?  
     背景1：《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2014-2018）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引导性问题”  

      背景2：各高校正在开展“本科教育质量提升工作” 

 学校各职能部门是如何服务教学的？  

 教师能否将自己的科研资源向本科生开放并将最新研究成果及学科前沿知识

融入教学内容中？ 

 学校在服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方面特别是在关心青年教师成长、提升其业务

水平和教学能力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   

 学校与社会共建教学资源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效？  

 学校是如何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的？  

 学校是否将第二课堂建设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 

 



 上交大图书馆的嵌入教学  IC2 - “智慧泛在课堂” 

 

 我图书馆拟启动《精品课程辅助教学平台》 

 

 成电图书馆与教务处合作已搭建《课程学习平台》 

 

 我馆配合“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开展工作 

 

图书馆－本科教育质量.ppt








教学辅导 教参书 相关课件 相关视频 知识拓展 

2014.12 我校启动网上“西电学堂”建设 



 面向“双一流”建设，如何进行数字资源建
设和利用之?  

保障重点学科，兼顾小学科  

三大检索（SCI、EI、CPCI-S） 

  SSCI、CPCI-SSH、A&HCI 

  CSCD、CSSCI、CNKI引文库 

  ESI、InCites、JCR 

  Innography 、TDA 

……   

 

 



国内产的“学术期刊指南”—一站式多种核心期刊 



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

com.cn/WOSOnline/autu

mn2016/library.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autumn2016/library.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autumn2016/library.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autumn2016/library.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autumn2016/library.htm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autumn2016/library.htm


摘录：2016CALIS培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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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图书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绩效计量分析与评价研究 ” 

 我校优势学科ESI/SCI论文期刊分布分析报告 

        以指引老师投稿，促进我校在三大学科中的排名。 

 我校优势学科科研绩效计量分析评价报告(基于Web of Science) 

        分别对进入全球前1%的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三大学科收录
我校论文和被引用情况进行分析，统计出相关个人、学院、二级学科
对上述学科的贡献率及相应的年龄结构。 

 国内一流大学/同类院校对比分析报告 

        选择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进行高层次人
才发文情况、被引频次、H因子等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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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统计范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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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计方法 

本报告主要对我校科研人员的 SCI 论文绩效及贡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针对科研论文普遍存在的复杂的合作署名情况，为了统计分析工作的规范性、

准确性和可操作性，根据论文贡献情况的多维度分析需求，我们在作者、学院、

二级学科三个维度上对论文的贡献源作了唯一性（排他性）的设定。论文贡献源

的设定规则如下： 

（1）论文贡献作者的设定 

① 若 1 篇论文作者包含我校 1 名或多名教师的，则将排在最前面的教师（并

不限于前 3 名作者）设定为该论文的贡献作者； 

②若 1 篇论文作者不包含我校教师，但包含署名机构为我校的学生（论文的

所有作者均为学生，或为学生与其他机构合作者），则以排在最前面的署名机构

为我校（西电）的学生为该论文的贡献作者。 

作者是否属于教师身份，主要依据发展规划处提供的教师科研人员名单来确

定（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发现的少数未包括在该名单中的人员进行了补充）。 

（2）论文贡献学院的设定 

①若论文的贡献作者为教师的，以教师当前服务的学院（按发展规划处提供

的教师科研人员名单为准）为该论文的贡献学院； 

②若论文的贡献作者为学生的，可分为以下 4 种情况： 

A 该学生作者有署名学院，且与当前的学院名称一致的，以其署名学院为该

论文的贡献学院； 

B 该学生作者没有署名学院，但有署名的分支机构（包括研究所、研究中

心、实验室等），则以该分支机构当前所属的学院为该论文的贡献学院； 

C 该学生作者有署名学院，但属于调整前的老学院名称（主要涉及原技术

物理学院、理学院），则尽量根据论文的研究内容确定论文的贡献学院（主要涉

及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确实无

法确定的，则其贡献学院设为“未定”； 

D 该学生作者既无署名学院，也无署名的分支机构，则其贡献学院设为“未

定”。 

（3）论文贡献二级学科的设定 

①若论文的贡献作者为教师的，以教师当前所属的二级学科（按发展规划处

提供的教师科研人员名单为准）为该论文的贡献二级学科；教师有 2 个以上的二

级学科的，以其所属的第 1 个二级学科为贡献二级学科； 

②若论文的贡献作者为学生的，其贡献的二级学科一律设为“未定”。 

（4）贡献源的例外情况 

若 1 篇论文的所有作者地址中均不包含我校（及其分支机构）名称，但其通

信作者地址中包含我校名称，则以该通信作者为该论文的贡献作者。此时，若通

信地址中包含学院信息，则以该学院为论文的贡献学院，否则，贡献学院以“未

定”论。其贡献二级学科一律以“未定”论。 

以上论文的贡献源设定规则简明列于表 1： 

 



表 1 论文贡献源的设定规则 

序号 作者署名情况 贡献作者 贡献学院 贡献二级学科 

1 包含至少 1 名我校教师 
排在最前的我校

教师 
当前服务的学院 

所属的第 1 个二级

学科 

2 
不包含教师，但包含至少 1 名我校

学生，且有署名学院或分支机构 

排在最前的我校

学生 

署名学院或分支机

构的所属学院 
未定 

3 

不包含教师，但包含至少 1 名我校

学生，无署名学院或分支机构，或

署名学院与当前学院不一致，无法

判定其当前学院 

排在最前的我校

学生 
未定 未定 

4 
作者不属于我校教师或学生，但通

信地址中含我校名称 
通信作者 未定 未定 

 







四、总结和思考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如何面向社会开

展服务？ 

  传统:查新/查收查引/文献传递 

  高级:  生产专题库、 提供研究分析报告等 

  服务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 



四、总结和思考 

对于经费受限的图书馆建议 

    1. 充分利用网络免费信息资源  

    2. 自建库 

    3. 做好文献传递工作 

    4. 参加各种联盟组织 



四、总结和思考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发现、整合、利用” 

        吴建中的“大馆藏”理念：把本馆资源和馆外

资源根据用户需求融合在一起。 

         即能共享到也是自己的馆藏 （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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