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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数据生态建设是落实《2035年愿景与2019-2022年行动纲领》的重要举措

n 信息资源保障

n 信息服务创新

n 信息文化培育

n 人类文明弘扬

n 行业发展推进

n 固本应变行动

n 服务转型行动

n 综合改革行动

n 标杆引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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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态建设是图书馆服务转型、综合改革的客观要求

n 资源结构和形式的变化

n 客户结构和需求的变化

n 细分领域竞争对手出现

n 合作伙伴不断更迭

n … …

n 馆内机构重组

n 业务流程重组

n 人员发生流动

n 提供创新服务

n … …



数据生态建设是提高对数据及其流动的认知，提升信息化
水平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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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果库

学位论文管理系统

资源发现和导航系
统

Symphony资源管理
系统

资源长期保存系统

电子教参系统

祕籍琳琅

学苑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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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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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是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

动态性

开放性 功能性

空间性可持续
性

生命体
+

非生命体

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
信息传递



数据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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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态系统，在一系列标准的支撑下，由人和具有可扩展性的硬件基础设施、数据设备、软件（含服务）、

数据构成的统一整体。可系统地实现、控制和评估机构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处理、流通、服务。是机构

摸清家底、规范业务、提高业务运营效率的必要前提；是机构应对变化、数据驱动创新服务、提升决策能力的

重要基础；是推进机构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被动的、自然选择式基因遗传，转型为自主选择式基因重组



数据生态系统：为人-机-物融合系统提供条件

9

物与物相连、人与物的互联，智能融入万物，实现

无缝连接，协同计算

形成人类社会、虚拟空间、自然空间、机器物理空间的联

通互动、数字孪生、虚实交融的景象

围绕个人兴趣组织利用数据资源，进行生产、生活和

创造，在终身教育、创新创业、社交休闲、购物娱乐

等方面享受更加精准、舒适、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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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  文献信息资源、空间资源、馆员、数据设备、服务产品、用户、 … …

图书馆数据生态建设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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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平台 + OA平台
目标：保证用户并发环境下，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及时性

方法：数据集中化、业务协同化

大数据平台

目标：保证数据的全面性（全量数据）

方法：数据集中化、业务协同化

机构成果库

资源发现和导航系
统

Symphony资源管理
系统

资源长期保存系统

电子教参系统

祕籍琳琅

学苑汲古



两种不同的数据环境：操作型环境和分析型环境

操作型(数据库) 分析型（数据仓库、大数据）

流通

采购

编目

文献资源

客户

资金

操作型(数据库) 分析型（数据仓库、大数据）

面向特殊应用 集成的

change

delete

updateinsert

update

replace

Load/ 
Update

定期加载

在某个时间点保持不变实时更新

按照业务流程进行组织 按照分析主题
进行组织

主要关心当前数据 通常关心历史数据



两种不同的数据环境：数据特性的差别

 原始数据/操作型数据 导出数据/分析型数据

 面向应用 面向主题

 详细的 综合的，或提炼的

 在访问瞬间是准确的 代表过去的数据，快照

 是为日常工作服务 为管理者服务

 可更新 不更新

 重复运行 启发式运行

 处理需求预先可知 处理需求事先不知道

 非冗余性 总是存在冗余

 对性能要求高 对性能要求宽松

 一次访问一个单元 一次访问一个集合

 静态结构：可变的内容 结构灵活

 访问频繁 访问很少或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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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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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行动之一：基于FOLIO的“双流通”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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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现役图书馆集成系统（ILS）集成采访、编目、流通、检索等模块，为读者提供稳定的纸本馆藏检

索、预约等服务，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对新功能的扩展支持上的局限性较高

n 问题驱动和需求驱动相结合，追求新发展



用户

校园卡用户

校园卡用户扫码借书，提升用户体验，推广一站式

校外用户

• 无校园卡用户通过用户注册或提交申请， 馆员审核完
成用户的创建和管理 

• 校外无校园卡用户扩展借阅功能，通过扫码完成借书

场景
• 用户通过移动端应用生成身份二维码
• 馆员或自动借书机扫码获取用户身份信

息，完成借书过程 

建设内容：从用户分类角度

截止到2021年4月18日（试运行三个月）

• 现有用户共计72930位；图书共导入复本数据7,284,939条，题名数据2,748,082条；

• 完成17620册图书借出，12068册图书归还。四月份在系统中借还量约占总借还量的50%左右。



具体行动之二：构建图书馆数据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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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将数据标准为软规则，开展图书馆相关数据标准的制订和施行

n 通过对业务系统的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面向主题组织数据，构建北京大学图书馆数据仓库

（大数据的组成部分）

n 数据驱动和业务驱动相结合，构建分析模型，开展面向部门和馆领导的服务



图书馆数据服务平台的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



图书馆数据服务平台的可视化展现



图书馆数据服务平台的可视化展现



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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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