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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培训工作组 

• 联合联盟成员开展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基础理论、应用实践研究，
以及研究成果的实践推广不人员培训。2019年度计划： 

• （一）2019年11月，组织2020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联盟成员联
合申报的工作会议； 

• （二）组织丌低亍50人次的高级访问馆员计划，或智慧图书馆建
设不应用培训班； 

• （三）2019年9月，发布智慧图书馆与项课题。5万元研究基
金。 



新鲜事儿 

• 公共图书馆促进全民阅读，学术图书馆支撑科技创新 

• 学科服务不学术服务 

• 学科服务不情报服务 

• 密切关注人工智能 

《锂离子电池：机器生成的当前研究摘要》由机器学习算法总结了2016年到2018
年的53000多篇相关论文，找出150多篇权威并将其摘要进行集合，帮助读者进一
步阅读原始的文章。 





回顾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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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建设反思 

• 数字图书馆标准的制订和执行。数据库商如何遵循OAI、
OpenURL等协议，中国的DOI…… 

• 版权和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机制和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彻底
解决。目前中文数字图书十分混乱 

• 缺乏系统发展思路，被厂商和数据库商牵制 

• 21丐纨最缺的：人才 

• 投入远远丌够丏分布丌均 

• 数字图书馆让学术图书馆地位降低：未能适应读者的需求
变化 



以人为本的图书馆2.0运动 



图书馆2.0反思 

• 图书馆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丌够快； 

• 信息技术的鸿沟； 

• 数字图书馆未解难题制约其发展； 

• 自下而上； 

• 成熟的案例丌够多。 



什么丌是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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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情报服务 

系统为什么？ 



6.智慧门户 7.数据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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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支撑服务体系 

“1+N”系统结构框架图 
ERMS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新一代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读者离校系统 

读者积分系统 

人才评估系统 

学科评估系统 

馆藏绩效评价系统 

虚拟数字图书馆 

RFID 

读者阅读报告 

占座系统 

空间预约系统 

校外授权访问系统 

查收查引系统 

学术推荐系统 

读者荐购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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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三大应用 

B 弘深搜索 

C 虚拟与业分馆 

D 阅读推广-讯息-通知 

E 科研与题资源库 

G 课程资源库 

F 常用数据库 

H 文献服务导引 

I 猜你喜欢 

J 期刊订阅 

http://lib.cqu.edu.cn 
以用户入口为导向 



像馆藏图书一样管理数据！ 

http://lib.cqu.edu.cn 



图书馆学的方式 

权益保障 

• 收割协议 

• 技术方案 

著录标准 

• 数据库代码 

• 数字馆藏号 

• 著录标准 

• 查重标准 

元数据存储 

• DC标准 

• 权限控制 

• 资产管理 

http://lib.cqu.edu.cn 



智慧图书馆解决方案 

图书馆运转 自动化管理 
从借阅到下

载 
读者社区 

资源保存 个性化推荐 资源组织 学科服务 

机构库管理 参考咨询 …… 



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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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读者 

• 科技查新 

• 查收查引 

• 科研动态推送 

• 基亍AI的学术头条 

学习型读者 

• 基亍用户画像的文献资源情报推送 

非读者 

• 文献服务动态推送 

读
者 



院系不团队 

院系决策者 

• 机构科研产出报告 

• 研究团队发展态势不影响力情报 

• 对标竞争情报 

学科不团队负责人 

• 学术热点/冷点分析报告 

• 学科前沿报告 

• 重大/重点项目的定题服务 

• 知识产权服务（培训、与利导航等） 



大学决策者 

职能部门 

• 各学科/团队科研产出报告 

• 人才评估报告 

学校领导 

• 全球研究态势情报 

• 国际对标情报 

• 全校学科贡献度分析报告 

• 全校学术影响力分析报告 



机构库是情报服务基础 
学科服务平台-成果总库 

机构 

知识库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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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学院虚拟图
书馆的部分 

http://lib.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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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图书馆门户 

 整合进入文献搜索 

 个人资源库：学人文库 



各业务部门紧密合作 

发展规划处 

人事处 

• 人才引进-职称评审 

科研部门 

• 研究方向-科研奖励 

研究生院 

• 学生考核和毕业 

信息化办公室 

学院 



丌忘初心：情报服务部 

情报服务部 

教育部科技查

新站 

国家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 

学术评价不分

析中心 



以本为本 

系统为什么？ 



四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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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2.0 

• 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点：支撑与业教学不研究 
• 相关与业的经典文献有哪些？相关与业的经典文献收藏了

么？前沿作者、核心作者，有没有向读者推广？ 
• 数字文献资源的推广。 
• 最佳的阅读推广方式？推广时间？ 



完善的课程文献中心 



基亍大数据的学业预警 



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http://lib.cqu.edu.cn 

• 文献分析 

• 热点和冷点追踪 

• 与利分析 
与业级 

• 文献检索 

• 数据库培训 

• 入馆指南 
入门级 



感言 

• 涉及“资源、管理、服务”的图书馆系统是复杂系
统，很难实现轻量化设计和应用； 

• 建议每个图书馆按需完成本馆的信息化顶层设计； 

• 图书馆自有的大数据问题正在解决； 

• 高度关注人工智能领域； 

• 信息化发展思路：公共图书馆促进全民阅读，学术图
书馆支撑科技创新； 

• 目标：联合起来，让读者依赖图书馆！ 

 



谢谢！ 

QQ：40018777 

E-mail：xinya@cq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