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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的“大数据”

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并将之定义为“未来的

新石油”，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大数据实际上是指针对海量数据的处理方法。当数据量和规模巨大到无法利用目前主流软件

工具处理时，如何在合理时间内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分析成为有用的资讯，是大数据要解决的问

题。大数据对人类的数据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人们获得更为深刻、全面的洞察力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空间与潜力。

数字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储存空间、社会文化的传承渠道，积累着大量数据，如各类型书目数

据、文摘数据、全文数据、事实型数据，等等。这些数据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及其关联，对各种知识主

题、实体对象和载体形式，以及科研要素、科学文献、科技项目、事件活动、专家学者、产品技术、组织

机构和呈现之间的关系进行揭示和挖掘，形成知识网络平台，进行相关计量分析和监测评估，以形成

新的科学知识和实事对策，可以丰富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内涵。

随着互联网与人们生活的不断融合，人们的每一行为都会成为数据，不知不觉中人们的信息行为

和消费习惯都会被记录。数字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用户数据资源，如用户注册信息、用户利用信息（如浏

览、检索、下载等）、用户交互信息等各类日志等，通过分析这些用户数据，能够对用户的阅览习惯、资

源利用行为、网络使用痕迹进行细粒度的分析，进而拓展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形式。 

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方法，更多地基于事实与数据作出判断，使社会也

经历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大数据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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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提出针对数据本身的处理和服务要求，也提出针对图书馆员的职

责和意识要求。这更多地需要图书馆员适应大数据时代，改进自身的数据处理观念并提高数据挖

掘能力。


	wŒ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