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11期（总第222期）60

摘要：5G、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不再局限于实

体资源的数字化。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基础保障和重要支撑，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发展方向已成为业

界关注的焦点。结合15个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基本情况调研，从内容建设、平台建设及服务成效等方面入

手分析数字资源建设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构建数字资源知识内容体系、利用身份证统一认证访问

数字资源、优化数字资源服务平台、建设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平台4个方面提升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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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情况

调研分析

在数字阅读成为全民学习的潮流中，公众对数字

资源的需求量激增，2021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

突破5亿[1]，数字阅读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与此同时，区

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元宇宙、

Web 3.0等新兴科技层出不穷，推动着公共图书馆事业

的加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将智慧

图书馆纳入国家政策之中[2]，《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颁布，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全国智

慧图书馆体系”建设[3]，《“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将

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建设智慧图书馆体系列为公

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工作[4]。在国家文化

发展规划引领下，研究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状况，

探索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开放共享的新途径，是推进

智慧图书馆建设的重要一步。

副省级城市的行政级别正式施行于1994年，前身

为计划单列市。中国目前有15个副省级城市：广州、武

汉、哈尔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长春、济南、杭

州、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波。其中深圳、大连、青

岛、宁波、厦门是计划单列市，其他均为省会城市。副省

级城市的确立有利于更好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加

快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实上，在公共图书馆数字资

源建设中，广州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等副

省级公共图书馆建设成效显著，具有行业引领示范效

应。然而，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目前副省级城市的

公共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

乏。因此，有必要对全国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

设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公共图

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1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情况

公共图书馆网站是各馆数字资源成果的集中展示

载体，也是开展数字资源服务的重要阵地之一。本次调

研从数字资源建设基本情况、商用数字资源建设、自建

数字资源建设、网站关联数字资源途径、网站关联融媒

体平台、网站数字资源访问方式6个方面展开。

本文以15家副省级公共图书馆为调查对象，调研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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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登录其官方网站，研究门户网站中数字资源栏

目、年报板块及网站发布的服务平台等资讯，获取各

馆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的相关信息，最后进行数据汇

总。网站数字资源栏目及服务平台调查时间为2022年5
月28日—7月3日，网站年报板块调查时间2022年9月1—
19日。

1.1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数字资源建设
基本情况

（1）数字资源栏目名称及栏目网站层级设置。除

厦门市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外，共有13家公共图书馆

将数字资源栏目设定为“数字资源”，栏目名称基本达

成共识。厦门市图书馆等8家图书馆将数字资源栏目网

站层级设定为一级，广州图书馆等5家图书馆设置成二

级，宁波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置到三级。显然，

数字资源栏目网站层级在一级或二级页面会提升用户

检索效率，便于根据目标人群定位网站模块设计。

（2）数字资源分类统计。从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网

站来看，数字资源主要按照资源类型分为图书、期刊报

纸、音视频等，也有按照资源性质分为商用数字资源、

自建数字资源、开放数字资源、试用资源。深圳图书馆

数字资源提供了语种、资源类型、专题、资源性质多种

分类选项；沈阳市图书馆在采购、试用、自建三大资源

下又设置了语言类别、学科分类、文献类型的选项，为

用户提供了较为快捷的查询导航。

（3）数字资源的数量与构成。大连、深圳、长春、

杭州、广州、青岛、济南、厦门和宁波9个城市的副省级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数量均超过50个，其数字资源总

量占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79%。其中，大连图

书馆、深圳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均超过

100个，中部地区的武汉图书馆资源总量为19个，东部

地区的金陵图书馆资源总量为38个，西部地区的西安图

书馆、成都图书馆资源总量分别为22个、45个，东北地

区的哈尔滨市图书馆资源总量为35个，副省级公共图

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区域化差距较大。

按照数字资源性质分类统计，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

商用资源占比57%、自建资源占比14%、试用资源占比

22%、共享资源占比7%。商用数字资源是公共图书馆数

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春市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采

购数量高达62个；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自建资源整体占

比较低，大连图书馆将自建数字资源作为建设重点，建

成40个自建资源；试用资源已较为普遍，成为公共图书

馆数字资源服务另一种形式；本次调查中副省级公共图

书馆共有63个共享资源，济南图书馆占有30个，其数字

资源开放程度最高。各馆对数字资源建设侧重点各异，

不同类型数字资源为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

1.2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现状

公共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通常是指公共图书馆通

过公开招标，向数字资源商、第三方代理商购买或付费

获取使用权的数字资源。

（1）商用数字资源栏目设置。杭州图书馆、深圳

图书馆等7家副省级公共图书馆采用“数据库”“已购

或采购或外购资源”“综合数据库”等栏目名称标识商

用数据资源。广州图书馆、宁波图书馆等将商用数字资

源按照资源类型进行分类标识，分为电子图书、电子报

刊、多媒体等。成都图书馆兼顾多类用户需求，提供了

教育学习、学术、少儿、外文类商用资源专栏。长春市图

书馆提供了学位会议论文、讲座课程、专题数据库及移

动端资源等。

（2）商用数字资源数量统计。副省级公共图书馆

商用数字资源共有550个，占全部数字资源的57%。长春

市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8家图书馆的商

用数据库数量超过40个，西安图书馆、武汉图书馆、济

南市图书馆和哈尔滨市图书馆采购的数据库数量均低

于20个，深圳、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图书馆的政府采购

数量大，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的

采购经费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影响。

（3）中文商用数字资源内容建设分析。15家副省

级公共图书馆全部采购了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资

源，13家图书馆采购了超星数据库资源，11家图书馆采

购了博看数据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库克

数字音乐数据库资源，9家图书馆采购了维普数据库资

源，8家图书馆采购了龙源期刊资源，7家图书馆采购了

新东方学习库资源，商用数字资源重复采购一定程度

上造成国家财力的浪费，未能形成公共图书馆数字资

源统一管理模式。商用数字资源除采购被广泛使用的

中国知网等学术研究类资源外，大多数还采购了库克

数字音乐数据库、龙源期刊、博看数据库等休闲类数

字资源。广州图书馆2020年度采购休闲类数据库8种，

仅占商用数字资源采购量的20%，却贡献了61.6%的数

字资源使用量[5]。休闲类资源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在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情况调研分析周懿琼，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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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家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商用数字资源中，少儿类资源

有37个，教育学习类有60个。商用数字资源内容建设涵

盖范围广泛，较好地兼顾了用户学术研究及大众化阅

读的需求。

1.3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现状

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是公共图书馆按照一定

专题，经过选择组织成以电子形式存储的、带有统一读

者界面的描述性记录或者内容单元的数据集合[6]，可长

期保存和被读者利用。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调查

内容涉及资源栏目名称及其所处网站层级、资源数量、

内容建设3个方面。

（1）自建数字资源栏目名称及其所处网站层级。

从自建数字资源栏目名称来看，有6家图书馆将名称设

定为“自建资源”，2家设定为“自建数据库”，此外还有

“特色库”“特色资源”“广州人文”等名称。栏目所处

网站层级调查显示，大连图书馆将自建数字资源设为

一级目录；成都图书馆等8家图书馆将自建数字资源设

为二级目录；广州图书馆等4家图书馆将自建资源设为

三级目录；宁波图书馆将自建数字资源设为四级目录，

隐藏在“报纸/综合数字资源”栏目下。整体来看，自建

数字资源栏目设置并不明显，用户查找有一定困难。

（2）自建数字资源数量统计。大连图书馆自建数

据库数量高居榜首达到40个，长春市图书馆有15个自

建数字资源，哈尔滨市图书馆、广州图书馆、青岛市图

书馆、深圳图书馆、杭州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厦门市

图书馆分别有14个、12个、10个、10个、9个、7个、6个自

建数据库，宁波图书馆有3个自建数据库，武汉图书馆、

西安图书馆网站上未列出自建资源。

（3）自建数字资源内容建设分析。从内容建设情

况来看，有12家公共图书馆开发了地方文化数据库，如

文化遗产、地方戏曲文化等；有11家图书馆将地方文

献等馆藏数字化作为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重点方

向，如杭州地方文献库等；有7家图书馆建设了古籍及

地方人物数据库，如深圳图书馆古籍数字平台、杭州图

书馆郁达夫资源库等；宁波图书馆等4家图书馆建立

了地方政府公开信息数据库；其他自建数字资源的有

厦门市图书馆的“会展揽胜”及“便民公告”专题自建

数据库，深圳图书馆“深圳文博会媒体报道汇编”“第

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媒体报道汇编”数据

库，济南市图书馆的奥运会专题数据库，大连图书馆

的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和大连解放60年专题数据库

等。调查发现，副省级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地方特

色突出，馆藏数字化已普及，馆藏文献数字化侧重目录

数据库的建设，如广东历史文献书目数据库。政府公开

信息的资源建设未能普及，仅有4家图书馆开展此项工

作。调查中，自建数字资源内容多样，但是资源深度开

发不够，部分图书馆的自建数字资源仅提供了文字介绍

或图片浏览，整体功能简单，未能对照数字资源建设

标准进行著录标引，自建数据库质量有待提升。 

1.4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关联数字资源
现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等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建设项目，是数字图书馆建设时期取得的

成果。截至2020年底，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可全国共

享的数字资源达到145TB[7]，形成一大批反映中华历史

文化、具有地域特色、满足用户知识需求的数字资源，

因此，这些优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展示与传播就尤

为重要。调查显示，目前有10家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

可查阅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8家可查阅公共数字

文化工程资源。仅有广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杭州图

书馆为国家公共文化云、中国古籍保护网数字资源提供

了访问链接。

1.5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关联融媒体平
台统计

微信、手机移动客户端、微博、抖音、电视数字资

源平台共同形成公共图书馆融媒体服务矩阵。在广州

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等7家公共图书馆网站扫描二维码

或点击相应链接便可进入微信、微博、手机（移动）客

户端3种线上服务平台；杭州图书馆、宁波图书馆、深圳

图书馆、金陵图书馆网站可链接到抖音服务平台；广州

图书馆和哈尔滨市图书馆建设了少儿版网站，提供适合

少年儿童使用的数字资源；宁波图书馆与宁波华数广电

网络有限公司合作建成宁波电视图书馆平台，独具特

色地把数字电视作为一个24小时开放的服务窗口，读

者可以通过电视享受图书馆丰富的服务。

调查发现，公共图书馆门户网站未能展示数字资

源建设全貌。如武汉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没有在官方

网站关联微信服务平台，但实际上这两个图书馆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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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数字资源阅读服务，且存在一定数量只在

微信发布的数字资源，如武汉图书馆微信专用数字资源

“读联体”“党政专题”“武汉微刊”，沈阳市图书馆微

信专用数字资源“若存体育视频”“云图有声”“图小

法”等。数字资源多平台关联性较弱，资源服务途径受

限，未能向读者提供高效资源索引，从而降低了资源利

用率。

1.6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数字资源访问
方式调查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有3种访问方式。①馆内访

问：数字资源只能在图书馆局域网环境下使用，如广州

图书馆的剑桥期刊电子回溯库、畅想之星光盘数据库

等6个数据库均采用这种访问方式。②登录访问：图书

馆注册读者在外网环境下输入读者证号码及密码，通

过验证后可浏览或下载数字资源，如广州图书馆的4个
综合数据库、12个电子图书数据库均采用这一模式。非

图书馆注册读者，可通过网络实名注册后访问数字资

源，如成都图书馆允许用户在外网条件下输入身份证号

进行实名注册、刷脸验证成为成都图书馆读者，全国各

地用户都能轻松获取成都图书馆数字资源。③关联访

问：用户在互联网环境下无须注册就可无限制使用数

字资源，如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公共数字文

化工程资源、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等国家建设的优

质资源。

调查发现，由于数字资源商对自有知识产权产品

的保护及根据区域划分的商业板块布局的局限，多数

商用数字资源仅限馆内访问和登录访问，造成非注册

读者、外地用户被禁止使用的情况。自建数字资源访问

开放程度高于商用数字资源，长春市图书馆、济南市图

书馆、沈阳市图书馆、大连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全部

采用无限制访问模式，广州图书馆的12个自建数字资

源中有9个可无限制访问，深圳图书馆的10个自建资源

中有8个可无限制访问等，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自建

数字资源开放共享访问，提升了自建数字资源的知晓

率和利用率。

调查显示，副省级公共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访问

受限较为普遍，自建数字资源访问开放度高于商用数

字资源，但未全部实现共享，不同程度上的访问限制提

高了用户访问数字资源的门槛，阻碍了数字资源共享利

用，与公共图书馆均等化服务理念相悖。

2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存在
的问题

从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调查数据可知，公共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取得了多项成果。①数字资源种类

多，内容涉及商用、自建、共享、试用等资源，资源信息

逐渐向大众化需求倾斜，较好满足了读者需求；②数字

图书馆推广等惠民工程让更多群体受益；③公共图书馆

微信、App等多种新媒体服务多头并举，微信数字资源

服务已有赶超网站之趋势，资源服务渠道呈现多样性。

同时本次调研也发现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

建设中还存在较多问题。

（1）数字资源知识体系化建设亟需提升。公共图

书馆商用资源重复采购、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资源采

购量存在地区差异。自建数字资源建设质量有待提升，

大部分自建资源内容简单，知识内涵深度不够，地方红

色文化、政府公开信息等资源建设力度较弱。自建数字

资源知识内容未能对标数字资源建设标准进行整理和

著录，是造成自建数字资源质量不高的重要因素，应高

度重视。

（2）数字资源访问和共享受到制约。公共图书馆

数字资源访问模式的局限性，导致其共享程度不高，不

同程度限制了用户获取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权利，公共图

书馆数字资源均等化服务亟待改善。

（3）惠民服务效能不能满足受众需求。其一，数字

资源的栏目设置层级多。各馆数字资源分类名称缺乏针

对性与实用性，电子图书、期刊、多媒体等分类指引不

能满足不同层次的用户查阅需求；个别图书馆数字资源

栏目设置在三级，商用、自建资源的层级则至四级，不

利于用户查阅使用。其二，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推

广力度不够。如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建设成果在副省级

图书馆网站宣传推广不充分，有的图书馆新媒体数字

化平台未能链接到公共图书馆门户网站上，用户无法掌

握数字资源建设的全貌，使得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没

有充分发挥应有文化价值，制约了其传播的影响力和竞

争力。

（4）缺乏资源统一检索途径和统计数据标准。公

共图书馆数字资源之间尚未实现统一检索，各个数据

库就如一座座孤岛，用户只能在不同资源中逐个查找信

息，体验感差。用户浏览、检索、下载数字资源行为大数

据由数字资源商或第三方公司提供，公共图书馆用户数

字化阅读数据缺失，如在本次调研中，仅深圳图书馆在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情况调研分析周懿琼，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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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年报中显示数字资源检索量为355.49万次[8]，

其他各馆均未在年报提供该项数据。这与图书馆倡导

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的目标相差甚远，同时数字资源服

务效能浏览量、检索量、下载量指标统计标准不一致，

无法有效衡量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发展状况。

3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途径

要解决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存在的问

题，提升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水平及服务效能，需

要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3.1  构建数字资源知识内容体系，实现数字
资源共建共享

（1）公共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联合采购。针对公

共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存在重复采购、区域资源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要构建公共图书馆商用数字资源联合

采购机制，可从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开展。区域性的商

用数字资源联合采购在省级或市级公共图书馆体系下

开展，各馆根据财政投入情况按照一定权数出资，共同

采购商用数字资源，实现区域服务体系下的数字资源

服务共享。如2021年度南京市公共图书馆联合采购3项
资源（含中国知网），由金陵图书馆出资47.7万元，区县

馆平均出资2.37万元[9]，较好地解决了区县图书馆由于

资金短缺导致资源少的难题。国家层面的联合采购数

字资源机制，是由国家图书馆牵头，省级图书馆协同论

证采购共建资源名录及内容，以国家行为将公众利用

率高的商用数字资源纳入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体系，实

现数字资源的全国用户共享。

（2）公共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知识内容体系建

设。调查中自建数字资源建设普遍存在知识内容质量

不高的问题，建议各级公共图书馆广泛收集特色资源，

构筑体系化、内涵丰富的知识内容，形成具有本馆特色

的自建资源知识体系。自建数字资源内容体系具有鲜明

地方文化特色、大众阅读文化特色，由地方特色文化数

字资源和专题知识数字资源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根据

自身资源优势，创新开发、收集、整合本地历史文化、红

色革命文化、政府公开信息等形成的地方特色资源。专

题知识数字资源是公共图书馆根据本馆某一或多个资

源开发的体系化知识资源，如未成年数字阅读引导、数

字技术/素养、智慧技术专题、大众建设专题等，用户自

建数字资源在未来将是专题知识资源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公共图书馆精准服务的重要内容。

同时，利用VR、AR等新技术，多维度展示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遗产新型自建数字资源，是自建数字资源知

识体系建设的一个新方向。

（3）规范数字资源建设标准，培养图书馆专业团

队。数字资源标准化著录是公共图书馆提升自建资源

质量、实现资源共享的一项核心工作，它由数字图书馆

资源建设标准和国家智慧图书馆体系下知识细粒度著

录标准两部分内容组成。我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共

有36项标准规范[10]。知识资源细粒度著录是国家智慧

图书馆体系数字资源著录的核心内容，资源内容细粒度

精细化标引标准涉及电子图书、期刊报纸、多媒体、新

型数字资源等多类型数字资源细粒度著录，相较数字

图书馆标准规范增加了证明文件及数据说明文件的标

引。对此，在数字资源建设过程中图书馆馆员应具备数

字资源建设方案设计、知识模式描述以及版权数据、元

数据、语义化分类及主题词的收集整理能力，这对图书

馆馆员专业水平和新技术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

要统筹开展公共图书馆知识资源细粒度著录专业培

训，建立具备资源著录技能的各级公共图书馆专业团

队，共同推进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建设。

未来国家智慧图书馆体系框架下的数字资源知

识体系，是在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平台等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资源建设基础上，不断吸纳各级公

共图书馆自建特色知识资源，通过各馆专业技术团队

统一整理著录，汇集重塑形成“全网知识内容集成仓

储”[11]，同时利用公共图书馆联合采购商用数字资源

机制，依托政府采购行为规范资源成果建设标准，构

筑相辅相成的、多元化的数资源知识体系。数字资源知

识体系内所有知识内容逐步按照数字资源著录标准标

引建设，届时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跨平台融合共享就

能成为可能。

3.2  利用身份证进行统一身份认证，无障碍
共享数字资源

现阶段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普遍存在访问限制的

问题，解决这一难题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借鉴用户

在国家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网站注册使用数字资源的

经验，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网站、微信等平台推行线上身

份证实名认证服务，让更多用户跨地域自由使用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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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提升公共图书馆数字化远程

服务能力。第二步，对接国家智慧图书馆体系，建立用

户统一身份认证标准，实现数字资源全面共享，这是开

展全国公共图书馆用户行为大数据采集分析、精准化

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条件。

3.3  优化数字资源服务平台，多维度提升服
务效能

优化公共图书馆门户网站数字资源平台组织架构，

建议将数字资源栏目升级至一级栏目，按照用户需求设

立数字资源检索方式，提升数字资源的导航能力。

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国家已取得的数字化建

设成果纳入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平台建设，实现互联

互通。在不同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提供资源关联链接，通

过网站首页置顶、微信公众号文宣、抖音挑战活动等多

平台多渠道宣传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图书馆可与电视

台、广播电台等媒体共同举办有社会影响力的数字阅

读推广活动，推出品牌化、精品化的数字资源服务，让

更多用户了解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获取途径和使用

方法，扩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率、影响力，为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赋能增效。

3.4  建设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平台，实现数字
资源统一检索

调研显示，公共图书馆网站提供的浏览、数据库题

名检索、下载等服务，已不能满足用户知识信息需求。

通过建设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平台，打破图书馆数字资

源壁垒，实现知识元数据检索，是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

最为关键的一环。

吴建中[12]提出图书馆门户网站需向平台化发展，并

通过用户参与增加新价值资源。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

共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设县级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平台[13]，这成为破解公共图书馆数

字资源利用短板的重要手段。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平台

具备用户画像、数字资源画像、数字资源利用分析、精

确统计、大数据采集、资源价值增值等功能，平台数字

资源采用统一编目、检索，实现数字资源统一登录与展

示，对于提升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意义深远。

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数字化平台建设经验值

得借鉴与推广。上海图书馆实现多种文献类型及主题

元数据检索，如搜索“骆驼祥子”可检索到图书、音

频、Book Chapter以及可在线阅读图书4种类型文献，

提供了77种主题元数据供读者选择。国家图书馆读者

云门户于2020年4月上线，为方便读者使用资源，平台

以资源数据池和用户行为池为支撑，提供统一化检索，

包含馆藏数字化资源的检索、馆藏实体文献资源的检

索和借阅、自建和外购资源统一的元数据搜索服务[14]。

现阶段应积极推进省级公共图书馆、副省级公共图书

馆数字化平台建设，向下辐射至区县图书馆总分馆体

系，实现区域数字资源、实体资源、用户自建资源的互

联互通，快速提升区域数字化服务的水平。向上对接国

家智慧图书馆平台，使更多读者共享全国公共图书馆优

质资源。

4  结语

在新技术助力下，如何补足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

建设的短板，实现向智慧图书馆转型是一项复杂工程。

从对15家副省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调研分析来

看，国家应统筹建设规划，明确各级公共图书馆不同建

设目标及任务，设立试点单位，专攻统一身份认证、公共

图书馆数字化平台等建设难点技术问题，取得成果后

向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推广。加大知识资源细粒度著

录专业标准的推广力度，构建特色的数字资源知识体

系，逐步实现区域、全国数字资源融合共享，提供完善

高效的知识资源保障机制，让广大民众享受到无限制

性的数字资源服务，共同开创公共图书馆均等化服务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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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Digit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 Sub-provincial Public Libraries

ZHOU YiQiong  YU Lei 
( Xi’an Library, Xi’an 710016, P. R.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5G, blockchain,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public libraries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digitalization of physical resources. As the basic guarantee and important support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ublic library digit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digital resources of fifteen sub-provincial public libra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digit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construc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effectiveness,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public 
library digital resource: 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content system of digital resources, using ID cards to uniformly authenticate and access digital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digital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 and building public library digi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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