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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的思考与探讨

□刘细文∗　涂志芳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的出现和发展,数据文化也随之兴起.图书馆

数据文化包括图书馆数据相关技能与态度文化、图书馆数据共享文化、图书馆数据使用与重用文

化、图书馆数据伦理与治理文化、图书馆特色数据文化等主要内容.选取国内外代表性学术图书

馆为案例,从战略规划和最佳实践两个角度分析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的路径,包括数据驱动研

究、数据驱动服务、数据驱动管理、数据驱动决策等.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面临数据安全、知识产

权等方面的风险,以及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外部竞争等方面的挑战.图

书馆可从树立数据理念、加强能力建设、强化人才培养、谨慎应对过程风险、积极迎接外部挑战等

方面可持续地进行数据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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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Culture)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惯例、虚拟

环境以及无形资产、软实力等.从重要性看,文化发

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国”战略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１];从内涵看,文化是

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等的综合;从本质

看,文化是“人的生活样式”,包括“人化”和“化人”的
双向互动[２].文化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实践、规则、
制度和核心价值等不同层面的具体内容,其中实践

层面包括器物、饮食、服饰、宗教、艺术等日常生活的

具体表现,规则层面包括社会惯例、道德规范、组织

规章等,制度层面包括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监督机

制等,核心价值包括道德、规则、制度体系形成的文

化导向.
文化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形态,

如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相应

形成了部落文化、城市文化、互联网文化、信息文化、
数字文化等;文化也同样存在于不同的领域、行业和

组织机构之中,如企业文化、政府文化、图书馆文化

等.以图书馆文化为例,图书馆文化(LibraryCulＧ
ture)本质上是图书馆的发展样式,同样体现在实

践、规则、制度和核心价值层面.其中,实践层面包

括私人藏书、开架阅览、图书分类、目录工具、检索系

统、阅读推广、数字化服务等,规则层面包括图书分

类规则、目录编制规则、典藏管理规则、读者服务规

则、知识组织体系等,制度层面包括图书馆法律、图
书馆宣言、图书馆公约等;核心价值层面包括用户导

向、价值中立、信息自由等.

１　数据文化

随着科学研究转向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３],以
及社会经济逐渐进入数据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４],
数据的作用渗透到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并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伴

随着数据驱动科学发现、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

政府等[５]数字化和数据化新内容的出现,数据文化

也随之兴起.

１．１　数据文化的定义

数据文化(DataCulture)作为一个相对新兴且

复杂的、不断动态生长的概念,尚未有明确的统一定

义.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应用场景,不同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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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数据文化理解不同,从内容、层次、场景、粒度

等不同角度加以阐释.
从关联概念的角度,数据与信息既密切关联又

相互区别,信息文化(InformationCulture)是“关于

信息的一种文化”(ACultureofInformation),那么

数据文化则是“关于数据的一种文化”(ACultureof
Data)[６].基于“数据”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王家

耀[７]认为数据活动过程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数
据活动过程同时也影响文化面貌,数据文化可视为

“数据”和“文化”的交集.以基本要义为切入点,涂
子沛[８]认为数据文化是以“实事求数”“实数求是”为
内核的尊重事实、强调精确、推崇理性、遵循逻辑的

文化.
以商业决策为背景,基伦(KeeＧLuen)等[９]认为

数据文化是数据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文化是

基于现有数据和证据分析客观地做出决策的文化,
并 且 是 价 值 创 造 的 一 项 基 础 条 件;戈 帕 尔

(Gopal)[１０]在«数据文化如何为数据驱动型组织创

造价值»白皮书中将数据文化描述为企业建立的一

种在决策中优先考虑数据的文化.以高等教育为背

景,拉法格利(Raffaghelli)等[１１]将数据文化视为一

种情境性的集体表达,包含与数据相关的专业角色、
政策和具体做法等;拉萨特(Lasater)等[１２]采用列举

式方法将数据文化的主要范围界定在以下几个方

面:对数据使用的清晰愿景和明确期望、允许教师访

问和理解数据的资源与系统、围绕数据的协作、与数

据使用相关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共同承担发展学校

的责任、对学生学习的高期望、学校领导层对数据使

用的支持等.
从数据生命周期的角度,奥尔伯里(Albury)

等[１３]以社交 App的使用为场景将数据文化定义为

数据生产文化、数据培育文化、数据化(Datafication)
文化、数据使用文化,奥利弗(Oliver)等[１４]在综合不

同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数据文化定义为影响或

决定数据在个人、组织、政府和社会中的生产、生成、
获取、培育、使用、管理、保护、分享和重用的社会、技
术、文化特征以及价值观和实践.

１．２　数据文化的内容

数据文化包含丰富的内容,奥利弗 (Oliver)
等[１４]基于范围性综述方法(ScopingLiteratureReＧ
view)提出,数据文化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相关技

能与态度文化、数据共享文化、数据使用与重用文

化、数据伦理与治理文化、本土 视 角 (Indigenous
Perspectives)的数据文化等５个方面,为相关研究

者和实践者理解数据文化的范畴和内涵提供了良好

基础.同时,数据文化存在于社会、领域和行业、组
织和机构等不同单元之中,对应于社会中的数据文

化、领域和行业中的数据文化、组织和机构中的数据

文化等不同层次[９];根据数据文化产生的不同场景,
可分为企业数据文化[９]、政府(公共部门)数据文

化[１５]、校园数据文化[１２]等不同类别;根据数据文化

的规模,可分为元(Meta)、宏观(Macro)、中观(MeＧ
so)、微观(Micro)、微纳(Nano)等不同粒度[１６].

１．２．１　数据相关技能与态度文化

数据相关技能与态度是数据文化形成的基础前

提,数据相关知识、态度、技能和实践要求机构和个

人对数据较为熟悉,通常集中表现为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及数据流畅度(DataFluency)[１４].其中,
数据素养在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基础上发展而来,
用于描述使用数据做出判断和决策并解决现实问题

的一系列能力[１７].数据素养最初多用于高等教育、
科学研究场景之中,后被引入学习、工作、生活等多

种场景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实践[１８].数据流畅度被

描述为选择合适的数据分析软件工具的能力和信

心,是数据素养达到较高程度的一种状态,如提出明

确的问题并做出高效的数据驱动的决策[１９].

１．２．２　数据共享文化

数据共享文化是数据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主
要包括数据共享态度和意愿、行为和实践以及与之

相匹配的数据共享政策、标准规范、基础设施、软件

工具等.目前数据共享主要包括研究数据和政府

(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商业数据、机构数据、个人数

据等的共享尚未成为主流.就研究数据共享而言,
根据 DigitalScience公司的调查,８０％的科研人员

赞成将研究数据开放共享作为常见做法,但同时也

有７５％的科员人员表示共享数据得到的回报(如引

用、致谢等)较少,另外考虑到数据共享可能带来的

数据滥用、敏感信息、版权和许可问题等风险,大部

分科研人员对共享自己的研究数据仍持犹豫和观望

态度[２０－２１].就政府数据共享而言,根据开放数据晴

雨表(OpenDataBarometer)的监测,全球１０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对开放政府数据采取了积极行动,并在

实现负责任的、创新性的、有影响力的开放政府建设

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２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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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数据使用与重用文化

数据使用与重用文化是数据文化实现的关键步

骤,在具备数据相关技能、践行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

上,进一步实现广泛的数据使用与重用,才能真正发

挥数据的价值.数据使用(Use)源于特定人员因特

定问题或需要而收集特定数据,并对其进行单次或

多次使用;当该数据被其他人员发现并使用,则称之

为数据重用(Reuse).数据重用是两者之中更为重

要的方面,通常用于支持科研人员进行原创性研究

和验证已有研究,以及公众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

活动[２３].

１．２．４　数据伦理与治理文化

数据伦理与治理文化是数据文化可持续发展的

可行路径,良好的数据伦理规范和健全的数据治理

机制能够预防或解决数据素养、数据共享、数据重用

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推动数据文化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数据伦理主要涉及数据相关过程中的伦理

问题,如数据引用规范、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数据

治理是建立健全数据生产和流通全过程的体制机

制,明确各参与方的权责关系,以实现数据价值的最

大化[２４].

１．２．５　本土视角的数据文化

如前所述,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形态、不同领域

和行业以及不同组织机构有不同的文化以及数据文

化,因此立足本土视角和具体场景理解和建设数据

文化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当前处于数据全球共享、
自由流动的发展环境,这需要以国家安全和数据安

全为前提,因此,在国家安全和数据归属视角下,数
据主权(DataSovereignty)也是数据文化的重要内

容,包括法律、技术、贸易等维度的数据主权[２５].

２　学术图书馆数据文化

２．１　图书馆数据相关技能与态度文化

图书馆数据相关技能与态度文化包括两个维度

的内容:一是图书馆自身的数据技能与态度,二是图

书馆帮助用户提升数据技能与态度.一方面,图书

馆具有收集、组织和保存各类文献、信息、数据、知识

资源以及据此向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职责和使命,
因此图书馆自身的数据技能与态度包括但不限于:
确立数据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核心要素的理念、组织

建设各类数据资源的能力、提供数据驱动的决策咨

询服务和科技知识服务的能力等[２６].另一方面,图

书馆帮助用户提升数据技能与态度,集中表现为图

书馆面向用户开展的数据素养教育及相关服务[２７].

２．２　图书馆数据共享文化

共享是图书馆文化建设理念的根基.图书馆数

据共享文化包括图书馆共享自己的数据以及图书馆

帮助用户共享数据两个方面.就图书馆共享自己的

数据而言,图书馆数据包括馆藏资源数据以及业务、
管理与服务数据,前者如元数据(实体文献书目数

据、数字资源元数据)、对象数据(摘要数据、索引数

据、全文数据)等,后者如业务数据、服务数据、管理

数据、用户数据等[２８],图书馆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

上合理共享自己的数据,促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和

服务质量的最优化.就图书馆帮助用户共享数据而

言,除数据素养教育及相关培训以外,还包括建设数

据共享工具、提供数据发布和出版相关服务等,如开

发数据管理计划工具,建设机构、学科或综合数据知

识库,提供数据期刊导航和数据论文发表咨询服

务等[２９].

２．３　图书馆数据使用与重用文化

在整个数据文化系统之中,图书馆数据使用与

重用文化同样包括图书馆自身使用与重用数据以及

图书馆帮助用户使用与重用数据.就前者而言,图
书馆一方面可以使用自身的馆藏资源数据,对其进

行细颗粒度的组织并转化为服务;另一方面还可以

使用自身的业务、管理与服务数据,对其进行深度分

析和挖掘利用,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服务;此外,
图书馆还可以重用外部数据(如开放获取资源数

据),扩大资源覆盖范围、提高用户服务能力[２８].就

后者而言,图书馆除提供数据素养教育、咨询和培训

等服务以外,可以开发数据管理与集成、数据检索与

发现、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等系列工具供专业使用,以
工具与业务流程构建推动图书馆数据文化的确立.
此外还可以合作者身份与用户共同开展研究或解决

实际问题.

２．４　图书馆数据伦理与治理文化

图书馆数据伦理与治理文化包括图书馆自身的

数据治理以及图书馆参与更大范围(如行业、国家)
的数据治理.图书馆自身的数据治理以图书馆自身

的数据使用与重用为基础,进一步建立健全图书馆

数据资源管理的标准规范和体制机制,如数据模型

构建、数据流程管理、数据质量控制等[３０].同时,图
书馆作为数据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之一,需要积极主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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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与社区、行业、国家、社会等更大范围的数据治

理并发挥作用.

２．５　图书馆特色数据文化

较之于企业、学校等主体,图书馆具有用户导

向、价值中立、公益服务等特征,因此图书馆数据文

化较之于企业数据文化、学校数据文化等也具有秉

持价 值 中 立[３１]、追 求 社 会 效 益[３２]、崇 尚 社 会 包

容[３３]、追求信息自由[３４]等特点.再者,大部分图书

馆都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是数据密集型机构,应当

在树立数据驱动发展的理念,组织数据形式的资源,
开发数据化工具、数据管理工具、数据服务工具,提
供数据驱动的服务以及建设良好的数据文化等方面

率先行动.

３　学术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路径

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是在各部分内容基础上的

有机融合和综合行动,主要包括数据驱动研究、数据

驱动服务、数据驱动管理、数据驱动决策等路径,国
内外图书馆(尤其是学术图书馆)在探索数据文化建

设方面已有有益尝试.战略规划(StrategicPlan)是
一个组织机构制定的中长期目标并将其付诸行动的

纲要性文件,最佳实践(BestPractices)是被事实证

明或同行认可的有效做法,以下从战略规划和最佳

实践两个维度剖析代表性图书馆的做法和经验,以
期为更多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提供参考借鉴.

３．１　战略规划层面,重点构建新型数据驱动服务机

制,固化数据驱动服务模式

美国 国 立 医 学 图 书 馆 (NationalLibraryof
Medicine,NLM)在支撑并开展数据驱动的研究方

面具有代表性.NLM 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布最新战

略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７),将其定位为“一个支持生物医

学发现和数据驱动健康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提供数

据驱动的研究工具,加速生物医学知识发现并促进

人类健康,培养适应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和健康服

务的人才队伍;同时通过整合数字资源、建设计算基

础设施、提升新生力量的数据素养等行动计划推进

该战略规划的实施[３５].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在数据驱动服务、数据驱

动管理、数据驱动决策等方面均有规划和探索.在

香港城市大学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和教育机

构的战略目标之下,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通过对校

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内容管理并登记为机构数

据,加强机构数据资产管理;通过妥善收集图书馆服

务数据、运营成本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和用户满意度

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加强趋势识别和需求预测并

支撑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和服务规划;通过提供开

放获取出版和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参与并推动更大

范围的研究数据开放共享;通过提供专业的文献计

量和数据分析服务,支持数据驱动的科研评价和管

理决策[３６].

３．２　最佳实践层面,建设数据全价值链管理工具,
构建数据文化的物质基础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California
StateUniversitySanMarcos,CSUSM)图书馆在机

构数据管理、数据驱动决策等方面已有行动.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CSUSM 持续收集、组织并分析图书馆各

类数据用于改进服务和管理,同时开发了数据驱动

决策的模型以更好地挖掘利用图书馆数据,将图书

馆利益相关方(如用户、社区、基金会等)的需求和期

望纳入服务和管理流程[３７].
加 州 大 学 数 字 图 书 馆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CDL)在建设数字科研工具、构建图书馆数

据管理与服务生态系统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

数据收集方面,CDL提供一项名为 AGUA 的网络

服务,旨在为加州大学图书馆系统“共享印本馆藏计

划”(SharedPrintInitiative)提供关键馆藏数据,基
于馆藏数据分析为相关图书馆进行馆藏选择提供决

策参考[３８].在数据描述方面,CDL开发了创建全球

唯一标识符的工具 EZID(取 EasyID的谐音,意为

容易构建),用户可使用EZID为文本、数据集、术语

等各类内容创建标识符并提高可发现性和可共享

性[３９].在元数据管理方面,CDL 开发了 Zephir系

统用于抽取、存储和管理来自 HathiTrust(全美大型

研究图书馆的数字存储库)贡献者的数字内容(如书

目元数据)并将其引入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４０];
在研究数据管理方面,CDL开发了数据管理计划工

具DMPTool,帮助科研人员创建满足资助机构要求

的数据管理计划[４１].在数据发现方面,CDL 基于

ExLibris公司的 Alma/PrimoVE系统开发了集中

式图书馆管理和发现系统(SILS),SILS整合了整个

加州大学系统的印本馆藏和数字资源,提供一站式

检索和发现服务[４２].在数据存储与共享方面,CDL
建设了数字存储库 Merritt,为加州大学系统提供数

字内容的管理、存储和共享服务[４３];此外,CDL还与

２２

学术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的思考与探讨/刘细文,涂志芳

ThinkingandExploringofDataCultureintheAcademicLibrary/LiuXiwen,TuZhifang



2023

年
第6

期

Dryad合作开发并提供数据共享与出版服务[４４].

３．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数据驱动理念的确

立与探索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文献中

心”)制定的数据驱动、任务导向的“十四五”规划及

其行动在国内学术图书馆行业具有代表性.
文献中心“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以数据和数据化

建设为起点,着力重构数据驱动的文献情报工作价

值链,最终形成数据积累和系统闭环[４５],为国家、中
国科学院、相关部委及其所属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
及创新主体提供信息监测、情报挖掘和科技决策支

撑服务.“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建设支持管理和宏观

决策的知识服务体系、支撑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学科

知识服务体系、建设新一代科技知识服务系统、科研

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等４个主攻方向,以
及开展智慧数据体系与智能情报模型研究、可信数

字学术环境构建与服务研究、科技文献智慧数据驱

动方法研究等３个前沿方向[４６].
在“十四五”规划实施过程中,文献中心配套建

设智慧数据中心,制定数据管理办法与细则,设立数

据馆员岗位,以数据资产化模式夯实数据资源底座,
实现数据共建共享.具体而言,建立的数据相关制

度包括«数据管理办法»«数据资产登记汇交实施细

则»«数据馆员制度实施细则»«数据安全管理实施细

则»«论文、报告关联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实施细则»
«数据体系的数据架构与数据标准实施细则»等;组
织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多维度开发数据管

理工具、基于数据的服务工具,建设数据资源平台、
数据管理平台、数据化检索服务与查新工具,例如包

括科技大数据知识发现平台(https://scholareye．
cn/)、科技文献知识 AI引擎(SciAIEngine)、科情数

据(https://smartdata．las．ac．cn/)、PubScholar公益

学术平台、代表作学术贡献引用评价工具CiteOpinＧ
ion、自动科技查新平台innoFinder等.

４　挑战与展望

总结现状,图书馆数据文化建设的数据驱动流

程构建处于试验探索期,还面临来自数据安全、知识

产权等方面的风险,以及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

建设与人才培养、外部竞争等方面的挑战.需要重

点在关键方向构建文化形成机制:第一,在数据相关

技能方面,图书馆管理层需要树立数据驱动决策的

理念并提升相应能力,图书馆员需要提高数据驱动

研究的意识并提高自身数据素养和为用户提供数据

素养服务的能力.第二,在数据共享方面,图书馆面

临数据采集、存储和传输过程中的网络基础设施安

全风险.第三,在数据使用与重用方面,图书馆面临

分析和使用用户数据方面的个人隐私保护风险.第

四,在数据伦理与治理方面,图书馆面临数据资源挖

掘和整合过程中可能的伦理道德和知识产权风险.
第五,在特色数据文化建设方面,图书馆面临来自大

型出版社、学术搜索引擎等外部信息服务机构的挑

战.第六,在数据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图书

馆需要应对不断发展迭代的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
数据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与工业界竞争数字技术

人才以及内部人才培养的压力.
展望未来,图书馆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数据文

化建设:第一,在理念方面,树立数据驱动发展的理

念,明确数据的核心要素地位,提高数据驱动研究、
数据驱动服务、数据驱动管理、数据驱动决策的意

识.第二,在能力建设方面,通过教育、培训、终身学

习等多种手段提升图书馆员数据素养,加强对数字

工具的开发和应用,提高数据服务能力.第三,在数

据人才培养方面,充分发挥图书馆作为公共资助的、
持续稳定的信息服务机构的特点,通过招聘外部人

才、培养内部人才、补充兼职人才等方式,加强人才

培养和储备.第四,在应对过程风险方面,图书馆需

增强法律意识、数据安全意识,加强对知识产权法、
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研究与掌

握.在应对外部挑战方面,图书馆需充分发挥保存

文明、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展现社会包容、平等服

务等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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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andExploringofDataCultureintheAcademicLibrary
LiuXiwen　TuZhifang

Abstract:With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digitalsociety,anddigitalgovＧ
ernment,dataculturehasalsoemerged．Librarydatacultureincludesfiveaspects,namelylibraryculture
ofdataＧrelatedskillsandattitudes,librarycultureofdatasharing,librarycultureofdatauseandreuse,liＧ
brarydataethicsandgovernanceculture,andlibraryＧspecificdataculture．Takingrepresentativeacademic
librariesathomeandabroadasexamples,thepathoflibrarydatacultureconstructionisanalyzedfromthe
perspectivesofstrategicplanningandbestpractices,includingdataＧdrivenresearch,dataＧdrivenservices,

dataＧdrivenmanagement,anddataＧdrivendecisionＧmaking．Theconstructionoflibrarydataculturefaces
riskssuchasdatasecurityandintellectualproperty,aswellaschallengesindigitaltechnologydevelopment
andapplication,capacitybuildingandtalentcultivation,andexternalcompetition．Librariescansustainably
carryoutdatacultureconstructionbyestablishingadatamindset,strengtheningcapacitybuilding,enhanＧ
cingtalentcultivation,prudentlyaddressingprocessrisks,andactivelyembracingexternalchallenges．

Keywords:DataCulture;LibraryCulture;DataLiteracy;DataSharing;DataReuse;Data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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