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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框架研究

□李琳∗　宛玲

　　摘要　高校开展数据治理工作是建设智慧校园的必经之路,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工作是高校

图书馆实现智慧化转型的必然选择.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数据治理框架,并结合协同参与的特

殊性,构建了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框架,明确了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促

成因素、数据范围和治理内容,以期为高校及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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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顺应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高校迎来了智慧校园建设的新发展阶段.高校智慧

校园的建设,需要解决数据共享中存在的数据质量

不高、数据流向混乱、信息孤岛等问题.学者普遍认

可数据治理对高校科学决策、高效管理、创新服务和

迅速应变的重要作用[１],所以,高校迫切地需要开展

数据治理工作.本文中的数据治理是指将制度规范

化,确定数据决策内容及利益相关者权责关系,以指

导和监督数据管理活动的过程[２].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智慧化转型的窗口

期,在建设智慧校园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需要敏锐感

知并主动参与构建知识服务新生态.针对数据治理

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掌
握着大量的数据资源,并与校内外的众多部门或机

构进行数据交换.科尔泰(KoltayT)、顾立平等学

者明确指出发展图书馆事业需把握数据治理机

遇[３－４],何秀全等学者也表示高校图书馆要实现数

字化转型,须参与高校整体数据治理工程[５].但目

前有关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还多

是以馆内数据为治理客体,大致可概括为关于数据

治理框架、数据治理评估、数据治理路径、数据治理

趋势的研究,也有一些是针对特定数据或某一项治

理内容开展的研究,如针对科研数据、知识服务、馆

员培养、数据质量等方面的研究.
在实践领域,国内外陆续有高校加入智慧校园

建设的探索队伍中,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
而且数据治理作为一项长效推进工程,需要因地制

宜地不断改进和提升,例如,南开大学、重庆邮电大

学的数据服务体系就是在多期滚动的数据治理中建

构并完善的.通过调查梳理高校数据治理工作的政

策性文本,发现高校图书馆是个较少被提及的机构,
其在高校数据治理工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均较

低.基于此,在智慧校园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协

同参与高校整体数据治理工程成为必须要研究的课

题.本文旨在构建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

概念框架,明确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促

成因素、数据范围和治理内容,以期为高校及高校图

书馆开展数据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２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框架层次

分析

数据治理框架是利用概念间关系将治理领域所

蕴含的基本概念组织起来的一种逻辑结构,是实现

数据治理的总体战略和目标[６](３９).目前国内外相关

机构已提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可通用的数据治理

架构,也有国内外学者结合自身的关注维度和专业

领域拓展出了具有不同价值视角的数据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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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１所示.这些框架的层次划分各不相同,各具

特点.其中通用的数据治理框架普遍侧重宏观的战

略和管理问题,忽视了跨部门、跨系统的横向协同机

制构建,缺乏可指导中层或基层具体操作的方法和

标准,存在“落地难”的问题[６](４５－４６).特定领域的数

据治理架构因其与特定环境的紧耦合也无法适用于

此研究命题.但这些有代表性的数据治理框架对高

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框架的构建具有重

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表１　国内外部分有代表性的数据治理框架

来源 名称 层次 特点

标准

ISO/IEC３８５０５－１
«基于ISO/IEC３８５００的数据治理»

ISO/IEC３８５０５－１
数据治理框架

评估、指导、监督

阐述了数据治理方法论,提出通过评估现在

和将来的数据利用情况,指导数据治理的准

备和实施,并监督数据治理实施的符合性[７]

标准

GB/T３４９６０．５－２０１８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５部分:数据

治理规范»

«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治理框架

顶层设计、数据治理环境、数

据治理域、数据治理过程

提出了面向数据价值实现的治理目标,并对

数据治理体系的实施路径提出了要求[８]

专业组织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

(DataManagementAssociation,DAMA)

DAMAＧDMBOK
框架

知识领域、环境因素、知识领

域语境关系

将数据治理作为数据管理活动的中心平衡

内部功 能,描 述 了 不 同 知 识 领 域 之 间 的

关系[９]

专业组织

国际数据治理研究所

(DataGovernanceInstitute,DGI)
DGI数据治理框架

规则与协同工作规范、人员与

组织结构、过程

从数据治理角度出发,直观展示了组件间的

逻辑关 系,形 成 了 从 方 法 到 实 施 的 完 整

体系[１０]

学者

卡特里(KhatriV)等

数 据 治 理 决 策 域

框架

数据准则、数据质量、元数据、

数据访问、数据生命周期

确认了决策域的类型和范围,提出了不同级

别的集中、分散和共享决策权可能适用于同

一组织中的不同决策域[１１]

学者

赖(LaiKC)等
企业数据治理框架

组织结 构 与 政 策、标 准 与 过

程、技术

支持各级组织的协作,可推动各种数据相关

项目与企业目标相一致[１２]

学者

董晓辉等

高校教育大数据治

理参考框架
目标、基础支撑、制度保障

基于高校教育大数据实践困境,依据权变理

论,刻画 了 高 校 教 育 大 数 据 治 理 的 主 要

内容[１３]

学者

包冬梅等

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

框架(CALib框架)
促成因素、范围、实施与评估

结合高校图书馆的行业特点,描述了高校图

书馆数据治理领域所包含的基本组件及其

关系[１４]

构建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概念框

架,要考虑到协同参与的特殊性,即高校图书馆需在

高校整体数据治理工程的指导下参与数据治理工

作,遵循高校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所以高校图书

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框架的构建,无需过多考

虑制度体系等顶层设计,而是应明确如何推动高校

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并重点分析高校图书馆

可协同参与哪些数据的治理,以及协同参与治理的

具体内容.故而本文构建的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

据治理概念框架由三层构成,分别是:促成因素层、
数据范围层、治理内容层,如图１所示.

促成因素层是推动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

理工程的基石,影响着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

理的意愿.数据范围层是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

治理的关键环节,关乎在各数据主题域中高校图书

馆的利益相关者.治理内容层是高校图书馆协同参

与数据治理的核心,决定着高校图书馆在高校数据

治理工程中的角色定位.三个层次相辅相成、层层

推进,将有效提高概念框架的可操作性.下面将对

此框架中的各层次进行逐一分析,以期为其他机构

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工程提供借鉴.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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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框架

３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促成因素分析

促成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工程的因

素,既包括清晰的战略规划、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

境,也包括明确的组织模式.

３．１　战略规划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高校数据治理工程,首先

需要贯彻高校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调研数据现状,
厘清数据问题,明确数据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数

据战略,规划高校图书馆参与治理的愿景、目标、任
务、蓝图等;其次指导治理方案的建立,明确高校图

书馆的角色定位、参与方式等;最后监控和评价数据

治理的实施,并持续改进.清晰的战略规划是促成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助推剂,也是治理

实施的基础.

３．２　环境背景

数据治理的内外部环境是推动高校图书馆协同

参与的驱动因素,支撑着数据治理的实施.
(１)在政策推进方面,我国将“数据”增列为生产

要素[１５],要求加强数据“高质量”治理,提升数据管理

能力[１６],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１７].
(２)在社会需求方面,我国要建设特色新型智

库[１８],为保存智库发展的长效竞争优势,完善的治

理体系是现代智库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高校智库

建设的关键环节,随着平权式治理结构逐渐替代行

政主导式治理结构,高校智库逐步形成了多元治理

结构[１９],高校图书馆参与高校智库建设,必然驱使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高校整体数据治理工程,这也

是高校图书馆践行新文科建设的需要.
(３)在行业要求方面,“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

机体”[２０],即图书馆是一个活的系统、组织[２１],需要抓

住发展契机,寻求新的价值增长点,同时,高校在开展

数据治理工作的前期,需要进行大量的文献调研和案

例分析,为部门或个人开设与数据治理相关的课程或

培训等,这些工作内容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十分契

合[２２],也符合高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２３].
(４)在自身动力方面,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是其安

身立命之本,开展传统业务的同时,也要顺应时代潮

流拓展新的职能,对于由业务流程重组引发的数据问

题,如只进行图书馆内部的碎片化治理,是无法从根

本上予以解决的,而且还会限制图书馆资源价值的发

挥,增加治理成果融入高校整体环境的成本,协同参

与高校整体数据治理工程才能根治和解决问题.

３．３　组织模式

数据治理的组织模式主要分为分散模式、归口

模式、半集中模式、全集中模式四种[２４](５６－５７),高校数

据治理中多采取归口模式[２５－２８],将信息办公室或网

络信息中心设为数据治理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其
他业务部门接受归口管理部门对其进行数据治理相

关工作的指导和安排.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

数据治理工作的统筹管理和业务自主性,但对归口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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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专业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等

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信息办公室或网络信息中心

是偏技术应用的部门,有人称这种模式运用的是技

术推动法,目前相关案例已有不少,但效果并不显

著[２９].数据治理的组织模式因行业领域的不同会

有差异,因机构内部组织架构的不同也会有差异,高
校数据治理涉及管理、教学、科研、教辅等多个机构,
涉及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等多方数据资源.复杂的

组织架构、多元的数据资源决定了高校数据治理的

组织模式不能单一而论.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实现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高校数据治理的组织模式可在

归口模式的统筹下,辅之以全集中模式,集中各业务

部门的相关业务专家,组建数据治理工作小组,全面

负责高校整体的数据治理工作,再通过半集中模式,
将相关业务专家派驻到各业务部门,构建各业务部

门与归口部门的合作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高校数据治理组织模式

在高校数据治理工程中,高校图书馆作为掌握

众多数据资源的业务部门之一,可发挥其在支持学

科建设、开展知识服务、协助利益沟通、提供课程培

训等方面的业务优势,抽调相关业务专家,配合归口

部门组建数据治理工作小组,并助力其他业务部门

的数据治理工作,激发协同参与效应.

４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数据范围分析

梳理智慧校园中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

工程的数据范围,须结合高校数据治理政策和高校

图书馆的服务.

４．１　基于数据治理政策的数据范围分析

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６日,笔者通过网络调查１３７
家“双一流”高校,排除访问权限等限制因素后,共查

找到３０份高校数据治理政策性文本.归纳政策性

文本中提及的高校数据资源,可按数据资源类型分

为８个数据主题域,分别为:人力资源域、学生管理

域、教学资源与管理域、科研管理域、财务资产域、数
字档案域、公共服务域、系统数据域.此结果与董晓

辉运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的高校教育数据主题域基

本一致[３０].在３０份高校政策性文本中,提及高校

图书馆的共有７份,汇总图书馆涉及的数据主题域

共有６个,即表２中除“财务资产域”“系统数据域”
之外的６个.

表２　高校数据资源及主管部门

数据
主题域 数据资源 主管部门

人力
资源域

教职工基本信息、人员招聘、
入职离校、职称评审、职务任
免、考核管理、培训管理、薪资
管理、党团工作、出国出访管
理以 及 离 退 休 管 理 等 相 关
数据

党委组织部、科技处、人
事处、国际交流处、财务
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后
勤管 理 处、离 退 休 工 作
处、教学发展中心、图书
馆、各学院等

学生
管理域

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等所
有与学生相关的基本信息,以
及招生、迎新、学籍、奖惩、党
团、毕业、就业和生活等相关
数据

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组
织部、校团委、教务处、就
业指 导 中 心、国 际 交 流
处、校友工作办公室、图
书馆、校医院、研究生院、
各学院等

教学
资源
与

管理域

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等所有
与学生相关的教学管理、教学
研究、培养方案、培养计划、培
养过程管理、教学督导、教学评
估、教育教学资源等相关数据

教务处、教学 发 展 中 心、
图书馆、研究生院、各学
院等

科研
管理域

科研项目管理、合同管理、成
果管理、科研机构管理、科研
经费管理等相关数据

教务处、科技处、社科处、
财 务 处、图 书 馆、各 学
院等

财务
资产域

财务管理、审计管理、内控管
理、经费管理、招投标管理、固
定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
实验室管理、设备管理、房产
管理等相关数据

财务处、资产管理处、实
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基建
处、后勤管理处、采购与
招投标中心等

数字
档案域

人事档案、学生档案、文件档
案、科研档案、教学档案、合同
档案、视觉档案、媒体信息档
案、图书档案、博物馆历史文
物档案、教职工电子健康档案
等相关数据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校办
公室、人事处、教务处、科
技处、社科处、就业指导
中心、档案馆、图书馆、校
医 院、研 究 生 院、各 学
院等

公共
服务域

新闻服务、电子邮件服务、电
子文献资源与服务、校园一卡
通服务、高性能计算服务、基
础设施服务、医疗健康服务、
校园安全治理及师生生活服
务等相关数据

党委宣传部、财务处、资
产管理处、图书馆、网络
中心、后勤管理处、校医
院等

系统
数据域

网络连 接 管 理、操 作 系 统 管
理、数据库管理、应用系统管
理等相关数据

信息网络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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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政策性文本,大多遵循了“谁产生谁负责”的
原则,即高校图书馆需要对本馆产生的数据资源进行

采集、使用、更新、维护、存储、归档、备份等全周期管

理,执行高校数据治理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并向公共

数据平台提供权威数据.高校图书馆的数据资源除

了对象数据、元数据、规范数据等资源数据,还包括在

采访、编目、咨询、流通、数据库使用等过程中产生的

业务数据,用户在图书馆留下的个人信息和行为数

据,以及图书馆在运转和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管理数

据[３１].这些数据分布于公共服务域、科研管理域、教
学资源与管理域等多个数据主题域中.而且不难看

出,高校图书馆的数据资源较多产生于服务中,为了

完善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数据范围,本文

对１３７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进行了梳

理,细化了高校图书馆所属数据主题域的数据粒度.

４．２　基于图书馆服务的数据范围再完善

通过浏览１３７所高校的图书馆网站,本文对其提

供的服务进行了量化统计,并利用微词云生成了词云

图,如图３所示.可以发现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

容丰富且类型多样,“借阅服务”“科技查新”“文献传

递”“查收查引”“新生服务专栏”“学科服务”“馆际互

借”“空间服务”“资源荐购”“学位论文提交”“培训讲

座”“知识产权服务”等是其中的高频词汇.

图３　高校图书馆服务词云图

将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与上文提到的高校数

据主题域相结合,可发现在人力资源域,高校图书馆

可通过提供查收查引服务,为用户在职称评定等方

面提供机构或个人的论文收录情况、引用情况等的

检索证明;可通过提供培训讲座服务,定期开设介绍

图书馆信息资源与服务、教授检索方法与技巧的专

题系列讲座和个性化定制讲座.基于此,高校图书

馆可协同参与治理人力资源域的教职工职称评审、

培训管理等相关数据.
在学生管理域,高校图书馆可通过开展参考咨

询服务,为考生提供招生信息咨询服务,为招生管理

部门提供与招生政策、培养方案等相关的信息服务;
可通过提供新生服务专栏,为新生提供关于图书馆

概况、馆藏资源及其分布、信息服务方式及规章制度

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可通过开设毕业生服务专栏,为
毕业生提供论文写作指导、学术不端检测、学位论文

提交、离校手续办理等服务.基于此,高校图书馆可

协同参与治理学生管理域的与学生相关的招生、迎
新、毕业等相关数据.

在教学资源与管理域,高校图书馆可通过提供

信息素养教育服务,面向本科生开设侧重培养学生

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的通识教育公共选

修课程,面向研究生开设侧重资料收集与论文写作

的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程;可与相关学院联合培养

研究生,图书馆员作为第二导师辅导研究生的实践

研究;可通过提供教材教参支持服务,向全校师生推

送个性化电子教参资源,辅助教学工作的开展;可通

过提供学科服务,按学院对口配置学科馆员团队,加
强图书馆与各院系之间的联系;可通过提供教学评

估支持服务,将有关图书馆馆舍面积、馆藏资源总

量、年度新书总量、师生借阅图书情况等基本信息提

供给各院系.基于此,高校图书馆可协同参与治理

教学资源与管理域的与学生相关的培养方案、培养

计划、教学评估、教育教学资源等相关数据.
在科研管理域,高校图书馆可通过提供科技查

新服务,在科研课题立项、科研成果鉴定、科研成果

报奖、申请专利、技术咨询等阶段为科研人员提供科

技查新报告;可通过提供定题服务,根据用户的教

学、科研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某一特定研究主题

进行跟踪检索,或结合科研周期,提供全过程的文献

检索;可通过提供知识产权服务,面向校内外用户开

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专利咨询、专利检索、专利分

析等工作;可通过提供情报分析服务,为用户提供基

于事实数据、科技信息、文献资料等基础数据的决策

信息支持与评价咨询;可通过提供投稿指南服务,为
师生 整 理 ESI/EI/SCIE/SSCI/CSSCI/CSCD 等 国

内外知名数据库的收录期刊目录.基于此,高校图

书馆可协同参与治理科研管理域的科研项目管理、
成果管理等相关数据.

在数字档案域,高校图书馆可通过提供机构知

３８

智慧校园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框架研究/李琳,宛玲
ResearchontheConceptualFrameworkofCollaborativeParticipa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inDataGovernanceUndertheBackgroundofSmartCampus/LiLin,WanLing　　　　



2023

年
第3

期

识库服务,收集、整理和展现本校学者的科研成果、
教学成果等;可通过提供典藏展览服务,向师生展示

本馆特色资源,甚至是古籍精品.基于此,高校图书

馆可协同参与治理数字档案域的科研档案、教学档

案、图书档案、博物馆历史文物档案等相关数据.
在公共服务域,高校图书馆除了可以提供丰富

的文献信息资源,更可通过提供图书借阅、证卡办

理、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资源荐购、新书通报、图书

分类号查询等借阅服务,为师生获取文献信息资源

带来便利;可通过提供阅读推广服务,为爱好读书的

师生建立一个阅读和分享的平台;可通过提供书刊

捐赠服务,接收本校师生、校友或社会团体的捐赠,
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可通过提供空间服务,为师

生协作学习、研究和交流提供便利且舒适的场所;可
通过提供微信、微博、订阅号、服务号等移动服务,实
时发布图书馆动态,方便师生随时获取图书馆信息;
可通过提供失物招领服务,协助师生快速找回丢失

物品;可通过提供校友服务,为校友永久开放图书馆

资源,便于校友回校参观.基于此,高校图书馆可协

同参与治理公共服务域的电子文献资源与服务、师
生生活服务等相关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服务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

数据主题域中,例如,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参考咨询服

务,既可以在学生管理域,为考生提供招生信息咨询

服务,也可以在公共服务域,为师生提供借阅咨询服

务,更可以在科研管理域,为科研人员提供专利咨

询、情报咨询等服务;再比如高校图书馆机构知识库

服务,既可以在数字档案域,展现学者的科研成果、
教学成果,也可以在教学资源与管理域,为学科建设

和教学评估提供数据支持,更可以在人力资源域,分
析学者的研究影响力.同理,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空

间服务,或为提供借阅服务购置的文献信息资源,不
应只涉及公共服务域,还会因招投标管理、设备管

理、场地管理等需要,或发票限额、经费来源等原因,
涉及财务资产域;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教学评估支持

服务、移动服务,也不会只涉及教学资源与管理域、
公共服务域,还会因获取访问数据、数据库连接等需

要,涉及系统数据域.
上述从高校图书馆官网上统计的服务主要是面

向用户的,除此之外,高校图书馆也会有面向内部的

服务,例如,对馆内的资源数据进行元数据管理、标准

化管理,生成书目数据、规范词表等标准化文档;对获

取的用户数据、业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数据优化,
基于数据驱动去提升面向用户的个性化服务或推广

服务.这些面向图书馆内部的服务涉及的数据资源

也是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工作的一部分,也离不

开上文提及的８个数据主题域.资源数据是支撑图

书馆开展服务的基础,主要涉及公共服务域中的电子

文献资源;服务中获取的用户数据和业务数据可以反

哺图书馆,涉及学生管理域、教学资源与管理域、科研

管理域、数字档案域、公共服务域、系统数据域等多个

数据主题域,其涉及的数据资源在上文中都有所提及;
而图书馆运转中产生的管理数据主要涉及人力资源

域、财务资产域等数据主题域,其涉及的数据资源在上

文中也有所提及.综上,高校图书馆可协同参与高校

全部主题域的数据治理,如表３所示.由此也证实了高

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重要地位.

表３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数据范围

数据主题域 高校图书馆服务 数据资源

人力资源域 查收查引、培训讲座等 教职工职称评审、培训管理等相关数据

学生管理域 参考咨询、新生服务专栏、毕业生服务专栏等 与学生相关的招生、迎新、毕业等相关数据

教学资源

与管理域

信息素养教育、联合培养研究生、教材教参服务、学科

服务、教学评估支持服务等

与学生相关的培养方案、培养计划、教学评估、教育教学资源等相

关数据

科研管理域
科技查新、定题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情报分析服务、

投稿指南服务等
科研项目管理、成果管理等相关数据

财务资产域 空间服务、借阅服务等 招投标管理、设备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相关数据

数字档案域 机构知识库服务、典藏展览服务等 科研档案、教学档案、图书档案、博物馆历史文物档案等相关数据

公共服务域
借阅服务、阅读推广、书刊捐赠、空间服务、移动服务、

失物招领服务、校友服务等
电子文献资源与服务、师生生活服务等相关数据

系统数据域 教学评估支持服务、移动服务等 操作系统管理、数据库管理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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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治理内容分析

智慧校园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

的内容,一方面来源于数据治理职能,另一方面取决

于高校的数据治理路径.

５．１　基于数据治理职能的治理内容分析

数据治理职能是为落实数据治理工程而进行的

数据管理活动.高校图书馆在明确了协同参与数据

治理的数据范围后,要对可治理的数据资源进行数

据管理.参照«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５部分:数据

治理规范»中数据治理域的数据管理体系[８]和«数据

治理工具图谱研究报告(２０２１版)»中数据管理层[３２]

的数据治理职能划分,高校图书馆可遵循高校数据

治理工程的管理体系对可参与治理的数据资源进行

元数据、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生命周

期等的管理.
(１)元数据管理.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元数据,就

如同一个图书馆没有目录.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元

数据管理,可以借助其数据范围跨多个数据主题域

的便利,收集和整理不同来源的元数据,识别不同部

门数据间的相似和差异性,协助构建业务术语知识

体系,探究数据血缘和影响分析,增强数据在组织间

的开发使用.
(２)数据标准管理.数据标准是数据流通、开放

共享的基础,是落实数据治理的依据.高校图书馆

可分析和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规定,为高校数据技

术标准、业务标准、管理标准等的制定提供参考.
(３)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质量取决于所有与数

据交互的人,而不仅仅是数据管理人员.高校图书

馆可调研数据需求,协助定义业务规则和数据质量

标准,支持数据质量评估和整改.
(４)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安全可降低数据使用风

险,推动业务发展.高校图书馆可识别数据安全的业

务需求和监管要求,协助制定数据安全制度,定义数据

安全细则,并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数据安全培训.
(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数据生命周期一般涉

及数据生产及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及应用、数
据销毁等阶段[３３](６８－６９).高校图书馆可针对数据所

处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数据服务,确
保数据在全生命周期中都能得到有效的管理.

５．２　基于数据治理路径的治理内容再完善

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具体内容,还
需要基于高校整体数据治理工程,所以笔者结合之

前对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路径的探究[３４],参考王兆

君[６](２０)、祝守宇[２４](６６)、刘运席[３３](２３)等学者的数据治

理实施方案,先构建了如图４所示的高校数据治理

路径图,作为探究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内

容的基础.再结合已有的高校图书馆针对特定数据

或某一项治理内容开展的治理案例,例如,北京大学

图书馆参与的开放研究数据平台[３５],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图书馆参与的科研数据管理计划[３６]等,发掘

每一步路径中高校图书馆可发挥自身优势协同参与

治理的内容.
(１)调研数据需求.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深

入调查各业务部门的数据需求,分析各部门现行业务

的逻辑关系及其后续规划,诊断各部门的数据问题;
利用图书馆与科研人员、学生有密切关系的“联络员”
身份,调动用户的力量,收集一线用户的资源需求信

息和服务反馈意见,归纳数据治理的重点、难点.
(２)开展知识服务.在数据治理工程开展的前

期,图书馆可通过专题调研为其提供国内外相关研

究进展和动态,为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在
数据治理工程进行中,图书馆可持续进行定题跟踪,
定期发布监测快报;在数据治理工程后期,图书馆可

协助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撰写工程报告、投稿,并进

行引证分析.
(３)协助政策制定.利用文献分类法和主题法

协助领导部门制定数据标准、管理制度,规范数据资

源的整理,为数据资源的交换共享提供基础;借助图

书馆的科技查新、学科服务等对高校科研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为数据治理中的科研评价标准的制定提

供理论支撑.
(４)协调数据方权益.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机构,

可发挥其中介作用,协调数据开放获取与科研成果

知识产权、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师生群体与信息

办公室或网络信息中心之间、各院系负责数据的部

门与信息办公室或网络信息中心之间、科研人员与

出版社和数据库商之间进行利益沟通.
(５)提供课程培训.为数据治理涉及的单位、个

人提供数据治理相关的知识普及服务,提供数据资源

利用、数据知识产权、机构知识库数据管理、数据引

用、数据发表等与数据治理相关的培训和课程.
(６)推动数据共建共享.借鉴图书馆在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方面的经验,为高校数据的采集、处理、
交换、共享等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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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高校数据治理路径图

　　(７)评估数据治理成效.作为第三方,对高校开

展数据治理的成效进行评价评估和分析,发现治理的

薄弱环节,提交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估报告,为治理领

导层提供决策依据,推动高校数据治理的有效推进.

６　结语

各个领域的“智慧化”正逐步从概念走向现实,
高校图书馆助力智慧校园建设也已成为图书情报领

域研究的热点.高校开展数据治理工作是建设智慧

校园的必经之路,也是高校图书馆实现智慧化转型

的机遇.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高校数据治理工作可

提升高校数据治理效能,也可提高自我价值.但目

前高校数据治理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顶层设计、
治理过程等还不完善,多元协同参与的程度尚有待

提高.希望本文构建的包含促成因素层、数据范围层

和治理内容层的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概念

框架,可以架起高校图书馆与高校数据治理工作的桥

梁,为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目前此框架尚处于理论层面,还缺乏实践检验.国内

外虽已有高校图书馆协同参与数据治理的相关案例,
但大多是基于特定数据或某一项治理内容开展的,还
不足以验证本概念框架.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此概

念框架尚需依据不同的场景进行细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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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atagovernancecarriedoutbyuniversitiesistheonlywaytobuildsmartcampus,and
collaborativeparticipationindatagovernanceistheinevitablechoiceforuniversitylibrariestorealizeintelliＧ
genttransformation．Thispapersortsoutthedatagovernanceframeworkathomeandabroad,combines
theparticularityofcollaborativeparticipation,constructstheconceptualframeworkofcollaborativeparticiＧ
pa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indatagovernance,andclarifiesthecontributingfactors,datascopeandgovＧ
ernancecontentofcollaborativeparticipa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indatagovernance,inordertoprovide
referenceforuniversitiesanduniversitylibrariestocarryoutdata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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