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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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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中国学术数字图书馆启动十周年庆典，
潘云鹤院士发表主旨报告，指出：

数字图书馆 —— 智慧图书馆 —— 知识中心



定义智慧图书馆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定义智慧图书馆

l 两个大局看世界
u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u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

l 技术驱动的变革
u 大数据、云计算
u 人工智能



定义智慧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是一个云操
作系统

智慧图书馆
是一个生态

智慧图书馆
是基于AI技
术的图书馆

FOLIO：
Future of 
Libraries is Open



•图书馆的核心元素

服务

技术 资源

AI+
服务

基于大数据的AI
+技术

AI+
资源

定义智慧图书馆



•图书馆的核心元素

服务

技术 资源

定义智慧图书馆

l 资源
• 纸电一体
• 流媒体
• 科研数据

获得 组织 服务

技术支撑



获得 组织 服务

• 采购
• 自建
• 捐赠

• 目录
• 元数据
• 索引

• 文献提供
• 资源发现
• 情报分析
• 空间环境

• 云整合 • 自动摘要
• 语义解释
• 动态重构

• 搜索服务
• 知识服务
• 智库服务

范围拓展 方法拓展 形式拓展

自动
感知

数据
挖掘

主动
匹配

AI+

定义智慧图书馆



服务

技术 资源
ü 特藏
ü 自建
ü 整合

ü 空间
ü 实体
ü 知识

？资源组织

定义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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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图像化——文本化

数据化：文本化——结构化

裸数据——数据集——结构化数据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是数据创造价值的四个层次，一个从数据到智慧的例子：

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
没有意义

信息用来给数据命名并
将数据归入相应的类别

对相关关系、因果关
系和逻辑关系的理解

选择正确的模型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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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
“当数据处理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在大数据时代进行抽样分析就像在汽车
时代骑马一样。一切都改变了，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数据，“样本=总体”
比如人流监测、一切传统的调研方式都可以改变

“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
传统数据处理追求“精确度”，这种思维方式适用于掌握“小数据量”的情况，大数据纷
繁多样，我们不再需要对一个现象刨根究底，只要掌握大体的发展方向即可，适当忽略微
观层面上的精确度会让我们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
比如语音识别系统来大致判断投诉的趋势，少量不精确没关系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是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的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克-舍恩伯
格所写的一本经典大数据书籍。

“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无须再紧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
让大数据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解决问题为先，这个世界本质是不确定
的。
比如当今吸烟为什么致癌并没有找到确切原因，但我们还是认可了相关关系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处理数据量更大

结构化（关系型Sql,ACID） 非结构化（NoSQL）

离线数据（批处理）

分布式（Scale out）

高密度（商业软件性价比高） 低密度，开源软件

效
率
更
高

成
本
更
低

数据结构更复杂

处理速度更快

处理成本更低

小数据（小型机，Scale up）

流处理、实时查询、实时统计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2003年到2004年间，Google针对这三个问题，发表了MapReduce、GFS（Google File System）和BigTable三篇技术论文，
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分布式计算理论，对应的开源实现就是Hadoop的HDFS、MapReduce及Hbase。

GFS（Google File System）：是分布式文件系统，解决如何存储海量数据的问题

MapReduce ：是分布式计算框架，解决如何进行海量计算的问题

BigTable ：基于Google File System的数据存储系统，解决快速访问数据的问题

海量数据怎么存？ 海量数据怎么计算？ 海量结果数据怎么访问？

HDFS

MapReduce

H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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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平台门户

数据采集

数据清洗

数据录入

统计分析

数据采集

API网关管理门户 展示门户

标准数据
库

基础数据
库

中心数据
库

辅助数据
库

快照数据
库

工作数据
库

基础框架

工作流引擎 邮件、短信

报表引擎评价算法插件文档管理

角色、权限

数据管理

机构管
理

试算管
理

变更管
理池管理

分类管
理

指标管
理

标准规范

工作流程
规范

数据交换
规范

机构编码
规范

数据变更
规范

发布管理

发布

内容检索

可视化

预发布

暂存数据
库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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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组

建模组数据组

文档组

平台与数据
中心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任务分析及调研

评估纬度分析及选择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数据采集

数据清洗及处理

输入数据平台

指标建模

数据补全，归一模型选
择及处理

模型训练及校验反馈

模型确定

比较分析评价结果

评估报告

平台与
数据中
心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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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服务

数据驱动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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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专家信息众包接口请求方式: GET或POST提供14个方法

1. get-paper获取专家的论文

2. get-patent 获取专家的专利

3. get-organization 获取机构列表

4. get-subject 获取学科大类

5. get-project 获取专家的项目

6. get-team 获取团队

7. get-userinfo 获取专家信息

8. user-search 专家搜索

9. user-login用户登录

10. set-userinfo 设置专家信息

11. ignore-experts 忽略专家

12. add- combindUser

13. get-combindUser

14. get-expert 获取专家列表

背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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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创建者与机构名称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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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国际标准名称标识符



2012年，ISO正式发布国际标准名

称标识符（ISNI）作为ISO 27729：

2012标准。

“ISNI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一个持久

的标识符，任何可以保存人员和角色信

息的组织都可以共享和使用，减少重复

劳动并提高准确性“

《创作者与机构名称标识符》

（《中国学者标准名称识别符》）根据

ISO 27729：2012采标，旨在建立学者

在数字环境下唯一标识体系，以有效区

分相同参与者的不同身份。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中国学者标准名称识别符



开放合作场景

40

KID（Knowledge ID）为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分配的国内学者唯一标识符，旨在为国内
的专家学者分配唯一学者标识符，解决国内学者的姓名消歧问题。

当学者注册KID成功后，我们将会为其分配ISNI编码，帮助学者实现国际学术ID认证。



知领名片

成果认证

为专家学者提供个人学
术成果管理和学术社交

学者认证

知领名片同ISNI合作，帮助
专家学者的国际学术ID认证

扩展影响

提供学者名片二维码快速解
析，有效展示学者学术水平，

扩展学者学术影响力

学术社交

为建立名片的用户提供同
机构、合作者、共同研究

方向学者的名片推荐

2019年度专家库着手建设了知领名片小程序，以微信扫码方式同各领域的应用
打通，以吸引专家本人认领。今年截至8月底，用户扫码进入小程序61541次，
通过手机号码验证有效注册人数21078人，日均用户使用300次。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l 学者云



名片创建与更改 名片导出与分享 名片收藏与通讯 专家成果与解析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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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应用生态共建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l 机构知识库

应用生态共建



华南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大同大学

三峡大学

暨南大学 福州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江汉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倡议单位：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身份认证服务——基于Oauth协议

用户端 KID认证解析平台 知领名片小程序

知领名片认证流程

获取二维码
并开始认证

获取token

获取resource

申请认证二维码

返回待认证二维码

用户扫描 进入名片小程序认证流程

用户认证并选择授权

返回用户确认状态返回授权code

将授权code传入 申请token

返回token数据和用户user_open_id

将token和用户user_open_id传入 申请用户认证信息

返回用户认证信息

后续自有业务体系

二维码获取及用户扫码
通过OAuth2.0协议的申请Authorization Code过程，

生成临时专用二维码，用户微信扫码进入授权流程

基于OAuth2.0的认证过程
基于标准OAuth2.0协议，通过Authorization Code、Access 

Token两步过程，最终实现Resource中用户认证信息的提供

相对完善的安全性能
身份认证服务主体部分完全基于OAuth2.0协议，对于用户授

权采取二次鉴权判断，尽最大可能减少用户被冒用的可能性。

认证后的用户信息同步
对于部分合作方需要双向用户信息确认的，在认证完成后将对

用户在客户端识别字段进行二次验证，验证结果同步KID平台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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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证服务——基于Shibboleth协议，SP-IDP架构

分布式认证

基于Shibboleth协议，在中国教育科研网范围内科

实现异地漫游服务。

相对完善的安全性能
身份认证服务主体部分完全基于OAuth2.0协议，对于用户授权采

取二次鉴权判断，尽最大可能减少用户被冒用的可能性。

CERNET用户 SPs IDP KID Oauth认证服务 KID 数据资源服务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应用生态共建



KID ISNI

Ø 专家数据
Ø 合作者
Ø 关键词库
Ø 摘要库
Ø 学术数据
Ø ……

学者

Ø 决策机构
Ø 科研机构
Ø 基金委
Ø 编辑部
Ø ……

数据
接口

挖掘

匹配

Ø 学者云
Ø 机构知识库
Ø 专家匹配
Ø 身份认证
Ø 评价分析

应用 用户

基于数据的知识服务案例

ISNI&KID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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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顶尖人才库

ü 为建立健全更加灵活开放的顶尖人才引进机
制

ü 集聚一批引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顶尖人才及团队

初
心
与
使
命

ü 拥有顶尖人才90000多人，覆盖全球5大洲、
20多个最重要经济体、10000多所高校，
涵盖经济学、法学、工学、医学等在内几乎
全部的学科分类

ü 突出重点、开放创新

内
容
与
原
则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项目背景



科学家画像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项目背景



科学家画像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项目背景



科睿唯安“高被引学者”

国际顶尖青年科技人才

22个国家工程院、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工程院、英国皇家学会、俄罗斯科学院、日本工程院……

24个顶尖奖项获得者
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阿贝尔奖、
泰勒奖、克拉福德奖、科学突破奖、未来科学大奖……

世界500强、全球科技公司100强现任CEO、CTO

近5年内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年度35岁以下的全球最佳35名创新
人才、世界经济论坛青年科学家、《科学》杂志年度青年科学家……

在世界知名大学、科研机构（主要指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USNews世界大学排名、自然指数本年度排
名前100）任现职的全球著名科学家

著名科研机构工作者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数据来源（国外）



长江学者
（含特聘教授、讲座教

授、青年学者)

万人计划
（国家特支计划）

青年千人计划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
引学者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数据来源（国内）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AI领域顶尖人才



4个总体
研究方向

14个研
究项目

65个具
体任务

p 具体需求：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AI领域顶尖人才



p 获取流程

构造关键词集 构建论文集和
专利集

拆分机构、作者 清洗、过滤，
获得目标学者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AI领域顶尖人才



4,978篇

1,408个
检索人工智能
领域顶刊文献

按“出版年”
2010-2019 精炼 提取关键词，取

词频≥3的关键词

生成共现关键词
对，取共现次数
≥2的关键词对

1401个

12,834篇

AI TPAMI IJCV JMLR

p 构造关键词集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AI领域顶尖人才



AI学术论文集
（67万条）

AI会议论文集
（22万条）

AI专利数据集
（15万条）

p 构建AI数据集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AI领域顶尖人才



高被引论文

被引次数

发文量 H指数A I数据集

45,310个
唯一作者

3,183名
全球AI顶尖学者

183名
推荐人才

（尚未在大陆任职的华裔学者）

p 多维度获取目标学者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AI领域顶尖人才



n 3183位AI领域人才在WOS
中共发表79419篇期刊论文，
54284篇会议论文

n 解析出
p 关键词 222611
p 合作者 243897
p 合作机构 22674

n 根据领域快速形成关键词
群，精准发现AI各领域人
才

基于数据的智库服务案例：AI领域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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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当前的评价体系中存
在“SCI至上”的问题

u 在全球竞争不断加剧、国际社会

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

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探索构建符

合中国语境、倡导中国话语主导

的、科学的人文社科评价体系。

u 由于学科性质不同，现
有评价无法适用于人文
社会科学

从“双一流”维度全新构建科学的人文社科评价体系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背景综述



n 从世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入手，通过考察一流高校的学者发文区间，利用一流学者的学术圈以间接评
价学者的学术产出，构建出一种基于同行评议大数据的评价方式—— 一流学科评价法

期刊群 学者群期刊群 学者群

一流学科
学术圈

一流学者投
稿行为

期刊遴选

学者评价

大学
集合

学科
集合

论文
集合

期刊
集合

【step1:确定关联要素】

【step2:找到切入点】

【step3:明确评价对象】

【step4:开展评价分析】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整体思路



（1） 一流学科学术圈
某学科顶尖学者群
（60）

一流学科学术圈
以“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为例

48个
学科领域

学术
声誉

雇主
评价

论文
引文 h指数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方法论



（2） 学科映射

教育部
QS

WOS

学科
映射表

对齐性 国内外对于人文学科的界定具有相当
的一致性，这让一流学科的评价方法
在A&HCI期刊上有了较好的可行性。

社会科学（即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管理学四个学科门类）中，部分学科
与QS学科分类及WOS对SSCI中期刊
分类也有较高的一致性，一流学科法
也具有可行性。

研究发现：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方法论



Ø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 SSCI

• A&HCI

Ø 《世界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

WAJCI2018年报》

Ø 浙江大学人文社科权威一级期刊

Ø 中国知网（CNKI）

Ø QS大学分学科排名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数据采集



外文人文社科期刊

SSCI          3386种

A&HCI      1834种

中文人文社科期刊

浙大一级刊物 115种

WAJCI2018-Q1   47种

5472种

期
刊
基
本
来
源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数据采集



教育部人文社科
8个学科门类
28个一级学科

全球人文社科期刊
5472种

学科期刊
约4500种

学科门类期刊
约500种

综合性期刊
约300种

SSCI          58个学科方向

A&HCI      40个学科方向

WAJCI      63个学科方向

人文学科期刊约1900种

社会科学期刊约3500种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数据采集



各学科TOP10高校 统计TOP10高校发文情况 筛选期刊

根据QS2019排
名，找到全球各
学科排名前十的
高校

统计TOP10高校在
A&HCI1834种、 SSCI约3300
种期刊中近五年（2014-2018）
的发文总量:
社科TOP高校合计66所，合计
5年发文45万余篇
人文TOP高校合计45所，篇合
计五年发文5万余篇

TOP10高校发
文数量前25%
期刊

（1）期刊分布

统计期刊发文总量

统计SSCI约3300种
期刊、A&HCI1834
种期刊近五年发文总
量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实证研究



45所高校

QS人文学科
取每个学科排名前
十的高校，去重

2014-2018年在
A&HCI的发文

发表在A&HCI 2019收
录的1834种人文期刊
中的1696种上，占比

约为92.5%59745篇9个类目

学科名称 期刊总数 TOP10高校发文 Q1期刊数 Q1期刊发文数 Q1期刊发文占比
哲学 213 3067 53 2262 73.75%

神学与宗教研究 118 2374 30 1705 71.82%
英语与文学、现

代语言*
461 5161 115 4013 77.76%

古典文学 46 727 12 567 77.99%
考古学 86 1122 22 798 71.12%
历史 303 5170 76 3959 76.58%

表演艺术** 140 820 35 586 71.46%
艺术与设计** 127 514 32 446 86.77%

总计 1494 18955 375 14336 75.63%

（1）期刊分布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实证研究



66所高校

QS社科学科
取每个学科排名前
十的高校，去重

2014-2018年在
SSCI的发文

发表在2019公布的
JCR2018的4781种
SSCI期刊的4698种
上，发文覆盖率达

98.26%451248篇17个类目

学科名称 期刊总数 TOP10高校发文 Q1期刊数 Q1期刊发文数 Q1期刊发文占比
经济学 363 9652 91 7005 72.58%
法学 148 3962 37 2363 59.64%

政治学 283 7289 71 3730 51.17%
社会学 326 5956 82 3836 64.41%
人类学 90 3393 23 2207 65.05%
教育学 283 4978 71 3167 63.62%
心理学 613 22557 153 15474 68.60%
语言学 184 1560 46 1042 66.80%
传播学 88 1881 22 1120 59.54%

工商管理 174 2320 44 1881 81.08%
会计与金融 103 1863 26 1377 73.91%
旅游管理 52 1050 13 837 79.71%
公共管理 389 13950 98 8037 57.61%

图书馆与信息管
理 89 1505 22 1041 69.17%

总计 4679 100871 1174 67453 66.87%

（1）期刊分布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实证研究



在总计363种期刊中共发文9652篇。选取

前25%，即91种期刊，排名前十的大学发

文7005篇，占总数的72.58%。

QS2019经济学TOP10高校

Yale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vard University

（2）以“经济学”为例

MITStan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Oxford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院国际术期刊分类目录 （2020 年版）》，将
期刊分为顶级（5种）、A+（14种）、A（11种）、B（54种含中刊）。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实证研究



序
号 Full Journal Title

学科专
家期刊
定级

一流学
科法排

名

影响因
子排名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顶级 1 25

2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顶级 2 1

3 ECONOMETRICA 顶级 3 20

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顶级 5 5

5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顶级 12 14

从学科专家认定的顶级5种期刊来看，一流学科法 得出的排名为1、
2、3、5、12，而影响因子得出的排名为1、5、14、20、25，可
见一流学科法的排名与学科专家的同行评议结果更为接近。

*评价方法比较表

经济学期刊遴选对照表
（2）以“经济学”为例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实证研究



在客观性、透明度方面
具备明显优势

破除“唯一至上”，具备
可扩展、可延续特性

主动引导，有助于确立
学术评价话语权

大数据，有效避免人情和造假

学者投稿行为，有效规避主观干扰

公开数据、公布算法，透明公正

掌握主动、体现引导，对于中
国特色的学科以及欧美学者甚
少关注的中国历史、区域研究
等领域，可以利用中国的或者
亚洲地区的学科排名、学科评
估的结果，以及中文或者小语
种期刊集合来进行计算和评价，
打破欧美的学术垄断局面

可替换、可扩展

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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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研究案例：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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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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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2.0启示

Ø大数据是基础

Ø云计算是支撑

Ø商业模型是核心

结语



结语

合作展望

Ø基于数据的合作

Ø基于认证的合作

Ø第三方学术信用平台



Mail:Beside.hua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