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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研数据管理是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新的业务发展方向。 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涉

及到政策法规、行业规范和用户需求等多方面的内容，当前国外高校图书馆所开展的相应业务内容主

要包括：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数据知识教育服务，数据备份与长期保存服务，数据查找、获取与共享服务，
数据出版与使用推广服务等内容。 相较国外，国内高校图书馆需要努力构建数据管理服务环境，加强

服务推广宣传力度，满足学科要求与个性化服务需求，培养与引进专业服务人才，强化面向用户的科研

数据管理教育等等，推动国内科研数据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４４。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科研数据管理　 研究进展　 用户教育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ｂｏａｒｄ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ａｎ　 Ｄｅｎｇ Ｌｉ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ｎｏｒｍｓ， ｕｓ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ａｔａ ｂａｃｋｕｐ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ａｂｒｏａ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ｕｃｈ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ｕｓｅ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Ｕｓ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作为国家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力量，高等院

校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科研数据和事实调查数

据，高校科研数据的监督、管理、服务等工作相应

地受到了图书馆界的长期关注。 特别是在大数

据环境下，随着社会各界对科研数据的重视程度

不断提高，基于科研数据管理的系列问题如数据

管理计划、动态数据管理、数据选择与移交、数据

共享与保存、科研数据管理指导与培训等［１］ 逐渐

引发业界的热议，继而推动了科研数据管理理论

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发展。

１　 相关研究概述

在大数据理念不断强化的当下，整个社会对

于数据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学界对于科

研数据（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的价值和可用性的认识也

不断提高，如 Ｃｌｅｍｅｎｔ Ｇ Ｐ 等人在关于科研数据价

值的论述中指出：作为科研成果的研究基础，科研

数据应该得到全新的认识与理解，并提升到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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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同等重要的程度［２］ 。 高校图书馆作为科

研数据管理实践与研究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研究

内容主要涵盖政策法规、管理实践、数据服务、数
据管理教育等方面，这些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促

进了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相关研究的持续性与规

范化［３］ 。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等国的部分高校图书馆（或是联合图书馆与

其他部门形成的跨部门工作组）已经纷纷开展了

基于科研数据的管理服务，主要内容包括：成立

专门的工作组，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开展多种形

式的咨询服务，鼓励使用统一的数据管理工具，
重视用户培训［４］ 。 高校图书馆在积极推动社会

对科研数据管理的认识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科

研数据管理相关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为科研数据

管理实践研究提供了素材。

１ １　 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研究与实

践概述
　 　 关于“科研数据管理”的概念，目前业界主要

将其界定为“基于科研生命周期或数据生命周期

的研究数据组织与管理活动” ［５］ 。 另外，也有学

者在此基础上，从科研数据的利用过程、社会影

响等角度对科研数据管理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

述，如 Ｃｏｘ Ａ Ｍ 和 Ｐｉｎｆｉｅｌｄ Ｓ 将其定义为“涵盖科

研生命周期中的一系列活动和过程，包括了数据

生产与构造、数据存储、数据安全、数据共享和数

据重用等系列行为，同时也涉及科研数据生命周

期中相关的技术、道德、法律与使用监管等问

题” ［６］ ；此外，数据监护教育、数据分析处理协作

服务等也是重要的服务发展方向［７］ 。 国内研究

者对于科研数据管理内涵的理解也趋向于国外

的定义，同时在内容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细化与深

入，加入了对于特定来源类型科研数据的管理方

式的研究，如网络调研数据［８］ 、数据素养教育活

动数据［９］等的管理活动的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内容方面，国外对于科研数据

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数据管理活动和科

学数据服务工作，包括对具体服务业务开展形式

的分析、服务内容的分类与细化以及对各类科研

人员的数据管理需求的支撑，同时还包含对科研

人员的数据管理知识、技能教育的研究。 国内业

界的研究相对起步稍晚，目前部分研究着眼于科

研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与业务工作的开展、科学

数据管理政策、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需求调查以及

业务实践等方面，大部分研究侧重于对国外科研

数据管理业务与开展模式的分析与借鉴，如对美

国高校图书馆、加拿大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

理业务的分析，还包括对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人

才队伍建设与服务发展的思考。
在实践探索方面，科学数据管理的特点是大

多以高校图书馆为主体［１０］ 。 有关研究表明，世

界大学排行榜前 ５０ 位的高校中有 ３０ 所高校开

展了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１１］ ，这充分证明

了科学数据管理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开展程度

较高。 新墨西哥大学图书馆数据管理项目（Ｄａｔａ
ＯＮＥ）、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数据管理项目（Ｄａｔ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等系列项目，都体现出高校图书馆

对于科研数据管理积极实践的态度。 此外，在澳

大利亚开展科学数据管理服务的 ３４ 所大学中有

半数由图书馆负责［１２］ ，说明了高校图书馆在科

学数据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国内方面，高校

层面由图书馆承建或参与的项目有武汉大学高

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

数据中心、北京大学开放数据研究平台、同济大

学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

数据平台等等，这些都为国内高校图书馆的科研

数据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例与

导向。
然而，综观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呈现出纯理论

研究较多、实践研究较少、可借鉴的持续性研究不

足等问题，加上目前社会大众对于数据安全、数据

利用、数据道德等问题在基础认识、法律监管、自

我监督等方面存在不足，亟需对高校图书馆科研

数据管理的研究现状与开展策略进行梳理，同时

进一步界定数据管理与服务中所涉及的法律法

规与道德等相关问题，规范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

据管理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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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的特性

１ ２ １　 服务对象、数据内容的多样性

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相对较为复

杂，其难点首先体现在数据内容和用户的多样性

上［１３］ 。 由于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工作面向

的是校内用户以及合作单位，因而用户群体规模

较为庞大，外加不同学科背景的用户在数据管理

实务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分级分类的用户教育

将是较为纷杂且长期的工作内容。 其次，高校图

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工作涉及到各种类型的数据，
而各学科在数据描述、表达、组织习惯上存有差

异，这就对数据管理中各类型数据的整理、存储

以及规范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 第三，交叉学科

的研究数据管理是难题，特别是对综合性研究而

言，各种数据的处理、存储方式都有可能不同，所
以前期处理与后期维护也是工作难点之一。
１ ２ ２　 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科研支

撑与服务工作，图书馆要开展科研数据管理就需

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１４］ 。 首先，科研数据

具有原创性，要使其纳入相应的管理系统或共享

平台首先需要获得政策支持与版权所有人的认

可，而这项工作将是一个较为系统的过程。 其次，
高校内部机构众多，图书馆要实现对全校科研数

据的管理与服务也需要获得各部门的认可以实

现相关数据系统的对接与数据转化工作。 第三，
人才引进与业务创新的协调推进。 从总体上讲，
高校图书馆一般擅长知识咨询与服务而稍逊于

技术服务工作，而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则是技术

服务与业务创新并举，需要图书馆引进和培养相

应的知识服务和技术服务人才以应对服务中的

具体问题。

１ ２ ３　 价值呈现周期偏长

与知识组织、知识保存工作类似，高校图书

馆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基础是大量科研

数据的累积，这本身就是一个较为长期和系统的

工作，同时其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价值是通过服务

获得认可、提供相关分析报告、用户教育等形式

来实现的，所以其价值呈现周期偏长［１５］ 。 其次，
对作为服务对象的高校用户或合作单位而言，图
书馆数据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价值也体现在其对

服务提供单位的服务效率、服务能力、数据道德等

系列问题的综合考量上，这也需要在长期的合作

过程中得以体现。 第三，在综合效益上，高校图书

馆的科研数据管理实现了综合性的科研数据整

合与管理，从形式上降低了个体在数据存储、管理

和利用等环节中对于经费、资源的消耗［１６］ ，这种

综合效益也需要较长周期方能得到体现。

２　 国外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的具体

内容
　 　 科研数据管理的出现，是对早期个体研究者

或组织的零散、不规范、不系统的数据管理行为的

一种纠偏和统一管理、服务行为，从整个社会层面

上来讲，这有利于研究数据的长期保存与综合管

理、利用。 高校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其
科研数据的前瞻性和未来价值都比较突出，这也

是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得以

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 综观现有的科研数据管理

与服务活动，国外科研数据管理的具体内容大致

如下：

２ １　 数据管理计划服务

对于大多数的个人研究者而言，在早期的科

研过程中，数据管理计划的作用并不突出。 然而，
在大数据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基金会、科研支持与

管理机构开始重视数据的管理与共享，要求研究

者在申请科研项目时必须附带详细的科研数据

管理计划或共享计划（如美国科学基金会要求申

请项目的研究者必须提供数据管理计划），这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对于编制科研数据管理

计划的需求。 数据管理计划通常包括如下内容：
数据产品的类型和性质、数据获取、数据描述、数
据组织、知识产权、伦理和隐私、成本等［１７］ 。 随着

科研项目级别的提高，大多数研究者对于数据管

理计划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常需要对项目所涉

及的数据结构、类型、处理方式等进行描述，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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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数据管理与共享的计划。 针对这种需求，大多

数开展了科研数据管理的高校图书馆都提供了

数据管理计划（编制与咨询）服务，如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约克大学的图书馆就为研究者提供了数

据管理计划服务，极大地促进了用户的需求满足

与图书馆的服务发展。 而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

计划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辅助）计划编制、计
划要素的分析与汇总、数据处理工具的基础运用

（教育）服务等［１８］ 。

２ ２　 数据知识教育服务

在科研密集型环境下，个人数据素养的高低

将会直接影响个体在研究过程中的效率以及最

终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与有效度，甚至成果转化。
而对大多数研究者而言，通常要经过长期的实践

和操作经验累积后，才能获得相关研究领域可能

涉及的数据类型、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转换

等方面的知识。 针对这种情况，部分国外高校图

书馆面向用户开展了相应的数据知识教育。 具

体而言，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基于基础数据知识的数据规范教育，包

括对用户的数据采集方法、采集规范、处理规范、
数据类型、数据格式、数据关联等相关基础知识

的普及教育，能够对受教育者在认识数据、规范

数据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得形成的研究数据

更加规范且易组织，如对数据格式、通用标识符、
简化标准、命名规范以及其他一些数据组织方面

的教育［１９］ 。 此外，部分国外高校图书馆除要求

研究人员在使用科研数据管理系统管理数据时

采用平台要求的统一格式外，也提倡用户使用国

际通行的元数据标准或数据组织、表现形式来存

储数据文件，方便数据的长期保存与共享［２０］ 。
数据规范教育是增强个体对元数据重要性认知

的过程，有利于整个数据管理服务平台的可持续

发展。
二是延伸知识教育与高阶服务。 对于高校

图书馆而言，尽管大多数校内用户通常也曾接受

过图书馆开设的信息素养教育与数据素养教育，
但在科研数据管理问题上，还需要对用户开展数

据管理的延伸知识教育，以及对于复杂数据、异构

数据的处理技能与技巧的教育与引导工作［２１］ 。
数据管理教育可以借用数据素养教育范畴内的

资源来开展，如利用数据素养教育中提到的“数
据专家”（如俄勒冈州立大学图书馆在 ２０１２ 年就

设置了数据管理专家的职位，布里斯托大学图书

馆于 ２０１３ 年明确了数据馆员的岗位与职责），为
有需要的用户提供高阶数据管理与实践教育，或
是提供数据处理与整合辅助服务，推动数据管理

工作的高层次发展，其开展方式主要有培训、讲
座、专题讨论会、线上课程教育、线下指导等。

２ ３　 数据备份与长期保存服务

对研究者而言，研究数据通常会通过多种途

径进行存储以便长期保存，如网络、移动便携设

备、电脑等，然而这些存储方式不能保证数据的长

期安全，外加多点存储容易带来数据同步上的困

扰，造成研究数据混乱的现象；同时，部分学科对

原始数据要求复检和重现，需要对不同阶段的研

究数据进行存储与长期保存。 所以，基于综合考

量，部分高校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数据存储

与长期保存服务，同时提供不同时期研究数据的

备份与查询服务。 此外，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需

要遵循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 对于部分涉密、涉
事的敏感数据需要严格遵守国家特殊的存储规

定，包括遵守“不允许存储在境外服务器上”等系

列规定。 如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图书馆针对其研

究数据的网络安全提出“不能将敏感数据上传到

云存储服务器或在网络上进行传递” ［２２］ ，俄罗斯

２０１４ 年颁布“禁止公民数据存储于国外服务器

上”的相关安全政策。

２ ４　 数据查找、获取与共享服务

鉴于研究数据对于研究成果的验证与重现

作用，以及对于同类研究的参考借鉴价值，当前国

内外众多科研管理机构和基金组织纷纷对科研

人员提出了研究数据共享的要求，旨在提升科研

数据的可用价值，同时将其作为提升社会公众对

科研工作支撑力度的有效方法。 对研究者个人或

团体而言，科研数据的查找、获取与共享能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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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其对相关领域的认识程度、贡献力度以及

对数据的严谨态度，同时也能为他人的相关研究

提供佐证材料，是另一种形式的科研成果［２３］ 。
所以，部分高校图书馆提供面向用户的科研数据

查找、获取与共享服务，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从

众多学科知识库或机构知识库、科研论文、公开

发表的报告等数据源中为用户查找和获取相关

研究数据以供参考。 而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共享

服务还能避免因个体研究者对相关数据的共享

要求、保密要求或敏感程度的不了解而导致的数

据共享违规、数据失窃现象的发生。 如约克大学

图书馆就明确规定了几种不适合共享的数据：受
国家法规保护的数据；敏感、机密的，涉及公共安

全或社会安全的数据；未经共同所有人允许共享

的数据；最终成果未正式发布或正在申请专利、
认证的数据［２４］ 。 此外，部分高校图书馆还提供

源数据的引用验证服务，如数据引用元素、数据

引用格式、数据被引量、数据来源（数据版权持

有者、数据来源 ＵＲＬ 等） 等相关信息的查证

服务。

２ ５　 数据出版与使用推广服务

数据出版是指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科研数

据进行同行评议和公开发布，创建标准和永久的

数据引用信息，以供其他研究者再利用及引

用［２５］ 。 这对于保持数据完整性、防止学术造假与

抄袭行为、减少重复研究、验证学术成果的正确

性、提升研究者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等方面都具

有较大的意义。 但由于数据的特殊性，开展数据

出版指导和辅助服务的高校并不多。 当前，高校

图书馆开展的数据出版主要有三种具体形式：一
是数据库或数据仓储，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建立的 ＵＢＣ Ａｂ⁃
ａｃｕｓ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 数据存储库；二是机构知识库，将
研究数据与个人信息进行整合发布，借助机构知

识库的作用提升作者的综合影响力；三是数据论

文，即包括全部数据以及对于数据的采集标准、
处理过程、处理结果的概括性描述，在期刊中进

行出版，但当前这种论文还不多。 此外，高校图书

馆对于个体的研究数据还有积极的推广作用，在
一定程度上，自建的数据集能够有效地提升所含

资源的被关注度和影响力，利于研究数据的推广

与使用。

３　 国内科研数据管理的不足

从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的业务开展与

服务措施上来看，大多数服务业务主要是由国外

高校首先开展的，国内部分高校多是引进和借鉴，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内对于科研数据的重要性

认识不够和保护、利用措施不足有关，鉴于当前国

内高校的实际服务能力和服务开展状况，国内高

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尚存在如下问题：
（１）国家层面的重视程度不足。 虽然现在国

内有科学数据共享工程、中国科学院数据应用平

台、学术研究数据库共享计划等一系列针对科学

研究数据的建设项目和规划，但从整个社会大环

境来讲，完善的科研数据管理环境还没有形成，同
时国家层面对于科研数据的态度、法律支撑还有

待加强［２６］ 。

（２）相关研究的学科交叉性不足。 当前，有
关科研数据管理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集中于计算

机、图书情报、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少数学科，尚未

向其他学科扩展。 但由于科研数据管理是面向全

部学科，这种学科交叉性不足的现象也从侧面反

映出其他学科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度不足［２７］ 。

（３）科研数据管理的服务内容缺乏规范。 相

对而言，科研数据管理的开展大多依托于固定的

平台和人员，但平台和人员又因各高校的实际学

科类属、服务需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就导致科

研数据管理的内容存在差异，服务内容相对缺乏

规范。

（４）特色化数据集的收集整理存在困难［２８］ 。

当前各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工作还是较

多地建立在政策引导和个人自愿的基础上来开

展的［２９］ ，尚处于前期的数据积累阶段，在数据集

的特色化方面还有待加强。
（５）相关专业人才、专业服务力量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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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管理服务还处

于起步阶段，仅有少量的高校图书馆在开展相关

业务［３０］ ，对于大部分高校而言，相关专业人才、专
业服务力量的构建是摆在数据管理服务面前的

难题。

４　 对国内图书馆开展科研数据管理的建议

　 　 无论是社会发展趋势，还是大数据环境，亦或

是对整个业界而言，科研数据管理是新环境下高

校图书馆业务发展的新方向。 当前，国内图书馆

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在覆盖范围、开展方式、业
务拓展等方面与国外已有工作实践相比还具有

较大的差距；同时，也需要结合国内高校科研工

作的具体发展和需求状况综合考量和开展图书

馆科研数据管理工作。 基于此，结合前文所述当

前国内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服务面临的问题，提
出如下建议：

４ １　 积极引导，促进数据管理服务环境的

形成
　 　 与数字图书馆服务、虚拟参考咨询、移动图

书馆服务等现有服务相比，国内数据管理服务发

展缓慢，其主要原因除资金投入、社会认识、用户

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之外，政策层面的引导也是一

个制约该业务发展的重要原因。 科研数据管理

是一项在出版行业、科研管理机构与基金组织、
国家决策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下所体现出

来的社会发展需求。 所以，政策、行业层面的积

极引导是推动数据管理服务环境形成的重要

力量。
相对而言，部分西方国家有着全社会层面的

数据引导计划，如奥巴马政府曾宣布“大数据的

研究和发展计划”，提升社会整体从大量复杂的

数字数据集中提取知识和观点的能力，加强国家

安全，并改变教学研究，这是对数据管理服务环

境的有效推动［３１］ ，这也是政府层面对于数据管理

的典型支撑。 国内方面，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国家总理

李克强签署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是对社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指示，同

时也是对国内数据管理服务环境的推动。 但从国

内行业层面来讲，在理念上，大部分高校普遍缺乏

对科研数据价值的认识以及对科研数据管理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业界对出版论文的数据缺

少合理的管理手段与严格的价值评判标准，潜在

地导致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的推动只能依靠高校

或科研管理机构来承担。 除需政策支撑外，高校

科研数据管理环境的形成还需要大量资金、资源

的支持，从管理平台的建设、评估、运作到软硬件

设施投入，都是一项价值呈现周期偏长的工作，需
要高校图书馆与主管机构立足长远，推动该项业

务实践与研究的发展［３２］ 。
高校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的推动和发展必须

依托社会科研数据管理环境的完善，建议通过国

家政策、行业法规来提升整个社会对科研数据管

理重要性的认识，敦促高校图书馆将科研数据管

理纳入未来发展日程，并积极吸纳资金、资源投

入，从宏观角度设定科研数据管理的内容、标准、
目标，为未来发展铺平道路。

４ ２　 加强宣传推广力度，推动馆内外合作

交流
　 　 科研数据管理业务的开展需要科研人员积

极响应国家、学校的政策以及行业发展导向，积极

支持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工作。 然而，作
为一项新兴的服务项目，科研数据管理对大多数

研究人员而言还比较陌生，这与科研人员所属学

科的特性与数据的紧密度有关；另一方面，科研数

据管理环境并未完全成型，导致高校图书馆对此

服务的宣传推广不足或科研人员关注度不足。 在

关注度方面，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针对校内

科研数据管理用户的参与度调查发现，该校仅有

１３％的用户知晓该项服务的存在，而绝大多数用

户都不知道或从未接触过该项服务［３３］ ，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宣传推广对于促进科研数据管理发

展的重要性，而国内仅有少量学校重视科研数据

管理业务及平台的宣传推广。 要改善这种状况，
就要开展主题性的宣传推广活动，多渠道提供平

台咨询与推介服务，提升用户的使用积极性。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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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作为高校重要的教学、科研辅助单位，在知

识组织、用户素养教育、技术支撑服务方面有着

独特的优势，科研数据管理作为高校图书馆的业

务发展方向之一，更是科研工作原始资源的重要

累积方式。 虽然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来引导用户

参与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但通过多

种渠道提供平台咨询与推介服务才是提升用户

参与度的重要方式［１７］ 。

同时，高校图书馆也可以联合相关人员与机

构，积极合作以提升效用。 科研数据管理团队成

员应来源广泛，可以来自于图书馆、信息技术中

心、学校各部门、各院系、各实验室等［３４］ 。 高校图

书馆作为教辅部门，在经费、业务推动能力方面

均有一定的制约，单靠图书馆的推动难以保证科

研数据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和长期开展。 例如，
英国高校的科学数据管理特别强调数据专家、图
书馆员、信息技术工作者、科研人员、政策制定者

等各方面人员的合作［３５］ ，Ｄａｔａ ＯＮＥ 还与数据管

理、数据复用、数据发现、数据整合等相关组织开

展全方位的合作［３６］ 。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

据管理工作需要联合校内甚至校外部门（如加强

馆际合作或是与出版机构或商业数据管理机构

合作，共同推动该项工作的发展），进行用户需求

分析及平台功能调整，并在大量用户体验的基础

上积极完善平台的服务模式与服务功能。 此外，
平台建成后的咨询、培训、用户教育工作也需要

在校内各部门的积极协调下完成，或是联系校外

的 ＩＴ 公司以及专业的数据管理机构进行高端功

能研发和深度用户培训，以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

需求。

４ ３　 针对学科特点，满足用户个性化服务

需求

相对而言，不同的学科在其相关数据的采

集、组织、表达、描述甚至交流共享渠道上都有一

定的差异，由此而带来的则是数据管理平台需要

对相关数据的转化、处理、存储、元数据标准等方

面的要求进行综合考量。 此外，随着数据素养教

育的不断增强以及民众信息素养学习意识的不

断提高，用户一般性业务需求在逐渐缩减，而具有

高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咨询与技术支撑

服务需求在递增。 针对科研数据管理，高校图书

馆应当结合高校各主要学科的特点，满足用户的

个性化服务需求，在保证系统兼容性的基础上，实

现与其他高校科研数据管理平台或上级科研数

据管理机构数据的共建、共享。

从图书馆业务的关联性上讲，高校图书馆的

科研数据管理与图书馆的其它服务也有着较强

的联系。 具体而言，科研数据管理业务与图书馆

的嵌入式服务、学科服务、虚拟咨询服务等服务内

容都有关联。 所以，对于科研数据管理的相关实

务，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开展：一是嵌入到用户的

科研活动过程中，通过与用户的不断交流与实践，

引导用户规范、合理地采集、处理、存储、转化科研

数据，同时通过发现不同学科用户对于特定学科

领域科研数据的采集、处理、使用与成果转化习

惯［３７］ ，修订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平台的业务流程

与操作规范，实现平台功能与用户习惯的良好匹

配。 二是提供在线咨询服务渠道，为用户提供实

时的知识服务与技术支撑，同时针对用户在使用

平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满足不同

用户对于系统的使用需求，如通过与科研小组或

不同学科领域用户的积极沟通，对平台进行渐进

式开发与改良。 此外，除主动提供必要项目外，还

可以让用户自主选择平台中的服务项目，以提升

用户满意度［３８］ 。 例如，建立具有检索功能的导航

系统（如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服务），并定期检查、更新；按照

不同层次的个体、团队用户的使用习惯，提供由浅

入深的主题服务内容，如“基础数据处理实例”

“数据采集示范”“元数据标准解析” ［３９］ 等视频课

程教学或流程讲解服务。 三是特殊服务，鉴于当

前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容易遇到的研究数

据处理流程不统一、多点存储导致的差异数据现

象，部分科研数据管理平台为用户提供多点备份、

远程访问和长期存储服务，以及数据管理效果评

价、数据管理平台功能评估等服务，方便用户及时

管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科研数据［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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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注重培养、引进数据专家和专业技能

人才

用户对于数据管理的日益重视与服务需求

的递增是促进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工作发

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数据管理服务专家的培

养方面，国外部分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

尝试，特别是对于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人员的教

育，国外开展了培养数据专家（数据服务馆员）
的活动，使馆员具备以数据整理、操作和转化能

力为代表的数据技能。 例如，美国高校的科研数

据管理通常由专门的工作组提供，工作组成员包

括学科馆员、知识库管理人员、信息技术人员、学
术交流组成员、数据和元数据图书馆员，旨在为

相应的数据专家教育提供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

支撑［４１］ 。 对高校图书馆而言，数据服务馆员除

应具备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数据素养教育能力

以外，还应当在协调各数据持有者之间的关系、
组织与协调数据运用、促进成果转化、提升用户

数据意识与数据道德等方而有着相应的能

力［４２］ ；此外，在数据伦理、数据道德方面具备较

高的自我认知也是数据专家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一。 具体而言，数据专家的培养可以从如下方面

入手：一是以较高标准培养并提升馆员素质，结
合数据素养教育的要求，将从事数据管理工作的

馆员的培训融合到数据素养的高阶培训计划中

去，如培养数据馆员掌握各种数据处理软件（包
括 ＳＰＳＳ、Ｅｖｉｅｗｓ、ＳＡＳ、Ｔａｂｌｅａｕ 等数据分析软件，以
及 ｔａｂｌｅａｕ、ｑｌｉｋｖｉｅｗ、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等数据可视化软件，
ＱＵＥＳＴ、Ｍｉｎｅ Ｓｅｔ、ＤＢＭｉｎｅｒ 等数据挖掘工具），适
应各个学科对于各种类型数据的处理需求。 二

是延伸教育，除培养馆员的数据技能外，对馆员

数据伦理、数据道德、团队协作与相互沟通能力

的培养也是关系到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长期稳

定发展的重要内容，使馆员在服务过程中对用户

产生数据伦理、数据道德方面的正面影响，以促

进用户正确的数据利用行为。 三是为科研数据

管理业务吸纳馆外专业技能人才，特别是社会层

面的数据处理专家和业务能手，用以传授其在异

构数据、复杂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经验，带动图书馆

数据管理服务实务的发展。

４ ５　 强化面向用户的科研数据管理教育

工作
　 　 前文提到，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与服

务工作是一项投入时间长、社会价值体现缓慢的

业务工作，需要图书馆长时间的投入与坚持。 所

以，除了数据管理服务业务本身的持续开展外，强
化面向用户的数据管理教育工作也是推动科研

数据管理工作长期有效开展的基础之一。 针对用

户的科学数据管理教育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具体

包括数据基础知识教育、数据管理与操作技能教

育、科学数据管理计划的编制教育、科学数据管理

平台的普及教育等等［４３］ 。 例如，康奈尔大学等知

名院校的图书馆在其用户教育内容中加入了数

据素养教育的内容，通过开展不同主题的专题讲

座、数据管理实例以提升用户的数据意识，麻省理

工学院图书馆开展以提升科研人员数据管理基

础知识、科研数据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技能的培

训［４４］ ；国内方面也有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
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开展 ＳＰＳＳ、Ｅｘｃｅｌ 等相

关数据处理软件培训（讲座），复旦大学图书馆开

展“统计数据的查找与获取”数据应用实例培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开展“数据与事实检

索”培训等教学实践。 总之，数据管理教育的内

容应丰富多彩，既要有数据管理计划、数据组织、
数据存储与获取、数据共享、数据引用、数据分析、
数据再利用等数据管理内容，也要有参考文献管

理、数据统计分析、数据管理工具等各种软件的

利用［１］ 。

５　 结语

科研数据管理需求的兴起是大数据环境下

社会对科研数据进行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结果，
是科研人员进一步打破传统科研成果价值体现

方式的要求，更是高校图书馆开展科研数据管理

服务的重要前提。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科研数

据管理的实践工作还相对不足，希望能够通过本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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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总结分析，
为国内相关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经验支撑，推动

相关业务工作与用户教育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１ 韩金凤．加拿大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

务调研及启示 ［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７
（１）：３８－４６．

２ Ｃｌｅｍｅｎｔ Ｇ Ｐ，Ｓｃｈｉｆｆ Ｌ Ｒ．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ｈｏｗ ＪＬＳＣ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ｖｉｅｗ ｔｈｉ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ｒｒａｉｎ［Ｊ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４－３０］．
ｈｔｔｐ：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７７１０／ ２１６２－３３０９．１２７９．

３ Ｃｏｘ Ａ Ｍ，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 ３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６９２８２８３７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Ｄｒｉｖｅｒｓ ＿ ａｎｄ ＿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ｓ．

４ 马建玲，等．美国高校图书馆参与研究数据管

理服务研究［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２（２１）：７７
－８２，１４２．

５ Ｗｈｙｔｅ Ａ，Ｔｅｄｄｓ Ｊ．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１２］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ｄｃｃ．ａｃ．ｕｋ ／ ｗｅｂｆｍ＿ｓｅｎｄ ／ ４８７．

６ Ｃｏｘ Ａ Ｍ，Ｐｉｎｆｉｅｌｄ 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４６（４）：２９９－３１６．

７ 程莲娟．美国推进大数据的应用实践及其有

益借鉴———基于图书馆视角的分析［ Ｊ］ ．情报

资料工作，２０１３（５）：１１０－１１２．
８ 吴新年．学术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

［Ｊ］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４（５）：７４－７８．
９ 孟祥保，李爱国．国外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素

养教育研究［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３）：
１１－１６．

１０ 张新兴．高校科学数据管理研究综述［ Ｊ］ ．情
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６（６）：４８－５４．

１１ 邢文明，等．高校图书馆开展科研数据管理

与共享服务调查分析［ 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３
（６）：１９－２５，１６．

１２ 王婉．澳大利亚高校图书馆参与科研数据管

理服务研究［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４（３）：１３０－

１３６，１４９．
１３ 姚雪梅．基于大数据处理流程的图书馆用户

关系数据管理及应用研究［ Ｊ］ ．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６（１２）：８４－８７．
１４ 介凤，任树怀．科研数据联盟及其对我国科

研数据管理的启示［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４
（１０）：４９－５３．

１５ 李伟绵，崔宇红．研究数据管理生命周期模

型及在服务评估中的应用［ Ｊ］ ．情报理论与

实践，２０１５（９）：３８－４１．
１６ 钱鹏．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两重性辨析：以科

学数据管理为例［ 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
（３）：１１－１４．

１７ Ｃｏｒｒａｌｌ Ｓ，ｅｔ 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３，６１（３）：６３６－６７４．

１８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７－０４－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ｂ． ｓｆｕ． ｃａ ／ ｈｅｌｐ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ｂｃ．ｃａ ／ ｐｌａｎ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ｙｏｕｒ－ｄａｔａ ／ ．

２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ｌｉｂ．
ｕｍａｎｉｔｏｂａ．ｃａ ／ ｒｄｍ．

２１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Ｎ Ｒ， ｅｔ 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４（４）：
４７８－４８８．

２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６９

·高校图书馆·



２ ０ １ ７  ５
总第１１３期

ｇｕｉｄｅｓ．ｌｉｂ．ｕｍａｎｉｔｏｂａ．ｃａ ／ ｒｄｍ ／ 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
２３ Ｄｕｎｈａｍ Ｅ，Ｗｉｃｋｅｓ Ｅ．Ｍａ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ａｂｌｅ： ａ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４－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ｄｅａｌ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ｅｄｕ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１４２／ ９５７６８／ ＲＤＳ％２０ｒｉｓｋ％２０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２０ａｃｔ
ｉｖｉｔｙ．ｐｄ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３＆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ｙ．

２４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ｕ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ｆｏｒ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 ｄａｔａ ／ ｓｈａｒｉｎｇ ／ ．

２５ 吴立宗，等．科学数据出版现状及其体系框

架［Ｊ］ ．遥感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３（３）：３８３－３９０．
２６ 崔宇红，李伟绵．研究数据管理进展评述［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７（１）：１２－１９．
２７ 蔚海燕，等．高校研究数据管理需求调查实

践与探索———以上海大学为例［ Ｊ］ ．图书情

报工作，２０１６（２０）：３６－４５．
２８ 马建玲，曹月珍．研究数据管理工具发展研

究［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４（１５）：４０－４７．
２９ 崔宇红．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环境中研究图书馆的新角

色：科学数据管理 ［ Ｊ］ ． 图书馆杂 志， ２０１２
（１０）：２０－２３．

３０ 金澈清，等．数据管理系统评测基准：从传统

数据库到新兴大数据［ Ｊ］ ．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５
（１）：１８－３４．

３１ 美国政府大数据计划［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７４ｆ２３８ｂ５ｆ１２１ｄ
ｄ３６ａ３２ｄ８２ｅ４．ｈｔｍｌ．

３２ 唐燕花．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实践研究及建

议［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６（２４）：１３０－１３８．
３３ Ｗｈｉｔｍｉｒｅ Ａ Ｌ，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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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ａｄ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ｆａｃ⁃
ｕｌ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５，４９（４）：３８２－４０７．

３４ 戴舒．美国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调查

研究［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６（１１）：９１－９５．

３５ 张萍．英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及启示［ Ｊ］ ．情
报杂志，２０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９．

３６ 张美燕，卫军朝．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环境下图书馆科

学数据管理研究———以新墨西哥大学图书

馆 ＤａｔａＯＮＥ 项目为例［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１５（４）：７４－７９．

３７ 李秋实．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探

讨［Ｊ］ ．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５）：５９－６３．
３８ 王超．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护模型研究

［Ｄ］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３９ 黄如花，邱春艳．图书馆参与科学数据管理

中的元数据应用实践研究［ Ｊ］ ．图书与情报，
２０１４（５）：６５－６９．

４０ Ｒｅｚｎｉｋｚｅｌｌｅｎ Ｒ，Ｐａｌｍｅｒ Ｌ Ａ．Ａ ｓｌｏｔｈ ｏｆ ｇｕｍ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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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４１ 赵蕾霞，钟永恒．美国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

管理服务调查分析［ 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６）：５４－５８．

４２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ｔ Ｇ．Ｄａｔａ ｓｔａｒ： ａ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２０１１， ４
（１）：１６－２０．

４３ Ｔｅｎｏｐｉｒ Ｃ，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３６（２）：８４－９０．

４４ 邓李君，杨文建．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

数据素养教育研究［ 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６
（１）：７６－８０．

（杨文建　 副研究馆员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图书馆，
邓李君　 副研究馆员　 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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