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

仅供图专委成员馆内部学习交流



1. 机构知识库建设意义

2. 985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

3. 我馆建设经验分享

4. 财经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展望



• 开放获取：一种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方式、打破价格壁垒

• 建设内容：存储、管理机构产出的期刊文献、学位论文、研究数
据及报告、专著等

• 建设意义
• 机构：长期保存学术成果；分析评价研究方向、过程、趋势和结果；提
升机构学术影响力和展示度；高效管理科研成果

• 图书馆：嵌入机构的教学、科研活动；推动学术成果传播、学术交流；
提升核心竞争力

• 学者：增加成果可见度，提高引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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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院校建设情况网站调研
• 整体建设情况

• 进展周期长，清华学者库09年开始建设、人大07年建设教师成果数据库
• 内部开放为主，外网不可见

• CALIS机构知识库联盟
• 2012年开始建设三期机构知识库子项目
• 2016年9月倡议发起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基于CALIS三期项目成果
• 目前四十八家成员馆（理事16+成员32）
• 2018年4月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取得实质进展



高校图书馆 机构知识库 对外开放 收录二级机构

厦门大学 自建 外网可访问 只收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知先 外网可访问 只收录学院

西安交大 知先 外网可访问 学院、图书馆、其他部门

西北工业大学 知先 外网可访问 学院、图书馆、其他部门、校办、信息中心、教务处、研究生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知先 外网可访问 学院、信息中心、附中、附小、后勤等

兰州大学 自建 外网可访问 院、所、图书馆

中国农业大学 自建 外网可访问 院、所、图书馆

同济大学 知先 外网可访问 院、所

华中科技大学 麦达 外网可访问 院、所

北京大学 自建 外网不可见

清华大学 自建 外网不可见

北京理工大学 自建 外网不可见

重庆大学 自建 外网不可见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未知 外网不可见 本次调查链接撤，五月访问的时候有链接

武汉大学 麦达 未见正式链接

南开大学 麦达 未见正式链接

上海交大 保和 未见正式链接



• 新馆建设的机遇

• 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需要

建设契机

• 商用软件+馆员干预

路径选择

• 图书馆人责任担当：提升馆员综合实力，扩大影响力

• 校内知识资源全面整合：资源建设的抓手和突破口

• 校内学者有序关联：与学校整体科研管理理念高度契合

• 校内校外学者关联：有效支持学者发现、研究趋势梳理、学科评价

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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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揭示政策制定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可能导致学者不满

• 自动收割数据需要大量人工干预：数据误关联大量存在

• 与校内机构合作需要耗费大量精力
• 校领导及科研、人事、网络部门达成共识
• 公共数据池、科研管理系统整合进程缓慢

• 与科研人员合作：学者认领积极性不高，难以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 与厂商合作：不能精准理解馆方需求，不能如期提升服务水平

• 绝不是购买一个平台那么简单：需要图书馆员持续投入大量精力



建立数据保障机制：跨单位工作团队

•图书馆负责数据质量：收全、清洗、标引

•网络中心负责数据共享和安全：公共数据池，分级授权

•科研管理负责数据维护：督促激励教师主动认领和纠错

把控数据质量

• 编制机构字典

• 学者字典

• 期刊字典

分步实施
•优先建设成果库、
学者库

•逐步追溯机构成果，
现阶段以近十年成
果为主

•深化服务：多角度
挖掘数据，提供增
值服务

为我校2019年
建校七十周年
献礼

• 精准高效的
机构知识分
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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