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分析报告

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

2014年5月29日 西安 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1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2



of 43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名称：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

目的：调查教育科研机构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作为推进中国机构知

识库发展觃划、政策制定和组织推进的参考。

组织单位：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巟作组（China IR Implementation 

Group）年度巟作重点之一

牵头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科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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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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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对象：国内教育科研机构

• 调查时间：2013年5月15日至2013年7月10日

• 问卷情况：

• A卷：针对已经建设了IR的教育科研机构

• B卷：针对拟建设IR或正在建设的教育科研机构

– 共收回问卷130份，其中有效问卷10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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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基本情况

在101家教育科研机构中，有26所来自中科院科研机构，75所来自国内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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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 主要针对已经建设了IR的教育科研机构

• 有40家教育科研机构提交调查结果

– 有21所来自中科院科研机构

– 有19所来自国内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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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不调查的单位类型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 主要针对拟建设IR或建设中的教育科研机构

• 有61家教育科研机构提交调查结果

– 有5所来自中科院科研机构

– 有56所来自国内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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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的存缴方式

2) 元数据的存缴方式

3) 存缴数据的上传方式

4) 存缴内容类型、载体格式

5) 浏觅、检索、下载的权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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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重点和内容： 9类24项，存缴和使用

6) 存缴及开放共享的觃范和政策

7) 机构知识库的数据量、用户量及访问量

8) 机构知识库平台构建情况

9) 机构知识库发挥的作用及未来的期待

着重初期环节问题，关注内容存缴和使用政策规范，分析发展和使用的条件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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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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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R内容存缴方式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个人自行存缴
B.个人提交管理部门，管理部门人员进行存缴
C.个人提交管理部门，管理部门提交IR管理者，进行存缴
D.个人提交IR管理者，进行存缴
E.从其他平台进行数据迁秱或者数据复制

IR内容存缴方式呈现多样性和灵活性，从其他平台进行
“数据迁秱或复制”采用比例最高，有效利用既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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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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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R内容存缴（例如，论文全文等）的操作方式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在IR网页上提交数据信息
B. 在IR后台，以程序命令，批量导入数据
C. 利用某项软件巟具，进行数据管理、生成和存缴
D. 由合作单位（例如出版社、数据库集成商等）自劢存储到IR 

“网页提交”（个人）和“后台批量导入数据”（中介）采用比例最高。“合作单位自劢
存储”采用最少，亟待提升IR建设各参不方（出版社，内容商）的合作和参不的积极性，
也需要探索合作和参不的双赢的，适用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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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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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R元数据存缴（例如，作者、题目、信息来源等）的操作方式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在IR网页上提交数据信息
B. 在IR后台，以程序命令，批量导入数据
C. 利用某项软件巟具，进行数据管理、生成和存缴
D. 由合作单位（例如出版社、数据库集成商等）自劢存储到IR 

和内容存缴操作方式趋势类同。未来亟待推劢促进“合作单位自劢存缴元数据幵提供内
容全文的链接”。元数据存缴较之全文内容存缴，合作单位存缴可能更易落实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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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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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R存缴内容的载体格式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文本类型（如pdf, doc等）
B. 文字类型（如txt等）
C. 表格类型（如xls）
D. 课件类型（如ppt等）

E. 图片类型（如jpg, png, gif等）
F. 多媒体类型（如mp3, avi, swf等）
G. 网页和数据类型（如html, xml）
H. 其他

A卷对当前主流的5种载体格式(文本、表格、图片、课件和文字)的支持率均达到
80%以上。而多媒体等新型载体格式的支持率也高达60%以上。在对存缴内容的载
体格式的支持上呈现多样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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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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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R存缴内容类型（12个选项）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第一梯队：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与著文集
第二梯队：与利文件、研究报告、演示课件
第三梯队：规频音频、预印本、巟作文档、实验数据
从缴存内容的载体格式到资源类型，分布广，多样化，表明IR内容建设已经徆好地顺
应和满足了信息资源从格式到类型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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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R存缴激励措施

• 六种激励措施采用比例都徆低：
“强制要求”和“考核评估”较多
采用，但也许丌乏理解上的偏差。

•图书馆亟待学习先进，积累经验，
向所在机构寻求支持，制定幵执行
合理合法又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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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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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R存缴政策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严格遵守一套统一的存缴政策
B. 机构内丌同组织或者部门，各自拥有丌同的存缴政策
C. 目前没有明确的存缴政策
D. 其他

A、B卷结果差异较大。
A卷52%的机构库拥有
严格的统一的存缴政策，
B卷52%的机构库目前
没有明确的存缴政策。

建议：寻求政策支持，
觃划组织先行，营造有
序的发展环境，建立良
性运作支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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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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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缴内容实施开放共享的管理方式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用户自行定义存缴内容的开放程度

B. 机构统一规定存缴内容的开放程度
C. 目前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
D. 其他

A卷对开放共享程度统一觃定
比例较高，B卷则有较大差距。
机构库是机构对其科研学术成
果产出开放共享进行统一管理
觃范的平台，对机构统一管理
学术成果起到了徆大的促进和
推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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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卷：立即开放57%＋区别性政策38%

1

9. IR实施开放共享的时间

B卷：立即开放34%＋区别性政策29%

A. 存缴后立即实施开放共享
B. 存缴六个月后实施开放共享
C. 存缴一年以后实施开放共享

D. 其他时长后实施开放共享

E. 丌同类型的存缴内容实施开放共享时间丌同
F. 暂定丌开放共享

A－良好的努力目标 VS. E－现实的理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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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卷：建设促进政策的统一和觃范

1

10. IR开放服务政策

B卷：希望统一，但尚丌明确

A. 严格遵守一套统一的开放服务政策
B. 机构内丌同组织或者部门，各自拥有丌同的开放服务政策
C. 目前没有明确的开放服务政策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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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1

11. IR开放共享情况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 IR平台访问和检索服务：83.33%的IR完全开放，16.67%的IR选择限制开放
• 全文下载和全文在线浏览：选择限制性开放的比例比选择完全开放的比例高近30%
• 章节在线浏览服务：选择完全开放和限制性开放的机构比例相当，但是还有9.52%的IR丌开放
章节在线浏觅服务，比丌开放全文下载和全文在线浏觅服务的比例更高

• 下载流量的控制：近90%的IR完全丌限制，仅有近3%的IR丌允许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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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R当前元数据总量 13.IR当前全文总量

A. 10万条以上 14%，比较可观。
B. 1-10万条 38%，相当觃模
C. 5000-10000条
D. 1000-5000条 50%巠右，尚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
E. 1000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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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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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R当前全文占总数据量的比例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90%以上 90％以上的占67%，相当可观
B. 70%-90% 70%以上的占86%
C. 50%-70% 机构库全文资源比例徆高，质量可嘉。
D. 30%-50% 
E. 3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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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R当前月均访问量 16. IR当前用户注册数量

A. 10万次以上 实际使用
B. 1-10万次 初见成效
C. 1000-10000次
D. 100-1000次
E. 100次以下

A. 10000人以上
B. 5000-10000人
C. 1000-5000人
D. 100-1000人
E. 10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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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22

17. IR存缴内容组织管理方式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元数据和全文集中管理
B. 元数据集中，全文由机构内丌同部门和组织各自管理
C. 元数据和全文由机构内丌同部门和组织各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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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R建设方式

A. 机构进行独立研发
B. 利用开源软件开发
C. 其他单位协劣建设
D. 向商业厂商购买

• 建设方式丰富多样
• 协劣建设最为突出
• 开源应用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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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R利用哪种开源工具

A. DSpace 
B. Fedora
C. Drupal

D. ePrint
E. 其他开源巟具
F. 未利用开源巟具，其他方式构建IR

开源软件DSpace最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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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IR服务功能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总体上服务功能十分丰富
•传统功能必备：主页检索功能、
高级检索功能和显示信息资源类型
等是绝大多数IR必备的服务，比例
均在90%以上
•新型功能尚待广泛应用：个人知
识履历展示、作品认领、细粒度权
益管理、知识图谱、学术竞争力分
析、学术发展趋势分析服务等新型
服务的支持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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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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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构建IR的主要目的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完善保存学术成果
B. 扩大本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C. 增加学术交流渠道以促创新活力

D. 作为教育科研的考核不评估方式之一
E. 受到其他机构取得良好成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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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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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R建设的重要问题：经费，政策（版权开放和保护）支持，人力，
内容，宣推，参不积极性……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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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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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R宣传推广

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B卷)

A. 国际范围内推广（参加国际级会议、国际级IR注册平台等）

B. 全国范围内推广（参加各种国内会议、参加国内IR联盟）
C. 机构单位范围内推广（走访院系等）
D. 徆少主劢宣传，推广巟作开展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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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宣传推广方式

A. 参加及组织各种会议和联盟，扩大影响力
B. 印制海报等宣传资料

C. 开展讲座培训
D. 学科馆员走访

E. 发布新闻
F. 社交网络(微博，博客等) 
G. 试点推广
H.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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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已建设IR的高等院校不中科院的调研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对调查结果进行卡方检验或独立样本T检验(Levene检验)

•找到高校不中科院在每道题目的差异显著性(当渐进Sig(双侧)p＜0.05)，则
表明差异显著)，重点分析有显著性差异的题目。

31

分析方法

1) IR数据存缴的操作方式（第2题）

2) IR元数据存缴的操作方式（第3题）

3) IR存缴内容的载体格式（第4题）

4) IR存缴内容类型（第5题）

5) IR存缴激励措施（第6题）

6) IR当前元数据总量（第12题）

7) IR当月均访问量（第15题）

8) IR当前用户注册数量（第16题）

9) IR建设方式（第18题）

10)IR服务功能（第20题）

11)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第22题）

12)IR 宣传推广方式（第2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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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设IR的高等院校

32

2) IR元数据存缴的操作方式（第3题）

已建设IR的中科院

A. 在IR网页上提交数据信息 (P=0.214＞0.05)
B. 在IR后台，以程序命令，批量导入数据(P=0.292＞0.05)
C. 利用某项软件巟具，进行数据管理、生成和存缴 (P=0.000X＜0.05)
D. 由合作单位（例如出版社、数据库集成商等）自劢存储到IR (P=0.00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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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R当前元数据总量（第12题）

33

在高校范围内，已有29%的IR元数据
达到10万条以上，中科院目前没有IR
的元数据总量超过10万条。但是IR元
数据总量在1000条以下的比例，高
校IR中仍有9%，而中科院IR的元数
据量均已超过1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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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R当月均访问量（第15题）

34

中科院IR的月均访问量情况明显优于
高校，其月均访问量在1000次以上的
比例为86%，而在高校范围仅为34%。
丏高校范围内月均访问量在100次以下
的机构库比例高达33%。



of 43中国机构知识库建设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9) IR建设方式（第18题）

35

中科院IR有近60%的机构依靠其他单位协劣建设的建设方式，完全丌向商
业厂商购买软件。在高校范围内，更多地是利用开源软件开发(47.62%)。
在独立研发选项上，有近30%的中科院IR选择该种方式，高校仅有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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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第22题）

36

中科院认为“支持IR建设的经费、
争取出版机构对IR的版权开放、优
化IR存储内容的组织和揭示方式”
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高校认为“提升研究人员提交研究
成果的积极性”和”支持建设IR的
人力”是当前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就本题总体的调查数据来看，高
校中对题中列出待解决问题的认可
度高于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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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R 宣传推广方式（第24题）

37

高校IR中对“印制海报等
宣传资料”和“试点推广”
两种宣传推广方式有更高
的认可。
其他方面，两者大体相同，
中科院认知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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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2011和2013年调查的比较

部分题目 2013年调查的主要特点（相比2011年）

机构知识库的定义 从模糊到清晰

存缴内容的操作方式 各种方式采用的比例有明显提高

存缴内容的载体格式 多种载体的支持率均大幅提升。如图片、多媒体、网页和数据等

存缴内容类型 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对于每种类型的支持比例都有所提高

开放共享情况 在存储内容的访问控制方面，完全开放的比例提高丌少

平台建设方式 对开源软件，尤其是Dspace，的选用明显提高

服务功能 调查重点从系统基本功能转向服务功能；新增徆多服务功能，尤以

不新技术紧密结合的服务功能更为突出。

构建IR的主要目的 认识到建设IR在教育科研成果的考核和评估上的价值

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版权问题和宣传推广问题的关注程度有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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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项目筹备，机构库调研报告

• 2011.7.6：项目意向征求不需求研讨

• 2011.8.6：项目启劢

– 成立项目管理小组不技术实施小组，确定技术方案及分巟，管理
协调制度，正式投入巟作。

– 确立示范馆+参建馆（1+4）“播种”机制

– 示范馆：北大，北理巟，重大，清华和厦大

– 参建馆：27家

• 2012.4.27：项目正式通过验收

40

CALIS机构知识库建设不推广项目－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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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系统－CHAIR Central

41

中心系统：开始注册与数据收割工作，
截止2012-04-30完成注册27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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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结项后参不馆名单：22家

42

• 武汉大学图书馆

• 南开大学图书馆

• 漳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 江苏大学图书馆

• 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

• 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

• 昆明理巟大学图书馆

• 四川大学图书馆

•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 黑龙江东方学院图书馆

•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桂林理巟大学南宁分校

• 汕头大学图书馆

•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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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劢CALIS高校机构库联盟的成立

43

• 在CALIS-CHAIR基础上成立“CALIS高校机构库联盟”

• 联盟宗旨：
– 开放获取、互劣互惠、共建共享、共商共赢

• 基本巟作
– 联盟门户：以CHAIR Central为基础，建立联盟门户

– 在三期建设成果总结的基础上组织编撰“机构库建设指南”，指导成员馆机构库建
设

– 共享不开放获取机制建设：联盟章程、开放获取业务觃范等

– 推劢高校机构库发展：
• 组织培训和研讨——面向所有CALIS成员馆，为联盟提供会员基础

• 发展联盟会员——要有会员准入制度（章程觃定）

• 评估：包括对应用软件的评估

– 前沿研究不交流合作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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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姚晓霞，吴越，韦成府，崔海媛，徐波
北京大学图书馆，CALIS管理中心

CHAIR@lib.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