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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及问题

• 依托机构知识库的学科知识服务

• 中国人民大学机构知识库建设情况

• 未来发展与思考



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及问题

• 20世纪90年代末，开放存取运动开始兴起。

• 机构知识库的出现，是对传统学术交流系统的一个挑战。

• 截止2014年5月27日

– 开放存取库名录OpenDOAR统计，数量达2663家。

– 开放存取机构库登记机构DOAR统计，数量为3053个。



http://www.opendoar.org

Asia (478)，其中：
China (39)

Hong Kong (2)

Taiwan (58)

India (69)

Japan (145)

Korea, Republic of (16)

http://www.opendoar.org/


http://roar.eprints.org/view/geoname/

其中：Africa (94)，Asia (602)，Europe (1311)，
North America (658)，Oceania (98)，South America (290)。

http://roar.eprints.org/view/geoname/


• 数量少，规模小。

• 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

• 标准化程度不够，资源共享能力较差。

• 资源数量匮乏、类型单一

• 版权过度保护，获取受限。

• 功能开发不够完善，未能充分实现运行效果

• ……



依托机构知识库的学科知识服务

• 不再是学术机构成果的保存

• 注重机构成果的应用与服务

• 从功能上完善机构知识库

• 从服务上优化机构知识库

• 将机构知识库建设与学科服务紧密结合起来



用户需求

科研成果追新需求

学术价值肯定需求

学术交流需求

机构知识库功能转型

提高资源“含金量”

从机构资源建设和保存

走向学科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尝试一：
哈佛大学免费开源机构知识库软件Dataverse Network

• 一方面，与传统机构知识库系统功能一样，收集、保存、

发布和共享机构学者不同类型的科研数据。

• 另一方面，可以对专门的数据进行抽取、分析和统计，生

成不同格式的数据子集和分析报表，供用户参考和使用。

• 用户不但可以从 Dataverse获取普通的一般学术信息，而

且还可获取经过加工的更深层次的学术信息。

• 下一步，还将引入可视化的操作和结果展示，为用户提供

更直观的学术信息。





• 类似于Facebook的虚拟社区网络，采用实体关系的语义网

模型来组织和展现科研人员、研究成果和教学活动的相关

信息。

• 传统机构知识库与VIVO软件结合后，作为虚拟社区成员的

科研人员可在社区共享学术成果、寻找同行、跨学科合作

、改进研究等。

知识服务尝试二：
康奈尔大学开源的VIVO软件





• 以 CAS-IR为基础，抽取机构知识库中的实体关系，利用

关联数据技术将实体关系发布为能够进行语义揭示的关联

数据格式，应用 D2R工具进行 RDF 化的知识呈现和语义

标注。

• 与传统的知识库相比，基于语义扩展的机构知识库在内容

组织、资源组织方式上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功能支持和语

义发现服务，实现机构知识库从基础服务版到语义集成资

源服务版的转变。

知识服务尝试三：
中科院CAS-IR资源服务版



实现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机构知识库建设情况

• 第一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成果数据库库

• 第二阶段：人大文库

• 第三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机构知识库



第一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成果数据库

• 2007年3月，图书馆与校科研处、档案馆合作，开始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成果数据库。

• 以教师为线索，全面系统收集、保存并揭示我校教师的教

学科研成果，包括专著、论文、科研项目、精品课程等，

同时也收集、保存、揭示教师本人的相关资料，如个人简

历、照片、会议及采访的音视频资料等。

• 建有六个子数据库：教师库、成果库、图片库、资料库、

音视频库和项目库。







教师个人信息主要有教师姓名、出生年月、学位、任职机构、职
称/岗位、学术兼职、研究领域、获奖作品、获奖情况、科研项
目、个人简历、研究成果、相关图片、音视频资料等。







成果的详细信息主要有正式名称、关键词、所属学科、
成果类型、语种、作者、作者单位、出版/发表日期、出
版单位、馆藏号、获奖情况、文摘、原文链接等。



第二阶段：人大文库

• 2010年，把成果库、教师库、学位论文库和物理人大文库的展示合并

到同一个平台，揭示教师成果、教师信息、人大名师、学位论文、库

藏著作、重要藏品等。

– 教师成果库：收录2000年以来我校教师的学术成果，包括公开发表的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著作、报纸文章等，现有数据8万余条。

– 教师信息库：收录所有在职教师及部分退休或已故的著名学者，揭示教

师个人的学术信息，目前收录有教师个人信息数据2334条。

– 人大名师库：收录建校以来著名学者的个人学术信息，目前有300余人。

– 学位论文库：收录1981年以来所有博硕士生毕业论文数据，以及2011年

来的本科毕业论文，目前有数据73842条。

– 库藏著作库：收录我馆文库收藏的教师及校友的著作，目前数据有19000

余条。

– 重要藏品：揭示我馆文库收藏的珍贵文献、手稿、照片、书信等。







库藏著作库





重要藏品库





毛泽东写给何干之的信



• 学校职能部门

– 科研处

– 人事处

– 网络中心

• 学科服务团队

– 经济学部

– 人文学部

– 社会学部

– 法政学部

– 理工学部

– 职能机关

• 内容发布

– 成果检索

– 人物检索

• 服务科研

– 成果藏用

– 团队服务

– 课题跟踪

• 管理功能

– 用户管理

– 成果管理

– 统计分析

第三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机构知识库

详细功能

����֪ʶ�


个人界面



科研成果管理



团队建设及成果分享

系统可以创建团队，也可以进行成果分享
并可以在团队内分享或整个平台分享。还可以
实现跨校之间的团队建立等。



成果统计分析

学科分析评价

学科竞争力分析

科研成果深度分析



未来发展与思考

• 联盟化发展

• 存储云端化

• 服务知识化

– 知识轮廓

– 知识地图

– 语义开发关联

– 多元异构科研数据管理

– 科研竞争力分析



机构知识库服务框架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