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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投入实现广覆盖 小平台发挥大效益 

【浏览字体： 大 中 小】 2012-03-28 来源： 湖南省教育厅网站 

 

  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是2004年由省教育厅立项，湖南师范大学承建的全省高校数字图书情报资源共享项

目，经过近8年的持续建设，已建设成为全省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有力地保障和支撑了湖南

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建设教育强省和服务文化强省方面日益发挥出重大作用与综合效益。2011年，湖

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已全方位覆盖38所普通本专科院校和部分高职院校，数字资源和平台种类达到22种，所有

成员高校的师生通过校园网内任何一台联网终端，都可以无障碍地免费享受资源服务，资源年检索量和年下载

量分别达到1200万次和4000万次。仅按32所本科院校计算，2011年共节约图书情报资源购置经费就超过2200万

元，节约经费比例达到76%。 

  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始终坚持以服务和应用为宗旨，紧密结合湖南省情与高校实际，不断更新建设

理念，积极探索有效机制，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建设、运行及管理方面，有

着自己的模式与经验。 

  一是整体设计，分步实施。湖南是全国较早提出建设高校数字图书馆的省份之一，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

借鉴，也没有雄厚的财力可以支持。为此，省教育厅和承建单位在建设初期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进行反复调

研和充分论证，在广泛听取专家和广大高校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适度超前，量力而行，分步建

设，稳步发展”的总体思路。根据这一思路，该项目经过先后三期的持续建设，目前已建成一个电信级的高标

准中心机房，具有7×24小时不间断运行能力；建成包括教育、电信、移动、联通四条网络出口线路，出口带宽

达到2200Mbps，近期还将开通专用高带宽网络专线；建设了有近40台高配置核心服务器的集群体系和存储容量

达164TB的海量数据存储系统（SAN）等硬件基础设施，为项目功能发挥和后期功能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立足应用，强化服务。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满足全省高校教学科研工作

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应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作为衡量建设成效的首要指标来抓。项目按照边建边用、以

用促建的原则，一方面通过应用情况来检验建设的成效并及时改进和完善建设方案，一方面则通过及时应用来

为全省高校提供服务，进而为后续建设赢得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项目还一直致力于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着力

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搭建的资源共享平台（http://hn.hnadl.cn），通过资源元数据仓储技术、一站式检

索技术及文献传递技术等，将零散分布在全省38所高校的97个数据库及其图书馆馆藏纸本资源进行整合，供全

省成员馆读者统一检索和免费下载。2011年，项目进一步搭建了VMware虚拟化服务平台体系，通过对硬件资源

的整合，搭建云服务基础架构，使资源共享、业务应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云服务。另外，项目还全面对接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全国中心的资源与服务，积极开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实现我省高校免费获

取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 

  三是注重精品，优质共享。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教育信息化加速推进的特殊时期，高等学校改革发展既面

临教学科研信息资源不足的压力，又存在各类信息资源过多过滥的情况，突出矛盾则是各类优质教学科研资源

严重不足。为此，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坚持走精品路线，既注重打造高校数字信息资源的汇集平台，又充分

发挥“资源筛选器”的积极作用，着力推进优质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共享。在数字资源或平台采购过程中，

首先对全省高校教学科研数字资源需求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和调研，广泛听取学校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

础上根据资金情况和高校共性需求，精选年度采购的资源或平台种类。同时，对采购资源或平台实行优胜劣汰

制，对师生评价不高、后期服务不好的资源或平台及时进行调整。近年来，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还依托自身

技术平台，着力收集整理全省高校的各类优质教学资源，目前已收集并展示了全省高校501门精品课程、200个

特色专业点、300余个实践教学示范项目等国家级、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的资源，着力建设湖南省普通高校优质教

学资源共享平台，并取得了初步进展。 

  四是创新机制，持续发展。政府经费投入与保障不足，一直是制约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

此，项目在完成初期的硬件建设和平台搭建后，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及时把建设的重点从建项目转移到建机

制上来，以确保整个项目的持续发展。首先是探索形成了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机制。整个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实行

省教育厅统筹规划和协调、省高校图工委加强指导和监督，全省高校图书馆共同决策和参与的机制，所有重大

事项都经过集体研究和决策，这样既有利于调动高校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又确保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最大限

度地符合高校实际，从而赢得学校的拥护和支持。其次是探索形成了有效的经费由学校共同分摊、资源供师生

免费共享的机制。项目在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及各数据商支持的同时，坚持不等不靠，谋求自主发展，逐步形成

了政府资助、学校分摊、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如在数字文献资源建设方面，项目采用“政府出资一部分，高

校分摊一部分”的经费筹措方式，省教育厅每年资助的经费不到三分之一，其余由成员馆高校按一定比例分

摊，适当照顾新升本院校和专科院校。这种经费分摊、共建共享的模式，既减轻了政府的投入压力，又减轻了

高校的经费负担，既确保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又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益，从而极大地夯实了项目持续建设与发

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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