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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指南 

 

第一条  为加强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规范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

工作，促进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中所称“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是指为了确保数

字图书馆资源的有效利用、优化配置和合理开发，对资源开展的控制

和调节活动。其中“数字图书馆资源”是指图书馆以数字形式发布、

存取和利用的信息资源的总称。 

第三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要遵循有关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

和相关规范，服务于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目标与规划。数字图书馆资

源建设规划制订内容参见《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指南》。 

第四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贯穿数字资源全生命周期，涉及因

素既包含技术因素、法律因素，还有经济和管理因素。 

第五条  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管理目

标与规划，保证管理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制定数字图书馆资源

管理规划应关注以下相关内容：资源建设管理、资源技术管理、资源

权益管理、资源资产管理以及资源保障效益管理等内容。其中由于商

业数字资源占用经费多、服务需求大,权益内容广泛且复杂，对其管理

尤应给予重视。 

第六条  资源建设管理 

1. 制定科学、系统的资源建设管理制度，建立各种资源类型、来

源的建设标准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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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资源内容管理，建立有效控管机制，排查敏感有害内容。 

3. 加强资源经费管理，优化经费配置，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4. 建立资源建设档案，归档保存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形

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实现对资源建设过程的痕迹化管理。 

5. 加强对商业数字资源引进关键环节的程序化、流程化和规范化

管理，包括用户需求调研分析、资源遴选与评价、授权许可谈判与合

同协议签署以及资源维护和管理等。 

第七条  资源技术管理 

1. 建立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支持对资源分布、存储和服

务状态的动态监控，实现对资源内容的安全性、准确性、完整性和系

统性的科学管理。 

2. 采取巡检技术手段，对资源服务系统、存储设备的可靠性和可

用性进行定期检查和必要升级，并建立资源内容备份容灾管理制度，

避免因为系统损坏造成资源及其服务的损失。 

3. 加强对资源存储和服务系统的安全管理，制定用户身份鉴别、

用户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存储权限控制等管理策略。 

4. 通过合作保存、委托保存等方式，加强商业数字资源的本地长

期保存，依托国家级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形成数字资源保存能力。

依托审计、校验和修复技术手段，保障数字资源保存体系的可靠性。 

第八条  资源权益管理 

1. 制定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政策和策略，建立资源权益管理规范，

明确资源权益主张、权益要求及相关利益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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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数字资源管理系统或其他技术手段，对资源权益及其主要

内容进行有效记录和管理，指导资源利用与服务。 

3. 在权益允许范围内进行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服务，采取有效措施

规避权益风险并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及时解决权益纠纷问题。 

4. 建立商业数字资源权益谈判及协议机制，明确图书馆开展资源

服务和利用、长期保存所必须的权利，制定许可协议框架，指导与资

源供应方的谈判及对授权许可的审定。 

第九条  资源资产管理 

1. 强化数字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意识，建立数字资产管理制度与规

范。 

2. 明确数字资源的资产管理原则和范畴，根据图书馆对数字资源

所拥有的权益不同，制定资产分类处置制度。 

3. 对纳入资产管理的数字资源建立资产管理规范、流程及资产抽

查和盘点制度。 

第十条  资源保障效果管理 

1. 建立和完善资源保障效果评估制度，定期或每年度开展资源保

障效果评价。 

2. 综合资源数量、保障成本、时效性、使用量及用户需求等因素，

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的保障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3. 利用数字资源管理系统或其他技术手段，对所获取的指标内容

进行动态管理和分析利用。 

4. 根据资源保障效果评价结果，及时调整资源建设计划，适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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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完善资源发展政策。 

第十一条  重视资源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建设熟悉数字信息

资源管理、数字信息与网络技术、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图书

馆相关法律制度的人员队伍。 

第十二条  加强合作和交流，在全国范围内探讨数字图书馆资源

的统筹管理，扩大数字资源共享的规模和深度。 

第十三条  本指南由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席会议制定、

解释和修改，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