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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数字化”&“文化数字化”

➢ 《新文科建设宣言》：“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

设势在必行。”

➢ 人文社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式发生转变，数字赋能及数字驱动趋势明显，催生了数字人文、

人文计算等新兴范式，衍生了机构知识库、专题知识库、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资源数字服务

平台。

➢ 平台建设多由重大科研项目驱动，不重视平台建设的规范性和长期性，平台功能单一、检索

效率低下，难以满足数字时代下的人文社科研究者需求。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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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持续推进学术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开放获取，高校积极依托图书馆建设人文社科研究资源服

务平台，汇聚各类学科资源、数据、工具等，促进学科资源开放共享，促进不同学科合作交

流，支撑新文科建设。

 如何建设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一站式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

 以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大数据平台为蓝本，探究面向开放获取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

的建设路径与建设要点。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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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
服务平台建设现状

6



2

 国家战略层面：营造文化数字化创新创造环境

 高校及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建设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层出不穷。

➢ 通用性人文社科资源数字服务平台

➢ 专题性人文社科资源数字服务平台

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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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现状

机构知识库 专题数据库

数字人文研
究基础设施

一站式人文
社科学术资
源数字服务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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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现状

• 资源类型：存储类型及格式单一，缺乏多元模态资源

• 资源整合：资源分散于不同平台，未能有效开放关联

资源建设层

• 多处于基础数字化阶段，缺乏深度数字化加工

• 平台建设缺乏统一标准规范，阻碍协同共享

数据处理层

• 存储为主，被动置于科研工作后端

• 交互性弱，待优化用户使用界面

平台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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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战略层：依托新文科建设发展学科服务平台

• 《新文科建设宣言》、《面向2035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 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

交叉融合发展。

• 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是新文科建设发展的重要基础。

面向开放获取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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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战略层：依托新文科建设发展学科服务平台

• 中山大学“十四五”规划：“加强文科科研基础支撑体系建设，搭建数字人文公共支撑平台，

促进人文学科研究范式革新，搭建社科数据公共支撑平台，为社会学者实证研究提供更多数据支

撑。”

• 中山大学图书馆以馆藏特色人文社科资源为基础，与院系重点基地、项目团队、研究机

构等建立资源共建共享关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人文社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

的全面搜集、长期一站式保存、知识组织与开放利用。

面向开放获取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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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建设层：采集来源多元、类型丰富的学科资源

• 资源来源

（1）校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信息机构的文献资源与数据库资源；

（2）校内各人文社科院系、研究基地等科研成果、自建数据库或资源库；

（3）广泛搜集开放数据资源和开发工具等。

• 资源类型

（1）文献及实体资源：文本、图像、音视频等格式的古籍、碑帖、档案、手稿、田野调查资料等；

（2）科研成果数据：调研数据、科研资料、学术成果、过程数据等；

（3）开放获取的公开数据：开放数据集、在线学习课程等；

（4）数字人文研究开发工具：数据分析工具、图像语义标注工具、文本挖掘工具、可视化工具等。

面向开放获取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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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处理层：应用数字化技术深度加工学科资源

面向开放获取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路径

数据化转化

• 选择性收录网络原生数据资源；

• 利用文本识别、自动标注、3D建模等技术，将非原生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单元。

知识化标引

• 基于大数据语料库、机器学习等技术，构建人文社科主题词库，实现资源自动标引；

• 基于主题词库搭建人文社科知识领域本体，从语义层标引描述资源；

• 搭建元数据标准框架，形成规范库，规范描述资源外在属性特征。

智慧化关联

• 采用关联数据原则发布数据，揭示资源间关系；

• 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机制，实现异构资源的语义互操作；

• 多模态资源转化为RDF数据集，形成开放数据集。

场景化呈现

• 结合领域研究视角及需求，利用GIS技术、共现网络分析、知识图谱、增强现实技术等数据分析工具及可
视化工具，搭建具体主题、具体内容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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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面应用层：对接用户需求，持续优化平台功能

面向开放获取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路径

采集存储

• 原有数据库资源

• 平台自动采集

• 研究人员自主填

报

• 存储不同格式资

源，利用分布式

文件系统提供资

源

分类管理

• 面向学科、主题、

资源类型的分类

页面

• 设置条件筛选资

源，实现资源在

线浏览、本地下

载、邮件传递等

平台呈现

• 针对学者的研究

需求，设计子服

务平台

• 每一子服务平台

结合资源特征及

研究范式，细化

内容编排与模块

展示

专题推送

• 主动推送：形成

专题数据集或知

识集合，实现知

识发现

• 按需推送：提供

精准化科研知识

支持

开放共享

• 开放API接口、互

操作协议

• 实现跨平台资源

整合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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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术营造层：搭建人文社科数字学术协作空间

➢ 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资源获取、数据开发、工具应用等基础服务；

➢ 为人文社科、理工科等不同学科学者提供交流协作平台；

➢ 关注成果共享与知识交流，强调协作式创新创造，帮助师生学者自发共创交流社区和合

作社群，促进知识的存储、流动、开发及创新创造。

面向开放获取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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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面数字转型发展，呼唤学科基础设施

• 技术应用遵循人文社科的学科属性与研究动向，人文社科学科发展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

✓ 数字赋能开放获取，督促资源互联互通

• 资源全生命周期离不开数字赋能，技术应用实现资源“点”与“面”全线关联。

✓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规范指引平台使用

• 明确资源来源及所有权，制定平台使用规范指引，帮助用户高效使用平台资源。

✓ 创新知识交互场景，构建数字人文生态

• 坚持以人文本，站在学者位置对接学者需求，构建数字人文生态，实现“数字生态环境”

与“数字人文居民”的和谐共生。

面向开放获取的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建设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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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术资源数字服务平台追求系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建设重点从数据资源获取转变为创造数

字研究环境，为新文科开展密集型、分布式、跨学科、协同性科研学习和研究提供良好条件，

促进知识共建共享与知识创新创造。

 人文社科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的落脚点，在于为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创造良好的学

术环境，保障学科资源的有效获取利用。

 搭建人文社科统一管理与服务平台，让新技术赋能学科发展，直面新文科跨学科交融的新冲

击与新要求，构建学科新生态。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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