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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架构在南京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 
 

吴迎春 

 
[摘要]从中国知网（CNKI）中检索中台架构在图书馆应用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和案例等相关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

了归纳和总结，阐述了南京图书馆中台布局的建设情况，并进一步从制度规划、业务开展和人才培养 3 个方面提出了建

议，以期推动中台架构在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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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ddle platform architec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njing Library 

WU Ying-chun 

（Nanjing Library, Nanjing 210018,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research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cases of middle 

platform architecture in libraries was searched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NKI) and was 

summarized to elabo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iddle platform architecture layout in Nanjing Library.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in terms of system plann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middle platform architecture in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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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图书馆在文化传承、阅读推广、人

才培养和创造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但随着信息技术不断革新、用户需求愈加多元

和资源建设不断丰富，图书馆需要考虑自身的转型

和发展。中台架构有望解决目前的难题，助推图书

馆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图书馆建设。 

南京图书馆作为一家省级图书馆，拥有海量的

馆藏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在江苏省的资源建

设、技术革新、业务指导和服务创新等方面发挥了

龙头作用。随着 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应用，能够支持中台全

新的架构理念。中台架构将数据资源作为原始的生

产资料融入到业务价值的创造过程，提供动力支撑

南京图书馆的智慧建设。本文从中台架构的基本理

念与构建方式入手，探索中台架构在南京图书馆的

应用，推动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为中台架构在图书

馆行业的应用推广提供借鉴和思考。 

1  中台架构在图书馆应用的相关研究 

中台架构为图书馆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路，学界和业界从不同视角开展研究，积极探索

中台架构环境下的管理模式、服务业态及发展前景。

本文以中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为切入点，通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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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梳理和研读相关文献，概述中台的研究现状。 

1.1  研究背景 

中台起源于芬兰赫尔辛基的世界知名游戏公

司 Supercell，该公司形成“部落式聚集”信息架构，

通过中台高效地开发出众多全球热门游戏［1］。2015

年，国内阿里巴巴公司首先提出中台战略，构建“大

中台、小前台”组织机制和业务机构。2018 年，

腾讯、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公司纷纷提出以“中台”

为核心的组织架构。2021 年《中国数据中台行业

白皮书》显示，2020 年数据中台市场规模为 68.2

亿元，预计 2023 年将达到 183.2 亿元［2］。互联网

行业、智慧图书馆和智慧校园都积极引入中台架

构，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的图书馆享受中台战略的

红利。 

1.2  研究内容 

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

以“SU=‘中台’* SU=‘图书馆’”为表达式进

行检索，检索时间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共检索

出相关记录 30 条，通过筛选和整理，最终得到 11

篇相关文献。 

从文献刊发时间来看，11 条文献中有 5 条发

表于 2022 年，6 条发表于 2021 年。文献刊发时间

与中台开始在行业爆发时间相吻合，这也体现了学

者和业内从业者对前沿技术的关注，对社会热点问

题也有较高的敏锐度，同时也反映图情领域的期刊

对中台与图书馆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从作者分布

情况来看，11 篇文献共涉及 24 名作者，其中独著

4 名。目前国内开展相关主题研究的作者分布比较

分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形成了核心作者。从

期刊发布情况来看，11 篇文献分别刊载于 10 种期

刊，其中 7 篇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说明研究人

员对相关主题研究较为深入，研究水平和质量也

比较高。 

对上述文献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台在图书馆的

应用研究主要聚焦思想指导、架构实现和场景应用

等方面。 

在思想指导方面，有学者认为应围绕“资源+”

“空间+”“馆员+”的理念，构建以资源、数字

工具和算法为主体的“数据中台”［3］；有学者认

为，国家图书馆应打破各系统相互独立的模式，落

实“一平台、多场景、微应用”信息化核心理念，

构建一个可以重复利用、灵活标准、前瞻创新的智

能中台，推动全面进入智慧图书馆的新阶段［4］。 

在架构实现方面，有学者认为，基于数据中台

的智慧图书馆是一个以数据流动为主线、以数据治

理和数据管控为驱动，以智能和可变的用户服务为

顶层目标的分层技术架构，实现对图书馆海量数据

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提升数据的业务价值，形成

标准化的数据应用接口，为前台师生提供灵活的

智慧化服务［5］；有学者认为中台提供了一种新的

架构理念，它将数据作为生产资料融入业务价值

的创造过程，能为国家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提供强

劲动力［4］。 

在场景应用方面，有学者认为可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核心技术，基于

数据中台建设智慧校园，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管

理和生活提供智慧型服务［6］；有学者认为江西省

图书馆新馆通过搭建智慧化服务中台，构建了基于

江西省图书馆大数据平台的经营、管理及服务体

系，能够不断提升江西省图书馆新馆的智能化水平

及管理治理能力［7］。 

研究人员从不同视角就中台架构对智慧图书

馆建设的思想指导、架构实现和场景应用进行了研

讨，既包含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也有操作性的实践

指导，能够为业界、学界和政界认知和构建智慧图

书馆起到指导作用。 

1.3  中台架构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案例 

数智时代背景下，中台架构将是图书馆适应新

形势，应对新时期转型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内应

用中台架构的公共图书馆还不多，目前只有国家图

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相较而言，高校图书馆中有

不少已应用中台架构进行智慧图书馆建设，如浙江

大学图书馆和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1.3.1  公共图书馆中台架构案例 

国家图书馆搭建“一平台、多场景、微应用”

的智能中台，实现业务更新，快速迭代，满足用户

全天候不间断的服务需求。目前国家图书馆已全面

开启“1+3+N”模式的智慧图书馆建设，利用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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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台架构替代原有的各自为战的信息化模式，提

升数据资产管理和数据服务能力，进而提高图书馆

服务社会公众的效率。 

江西省图书馆数据中台以全域大数据建设为

核心，让图书馆的整个业务都可以共享同一套数据

技术与资产，通过统一化的数据技术服务反哺业

务，并循环往复，形成了一个数据生态，从而衍生

出无限的可能性。 

1.3.2  高校图书馆中台架构案例 

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袋鼠云”携手建设智慧化

服务中台——数栈 DTinsight［8］，即数据平台解决

“存”的问题，数据中台解决“通”的问题，数据

应用解决“用”的问题，打通图书馆数据化的“存”

“通”“用”三大环节。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打造以数据中台为核心

的智慧校园数据支撑体系，构建全量数据平台，实

现高校全量数据的“实时可采集、全面可管控、处

处可复用”，真正做到数入一库、数出一库［9］。

它以数据的“采、管、用”为目标，以全量数据中

心建设和数据中台服务为依托，旨在提升智慧校

园数据服务能力，为学校提供全面、高效、精准

的数据支撑。 

2  南京图书馆布局中台架构的实践 

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尚未全面实施中台架构，

南京图书馆根据自身情况出发进行了中台布局，本

文通过介绍该馆的实践经验，以期为中台在公共图

书馆行业的应用推广提供借鉴和思考。 

2.1  南京图书馆大数据服务现状 

随着自助查询、扫描验证、人脸识别、沉浸体

验、智能物流等一系列新技术项目落地实施，南京

图书馆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稳步推进，已形成“查、

阅、借、咨、藏”一站式服务新布局。南京图书馆

构建了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服务平台、南京图

书馆云平台和江苏公共数字图书馆平台，上述平台

数据呈现网格化和多样性，平台数据很难互联互

通，影响了服务的持续升级，造成服务不能下沉，

价值无法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缺乏标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公益性

质图书馆的大数据建设一般是通过招投标由第三

方服务机构开发完成，第三方开发商众多，“烟囱

式”开发模式周期长、效率低、项目任务链冗长、

任务繁多。由于缺少标准，不同业务产品线之间无

法互相支持，维护成本高，造成资源建设、数据存

储和服务渠道的重复。 

二是关联性低。从图书馆的纵向流通来看，等

级观念森严，自上而下分为“国家-省-市-区（县）”

级图书馆，全阶段覆盖与通畅机制并未形成，数据

一致性与关联性较低；从省域范围的横向来看，省

内图书馆之间数据具有一定封闭性，呈现松散化、

碎片化、“孤岛化”特征，尚未形成完整的共享数

据链。数据有效关联较弱，“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容易在数据清洗、转换、挖掘、开发和分析过程中

重复“造轮子”，浪费资源、时间和精力。 

三是存在矛盾。图书馆全年不间断向读者服

务，每一项技术革新及创新服务在运行工程中试

错空间极小，要以零风险、零失误作为前提，保

障读者服务工作正常开展。因此，南京图书馆既要

紧跟技术创新的发展，又要避免错误发生，矛盾比

较突出。 

四是增加负担。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平台系

统建设各自为战，导致项目重复建设、指标重复计

算、数据多份拷贝，严重增加后台的负担，专项资

金的使用效率极低［10］。 

中台架构具有规范、敏捷、解耦、复用的特征，

有望解决上述难题。图书馆可通过中台构建全新的

组织管理模式，对现有信息化架构和业务流程进行

深度调整和优化，将数据作为生产资料融入业务创

新，围绕数据资产进行价值的持续积累和释放，创

建全面互联、高效、便利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 

2.2  南京图书馆布局中台架构的利弊 

中台架构是一整套数据治理体系，能够实现资

源和业务互通，有利有弊。 

好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数据资产统一管

理，通过数据资产目录对外提供可视化服务，可避

免不同系统间数据接口的低效沟通；二是消除异

构数据源，实现数据格式、数据交换标准的统一，

可促进数据共享；三是将各信息系统中的共性需

求集中到中台，避免业务需求的跨系统交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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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前台创新应用做出快速响应；四是实现数据、

业务的一体化综合治理和相互赋能，节约成本，灵

活易管［3］。 

弊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为了构建中台而

构建中台，有些图书馆如果只采用微服务、云原生

这些敏捷研发技术就可以提升自身效率，就没有必

要跟风；二是中台建设可能改变原有图书馆的组织

架构及机制，需要打破原有的生态，可能会适得其

反；三是中台建设能力不足，缺乏强大的组织、技

术、经费、人才和运行等方面的保障。 

南京图书馆布局中台架构利大于弊，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图书馆进行数字化重构，推动南京

图书馆智慧化建设。南京图书馆智慧化建设通过顶

层规划，对全域资源进行合理布局，构建底层服务

逻辑，开发统一的服务平台，以达到便捷调配资源、

快速响应用户需求、谋划未来的战略目标［11］。图

书馆智慧化建设需要借助中台的建设，它是谋篇

布局的开端，管理者思维需要与时俱进，深刻认

识中台战略是智慧化建设的内容之一，需要从机

构改革、资源调配和技术架构等多方面统筹推进。

随着智慧化的不断推进，经验的累积和成果的展

示，相信会有更多的图书馆尝试中台架构的服务。 

二是有助于业务与数据的模块化和热插拔服

务，有效整合资源、降低开发成本、提高服务效能。

首先，传统的信息系统存在底层计算和存储架构的

多源和异构问题，极易形成“数据孤岛”现象。中

台架构通过构建共享的服务模块单元，可以实现数

据资产化和内外部数据整合。其次，通过中台的基

础性服务建设，构建统一的标准规范，包括数据建

设规范和数据消费规范，降低数据计算、存储的成

本，避免重复建设。最后，中台还可以对业务、技

术进行全面整合，支持业务和应用的快速创新、迭

代，全面提升业务转化效率、提高服务效能。 

3  中台架构在南京图书馆的构建 

3.1  构建全周期的数据中台 

南京图书馆拥有海量自建、自购或授权的数据

资源，截至目前大量数据信息的能量还未完全释

放，数据开放共享在公共图书馆有效落地还面临如

数据思维认识不到位、没有统一的数据应用标准规

范、数据层次模糊、数据安全挑战等困难。因此，

该馆基于阿里巴巴多年数据中台的建设经验采用

4ONE 理论（One Date，One Model，One ID，One 

Service），打通图书馆数据“存”“通”“用”的

3 个环节［12］（图 1）。 

 

图 1  4ONE 理论 

图 1 中，“One Date”是指通过统一的数据标

准收集、处理数据，及时对数据进行清洗、转换、

挖掘、开发，转化为不同场景的应用数据；“One 

Model”是指打通跨平台数据融合通道；“One ID”

是指打通跨平台个人数据融合衔接通道；“One 

Service”是指一体化数据服务，为数据到业务的落

地提供技术保障。 

数据中台的构建要以现有数据中心和系统数

据库开展，将核心技术与业务能力融合为一个综合

性通用共享平台，不仅能满足现有系统对数据的要

求和新业务场景的数据需求，还能支持行业内图书

馆、文化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间的

合作，协同服务，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生态圈。南京

图书馆数据中台的理念是整个业务共享一套数据

技术与资产。数据链来自 3 个方面。一是管理数据，

除了实名认证的读者数据，还有微信、微博、微

视及客户端的用户数据，图书馆内各端口采集到

的人流数据，南京图书馆整体运营、服务、发展

等数据；二是资源数据，包括馆藏资源（纸本图书

报刊、音像制品、电子资源和其他资源）、自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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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外购资源、国家专项资源等；三是业务及服务

数据，包括图书馆在日常服务中产生的各类业务统

计数据，馆内外举办的读者活动的数据，读者访

问、检索、借阅服务及各服务端口产生的服务数

据等。 

图书馆将日益增多的业务数据按统一的方式

接入中台系统，之后通过统一化的数据技术反哺业

务，逐步形成一个数据生态，形成数据中台“数据

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处理-数据业务化-数据可视

化”的全链流程［7］。 

南京图书馆数据中台流程如图 2 所示。根据南

京图书馆的“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服务平台”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 月，已填报省内 114 家

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 200 家乡镇级基层图书室

和 1.4 万家村级图书室的馆情数据；已实时采集

104 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数据、39

家公共图书馆客流数据、74 家公共图书馆活动数

据。目前，南京图书馆数据中台能够根据不同的业

务场景实现以下功能。一是多样化的数据采集能

力，可实现无论是管理数据、资源数据、业务数据，

还是图片、文件、表格等多种半/非结构类型数据

的实时或定时、全量或增量数据采集；二是支持可

视化界面定制，提供开发应用所需的各类标准数据

接口服务；三是能够快速调整和适应不同的业务场

景，具备科学、合理的基础架构，从而实现对图书

馆海量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支持业务和应用的

快速创新、迭代，形成标准化的数据接口和良性循

环的智能数据服务生态。 

 

图 2  南京图书馆数据中台流程 

3.2  构建共享的业务中台 

南京图书馆作为江苏省图书馆的龙头，应做好

引领示范作用。图书馆各业务部门应通力协作、共

建共享，避免重复劳作。业务中台（图 3）调取业

务的共性部分构建共享业务模块单元，降低功能

建设和后期维护的重复投资，减少“烟囱式”系

统集成和协作成本，提升精准服务的响应能力。

南京图书馆明确业务标准和规范，梳理共性需求

和融合的交叉点，把系统中读者频繁需求的业务

形成共享单元，实现更快、更准、更强的业务场

景迭代升级［13］。 

 

图 3  南京图书馆业务中台流程 

南京图书馆业务中台的建设从架构和流程方

面确保了业务实现的可行性、技术框架的一致性和

业务生态的完整性，支持原有图书采访、图书编目、

图书流通、用户管理系统、客流和活动管理系统等

核心业务功能，支持联合参考咨询、智库决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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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流通、联合编目等跨平台的整合服务和面对不同终

端的多维可视化展示服务，也支持支付宝、微信、银

联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业务，利用技术手段实现业务、

数据的贯通，打造智慧化的业务中台。 

南京图书馆业务中台主要实现了全省范围内

从图书借阅排行到数据大屏的可视化展示，从读者

荐购到“你选书、我买单”精准服务，从自助借还

到机器智能上架，从馆际互借到“文旅”互通互融，

真正把多源异构、跨平台和跨区域的数据关联起

来；提供公共图书馆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分析报告、

年度阅读报告和各主题业务分析报告，使各成员

馆、读者、行政企事业单位和第三方都能从业务中

台获取所需内容。 

3.3  构建智慧的中台架构 

南京图书馆应改变以往各平台系统各自为战

的情况，以《南京图书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为纲领，加快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落实中台架构

的信息化战略目标，搭建数据中台、业务中台，迅

速响应业务指令，快速迭代升级，满足用户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数据中

台与业务中台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合作（图 4）。

数据中台沉淀的数据资产支持业务中台的应用不

断迭代升级，相互往返流动，形成一个资源数据化、 

 

图 4  南京图书馆中台架构 

数据资产化、资产服务化、服务业务化、业务智慧

化的数据闭环，持续赋能图书馆数据业务。中台架

构的深入应用，既能促进图书馆各要素之间的数据

融通，推动数据与业务的深度耦合、数据流动，又

能反哺业务，互促互进，形成良性数据生态圈［14］。 

综上所述，中台架构是一种组织战略，中台架

构能够提升前台的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赋能前台

服务，为前台减负；或将前台直接需求的业务能力

转移到中台层，将前台和后台有机地连接起来，更

加灵活高效地服务前台，应对用户需求的变化。未

来智慧图书馆与用户的交互更多的是知识的交流、

传播和共享，更加注重服务的品质和效能。中台的发

展在技术加持下不断优化服务能力，数据与业务场景

不断交融，推动图书馆步入智慧图书馆新发展阶段，

实现图书馆服务的智能进化，形成全对象、全方位、

全过程的全景化服务生态。 

4  中台架构在公共图书馆应用的发展思考 

中台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各个公共图书馆

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仅凭购买一套设备或产品套件

就可以实现，要依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布局中台架

构。本文从制度规划、业务开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提出了以下发展思考。 

4.1  制定战略规划，创建科学管理机制 

图书馆的组织架构及体制要顺势而变，要得到

图书馆领导的认同和重视，形成共识，明确权责关

系和配合方式，实现不同层级、不同系统、不同部

门的顺畅交流和对接；要做好制度层面的顶层设

计，借鉴 PDCA 管理模式，即计划（plan）、执行

（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模式，制

定政策和规划，明确工作目标，响应反馈机制，实

现科学管理。 

一是制定可持续战略规划。中台架构依赖于科

学的战略规划，必须制定明确的如《江苏省公共图

书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规划，同时将 5

年的长期规划分解为如年度、季度工作计划等不同

的短期工作计划、项目工作计划。按照江苏省公共

图书馆中台架构整体部署，签署江苏省公共图书馆

共建共享协议书，贯彻落实并衔接好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的“十四五”规划，保证未来 5 年不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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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实现中台发展目标。 

二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图书馆中台布局取得

一定成效后，需及时引入考核评效机制。主要包括

对中台共建共享成员馆和中台工作人员的考核评

价。建议借助第三方评估机制，制定量化标准，对

成员馆及工作人员进行统计排名。 

4.2  深化业务合作，发挥共建共享优势 

中台布局是一项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动态调

整、多方协作的系统性工程。目前南京图书馆中台

布局已初见成效，建设了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

服务平台。该平台统一整合了图书馆馆情填报、图

书馆大数据可视化展示、图书馆大数据实时发布和

图书馆统计数据服务等模块，将数据整合、资源共

享和成果展示整合为一体，深化图书馆内、行业间

及跨行业间的合作，发挥共建共享优势。未来该平

台的建设将向以下方面努力。一是为江苏省各级文

化主管部门提供图书馆事业发展分析与高质量发

展决策支撑；二是为各级各类图书馆开展精准服

务、智慧服务提供数据应用与支持；三是更深层次

促进“文旅”融合，为文化传播搭建高效、快捷的

平台。 

4.3  坚持内外兼顾，建设人才队伍 

图书馆服务的基础是人才。拥有一支专业人才

队伍，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要从实际出发，

兼顾图书馆内外两方面，多管齐下建设专业人才队

伍。一是建立人才保障机制。根据工作需要招聘或

引进相关专业的高学历人才，在各馆相关政策范围

内提供如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考核评优等方面的

激励，按照成果给予奖励或加分。二是加强人才队

伍培养。通过跟班工作、兼职服务、课题研究和培

训交流等方式提高图书馆专业人才的素质，组建一

支懂数据懂业务、能够快速响应前台需求的中台管

理技术团队。 

5  结语 

面对实际情况时，数据中台与业务中台，前台、

中台和后台之间的边界很难界定。南京图书馆的中

台建设任重道远，宏观层面已做好顶层设计，效能

初显，但缺乏实操经验，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实

施还有待改进，应先局部后整体，将数据、业务、

技术、服务等逐步统筹到中台架构中，同时建立配

套的评效机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具体操作方案。

今后笔者将持续跟进南京图书馆中台建设的进展，

对运行情况进行更深层次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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