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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缘起
Origin of the Project

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复旦大学-UCLA

社会生活比较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全球中国比较研究院中

方院长。

——“社会生活资料”：由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政府基层单位所制作，

但没有纳入正式档案系统而流入社会的文字、数据等资料。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指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世界各地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由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政府基层单位所制作但没有纳入正式档案系统而流入到社会的文字、数据等资料，其内容覆盖整个中国基层社会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基层政府文书
约20万件

民间书信
超过50万封

日记和笔记
5000多册

企事业单位文书
约80万件

项目缘起
Origin of the Project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收藏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收藏的主要是1949年之后的社会生活资料，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项目缘起
Origin of the Project

内容真实

个体化

稀缺性

细节丰富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特点：

 时间跨度：1949年以后，以20世纪50-80年代为主；

 地域分布：集中于长江流域的上海、江西、江苏、安徽、

四川、湖北等省市，部分资料涉及华北、东北地区；

 主要内容：家庭与个人生活史资料，企事业单位档案和

基层政府资料；

 资料总量：约500多万页，其中90%以上是手写资料。



成立复旦大学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苏、浙、赣、黔农村
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
理与出版”

资料中心与图书馆
合作启动资料

编目整理

成立“复旦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

启动资料数字化和
数据库建设

成立复旦大学图书馆“当代中国社
会生活资料分馆”、“当代中国社
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联盟”

2011
2012

2014
2017

2018

项目缘起
Origin of the Project



资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成果
数据：50万页资料，部分资料完成标引

规范：书信、档案元数据规范等
平台：数据管理、发布、共享、数字版权保护

建设计划（2019）
2019年3月上线，面向研究人员提供部分资料和书信
的共享和利用
借鉴哈佛大学datatags数据分级模型，建立数据分级
管理规范
依据数据安全级别，提供相应的数据共享服务

经费投入
50万页资料数字化

元数据标引
数据库系统软硬件采购和开发

人员投入
资料中心研究团队
图书馆技术、数字化、编目团队
软件开发厂商

 数据库建设概况（2017.11—2018.12）



贵定县资料

资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江苏 196,237页
镇江市资料
东台、如东人民公社资料

上海 126,684页
铁路总工会资料
丝绸进出口公司资料
川沙人民公社资料

江西 42,036页
萍乡电厂资料
赣州市资料

四川 63,330页
射洪供销社资料。 浙江 28,466页

海宁桃源村资料

河南 26,430页
南阳运输公司资料

贵州 14,901页

 50万页数字化资料的地域和数量分布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已经完成数字化的50万页资料，覆盖7个省，15个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



资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数据库的首页。目前检索、浏览及全文访问，都需要登录。 



资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来自张乐天《关键词汇总表》

编目员根据内容提炼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这是检索结果列表。可以根据年份、中文标签、自由标签缩小检索结果。中文标签一般在张乐天老师提供的“2016版关键词汇总表”中选取，若该表中没有合适的关键词或关键词不足，则编目员针对档案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历史事件进行概括，给予自由标签。中文标签和自由标签有助于内容揭示、聚类。



资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Handle System唯一标识符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316/23
1010-chinalife-files-2369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详细信息页面。可以查看档案的题名、档案创建日期、关键词、所属机构、地区等信息。每份档案给予一个全球唯一标识符。我们采用Handle System。



资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数字版权保护：

 浏览器在线浏览，无
需安装插件，图片不
可保存，也无法从缓
存中提取

 显示低精度压缩图片
 静态水印：复旦大学

校徽
 动态水印：用户所属

机构名称和账号名称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这份动态水印比较清晰



资料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在线协同编目：

 通过浏览器在线查看原始
高精度图片，可放大缩小，
便于识别手写文字；

 完成元数据著录，并选取
一份档案的多个图片文件
后，系统自动将图片组合
成一个PDF文件，并与元
数据挂接；

 支持任务分配、工作量统
计等，可用于众筹编目。



资料共建共享机制的探索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2018年10月16日，22家学术图书馆

及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当代中国社

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联盟”

(Coal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 Life Archives,CCCSLA)

12家内
地高校
图书馆

香港中
文大学
图书馆

日本东
洋文库

8家北
美高校
图书馆

22家联
盟单位



资料共建共享机制的探索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请替换文字内容，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也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请替换文字内容，添

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也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请替换文字内容，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

字内容，也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请替换文字内容，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也可以直接

复制你的内容到此。请替换文字内容，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也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

请替换文字内容，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也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

资源建设组组长单位

学术推广组组长单位

平台建设组组长单位

标准规范组组长单位

武汉大学图书馆联盟的宗旨

建立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机

制，促进此专题资源的收

集、整理、保护与利用，

并以服务全球学术研究为

目标。

南京大学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联盟的主要工作：整合各会员单位可供共建共享的相关元数据或数字资源；初期以资源建设、平台建设、标准制定和学术推广四个领域的运行为主



资料共建共享机制的探索
Digit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Database

依托联盟，探索成员之间的多种合作模式，加快资料整理、数字化和数据化建设

建立共享资料的元数据库

联盟成员提供在联盟内部可共享的纸质或数字化文献资料的元数据，并提
供相应的访问方式。

联盟成员之间的项目合作

根据各自的收藏特色和资料利用需求，联盟成员之间通过项目合作方式开
展资料整理、数字化及共享服务。（CADAL & FDULIB 2019合作项目）

专业整理与众筹标引的结合

探索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国内外对资料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在线上、线下
阅读文献的同时，做一些标引和内容数据化工作，为数据库建设以及资料
的内容揭示做贡献。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基础上，联盟倡导成员根据各自的收藏和经费情况，探索多种合作模式，加快资料整理、数字化和数据化的进程，以便尽快服务于学术研究。考虑从三个层面探索资源共建共享。CADAL & FDULIB 2019合作项目：2018年12月，CADAL项目管理中心与复旦大学图书馆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数据库”并与CADAL实现共享。



未来计划
Next Steps 

在法律、政策、制度、伦理框架下，研究制定适用于该类资料(企事业单
位文书、个人书信等)数据的分级管理规范；

制定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数据的安全分级规范

• 收集各成员单位资料的收藏及数字化建设情况；
• 调研各成员单位的共建共享需求；
• 规划联盟资源建设的阶段性方向；
• 规划联盟数据服务的网络基础设施；
• 以联盟共享、项目合作等方式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推进、落实联盟内部资源共建共享工作

立足联盟资源，通过组织一系列学术推广活动，推动形成国内外合作的社会生活资料
研究网络。

推动基于资料的合作研究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法律、政策、制度、伦理框架下，研究适用于该类资料的数据分级管理规范，包括风险识别、分级原则、分级模型、分级流程等。在此基础上，明确各个级别的数据的共享范围、数据脱敏方法和程度、数据的访问控制策略等。通过对不同风险级别的数据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促进资料最大程度的共享和利用，同时也避免数据不当开放和使用导致的多种风险。规划联盟建设方向，推进联盟成员之间的信息互通、项目合作数据库建设过程中，中外很多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图书馆都提出了资料交换、共享、进一步国际合作研究的强烈需求，资料的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因此未来可以请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组织和推动基于资料的研究，形成国内外合作的社会生活资料研究网络。也可以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如年度学术研讨周，围绕联盟资源，组织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领域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共同探讨相关问题，开展合作研究。



Questions?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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