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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1930年10月 1952年系科调整 2000年5月三校合并后
成立新的重庆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重庆市馆藏最丰富的高校图书馆，创办于1930 年，

历史悠久，管理与服务并重

概况

建筑
面积 59362平米

图书
馆藏 527万册

阅览
座位 5481 年总

经费 3000+万/年

2010年虎溪新馆启用

数字
资源 1493万册/种

装修后的理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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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图的“特藏”有什么？

重庆大学特藏部恢复成立于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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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文献 专藏文献

• 重大文库：入藏自建校以来的一切学术成果，包括

马寅初、何鲁、陈豹隐、吴冠中等大先生的文献，以

及博士、博士后论文。已入藏1.2万多册。

• 方志文献：重庆市方志馆重庆大学分馆，共约8万种，

纸本馆藏1.3万册，包括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等；

数字馆藏6.7万册，含新方志（1949年后）5.7万种，

旧方志（1949年前）1万种。

• 重庆市作家文献：收藏重庆市作家的签名本作品，

2000余册。

• 古籍、线装书（含民国）2.3万余册

• 民国图书2万册，民国报纸61种

5000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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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小馆”的资源建设

•采购：特藏资源建设经费，孔夫子旧

书网、旧货市场、私人藏家、拍卖会等

•访问：校友总会、离退休处、老科学

家协会等机构及个人；文博机构、研究团

体、出版社等社会团体

•捐赠：面向全社会接收捐赠

核心：灰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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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文献总入藏量 特藏文献编目量

2019 约4500 1503件

2020 约24000

2021 约5000 29210页

2022 约10000 24819件

2023 约12000 6540件

•灰色文献一般指非公开出版发行

的文献，因其信息广泛、内容新颖、

所涉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而具有非常

强的收藏价值。

• 长期以来的重点工作

• 年均增长量稳定、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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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献 资源建设现状

• 特藏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数字文献

• 珍藏文献的自然老化：最好的保护手段

是数字化

• 资源研究利用的便捷性

• 数字时代全面来临

digital document， 2019年

公布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

词，以二进制数字代码形式记录

于磁带、磁盘、光盘等媒体，依

赖计算机系统存取并可在通信网

络上传输的文本、图像、音频、

视频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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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建设中的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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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特藏

以数字化为载体，具有严格版权控制的图书馆特殊文献馆藏，由

实体特藏的数字化版与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原生数字资源两部分

组成，是数字时代充分发挥图书馆文明与文化保存基本职能的重

要馆藏对象。

“数字”为其表现形式，决定其建设、存储、使用等系列规范，

“特藏”为其内涵形式，表明其内容、类别、载体等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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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特藏

实体特藏的数字化版本

独特的数字化馆藏

数字灰色文献

多媒体资源

公开的互联网内容

个人社交网络文书

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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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特藏的数字版本

• 主要是以古籍、民国文献、其他珍贵

文献等实体资源为主体，由此开展的

数字化工作的成果。

• 古籍及民国文献的数字版本，在当前

数字特藏中占比最高。

2024年4月18日，“中国古籍图典资源库”正式上线发布。
一期上线古籍插图5万张，采集自453种古籍。

2024年4月24日CADAL首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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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灰色文献

• 实物灰色文献数字化后的数字灰色文

献与未经正式编辑与发行的各类文档，

是本类别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

• 数字特藏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

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知识库

2024年4月24日“重大记忆”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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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资源

• 起步较早，容易收集、表现直观、对储存

需求较大。

• 机构多媒体文献一般主题明确、自成体系、

规模宏大；

• 个人多媒体文献则一般特色迥异、数量规

模大小不等、比较零散。
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简称“纪录片中心”）

于2016年筹建，2018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是为国内第
一家设立在公共图书馆，致力于纪录片收藏、整理、研
究、展示、服务的公共文化平台。2019年与广州电视台
合作共建共享广州本土影像资源已达9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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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互联网内容

• 保存目标主要是网页、新媒体内容，以及

信息公开的相关内容。

• 特点：消失得太快，必须抓紧时间保存

2019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

2022年12月，中国国家版
本馆接收了腾讯、阅文、腾讯
音乐娱乐三家互联网企业的网
络文学、视频、游戏、数字文
保及数字音乐5大类45项网络
数字版本入藏，宣告“中国国
家版本馆数字版本入藏计划”
全面启动。

2019年上海图书馆
与阅文集团达成网络
文学专藏战略合作,启
动全国首个网络文学
专藏计划,首批十部作
品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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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社交网络文书

• 个人社交网络文书属于私密内容，资源数

量极大且都具有独特性。

• 类似于传统时代的书信、手稿等资源类型，

• 对该类资源的收集鲜见，有可能造成未来

本类资源的长期保存缺失。

• 个人社交网络文书在收集过程中需特别注

意版权和隐私保护问题，最好个人和运营

商授权并主动提交邮件、聊天记录等。

聊天软件与邮箱

已消失或濒临消失的社交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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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

• 2018年国务院颁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国办发〔2018〕17号），

• 大学图书馆应重点关注科学数据的数字特

藏建设，以支撑科技创新工作，

• 对保密性要求特别高

• 是否愿意交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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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特藏的特点

独一性：每一份藏品都独一无二，基本不受时

间限制的特点，

分散性：可以不依托实体，广泛分散于每一个

有数字载体的地方。由此对数字特藏的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标准体系等提出了挑战，

紧迫性：现在每一件藏品上，互联网资源无论

公开与否其存在时长几无定数；特藏实体资源也随

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其对应的数字化工作必须

趁早完成。

观念的认知：

• 数字时代发展极其迅速，不及时保存极

可能等同于消失，因此迅速的抓取保存、

编目著录、典藏流通才有利于资源的永

久性存储利用。

• 于图书馆对于数字特藏的认识，部分图

书馆并未意识到数字特藏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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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特藏建设多渠道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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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特藏的数字化

重大文库

普通特藏资源

专题文库

古籍及民国文献

实体特藏资源来历：传承、采访、捐赠、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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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数字化馆藏独特的数字化馆藏

视频：部门合作

自行建设独有资源

卫星应用

声音图书馆

卫星应用一：[ +馆藏] 小程序和时间胶囊

• 2019年发布的多媒体馆藏添加、管理和利用平台

• 倡导读者参与共建数字馆

2019年开始运行的数字特藏微型小程序：+馆藏平台“数字特藏”专栏

视频：部门合作

自行建设独有资源

卫星应用

声音图书馆2019年开始运行的数字特藏微型小程序：+馆藏平台“数字特藏”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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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毕业生、校友和在校生

收集珍藏校园回忆的照片

• 以班级为单位集结成电子相

册。全部资源纳入馆藏

卫星应用二：[ 青春时光纪念册 ]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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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百年校庆，2029年全面建成

• 联合校内宣传部、信息办、校友会、档案馆等多个部门

• 入藏目标100万件

• 二期已建设完毕

独有的数字馆藏之一：

重庆大学“数字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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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数字馆藏之二：

+馆藏平台

• 读者参与共建数字馆藏。
• 倡导资源提交给图书馆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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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媒体：部门合作 声音图书馆

聆听校园：师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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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学习与党课：党史人物、党史微课、党史讲座、党史故事集合的视频专题展览，如
和宣传部合作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有声书专题（300多篇）

• 书香重大：读书月活动记录，包括活动、讲座、比赛、会议等

• 慧源共享：包括参赛指南、训练营讲座、优秀作品展的集合

• 文化展览厅的展览、各种阅读推广活动……

• ……

文化活动同步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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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加强政策层面的统筹规划与支持

 尽快完成实体特藏的数字化工作

 确定以专题建设为主的数字特藏建设

 倡导个人呈缴制，研发专用的数字特藏采集系统

图书馆如何从难以计数的数字内容中甄别属于数字特藏范畴的资源，在建

设过程中将分散的数字特藏分门别类直至成完整的架构，快速而稳步的构建起

数字特藏相关管理体系。当前重点是需要尽快起步，在实践中探索数字特藏建

设的经验与心得，按类集中管理与服务而使数字特藏的价值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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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特藏的服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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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百年校庆，
学校十四五重点项目

数字保存:全面收集和数字化加工与重庆大学相关的多模态

资源，构建重庆大学的多模态记忆资源库作为数据基础。

知识挖掘：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进行知识挖掘，智能关联

编织起一个百年重大的记忆资源知识网络，清晰而全面地

展现重庆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学科发展演变史、学术研

究的学者关联网络。

智能应用：应用数据可视化、VR/AR、智能交互等技术，

多渠道、多场景地为校史展演、云上展览、虚拟校园、未

来学习中心等做支撑，让尘封的大学历史得以数字化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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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独有特藏资源的数字资源，有效支撑编研出

版；

• 出版“重大文库丛书”。

有效支撑编研出版

“文献中的重庆大学系列丛书”
重庆大学目前发现的第一篇文献记载：

《申报》（上海版），1925年8月31日，期号188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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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厅以重庆、学校各类专题展览活动为主，多以学术发展、

校园文化、教学活动为展览主题，年均4-6次。

“线上+线下”展览重要的资源基础

2019年春“山城高
楼”主题展览的资源
刊载于《人民日报》
2019年9月3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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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进入课程体系

《数字文献史》课程：人文社

科高等研究院硕士、博士专业

选修课，学均32课时。

数字

文献

数字

图书
数字

特藏

音频

数字

艺术品
… 

…

数字

古籍

视频

数字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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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来的数字特藏



http://lib.cqu.edu.cn

开发更多专用的卫星

应用：email；微信

微博；网页抓取……

加强版权管理，严格

区分长期保存和现实

利用

图书馆之间的共建共

享

标准化建设 VR展览和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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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重庆大学图书馆
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