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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　继往开来
———新中国古籍保护的历程

蔡　彦
（绍兴图书馆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　通过回顾建国后古籍保护的历史过程，总结我国古籍保护的成功做法
和存在问题，探讨今后工作的方向。

关键词　古籍　保护　做法

　　古籍是古书的雅称。《汉书·艺文志》
云：“《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书之所起远矣。”据文化部的初步统计，国

内现存古籍 ３０００万册，其中公共图书馆
２７１７．５万册。古籍保护是连接历史与现实
的桥梁，是“存亡续绝”的工作，它不仅向人

们展示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历史，以古为

镜，继往开来。

１　新中国建立后的古籍保护工作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世界上首

先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

从未中断，与对典籍的保护和传承息息相关。

建国后，古籍保护工作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

重视。１９４９年４月，北京解放不久，华北人
民政府就将从日寇铁蹄下抢救出来的《赵城

金藏》４３３０卷又９大包从河南涉县运至国家
图书馆收藏。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央人民政府
发布《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

保护办法》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

办法》，规定：“各地原有或偶然发现的一切

具有革命、历史、艺术价值之建筑、文物、图书

等，应由各该地方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及公安

机关妥为保护，严禁破坏，损毁及散佚；并详

细登记（孤本、珍品并应照相）呈报中央人民

政府文化部”。凡“应没收之地主、恶霸所有

的上项文化遗产，不得听任损坏、散佚，或随

意分掉；应一律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保管，并

呈报上级政府转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

处理办法”。１９５１年，轻工业部接悉文化部
报告，“近来发现有些纸厂收买旧书做纸浆

原料，很珍贵的宋版书亦有在内销毁的”，发

出通报“我部直属各纸厂、各大行政区工业

部、各省市工业厅局：全国各地纸厂应一律禁

用旧版书、科学书作纸浆原料，以保护文物遗

产。希我部直属各纸厂遵照；各大行政区、

省、市工业部门转知所属各公营纸厂，并转各

地造纸业同业公会转知各私营纸厂一体遵照

办理。”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旧书情况调查，

通过国家调拨、藏书家捐赠、图书馆购买等方

式把９０％以上的古籍集中保存到各级公共
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

中。１９５１年，刘承干先生“为发展新中国社
会文化事业之需要”，慨然将其半生经营嘉

业堂藏书楼及四周空地并藏书、版片、设备悉

数捐给浙江省图书馆，成为传统藏书楼在社

会变革和转型面前与时俱进，持续服务公众、

造福桑梓的典范。这时期古籍保护的重点是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

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发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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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毛泽东《新民

主主义论》）。学者出身的周扬、郑振铎、刘

季平、赵万里先后主管全国古籍保护工作。

１９５８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专门设立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制定和组织

实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从１９５９年至
１９７８年，全国百余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
共同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

工作，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表１　近代主要藏书楼简况及藏书归宿

楼名 铁琴铜剑楼 海源阁 八千卷楼 ?宋楼 嘉业堂 自在严堪室

地点 江苏常熟 山东聊城 浙江杭州 浙江湖州 浙江湖州 天津

建立
瞿绍基（１７７２
－１８３６）

杨以增（１７８７
－１８５５）

丁申（１８２９－
１８８７）、丁 丙
（１８３２ －
１８９９）

陆 星 源

（ １８３４—
１８９４）

刘承干（１８８２
－１９６３）

周暹（１８９１－
－１９８４）

藏书 １０００００卷 ２０８３０多卷 ８００００卷 １５００００卷 ５７００００卷 ４００００册

流向

由瞿济苍、瞿

旭初等捐献，

现保存国家

图书馆。

小部分保存

国家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

馆。

售与南京图

书馆。

光绪三十三

年（１９０７）售
与日本三菱

静嘉堂文库。

大部分捐献

浙江省图书

馆，小部分售

与台北中央

图书馆、复旦

大学图书馆。

捐献国家图

书馆、南开大

学图书馆、天

津市图书馆。

　　１９６７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

见》，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博物馆、

图书馆、文管会、文物工作队（组）、文化馆、

文物商店、古籍书店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

财产，一律不要处理或销毁，应当妥善保管，

并注意经常的保养工作”。保存在各公藏机

构的古籍，文革中大部分得以幸存。

２　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为核心的
古籍保护工作

２．１　古籍保护工作的历史性机遇
古籍保护在整个文化事业中占有重要位

置，这项工作看起来似乎与现实联系不大，但

是它的兴衰起伏却与整个国家命运紧密相

关。改革开放以后，古籍保护工作出现了２
次历史性机遇：

（１）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
籍的指示》。１９８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第３７号文件，指
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

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

工作。这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１９８１
年，国务院恢复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十一五”期间，共资助 ５０８个项目，金额
８３４４万元。１９８３年，教育部决定设立全国高
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全国

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它

们的成立，推动了全国范围古籍保护和整理

出版。２００２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手实施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采取再生性保护手

段，将善本古籍系统地复制出版。一期《唐

宋编》、《金元编》已出书７５８种，８９９０册。二
期《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编》还将出版５５６种。
（２）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弘扬中华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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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的三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

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

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

力的重要因素。”“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

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

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一论述，为古籍保

护工作指明了方向。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着手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２．２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基本内容
针对古籍保护、研究、开发方面的诸多问

题，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十一

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主

要工作有两项：一是统一部署，从２００７年开

始，用３到５年时间，对全国各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

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并按照１－
４档定级。完善各单位的藏书目录，摸清古
籍家底。二是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制度。制订库房

和典藏制度。通过防火、除水、防紫外线，控

温、控湿的技术措施，解决环境、材料与古籍

保护之间的矛盾。《意见》还要求加大跨系

统藏书单位之间、公藏单位和民间机构之间

的沟通联系，依托国家图书馆建立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组建有１０个部委参加的全国古籍
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同时对于一些利用

频率高、文献价值大的古籍，不仅要进行数字

化加工，尽可能地将其整理点校出版，使之化

身千百，嘉惠公众。

表２　部分省份古籍藏量　　　　　　单位：万册

省份 辽宁 天津 陕西 四川 江苏 浙江 上海 广东

藏量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６０ ２６０ ５００ １４０

　　２０１１年，文化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一是建立适时申报、

分批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的制度。各地可随时申报，

常态管理。二是开展特色古籍保护，组织编

纂《中华古籍总目》、《中华医藏》、《民国文献

总目》。保存整理古籍资源是各级图书馆的

一项重要职责。目前，国务院分四批公布了

１１３７５部珍贵古籍和１６６家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公共图

书馆约占６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
书馆宣言》指出，加强文化资源整理，提高对

文化遗产的认识，促进文化间对话和文化多

样性，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职能，也是图书馆

有别于其他文化机构的特点。在古籍保护事

业中公共图书馆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２．３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各地的实践
２．３．１　落实资金，建立长效机制。自宋元至
明清，浙江一直是全国文献的聚集地之一，历

史上藏书家和藏书楼迭出。２００７年“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实施后，浙江省确定在省内 ５
家单位先行试点，全部对库房进行改造，安装

恒温恒湿设备。２０１１年，浙江省文化厅下发
“浙江省古籍普查项目管理办法”，正式确立

普查的课题管理模式。作为一项厅级课题，

由省财政保障其经费。目前已有３５个单位
通过申报，核发普查经费１２２．５万元，约占全
省古籍总量的７６．３％。对入选全国重点古
籍保护单位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单位

和珍贵古籍，浙江省专门给予每家单位１０万
元、每部珍贵古籍２０００元的建设、保护与普
查补助。２０１２年９月，浙江省古籍保护工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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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以 １１个厅局名义联合下发“浙江
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方案”、“浙江省古

籍普查实施工作实施办法”，文件明确各藏

书单位为古籍保护和普查登记的主体，省财

政对普查经费补助标准为：登记２．７元／册，
审校０．７元／册。全省古籍普查补助总额约
为１０００万元。经费发放，以审校为责任环节
和发放依据，省级审校完成，发放６０％普查
补助经费和省级审校费，国家级审校完成，发

放全部费用。为增加普查数据的备灾能力，

在浙江省台州市图书馆安装虚拟带库，建立

备份中心。另外，浙江省还编制了《普查专

用设备目录》，包括翻拍架、１２００万像素数码
相机、电脑和必备工具书等。省财政对全省

４０个欠发达县市分别下发１至２万元的保
护和普查工具补助经费。

２００９年广东省财政下拨古籍保护及普
查经费为９０万元，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的三年
分别为１７５万、１８０万和 １８５万元。利用这
批经费，为全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３００多部善本订制了楠木书盒４５１个。为省
内２０余家基层图书馆购置用于普查的非接
触性彩色扫描设备２６台，杀虫冷冻柜２５个。
广东省古籍中心主办或承办古籍编目、普查

及修复业务培训班６期。派送工作人员参加
国家中心举办的古籍培训课程５０多人／次。
为解决基层图书馆工具书数量不足的问题，

订购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明清稿钞校本鉴定》等普查

工作工具书３批共２０余种配发到省内３４家
古籍收藏单位。考虑到著录标准尚未统一，

广东省决定在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广东

卷》的同时，先行编纂方志分册。

江苏省对古籍保护一直非常重视。金陵

图书馆和扬州图书馆在新馆搬迁过程中，都

把最好的库房留给古籍使用。自２００８年起，

省财政每年投入 １００万元用于全省古籍保
护，２０１０年起增加为１５０万元。江苏省古籍
中心（南京图书馆）自２００７年起，每年有９０
万元古籍与民国文献保护专项资金，２０１０年
起增加为１００万元。它们每年均有不同数量
用于古籍普查，为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发放普

查数据费，标准为：数据费１．５元／条，审校费
１元／条，共２．５元／条。２０１０年省文化厅下
达专项经费３２万元，用于奖励入选国家级重
点保护单位以及入选国家级名录较多的收藏

单位。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江苏省连
续开展了三次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

单位评选工作。共２３９２部古籍入选。不仅
成为最早在全国开展省级名录、重点保护单

位评选的省份，也是目前评选期数最多的省

份。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江苏省政府协调下，江
苏凤凰出版集团以２．１６亿元价格拍得１／４
的“过云楼”秘藏，交给南京图书馆收藏。南

京图书馆表示，作为对凤凰集团的回报，他们

把另外３／４藏书的出版权交给凤凰集团。通
过竞拍这种形式，促使流散古籍回归，整体收

藏，体现了党和国家一贯保护古籍的政策。

２０１２年，北京市共拨发古籍保护专项资
金４５．７万元。其中普查劳务费为５元／部，
专家劳务费为１００—２００元／部。劳务费实际
上就是数据费。专家劳务费主要支付给为各

藏书单位鉴定古籍版本的有关专家。

但是从全国来所，经费投入不足，是每个

省古籍保护都存在的“通病”。在中西部地

区，古籍保护专项资金更少，如２０１２年陕西
省为８０万元，云南省为 ５０万，江西省仅有
３０万元。不仅环境无从改善，由于无法支付
普查数据费，还影响到各藏书单位提交数据

的积极性。

２．３．２　因地制宜，确定重点。２０１０年，西藏
自治区古籍中心在调研中发现，昌都查吉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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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阿里东噶皮央、日喀则热龙寺、山南甲

玉强钦寺等单位收藏有数量不少的古籍。但

由于这些单位地处偏僻、缺乏专门的管理人

员，收藏的古籍经年累月，由于雨淋和潮湿而

严重粘连变成书砖。于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定

制藏文古籍必备的装具，即护籍板、护籍布、

函头标签、带扣、丝带上，通过改善古籍的保

存条件，防止它们继续损坏或可能流失。

２０１０年初，天津市启动了《中华古籍总
目·天津卷》编纂工作，针对各馆人员配备

的不同情况，天津古籍中心采取一种主动出

击的办法。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古籍

７０００部，缺乏编目人员，便由中心委派专人
直接为它进行编目。针对“子部医家类”数

量较多、编目难度大的情况，商定由天津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负责“子部医家类”古籍编目，

其他馆书目数据汇总后，集中转交天津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审核。２０１２年完成的《中华古
籍总目·天津卷》摸清了全市古籍的“家

底”，为古籍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可靠依据。

上海是我国近代重要的文献中心，古籍

收藏数量大、善本多。由于绝大多数已按四

部法整理，所以着重做了以下五方面工作：一

是积极推进古籍修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历时一年开发“中国古籍修复网”。二是连

续１７年开展古籍全文数字化。２０１２年，上
海图书馆完成 ３１万叶，复旦大学完成 ３万
叶，华东师范大学完成１０万叶扫描量。三是
上海图书馆成立古籍资产清查小组，对近５０
万册未编古籍进行编目。四是在启动《中华

古籍总目·上海卷》的同时，组织编撰《中华

古籍总目·上图卷》。五是举办“上海市古

籍保护工作成果展”，进行全方位宣传展示。

山东省决定建立省级古籍保护督导制

度。２０１２年，山东省古籍中心制定了《山东
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督导工作表》，采取百

分制的方式对各单位进行考核。该工作表重

点考核古籍书库硬件设施、古籍普查进展、古

籍管理与制度建设、古籍保护实绩四方面内

容。其中古籍普查进度一项有２５分，占四分
之一。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山东省连续４年对全
省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２０１１年发文单位升格为省文化厅。通
过连续的评优奖先，起到了推动保护和促进

普查目的。甘肃省文化厅下发文件《甘肃省

古籍普查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表彰办

法》，规定先进的评选程序为：各收藏单位推

荐，地市文化主管部门审核上报，省古籍保护

中心评选，文化厅批准表彰。在中西部省份，

往往把把评比作为主要激励手段。

２．３．３　深化普查内容，提高保护实效。云南
省重视发挥省修复中心在古籍保护中的作

用。早在２００８年，云南省古籍修复中心就申
请首批具有二级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该省

古籍保护以组织编纂《中华古籍总目·云南

卷》为核心，编纂、普查同时进行。重视对少

数民族古籍普查，如楚雄州成立州古籍普查、

申报征集领导小组，在州图书馆设立“古籍

普查、彝族文献建设办公室”，建立楚雄州彝

族文献图书馆。

山西省在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

启动了“山西民间石刻文献拓制保护工程”，

希望通过拓制保护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

将全省范围内所存民间石刻资源陆续全部进

行复制保护。四川省把编辑《第一批四川省

珍贵古籍名录》作为普查的一项成果，对每

本书编写提要，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

２．４　文物保护模式
对古籍的保护很早就被提升到国家法律

的层面。１９８２年和２００２年的《文物保护法》
都规定，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历史上各时

代重要的文献资料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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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具体规定：“历史上

各时代重要的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

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

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

文物、三级文物。”经过《文物保护法》颁布３０
余年的实践，我国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已经建

立起一套成熟的制度，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

筹集资金，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模式。１９８２年
５月，根据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３次会议
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

案的决议》，决定组建文化部，古籍保护和管

理职能由国家文物局划入文化部。但是同属

文物的古籍却由于分属二个不同部门管理，

享受不到这些政策，一直处于自娱自乐的状

况。以浙江为例，２０１０年文物保护经费是１９
亿元（《２０１２浙江文化年鉴》），但古籍保护
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２０１３年４月，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发布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明确该专项资金的补助范围将打破国

有与非国有以及行政隶属关系界限。这意味

着一些非文物系统管理的文保单位、文物，有

可能被纳入补助范围。在古籍保护中引入文

物保护模式，应该是今天古籍工作者一项值

得的选择。

３　善本标准和古籍定级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最初的概念

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清末

张之洞曾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认识，给

善本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足篇”，即无缺

残无删削之本；二是“精本”，即精校精注本；

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张之洞《书目答

问－?轩语 －语学》）。《国家古籍定级标
准》（ＷＨ／Ｔ２０—２００６）依据“三性”（历史文
物性、学术价值性、艺术价值性）原则，把现

存古籍分为善本和普本两部分。善本分为

一、二、三级，普本定为四级。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凡清乾隆六

十年（１７９５）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出版的图书，
都在国家法律保护之内，不得走私出口”。

这虽然不是给善本划的年代界限，但却是判

断是否属于古籍的一条时间线。但是，２００６
年国家文物局重新制订的《文物出境审核标

准》却把１９４９年作为时间线：“凡在１９４９年
以前（含１９４９年）生产、制作的具有一定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原则上禁止出

境”。其中，“１９１１年以前（含１９１１年）生产、
制作的文物一律禁止出境。凡在１９６６年以
前（含１９６６年）生产、制作的有代表性的少
数民族文物禁止出境”。在“书籍”项下规

定：“１９１１年以前的禁止出境。存量不多的
木板书及石印、铅印的完整的大部丛书，如图

书集成、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万有文库等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禁止出境。有重要历史、学术
价值的报刊、教材、图册等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禁
止出境。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物的原始版本或

最早版本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禁止出境。有领袖
人物重要批注手迹的一律禁止出境。地方

志、家谱、族谱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禁止出境。”
《审核标准》同时规定“现存我国境内的外国

文物、图书，与我国的文物、图书一样，分类执

行本标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善本书总

目》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辑《中国善本书总

目》，集录了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

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

及所属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７８１个单
位所藏古籍善本１３万部。《书目》对善本的
概念是这样确定的：（１）元代及元代以前刻
印或抄写的图书。（２）明代刻印、抄写的图
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３）清
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６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总第１２０期）



（４）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
图书。（５）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
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

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６）辛亥革
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

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７）
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

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８）在
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

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

精版画的刻本。（９）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
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

记的）。把善本的时间下限定在清乾隆六十

年（１７９５）。１９９２年 －２００９年间出版的《中
国古籍总目》，则以古代至民国初人撰著并

经写抄、印刷的历代汉文书籍为收集范围。

显然，关于善本、古籍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

的，总的来说是年代界限在不断后移、更加看

重书的内容因素。

２０１３年，在经国务院同意发布的第四批
１５１６部“国家珍贵古籍”中清乾隆至近代时
期古籍有多部入选。它们大多属于近代以来

抄稿本，如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孙诒让稿本

《大戴礼记評补》。同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

文公布第一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共２２８
部。其中清乾隆至近代时期共 ４４部，占
２０％，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浙江籍著名书家稿抄本。如《救荒

全书》十六卷【（明）祁彪佳撰，清沈复粲鸣野

山房抄本，绍兴图书馆】；《车酋轩使者绝代

语释别国方言》十三卷【（汉）扬雄撰，（晋）

郭璞注，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樊廷绪刻本，
（清）陶方琦校，浙江图书馆】；《重编汲古阁

刊书目录》二卷【（明）毛晋撰，（清）姚振宗

编，清姚氏快阁师石山房抄本，（清）陶方琦

跋，（清）陶浚宣批校并跋，杭州图书馆】；《有

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不分卷【（清）张岱

撰，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山阴陈锦刻本，
（清）杨越校跋并录清李慈铭校，浙江图书

馆】。沈复粲、陶方琦、陶浚宣均为晚清浙江

绍兴著名学者。

二是留有浙江籍学者题跋。如《刘左史

集》四卷【（宋）刘安节撰，清抄本，（清）孙衣

言校并跋，（清）孙诒让校，浙江大学图书

馆】；《越缦堂笔记》一卷【（清）李慈铭撰，手

稿本，（近代）陈锡钧观款，（近代）陈训慈、

（近代）冯孟颛跋，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金石识别》十二卷【（美）代那撰，（美）玛高

温口译，（清）华蘅芳笔述，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刻，江南制造局编译丛书本，周树人
（鲁迅）批校，绍兴鲁迅纪念馆】。孙衣言

（１８１４－１８９４）、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浙江
温州人，父子两人整理发扬“永嘉学派”，影

响深远。陈训慈（１９０１－１９９１）、冯孟颛
（１８８６－１９６２）都是近代宁波文化名人。

三是浙江地情资料。如《［同治］象山县

志》二十四卷末一卷【（清）黄丙、马嗣澄等纂

修，清抄本，（近代）张美翊跋，宁波市图书

馆】；浙江省地图附说明不分卷【（清）佚名

绘，清彩绘绢本，浙江图书馆】。张美翊

（１８５７－１９２４），浙江宁波人。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两度出任南洋公学总理（校长）。民国后，促

成建立宁波图书馆。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

形成的产物。同时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现象，

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积淀。人们常说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这句话告诉我们，文化作为人类精

神活动的产物，总会带上一方地域的色彩。

古籍除了简单的记录作用，更重要的是它的

内容反映了一地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在古籍

定级标准中，历史文物性侧重以版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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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价值侧重以古籍反映的内容，艺术价值

侧重以版本具有的特征。确定古籍的级别，

按版本年代来定确定比较容易，但不是唯一

依据。凡按历史文物价值（有时限），应属下

一级别，而按学术价值衡量可列入上一级别

者，均应定为上一级别。

４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
４．１　登记范围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范围是我国境

内各收藏单位或个人所藏，产生于１９１２年以
前，具有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图

书文献，包括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以及甲骨、简帛、敦煌遗书、碑帖拓本、古地图

等文献。其中，部分文献的收录年限可适当

延伸。这个年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手册》

（２０１２）规定：“１９１２年以后，以传统著述方
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具传统装订形式的

少数汉文典籍，可适当收录，但仅限产生并版

印、抄写于１９１９年（含１９１９年）以前的少数
著作”。２０１２年已经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
任务的内蒙古，由于以原《内蒙古自治区线

装古籍联合目录》为底本，原将线装形式的

古籍全部著录在内，在和国家古籍登记规则

接轨之后，就将民国古籍剔除了。目前仅

《浙江省古籍普查工作实施办法》规定：浙江

省古籍普查范围为浙江省辖区内所藏汉文古

籍。（１）传统古籍。１９１２年以前形成的具有
传统装帧形式的汉文古籍。（２）民国线装
书。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９年间形成的有关传统学
术并具有传统装帧形式的汉文古籍。把登记

下限划在１９４９年。
４．２　登记内容

登记内容，一是查未编书，做好未经编目

之书的整理入藏登记。

二是查已编书，进行重新校核，完善著

录。原则上每个索书号对应一个“古籍普查

登记编号”。著录内容按照《全国古籍普查

登记手册》（２０１２）要求，必登项目有索书号、
题名卷数、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册数、

存缺卷数。选登项目有分类号、批校题跋、版

式、装帧形式、丛书子目、书影、破损状况等。

目前既有全部著录的，也有简目著录，还有采

用数据导入的。２０１３年浙江省第四期古籍
普查培训班把登记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索书

号、题名卷数、著者（含朝代、著作方式）、版

本、牌记、版式、装帧（册数）、装具”八项并需

注明依据，提出了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全

部著录项目为索书号、分类、题名卷数、著者、

版本（带补配）、版式、装帧（册数）、装具、序

跋、刻工、批校题跋、钤印、修复、子目、定级、

定损１６项（《浙江省古籍普查书本信息著录
要求简表》）。不久进行一定简化。如对于

丛书子目散入到各处，可用圆括号注明“（存

!

种）”。版本依据分４种情况：“牌记”、“序
跋”，工具书，传统著录，拟定。写法规定为

“工具书名称加页码”、“传统著录”或“比对

某处某页书影”。陕西省把登记项目规定为

索书号、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带补

配）、版本年代、版本类型、版式、装帧形式、

册数、存卷、批校题跋、所属丛书题名、子目、

单位、附注、普查编号、文种、旧普查编号１９
项。它们都属于全部著录。

与上述省份不同，为了加快普查进度，从

２０１２年开始，福建省把原先的全部著录调整
为只对必备项字段进行著录。采用新标准

后，普查量每月增加１０００－１２００条，确保在
２０１５年完成任务。黑龙江省将普查平台录
入的１３项内容简化为６项基本内容，以便加
快古籍普查的进程。基于同样原因，吉林省

也决定按照简化格式著录。

２０１２年，辽宁省图书馆通过调整普查登
记项目，将原有古籍书目数据库中的数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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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转换成ＥＸＣＥＬ表格数据，在此基础上依照
普查规则与已经目验原书的目录卡片进行核

对、修改。省古籍中心及时总结数据转换中

间易出现的问题、需要重点复核的字段、原有

书目数据库和普查登记表格著录规则的差

别，在当年召开的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会

议上向全省进行推广。由于简单实际，易于

掌握，各单位回去后很快实施起来。目前，内

蒙古、山西、北京、河南、湖北等省市数据大多

采用批量导入形式。２０１２年４月，内蒙古率
先完成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任务。

由于陕西省已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开展了《陕
西古籍总目》编纂工作，《陕西古籍总目》所

要求的古籍著录项目与国家古籍普查登记著

录项目存在部分交叉重复，一些数据可以共

享。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通过利用这些数

据，提高了古籍普查的进度。

４．３　普查成果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数据（包括古籍普查

登记编号）形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

据库”，在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发布。各省级

古籍保护中心在本省古籍普查登记和本省

《收藏单位古籍普查目录》基础上，组织编纂

《中华古籍总目》（省卷）。

４．４　存在的问题
古籍普查工作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光从

名称上看就有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古籍登

记平台几次变化，各地普遍需要一套可资为

参照的有效数据。关于古籍登记著录的具体

标准一直没有统一，如分类上就有四部法、五

部法、六部法三种，实际上没法统一。老著录

员的传帮带对于新手了解以往编目历史、著

录要求的变化、古籍保存方式都有较大的帮

助。但是，也存在有老著录员固执己见、应用

不全面或者“一个口子出去”等弊端，以至于

出现诸多争议、反复探讨以求达成一致意见，

耗费不少时间。

５　研读撰写提要，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把编制书目作为图

书整理的一种方法。编制书目时首先将群书

“部次甲乙”，然后“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

通伦类，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渊流”，是“欲人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编制

古籍书目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我国古

代的目录著作从汉朝刘向《七略》起，一直到

清朝《四库全书总目》都是对传统学术的综

合研究。他们的作者大多体现这一时代的学

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傅璇宗

《中国古籍书目提要·序》）。清末编就的毛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陆心源《?宋楼

藏书志》不仅详考版本渊流、优劣，还记述藏

书的内容旨意，要求编撰者具有很高的知识

素养。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毛目”还是“陆

目”都没有象近代西方书目那样按照著者姓

名或书名字母顺序来排列款目，而是根据内

容，按各自书名、作者、版本来排列。作为首

次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和普

查，不撰写提要，丰富的地域性内容被忽略，

不免有种令人生冷的感觉。

６　结语
当前，我国古籍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固，仍

然存在许多制度上缺失和认识上误区。一方

面，要求我们怀有敬重、敬仰、敬畏之心，把对

古籍的保护作为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

发展重要内容，出台若干有针对性的政策，统

筹规划，确保落实。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分工

到位，协调有序古籍保护、协调机制，发挥全

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国家文物鉴

定委员会职能，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把保

护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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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
馆长工作暨案例研讨会议

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７日，由浙江省高校图
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分委

会主办、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承办的

“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馆长工
作暨案例研讨会议”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举行，来自省内３９所高职高专院校图书
馆的馆长和部分案例的代表等５０余人参加
了会议。

省教育厅高教处韩天琪调研员、省图工

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章云兰、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崔戴飞、副院长黄云龙等出席大

会开幕式并作了讲话。章云兰秘书长代表省

图工委宣读了“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案例”获奖文件，有

关领导对２３个获奖单位颁发了获奖证书。
会上，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分委会主任

黄力军作了《２０１３年的工作回顾和后续工作
安排及２０１４年的工作计划》报告；副主任周
云就教育部高职高专分委会会议精神作了传

达；副主任兼秘书长叶新明就案例征集和评

选工作作了简短说明。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杨国顺馆长、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金瑜雪馆长、湖州

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陈玉馆长、浙江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陈笑缘馆长和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胡朝德书记分别就各自提交的案例作

了精彩介绍。小组讨论会上，大家分别就各

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各馆开展的

一些做法做了分享。小组讨论会后，各小组

分别作了汇报。

在会议期间，韩天琪调研员和章云兰秘

书长召集部分人员就开展我省高职高专院校

图书馆第三次调研工作做了研究与布置。

会议分别由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黄

云龙、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分委会副主任章

洪、胡朝德主持。

会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简朴不失

隆重、简短不失务实的会议。会议时间安排

紧凑，会议内容丰富实用，对图书馆各自开展

工作具有积极和具体的指导意义。

（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分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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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州数字档案

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启示

蔡文彬

（浙江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　伊利诺伊州数字档案是美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一个成功典范。文章从
定位、组织以及保障三个方面总结了项目的建设经验，并结合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现状，提出了借鉴的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　伊利诺伊州　数字图书馆　数字档案　启示

　　伊利诺伊州数字档案（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ＩＤＡ）项目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正式启动，
经过１０年多的建设，目前已经成为伊利诺伊
州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交流

机构收藏的原始文献资源的数字集合。２０１０
年６月，笔者有幸参加由美国伊利诺伊州立
大学香槟校区组织的中国图书馆员暑期项

目，对 ＩＤＡ项目进行了认真调研，回国以后
一直关注该项目的最新进展，认为 ＩＤＡ项目
定位准确、组织有序、保障有力，成效显著。

特撰此稿，以供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参考。

１　ＩＤＡ项目的特色与成效分析
１．１　定位准确———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并
重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目的除供学术研究之

外，更多地应考虑史料的保存及文化的传承。

正是因为伊州政府在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中

牢牢把握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文化遗产这个

主旨，所以ＩＤＡ在资源的选择上优先考虑第
一手资料，如照片、手稿、日记、口述历史、地

图和报纸等等。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已经进
入ＩＤＡ的特色资源有 １４４个。各个成员馆
根据自身的收藏优势精心组织资源，既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有描

述地方风土人情、悠久历史的数据库，也有当

地政治领袖、英雄人物的数据库，有按历史事

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组织的资源，也有按文

献类型如地图、明信片组织的资源（如表１、
表２所示）。

表１　ＩＤＡ成员馆及所供资源一览（部分）［１］

提供机构 资源名称

ＥｌｍｗｏｏｄＰａｒｋ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ＶｉｌｌａｇｅＧｒｏｗｓ－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ＥｌｍｗｏｏｄＰａｒｋ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ｓ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Ｈｅｉｇｈ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ｌｏｒａ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ｌｏｒ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ＥｌａＡｒｅａ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ｌａＡｒ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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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机构 资源名称

Ａｕｒｏｒａ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ＭａｐｓｏｆＡｕｒｏｒ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Ａｌｉｖｅ！ＥａｒｌｙＨｅｒｏｅｓａｎｄＨｅｒｏｉｎｅｓ

Ｎａｐｅｒｖｉｌｌ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Ｎａｐｅｒｖｉｌｌ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ｔａｔ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ｂｒａｈａｍＬｉｎｃｏｌ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Ｆｉ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ｅｒＬｉｎｅｏｆＤｕｔｙＤｅａｔｈ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表２　Ｌａｋｅ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ｕｓｅｕｍ的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专题［２］

提供机构 资源名称

Ｌａｋｅ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ｕｓｅｕｍ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ｓ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ＶＴ，ＮＨ，ＭＡ，ＲＩ，ＮＹ，ＣＴ，ＰＡ，ＤＥ，ＭＤ＆ＤＣ）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ｉｄｗｅｓｔ（ＮＤ，ＳＤ，ＭＮ，ＷＩ，ＭＩ）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ＷＡ，ＯＲ，ＭＴ．ＩＤ，ＷＹ，ＡＫ）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Ｍｉｄｗｅｓｔ（ＴＸ，ＯＫ，ＡＲ，ＬＡ）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ＫＹ，ＷＶ，ＶＡ，ＮＣ，ＴＮ，ＳＣ，ＧＡ，ＡＬ，ＭＳ，ＦＬ）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Ａ，ＮＶ，ＵＴ，ＣＯ，ＡＺ，ＮＭ，ＨＩ）

　　通过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使伊利诺伊州
很多即将消失的资源得以保存，促进了文化

遗产的还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１．２　组织有序———统一领导与分工合作相
结合

伊利诺伊州立图书馆是 ＩＤＡ项目的牵
头单位。纳入伊利诺伊州数字档案的资源是

为伊利诺伊州的市民以及其他通过互联网访

问的人们进行共享而创建和保存的，这完全

符合伊利诺伊州立图书馆“力求为政府、图

书馆和人民提供卓越的信息获取和创新服

务”的使命。在其精心组织和统一领导下，

全州６０余家成员馆参与了 ＩＤＡ项目的建

设。在资源选择、质量控制、版权保护、技术

手段等一系列标准的指引下，各个参建单位

根据自身的馆藏资源优势，科学有序地进行

了特色数字资源建设。比如伊利诺伊州立图

书馆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文档

及海报数据库，Ｌａｋｅ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ｕｓｅ
ｕｍ的美国及国际明信片系列数据库等等。

ＩＤＡ的资源收集倾向于当地的历史以及
分散收藏在伊利诺伊州的图书馆、博物馆、档

案馆和相关文化遗产机构的重要资源。为获

得此类资源，伊利诺伊州立图书馆向那些能

够提供完备的资源数字化计划并承诺通过互

联网免费提供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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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拨款。ＩＤＡ数字资源的所有权属于提供
机构，每个资源的提供机构负责所有权或者

数字化授权文件的保存。ＩＤＡ提供机构负责
数字对象的技术质量、元数据的准确性、对数

据的定期备份等处理，要求参建单位提供最

高的图像质量和最全面的检索点的数字化技

术和元数据标准［３］。ＩＤＡ还提供图像和元数
据访问的存储空间，但主要的数字图像存储

还是由提供者承担。伊利诺伊州图书馆除了

自身提供的数字化资源外，不对 ＩＤＡ中其它
资源的所有权进行认领。所有进入 ＩＤＡ的
资源从创建、组织，到保存都要依据伊利诺伊

州立图书馆推荐或采用的最佳案例［４］。

１．３　保障有力———完备的图书馆法案作保
证

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伊利诺伊州利用《图书
馆的服务和技术法案》基金支助本州各类图

书馆的数字成像项目，到２００９年，累计拨款
达４４０万美元（见表３）。《图书馆服务和技
术法案》（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ＬＳＴＡ）是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由美国前总
统比尔·克林顿签署的一个美国联邦图书馆

奖励基金或者叫拨款计划（ｇｒａ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该计划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６年颁布的《图书馆服
务法案》（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ｔ）和 １９６２年颁
发的《图书馆服务和建设法案》（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ＬＳＣＡ））［５］，新法
案由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和其它的图书
馆组织进行了修改完善。原先的法案，主要

服务于公共图书馆，注重于馆舍的修建，而新

法案面向所有类型的图书馆，包括公共、学

校、学术和专业图书馆，更关注技术基础设施

的建设以及图书馆服务的开拓。ＬＳＴＡ规定，
其经费的９１．５％以上必须用于州基金，至少
３．７５％必须用于全国性的活动，１．７５％用于
土著人的服务，３％用于 ＬＳＴＡ的项目管理费
用［６］。每个州根据联邦博物馆及图书馆服

务协会（ＩＭＬＳ）制定的长期规划给予各级各
类图书馆申报的项目一定的经费支持。

表３　ＩＤＡ数字成像项目案例

申请机构 项目名称 经费（＄）

Ｌａｋｅ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ｕｓｅｕｍ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０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ｔａｔｅＭｕｓｅｕｍ 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ｍｕｓｅｕｍ ２０，０００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ｔａｔ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ｅｒｉ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１９３６－１９４１ ２０，０００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Ａｌｉｖｅ！ＥａｒｌｙＨｅｒｏｅｓａｎｄＨｅｒｏｉｎｅｓ ８０，０００

Ｅａｓｔｅｒ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ｒｂｌｅｒ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０，０００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１９，８２５

　　ＬＳＴＡ保证了美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经费
的持续投入，而且政府对图书馆拨款的管理

权从教育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样一
个管理许多下属机构从而对图书馆较少重视

的大部门，转向了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ＭＬＳ）这样一个独立的可以对图书馆较多关
注的小机构，更能保证系列项目的统筹与开

展，推进互联网和数字图书馆先进技术在图

书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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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ＩＤＡ项目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
启示

２．１　加强数字资源建设的整体规划，避免各
系统之间存在的重复建设现象

中国数字图书馆的起步要比美国晚了整

整十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１日，由国家图书馆
承担的国家“十五”计划重点建设工程“中国

数字图书馆基础工程”的立项获批，标志着

中国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正式启动。至

今，数字图书馆建设具有初步规模的包括文

化部“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教育部“三 Ｃ工
程”（即ＣＡＬＩＳ、ＣＡＤＡＬ、ＣＡＳＨＬ）、科技部“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ＮＳＴＬ）、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等。十年来，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取得的成

效有目共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乐观。比

如，数字图书馆建设缺乏整体的规划，一方面

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现象，导致了经费的浪

费；另一方面，一些战略性资源的建设尚存在

明显空白；开放合作的标准规范尚未建立，各

系统的标准规范体系之间还存在分歧，难以

实现统一互用，影响了各系统之间的统一检

索和跨库操作等等。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划。首先，

要站在国家文献信息资源战略储备的高度，

在全国建立若干数字资源保存中心，在全国

形成数字资源的分布保存机制和网络资源的

分工采集机制，实现对数字资源的协同采集

和长期保存。其次，要建立数字图书馆标准

规范的开放建设和开放应用机制，尽快形成

由技术标准、管理标准、服务标准等标准规范

组成的完善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第

三要按照“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建共享，

共同发展”的思路，加强行业间、地区间的共

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形成数字图书馆建设

的整体优势［７］。

２．２　注重特色资源的建设，更多地担当起文
化传承的责任

我国在建数字图书馆的资源来源于：①
购买数字资源，以学术性资源为主；②馆藏资
源的数字化扫描以及通过购买或交换获取的

资源；③网络资源挖掘和整理；④国家数字图
书馆还接受缴送的数字资源。由于各个系统

的数字图书馆都以项目申报的形式加以建

设，一旦项目获批，周期短，任务重，建设单位

往往注重了数量，忽视了质量，导致大量的资

源你有我有，你无我无，无特色可陈，无优势

可言。而且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对学术支撑

的关注较高，对文化传承的考虑较少。

ＩＤＡ项目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并重的定
位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很有启发。今后，

要进一步加大行业特色资源和地域特色资源

建设力度，形成类型丰富、特色突出、结构合

理的海量数字资源库群。重点是要利用现代

化的技术手段，对那些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

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

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

续和发展的。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

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

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

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长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

术保护的冯骥才曾在不同场合指出：“民族

民间文化艺术每一分钟都在流失。”［８］同时，

信息手段的革命和信息内容的革命，又给全

球性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契机。

１９９５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将该馆收藏的艺术
精品和分散在法国各地的古书艺术插页用彩

色、高分辨率扫描仪录入光盘；１９９６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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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保护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１９９９年，
欧盟“内容创作启动计划”将文化遗产数字

化作为“为文化产业奠定知识基础”的最优

先项目［９］。２００４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２００５年，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

政府已将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工作进入全面、科学、

规范有序的发展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和表现的方式是多

种多样的，内容涉及面广，表现方式特殊。因

此，首先要着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搜集、

抢救工作，特别到民间艺术传人家中抢救性

地拍摄、录制一些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创作

内容和实物资料，尽量完整地记录非物质文

化遗产固有的原始形态。其次，由于大量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同时也记载在相关的地

方文献中，要有计划地将相关主题的资料进

行数字化处理，将有价值的纸本文献、图片资

料用扫描、识别等方法转换成数字符号存储，

并添加到相关主题库中。第三，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深层开发和利用。要

立足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的特点进行资

源集合元数据标准化、规范化的深层次揭示，

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类聚、组合、标

引、建库，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科

学、系统的收集、整序、分解、重组的方法。最

后，要建成能面向用户的高效能、综合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信息集成的服务体系，形成统

一检索平台、一次性用户认证、不同系统之间

同一主题的无缝链接和完整的集成化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信息服务综合平台。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

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

深层次精神支柱，收集、整理并利用各种技术

手段向公众传播人类文明成果是图书馆的职

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可以带动本地

传统文化和艺术资料的收集，丰富地方文献

特色数据库的内容，体现特色数据库的独有

性、权威性，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

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

的作用。

２．３　数字图书馆建设是项长期的任务，必须
有持续的经费投入

国内的数字图书馆都是以项目立项的方

式进行建设，除了极个别的项目有后续的二

期、三期，很多项目都是一次性的。由于项目

申报的仓促，许多项目在内容设计上肯定存

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另外对在建项目经费投

入的考虑较多，而对日后的维护更新估计不

足，很少考虑其后续的发展，导致项目建成后

的漏洞百出甚至被废弃。

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数字图书馆

的形式加以保存和呈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

工程，而不是一次投入就可以满足了的工程，

它既有硬件环境技术设施的建设，更有数字

资源管理平台和服务手段的建设。政府财政

部门应该充分意识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及教育普及程度，与该地区的信息化发

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应当按照科学

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依照公共财政支出的基

本原则，对共享信息资源基础设施予以经费

支持。从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成败经验来

看，前期建设政府投入大而没有后续经费保

障或完全依靠建设单位自筹经费的，运作起

来都十分困难或者胎死腹中，造成前期投人

的巨大浪费，而能持续投人并每年纳入预算

拨付的都可以不断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由

于数字图书馆规模大，覆盖面广，其前期投入

和后续支持经费都是巨大的，光靠政府的投

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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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浙江学术发展特征及其成果概况


———基于浙版图书的被引分析（１９５０－２００６）
余丰民　（浙江树人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５）

林彦汝　（浙江树人大学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５）

　　摘　要　图书专著是学术成果传承的主要载体，也是科研人员利用较多的参考
文献源。本文基于ＣＮＫＩ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浙版图书的被引书目，从被引图书的出
版年分布、出版社分布、学科分类统计、被引最多的图书统计等方面，揭示了建国以来

浙江省学术发展的总体状况，并对浙江学术发展的特点进行了重点剖析，对浙江学术

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筛选，以期发现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图书专著，

促进地方版文献资源的建设、保存与利用。

关键词　浙江　学术发展　学术成果　浙版图书　被引分析

１　引言
学术是人类对事物理性认识的系统化，

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主要通过学术成果

（如著作、学术论文等）得以传承。古往今

来，浙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人文

渊薮；从横向来看，浙江学术也是异彩纷呈，

无论是传统学术中的经史子集，还是近代的

西学引进和新学创建，都有一定的成就。

学术界对浙江这一特定区域的学术研究

已有颇多成果，其主要集中在古代或近代的

传统学术研究上。如张焕敏 （２００７）以
１８２１—１９１１年间刊行的浙籍学者著（译）述
为考察对象，以清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书目、地

方文献等资料为依据，以定性研究与量化统

计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观察各个时期浙人著

述的数量与内容上的变化，以对晚清时期浙

江传统学术变化情况、以及近代学术在浙江

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进行了研究。黄开国

（２００６）阐述了浙江传统学术文化与整个中
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关系，浙江传统学术文化

内部的相互关系，以及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研

究与浙江当代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然而学术界的研究侧重点过多专注于对

名人和名著的专门考察和具体分析，多采用

学案的方式来叙述。从宏观的视野和总体的

性质来看，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属于

定性研究的范畴，大多侧重于性质的认定、特

征的探讨、经验的描述、价值的论断乃至道德

的评判，很少有数量的概念、数据的统计、计

量的分析。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传统

学术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工具

之一的目录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引文

索引数据库这种大型检索工具的出现，特别

是图书专著类引文数据库为我们研究现当代

学术发展提供了便利。在２０１１年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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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影响力报告》中指出，较古老的学科或较成

熟的学科其引用文献中图书的比例较大，如

人文社会科学的引用文献中一半以上为图

书，是学者们利用最多的文献参考资源之一。

叶继元和苏新宁分别利用 ＣＳＳＣＩ（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论文中的专著类引文，对我国改革开放３０
年来人文社科类图书的被引情况进行了分

析，对３０年来的学术发展特点进行精辟的概
括。徐贵水等利用读秀（ｗｗｗ．ｄｕｘｉｕ．ｃｏｍ）中
文图书被引用报告成果，也对我国近百年的

学术发展特点进行了探析。

上述文献开辟了图书专著被引用研究的

先河，但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如ＣＳＳＣＩ数据库
仅收录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的参考文献

数据，引文的文献类型相对单一；而读秀作为

一个元数据的集成数据库，有着最完整文献

类型的参考文献，但其只提供了高被引图书

的报告，被引数据没有完全公开，难以检索和

下载。基于上述原因，我们选择了 ＣＮＫＩ“中
国引文数据库”作为研究的工具。从文献类

型上来说，ＣＮＫＩ引文数据库包含了期刊、会
议论文、学位论文等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收

录的学科性质也比较全面。更可喜的是，

ＣＮＫＩ对期刊引文回溯到了创刊年———即补
充了１９４９－１９９４年间的期刊论文。我们检
索和下载了来源文献类型为“图书”、出版地

为浙江省的被引图书书目共８，４１９种，共计
被引次数２３０，８７３次（检索日期：２０１３－１０－
２２）。通过浙版图书的被引定量分析，不仅
可以了解到浙江学术发展的特征，还可以发

现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图书专

著，进而可以起到对学术界各学科专业书目

的推荐作用，对重要地方文献和出版社进行

甄别和筛选，从而促进地方版文献资源的建

设、保存与利用。

２　浙江学术成果的总体状况
与全国各省区相比，浙版被引图书规模

是比较小的。根据现有 ＣＮＫＩ收录的被引图
书统计，全国共有５９７，２９８种图书被引用，浙
版图书仅为８，４１９种，仅占１．４％，而京版被
引图书达到 ３４７７５７种，占了 ５８．２％。京版
图书无论在出版社数量上，还是图书的品种

上都是遥遥领先的。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及《浙江统计年鉴》的“图书出版数量”

（包括重版）统计，１９８７－２０１２年间，全国共
出版图书４５３０４２１种，浙江省为１２２５２６种，
北京市达到２０８６０６９种；２０１２年全国４４６个
出版社中，浙江省仅有 １０个，而北京地区
（包括中央级）多达１４５个。
２．１　被引图书的出版年分布

１９５０－２００６年间，浙江省出版图书数量
可以分为几个阶段：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为低速增
长阶段，该阶段每年出版的图书均低于３００
种；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为稳定增长阶段，该阶段
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均有１００多种的增长，
但每年均低于 １０００种；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年为高
速增长阶段，１９８６年首次突破１０００种，２００６
年已达到７２８８种，年均出版约３５７０种。

浙版被引图书的数量与被引次数按出版

年分布情况见图１。我们发现，随着图书出
版数量的增加，中间虽有曲折，但总的被引图

书数量和被引次数的趋势是上升的，两者的

相关性也是较强的；在建国初期至１９７８年很
长一段时间内，每年出版图书数量均不超过

３００种，被引数量和被引次数也非常低下，多
数年份被引图书没有超过１０种，被引次数也
不过５０次；从１９７９年始被引数量和被引次
数均上升明显，１９８３年被引图书数量已突破
１００种，达到 １０８种，而被引次数也突破了
１０００次，达到１３９７次；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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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数量和被引次数均有明显回落，但随即又

迅速上升，２００６年又开始有所下降，这应该
与图书从出版至被引峰值之间存在的滞后性

有一定的关系。

图１　被引图书的出版年分布
２．２　被引图书的出版社分布

目前，浙江省共有１４家图书出版社。其
中浙江出版社联合集团下属有８家出版社，
分别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海文艺出版社

于１９５８年并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
科学技术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

社和浙江摄影出版社。高校出版社有三家，

分别是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大学出版社于

１９９９年并入）、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原名浙
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成立）。地方出版社有杭州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另外，还有一家成立于１９０４年

的老字号———西泠印社。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以
前还出现过“新医书局”（一个医学专业书籍

出版社）。表１列出了１９５０－２００６年间各出
版社被引用图书的数量及被引次数等情况。

表中被引图书最多的出版社当属浙江大

学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该两家出版社

分别占了全部被引图书的３０．４％和２１．７％，
浙江大学出版社总被引次数也是最高的。从

平均被引次数看，浙江教育出版社远高于其

他出版社，达到了８７次，其次是浙江古籍出
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也都达到了３０次以
上。

表１　各出版社图书被引情况统计

出版社名称
被引图

书数量

被引

次数
平均 出版社名称

被引图

书数量

被引

次数
平均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５５７ ７８２３１ ３１ 浙江摄影出版社 ２９３ ２７２３ ９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８２６ ４８４４８ ２７ 杭州出版社 ２２１ １５６３ 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７８９ １７１３４ ２２ 宁波出版社 ２１３ １５８６ ７

浙江文艺出版社 ７６８ ８８１１ １１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１１ １１９８ 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５９３ ５１３３１ ８７ 西泠印社 １５８ ７８７ ５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３５１ ７８５５ ２２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７０ ４９８ ７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３０５ １０１６１ ３３ 新医书局 １２ ５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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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被引图书的学科分类统计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图书专著分为

２２个学科大类，表２列出了浙版图书按类别
分布的被引图书数量。我们发现，哲学与社

会科学类图书的被引数量（左边１１类，总计
６４８０种）要远高于自然科学类图书（右边１１
类，总计１９３９种），其中，以“文学”和“文化、

科学、教育、体育”两类图书为最多，占了总

数的近三成。其次是“艺术”、“历史、地理”

和“经济”等类，也都有较多的图书被引用。

在自然科学类学科中，“工业技术”类图书是

被引最多的，而“航空、航天”类图书没有被

引用的记录。

表２　被引图书数量按学科分类统计

学科大类 被引图书数量 学科大类 被引图书数量

马列毛邓及三个代表著作 ５２ 自然科学总论 ３４

宗教、哲学 ３０８ 数理科学与化学 ２８０

社会科学总论 ３１５ 天文学、地球科学 ３３

法律、政治 ３４０ 生物科学 ９６

军事 ２０ 医药、卫生 ３８０

经济 ８４０ 农业科学 ２５０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１０３１ 工业技术 ７８９

语言、文字 ２２７ 交通运输 １７

文学 １４０８ 航空、航天 ０

艺术 ９７８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３１

历史、地理 ９６１ 综合性图书 ２２

２．４　被引最多的图书
在 ＣＮＫＩ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在

１０００次以上的浙版图书有１２种，被引５０１－
１０００次的有 ３９种，被引 １０１－５００次的有
４５０种，被引５１－１００次的４５７种，被引１０－
５０次的有２０５９种，被引１０次以下的有５４０２
种，其中仅被引１次的有２０２２种。

被引次数最多的浙版图书是２０世纪美
国教育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奠基人约翰

·布鲁贝克（ＪｏｈｎＳｅｉｌｅｒＢｒｕｂａｃｈｅｒ，１８９８－

１９８８）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的中译本
（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郑继伟等译），被引
用次数高达３７０２次（其另一版本是２００１年
由王承绪等人翻译，也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被引次数为１５３６次，位列第５）。表
３列出了被引次数在８００次及以上的１７种
高被引图书，它们是当代浙江学术成果中最

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而浙江教育出版社在

这１７种图书中占了８席，成为浙江最具有影
响力的出版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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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高被引图书（被引次数≥８００）

书名 作者 出版社／年 被引次数

高等教育哲学 （美）布鲁贝克著；郑继伟等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７０２

糖复合物生化研究技术 张惟杰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７６４

整形外科学 王炜主编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０１２

体育运动心理学 马启伟，张力为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６０

高等教育哲学 （美）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５３６

外语教育学 章兼中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４６７

教育心理学 张春兴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３８

政府过程 胡伟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３５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 陶东明，陈明明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３０

人格心理学 黄希庭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２３７

大学的理想 （英）纽曼著；徐辉等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２２９

人工神经网络实用教程 杨建刚编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１６

集对分析及其初步应用 赵克勤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６９

高等教育系统 （美）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 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２６

大学的使命 （西）加塞特著；徐小洲，陈军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６６

认知发展心理学 陈英和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１０

国内政府间关系 林尚立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８００

３　浙江学术发展的特点探析
我们对被引用１００次以上的５０１种图书

的目录进行了浏览和分析，大致可以归纳出

建国以来浙江省学术发展的一些主要特点：

３．１　教育类著作独占鳌头
浙江省历来重视教育的发展。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浙江省通过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

略，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各级各类教育快速、

健康、协调发展，教育科学实力不断增强。

２００６年９月浙江省又出台了《浙江省教育强
省建设与“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了教育强省建设的总体目标。

在５０１种被引１００次以上的图书中，“文
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有１０４种，占了
１／５强；从表３的高被引图书中也可以发现，
１７种图书教育类占了７种。除了上述两种
《高等教育哲学》外，还有《外语教育学》

（１４６７次）、《教育心理学》（１４３８次）、《大学
的理想》（１２２９次）、《高等教育系统》（９２６
次）、《大学的使命》（８６６次）。这些著作是
被广大学者利用最多的。

３．２　国外经典译著独树一帜
在５０１种被引１００次以上的图书中，国

外译著占了７７种。除了表３中《高教教育哲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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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理想》和《高等

教育系统》外，被引５００次以上的还有特纳
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６９５次）、柯尔伯格
《道德教育的哲学》（６９１次）、罗吉斯的《乡
村社会变迁》（５９９次）、杜威的《道德教育原
理》（５６１次）、卡尔·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
学原理》等。这些著作都是国外被公认的经

典名著，对国内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３．３　清代以前的著作地位显要
在被引 １００次以上的图书中，《黄宗羲

全集》（共 ３册，６５５次）、《闲情偶寄》（共 ２
种３５３次）、《李渔全集》（２９６次）、《梦粱录》
（１７８次）、《通典》（１６１次）、《武林旧事》
（１４８次）、《梦梁录》（１４３次）、《文史通义新
编新注》（１３７次）、《通制条格》（１２２次）、
《六臣注文选》（１１８次）、《后汉书》（１１７
次）、《明遗民录》（１１４次）《刘基集》（１１４
次）、《元代法律资料辑存》（１０７次）等古代
著作的学术地位比较显要，说明这些古典著

作被利用较多，浙江古籍出版社是出版这些

著作的主要阵地。

３．４　本土化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所有的被引书目中，仅以“浙江”及其

地级市命名的专著就达到６００余种，除了浙
江本地年鉴及一些文史资料汇编外，有些本

土化研究成果颇具影响力，如《浙江植物志》

（韦直、何业祺，２１９次）、《浙江珍稀濒危植
物》（１６３次）、《浙江药用植物志》（１４３次）、
《浙江植物志》（裘宝林，１２３次）、《浙江省中
药炮制规范》（１１７次）、《浙江制度变迁与发
展轨迹》（１０９次），等等。这些本土化的研究
成果主要涉及浙江省的人文历史以及浙江省

动植物的研究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浙江

省科技兴省、教育强省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本土化研究成果必将步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新

阶段。

３．５　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工业技术类著作中
出类拔萃

在５０１种被引１００次以上的图书中，工
业技术类著作有７２种，其中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专著达到 ６６种。工业技术类被引
５００次以上的著作主要有：杨建刚的《人工神
经网络实用教程》（１１１６次）、毛德操和胡希
明的《Ｌｉｎｕｘ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７７８
次）、龚晓南的《高等土力学》（６１８次）和《复
合地基》（６１０次）、许大中的《交流电机调速
理论》（５７９次）、章孝灿的《遥感数字图像处
理》（５３１次）、曾庆勇的《微弱信号检测》
（５１０次），这说明浙江大学出版社依托浙江
大学浓厚的理工科学术底蕴，出版的学术专

著颇受业界科研人员的关注。

４　小结与探讨
当然，重要学术成果的评选仅靠图书被

引的定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而我们的本意

也决不在于单纯依靠定量的方法来进行认定

与评选。我们认为，科学的评价方法需要结

合定量与定性的方法来进行综合分析。社会

评价非常重要，同行评议也很重要，研究成果

的获奖或被相关部门采用，更有甚者被国际

社会所接受，更应该成为重要学术成果评选

的标准。因此，可以先采用一些定量的方法，

如引文分析法等，作为重要学术成果评选的

入门条件。如果被引用高、社会评价高，又获

得奖项的学术成果，自然可以作为候选；但被

引用高，而没有获奖，或没有被相关部门采用

的学术成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其原因，

是否是作者没有进行奖项的申报；相反，如果

是获奖的学术成果，但被引低下，是不是因为

发行量少等原因。因此在没有把握确认上述

原因前，可以把只要被引用高的，或只要是获

奖的、被相关部门采用的都可列为候选名单。

等大致确定了重要学术成果候选名单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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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同行专家逐一审定，并最终给出重要学

术成果入选名单及入选理由，是为上策。

参考文献

［１］　张焕敏．晚清浙江学术转型研究———以

１８２１—１９１１年间刊行的浙籍学者著（译）述

为考察对象［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７．

［２］　黄开国．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Ｊ］．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６，（１）：９５－９７．

［３］　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

２０１１年版（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４］　苏新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被引概况分

析———基于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Ｊ］．东岳论丛，

２００９，（７）：５－１３．

［５］　叶继元．改革开放３０年学术发展的主要特点

和重要成果探视———基于图书被引用的分析

［Ｊ］．云梦学刊，２００８，（４）：２４－２７．

［６］　徐贵水，孙莹莹．我国百年学术发展特点初

探：基于读秀中文图书被引用报告的分析

［Ｊ］．情报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４７－５１．

（责任编辑：孙　晓

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

）

（上接第１５页）
所以根据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各共享单位

分摊一定的经费也是合理和积极的。因此，

我国应该仿效美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先进经

验，尽快制订类似于 ＬＳＴＡ的法律法规，使数
字图书馆在政府稳定持续的经费保障下，充

分调动地方和各分享单位的积极性，全面承

担为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服务的职责，从而

步入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参考文献

［１］［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ａ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ｏｒｇ／ｃｄｍ／

［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Ｄｉｇ

ｉ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ｘｔａｎ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ｍｅｍｏｒｙ．ｌｏｃ．ｇｏｖ／

ａｍｍｅｍ／ａｂｏｕｔ／ｔｅｃ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ｄｆ）

［４］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ｔａｔ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ｅｓｔ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ｓ．［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ｙｂｅｒ

ｄｒｉｖｅ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ｃｏｍ／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ｈｏ＿ｗｅ＿

ａｒｅ／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ｈｔｍｌ）

［５］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ｔ．［２０１２－

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Ｌｉ

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ｔ

［６］　ＧｕＢｅｎ．Ａ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Ｕ．Ｓ．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９，８（３）：１２５－１３０

［７］　周和平：加快推进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０５５４０１．ｃｏｍ／

ｇｕｏｎｅｉ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１１０２７／９４３０．ｈｔｍｌ

［８］　醒悟：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２０１２

－０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ｚｈｉｈｔ．ｃｏｍ／ｓｓｙ３９６＿

０．ｈｔｍｌ

［９］　徐嵩龄，张晓明，章建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Ｍ］．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３－１２０．

（责任编辑：邵利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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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校图书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
科研的综合评价研究

刘红梅　缪家鼎
（浙江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　采用多参数序号平均法对浙江高校图书馆的科研产出和影响力作了排
序，采用Ｈ指数列出了作者及其单位，采用高被引论文表和高下载论文表列出了作
者及其题名，进而综合评价了各高校图书馆的科研工作。

关键词　浙江高校图书馆　多参数序号平均法　科研工作　科研产出　科研影
响力

　　高校图书馆是高校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具有服务

和学术研究的两大职能［１］。随着数字化技

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源集

成、信息素质教育、信息共享空间、信息开放

存取工作的深入拓展，高校图书馆服务向多

元化、个性化、知识化和学科化的发展；服务

和研究的互动日益增强，效果彰显。于是，如

何加强和评价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成为同行关

注的命题。

关于浙江高校图书馆科研评估的研究，

《基于ＣＳＳＣＩ数据浙江高校图书馆发展发表
论文 量 和 被 引 频 次 的 分 析》、《基 于

ＣＮＫＩ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图情学核心期刊浙江省高
校图书馆发表论文量和被引频次分析》二文

分别对２００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间浙江省
各高校图书馆发表的论文量、被引情况、多产

作者、高被引论文等进行了分析。本文拟进

一步作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浙江高校图书馆科
研情况的分析，但研究了历年发表的图书馆

科研工作评价的论文后，为使评价更为公平

公正和更好地起到作用，将采用不同的方法

和指标。

１　采用的新方法和参数
１．１　多参数序号平均法用于研究工作的排
序［２］

以前对有关图书馆的排位都采用单一参

数，最常用的有 ＣＳＳＣＩ的发文量、ＣＮＫＩ核心
期刊的发文量、ＣＮＫＩ全部期刊的发文量、总
被引量、Ｈ指数等，列出一种或多种参数的排
序［３－５］；个别论文把这些反映科研产出和影

响力的各种参数给出分值求出总分，使排序

更公平、公正［６］。为了克服各参数单位不一

致如篇数、频次、数量上的差别，我们对每一

种参数作图书馆排序，给出各馆的序号。然

后作各参数序号的平均，再按平均数从小到

大，给出各馆的综合排序。这种方法我们定

义为多参数序号平均法。

我们选用６个参数，即 ＣＮＫＩ中国引文
数据库对机构统计给出的核心期刊论文量、

全部期刊论文量、核心期刊论文被引量、全部

期刊论文被引量、全部期刊下载量、Ｈ指数。
前两者反映科研产出，后三者主要反映科研

影响力，最后的Ｈ指数反映该单位有Ｈ篇论
文被引次数大于Ｈ次，是一个同时反映科研
产出和影响力的平衡参数。我们把下载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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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数之一，是因为文献的数字化及网络技

术的发展，网上阅读和下载已成常态，其下载

量已成为论文水平和热点的一个重要参数。

对各个参数的权重，由于这６个参数是
平行的、同一层次的，很难抉择每个参数的重

要性的差别，为此，我们没有加权重，也就是

权重均为１。这样多参数序号的平均值Ｎｍｅ
Ｎｍｅ＝∑Ｎｉ／６

其中，Ｍｅ为 ｍｅａｎ（平均值），ＰＣ为 ｃｏｒｅ
ｐａｐｅｒｓ（核心期刊论文），ＰＡ为 ａｌｌｐａｐｅｒｓ（全
部期刊论文），ＣＣ为 ｃｉｔ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ｃｏｒｅｐａ
ｐｅｒｓ（核心期刊论文被引量），ＣＡ为 ｃｉｔｅｄａ
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ｌｌｐａｐｅｒｓ（全部期刊论文被引量），Ｄ
为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下载量），Ｈ为Ｈ指数的简化。
Ｎｈ，Ｎｐｃ，Ｎｐａ，Ｎｃｃ，Ｎｃａ，Ｎｄ分别为各个参数的
序号。而Ｎｍｅ为６个参数序号的平均值，Ｎｏ
为最后的综合排序。

１．２　Ｈ指数替代多产作者的发文量
不少论文列出了相关图书馆的多产作者

数量和多产作者的论文量，这主要反映了数

量而未反映论文的水平。为了克服这一缺

点，２００５年美国物理学家乔治·希尔提出了
Ｈ指数，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
和学术产出水平。从此 Ｈ指数得到广泛应
用，不少数据库也统计了作者 Ｈ指数并加以
发布。Ｈ指数是指一个人在其所有学术论文
中有Ｎ篇论文被引用了至少Ｎ次，他的Ｈ指
数就是Ｎ。本次调查我们加了限制条件，即
发表论文时间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采用的样本
数据库为ＣＮＫＩ引文数据库。也就是我省高
校图书馆中的某人，通过ＣＮＫＩ检索，在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间，发表 ３篇以上论文，其中有 ３
篇论文被引频次均大于３，他的 Ｈ指数就为
３。Ｈ指数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作者的科研
能力。

１．３　高被引论文和高下载论文二个表替代

单一的高被引论文量表

很多论文列出了高被引论文，目的是为

了推荐优秀论文与读者共享。随着信息技术

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论文的网络阅读

和下载已成常态。但至今列出高下载论文的

还不多，我们认为现在已是列举的时候了，为

此列出了高被引和高下载论文两个表。

２　案例研究
我们以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提供的数据，除去高职高专院校及少数刚成

立未满５年的高校，选用 ３３个高校作为样
本，时间段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的近五年，访问日
期为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２３日，选用的方法如
前述，其结果如下：

２．１　采用多参数序号平均法作图书馆排序
采用上述方法，对浙江省３３高校图书馆

的科研工作排序，其结果列于表１。其中，浙
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为署名浙江大学图书

馆、浙江大学信息中心、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

中心三者之和，浙江农林大学为署名浙江林

学院，浙江农林大学之和，杭州师范大学为署

名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大学之和。

从表１可以看出，除浙江师范大学的各
个子参数排序均为１外，其他图书馆的各参
数排序均不一致，在总排序的上下变化，一般

为２－３位，也有５－６位的。因此用其平均
值似乎更公平、公正。

值得指出的是，２０１２年的总核心期刊论
文量、总全部期刊论文量比２００８年的增量不
大，约为５％，而各图书馆的变化还是比较大
的，有的稳步上升，有的明显下降，有的波动

较大。由于篇幅所限，不再列举。

２．２　Ｈ指数较高的作者
从ＣＮＫＩ引文数据库导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间发文量和被引数，再选出 Ｈ指数较高的
作者，并集成为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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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按多参数序号平均法获得的３３所浙江高校图书馆排序表

Ｎｏ图书馆所属学校 Ｎｍｅ Ｎｈ
Ｈ
指

数

Ｎｐｃ
核心期

刊发

文量

Ｎｐａ
全部期

刊发

文量

Ｎｃｃ
核心期

刊被

引量

Ｎｃａ
全部期

刊被

引量

Ｎｄ
全部期

刊下

载量

１ 浙江师范大学 １．００ １ １１ １ １０４ １ ２４１ １ ３１７ １ ４８２ １ ２８１６３

２
浙江大学（图书

与信息中心）
２．６７ ２ １０ ２ ９５ ３ １６９ ３ ２３８ ４ ２９３ ２ ２０７９２

３ 温州大学 ３．００ ２ １０ ３ ７３ ４ １６０ ４ ２２５ ２ ３７７ ３ １９８１５

４ 宁波大学 ５．００ ５ ８ ５ ５２ ５ １４０ ５ １６８ ５ ２６８ ５ １６８８０

５
浙江农林大学 ５．１７ ４ ９ ８ ３０ ７ １０３ ２ ２５０ ２ ３７７ ８ １４８９２

嘉兴学院 ５．１７ ７ ７ ４ ６６ ２ １７１ ７ １５０ ７ ２５７ ４ １９０８７

７ 浙江工业大学 ６．６７ ７ ７ ７ ３１ ６ １３５ ８ １３０ ６ ２６３ ６ １６２１４

８ 浙江理工大学 ７．００ ５ ８ ６ ４４ １０ ９１ ６ １６５ ８ ２３９ ７ １５０７６

９ 浙江传媒学院 ９．６７ ７ ７ ９ ２２ １１ ８６ １０ ７３ １１ １７８ １０ １１６９０

１０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１０．００ ７ ７ １４ １６ １２ ８４ ９ ８６ ９ ２０１ ９ １３８１４

１１浙江海洋学院 １０．１７ ７ ７ ９ ２２ ９ １０１ １２ ６９ １３ １５５ １１ １１０６３

１２湖州师范学院 １０．８７ １３ ６ １３ ２０ ７ １０３ １０ ７３ １０ １８０ １２ １０８４０

１３温州医学院 １２．１７ ７ ７ １４ １６ １４ ６３ １３ ６８ １２ １５６ １３ ８８２２

１４浙江财经学院 １３．６７ １３ ６ １１ ２１ １３ ７４ １４ ６７ １４ １１６ １６ ７４１５

１５杭州师范大学 １５．１７ １５ ５ １１ ２１ １７ ４６ １７ ４２ １６ ８８ １５ ７２１０

１６浙江工商大学 １６．００ １５ ５ １６ １５ ２０ ３３ １４ ６７ １７ ８７ １４ ７３４４

１７绍兴文理学院 １６．８３ １５ ５ １７ １３ １６ ５５ ２０ ３２ １５ ９４ １８ ４１３３

１８台州学院 １９．８３ １５ ５ ２４ ８ １９ ３５ １８ ３３ ２１ ７７ ２２ ３５８５

１９
浙江大学宁波理

工学院
２０．３３ １５ ５ ２２ １０ ２４ ２６ １６ ４４ ２２ ７２ ２３ ３４５７

２０丽水学院 ２１．００ １５ ５ ２７ ６ ２０ ３３ ２５ ２２ １８ ８４ ２１ ３６４７

２１浙江树人大学 ２２．１６ ２３ ４ １９ １２ ２２ ３２ ２３ ２７ ２７ ３８ １７ ４６１７

２２中国美术学院 ２２．００ ２３ ４ １７ １３ １５ ５９ ２９ ６ ２８ ３７ ２０ ３８０９

５２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总第１２０期）



Ｎｏ图书馆所属学校 Ｎｍｅ Ｎｈ
Ｈ
指

数

Ｎｐｃ
核心期

刊发

文量

Ｎｐａ
全部期

刊发

文量

Ｎｃｃ
核心期

刊被

引量

Ｎｃａ
全部期

刊被

引量

Ｎｄ
全部期

刊下

载量

２３

浙江万里学院 ２３．３３ ２３ ４ １９ １２ ２７ ２１ １８ ３３ ２６ ４４ ２５ ２７４２

宁波大学园区 ２３．３３ １５ ５ ２８ ４ ２８ ２０ ２２ ２８ ２３ ６３ ２４ ２７５２

中国计量学院 ２３．３３ ２３ ４ ２４ ８ ２３ ２９ ２７ １１ ２４ ４７ １９ ３９９５

２６浙江中医药大学 ２４．３３ １５ ５ ２８ ４ ２４ ２６ ３１ ５ １９ ８０ ２９ ２２２０

２７浙江科技学院 ２４．５０ ２９ ３ ２２ １０ １８ ３７ ２７ １１ ２５ ４６ ２６ ２７１３

２８
浙江广播电视大

学
２５．１６ ２３ ４ １９ １２ ３１ １６ ２１ ３１ ２９ ３５ ２８ ２５４４

２９
杭州师范大学钱

江学院
２６．１６ ２３ ４ ２４ ８ ３０ １７ ２４ ２４ ２９ ３５ ２７ ２７０３

３０浙江警察学院 ２７．００ ２９ ３ ２８ ４ ２６ ２３ ３１ ５ １９ ８０ ２９ ２２２０

３１
中共浙江省委党

校
３０．００ ２９ ３ ３１ ３ ３２ １０ ２６ １５ ３１ ２４ ３１ １９４５

３２衢州学院 ３０．８３ ３２ ２ ３１ ３ ２９ １９ ２９ ６ ３２ １４ ３２ １４７８

３３宁波工程学院 ３２．８３ ３２ ２ ３３ ２ ３３ ７ ３３ ２ ３３ １２ ３３ ８２０

表２　Ｈ指数大于３的作者及所在单位

Ｈ指数 作者

６ 刘勇（浙江农林大学）

５
高峰　卢尚琼（浙江农林大学）　陈琳　胡海燕（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郑禾丹（温州大学）　罗

贤春（宁波大学）　陈靖文（嘉兴学院）

４

徐青香　俞立　徐双　夏有根（浙江农林大学）　刘翔　吴俊波　隋秀芝　丁祖荣（浙江理工

大学）　陈振英　金中仁（浙江大学）　朱咫渝　阮海红（浙江传媒学院）　颜务林　李亚芬（宁

波大学园区）　夏明春（浙江师范大学）　卢振波（浙江工业大学）　方胜华（浙江海洋学院）　

陈艺（温州医学院）　袁昱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３

张凤艳　但旺　聂峰荣　董其军　张新宇　豆洪青　黎明　李农（宁波大学）　曾雷尔　周志

峰　吴凤仙　葛霞　胡越慧　林健（温州大学）　黄文鸳　丁玉泉　陈心蓉　张莉华　姚晓锋

（嘉兴学院）　陈敏芳　陈健　叶华　方俊琦（浙江师范大学）　韩俊　王倩　胡朝明　胡绍军

（浙江理工大学）　叶杭庆　韩子静　王晓军　丁楠（浙江大学）　孙红卫　顾朝晖　毛兴武

（浙江工业大学）　杨坚红　朱小玲　王倩（浙江工商大学）　赵继海　胡明玲　王建涛（浙江

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牛琳琳　蔡秀香　韩真（浙江海洋学院）　洪拓夷　胡华南（湖州师范学

院）　于莉洁　王雯（浙江农林大学）　周维斌（台州学院）　余丰民（浙江树人大学）　杨蔚琪

（中共省委党校）　沈嵘（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成建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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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见，拥有 Ｈ指数大于３的作者
较多的单位为浙江农林大学、宁波大学、浙江

理工大学、温州大学、浙江大学、嘉兴学院、浙

江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图书馆。

各种参数在描述一种事物时有其优点，

但往往也有其缺点。Ｈ指数平衡了发表论文
的学术水平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往往对发表

论文较多，并被引用较多的有利，对数量少而

高被引的作者不利，对于后者可通过高被引

论文和高下载论文的分析加以弥补。

２．３　高被引论文和高下载论文
如前所述，我们利用高被引论文和高下

载论文两个表替代了以往的高被引论文一个

表。由于篇幅有限，采用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
被引频次大于１６的２６篇论文制成高被引论
文表３、被下载频次大于６００的２４篇论文制
成高下载论文表４。分析如下：

表３　高被引论文表

序号 篇名 作者 期刊 被引量

１
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源整合的现状：调

查与建议
夏明春；强切云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０１ ４５

２ 开放存取在中国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陈振英；何小军；陈

益君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０２ ４０

３
基于云计算的图书馆海量数据存储研

究
杜海宁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０／０３ ３４

４ 泛在图书馆初探 陈清文；黄田青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０８／０８ ３０

５

加强高校图书馆志愿者工作的思考 陈艺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９／１２ ２９

浙江省高职高专图书馆现状调研与发

展模式探索

韩惠琴；郑荣佩；吴

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０１ ２９

７ 图书馆信息集群研究
叶宏伟；金中仁；陈

振宇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０１ ２５

８
ＣＡＬＩＳＣＡＳＨＬＮＳＴＬ系统文献传递服

务比较
杨坚红 情报科学／２００９／０１ ２３

９

美利坚大学图书馆营销活动及其启示 曾尔雷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８／０１ ２２

香港地区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

建设
陈琳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０１ ２２

１１

网络阅读探究 孙红卫；吕丽昕 图书馆／２００９／０１ ２１

高校图书馆引进ＲＦＩＤ技术的思考 隋秀芝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０９／０７ ２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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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名 作者 期刊 被引量

１３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能

力综合评价
王云娣 情报科学／２００８／０１ ２０

中外企业网站的链接分析与网络影响

力评价
陈太洋；任全娥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８／０４ ２０

高校馆图书采购招标的现状与问题 吴晓骏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８／０３ ２０

１６

基于本体的组织知识地图构建研究 潘有能；丁楠 情报科学／２００８／１２ １９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现状调查研

究———以嘉兴学院图书馆为例
董文鸳；吴娟仙 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８／０９ １９

１８

Ｍｏｂｉｌｅ２．０背景下的手机阅读 楼向英；高春玲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９／１０ １８

基于读者知识的图书馆读者服务创新 刘勇；徐双 图书馆论坛／２００８／０３ １８

２０
当前图书馆文化建设的问题、原则及

对策
徐双；刘勇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０２ １７

２１

机构知识库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

究
夏明春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８／０４ １６

三大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考察与比较 薛崧；徐建刚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８／１０ １６

高校图书馆开展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的

模式研究———以温州大学图书馆为例
吴凤仙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９／０８ １６

英国政府信息增值开发及其启示———

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例
黄显堂 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９／０８ １６

地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思考 舒炎祥；钱薇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９／０４
１６

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全面构

建———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教

育分析

陈琳；胡海燕；丰华

文；李楠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０８／０３ １６

表４　高下载论文表

序号 篇名 作者 期刊 被引量

１
基于云计算的图书馆海量数据存储研

究
杜海宁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０／０３／ １３６４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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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名 作者 期刊 被引量

２ 校园文化品牌活动构建和阅读推广 朱小玲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１６／ １１９３

３
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比较研究．
廖胜姣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１１／

０７／
１０４６

４
香港地区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

建设
陈琳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０１／ １０１９

５ 云计算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探究 高晓燕 高校图书情报论坛２０１０／０２／ ９１４

６ 基于语义的搜索引擎探讨 项珍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８／

０６／
８８７

７
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源整合的现状：调

查与建议
夏明春；强切云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０１／ ８７４

８ 云计算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孙培燕；张玉梅 情报科学２０１１／０４／ ８０１

９ 图书馆关联数据：机会与挑战
林海青；楼向英；夏

翠娟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０１／ ７９５

１０
大学园区图书馆云服务模式应用研

究———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为例
胡绍军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０１／ ７８２

１１ 信息生态学与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研究 韩子静 浙江大学２００８年硕士论文 ７７６

１２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综述 张新宇；罗贤春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９／０２／ ７７５

１３
基于云服务的图书馆信息检索服务的

研究
金丽娜 现代情报２０１０／０３／ ７５４

１４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学术滞后探微———

文献学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现

状分析

徐镇强；何彩英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０５／
７３０

１５
ＣＡＬＩＳＣＡＳＨＬＮＳＴＬ系统文献传递服

务比较
杨坚红 情报科学２００９／０１／ ７１３

１６
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型大学图书

馆转型发展的新思路
杨蔚琪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２／０２／ ６９８

１７ 美利坚大学图书馆营销活动及其启示 曾尔雷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８／０１／ ６８９

１８ Ｍｏｂｉｌｅ２．０背景下的手机阅读 楼向英；高春玲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９／１０／ ６８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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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名 作者 期刊 被引量

１９
信息素养教育在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的长

尾效应
王希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０／０３／ ６３５

２０

开放存取环境下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

研究
牛琳琳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０３／ ６２８

基于Ｓｔｒｕｔｓ＋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框架的

手机图书馆服务系统
丁夷；金永贤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０１／ ６２８

开放存取在中国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陈振英；何小军；陈

益君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０２／ ６２８

２３
引入媒介素养教育，优化信息素养教

育
阮海红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０４／ ６１０

２４
网络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

选择
杨蔚琪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１／

０１／
６０４

　　从表３和表４的比较［７］，可以得出：

（１）其中７篇既是高被引又是高下载论
文，其余均不相同，说明高被引论文大多不是

高下载论文。

（２）高被引论文处于前 ３年，最迟的发
表于２０１０年第３期，这是因为投稿到发表有
一个时差，并且被引常常是一个多年积累的

过程。高下载论文，分布于各个年份，最迟发

表于２０１２年的第２期，这是因为发表文献到
上网，一般在１个月到半年，读者喜欢新作，
先睹为快，以致当年就达到一定的下载量。

（３）高下载论文的下载量一般为被引量
的百倍以上，说明阅读应用要比引用的多得

多。

（４）从论文应用的角度来看，少数读者
承担了各级课题，有国家级、省级、厅级、校

级，他们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撰写论文，选出

参考文献。大多数读者通过阅读、借鉴，目的

在于提高工作的绩效，创新和拓展服务内容，

他们并不写论文，反映不到参考文献上，这样

也就形成了下载量远大于被引量的结果。同

时，也可看到高下载论文的作用。对高下载

论文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鼓励把工作经验、

先进工具、软件的使用、工作的新思路等撰写

成论文，与同行切磋、交流。

参考文献

［１］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高教

［２００２］３号）［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ａｌ．ｅｄｕ．

ｃｎ／ｇｃｚｎ／ｓｙｇｃ．

［２］　虞晓芬，傅　玳．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综述

［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０４，（１１）：１２０－１２２．

［３］　朱玉奴，缪家鼎．高教图书馆科研工作评价参

数的实证研究［Ｊ］．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２）：１－７，１１．

［４］　黄　娟，赵　星，彭晓东．高校图书馆科研能

力的ｈ指数测度［Ｊ］．２００９，（１２）：４８－５１．

［５］　陈　静，耿　波，滕红松，杨凝清．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我国高校图书馆科研论文分析［Ｊ］．图书馆

杂志，２０１３，（２）：６１－６４，８９，９７．

［６］　胡　军．我国９８５高校图书馆科研实力分析

［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２，（８）：１２２７－１２３１，１２４１．

［７］　刘思源．科技论文下载次数的统计性质研究

［Ｄ］．郑州：郑州大学，２００９．

（责任编辑：池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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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存取期刊与高校图书馆

外文期刊资源建设研究


陈玲洪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外文期刊是国内科研工作者了解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和科研动态的主
要信息源，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期刊价格危机和电子期刊许

可危机，提高高校图书馆的外文期刊保障能力。文章从丰富资源结构、减轻经费压力

和增强传播时效性三个方面分析了开放存取期刊对高校图书馆外刊资源建设的影

响，并就如何利用开放存取期刊提高高校图书馆外刊资源建设的质量提出建设性的

实施策略。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开放存取　ＯＡ期刊　外文期刊　资源建设

　　自１６６５年第一份学术期刊———《科学家
杂志》在法国创办以来，学术期刊一直是科

技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大型商业出版机构垄断学术期刊出版市

场，学术期刊价格大幅度提高，导致了世界范

围内的“学术期刊危机”，传统的学术出版模

式已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学术交流和学术传

播。为应对这一危机发起了 ＯＡ运动，既打
破了传统出版中出版商行业垄断的格局，又

满足了科研人员学术信息交流的需要。

１　开放存取概述
１．１　开放存取的概念

开放存取（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简称 ＯＡ）是不
同于传统的基于订阅的一种全新的学术出版

模式，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

（ＢＯＡＩ）的定义，在公共互联网领域，任何用
户可以免费地获取和使用开放存取作品，允

许用户对其进行包括阅读、下载、复制、传播、

打印、检索等操作［１］。《百斯达开放存取出

版宣言》（ＢＳＯＰ）认为开放存取期刊必须满
足两个条件：一是作品的作者和知识产权所

有人要授予全世界的所有用户不能撤回的、

永久地复制、使用、分发、传递、展示作品的权

力；二是作品发表后至少要存储在一种在线

知识库中［２］；《关于科学和人文领域知识开

放存取的柏林宣言》积极鼓励科研人员与学

者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鼓励相关学术机构

开放他们所拥有的学术资源到互联网上来支

持开放存取，并提出用发展的眼光和方法来

评估开放存取是如何促进科学研究发展

的［３］。综上所述，《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

计划》强调的是学术信息的免费获取，而《百

斯达开放存取出版宣言》和《柏林宣言》则将

开放存取理解为一种学术信息共享的出版机

制和理念。开放存取旨在保障全社会对学术

信息平等、自由和公开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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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浙江省图书馆学会２０１２年度科研课题“开放获取期刊与图书馆外文期刊资源建设”（Ｚｔｘ２０１２Ｂ－１２）研究成果
之一。



１．２　开放存取资源的主要类型
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的

推荐，开放存取主要有两种实现途径：开放存

取期刊和开放存取仓储。实际上，笔者认为

根据开放存取理念出版或者符合开放存取原

则特征的作品都可以纳入开放存取的范畴，

根据作品的类型和实现途径，我们可以将开

放存取资源分为开放存取期刊、开放存取图

书、开放存取仓储、开放存取论文、开放存取

教学资源等，具体内容见图１。

开放存取资源
开放存取学术资源

开放存取期刊

开放存取仓储
学术知识库{机构知识库

开放存取图书












开放存取论文














开放存取数字资源

图１　开放存取资源的主要类型

２　开放存取期刊分类
开放存取期刊是实现开放存取的主要途

径之一，被称为实现开放存取的“金色道路”

（ＧｏｌｄＲｏａｄ）。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
计划》定义，开放存取期刊是指在互联网上

公开出版的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允许

任何用户免费地阅读、检索、分发、下载、打

印、索引、链接和复制其全文。根据访问方式

和访问权限的不同，开放存取期刊可分为完

全型、部分性和延时型三大类。

２．１　完全开放存取期刊
完全开放存取期刊的全部论文自出版之

日起就对所有用户提供免费的全文访问。期

刊的运行经费来自于作者支付的发表费用或

专门机构的资助，这是开放存取出版的理想

模式。ＰＬｏＳ期刊和ＢＭＣ期刊都是采用这种
形式，稿件一旦被采用，作者需支付论文处理

费和发表费，对于团体会员，可享受不同折扣

的优惠或免费。国际粒子物理开放出版资助

联盟（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ｆｏｒ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ＳＣＯＡＰ３）［４］联
合世界高能物理研究的资助者、研究教育机

构和图书馆，将文献采购费转换为开放出版

服务费，将高能物理研究领域高水平的论文

全部实行开放出版，同时取消订购费和论文

处理费。

２．２　部分开放存取期刊
部分开放存取期刊是折中了订阅模式和

完全开放的运作模式，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作

者的发表费和用户的使用费，最普遍的做法

是让作者自行决定其作品是否要开放存取，

如果作者支付出版费用，那么其文章就为读

者提供即时免费访问服务。例如，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推出的“ＯｐｅｎＣｈｏｉｃｅ”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推出的
“ＯｎｌｉｎｅＯｐｅｎ”都采用这种模式。另外，一些
期刊允许读者免费访问部分论文的全文，而

对其他论文的全文访问则需要支付费用。

２．３　延时开放存取期刊
延时开放存取期刊指期刊出版后没有即

时提供免费访问，在一定时期内实行传统的

订阅模式，而超过预先设定的时间段以后，则

读者通过互联网可以免费获取期刊全部论文

的全文，即先订阅获取再开放存取的模式。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收录的大部分是延时 ＯＡ期
刊，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出版社的期刊大部分也属于这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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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开放存取期刊对高校图书馆外刊资
源建设的影响

３．１　丰富了馆藏外刊资源的结构
开放存取期刊作为ＯＡ运动的主要实现

形式，实行“作者付费，用户免费”的出版模

式，用户通过互联网可以免费获取和使用学

术信息的全文，而且开放存取期刊论文还存

在引用优势（ＯＡＣＡ），刘锦宏等的研究显示，
“开放牛津”９３种混合型期刊中的 ＯＡ论文
与非 ＯＡ论文相比有 １３８．８７％的引用优
势［５］，开放存取期刊在学术交流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 ＯＡ运动的不断发
展，开放存取期刊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期刊

数量不断增长，仅 ＤＯＡＪ收录的高品质同行
评审期刊从２００２年至今一直保持超过２０％
的年增长率，至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底达到 ９９８８
种，涵盖了所有学科、多语种的学术期刊，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存取期刊目录［６］。

开放存取期刊采用同行评审制度来保证其质

量，公共科学图书馆（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ＰＬｏＳ）系列期刊从创刊到现在一直保持
高质量，在所属学科领域名列前茅；生物医学

中心（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ＭＣ）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出版了２５９种经同行评审的开放存取期
刊，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声誉，是

目前开放存取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出版机

构；其他著名的开放存取期刊网站和服务平

台还有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日本科学技术信息集
成系统（Ｊ－ＳＴＡＧＥ）、巴西科学电子图书馆
在线（ＳｃｉＥＬＯ）、印度 ＯＡ学术期刊集成门户
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美国科研出版社（ＳＲＰ）的开放
存取期刊，以及国内的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

口公司研发的开放存取资源一站式检索服务

平台 Ｓｏｃｏｌａｒ。开放存取期刊也得到了传统
的文摘索引服务商的认可并成为它们的收录

对象，汤森路透公司的《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１１
年收录了１１００多种开放存取期刊。数量多
且不断增长、经同行评审具有高质量、用户通

过网络免费获取全文的开放存取期刊，其中

多数为外文期刊，可以极大丰富图书馆的馆

藏资源，弥补图书馆外文期刊资源不足的缺

陷，是图书馆外文期刊资源的有益补充。

３．２　减轻了外刊资源建设的经费压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术期刊出版逐

渐被少数大的商业出版机构垄断。据统计，

２００６年整个ＳＴＭ出版市场的前２０位占据了
８４％的市场份额，其中前５位 ＳＴＭ出版商占
据了５０％的市场份额［７］。营利性出版商逐

利的本性以及竞争机制的锐减，导致学术期

刊的价格大幅度提高。另外，电子期刊以其

出版和传播成本低、传播速度快、交互性强等

优势，已经成为许多图书馆馆藏期刊资源的

主体，电子期刊数据库价格连年走高，部分出

版商的全文数据库价格连续多年以１０％以
上的幅度上涨。根据２００９年 ＣＡＬＩＳ引进的
数据库报价，涨幅最少的数据库也在７％以
上，涨幅最大的ＡＣＳ数据库则超过１００％，许
多数据库还要付加“门槛费”、捆绑纸本期刊

等“霸王”条款。针对引进数据库的价格大

幅上涨以及霸王条款，２０１０年部分中国学术
机构发“公开信”呼吁抵制涨价［８］。应出版

商的要求，电子期刊数据库一般都存在着用

户访问权限限制，图书馆无法为读者提供随

时随地访问电子期刊数据库的服务。

尽管高校图书馆的期刊采购经费在逐年

增加，但也难以抵消价格上涨的因素。对于

国内图书馆来说，外文期刊价格昂贵，外文期

刊数据库价格上涨过快，外刊资源建设受经

费问题制约尤其明显。近几年高校图书馆纸

质外文期刊的订购量在不断删减，部分数据

库停订，价格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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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外文期刊资源建设。当前的学术期刊大

约有２／３是以在线形式出版的，而开放存取
期刊则占到了在线期刊的 ２０％［９］。许多大

的商业出版商都开始出版、收录开放存取期

刊，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Ｗｉｌｅｙ数据库中 ＯＡ期
刊的数量分别是１２７３种、４９９种、５８０种，对
应地占数据库期刊的总体比例是８１％、３８％
和４７％，虽然其中约８０％的 ＯＡ期刊采用基
于授权模式的访问限制措施［１０］，但图书馆可

以督促出版商提供外文电子期刊“按需采

购”［１１］的订购模式，节省采购经费。图书馆

应充分利用免费获取的开放存取期刊充实馆

藏外文期刊资源，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

外文期刊资源涨价带来的压力，有助于图书

馆利用有限的经费更好地满足各类读者的信

息资源需求。

３．３　增强了外刊资源传播的时效性
外文期刊是世界上传递科学知识、先进

技术和科研动态的主要载体，是科研工作者

了解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和科研动态的主要

信息源，具有很高的科技情报价值。据调查，

国内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科研信息大约

８０％来自外文期刊［１２］，是科研工作者进行研

究所需资源的主要来源。传统学术期刊的出

版和流通模式，从作者提交论文、同行专家审

稿、修改、编辑、确定发表，到出版社印刷出

版，再到图书馆征订、加工、流通，需要经过多

个复杂的环节，作者的作品真正与读者见面

时，常常要比作者的投稿时间晚了几个月甚

至一年以上，使一些前沿科学成果的科技情

报价值受到影响。而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外文

期刊都是通过一些代理机构订购的，到馆时

间更加滞后，时效性更差。

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版模式解决了出版时

滞和流通过程长这两个问题，读者可以通过

网络快速免费地阅读和使用开放存取期刊的

学术资源。例如创办于 １９９５年的 Ｄ－Ｌｉｂ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是数字图书馆领域著名的开放存取
期刊，主要关注数字图书馆实践发展和理论

研究，之前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ＤＡＲＰＡ）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提
供资助，目前由Ｄ－Ｌｉｂ联盟和其他捐助者赞
助发行［１３］。在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Ｄ－Ｌｉｂ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的贡献不容置疑，图书情报学领域
著名的机构ＩＦＬＡ、ＯＣＬＣ、Ｗ３Ｃ等网站都与该
刊链接，同时被 ＥＲＩＣ、ＩＮＳＰＥＣ、ＰＡＩＳ、ＥＡ以
及图书情报学的权威数据库 ＩＳＴＡ和 ＬｉｂＬｉｔ
等收录［１４］。该刊出版速度快，从交稿到出版

最快只需要两周，每年出版６期，其全部内容
（包括过刊）提供即时免费访问。开放存取

期刊的出现，有助于科研成果在全球范围内

及时公开，确保科研人员能够全面、及时、准

确地获取最新的科研成果，促进科学研究的

发展和创新。

４　利用开放存取期刊提高高校图书馆
外刊资源建设质量的策略研究

４．１　宣传开放存取期刊，提高读者的认知程
度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公众对开放存取的

概念、意义、实现方式、资源获取途径等不甚

了解。调查表明，对于期刊稿件的 ＯＡ出版
模式，我国只有 １４．５％的作者“了解”，４６．
４％的作者“有点了解”，３９．１％的作者“不太
了解”［１５］。强大的作者群、广泛的用户群是

开放存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图书馆作为信

息存储和服务机构，应积极、主动利用其易于

与用户接触的便利条件和技术优势，多途径、

多形式宣传推广开放存取理念和开放存取期

刊，让用户了解、熟悉开放存取出版理念，提

高用户对开放存取的认知程度。对于开放存

取中“存”的意义，图书馆应向读者宣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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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的意义，使他们明白自身学术开放出版

能给社会以及学术交流带来的贡献度，而且

他们的作品发表在开放存取期刊可以被更多

的人利用，提升作者的知名度，提高论文的被

引次数，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利用。对于

开放存取中“取”的意义，图书馆可通过图书

馆主页开辟“ＯＡ资源”专栏，提供开放存取
资源的链接，进行详细推介，还可以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专题讲座、网络课堂、在线咨询等

多种方式，加大对开放存取资源的宣传力度，

重点向用户介绍开放存取期刊的学科内容、

主要特点、检索方法、获取途径、下载方法等

信息。另外，高校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学科馆

员有针对性地向各学院、专业的师生宣传开

放存取理念和开放存取资源［１６］［１７］。图书馆

应通过宣传，鼓励用户利用开放存取期刊，引

导和帮助他们运用各种方式获取所需的开放

学术资源，让更多的读者不仅作为开放存取

资源的使用者，而且要成为这种模式的出版

者，从而推动开放存取的发展。

４．２　搜集开放存取期刊资源，丰富馆藏资源
随着 ＯＡ运动的深入发展，开放存取期

刊在学术资源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高校

图书馆应重视搜集开放存取期刊资源，丰富

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缓解学术期刊涨价带来

的经费压力和无法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矛

盾。期刊订购人员对拟新增订购的价格昂贵

的外文期刊，要先确定其是否有可开放存取

的版本，对于可开放存取的期刊可不考虑订

购其印刷版；对由传统的出版形式转变成为

开放存取期刊的，订购人员可从网上下载转

变成馆藏期刊资源后不再订购，节省下来的

经费可以订购更多急需的期刊资源。但是，

开放存取期刊分散在不同的网站、数据库中，

给不熟悉开放存取期刊的师生的利用带来一

定的难度。图书馆应利用自身的优势投入相

应的人力和物力，利用 ＤＯＡＪ等开放存取期
刊目录、Ｓｃｉｒｕｓ等学术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ｅ等综
合性搜索引擎，以及参考其他图书馆的资源

导航等来发现和搜集开放存取期刊资源，根

据学校的学科设置和图书馆的馆藏特色、服

务对象等因素，确定搜集资源的类型、范围和

内容，选择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的网站，选取具

有学术价值、有深度、能反映学科前沿的 ＯＡ
学术期刊资源，对搜集的有保存价值的开放

存取期刊应该下载保存，对于有使用价值、限

制下载的资源提供导航服务，使其成为馆藏

外文期刊资源的一部分。

４．３　整理开放存取期刊资源，提升馆藏质量
将高质量的同行评审开放存取外文期刊

加入馆藏，有利于提升馆藏质量和文献保障

能力。图书馆应对搜集的开放存取期刊资源

进行分类、整理，为用户提供资源的链接。目

前国内高校图书馆主要采用数据库列表链接

和资源导航链接这两种方式揭示开放存取期

刊资源，将其作为馆藏的一部分，增加馆藏外

文期刊的数量，提高馆藏外文期刊的质量。

由于国内用户对开放存取资源了解较少，因

此图书馆在将开放存取期刊资源添加到数据

库列表中时，必须明确标识“ＯＡ资源”、“开
放存取期刊”、或“免费”字样。在对开放存

取期刊资源进行网络导航的时候，应避免与

网络免费资源不加区分进行混排的现象。开

放存取资源是可以在线免费获取学术信息的

全文，更符合师生的信息需求，为了促进开放

存取资源的有效利用，图书馆应在主页上专

门设立“开放存取资源”专栏，根据学科将开

放存取期刊资源按学科分类进行组织，并按

资源类型将所有开放存取资源细分为 ＯＡ期
刊、ＯＡ仓储和 ＯＡ搜索引擎三类，提高开放
存取资源的辨识度，有利于读者发现、了解、

使用图书馆搜集、整理的开放存取期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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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整合开放存取期刊资源，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

图书馆将搜集的分散的、各类型的开放

存期期刊资源与馆藏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具

有检索功能的平台是开发、利用开放存取资

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高校图书

馆可采用资源分类导航、期刊集成、ＯＰＡＣ整
合、跨库检索系统等４种方式整合、揭示开放
存取资源：（１）资源分类导航是指将馆藏数
字资源的检索入口整合在一起建立导航库，

提供按字顺、学科分类、资源类型等获取资源

的途径［１８］，是目前高校图书馆揭示馆藏数字

资源普遍采用的手段。高校图书馆在建立资

源分类导航库的基础上，可将搜集的开放存

取期刊资源按字顺、关键词、学科、资源类型

整合到导航库中，建立统一的馆藏电子资源

导航库。资源类目设置将直接影响资源的利

用效率，在导航库中应增加“开放存取期刊

资源”获取途径，不仅能宣传开放存取资源，

还能为用户提供统一、方便的检索入口，方便

用户发现和查找开放存取资源。（２）将开放
存取期刊整合到馆藏电子期刊资源导航系统

中，建立期刊集成检索平台，是高校图书馆整

合和揭示开放存取期刊资源的重点方向。根

据笔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 １／３的
“２１１”高校图书馆建立了包括开放存取期刊
的期刊集成检索平台，并专门设立“ＯＡ期
刊”分类。将不同学科主题、分散在不同数

据库、不同访问方式的开放存取期刊资源与

馆藏资源期刊进行整合，提高了资源检索、利

用的效率，有助于高校图书馆开展更深层次

的期刊资源服务。（３）ＯＰＡＣ是用户获取各
种文献的窗口，将开放存取期刊资源与

ＯＰＡＣ无缝链接，进行ＭＡＲＣ编目，记录资源
的存取地址和存取方式，用户通过一站式的

检索平台就可以全面获取馆藏的纸本、电子

和开放存取等资源，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时间，

还能实现不同类型资源的互补，使用户的信

息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４）已建立跨库检
索系统的图书馆可将搜集的开放存取期刊资

源与本馆已有资源进行整合，通过统一界面

和同一检索表达式进行一站式的跨库检索，

实现资源的统一检索和集成服务，可大大提

高用户的信息资源获取效率。将开放存取期

刊资源与馆藏资源进行整合、揭示，高校图书

馆应借鉴国外图书馆和国内先进图书馆的经

验，选择合适的整合模式，以减少盲目的投入

和资金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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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会友　墨香传情

———２０１３年中国计量学院“书香校园”书画交流活动顺利举行

　　１１月１５日下午，中国计量学院逸夫图
书馆一楼大厅翰墨飘香，人头攒动，由校图书

馆、艺术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３中国计
量学院“书香校园”书画交流会在这里隆重

举行。现场近１００余名书画爱好师生前来挥
毫泼墨和切磋交流，林建忠校长和著名画师、

校艺术和传播学院蒋开发老师等作为特邀嘉

宾出席了活动。

书画交流活动展出了２０１３中国计量学
院读者服务活动月之“书香校园”书画比赛

参赛作品４０余幅。现场交流中，我校西子书
画社会员和参与的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硬

笔、软笔，行书、草书、隶书，颜体、柳体，各类

书法技艺尽展风采。

林建忠校长和蒋开发老师对活动作品进

行了逐一评点和悉心指导，与参加活动的书

画爱好者进行了交流。林校长现场献墨，一

气呵成了“以书会友　墨香传情”和“春风绿
岸”两幅作品，笔力遒劲，技艺精湛，诠释了

艺术的风采和生命的张力；蒋开发老师展示

以画入书，书画融合的技艺，法书了“厚德载

物”，令人耳目一新，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个

性。两位嘉宾精彩的艺术展示，严谨的艺术

追求，力透纸背，赢得了书画爱好者和现场观

摩人的阵阵掌声和满堂喝彩。

整场书画交流活动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

进行，每一位参会的书画爱好者都感觉受益

匪浅。

（中国计量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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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

蔡　凤
（东阳市图书馆　东阳　３２２１００）

　　摘　要　泛在信息环境是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信息环
境。对于图书馆来说，要主动适应这种新环境，要有所创新有所变革，才不会被历史

所淘汰。本文分析了泛在信息环境的概念和特征，总结了由此引起的用户信息需求

的诸多变化，探讨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创新信息资源管理的几种主要途径。

关键词　泛在信息环境　图书馆　信息资源管理　创新

　　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逐渐将人类送到了
泛在信息的环境，泛在信息环境下，信息在存

储、获取、传播、交流和应用等各方面都发生

了颠覆性的变化，从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

用户的信息需求，用户信息需求的改变又给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管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１　泛在信息环境的概念和特征
“泛在”的英文为“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解释为

“无所不在、普遍存在”，用其定义信息环境，

顾名思义指的是信息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的环境。具体来说，泛在信息环境是指由网

络设施、硬件、软件、信息资源、人等有机组成

的全新的数字化信息传播和接收的结构。

泛在信息环境存在的前提是泛在信息技

术，即发挥计算、存储和通信的最大便利，通

过计算机、无线网络、以及一切电子终端随时

随地连接互联网传递信息。用户能够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进行信息的获取

与处理，以便进行学习、工作或者娱乐。

泛在信息环境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而演化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有着区

别于以往的显著特征：（１）包罗万象高度集
成性。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支撑，处于泛在信

息环境中，人们能够获取多语种、各地区、各

行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身又可以是多种格

式的，包括文本、图像、幻灯片、音频和视频

等。（２）突破时空呈现立体化。泛在信息环
境每天２４小时、每周７天连续提供服务，没
有时限，也不存在地理上的局限。任何国家、

任何地方的用户，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服务，

无关他们的年龄、性别、肤色、种族、宗教、语

言能力、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素质。（３）自助
获取完全开放性。开源软件已经成为软件工

程和ＩＴ领域的发展趋势，开放获取也成为２ｌ
世纪新型图书馆开发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

人们只要动动手指，输入关键词，或者点击已

经归类的栏目，就可以从互联网获得大量所

需的信息。（４）传授角色模糊趋于互动性。
泛在信息环境，授者和传者之间的界限渐渐

模糊。每个用户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可以

是信息的传播者。授者和传者之间可以进行

沟通和对话，这种互动性既满足了用户的表

达欲望，也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乐趣和社交手

段。

２　泛在信息环境下读者信息需求的变
化

２．１　获取多元化的专业信息
泛在信息环境下，随着信息在人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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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交叉学

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用户的信息需求涉

及各行各业：性质上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信

息，也需要没有公开、不易获得的资料；形态

上不仅需要文字信息，也需要图像、声像等多

媒体信息。在这种趋势下，图书馆必须丰富

信息的内容和形态。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

代的飞速发展，过去那种简单初级的信息也

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这就要求图书馆提供

的信息在多元化的同时能够做到专业化，也

就是在对信息做一定的二次开发的基础上，

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增值信息服务，以帮助

用户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效率完成生活

和工作的信息需要。

２．２　倾向更智能的一站式检索
泛在信息环境下，要求图书馆能够提供

便捷的一站式检索功能，在检索知识时可以

实现各个不同数据库的互通，并迅速检索到

所需要的信息。需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开发

数据库、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一

个能够处理各种类型信息源，能够根据用户

需求进行动态管理信息的服务系统，利用新

型检索技术、智能代理、搜索引擎等提供智能

化检索平台。

２．３　要求信息及时性和个性化
在泛在信息时代，人类进入了快节奏的

社会，知识更新与老化的周期缩短，用户不得

不注重获取信息的时效性。这种情况下，数

字技术和泛在智能技术应运而生，用户随时

随地多途径、多渠道、成本低廉、稳定可靠地

及时获取最新的信息成为可能，这也是手机

等移动网络如此迅猛发展的基础。同时，面

对铺天盖地的信息，无论是工作创新，还是娱

乐需要，大多数用户都想获取具一定创新性

的信息，而不想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果图

书馆能够为每个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库，提供

信息指导员，并定时更新所需要的信息，这无

疑是一项深得人心的举措。

２．４　偏爱开放性互动操作平台
泛在信息环境下，用户信息来源是多渠

道的，不再仅局限于某个图书馆，而是通过互

联网延伸到其他图书馆、新闻媒体和众多的

信息机构。用户倾向于自助服务系统，自由

地浏览、下载和编改信息，并且渴望借助相关

的平台，与系统服务人员、其他用户、甚至与

专家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探讨，并与他人分享

链接，完成从信息的接收者到传播者的角色

转变。在这一点上，微博可以算得上是具有

典型代表的一个网络平台，所以才如此地受

广大用户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３　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如何创新信
息资源管理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信息资源都是图书

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信息资源的管理

是图书馆建设的核心内容。图书馆要尝试多

种途径创新信息资源管理，从而去适应读者

信息需求的诸多变化。

３．１　树立共建共享大资源观，建设特色数据
库

在信息资源建设上，图书馆以往都是以

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信息资源为目

标，这无疑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经费

有限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未免脱离现实。再

加上对于用户来说，并不在乎图书馆实质上

拥有什么，只要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

即可。所以在用户信息量需求越来越大的情

况下，图书馆大可彻底摆脱“大而全、小而

全”的传统理念，树立合作开发、共建共享的

大资源观，尝试建立图书馆联盟，以实现资源

的优化整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共建共享

可能会出现信息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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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避免这一问题，提高共建共享的效率。

应该由领导机构统一规划和协调，确定信息

资源加工平台和标准，各图书馆通过网络实

现联合联机编目、联合建库，分工协作。

没有特色就没有竞争力，如果每个图书

馆所拥有的信息资源都千篇一律，那也是一

种资源的重复和浪费。因此各图书馆信息共

建共享的同时，必须有所侧重，花一定的财力

物力在自身的优势资源上，以特色数据库建

设为核心，将本地区或者本馆馆藏最具特色

的信息资源作为重点建设对象，一方面拓展

自身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充分满足用户

个性化、专业化的需求。比如东阳市图书馆

可以立足东阳市“教育之乡”、“工艺美术之

乡”、“建筑之乡”和“中国恐龙之乡”这“四

乡”文化，建立相关的特色库，建成后无疑将

是一笔宝贵的优势资源。

３．２　构建一次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加强二次
文献资源建设

一次文献是直接以实践经验为依据创作

出来的文献，也称原始文献，其记载的信息比

较具体详尽，在所有文献中所占的比重是最

大的。构建一次文献保障体系是图书馆信息

资源建设的基础，除直接购买、开发纸质和数

字化一次文献外，还可以通过文献传递、馆际

互借、图书馆联盟等多渠道获取。

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管理

包括馆藏文献数字化和网络资源馆藏化。大

规模的馆藏数字化或大量引进电子资源需要

大量的资金作保证，在当前图书馆经费普遍

缺乏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加强二次文献库的

建设。二次文献即检索工具，是对一次文献

进行筛选、分类、组织、标引、优化等再加工，

从而建立各种专题库、导航库，其主要类型有

目录、题录、索引、文摘等，具有数据量大、积

累性强、搜索方便等特点，为用户省去翻阅大

量原始文献的时间。这里同样需要强调的

是，在二次文献数据库建设时，要加强数据著

录准确性、格式的标准性、检索语言的规范

性，从而为提高信息资源的查全率、查准率提

供可靠保障。同时，为使相关的多元化信息

有机融合并实现统一检索、管理和认证。应

该注意二次文献的归并、二次文献与一次文

献、一次文献与引文的链接等工作。

３．３　加强开放存取资源的利用，尝试建立个
人图书馆

开放存取（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简称 ＯＡ）是国
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为推

动科研成果利用网络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

动，是一种新生的网络学术信息交流方式，依

靠网络通信和数字化技术，任何人都可以及

时、免费、不受任何限制地通过网络获取各类

文献。对用户免费、无限制的使用以及共享

是ＯＡ资源与传统资源的主要区别，对于图
书馆来说，ＯＡ资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提供
了充足的资源。图书馆在使用ＯＡ资源的时
候不用考虑使用传统资源时遇到的许可权限

等问题，也可以不再依靠传统的出版机构。

国外很多图书馆都建立了自己的开放存取仓

储，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但是根据近年来

一项针对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图书馆、省

级公共图书馆进行的调查与分析发现，我国

的ＯＡ资源利用与开发还处在初级阶段，存
在重视不够、开发不够、服务确实等问题。可

见，国内图书馆在这项开发上还有很多潜力

可挖掘。

针对泛在信息环境下用户信息需求个性

化、专业化的特点。图书馆在进行数字化资

源建设的同时，不妨参考“３６０ｄｏｃ”（３６０个人
图书 馆）为 用 户 打 造 自 己 的 图 书 馆。

“３６０ｄｏｃ”是国内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
的一个免费网络好文收藏和分享的平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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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用户注册后，即可在３６０ｄｏｃ上拥有自己
的网上图书馆，进行网页文章收藏、管理、分

享等操作，会员已超过７６０万，目前还在不断
激增。我想图书馆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让用户在登录网上图书馆时可以建立自己的

个人图书馆，用于收藏信息、编辑信息、发表

评论、分享链接、订阅别人的收藏等。

３．４　开发移动信息服务，拓展图书馆存在形
式

上海图书馆于２００５年开通了全国首家
手机图书馆，用户可以通过３Ｇ手机访问上
海图书馆网站，并进行图书查询、图书预约或

者续借、借书到期提醒等服务。随着互联网、

手机的飞速发展以及融合，移动互联向人们

提供随时随地的移动信息服务，这使得手机

图书馆将成为图书馆开发移动信息服务的一

个大趋势。图书馆可将信息数字化，并制作

成无线终端设备可以识别的格式，用户可以

通过ＷＡＰ、３Ｇ等技术用 ＩＰＡＤ、手机将所需
资源下载到自己的设备上，随时随地阅读和

学习。

在“三网”高度融合的时代，数字电视图

书馆也是一个不错的信息建设途径，目前国

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在数字电视上开辟

了栏目，为用户提供服务。国家图书馆制作

的电视频道“国图空间”，展示了电子图书馆

的双向式交互服务，包括“百年国图”、“经典

相册”、“少儿读物”等节目，目前用户数量达

到数百万。

泛在信息环境下，如果读者必须亲自到

图书馆或者非要登陆图书馆的网站才能得到

图书馆的服务，也还不能算是做到了与时俱

进。何不拓展一下图书馆的存在形式，用现

代人每天都要接触的博客、贴吧、微博等形式

为用户服务。以时下最受欢迎的微博为例，

图书馆可以开通微博，聚集人气，及时发布信

息或者链接，内容不但可以有文字还可以有

声音和图像，并提供实时在线的服务，与用户

展开互动。目前国内一些图书馆已经开通了

微博，效果虽然还没有达到最佳，但是已经初

见成效。图书馆的微博可以看作是图书馆存

在形式的一种延伸，其内容也许不像真正的

图书馆网站那样博大精深，但是其影响却是

循序渐进、细水长流式的。

综上所述，图书馆要在泛在信息环境下

重新吸引用户，就必须紧跟时代，找准对策，

主动出击，充分考虑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首

先在信息资源管理上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为

用户打造一个泛在信息“场”，随后跟进专业

的泛在服务，让用户随时随地感受到新型图

书馆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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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院馆员职业素质建设研究

韦　宁
（深圳市御座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１）

　　摘　要　从民办学院馆员的职业素质现状、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定位、机
制、认识这三个方面提出实施馆员职业素质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　馆员　民办学院　职业素质　建设

　　随着国家对民办教育的高度重视与大力
扶持，民办学院得到空前的发展，其规模与数

量（含非学历教育的民办大学）几乎占据全

国高职教育的半壁“江山”，民办学院图书馆

（下面简称：学院馆）的各项工作得到有效地

发展与加强。但是，伴随着学院馆数字化、专

业化、学科化建设的开展，对学院馆馆员的职

业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更全的要求与期

望，然而学院馆馆员的整体素质发展还不尽

人意，其职业素质还比较欠缺。因此，分析学

院馆馆员的职业素质现状、究其原因、提出建

设对策，就成为做好学院馆人才队伍建设的

一项重要任务，对促进民办学院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馆员职业素质的现状分析
１．１　欠缺一些专业知识

目前学院馆馆员中存在图书情报专业知

识缺乏，学科专业单一，难以适应图书馆发展

需要的现象。一是，在学院馆馆员中学图书

情报专业的人很少，学文史工商类的较多，使

许多馆员缺乏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对图书馆

业务缺乏基本的了解，应聘上岗后适应和胜

任本职工作的速度较慢，这种专业“不对口”

的现象在学院馆普遍存在，尤其是新建的学

院馆尤为突出；二是，大多数馆员的学科知识

比较单一，既懂图书情报学，又具有软件开发

与网络管理和英语技能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在学院馆严重缺乏，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学院

发展与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三是，由于

学院馆地位低，被重视的程度不够，加上外面

的诱惑，导致人员流失较大，在学院馆“借房

躲雨”的现象十分突出，几乎每年都有３５％
左右的人才流失，这给馆员职业素质的提高

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致使馆员职业素质长

期得不到巩固与提升。

１．２　欠缺一些工作经验
民办学院承担着为国家发展培养人才的

重要任务，有其自身的教学运作规律，有些馆

员刚参加工作，不了解学院的教学运行方式，

不熟悉校情，没有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

也就不能确立自己的职业观，很难融入到学

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中去，自然也就不能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另外，从性别结构上看，在

学院馆馆员中女性人数要高于男性，据有关

资料统计，女性约占 ７０％左右。首先，我们
应该肯定女性从事图书馆工作有诸多优势，

如细心、热情、善解人意、吃苦耐劳等，但女性

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年青女性馆员基本都要承

担生育、哺乳等重任，这对她们的工作和学习

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此时的女馆员在工

作和学习上基本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的状态，

这样工作易出现断层，知识更新开始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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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使得女性馆员与男性馆员在业务能力

上的差距扩大，导致整体职业素质的不平衡。

１．３　欠缺一些职业素养
有些民办学院没有建立起对馆员的长效

培训机制，馆员进修、培训和学术交流的机会

严重缺乏，很难对自己职业生涯进行规划，不

能学习新东西，不能接收新的知识，长期得不

到进步，这就使馆员的专业素质长期处于低

水平状态，很难形成自身特有的职业素养。

随着图书馆系列职称评定条件越来越高，要

求具有一定的从事专业工作的年限，又要有

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学术研究

工作并非大多数年青馆员的强项，再加上论

资排辈的现象，这就成为很多学院馆员职业

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通过努力评上图

书系列的初级职称再想晋升的可能性也极

小，几乎意味着进入职称评定的终点，这种无

法提升的状态会使馆员逐渐丧失对工作的兴

趣，也失去对职业素养培育的动力，造成馆员

职业素质长期低下的现状。

２　馆员职业素质现状形成的原因
２．１　职业特性原因

学院馆员的工作相当繁琐、细致，既有大

量机械、重复性的简单劳动，也有精深、细密

的脑力劳动，另外还存在繁重的体力劳动。

面对像流通部、阅览室等机械、单调、缺乏技

术性与创造性的工作，馆员容易产生枯燥乏

味的情绪；面对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他们又表

现出恐惧、厌烦情绪；而面对大量繁重的体力

工作，又容易产生失落、悲伤的情绪。所以，

其职业特性容易造成馆员职业素质缺乏提升

动力的现象。

２．２　职业角色原因
目前大部分馆员的地位低于学院的教师

与行政职员，其工作性质、内容、方式、意义都

不被人理解，在师生眼中，其工作既没有高深

的技术，也没有什么知识含量，任何人都可以

胜任，工作的重要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认可。

学校方面对图书馆的工作职能也具有模糊性

和延迟性，将学院馆视为学校安置“老、弱、

病、残”的“养老院”，馆员工作的重要性难以

获得认同，有的民办学院还要求馆员承担监

考、招生、教务等身兼多职的工作，造成专业

工作绩效不易界定，致使馆员情绪备受困扰，

极易诱发“角色边缘化”的感受，从而产生较

为强烈的职业困惑，极易挫伤馆员提升职业

素质的热情。

２．３　职业待遇原因
民办学院的工资待遇一般是根据部门的

重要性与技术含量的高低和工作的难易程度

来确定的，学院馆在学校基本被视为不重要

的部门，馆员的地位又低于教师与行政职员，

自然而然在学校的待遇是比较低的，长此以

往，既挫伤了馆员从事图书馆工作的热情和

积极性，也造成了馆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以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职业心态对待工

作。面对待遇低、压力大的工作环境，他们则

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理看待事物，回

避压力，待条件成熟就立即跳槽。再则，聘用

合同、住房、户籍、物价上涨等问题的困扰无

疑加重了馆员的忧虑情绪，使他们不得不考

虑新的职业。。

３　实施馆员职业素质建设的对策
３．１　提高馆员的职业地位，树立自信心

首先，在政策上要做好学院馆的定位。

学院馆的定位决定其发展方向，也决定馆员

的职业走向与发展。目前，学院馆在学院里

基本上定位于学校的后勤部门，这不科学，也

不符合教育部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颁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书馆规程（修订）》中将图

书馆定位于“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

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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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就需要学校的领导必须清晰地认识

到学院馆是学校的学术机构，而不是后勤部

门，这就要求从政策上提高馆员的地位，在

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上，应从学术机构来

认定、来要求，加强馆员的职业素质培养；

其次，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要用理性

和人本这两个方面来营造和谐、宽松的工作

环境，让馆员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使馆员

处于一个充满关怀、相互理解、互相学习的和

谐团队中，有助于促进馆员职业素质的建设。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要善于倾听馆员的工作意

见、建议与诉求，要掌握馆员的兴趣、爱好以

及性格特征，帮助馆员对自身职业的重新认

识，给他们以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从关心、帮

助、鼓励来激发馆员对职业素质的愿望与热

情。

第三，学院馆目前正处在从传统到与现

代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大变革过程当中，其管

理的内外环境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管理模

式也将随之而发生新的变革并产生与之相匹

配的形式，这在技术层面与工作层面都对馆

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馆员应明确

自身的工作职责，努力提高职业技能，增强自

身职业素质的综合能力，树立自信心；同时，

要培养馆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充分

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和自身的价值所

在。

３．２　建立激励机制，加强素质建设
首先，学院要把馆员的职业素质建设作

为学校开展人才培养目标与任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贯穿于学院资师队伍建设的全过程，

融入学院整个发展建设体系，建立有效的培

训教育实施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馆员的职

业素质。这就需要加强馆员自我职业心理调

控能力的培训和学习，可采用鼓励馆员自学、

请专家讲座与外派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让馆

员了解与掌握职业规范和应履行的职责，让

馆员充分认识到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意义、作

用以及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要求，要让馆员

明白自己所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帮助他们做

好适应自己发展的职业目标，使年青的馆员

热爱这个职业，提高他们的职业心理承受能

力，积极引导馆员用健康的心态面对工作和

生活，这对提升职业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采用多种形式来加强馆员的职

业素质建设。针对年青人脑筋活、反应快、接

收能力强的特点，要让馆员走出去，去接收新

的事物，如让馆员多向兄弟院校、公共图书馆

学习，积极参加图书馆协会、高校图工委等专

业组织的学术交流，这很有利于开拓馆员的

视野，增长知识；要照顾馆员的兴趣与需求，

寻找职业素质建设发展与馆员发展的结合

点，使馆员自身职业素质的提高与学院人才

队伍建设的发展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可通

过在馆内开展学术讲座、竞赛、考核等，督促

激励大家学习、钻研业务知识；可实行岗位轮

换，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工作的新鲜度，避免

重复性劳动引发职业倦怠与困惑的心理压力

现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使

馆员全方位了解图书馆的工作流程与工作情

况，有利于馆领导发现与掌握每个馆员的长

处和弱点，以便更加合理地安排工作，使他们

各得其所，这很有利于馆员职业素质的提升。

第三，建立多种激励机制，促进馆员的职

业素质建设。这需要赋予馆员工作的权力与

职责，实现馆员的自我管理，自觉地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将馆员的待遇与工作业绩、岗位挂

钩，形成重业绩、重贡献、向优秀馆员倾斜的

分配机制；通过目标激励、工作激励、奖励激

励、榜样激励等各种激励措施，激发馆员爱岗

敬业、热爱图书馆事业的热情，通过激励让他

们的付出得到赞同、得到认可、得到肯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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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消除馆员“角色边缘化”的职业困扰；

建立平等的用人机制和政策，在岗位设置、职

称评定、外出深造、干部选拔等方面尽量做到

公开、公平、合理，大胆采用竞争上岗的机制，

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客观、民主的考核评价

体系，最大限度地调动馆员的工作积极性。

３．３　正确认识自己，做好职业规划
首先，馆员要正确认识自己。在新的环

境下，馆员的角色在更新，职责在变化，要胜

任新角色，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优势显然

不足，这就要求馆员对自己要准确地做好职

业定位，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克服

自己的缺点和劣势，自我把握、自我调节、自

我控制。

其次，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提高自己的

职业境界与职业水平。馆员要把眼光放长

远，要克服造成职业素质低下的各种不良情

绪，要冷静地对待事物，要科学合理地制定自

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发

展规划，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服务工作的重要

性，要注重对职业个性的培养，要奉行“以需

求为本、服务用户”的理念，积极为企业做好

情报服务工作，增强职业归属感与自豪感，使

自己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实现准确的职业定位

并有所作为。

第三，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

中要为人师表，寓教育于服务之中，奉行“以

人为本、服务育人”的服务理念，积极为读者

做好服务，增强职业归属感与自豪感，让自己

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实现准确的定位并有所作

为，这是实现职业素质建设的必备条件。

总之，民办学院馆馆员的职业素质较低

的表现是多形式的，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学院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馆员的职业素质建

设工作，要认真对待，认真研究，认真分析，认

真落实，要把日常管理和素质教育工作有效

地、紧密地结合起来。良好的职业素质并非

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需要经过工作经验的积

累、意志的锻炼、品质的塑造、文化的熏陶等

一系列过程，所以要积极为馆员营造宽松、和

谐、充满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充分调动馆员的

工作热情，有利于馆员职业素质的提升。馆

员要勇敢面对现实，做好心理调控，保持良好

健康的职业心态，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在自

己的本职工作中通过不懈的努力提高自己的

职业技能，展现自身的职业价值，为民办学院

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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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为积极探索我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管理和服务工作，认真总结和推广图书馆管理

和服务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经验，有效推进我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工

作。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分委会决定在全省高职高专院

校图书馆范围内开展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典型案例征集与报送工作。

本次案例征集主题确定为：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模式、资源建设、读者服务、人员队伍

建设、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图书馆文化建设、其它相关主题等七个方面。案例征集工作于

２０１３年６月开始，２０１３年９月底结束。
该活动得到了全省各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同行的广泛重视，不少馆长亲自撰写案例。

现共征集到１８所院校图书馆的２３个案例。本刊将从２０１３年第４期开始选登部分案例，
以期通过这些案例的交流，促进我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高职图书馆基于面向全社会的

点面结合的多途径社会化服务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

俞木雄　胡朝德　楼健群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０）

　　摘　要　介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通过多种有效途径，进行社会化服务的
案例。

关键词　图书馆　社会化服务　案例

　　高校图书馆开展文献信息社会化服务是
近年来图书馆界一直热议的话题。对此话题

讨论者很多，而付诸于实践者较少。多年来，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金职院

图书馆）一直坚持开展社会化服务，积累了

不少的经验，也有一些创新和闪光之处。本

案例在总结金职院图书馆多年来社会化服务

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

化服务的多种有效途径，可为高职院校图书

馆社会化服务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推动高

职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１　案例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论述，从宏观上为高职院校

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提供了理论指引。十八大

报告提出了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

文化生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等论述。人民网刊登的十八大精神

解读强调：要做到“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要“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以全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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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服务对象，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这

些论述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提供了

理论指引。

二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纲要》）
和《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以下简称

《规程》）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提供

了政策支撑。《纲要》明确提出：“高校要牢

固树立主动为社会化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

展服务”，要“增强社会化服务能力”；要“推

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

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而《规程》明确了

“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

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

学校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地”、“有

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

和社区读者开放”的规定。这些都为高职图

书馆社会化服务提供了切实的政策和法规依

据。

三是社会公众要求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

化服务日益高涨的呼声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社

会化服务提供了现实需求。由于目前作为地

方文献集散中心的公共图书馆所能提供的资

源和服务往往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科学与

文化需求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不少社会公众

呼吁高校图书馆能够弘扬公共精神，依托其

科学、人才和智力优势开展文献信息社会化

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知识需求。

四是“立足本地、服务地方”的高职院校

立校之本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提供

了内生动力。近年来，涉及地方性的各种教

学项目和研究课题，逐渐成为高职院校教学

和科研的重点，高职图书馆也因此将与地方

经济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献资料列为收

藏的重点。高职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一方

面可以很好地缓解公共文献信息资源的供需

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够有力地促进高职院校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培养人才目标的

实现，可达成高职院校和社会各方共赢的局

面。

２　案例实施内容
资源无限制地全面向社会开放，无门槛

接纳全社会的任何读者；到校外开展流动服

务；在社会诸多领域（企业、学校、农村、军

营）广泛开设图书分馆或图书流通站。

２．１　面向全社会推广阅读、鼓励借阅
２．１．１　积极开展推广阅读活动。多年来，金
职院图书馆利用世界读书日等平台，编辑宣

传资料，组织学生志愿者上街、进社区进行宣

传发放、揭示馆藏，鼓励社会人士走进图书

馆，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

学习氛围。

２．１．２　无门槛向社会公众开放。金职院图
书馆对社会人士办证时除了登记身份证信息

外，没有设置任何的条件限制。社会读者凭

有效证件即可入馆阅览、凭借书证即可外借

图书。

２．２　提供各类文献服务
２．２．１　向社会读者提供纸质文献服务。１０
多年来一直坚持与校内读者平等地向社会读

者提供馆藏图书的外借服务和馆藏报刊的阅

览服务，这项服务深受社会公众的欢迎。

２．２．２　向社会读者提供馆藏电子文献的检
索服务。社会读者只要到电子阅览室上机，

就能与校内师生一样检索并获取图书馆的电

子文献资源。不便来馆却又急需查阅的读

者，也可通过请求电子传送的方式予以满足。

此举尤其受研究型社会读者的欢迎。

２．２．３　社会读者还可通过图书馆服务联盟
享受文献传递服务。把高校联盟馆之间文献

传递的服务对象由校内师生 （下转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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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文化建设案例

陈　玉　李建国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介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从新馆建设设计、现代化设施、人文艺术
设计等方面营造图书馆文化氛围的案例。

关键词　图书馆　文化建设　案例

　　图书馆文化是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灵
魂，是图书馆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高校图书

馆文化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馆从新馆的建设设计开始，就十分重视图书

馆文化氛围的营造。到新馆的装修设计，以

及新馆启用后相关文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使

得我馆的文化氛围日趋浓厚，同时颇具特点。

依托新馆的良好设计、现代化设施及人文艺

术设计来“营造”文化，推进图书馆文化建

设，打造独具特色的湖职院图书馆文化魅力，

为校园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下面就我馆图书

馆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说明。

１　用自然环境来设计图书馆文化
图书馆自新馆建设方案开始构思、论证、

设计阶段起，就积极为新馆的馆内外自然环

境文化建设献计献策。现图书馆主体大楼外

形整体设计风格新颖、现代、美观，酷似一本

正在缓缓打开的书卷，洋溢着浓浓的校园书

香文化氛围。建筑环境文化独特，选址依山

傍湖，馆前设置清池玉泉、金鱼睡莲，另配人

工喷泉、瀑布，动静结合、相映成趣。独具特

色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位来馆的读者身临其

境。同时科学合理地设计馆内空间，用绿色

植物、花卉盆景改善视觉空间、净化室内空

气，有利于读者身心健康、提升学习效率。还

邀请分院园艺专业不定期来馆展出插花艺术

作品，扮靓阅览室、书库、服务大厅的空间环

境。

２　用设备设施来营造图书馆文化
图书馆自新馆开放以来，一站式的服务

模式，使读者进入图书馆犹如进入超市，能自

由、公平地获取信息资源，让读者感到身心自

由，文献可随读者在馆内自由流动，使读者能

轻松、愉快地享受、利用图书馆。注重用“休

闲元素”来“点缀”环境文化，购置批量的休

闲沙发，并配备相应玻璃茶几，配备在相应的

公共区域，营造休闲阅读、书香休憩的环境文

化氛围；分别在图书馆大厅，各书库和参考阅

览室内配备学生查询电脑，方便学生使用。

图书馆提供的辅助电源接口、有线接口、无线

网络，为读者营造了温馨、舒适的阅读氛围，

受到读者的好评。

３　用人文元素来烘托图书馆文化
图书馆充分利用馆内公共区域的墙面来

烘托图书馆文化建设。２０１１年完成的三楼
报刊阅览室外墙面的《荀子·劝学》节选字

雕文化走廊、“劝学墙”新颖、别致，激励读者

时常拥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学习心

态，得到读者和来馆参观的同行的赞赏。四

楼报刊阅览室外墙面的十所“世界知名高校

图书馆”图片走廊也在同年完成。另外充分

利用馆内空间，长期展示师生作品成果，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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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陶冶读者情操。

２０１３年布局制作的“江南旧影·民国时
期江浙沪老照片展”在图书馆二楼大厅公共

区域墙面精彩亮相，提升了图书馆的人文艺

术品味。这是以湖州地区最早的民间摄影家

黄笃初拍摄的老照片为素材，通过挑选、构

思、编辑、整合而成的一个永久性照片展。整

个背景以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为基调，精心挑

选的６０余幅照片排布成“旧影”的汉语拼音
ＪＩＵＹＩＮＧ的字样。经过优化布置，原有墙面
已升华为“人文之墙”，人文气息彰显、书香

氛围浓厚，达到了既充分利用了空间环境、又

让环境处处体现了渗透人文关怀的目的。

４　用艺术元素来升华图书馆文化
我馆于２０１２年建成的包畹蓉京剧服装

艺术馆和吴朴书画馆，用高雅的艺术元素来

升华图书馆文化建设，是图书馆文化建设的

最大亮点，彰显出浓烈的传统文化特色品牌

效应，实现了图书馆文化建设艺术内涵的重

大跨越。

位于图书馆一楼的吴朴书画艺术馆，于

２０１２年４月建成开放。展厅面积 ５００多平
方米，展示作品６０余幅。吴朴先生系湖州本
地书画大师，生于１９２３年，一生与书画作伴，
传承吴昌硕书画遗风，山水花鸟人物皆通。

其作画如做人，画作古朴、拙巧、宽博、厚重。

作品既有诗味，又含金石气，更具有书卷气与

书法之美。尤以画梅花见长，人称“吴梅”，

深受人们赞赏和喜爱。图书馆充分利用宝贵

的艺术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化设施场所开展服

务，丰富师生读者精神生活，提高大学生的文

化素养。

位于图书馆五楼的包畹蓉京剧服饰艺术

馆，于２０１２年９月正式建成开放。展厅面积
１０００多平方米，依托大量资料及实物，系统
介绍了“国粹”京剧的发展历程、行当、艺术

程式、化妆、脸谱、乐器、行头等知识，突出展

示了包畹蓉先生珍藏数十载的名人遗物、祖

传珍品，以及自己制作的精美服饰共计３００
余件。包括当年荀慧生所穿的梅红袄、俞振

飞的粉大靠、黄桂秋的粉红宫装与大红旗袍

等在内，多数服饰可谓雍容华贵、精美绝伦，

实现了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与历史文物价值

的高度融合。其中包畹蓉先生于上世纪８０
年代花巨资１６万元、请人历时３年制作的全
金蟒袍，包家祖传的“百佛袈裟”，堪称本馆

的“镇馆之宝”。据悉，包先生当年为筹集

“全金蟒袍”的制作款项，卖掉了自己在上海

浦东的一套住房。面对栩栩如生、巧夺天工、

磅礴大气的艺术珍品，令赏鉴者无不为之叹

服。包先生出于对故乡湖州的热爱，还捐赠

了“荀派研究会”成立时的签名册、自己抄写

的瘦金体《论语》长卷、部分作品中、画稿及

头部首饰等，使艺术馆的藏品更为丰富。

包畹蓉京剧服饰艺术馆是湖州市人民政

府与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建设的专业文化

艺术馆，是湖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浙江

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也是高校特色校

园文化品牌项目。它的建成与开放，极大地

丰富了图书馆的文化建设内涵，同时也有助

于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积极健康向

上的现代人文精神。在学校统筹安排下，图

书馆积极探索开展国粹京剧演唱、服饰制作、

京剧基本知识、经典剧目欣赏等普及活动的

新思路、新方法，落实专人管理、讲解，还培训

大学生志愿讲解员，在大学生中开展京剧传

统文化宣传和普及、推广教育。并坚持公益

性原则，根据基地自身的特点以及湖城广大

人民群众的需求，创造条件广泛开展有特色、

有实效的京剧普及教育活动，逐步提高大学

生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京剧欣赏水平和审美情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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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图书馆依托良好的服务与设

备设施，以图书馆环境文化建设为着力点，优

化推进、开拓创新，营造出“和谐、优美、人

文、高雅”的书香文化建设氛围，让图书馆文

化“沁”人之心脾，让读者在舒适的空间环境

中受到熏陶。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陈玉、楼锡银、李

建国、方红娅、宋媛、张献峰、杨度玉、王育

惠）

（责任编辑：孙　晓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

（上接第 ４７页）　扩展到社会读者，通过
ＺＡＤＬ（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ＣＡＬＩＳ（中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等系统，提高图

书馆社会化服务的能力。

２．３　在社会各领域开展文献服务
２．３．１　建立校企合作基地流通站。２０１３年
４月，在紧密型校企合作单位中国皇冠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首个校企合作基地流通

站。图书馆为流通站提供３０００册图书，并对
皇冠集团开展报刊流动阅览以及电子资源使

用等服务。

２．３．２　到校企合作基地流动阅览。２０１２年
和２０１３年，多次到校企合作单位晟元集团有
限公司和浙江采云间茶业有限公司开展流动

阅览服务。

２．３．３　建立农村流通站。２０１２年，在金华
市婺城区雅畈镇雅畈二村开辟校图书馆农村

流通站。

２．３．４　开辟军营服务场所。设立金职院图
书馆９４９２２部队分馆。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图书
馆与当地驻军９４９２２部队签署了联办图书馆
分馆的协议，向部队分馆提供咨询、培训、使

用传递数字资源等服务，并向分馆投放了一

万册图书。

建立驻军 ７３０５２部队“科技拥军流通
站”。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为深入开展军地共建文
化活动，图书馆在驻军７３０５２部队建立了“科
技拥军流通站”。

２．３．５　接受社会团体集体借阅。２０１２年３
月，图书馆为金华市经济开发区苏孟小学全

体老师集体办证，接受苏孟小学老师前来集

体借阅图书。２０１２年９月，与金华市宾虹小
学签署了文献资源合作协议，为宾虹小学全

体教师办理优惠借阅证。

２．４　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支持民工子弟求知
２．４．１　全馆动员为民工子弟捐书。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图书馆党员干部积极带头，全馆上下
人人捐书，三天时间共捐出近 ２００册图书。
图书馆又从新华书店新购近３００册图书，将
这５００册图书全部送给了第二民工子弟学
校，为困难学生送去精神粮食。

２．４．２　利用先进党组织奖金为民工子弟捐
书。２０１１年５月，图书馆党支部在广大党员
的热烈支持下，将学校发给的２０１０年先进基
层党组织奖金用来购书捐送给市第二民工子

弟学校。

３　案例实用效果
媒体宣传：７３０５２部队开设“科技拥军”

图书流通站在金华电视台 ３８频道的“百姓
直播间”栏目播出。

同行认可：２０１２年，在全省高职高专图
书馆读者服务研讨会上，金职院图书馆介绍

了读者活动和社会化服务的经验。山东、河

南以及浙江省内数家高校图书馆慕名专程前

来学习。

领导肯定：在２０１１年底浙江省高职高专
图书馆建设调研活动中，金职院图书馆多年

来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做法得到省教育厅有关

领导和调研专家组的充分肯定。９４９２２部队
分馆的建设得到南京军区领导的肯定。

政府表彰：与驻金华９４９２２部队的军民
共建文化活动，先后获得金华市“军民共建

双拥活动创新奖”和金华市军地互办实事

“双十项”活动最佳成果奖。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俞木雄、胡朝德、

楼健群）

（责任编辑：孙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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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者悦读”活动引领校园文化品牌的建设

叶忠杰　丁建洪　叶新明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３１１１１２）

　　摘　要　介绍了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通过组织“领航者阅读”系列活
动，推进校园读书风尚，引领校园文化品牌建设的案例。

关键词　图书馆　阅读推广　案例

１　案例背景或情况
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社会浮躁化趋

势蔓延，“指阅读”、碎片化阅读占据了越来

越大的比重，传统阅读面临严重冲击。为推

进阅读推广，鼓励读者阅读，享受阅读兴趣，

启迪个人成长，在第１９个“世界读书日”来
临之际，我校图书馆联合学校宣传部、学工

部、工会和教务处等部门，策划和启动了长达

半年的“领航者悦读”活动。从以往的部门

层面扩大到学校层面，试图打造引领校园文

化的品牌———人人悦读，领航成长，全方位激

发全校师生爱学习的兴趣，使爱读书的正能

量激励每一位“交通人”。

２　实施内容
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下午启动的“领航

者悦读”暨第二届读书节的启动仪式上，以

３０名同学共同诵读《劝学》与导师为学生赠
书等精彩活动为开场，拉开了第二届读书节

的帷幕。图书馆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下，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

（１）爱国励志———“我的中国梦”主题读
书活动

（２）读书沙龙———教师领航者俱乐部
（３）书海导航———阅读方法导引
（４）教育有方———教职工专场读书会
（５）爱心循环———图书漂流活动

（６）读书之星———书香学生、书香教师
及书香寝室评选

（７）“书”途同归———用好网络读好书
（８）我爱读书———读书攒积分
（９）常来常往———唤醒沉睡的读书卡
（１０）书海畅游———图书资源展
这些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从４月

２３日的“世界读书日”开始到１０月底止。

３　实际成效
３．１　“领航者悦读”活动的开展，使校园里
掀起了爱读书的热潮

在世界读书日和全民阅读活动的推动

下，高校图书馆每年都会在读书日期间开展

一些读书活动，活动形式以“读书月”为居

多。一个月的读书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大学生的读书兴趣，但由于活动时间

不长，读者往往在热闹的活动开场中走近图

书馆，之后的学习状态又会慢慢松懈下来，对

培养良好读书习惯的养成效果不明显。我校

图书馆在调研相关高校读书节活动开展成效

之余，在今年启动了历时长达半年之久的读

书节活动。在活动期间，以周或月为周期安

排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结合实际、大胆创

新，通过开展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形式多样、

富有成效的多种活动，吸引师生读者广泛参

与，努力增强读书活动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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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活动初始，叶新明研究馆员作了题为

“阅读点亮人生、思考洞悉世界”的专题讲

座，使广大读者重新认识了“读书”，激发了

青年学子的读书热情；由学校工会牵头组建

的教师领航者阅读俱乐部，在学校党委和领

导的关心参与下，于５月份正式启航，并通过
集体研读的方式，重新发现了曾经失落的

“论语”，在浮躁的当今找到了一份宁静。读

书节活动启幕以来，进入图书馆学习的读者

人次数是平时的１．３５倍，图书借阅量提高了
４５％。更值得庆幸的是，少数原来从未关注
过图书馆的读者，在这个读书时节静静的走

了进来，并以此将图书馆作为了大学生活中

的重要组织部分。如我校机电一体化专业

１１４２０４班陈伟鹏同学，在学校“教师联系学
生下寝室”的活动中，受图书馆老师和读书

节热潮的影响，现在抽空就到图书馆，当起了

义务的助理馆员，并骄傲的认为“自从我发

现图书馆，担当起这里的义务馆员以来，我的

大学生活充实了很多。每当我搬运着沉重的

书籍，我感受到了知识那沉甸甸的份量。”

３．２　“领航者悦读”活动的开展，正引领着
一种新的读书风尚

目前，图书馆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建设中的快速应用，

传统图书馆正努力向现代图书馆转型和发

展。我校图书馆在不断提高电子图书、电子

期刊、各类数据库的资源储藏量及所占比例

的同时，努力寻找突破口来引导广大读者发

现知识、利用知识的新途径。

活动期间，为了更好地展示数字资源不

受阅读空间、阅读时次限制的优越性，充分展

现随时随地阅读的学习便利性，我校图书馆

积极为推介数字资源搭建平台。除了在硬件

上为读者创设无条件上网学习的 ＷＩＦＩ网络

（图书馆区域），还集合了知网、维普、万方等

常用数据库供应商现场开展数字资源展示及

宣传。为帮助学生读者提高实用英语、大学

英语的自我学习能力，助力英语考级，图书馆

在今年６月份全国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和大学
英语考试之前，重点到各相关分院和专业宣

传起点考试网和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并将

各种数字资源免费接入到各学生宿舍楼，同

步免费向读者开放电子阅览室，使学生读者

充分体验数字资源海量、快捷的资讯；为帮助

部分学生读者选好网络通识课，计划于今年

１０月份联合教务部门开展网络通识课的讲
座，传递学习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越性，

不断将获取新知识的读书体验深入读者心

中，更加触发读者对网络阅读的兴趣，逐渐使

“指阅读”成为一种新型的读书方式。网络

阅读对“读书”进行了一次新的诠释，也使读

书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

３．３　“领航者悦读”活动的开展，营造了“师
生共读，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

在传统知识观的视野里，知识具有权力

性、文本化，教师是知识的权威。然而，在当

代师生互动的具体教育实践中，教师的知识

也可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并有可能陷入

“授知”的困境之中。知识的实践性转向迫

切要求教师放弃长期以来作为知识权威的身

份，重建自己的知识形象。在如今高等职业

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培养的对象是有

着丰富想象力却又活泼好动的新一代职业

人，他们有着非常活跃的思想，如何使传统的

知识迎合当今形势下的时代要求，已成为了

职业教育领域的新话题。我校举办的读书

节，也充分考虑了职业教育新形势下的这一

因素，不仅动员广大学生读者加入读书队伍，

也广泛吸纳教师读者加入读书队伍。读书节

期间，学校以自愿报名 （下转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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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先进集体

丽水学院图书馆

　　二年来，丽水学院图书馆经历了学校

“十二五”发展规划开局与落实、领导班子换

届、岗位聘任、绩效工资改革和深化教育体制

改革等，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始

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践行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党的各项

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学校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和教学管

理等要求，积极创新办馆理念，突出工作重

点，推动丽水学院图书馆各项工作持续、协调

和健康发展。坚持以服务师生为根本目的，

以全面提高办馆水平和服务水平为目标，充

分依靠丽水学院图书馆全体职工的集体智慧

和力量，积极、扎实地开展信息资源建设和信

息服务工作，通过优化阅读环境、拓展服务功

能、倡导读书活动、加强队伍建设、开展合作

交流与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深化丽水学院图

书馆各项工作。

一、树立正确的办馆和发展理念

我们始终以“把丽水学院图书馆建设成

为馆藏丰富、技术先进、功能齐备、管理科学

的具有本校和地方特色的现代化高校图书

馆”为指导思想，以资源建设为基础，以数字

化建设为方向，以信息服务为中心，强化基础

设施建设，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学

科建设提供保障。

１．高度重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文献信息资源是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

标之一，是学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服务地

方经济的重要资源保障。为了使丽水学院图

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更加适应学校教育改

革发展需求，满足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需要，进一步落实丽

水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根据《落

实学校改革和发展规划的图书情报发展实施

意见》精神，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读者

第一，服务育人”为宗旨，根据丽水学院图书

馆资源建设工作规律，制定了丽水学院图书

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方案，以此指导丽水学

院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工作。

一是优化纸质文献信息资源结构，保障

重点学科，兼顾其它学科，统筹协调，合理购

置。通过深入各二级学院走访、召开师生座

谈会、荐购等方式，多渠道地征集资源建设意

见和建议，不断丰富和优化信息资源结构，真

正体现每位读者有其书，每书有其读者，为学

校办学特色和教学科研及地方服务提供文献

资源保障。两年来，馆藏文献数量和质量都

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纸质文献从２０１０年底

的１３１万册增加到现在的１４０万册，生均拥

有藏书１１８册。

二是建成覆盖面较广的数字信息资源体

系。在保证纸质文献建设的同时，多渠道提

高电子文献资源的比例。通过 ＣＡＬＩＳ集团

采购、ＺＡＤＬ省中心集团采购、学校自购等方

式进行数据库建设。今年续订高校财经数据

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ＷＳＮ、ＥＢＳＣＯ数据库、维普中文

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Ｋｕｋｅ音乐丽水学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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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ＩＮＦＯＲＢＡＮＫ、全国报刊资料索引、新东

方英语学习库等９个数据库。促进丽水市网

络图书馆购买外文数据库的力度，目前共有

１０个共享的丽水市网络图书馆的数据库，进

一步加强与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享

工作，真正做到自建与共享相结合的信息资

源建设体系。

三是加强丽水学院图书馆特色馆藏建

设。这是打造我校办学特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扩大丽水

学院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在现有资源基础

上，我们着手开发陶行知、刘基、畲族研究等

特色数字资源。其中陶行知研究信息平台在

２０１２年顺利完成建设工作，现已上网运行。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与浙江省图书馆达成合作建设

畲族文化多媒体数据库，引进项目建设经费

１２万元。

２．重视网络设备的建设和发展

网络设备是图书馆服务的技术保障。为

使网络正常运转，服务沟通上层次，丽水学院

图书馆积极与学校信息技术中心领导和技术

人员进行深入研究与沟通，根据相关部门、读

者对信息资源、信息服务需求，依据丽水学院

图书馆内在发展要求，制定了丽水学院图书

馆网络设备建设方案。积极参与学校“十二

五”信息化建设规划前期调研工作，使丽水

学院图书馆网络设备建设项目尽可能全面溶

入到学校信息化规划之中，为丽水学院图书

馆网络信息服务、个性化服务向深层次发展

提供设备保障。

３．扎实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倡导读书育

人新风

读者信息素养教育与培训工作历来是我

们非常关注的一项工作。我馆坚持开展新生

始业教育，使他们初步掌握使用图书馆的技

能；召开师生座谈会，深入二级学院，广泛听

取教师、科研人员、学生对丽水学院图书馆的

意见和建议，结合反馈信息制定信息培训计

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论

文选题与写作等指导，极大地激发了读者利

用丽水学院图书馆的热情，电子资源咨询人

数倍增，并针对各二级学院实际开展了

ＺＡＤＬ培训，提高教师对信息数字资源的检

索和利用能力。两年来，共计举办各类培训

讲座１６场，培训７５００多人次，读者信息获取

能力获得明显提高。

开展读者读书指导活动。我馆联合有关

部门在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１２月开展了２０１２“书

海飘香”读书系列活动，该活动已成为我馆

的特色项目，是我馆长期以来提高服务质量，

拓宽服务内容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２年阅读系

列活动通过以“享受阅读，体验创新”为主

题，举办各类讲座、图书荐购、有奖征文评选

和十佳读者评选等活动，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吸引了更多

的读者到丽水学院图书馆来读书，也带动了

教师读者的阅读积极性，真正把阅读当成一

种习惯，把阅读当成他们的内在需求，从而在

全校形成一股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本年度

我馆共接待读者 ４４８１１７人次，比往年增长

７０％。

４．做好读者服务工作

丽水学院图书馆一直把“读者第一、服

务至上”的服务理念贯穿于工作当中，强调

“以人为本，无私奉献，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作为全馆职工的行动要求，开展“爱岗敬业，

优质服务”的职业道德教育，工作中坚持以

读者为中心，以优化读者服务模式来体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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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学院图书馆服务个性化，大胆创新，实现

“一站式”服务，为读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

自由的信息获取服务。

首先，强化服务意识，读者服务工作不断

创新。发挥传统服务优势，做好基础服务工

作。通过有效的激励和奖惩措施，增强丽水

学院图书馆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服务明星”评选等方式，促进员工刻苦

钻研业务，学先进、赶先进，形成良好的服务

和学习氛围；同时外出交流，学习兄弟院校优

质服务理念。２０１１年，丽水学院图书馆组织

部主任和部分业务骨干先后走访了浙江大

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传媒

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湖

州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图书馆，学习他们先进

的办馆理念，优质的服务工作，用以指导我馆

工作，更好地发挥团队精神，变被动服务为主

动服务，为我校的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学科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保障。

其次，积极开展特色服务和个性化服务。

为加强丽水学院图书馆信息咨询队伍建设，

从提高咨询人员素质和提高咨询服务层次上

下功夫。在开展丽水学院图书馆博客、ＱＱ

在线咨询、ＱＱ群交流等现代化咨询方式的

前提下，为搭建学科服务、科技查新等高层次

服务作准备。２０１２年，丽水学院图书馆派两

名信息咨询部人员前往浙大图书馆学习培训

科技查新服务。两年来我们依托浙江省数字

图书馆丰富的中、外文文献资源，完成原文传

递１６３６篇，提供 ＳＣＩ、ＥＩ等收录证明和中文

文献收录、引用、影响因子证明４０人次；学术

不端检测３３篇。

再次，我们注重图书馆环境的美化与改

造。为了使改造的丽水学院图书馆功能布局

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丽水学院图书馆于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聘请相关图书馆学专家对

我校图书馆进行了实地论证，专家们针对丽

水学院图书馆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丽水学院图书馆根据相关专

家、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以丽水学院图书馆发

展目标为契机，并结合文献资源建设、服务与

管理的总体要求，制定了丽水学院图书馆功

能布局改造方案，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在院长

办公会议上通过，下一步将进入方案的逐步

实施阶段。

５．成功承办２０１１年浙江省高校图书馆

馆长会议

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６－２８日，浙江省高校图

书馆馆长年会在我校召开，这次会议是历次

馆长会议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

到会人员 １３０多人。馆会务组成员不辞辛

苦，加班加点，保证了会议的正常召开，得到

了主办方省高校图工委的肯定，也提高了我

校和我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６．积极做好“２０１２中国·丽水畲族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工作

２０１２年４月，丽水学院图书馆根据学校

要求，具体承担了“２０１２中国·丽水畲族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协调和沟通等

筹备工作。办会水平的高低是评价学校办学

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是丽水学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

一次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达到了

宣传丽水、宣传丽水学院的作用，促进了学校

民族学研究和畲族文化研究，推动了学校学

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也为将来举办同类会议

积累了经验。

二、加强组织建设，规范管理工作，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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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建设

１．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组织建设，塑造

勤政廉政领导集体

二年来，我们建成了完善的丽水学院图

书馆领导班子工作机制，坚持民主决策、科学

决策，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坚持以党政联席会

议的形式，集体讨论丽水学院图书馆重大事

项。坚持馆务公开制度，注重党风廉政建设，

严格执行采购制度，自觉把好文献和设备采

购关，做到图书采购由学校组织公开招标，并

制作采购流程图上墙，时时警示采购人员规

范采购流程，合理使用文献资源购置经费，大

型设备报计划由学校招标采购，牢固筑起拒

腐防变的防线，杜绝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

重视群团工作。紧紧围绕丽水学院图书

馆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分工会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通过各种方法调动全体会员的工作

积极性。进一步加强职工的民主监督和民主

管理能力，广泛征求职工意见，结合丽水学院

图书馆工作特点，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有益的

文体活动。关心青年职工，通过举办各类青

年联谊活动，激发青年职工生活和工作的积

极性。今年还创办了简单的职工活动室，让

职工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强身健

体，活跃工作气氛，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

性。

２．完成丽水学院图书馆二轮岗位聘任工

作

根据《丽水学院二轮岗位聘用实施方

案》精神要求，成立丽水学院图书馆二轮岗

位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丽水学院图书馆

二轮岗位聘任工作方案和工作安排，编制丽

水学院图书馆岗位设置方案（岗位设置计划

表）和编制丽水学院图书馆岗位说明书。丽

水学院图书馆岗位设置根据学校岗位设置要

求，规范操作，以丽水学院图书馆一轮岗位聘

任为基础，充分考虑丽水学院图书馆“十二

五”发展需要，对丽水学院图书馆岗位设置

进行调整，充分体现馆员的知识结构与知识

背景。

３．整合图书馆资源，改善人员队伍结构

为顺应学校改革发展之需要，丽水学院

图书馆根据工作实际和专业人员情况对现有

资源进行整合。一是对丽水学院图书馆组织

机构进行调整，将原参考咨询部和信息技术

部进行重组，组建信息咨询部。通过整合现

有人才，加强网络文献传递服务、知识查新服

务、课题跟踪服务、网络咨询服务和加强网络

信息资源开发、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信息资源

共享等平台的建设；二是对丽水学院图书馆

中层干部进行了调整。通过岗位聘任工作，

把丽水学院图书馆素质相对较高的相关人员

聘任到各部相应的工作岗位上；三是通过业

务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提高现有工作人员

的信息知识服务能力。２０１１年，丽水学院图

书馆先后派出７批１５人次外出学习培训图

书馆相关专业知识和技术，提高专业人员的

业务技能，提升丽水学院图书馆服务水平和

质量；四是增强馆际交流和协作，分期分批组

织人员到有关高校图书馆参观学习，以达到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取长补短，不断提高丽

水学院图书馆工作水平。

４．规范化治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围绕学校提出的工作重点，我馆积极实

施规范化管理，使各项业务工作真正做到制

度化、常态化。２０１２年，配合学校发展要求，

结合丽水学院图书馆工作实际，对丽水学院

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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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并结合实际需要，继续执行档案管理制

度、行政值班制度、存包柜使用须知和自修室

使用须知等，为各项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制

度保障。为落实服务效果，我们加强员工考

勤管理，明确各部门的岗位责任，有效推动各

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５．注重安全保卫工作

学校多年来坚持从维护广大师生的切身

利益出发，高度重视学校的消防安全工作，不

断加强消防设施建设，狠抓消防安全隐患的

排查与整治，为广大师生营造了安全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环境。２０１２年５月份，丽水学院

图书馆积极配合校保卫处开展了消防演习工

作，提高馆员消防意识和掌握基本消防知识，

增强火场逃生能力。

丽水学院图书馆在对中央空调和电梯进

行定期和常规保养的同时，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及时处理，以保证丽水学院图书馆大楼的

正常运转。另外，为改变丽水学院图书馆监

控系统的现状和系统本身的局限性，在学校

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积极配合校保卫处完成

监控系统由模拟设备到网络化、集成化、高清

化设备的改造。

对于取得的成绩，我们感到欣慰；对于未

来的发展，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清醒地认

识到，我们的工作还有诸多问题与不足：文献

信息资源建设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特色

资源建设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强，网络平台面

临升级和改造，深层次的信息服务与挖掘亟

待提升。因此，面对网络化、数字化为基础的

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丽水学院图书馆只有通

过进一步完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不断

丰富与深化个性化服务，满足广大读者的文

献信息需求，这是丽水学院图书馆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所在

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櫠

。

（上接第５２页）　形式招募了５０多名教师

组建了领航者读书俱乐部，通过读书沙龙的

形式定期开展活动，交流学习教育教学方法，

更新知识，扩展眼界，提高自身修养，并在活

动中享受读书带来的愉悦。同时教职工专场

读书会等活动，充分为教师的学习搭建研究

性学习平台。

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最佳代表，是知识

和美的象征。为了触发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图

书馆的关注，并引导教师在日常教学和科研

中用好图书馆资源，读书节期间还开展了一

些喜闻乐见的活动，如“映象？图书馆”摄影

大赛，邀请有摄影爱好的教职员工通过摄影

镜头记录校园图书馆美好的瞬间；结合日常

的阅读量，开展教师读书之星的评比；为激活

多年未使用的读书卡，开展“唤醒沉睡的读

书卡”等活动。

活动举办的意义也许并不仅仅在于活动

形式是否精彩，而是通过它来调动广大读者

对于读书的热情与积极性。我们将不断总结

经验，通过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努力使

“领航者悦读”读书节活动成为校园的文化

品牌。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叶忠杰、丁建洪、

叶新明）

（责任编辑：陈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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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主要工作记事

　　１月１０－１１日　浙江省高校图工委网
络数字化专业委员会、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网

络与数字分委会在宁波召开以“图书馆大数

据时代”为主题的２０１２年会。省内图书馆界
专家学者、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７０余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邀请了省内图

书馆专家和相关 ＩＴ公司围绕主题作相关专
题报告。

３月５日　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在杭州召开七届十一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听

取了图工委２０１２年工作总结、２０１２年财务
报告和第七届工作报告；讨论、部署和落实了

２０１３年工作计划；审议通过了《浙江省高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第八届常委馆建议名

单》、《浙江省高校图书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相关评选办法等。

３月１９日　省高校图工委学术委员会
工作会议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召开。会议讨论

确定了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优秀成果评选、新

任馆长业务培训、课题经费筹措等事项。

４月２日　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
长章云兰到省教育厅高教处汇报工作。

４月２－３日　省高校图工委信息咨询
与用户教育专业委员会和ＺＡＤＬ服务组在杭
州联合举办学科服务研讨会，来自全省高校

图书馆从事学科服务的馆员约１４０余人参加
研讨。会议精心安排了“基于知识发现与管

理平台的学科服务发展策略与新动向”的专

题报告，并邀请了几位资深的学科服务专家，

介绍所属图书馆在学科服务方面的成功探索

与精彩案例。

４月１２日　省高校图工委在浙江大学
图书馆召开第七届十二次常委会会议。会议

对各高校图书馆自荐和推荐的先进集体、优

秀馆长和先进个人进行了审议，确定了浙江

大学图书馆等２０家单位为先进集体，何立民
等２０位同志为优秀馆长荣誉称号，叶英英等
１０７位同志为先进个人。

４月２５－２６日　由省高校图工委主办，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浙江省高校图书

馆馆长工作会议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全省

８３所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图工委各专业委员
会主任等共１１０余人参加了会议。浙江师范
大学副校长王辉，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顾玮、

调研员韩天琪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大会对省

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

秘书长章云兰作了《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

作委员会第七届工作报告》。会议以专题报

告的方式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工作探讨，浙江

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书记兼副主任杨国富作

题为《顺应服务需求探寻内涵发展———基于

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与思考》的报告，省

高校图工委副主任马景娣作题为《学术图书

馆：挑战与变革》的报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图书馆馆长赵继海作题为《大数据时代图书

馆的服务创新》的报告，浙江理工大学图书

馆馆长刘朝马作题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与

理工实践》的报告，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王云娣作题为《构建阅读推广服务体

系，为大学教育加注正能量》的报告。

５月２３日　浙江省教育厅批复关于同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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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第八届常委会

成员名单。

５月３１日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优秀成果评审会在浙江工业大学进
行。经专家评审，共评出优秀成果５４项，其
中一等奖７项，二等奖１６项，三等奖３１项。
６月１４日　省高校图工委和北京超星

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在杭州举行“图

书馆发现系统创新研讨会”。中山大学图书

馆馆长程焕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馆

长杨晓光等应邀分别作了《知识因发现而更

加美丽》、《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重塑图书馆作为获取学
术信息入口》的报告。

８月１－２日　省高校图工委常委周云
同志作为新一届高职高专分委员会委员，参

加了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的第四届教育部高

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９月２４－２５日　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
兼秘书长章云兰等同志参加了在福建蒲田召

开的华东地区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工作会议，

并在会上交流了工作经验。

１０月１０日　省高校图工委发出通知，
在全省高校图书馆开展以“学术信息传播与

服务的范式创新”为研究内容的课题申报工

作。

１０月１１日　省高校图工委高职高专分
委会工作会议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图书馆召

开，新一届分委会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

议就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创新案例研讨会（简称案例会议）和高职高

专院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高职高专院校

图书馆第三次调研等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

１１月６－７日　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职高专
院校图书馆馆长工作暨案例研讨会议在衢州

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来自３９所高职高专院
校图书馆的馆长和部分案例的代表等５０余

人参加了会议。省教育厅高教处调研员韩天

琪、省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章云兰、衢州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崔戴飞等出席大会开幕

式并作了讲话。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分委会

主任黄力军作了《２０１３年的工作回顾和２０１４
年的工作计划》报告；副主任周云就教育部

高职高专分委会会议精神作了传达；副主任

兼秘书长叶新明就案例征集和评选工作作了

简短说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杨国顺

馆长、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金瑜雪馆长、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陈玉馆长、浙江商

业职业技术学院陈笑缘馆长和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胡朝德书记分别就各自提交的案

例作了精彩介绍。

１１月２０－２２日　由浙江省高校期刊专
业委员会、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文

献资源建设与共享分委会、编目与标引分委

会联合主办的浙江省“品名家、评名著、藏精

品”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青田县图书馆召开。

全省３５所高校图书馆、１０多所公共图书馆
的７０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
读书文化、特色馆藏建设、名家、名著评价、国

外图书馆发展动态、网络教学挑战和关联数

据等主题进行研讨。袁逸研究馆员、赵继海

研究馆员、郑江平副研究员、刘朝马教授、陈

益君研究馆员、邵利勤副研究馆员分别作了

《读书那点事———传统的唠叨与当今的看

法》、《对图书馆特色数字馆藏建设与服务创

新的若干思考》、《ＭＯＯＣ对图书馆的机遇与
挑战》、《图书馆ＩＣ空间的理念与发展》、《中
国现代哲学名家名著及其影响力分析》、

《ＲＤＡ：未来的资源描述规则及其发展》的专
题报告。

１１月２５日　省高校图工委在浙江大学
图书馆召开科研课题评审会，对各馆申报的

７８项课题进行评审，评选出 （下转第６２页）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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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立项课题的通知

浙高图秘字（２０１３）１４号

全省各高等学校图书馆：

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
会课题立项工作在各高校图书馆认真组织申

报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省高校图工委审

定，评选出３１项课题为２０１３年度浙江省高
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立项课题，现予以公

布（名单见附件）。

希望课题负责人所在图书馆切实加强对

课题研究工作的指导和管理，督促课题负责

人按研究计划保质保量完成研究任务，按时

结题。

附件：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课题立项名单

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 经费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１
云计算环境下的学科协同创新平台

解决方案研究
惠淑敏 浙江师范大学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２
基于信息素养培育的高校图书馆学

习支持中心建设与研究
黄翠红 湖州师范学院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３ ＭＯＯＣ时代图书馆职能研究 何宇杰 绍兴文理学院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４
数据范式下高校学术信息机构库的

构建策略
胡朝明 浙江理工大学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５ 面向发现与获取的电子书整合研究 袁　辉 浙江大学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６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利用 ＯＡ资源的
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

刘　敏 杭州师范大学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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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 经费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７
高校图书馆开放存取资源揭示模式

研究
陈玲洪 浙江工业大学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８
微学术信息的采集、传播与服务模

式研究
沈　芸 浙江万里学院图书馆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０９
用户驱动采购在高职图书馆中的实

践研究
丁海晖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０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绩效评价研究 奚永旺 浙江传媒学院 资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１
基于可获得性理论的图书馆创新服

务体系研究
周维彬 台州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２
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信息宣传服务

转型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翟　江 浙江工商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３
引用认同和引用形象在图书馆信息

服务中的应用
陈利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４
基于微信的图书馆移动应用平台研

究与开发
李洪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５
新媒体语境中高校图书馆学术信息

服务实效性研究
万　军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６
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核心作者群学术

信息资源构建与服务研究
董珍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７
基于热点地图的互动新书推荐系统

设计
徐　芳 浙江工业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８ 基于ＳＮＳ的高校图书馆服务研究 朱丹阳 浙江传媒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１９
ＭＯＯＣｓ时代的大学图书馆服务新
范式研究

朱咫渝 浙江传媒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０
基于新技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

服务营销策略研究
何　蕾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１
大数据时代基于社交媒体的图书馆

信息服务研究
蒋丽平 浙江中医药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２
基于云计算视域下的高职图书馆信

息服务创新研究
叶　昊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３ 新建本科院校学科型文库建设探索 王彩虹 浙江科技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４
基于用户视角的高校图书馆资源发

现系统研究
王　赞 浙江外国语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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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 经费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５
下一代图书馆云服务可靠性保障方

案研究
刘　茜 浙江理工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６
基于泛在知识环境的高校图书馆服

务
王　琴 浙江万里学院图书馆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７ 高校图书馆的空间演变与规则重塑 潘少梅 浙江传媒学院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８
基于云计算的高校图书馆学术信息

服务模式研究集
方　卉 浙江工业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２９
利用文献计量学探讨机构知识库可

持续发展研究
胡蒙蒙 浙江工业大学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３０
基于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的书目推荐模式研
究

王梅文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自筹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３ＴＫＴ３１
基于地方大型文化活动数据库的构

建探索学术信息采集新模式———以

宁波国际服装节数据库构建为例

王晓川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櫁

２０１４．１１

（上接第５９页）
３１项课题为２０１３年度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立项课题，其中资助课题１０项，
非资助课题２１项。
１１月２７－２９日　受省教育厅高教处委

托，我委组织调研组赴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４所院校图
书馆进行实地调研。

１２月１８日　省高校图工委读者服务工
作专业委员会在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召开读

者服务工作专业委员会年会。会议交流了工

作经验，商讨确定了２０１４年读者服务工作专
业委员会工作计划。

１２月１９－２０日　省高校图工委网络数

字化专业委员会和省图书馆学会网络与数字

分委在桐庐联合召开以“新技术新应用”为

主题的２０１３年会。会议邀请了相关技术专
家作专题报告，并围绕主题进行研讨与交流。

全省高校、公共图书馆主管图书馆技术部门

的馆长和相关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１２月２６－２７日　省高校图工委信息咨
询与用户教育专业委员会、ＺＡＤＬ项目服务
组在杭州联合举办“依托联盟协同共享”培

训会，同时对２００８年至今ＺＡＤＬ文献传递服
务、宣传推广工作进行总结与表彰。全省高

校图书馆从事文献传递的业务骨干、ＺＡＤＬ
服务组成员、信息咨询与用户教育专业委员

会全体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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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年总目录
（总第１１７—１２０期）

·改革与探索·

·泛在理念下校区图书馆 ＩＣ路径的隐性知
识共享 刘　菲（１）．１

!!!!!!!!

·高校图书馆科研工作评价参数的实证研究

朱玉奴，缪家鼎（２）．１
!!!!!!!

·高校图书馆面向公众服务在提升公民素养

中的地位与作用

徐美凤，梁敏雅，钟福祥（２）．８
!!!!!!!!!!

!!!

·浅议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策略

毛佳媚（２）．１２
!!!!!!!!!!

·高职院校共享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探索和实

践 李珊珊，竺　嵘，王绍良（３）．１
!!!

·艺术专业图书馆现代服务模式探究

宫楚涵（３）．１
!!

!!!!!!!!!!!

·古籍保护　继往开来———新中国古籍保护
的历程 蔡　彦（４）．１

!!!!!!!!

·现代技术·

·现代图书馆信息技术发展与趋势

陈韶玲，骆伊丽（１）．４
!!!

!!!!!!!

·射频识别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及系统国

产化趋势 何晓冬（３）．６
!!!!!!!

·数字图书馆·

·国内两大期刊数据库的比较研究对档案计

算机检索系统的启示

翟彬，郦泉江（１）．１０
!!!!!!!!

!!!!!!

·数字图书馆用户行为与需求分析

刘晓清（２）．１４
!!!

!!!!!!!!!!

·伊利诺伊州数字档案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建

设的启示 蔡文彬（４）．１１
!!!!!!!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问题读者的调查分析及对策

熊晓英，赵美娣（１）．１４
!!

!!!!!!!

·基于现代物流技术的多校区图书流通模式

研究———以杭州师范大学为例

刘　萍（１）．２０
!!!!

!!!!!!!!!

·文献建设·

·我校图书馆馆藏亮点———地方文献的利用

林　琳（１）．２５
!!!!!!!!!!

·开放存取环境中的欧洲报纸档案历史文献

资源探析 于新国（１）．２１
!!!!!!!

·利用图书馆资源，挖掘非遗宝藏———“新

叶昆曲”搜集整理收获（２）．２６
·国家图书馆美国“中国学”（汉学）文献交

换的回顾与展望 段洁滨（３）．１１
!!!!

·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及其来源途径

探析 于新国（３）．１７
!!!!!!!!!

·开放存取期刊与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资源

建设研 陈玲洪（４）．３１
!!!!!!!!

·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如何创新信息资源

管理 蔡　凤（４）．３８
!!!!!!!!!

·文献计量·

·２０１２年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学术
研究论文统计分析 于新国（１）．２９

!!!

·建国以来浙江学术发展特征及其成果概

况———基于浙版图书的被引分析（１９５０—
２００６） 余丰民，林彦汝（４）．１６

!!!!!

·浙江高校图书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科研的
综合评价研究 刘红梅，缪家鼎（４）．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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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管理·

·高校图书馆应成为大学生的追梦园

林　平（３）．２１
!!

!!!!!!!!!!

·高校图书馆开架借阅模式下乱架的原因和

对策———以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王晓华（３）．２５
!!!!!!!!!

·队伍建设·

·民办学院馆员职业素质建设研究

韦　宁（４）．４２
!!!

!!!!!!!!!!

·读者服务·

·提升图书馆读者到馆率的几个因素和服务

拓宽研究———以东阳市图书馆为例

傅燕芳（１）．３５
!!

!!!!!!!!!

·高校阅览室纸质文献信息服务实践

林　平（２）．３１
!!

!!!!!!!!!!

·杭州在校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调查报告

朱小玲，钱　霞（２）．３４
!!!!!!!

·服务创新驱动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发展

何晓冬（２）．４１
!

!!!!!!!!!!

·基于图书分类统计的地方高校馆藏资源优

化和读者服务管理研究

冯一丹，冯济德（３）．２９
!!!!!!!

!!!!!!

·基于结构方程的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调查分

析 陈丽霞（３）．３６
!!!!!!!!!!

·信息环境变化与图书馆读者服务创新

杨　伟（３）．４１
!

!!!!!!!!!!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研究

王菲菲（３）．４４
!!

!!!!!!!!!!

·图苑拾英·

·继往开来　传承创新———近代绍兴的图书

馆事业 蔡　彦（１）．３９
!!!!!!!!

·进则忧国忧民　退则杜门著述———试论珍
贵古籍《南渡录》及其作者李清

何晓冬（１）．４６
!!!!

!!!!!!!!!

·域外折枝·

·学者观点调查：数字化时代的高校教学科

研工作 崔丽芬（２）．４４
!!!!!!!!

·国外图书馆战略与趋势研究

陈韶玲，骆伊丽（３）．４６
!!!!!

!!!!!!!

·日本大学图书馆为师生服务的措施

张文青（３）．５１
!!

!!!!!!!!!!

·图书馆人·

·“书香天堂”诞生记 赵志毅（３）．５５
!!!

·浙江高职院校图书馆工作案例交流·

·高职图书馆基于面向全社会的点面结合的

多途径社会化服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

俞木雄，胡朝德，楼健群（４）．４６
!!!!!!!!

!!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文化建设案例

陈　玉，李建国（４）．４８
!!!!!!!

·“领航者悦读”活动引领校园文化品牌的

建设 叶忠杰，丁建洪，叶新明（４）．５１
!!

·图苑先锋·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先进
集体———丽水学院图书馆 （４）．５１

!!!

·馆际交流·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建设
发展规划纲要 （１）．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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