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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图书馆服务重点学科的探索与实践


———以嘉兴学院图书馆服务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为例

凌冬梅

（嘉兴学院图书馆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１）

　　摘　要　以嘉兴学院图书馆为例，探讨了在馆舍分散、空间缺乏、经费不足、人员
紧缺的现状下，通过资源整合、创新团队建设等方式，探索将服务重点学科与地方文

献建设、党员活动、阅读推广等服务（活动）相关联的服务重点学科的方式。

关键词　普通高校图书馆　重点学科　红船精神

０　引　言
学科建设是高校工作的重心与发展基

础，重点学科建设则是体现高校整体实力和

办学水平的重要举措。在构成重点学科建设

的诸多因素中，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

与服务是一个重要的支持要素［１］。但普通

高校图书馆在服务重点学科实践中，常常会

遇到财力、人力等资源紧张的现实性问题。

嘉兴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在馆舍

分散与空间不足、经费相对不足、人员紧缺的

现状下，以“突出重点，兼顾全面”为要点，通

过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创新团队建设等方式，

将服务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红

船中心”）重点学科与地方文献建设、党员活

动、阅读推广等其他服务（活动）相关联，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１　服务红船中心的意义与价值
１．１　“红船精神”及其意义与价值

红色文化培养与弘扬一直是国家的导

向，更是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

想资源。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习近平同志在

《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明确指出：“红船，见证了中

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

源头的象征”［２］。并首次提出了“红船精神”

的概念，论述了其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３］。

“红船精神”作为我国革命精神之源及伟大

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国革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是浙江区域文

化精神的重要内涵，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４］。

１．２　红船中心是我校重点学科中的重点
嘉兴学院红船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

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是

我校重点学科中的重点。其长远目标是：以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创建、红船精神

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红船精神与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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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２０１４年嘉兴学院教学改革一般课题“以重点学科为导向的特色馆藏建设与服务研究———以红船精神文献室
为例”（２０１４１１）成果之一。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三大研究方向为重点，

争取把“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外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高地、革命

传统教育宣传的阵地、党委政府决策与咨询

的智库［５］。

１．３　红船文献是我馆地方文献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

载体，是地方文化瑰宝，产生发展于一个地域

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属于某一地域的文化

积淀和历史产物［６］。对于图书馆而言，特色

是生命力，而地方文献工作状况决定着某一

图书馆能否有别于他馆而办出自己特色的关

键所在。我馆地处文化渊薮之地浙江嘉兴，

拥有璀璨的马家浜文化、蚕桑文化、水乡文

化、稻作文化、名人文化等地方文化外，红船

文化特色彰显。因此，做好红船文献建设与

推广工作，也是我馆地方文献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２　嘉兴学院图书馆的现状
２．１　存在的困难

（１）馆舍分散与不足。我馆由原浙江经
济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嘉兴高等专科学校

金庸图书馆、浙江会计学校图书馆和嘉兴卫

生学校图书馆合并组成。因校区分散、新馆

尚未建设等限制，目前分散于四个区域，即梁

林４号楼图书馆（借其他学院楼舍）、梁林９
号楼图书馆（借其他学院楼第３－５层）、越
秀主馆、金庸分馆（现为密集书库），总建筑

面积２２８１６平方米，位居高校图书馆建筑面
积排行第２５５位［７］，且馆舍面积不足问题日

渐凸显。

（２）人员紧张。因馆舍分散导致岗位设
置无法经济，如流通岗、书库岗、阅览岗，馆舍

越分散该岗位数量要求越多。

（３）经费投入相对不足。经费投入方面

更无法与资金充沛的９８５、２１１高校图书馆相
媲美。据２０１４年的统计数据，我馆２０１３年
文献资源购置总经费５４５１６４５．５元（位居第
１４８位），其中纸质资源建设经费３０５１９２４．５
元、电子资源建设经费２２２９７２１．０元，分别位
居第１６４位和１４４位，当年位居第一的复旦
大学图书馆总建设经费达５４３３４４６８元，其中
纸质资源购置费２２８２５７３１元，电子资源购置
费２１４９８５５８元，分别为我馆的９．９７倍、７．４８
倍和９．６４倍。
２．２　特色与优势

（１）地方文献建设成绩显著。我馆地方
文献建设始于 ２００６年（时仅设 １人负责），
至２０１３年不仅成为我馆品牌之一，且因对地
方文献研究成果突出（仅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
获批省规划、教育部、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各１
项）并形成了传统藏书文化研究团队，吸引

了校内外诸多读者前来查阅资料、交流经验。

（２）政党资料室初具规模。政党资料室
筹建于 ２００８年初，隶属于地方文献室，至
２０１３年初收藏有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史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共产党、工人、农民、

青年、妇女运动与组织相关史料，党的思想政

治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建设文献近万册。

基于上述因素，在服务重点学科文献资

源建设方面势必无法面面俱到时，根据“突

出重点，兼顾全面”的建设与服务策略，依据

当前学校重点建设红船中心的现实，结合我

馆自身现状，选择了将其作为当前重点学科

服务的重要对象。

３　嘉兴学院图书馆服务红船中心的探
索与实践

３．１　明确任务与目标
２０１３年底，我馆将红船文献建设补写入

《嘉兴学院图书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发展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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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提出“本图书馆‘十二五’突出红船精神

和地方特色，关注校友发展，初步建立起基本

完善的红船精神研究文献、地方文献和嘉院

文库等特色馆藏体系”。２０１４年《嘉兴学院
特色文献中心建设方案》明确了“红船精神

研究文献中心”（以下简称“红船文献中心”）

的建设重点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以共产

党早期革命活动史料为主”的建设目标，并

将“研究制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资料采集方

案，重点采购和收集国内外有关中共创建史

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外文资料和红船精神

的音像资料，配合红船中心做好《中共早期

组织成员及其文稿》数据库建设”列入２０１４
年我馆工作计划。自此，红船文献建设有了

明确的目标，开始了新的航程。

３．２　创新团队建设与工作机制
良好的团队建设和工作机制是各项工作

的重要前提。基于人员紧缺现实，我馆采取

固定岗位设置与机动性团队建设相结合方

式，为红船中心提供文献建设与服务。固定

岗位设置指特色文献资源与开发小组（馆长

总负责，暂时挂靠于文献借阅部，以下简称

“特色组”），目前包括组长（地方文献研究专

家）和组员共两人，主要承担包括红船文献、

地方文献、嘉院文库在内的特色文献建设与

管理工作。机动性团队指在红色资源项目筹

备、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团队，如在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ＺＡＤＬ二期项目
“红船精神研究与红色文化传播”数据库（以

下简称“红船数据库”）申报、建设时，成立了

由馆长、业务副馆长牵头，资源建设部、信息

服务部、文献借阅部、技术保障部骨干成员以

及特色资源小组在内的专门团队；在“红色

阅读推广”项目中组建了由特色组牵头，包

括文献借阅部、信息服务部、技术保障部骨干

在内的团队。其中，特色组两位老师被我校

聘为红船中心兼职研究员。同时，在年度资

源建设经费中设立了“红船文献”建设专项

资金，并探索、制定了相关管理、使用的办法。

３．３　注重与红船中心互动
我馆从一开始就站在红船中心需求的角

度来开展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所以特别重

视与红船中心的互动。具体表现在设立与红

船中心的联络员；在红船数据库建设时专门

邀请红船中心人员１名加入团队；多次开展
包括红船中心骨干在内的红船文献建设小型

研究会；特别邀请了红船中心外聘专家、湖北

大学田子渝教授为红船数据库建设团队进行

培训；配合红船中心合作完成红船精神文献

书目１１５８条（第一期，早期书目）；协助整理
其从台湾访得的珍贵文献资料。正是站在了

以用户需求为基础之上，很多实践事半功倍，

如访得的《少年新塍》半月刊复本为中心编

写《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料长编》增补了

有益的地方史料。

３．４　传统文献建设与数字资源开发相结合
的文献建设策略

我馆通过整合现有文献，加大对红船文

献资源建设的经费倾斜（２０１４年经费购置计
划中明确提出了３００万元的纸质经费购置主
要用于红船文献建设），目前已藏马克思主

义理论纸本图书文献５０６０１册，包括《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１９１５－１９４９）》在内的红船精
神研究图书资料１００００余册，成为我校红船
文献最为集中之处。

在纸质资源建设的同时，我馆加大开发

数字特色资源，如２０１４年承担了浙江省高校
数字图书馆 ＺＡＤＬ二期项目“红船精神研究
与红色文化传播数据库”的建设（预计２０１５
年底完成建设），该数据库包括红船精神研

究、红色文化传播两个子数据库，其中红船精

神研究子库包含５８位中共早期党员的早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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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建成后的数据库文献类型涵盖书籍、

报刊、图片、美术作品、音频、视频、实物等，拥

有３万多条元数据。
３．５　专门阅览室与红色文化环境营造

我馆设立了集文库与阅览于一体的专门

阅览室“红船文献室”，并配备了馆内最好的

红木书柜、红木桌椅，以彰显红色文化。红船

文献中心为特色文献资源建设与开发组所设

板块之一，原部署于梁林４号楼图书馆，后为
了更好服务红船中心，同时解决图书馆馆舍

不足问题而搬迁至红船中心（借红船中心场

地，仍隶属图书馆）。梁林４号楼图书馆特
色展示厅设立红船文献展示专柜，并启动筹

建“红船文化走廊”。

３．６　大力开展红色阅读推广
红船中心认为红船精神研究的宗旨归在

于红船精神的传播。因此我馆在做好红船文

献典藏基础上，积极开展“弘扬红船精神，推

广红色阅读”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围绕“以常

态化推广为抓手，以重大红色节庆日专题推

广为重点，立足学生、兼顾教师、走出本院、引

领他校”一条主线，立足学生、教师两个层

面，以“红船观澜”、“红船塑魂”、“红船寻

踪”三大固化模块持续推进，注重“与地域文

化特色相结合”、“与重大红色节庆事件相结

合”、“与世界读书日活动相结合”、“与常规

性党员活动相结合”四个结合。

３．６．１　一条主线。主线贯穿于该主题阅读
推广的始终，奠定了走常态化推广和临时性

推广相结合的推广之路与推广的受众，同时

提出了推广的目标，可以说是整个红色主题

阅读推广的灵魂。其中常态化推广包括每年

的“七一建党节红色图书展”、“党员红色之

旅”等活动，临时性推广诸如结合“红船精

神”提出十周年纪念日开展系列推广活动。

３．６．２　两个层面。在学生与教师两个大层

面下又各有两个小层面。其中学生分为“全

体学生”与“党员学生”两个层面。党员学生

的特殊之处在于，图书馆与二级学校党支部

取得联系，推荐相应的红色书刊，并征集读后

感、书评，汇编成册。因前期的面不宜铺得太

大，教师层面主要指图书馆馆员，同样分为全

体馆员和党员馆员两个层面。党员馆员的特

殊之处是结合每年的党员活动，做好红色走

读之旅，并汇编《嘉兴学院图书馆党员红色

之旅》集。

３．６．３　三大模块。“红船观澜”模块主要包
括红色书展、红色导读、微书评等泛阅读领域

的活动；“红船塑魂”指开展经典红色原著品

读、专家报告等深阅读领域的活动；“红船寻

踪”红色之旅，通过走读红色圣地，感受先烈

的不屈奋斗精神。

３．６．４　四个结合。“弘扬红船精神，推广红
色阅读”主题阅读推广活动从一开始就定下

了该活动不独立存在，而是充分结合现有资

源开展的基调。“与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

指充分利用嘉兴学院图书馆所处地理环境，

发挥“离红船最近的高校图书馆”的地理优

势，在红船旁开展诸如诗朗诵、走读等活动；

且中共早期组织中５８位成员中就有嘉兴桐
乡的沈泽民、沈雁冰兄弟，在２０１５年图书馆
开展“１５位嘉兴籍现当代作家著作微书评”
活动时，便同时纳入了沈雁冰及其作品的阅

读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重大红色

节庆事件相结合”指充分结合红色节庆日策

划红色阅读推广，如结合“红船精神”提出十

周年，于２０１５年开展了“红船领航———首届
红色阅读有奖征文活动”，并拟在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党的诞生１００周年的时候策划与
其他部门、团体联动的大型主题活动。“与

世界读书日活动相结合”指红色主题阅读推

广活动作为每年的世界 （下转第１４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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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舒　婷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　贵阳　５６２４００）

　　摘　要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逐渐成为了热点的话题，
对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更多地是采用传统的方法进行研究。针对当

前科技和社会的进步，若想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体系，就必须破除传统

的观念，形成新的认知，从而收获新的成果。基于此，本文结合笔者的实践工作经验，

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方法论　对策

１　引　言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为我国社会

进步和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

其随着当前信息技术的进步更是助力图书馆

的基础建设和服务水平。笔者对所在图书馆

的借阅数据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近三年图书

馆的借阅人次和借阅册次在逐年上升。借阅

情况如下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近三年到馆人次和借还册数统计

年代 到馆人次 借还册数

２０１３ ９６３３ ２２４１８

２０１４ １３２９０ ３３５６０

２０１５ １５９５１ ４９５８６（１－６月）

　　（注：２０１５年只是上半年的数据）
表２　近三年每月借还册次统计

２０１３年
借还

册数
２０１４年

借还

册数
２０１５年

借还

册数

１月 ２９ １月 ８５ １月 １１０

２月 ５０ ２月 １０２ ２月 ３２２

３月 １１９１ ３月 ３１２１ ３月 ９４６２

４月 ３０００ ４月 ３２８６ ４月 ８９９４

２０１３年
借还

册数
２０１４年

借还

册数
２０１５年

借还

册数

５月 ３７８７ ５月 ３２０７ ５月 １５６５７

６月 ２１７７ ６月 ２３１７ ６月 １５４７０

７月 ３１１ ７月 ２５１

８月 ２６４ ８月 ９９８

９月 ２４００ ９月 ２４１１

１０月 ２５１１ １０月 ２７０７

１１月 ３７１６ １１月 ４２５６

１２月 ３０７３ １２月 ９８４５

　　（注：２０１５年只是上半年的数据）
　　通过以上表格数据可见，图书馆在当前
学术和科研等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而在图书馆发挥重要作用的背后，是图

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升温，尤其是随着当前

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使得方法论研

究内容得到了空前的繁荣。虽然，当前获得

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仔细分析，其中还是

存在着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

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２　当前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基本原理
在当前图书馆学方法论的运用过程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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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存在着五个基本原理，其分别为综合原

理、实用原理、循环原理、双体原理以及多元

原理。而对图书馆学方法论进行研究之前，

需要对这几种原理进行明确。首先，图书馆

学方法论中的综合原理主要是以哲学方法

论、图书馆学从它学科的方法论中的移植的

一般方法论和图书馆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专有

方法论综合而成；其次，实用原理是指图书馆

学方法论必须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实际操

作有用，能够解决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面临的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仅仅进行理论

的无限制循环，用理论再制造理论；第三，循

环原理是指图书馆学方法论与图书馆学研究

方法之间是可以循环和互动的，二者相互依

存，共同进步；第四，双体原理是指图书馆学

方法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其不仅是推动图

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的主体，也是研究方

法需求而产生的客体产物；最后，多元原理是

指图书馆学方法论的许多命题、结论和观点

是多元的，不能要求它会得到像自然科学那

样的统一标准答案。

３　当前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

３．１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力量比较薄弱和
分散

当前在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普遍存在

着研究力量比较分散和薄弱的现象，因此，长

期以来，我国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学方法论方

面的学术论文数量明显不足，虽然近几年有

所增加，但是在学术论文发表的大背景下，仍

然略显不足。同时，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开辟

有几十种专栏，但有方法论专栏的刊物很少。

在高校图书馆学科系中，虽然其作为图书馆

的教学和科研中心，但是图书馆学方法论的

专门研究课程也数量不多。种种以上情况都

反映出，我国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的研究

力量非常薄弱，即使存在少量的研究者，也只

是单独行动而已，从而造成图书馆学方法论

研究难以形成一个完善的、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学派，从而造成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在

我国“有学者无学派”的现实，因此，极大地

限制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深入发展。

３．２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实践和理论脱节
近几年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

究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也获得了很大的发

展，其也给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学科性质、

学科内容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有益的变革。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图书馆学方法

论研究中实践与理论相脱节的问题。比如，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在引进其他学科的

研究方法中，不加以实践和验证，在没有结合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实际情况下便加以运

用，这种生搬硬套的方式极容易造成其他学

科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图书馆学方法论

的研究之中，更不用说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同时，由于没有很好的协调和管理，致使目前

我国在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没有明确的

研究方向和顺序。一些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

不是从根本上强化本体理论的研究，而是随

意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生硬地移植其它学科

的理论和方法，理论研究方向不清、重点不

明。

３．３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内容创新性不足
虽然当前我国在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

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

色的理论体系，为以后的图书馆学研究开辟

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众所周知，每一个理

论体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不断演进的，因此，图

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体系亦是如此。尤其随着

当前新的网络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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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体性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已经不能

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过纵观当前的研究现状

发现，在该体系中存在大量重复、雷同甚至是

单一的研究内容，造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的表面繁华现象。

３．４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方法之间相对独
立

目前，针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

种，而且很多方法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然而，笔者通过对当前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

究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图书馆学的研究学者

并不注重体系结构之内各种方法之间的联

系，并没有用联系的观点来研究他们之间的

相互影响和作用。一般情况下，低层次的研

究方法可以对较高的研究方法有着丰富和完

善的重要作用，而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可以很

好地对低层次的研究方法有着一定的指导作

用。如果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

联系，则可以更加突出完整性和互补性。再

加上不能有效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也使得

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发展方向不能更加有效地

向着更深入的层次发展。

４　针对当前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存
在问题的对策

４．１　提倡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多元化的
研究模式

一元化对应的是收敛性思维方式，是常

规科学的主要标志。多元化是发散性思维方

式，是常规科学走向危机、发生革命、形成新

的学科的前提。因此，在我国图书馆学方法

论研究中，可以大力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模式。

而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应注重运用多种思维

形式，从多个层次或层面对研究的课题进行

多角度、多因素的考察，从而揭示出研究课题

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向

纵深方向发展。笔者相信，随着在图书馆学

方法论研究中运用多元化研究模式的普及，

未来势必会给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繁荣带来新

的活力。

４．２　构建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有效
评价体系

构建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评价体系，不

仅局限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对于任何

的学科来说，构建完善的研究成果评价体系

都是该门学科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而

对于该评价体系来说，一般包括规范的成果

评价以及有效的理论批评两个方面，从而进

一步为指导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和进

步。由于当前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力量薄

弱和分散，造成了图书馆学界既没有专门的

方法论评估机构，也没有一个能理服他人的

权威学派。这造成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

成果都有自我利用、自我评价的倾向，缺乏有

效的理论批评，即使有一些批评，也缺乏深度

和客观性。因此，针对该种现状，亟需有针对

性地完善和建立相应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

成果评价体系。

４．３　培养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创新能
力和创新精神

在上文中已经论述过，在当前很多的图

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研究

内容重复、雷同的现象，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很多研究学者缺乏必要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精神。而对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

来说，创新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因此，

对于相关的广大研究学者来说，务必要注重

培养自身的原创精神，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综

合素质和知识结构，减小阐释性和整理性的

研究，增加探索性的研究。同时，在对图书馆

学方法论的研究中，还要注重研究内容的前

瞻性，通过对大量原始材料 （下转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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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用户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影响研究

李　曦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　要　随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取得了卓
越的成就，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信息服务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在由

传统图书馆对读者的服务转变到数字图书馆对用户的服务过程中，数字图书馆对用

户自身特点、信息需求、信心行为等方面仍缺乏深入的认识和探索，以至于数字图书

馆的用户满意度并不高，各项建设有待加强。本文通过探讨用户情感、认知、行为等

方面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影响，充分挖掘用户对数字化图书馆的影响力，据此完善数

字图书馆的各项建设，提高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利用效率和信息服务水平。

关键词　用户　信息资源　数字图书馆　认知风格　信息需求

　　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人们信息需求的不断提高，具有信息资

源检索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信息内容与形

式丰富多彩、信息技术含量高、与信息用户交

互性强等特点的数字图书馆开始被公众所熟

知和使用。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可以在任何网

络媒介上对信息资源的集合、创建、传播、操

作、保护和使用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的机

构［１］。从它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

传统图书馆的被动式的信息资源管理，数字

图书馆更注重信息资源传播的主动性，重视

用户的信息需求，提倡为信息用户服务。因

此，信息用户作为数字图书馆服务的主体，其

认知水平、信息需求、信息行为等都会影响到

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对数字图书馆

的管理提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参考，有助于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稳步发展和向前推进。

１　用户对传统图书馆的情感寄托对数
字图书馆建设的启发

长期以来，人们受到传统图书馆阅读环

境的影响，习惯于从纸质资料中获得所需的

信息资源，热衷于阅读纸质书籍并认为能从

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享受。如此看来，

传统图书馆在人们心中似乎有着不可替代的

地位，甚至有学者提出，数字图书馆面临的一

个道德障碍是，图书馆不是书的仓库，数字图

书馆没有抓住书的独特的品质特征，如果图

书馆消失了，那么不是因为它被数字图书馆

或是其他科技的图书馆所取代，而是因为人

们不再重视图书馆重要的内在和不可取代的

价值［２］。这对摆脱了纸质书籍，完全电子信

息化的数字图书馆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

的挑战。

１．１　纸质图书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研究价值

美国著名学者 Ｔａｎｓｅｌｌｅ对纸质印刷品的
重要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图书的

纸张、油墨和装帧、封皮显示出了生产中的制

作、劳动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对纸张、字体、油

墨的分析就可以了解有关印刷史、学术史和

文学方面的情况，他还指出某一时代、某地区

的读物是了解形成这个特定时代、特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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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主流思潮的线索［３］。如果数字图书

馆中的电子资源只是把纸质图书中的内容进

行简单的复制，那么读者将感受不到纸质图

书中所包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所以数字

图书馆在电子资源的建设中不仅需要关注信

息内容本身，还需要帮助读者了解书籍内容

之外的历史信息、文化背景等，从而使用户获

取到全面的信息资源并获得来自于纸质书籍

的真实感受。

１．２　纸质图书给读者带来独特的情感体验
纸质图书由于其独特的艺术设计和手

感，容易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情感上的共鸣，

在阅读后又会引发无尽的品味与遐想，所以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书的内容连同书籍本身已

然形成一种人们情感依托的载体，这也是人

们之所以会反复阅读一本书籍的原因。不仅

如此，研究表明传统图书馆还能够激发人们

内心深处的情感，一方面它能使人们的文学

表达得到很大的启发，另一方面传统图书馆

也会诱发一些有藏书癖的人的不道德行为，

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就对传统的书籍有着深深

的情感，但是目前为止却没发现数字化图书

馆能给人们类似的情感寄托［４］。因此，数字

图书馆应该重视用户对书籍的感官体验，将

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进行优势互补。例如可

以参考传统图书馆的外观和室内设计对数字

图书馆界面进行改进，给用户带来身临其境

的感受。另外，还可以使电子图书的阅读界

面更接近于传统书籍，使用户在数字图书馆

找到查找纸质资料的感觉，体验到阅读书本

的感受。

２　用户的信息需求对数字信息资源建
设的影响

用户信息需求指的是指用户的内在认知

在与外界环境接触后所感觉到的差异、不足

和不确定，试图找寻消除差异和不足，判断不

确定事物的一种要求。通俗地说，就是信息

需求者在所处的环境中，基于某种原因，或是

为工作需要、或是为解决疑惑，或是纯粹为了

增长见闻，而对信息所产生的一种渴望和需

要［５］。同时，也有学者指出，用户信息需求

不只是对信息客体的需求，同时也包含了对

服务的需求，因此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

的内容同时包含了用户对数字图书馆信息资

源和信息服务两个方面的需求［６］。所以用

户的信息需求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根本出发

点。数字图书馆环境下，用户的信息需求在

持续增长，对信息资源质量和信息服务的要

求也在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用户对信息资源内容有更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数字图书馆较传统实体图书馆

而言拥有更广泛的信息资源，然而数字图书

馆存在的挑战是这种信息组织方式是否能够

促进更广阔的世界观，还是仅仅是对各个部

分的无限堆积［７］。所以数字图书馆不能只

是简单地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加工和汇总，

而是应该充分满足用户既希望能够获取到内

容丰富、来源广泛的综合性的信息，又希望所

获得的信息是经过整理和筛选的特定信息的

需求。这就要求数字图书馆充分利用网络技

术，采用高科技手段广泛地涉猎各种信息资

源，丰富信息资源的内容。例如，数字图书馆

可以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与各图

书馆之间合作，共同促进信息资源共享。还

可以通过链接的形式提供访问其他数字图书

馆的入口，以使用户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所

需的信息资源。同时，为了提高信息资源的

质量，数字图书馆还要对信息资源进行系统

性的整合和合理的组织、分类，优化信息资源

结构，根据用户的需求合理开发信息资源，满

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用户提供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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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使用户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

２．２　不同类型的用户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不
尽相同

针对图书馆服务的人群和社区的不同，

根据读者的偏好和对书籍的理解，每一个图

书馆对书籍的组织存在差异，这就是图书馆

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所以可以看到没有一

种通用的图书馆，而是特定库连接到特定的

个人和社区。如果一个数字图书馆可以取代

所有图书馆的话，那么这种一致性将会打破

一个图书馆对一个群体的个性化关系［８］。

所以充分掌握不同类型用户的不同信息需

求，对数字图书馆个性化和综合性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学习研究型的用户

属于主要的信息用户，他们对信息资源的需

求相对较高。有学者对台湾一个综合性大学

的学生使用数字图书馆次数进行研究后发

现，大多数受访者使用数字图书馆的频率为

每周大约六到十次，每次使用时间为一个小

时或者更多，但是一周不超过五个小时［９］。

信息内容方面，大学生使用较多的是专业性

较强的信息资源，他们需要的是与学校课程

相关或与个人技能提升有关的信息。对此，

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应该对学生人群

进行重点分析研究，了解其信息需求，提供特

定的信息服务，并将学生所需的信息资源作

为管理的重点，提高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

其次，用户的信息需求与其职业背景有关，用

户之所以会对信息有所需求并加以利用，诱

因常是他们手上正在进行着某个特定领域的

工作。因此用户的职业与工作是决定他们信

息需求的最根本的因素，而且其在职业工作

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与发挥的作用也决定了

用户所需信息的内容、类型和范围［１０］。所以

企业、单位、社区等社会用户对信息资源具有

多样化的需求，这类人群需要更快捷、高效地

获取到信息资源，同时，他们对信息资源的动

态性、多样性也有更高的要求。对数字图书

馆来说，要从为全社会信息用户服务的角度，

对信息资源进行全过程的管理，确保信息资

源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加快信息资源的更

新速度，并为用户提供全面、周到的信息服

务，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

３　用户信息行为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
影响

３．１　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认知不同
现在，数字化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庞大的机构并被公众认可和接受，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如果说被用户初步接受是数字图书

馆成功的第一步，那么其最终的成功可能取

决于是否能被持续地使用。如果用户能够感

知数字图书馆能够方便他们寻找信息，能节

省他们的学习时间和精力，而且与图书馆之

间的互动相对来说没有认知的负担，那么他

们将会持续地使用这一图书馆。更进一步来

说，如果用户认为数字图书馆易于使用，他们

就会相信数字图书馆能带来许多好处。因

此，用户越容易与数字图书馆进行互动，就越

容易发现它有用［１１］。所以用户的认知影响

到数字图书馆的界面设计和信息组织。

由于信息用户来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

背景、知识基础、年龄结构存在差异，这就导

致了用户对信息具有不同的认知。研究表

明，认知风格通过影响用户的态度（如感知

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美学等），影响用

户的检索行为［１２］。所以数字图书馆在为用

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不同用户

群体的特点，对用户的认知引起足够的重视，

采取多种积极有效地措施提高用户的满意

度。首先，数字图书馆需要让用户感知到所

获取的信息资源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并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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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其次，数字图书馆需

要让用户能快速掌握数字图书馆的各项功

能，不需要耗费太大的精力就能够轻松的与

数字图书馆进行交互，方便快捷地获得技术

支持和帮助，随时随地地通过数字图书馆入

口获取到信息资源。最后，数字图书馆应该

对界面进行合理的结构布局以及专业化的设

计，给用户清楚明了以及人性化的体验。

３．２　用户对数字图书馆软硬件设施的使用
程度不同

由于用户受到专业知识的影响以及计算

机水平的限制，数字图书馆丰富的功能并未

得到有效地使用。例如数字图书馆的导航功

能，对于不同用户来说，运用到的导航功能层

次不同，这十分不利于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

对此，可以通过用户访问数字图书馆的路径

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通过与用户的交互或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参与者的反馈来了解

用户行为，从而对数字图书馆的基本功能进

行改进，更好的服务用户。另外，数字图书馆

不同于传统图书馆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数

字图书馆中包含了多种类型的数据如文本、

语音、音频、图像、图形、视频等，这些丰富的

多媒体资源通过交互式的视频、增强感官刺

激增强了信息资源的真实感，给用户带来了

一个综合的、更丰富的多媒体体验。然而用

户受到传统图书馆的文本信息以及个人信息

偏好的影响，对多媒体信息关注度不够，特别

是在数字化图书馆中对多媒体信息的检索

中，常常得不到满意的结果，这导致多媒体资

源得不到充分地利用。主要原因在于，对数

字图书馆来说，其为用户提供了索引来帮组

他们识别和理解他们所需要的信息的特征，

对基于文本的自动索引建设也已经有广泛的

研究，但是多媒体数字图书馆的索引建设面

临的挑战在于多媒体对象通常缺乏足够的文

本信息［１３］。所以结合现代化先进的技术与

用户信息行为，对数字多媒体信息资源的访

问、检索以及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十分迫切和

必要。

３．３　用户对数字资源的使用可能引发的问
题

数字图书馆为用户获取信息资源提供了

便利，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广泛地实

现了信息资源共享。为了更好地使用获取到

的信息资源，用户不可避免地要对信息资源

进行复制和下载，然而如果用户对数字信息

资源进行不恰当的使用就会为数字图书馆带

来一系列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数字图书馆

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数字版权问题。合法的数

字版权应包括以下要素：１）对数字资源的使
用目的和特征。包括是否出于商业性的用途

或出于非盈利的教育目的。２）与受版权保
护的作品的本质有关。３）对资源的部分内
容和少量的使用是否涉及到一个整体的版权

问题。４）是否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潜在
市场或价值造成影响［１４］。针对数字版权问

题，数字图书馆在管理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

法律手段保护所拥有的信息资源，提高用户

的版权意识，对可能引发的侵权问题和利益

冲突要做出充分、明确的说明，并对用户的信

息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以确保电子信息资

源良好健康发展的同时规范用户的信息行

为。

４　结束语
通过调查研究或者用户反馈获得用户在

使用数字图书馆过程中的感官体验、需求和

困难，可以使数字图书馆获得相应的改进意

见和办法，这是数字图书馆管理的一项重要

内容。信息时代中的数字图书馆管理更需要

对信息用户引起足够的重视，紧跟时代的潮

流，充分满足用户日益增长 （下转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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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的图书情报学
浙江省核心作者分析

缪家鼎　朱玉奴
（浙江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　利用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提供的图书情报学浙江省作者的数据，加以组
合，形成图书情报学浙江省核心作者名录，提供他们的成果数、被引数和下载数，并作

了些分析，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　ＣＮＫＩ　学者成果库　核心作者　图书情报学

　　最近，从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
会的网页及其刊物中看到有关浙江省图书情

报界学术情况的一些观点和核心作者的论

文，感到不够全面，为此撰写本文，力求全面

反映浙江省图书情报学核心作者的情况，供

参考。

１　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及其应用
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的特点为：（１）数量

大，述及的作者达千万量级，大部分发文作者

均可查到。（２）收录的期刊、研究生论文、会
议论文广，遗漏的比较少。（３）作者不论是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还是合作作者均计入。

也就是作者发表的论文，不论是第几作者均

计入。（４）大都计算了中文论文，最近又开
始收录国外论文。（５）时间跨度从成立至
今。

在应用 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的过程中，还
利用了高级检索和单位／作者的检索，因此更
准确地说是利用了 ＣＮＫＩ，而以 ＣＮＫＩ学者成
果库为主。在获取个人数据时，应考虑个人

的经历和单位情况，加以组合。

拆分：在大的单位，如浙江大学，与图
书馆员同名的人较多，如夏勇、陈华、刘琼、沈

健、刘军、张军等，而 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中，只

有以浙江大学为单位进行统计，这时获取的

数据就要拆分，用高级检索获取某单位某人

的成果。

合并：很多学校进行了升级、合并或更
名。如杭州师范学院升级为杭州师范大学。

新的浙江大学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

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而成。浙

江林学院升级改名为浙江农林大学。这样，

有的馆员先后在两个单位工作过，就需把两

项数据相加，合并成某个作者的数据。

相加：有的个人经历很丰富，就要根据
其经历把相关数据相加，形成了个人完整的

数据。如有的人有研究生和工作的经历，有

的人有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经历，还

有办公司的经历等等。

纠错：少量的明显的数据录入错误，如
把赵字录为赴，就要纠错，把它加到相关的个

人数据中。

检查：用 ＣＮＫＩ的核心作者检索，保证
所列作者的论文以图书情报学为主。核心期

刊论文和第一作者论文占多数。

检索时间：通过这样的数据处理，就获
得了发文数据较高的浙江省图情学作者名

单。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５年上半年。检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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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有的需多次才能获得。

２　基于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的图情学浙
江核心作者

选用发表成果数大于２５且核心期刊论
文和第一作者论文占多数的作者为核心作

者，共４３名，列于表１。
表１　基于ＣＮＫＩ学者成果库的
图书情报学浙江核心作者

序号 姓名 现单位
成果数／被引数

／下载数

１． 叶　鹰 南京大学 ６５／８２４／２１８９４

２． 陈天伦 浙江图书馆 ６５／８０／３６６３

３． 赵美娣 浙江大学 ６０／３０２／５０６７

４． 缪家鼎 浙江大学 ５６／１７２／５７００

５． 金更达 浙江大学 ５０／４６４／９２３３

６． 金明生 浙江师范大学 ４９／２００／４１７１

７． 何华连 浙江师范大学 ４８／１８７／３７１２

８． 李　农 宁波大学 ４８／１１４／４１２２

９． 刘伯嵩 宁波大学 ４６／５３８／１０１１０

１０．李超平 浙江大学 ４６／４３０／１１７７８

１１．程小澜 浙江图书馆 ４６／１３７／１４９７

１２．袁　逸 浙江图书馆 ４５／８１／２５１５

１３．金中仁 浙江大学 ４４／３２０／５０５５

１４．陈清文 嘉兴学院 ４４／１５９／８２７０

１５．马景娣 浙江大学 ４３／３５２／６６２０

１６．颜务林 宁波大学园区 ４３／２４３／４６３８

１７．陈益君 浙江大学 ４２／５１５／８３１６

１８．李明华 杭州图书馆 ４１／４１０／３４８５

１９．黄有根 浙江农林大学 ４１／２５７／６５４３

２０．宓永迪 浙江图书馆 ４１／１７９／４４３０

２１．刘　勇 浙江农林大学 ４０／２７５／８８２２

２２．王云娣 浙江师范大学 ３７／４０３／９９２６

２３．胡　滨 浙江中医药大学 ３７／５４／２３２０

２４．赵继海 浙江大学 ３６／８４９／５９４３

２５．粟　慧 杭州图书馆 ３６／４５１／５５７９

２６．黄　晨 浙江大学 ３５／３７５／７８４３

序号 姓名 现单位
成果数／被引数

／下载数

２７．王学勤 浙江农林大学 ３５／２９７／５２８５

２８．方宝花 浙江师范大学 ３５／１９０／２６７２

２９．徐庆宁 浙江工业大学 ３５／１８６／５２１２

３０．朱咫瑜 浙江传媒大学 ３３／１６０／７２７０

３１．陈　勤 杭州师范大学 ３２／１０４／２７００

３２．万跃华 浙江工业大学 ３１／３６１／８０７７

３３．叶新民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３０／２６６／４０２７

３４．陈　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３０／２２０／６９１１

３５．韩惠琴 宁波大学 ３０／１９６／２８１７

３６．章云兰 浙江大学 ２９／２６８／３０１９

３７．卢振波 浙江工业大学 ２８／３５８／８０２１

３８．赵达雄 浙江图书馆 ２８／１７４／１９８０

３９．夏　勇 浙江大学 ２７／１７９／１４７２

４０．方胜华 浙江海洋学院 ２７／１５５／４６３６

４１．韩松涛 浙江大学 ２７／１１３／３９１３

４２．陈　艺 温州医学院 ２６／２７１／３５７０

４３．洪拓夷 湖州师范学院 ２６／１３９／３９５７

　　注：叶鹰长期任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系主

任，２０１４年才去南京大学，现兼任浙江大学教授。

３　数据分析
表１中，涉及的单位及作者数分别为：浙

江大学１２名作者，浙江图书馆５名作者，浙
江师范大学为４名作者，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农林大学、宁波大学各３名作者，杭州图书馆
２名作者，嘉兴学院、宁波大学园区、浙江中
医药大学、浙江传媒大学、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海洋学院、温

州医学院、湖州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南

京大学各１名作者。
成果数最多的前 ８位作者：叶鹰、陈天

伦、赵美娣、缪家鼎、金更达、金明生、何华连、

李农。

被引数最多的前 ８位作者：赵继海、叶
鹰、刘伯嵩、陈益君、金更达、粟慧、李超平、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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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华。

下载数最多的前 ８位作者：叶鹰、李超
平、刘伯嵩、王云娣、金更达、刘勇、陈益君、陈

清文。

４　建　议
（１）浙江省图书情报界作为全国图书情

报界的一部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出了不

少贡献，有的领域还有较大的影响，如文献计

量、资源建设、信息共享空间、数字图书馆、图

书馆建筑、人力资源建设、高校图书馆学术评

价、公共图书馆建设、高校图书馆建设等等，

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很少，希望为此作出

努力。

（２）作者发表论文应结合图书情报学的
发展趋势、个人承担的工作、先进的技术应用

和国外的先进经验来写，通过学习、写作提升

自己的服务能力，在一个领域形成自己的观

点和特长。通过工作的提高和论文的发表，

必然会晋升自己的职称，不要专为职称评审

写论文。要提倡理论结合实际。要有信心，

持之以恒，必有所成。

（３）加强图书情报学学术团队的建设。
（４）加强图书馆的学术活动和年度考

核，形成学习型、创新型图书馆。

（５）少量作者除图书情报学外参与高等
教育学、宗教学、档案学、心理学、出版学等研

究，可加以支持，国外图书馆也鼓励图书馆员

参与其他领域开展学科交叉研究。

文中所述数据可能有遗漏和错误，请予

指正。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ｃｏｍ．ｃｎ

［２］　曾　义．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浙江省图书情报学研

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Ｊ］．浙江高校图书情

报工作，２０１５，（１）：２２－２４．

［３］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ｈｔｔｐ：／／ｇｘｔｇｗ．

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ｃｏｍｍｌｉｂ／

（责任编辑：邵利勤

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

）

（上接第４页）读书日活动的一部分常规性
参与其中。“与常规性党员活动相结合”指

结合每年的党员活动，开展党员红色之旅走

读活动，并成为常态化活动；并将推出与二级

学院党支部相结合的学生党员红色书评常规

性活动。

４　结　语
我馆结合自身情况，从红船中心需求入

手，在团队建设、红船资源开发、红色文化传

播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了一点成绩。

遗憾的是暂时还未能展开对服务质量的评估

工作，今后的建设道路更加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１］　孙秀菊．十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基于重点学

科的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综述［Ｊ］．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２０１２（６）：２４－２９．

［２］［３］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

［Ｎ］．光明日报，２００５－０６－２１（Ａ３）

［４］　李黎霞．“红船精神”研究［Ｄ］．杭州：浙江农

林大学，２０１４：３３－４１．

［５］　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

究中心（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简介［ＥＢ／ＯＬ］．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ｈｔｔｐ：／／ｈｃｊｓ．ｚｊｘｕ．ｅｄｕ．ｃｎ／

ｚｘｇｋ／ｘｋｊｊ．ｈｔｍ．

［６］　黄俊贵．地方文献工作刍论［Ｊ］．中国图书馆

学报，１９９９，（１）：５４－５９，７２．

［７］　２０１３年高校图书馆建筑总面积排行榜［ＥＢ／

ＯＬ］．［２０１５－０４－２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ｇｗ．ｃｎ／

ｔｊｐｇ／ｔｊｂｇ．

（责任编辑：孙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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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信息需求与利用现状调查分析


———以浙江省科技型小微企业为例

李　红　袁　辉　钱佳平
（浙江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　文章基于“浙江小微企业对外部资源信息的利用与需求情况调查”所
得各项数据，分析当今科技型小微企业群体对外部各类科技资源信息的需求内涵、寻

获利用行为特征及其环境认知状况，发现科技型小微企业群体信息需求意识正在觉

醒，且信息需求类型呈现多样化特征。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应

有所作为，以更好地助力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成长发展。

关键词　小微企业　信息需求　信息行为

引　言
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而言，囿于自身规模

与资源条件的限制，获取利用各类外部尤其

是公共科技资源对其创新发展的意义不言而

喻［１］［２］［３］［４］。但到目前为止，由于相关研究

的缺失与不足，创新视阈下当前小微企业群

体对外部资源信息的需求与寻获利用行为及

其资源信息环境认知情况很少为人所知。本

研究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管理者和研发人

群，邀约到１１７人参与访谈和问卷调查，以探
究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整个生命周期对外部各

类科技资源信息的需求内涵、寻获利用的群

体行为特征及其环境认知的现状，试图为相

关研究以及我国旨在支撑企业创新的科技资

源信息环境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基础数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调查范围确定为浙江省的杭

州、宁波、金华高新技术开发（园）区，以及温

州、台州地区优势生产制造行业的小微企业，

以企业管理者和研发人群为主要调查对象。

项目组通过所在单位服务对象留存信息、同

学熟人介绍、网上搜集、以及请高新技术开发

（园）区管委会提供等方式征集候选调查对

象，整理出一份来自小型微型企业人员的信

息列表，从中选择了符合条件的５００名调查
对象，通过面对面约请填写纸质问卷，以及邮

件、短信和电话邀约填答在线问卷，获得１１７
份有效反馈问卷，有效响应率为２３．４％。
１．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浙江小微

企业对外部资源信息的利用与需求情况调

查”，问卷主要包括３部分的内容：一是被调
查人及其所在企业的背景信息；二是所在企

业对外部资源信息的需求情况及其寻获利用

经历；三是被调查人对区域内外科技资源信

息环境［５］（含各类服务机构与平台）的认知

及利用情况。项目组在研究设计阶段，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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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内外大量关于中小微企业信息行为研究

的文献，并采用了分步调查的实施方案，即首

先设计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进行小范围

的面对面约请或电话访谈，结合访谈获得的

反馈信息，对问卷进行修订完善。设计完成

的问卷分纸质问卷和网上在线调查问卷两种

形式，纸质问卷通过项目组成员向调查者面

对面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答卷，电子版问卷

则上载到问卷星平台［６］，采用邮件、短信方

式邀约调查对象在线填答网上问卷。回收纸

质问卷由项目组成员对答卷进行编码后采用

双人录入（一人录入，经另一人核对后提交）

的方式完成纸质答卷与在线答卷的数据汇

总。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鉴于小微企业内有的人员身兼数职的实

际情况，本调查问卷对身份选项设置成多选，

结果返回问卷的人员构成除了管理人员

（５８．１２％）和研发人员（３８．４６％）两个群体，
还有１５人（１２．８２％）是企业主，另分别有１１
人（９．４％）和８人（６．８４％）同时还是销售市
场人员和生产人员（见表１）。调查对象的人
员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有 ７１人（６０．
６８％），硕士２８人（２３．９３％），大专及以下有
１０人（８．５５％），还有博士８人（６．８４％），即
具备大学以上学历人员占了绝大部分。从年

龄段看，小微企业的管理者和研发人员主要

以中青年为主，３０－４０岁之间的人占一半以
上（５２．９９％），４０－５０岁和３０岁以下的占比
差不多，都约为２０％，５０岁以上比例最小，为
６．８４％。调查对象的企业规模２０人以下的
占２６．５％，总计１００人以下的占比５３．８５％，
１００－３００人为１９．６６％，另有２６．５％的企业
人数超过３００人。

表１　１１７名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项目 分组 人数 构成比

身份

Ａ．生产人员 ８ ６．８４％

Ｂ．研发人员 ４５ ３８．４６％

Ｃ．销售与市场人员 １１ ９．４％

Ｄ．管理人员 ６８ ５８．１２％

Ｅ．企业所有者 １５ １２．８２％

学历

Ａ．大专及以下 １０ ８．５５％

Ｂ．大学 ７１ ６０．６８％

Ｃ．硕士 ２８ ２３．９３％

Ｄ．博士 ８ ６．８４％

年龄

Ａ．≤３０岁 ２３ １９．６６％

Ｂ．３１－４０岁 ６２ ５２．９９％

Ｃ．４１－５０岁 ２４ ２０．５１％

Ｄ．＞５０岁 ８ ６．８４％

所在企业

人数规模

Ａ．≤２０人 ３１ ２６．５％

Ｂ．２１－５０人 ２４ ２０．５１％

Ｃ．５１－１００人 ８ ６．８４％

Ｄ．１０１－３００人 ２３ １９．６６％

Ｅ．其他 ３１ ２６．５％

注：被调查人在企业的身份根据实际情况可多选。

２．２　资源信息需求情况
２．２．１　科技资源信息类别需求

对受访者外部信息资源需求类别的调查

结果显示（图１），小微企业在产品研发和生
产经营过程中，需要最多的信息资源类型为

科技文献（６０．６８％），其次是技术成果信息
（５２．９９％）；对竞争与合作机构信息、科学数
据（如资源环境、工程与技术科学等领域的

事实性数据）、人力资源信息等的需求占比

相近，需要外单位大型仪器设备资源信息的

应答者为３２．４８％；另有占５．９８％的应答者
表明什么都不需要。此外有３人分别表示希
望获得产品市场运作、资金、国际并购方面的

指导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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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小微企业科技资源信息大粒度需求分析
　　２．２．２　科技文献类型需求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将科技文献具体分

为专利，科技报告，产品标准，期刊、会议与学

位论文，专著（图书）及其他等类型，分别确

认小微企业对不同类型科技文献的需求情况

时，确认需求的应答者占比明显高于前面对

科技文献的需求（下述对仪器设施与人力资

源信息的需求情况也与此类似），调查结果

见表２。其中专利、产品标准是小微企业需
求比例最高的科技文献，分别为６５．８１％和
６１．５４％；紧随其后的是期刊、会议与学位论
文和科技报告。同样，表示都不需要的占应

答者的８．５５％，另有选择“其他”选项的３人
则特别指出需要的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同

类及相似产品市场前景等具体技术支持。

　　２．２．３　外部仪器设施需求
对于“贵公司在生产、加工、测试、检验

及分析等环节，是否会因自己添置设备不经

济等原因而需要借助利用外单位的生产研发

设备或仪器设施？”提问，应答者的反馈结果

见表３。有超过半数比例的企业对借助利用

外单位生产研发设施有明确需求，同样明显

超过前面的３２．４８％。
表２　小微企业需要查获利用的科技文献类型

大粒度分类 具体类型 人数 构成比

科技文献

Ａ．专利 ７７ ６５．８１％

Ｂ．科技报告 ６３ ５３．８５％

Ｃ．产品标准 ７２ ６１．５４％

Ｄ．期刊、会议与

学位论文
７０ ５９．８３％

Ｅ．专著（图书） ４４ ３７．６１％

Ｆ．其他 ３ ２．５６％

Ｇ．都不需要 １０ ８．５５％

　　注：根据实际情况可多选
表３　小微企业需要借助利用外单位设施的

比例与迫切程度

大粒度分类 需求情况 人数 构成比

外部仪器

设备资源

Ａ．非常需要 ２４ ２０．５１％

Ｂ．比较需要 ４２ ３５．９％

Ｃ．不太需要 ４５ ３８．４６％

Ｄ．完全不需要 ６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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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４　人力资源信息需求
表４揭示的是应答者对与人力相关资源

信息的需求确认情况。数据显示小微企业对

人才信息和技术（能）培训信息的需求比例

均超过６０％。
表４　小微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源信息类型

大粒度分类 具体类型 人数 构成比

人力资

源信息

Ａ．专家信息（咨

询或合作）
５８ ４９．５７％

Ｂ．人才信息 ７８ ６６．６７％
Ｃ．相 关 技 术

（能）培训
７６ ６４．９６％

Ｄ．机构信息（竞

争或合作）
５６ ４７．８６％

Ｅ．其他 ０ ０％

２．３　资源信息既往利用情况
２．３．１　曾经寻求并获取利用过的科技文献
资源信息类型

表５为应答者曾经获取利用过的科技文
献类型的统计。如表５所示，产品标准和专
利是当前小微企业利用比例最高的科技文

献，分别占总人数的５８．９７％和５７．２６％，另
外期刊、会议与学位论文的利用率也较高。

表５　小微企业的既往获取科技文献
资源信息类型

大粒度分类 具体类型 人数 构成比

科技文献

Ａ．专利 ６７ ５７．２６％

Ｂ．科技报告 ４８ ４１．０３％

Ｃ．产品标准 ６９ ５８．９７％

Ｄ．期刊、会议与

学位论文
６３ ５３．８５％

Ｅ．专著（图书） ３２ ２７．３５％

Ｆ．其他 ０ ０％
Ｇ．从没查找或

利用过
１４ １１．９７％

２．３．２　外部仪器设施利用情况

表６统计结果显示，应答者中，曾经多次
借助利用的人占２６．５％，偶尔借助利用的人
占５８．１２％，合并 Ｃ、Ｄ、Ｅ选项，需要但因不
知道如何去查找等原因未能如愿的共有１４
人，占总人数的１１．９７％。另有４人表示不
需要。

表６　小微企业既往利用外部设施情况

大粒度分类 具体类型 人数 构成比

外部仪器

设备资源

Ａ．曾经多次借

助利用
３１ ２６．５％

Ｂ．偶尔借助利

用
６８ ５８．１２％

Ｃ．曾经寻求但

未能如愿
４ ３．４２％

Ｄ．不知道如何

去查找或发现我

需要的外部设备

或仪器设施的信

息

１０ ８．５５％

Ｅ．其他 ４ ３．４２％

２．３．３　其他资源信息利用情况
根据表７的应答结果，尽管与同类需求

占比有明显的差距，但还是有半数以上的应

答者表明获取利用过其他资源信息类型，包

括专项技术培训信息、合作单位信息、招聘信

息等等，获取利用过产品信息、专家信息以及

竞争机构信息也有明显的占比。

表７　小微企业的既往获取的资源信息类型

资源信息类型 人数 构成比

Ａ．专家（个人信息） ４０ ３４．１９％

Ｂ．招聘和引进人才信息 ５９ ５０．４３％

Ｃ．专项技术培训信息 ６８ ５８．１２％

Ｄ．合作单位信息 ６０ ５１．２８％

Ｅ．竞争机构信息 ２８ ２３．９３％

Ｆ．有关产品信息 ５０ ４２．７４％

Ｇ．其他 １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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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获取途径
２．４．１　科技文献的获取途径

表８统计结果显示，应答者中，通过上网
搜索找到科技文献的人占８７．２％，通过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获取科技文献的占３８．５％，直
接或间接从图书馆（到馆或网站）获得科技

文献各占２８．２１％，还有２６．５０％的人表示通
过委托中介机构获得科技文献。其他４人分
别提到通过行业类网站、委托行业专家查找、

以及查找国外网站免费文献或数据库。

表８　小微企业查获科技文献的主要途经

大粒度分类 获取途径 人数 构成比

科技文献

Ａ．上网查找，如

通 过 百 度、

ＧＯＯＧＬＥ（谷歌）

等搜索引擎查找

１０２ ８７．１８％

Ｂ．自己或请熟

人到省／市或高

校图书馆查找借

阅

３３ ２８．２１％

Ｃ．直接到国家、

省／市或高校图

书馆网站查找并

下载（或在线阅

读）

３３ ２８．２１％

Ｄ．委托中介机

构查找
３１ ２６．５０％

Ｅ．利用省／市级

公共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如浙江

省科技文献共建

共享平台）查获

４５ ３８．４６％

Ｆ．其他 ４ ３．４２％

２．４．２　仪器设备资源信息的获取途径
表９统计结果显示，应答者中，有 ６５．

８％的人选择通过上网搜索获取外单位仪器

设备信息，有４３．６％的人选择利用人脉关系
获取信息。值得关注的是，已有３０．８％利用
省／市大型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等创新服
务平台查找获得，而通过行业协会或管理部

门介绍推荐、以及求助于中介机构的也有明

显的占比。其他３人中，除了１人表示无需
求，另２人分别表示是自己掌握信息和利用
合作单位的设施。

表９　小微企业外单位仪器设备
资源信息的主要途经

大粒度分类 获取途径 人数 构成比

外单位仪器

设备资源

Ａ．向亲戚朋友、

熟人、同学打听

获得

５１ ４３．５９％

Ｂ．管理部门（如

园区管委会）引

荐

３２ ２７．３５％

Ｃ．上网搜索 ７７ ６５．８１％

Ｄ．利用省／市大

型仪器设备协作

共用平台等创新

服务平台查找获

得

３６ ３０．７７％

Ｅ．行业协会帮

助介绍
３４ ２９．０６％

Ｆ．委托中介机

构查找
１４ １１．９７％

Ｇ．其他 ３ ２．５６％

２．４．３　人力资源或合作信息的获取途径
表１０统计结果显示，应答者中，选择搜

索相关高校或科研机构网站获得人力资源及

合作信息的６２．４％，有４６．２％通过亲戚、熟
人或同学的介绍获得人力资源或合作信息，

管理部门引荐和行业协会介绍分别占比３６．
７５％和２４．７９％，通过省／市创新服务平台查
找的人占２７．４％。此外２６．５％的人委托中
介机构查找，其他３人除１人表示不清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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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２人分别表示通过会议、直接发布（招
聘信息）获得相关信息。

表１０　小微企业人力资源或合作者信息
的主要获取途经

大粒度分类 获取途径 人数 构成比

人力资源或

合作信息

Ａ．向亲戚朋友、

熟人、同学打听

获得

５４ ４６．１５％

Ｂ．管理部门（如

园区管委会）引

荐

４３ ３６．７５％

Ｃ．上网搜索有

关高校或科研机

构网站

７３ ６２．３９％

Ｄ．利用省／市创

新服务平台查找
３２ ２７．３５％

Ｅ．行业协会帮

助介绍
２９ ２４．７９％

Ｆ．委托中介机

构查找
３１ ２６．５％

Ｇ．其他 ３ ２．５６％

２．５　环境认知与利用
２．５．１　信息环境认知

表１１统计结果显示，区域（浙江省）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已渐渐被小部分小微企业了

解与利用，并开始助力小微企业的生产与创

新。而且不管此前有无了解，没有人表示对

此不感兴趣或不想了解的。

表１１　对区域（浙江省）科技创新服务
平台的了解程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Ａ．知道，并且已经访问过相关网

站浏览或查找获得过相关资源

和服务信息；

１５ １２．８２％

Ｂ．听说了，打算去网站了解或试

用；
３１ ２６．５％

选项 小计 比例

Ｃ．听说过但具体不太了解； ４８ ４１．０３％

Ｄ．从没听说过，不了解； ２２ １８．８％

Ｅ．与我们无关，不想去了解。 ０ ０％

Ｆ．其他 １ ０．８５％

２．５．２　利用体验
表１２数据显示有近６成小微企业在获

取外部资源信息或多或少面临一些问题、困

难或障碍。

表１２　小微企业获取利用外部资源信息
是否面临问题与困难

选项 小计 比例

Ａ．想要但很难获取的外部资源

信息主要有：
２５ ２１．３７％

Ｂ．对我来说，查找外部资源信息

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或困难是
４５ ３８．４６％

Ｃ．没有困难和问题（没有我找不

到的信息）。
４７ ４０．１７％

　　而在面临问题的具体陈述中，其需要但
难以获得的资源信息主要集中在科技文献、

行业动向、产品技术或成果信息等方面。有

的表示有许多信息无法从网上查到，有些则

表示自己对电脑不是很熟，或对获取信息渠

道不了解，也有的抱怨共享平台的信息不全

面及时，获取全文文献收费太高等。

３　结果讨论
本次调查中，超过９４％的小微企业受访

对象表示企业对外部资源信息有需求，显示

出小微企业群体外部资源信息需求的普遍

性。数据还证实小微企业的信息需求内容具

有多样化多类型的结构特征，需求占比明显

的资源信息类型包括科技文献、技术成果信

息、人力资源信息、合作与竞争机构信息、外

部仪器设备信息以及科学与事实数据等，反

映出大量小微企业已经意识到外部或公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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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资源信息对企业的重要利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

某些同类问题的反馈数据存在不一致的情

况，主要表现在提问中对各类资源信息的表

述不是总体概念而是具体事物名称，或提供

注解信息时，应答者的需求确认率明显增加。

如当问及其需要的外部（公共或外单位）资

源信息种类，在提供的选项是比较概略的

“科技文献”、“人力资源信息”时，确认的数

据均明显低于“专利”、“科技报告”、“产品标

准”、“期刊、会议与学位论文”、“专家信息

（用来咨询问题或开展合作等）”、“人才信息

（招聘和引进）”以及“相关技术（能）培训信

息”等列出具体事物名称的选项。我们推

测，至少对小微企业群体而言，提问含义明确

与否显著影响其判断，具体直白的表述更利

于其准确理解题意，避免误解，但这似乎并不

影响对当前小微企业信息需求和利用行为特

征的确认。

多项数据一致显示出小微企业群体信息

需求与利用如下特征：（１）需求和利用占比
最多的是科技文献信息，尤其是专利、产品标

准、以及各类科技论文；同时对人才信息、技

术（能）培训信息、外部可借助利用的仪器设

施信息也有大量需求。（２）对大多数小微企
业人员而言，无论是查找科技文献，还是其他

各类资源信息，第一选择渠道是上网搜索，知

道并直接利用省／市级公共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和各类图书馆的比例要远低于前者，甚至

占比不及求助利用人脉关系。（３）当前小微
企业对各类创新资源信息的获取利用与需求

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尚有相当部分小微企

业在获取各类外部资源信息中有心无力，需

要或期待有关方面的引导帮助。

小微企业群体正在觉醒并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的信息及信息服务需求，对公共和高校

图书馆的价值拓展无疑更具重要意义。小微

企业研发群体的学历构成说明其中大多是各

高校的校友，这对高校图书馆来说，面向校友

的服务，事实上已成为可成就双方的明智之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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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会计之友》文献计量学分析
朱兼白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３）

　　摘　要　以《会计之友》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刊出的５年间论文为统计源，用文献计量
学的方法对５年内《会计之友》在载文量的时间分布、作者群的地域和所属单位分
布、核心作者的数量及研究特点、论文作者的合著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分析，试图从作

者研究的视角审视《会计之友》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关键词　《会计之友》　文献计量学　载文　作者群　合著率

　　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２日，由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主管，山西社会科学报刊社主办的《会计

之友》（Ｆｒｉｅｄｓ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创刊号出版。
１９８４年，经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
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５９３７，ＣＮ１４－１０６３／Ｆ。
《会计之友》秉承“服务会计人，服务会计伟

业”，研究探讨会计学理论，介绍财会工作经

验和业务知识，开展学术交流，报道国内外会

计学术的新动向、新成果和新信息的办刊宗

旨。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ＣＮＫＩ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作为数据来源，以《会计之友》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５年内出版的１８０期７８７９篇论文为统计
数据，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试图从笔者研究

的视角审视该刊近 ５年来的学术性和权威
性。

２　统计结果与分析
２．１　时间分布

载文量是反映期刊信息含量、研究深度

的重要指标。《会计之友》５年内共载文
７８７９篇。通过对５年内《会计之友》的载文
量的年度增减分析（见表１），该刊近５年载
文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２０１１年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５．７６％到２０１４年环比下降达到１３．
２７％，下降幅度较大。同时，笔者对载文量进
一步分析发现，初步认为所载论文研究的深

度逐步深入，篇均版面约为３．１个，篇均字数
在６０００字左右。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会计之友》
载文量年度增减分析

年度 发文量 百分比 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０年 １８３９ ２３．３４％

２０１１年 １７３３ ２２．００％ －５．７６％

２０１２年 １５９２ ２０．２１％ －８．１４％

２０１３年 １４５４ １８．４５％ －８．６７％

２０１４年 １２６１ １６．００％ －１３．２７％

合　计 ７８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２　作者群分布
根据笔者对《会计之友》近 ５年载文作

者分布情况的分析，该刊以在职在岗的财务

人员为主要作者群体，高校管理学院教师、在

读博硕士研究生，会计研究所、党校系统等单

位研究者发文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此外，作

者所在单位近５年在《会计之友》上的发文
量，也可反映出该单位学术研究的氛围及研

究成果情况。

表２所反映的就是《会计之友》５年内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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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量大于６０篇的单位分布情况。其中发文
量最多的单位是西南财经大学，５年发文１８０
篇，占总发文量的２．２８％。除此之外，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

和广西财经学院 ５年发文量均超过 ９０篇。
统计还表明，作者单位除了为数众多的综合

性高校外，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迥异的各类

企事业单位。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企业财

务人员在《会计之友》上发文，展望本领域的

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摆脱发展困境，解决疑难

问题的对策。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会计之友》
发文量大于６０篇的单位分布

单位名称 发文量 百分比 所属地区

西南财经大学 １８０ ２．２８％ 四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１０４ １．３２％ 武汉

重庆理工大学 ９９ １．２６％ 重庆

天津财经大学 ９８ １．２４％ 天津

广西财经学院 ９４ １．１９％ 广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８４ １．０７％ 北京

暨南大学 ８３ １．０５％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７９ １．００％ 北京

山西财经大学 ７７ ０．９８％ 山西

东北财经大学 ７６ ０．９６％ 辽宁

北京工商大学 ７３ ０．９３％ 北京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６０ ０．７６％ 河南

其他 ６７７２ ８５．９６％

合计 ７８７９ １００％

　　综上所述，从作者群的分布及论文内容
情况呈现如下特点：第一，《会计之友》作为

国内报道会计、财务、审计、财政、税务、评估、

金融等的会计类专业期刊，载文作者地域分

布较广。第二，报道内容兼容并包，几乎涵盖

了考前辅导、政策法规、电算网络、国库集中

支付、财富人生、总会（ＣＦＯ）理财、跨地区营
销理财、东风理财、专家论坛、研究生园地、博

士观察、理财导航等，并且在采编和选题上突

出了前沿性、指导性、实用性、知识性等题材，

成为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会计学人的交流平

台。

２．３　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是活跃在某一学科领域、造诣

较深、科研成果较多的学科带头人。本文根

据普赖斯理论用公式法测定核心作者，通过

对载文主题的研究揭示核心作者的特点。

按照普赖斯理论，载文量为 ｍ篇以上的
为核心作者，其中 ｍ＝０．７４９（ｎｍａｘ）１／２，
ｎｍａｘ为载文量最多作者的发文篇数。由表
４可知，发文量的最大值是 ９０，经计算，当
ｎｍａｘ＝４３时，ｍ＝４．９１，即《会计之友》作者
发表论文在５篇及以上的可视为核心作者。

发表５篇及以上论文的核心作者共３８
位，占全部作者的０．３６％。他们能够一如既
往地在《会计之友》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是《会计之友》的忠实作者，较大地影响着

《会计之友》的载文特色和学术价值。经统

计分析，５年内发表论文数十篇的分别是：湖
北经济学院湖北会计发展研究中心的谈多娇

发文４３篇，山西财经大学的温玉彪发文４１
篇，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的张继德发文 ２７
篇，这３位作者围绕职称考试专题展开论述，
为职称考试中的学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

验，“财务故事”、“会计与投资”及“职考课

堂”栏目也因此成为《会计之友》的一个亮

点。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的杨为忠５年
共发文２０篇，论文主要针对“司法会计鉴定
案例”进行评析；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的

朱学义５年共发文１７篇，论文主要对会计理
论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天津财经大学的于玉

林５年共发文１６篇，论文讨论了财务分析创
新的话题，在学界影响很大，单篇论文的下载

量和被引量高居５年内《会计之友》同一主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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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论文之首。

２．４　合著情况分析
在文献计量学研究领域，邱均平等认为：

科研论文的合著情况已然成为科学研究的主

流方式，可以反映出一个学科领域内研究的

深入情况。笔者对《会计之友》５年内所载的
７８７９篇论文作者进行了分析，其中合著论文
３２６６篇，合著率４１．４５％，高于文献［２］社会科

学合著率１６．７％的水平。从合著趋势分析，
每年载文的合著率呈增长趋势。

从表３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会计之友》
的载文作者在会计学研究中的合作研究潜力

很大，作者在合作方面的表现与国内近年来

国内同类会计类专业核心期刊相比并不逊

色。

科技论文署名作者的多少，不仅体现了

科学研究的合作程度，还间接地反映了科学

研究的性质及开展工作所需要的人力。进一

步研究发现，《会计之友》近５年内所有发表
的论文中，独著率为５８．５５％，合著率为４１．
４５％。在这些合著论文中，合著人数为２位
的论文共有 ２４１０篇，占合著论文的 ３０．
５９％；合著人数为３位的论文共有７２６篇，占
合著论文的９．２１％；合著人数４－５位的论
文仅１２２篇，不到合著论文的１．５４％。见表
４。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会计之友》载文合著率

年度 论文总数 合著论文数 合著率

２０１０ １８３９ ６５０ ３５．３５％

２０１１ １７３３ ６１７ ３５．６０％

２０１２ １５９２ ６３０ ３９．５７％

２０１３ １４５４ ６４８ ４４．５７％

２０１４ １２６１ ７２１ ５７．１８％

合计 ７８７９ ３２６６ ４１．４５％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会计之友》合著论文作者人数分布

每篇论文作者数（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合计 比例

１ １１８９ １１１６ ９６２ ８０６ ５４０ ４６１３ ５８．５５％

２ ５２０ ４４１ ４６０ ４７４ ５１５ ２４１０ ３０．５９％

３ １１１ １４７ １４９ １４６ １７３ ７２６ ９．２１％

４ １６ ２３ １５ ２４ ３１ １０９ １．３８％

５ ３ ３ ４ ２ １ １３ ０．１６％

６ ０ １ ２ １ １ ５ ０．０６％

７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０１％

８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０．０３％

合计 １８３９ １７３３ １５９２ １４５４ １２６１ ７８７９ １００％

２．５　载文的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基金论文是指各种基金资助科研的项目

成果产出的论文，基金论文一般在项目立项

时，即针对项目研究的方向及预期要达到的

研究成果有所设计，因而其研究的成果一般

代表了所研究的学科或领域的趋势和前沿，

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笔者对《会计之友》５
年内的７８７９篇载文的基金资助情况进行了

分析，结果表明５年内共有３９个不同类型的
基金对载文进行了资助，这些基金中有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 ２２７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５５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１５项、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６项、其他省级基金４８４项。其
中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的论文最多，分别为２２７篇、１５５篇和９３篇。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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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以来，虽然《会计之友》载文的基金论
文比逐年上升，但总体看基金论文比仍偏低，

篇均获得基金资助仅为 １－２项。说明《会

计之友》载文的资金分布不均匀，有少量的

研究力量获得了多数的基金资助，而绝大多

数研究力量缺乏基金资助。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会计之友》载文的基金资助情况分布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小计 比值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９ ２０ ３４ ５７ ９７ ２２７ ２５．５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４ １７ １８ ２９ ６７ １５５ １７．４７％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０ ０ １０ ４ １ １５ １．６９％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１ ０ ０ １ ４ ６ ０．６８％

其他省级基金项目 ９７ ８９ ８７ １０１ １１０ ４８４ ５４．５７％

合计 １４１ １２６ １４９ １９２ ２７９ ８８７

２．６　载文的被引情况分析
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既可以用来评价学

者的学术价值，也可以衡量载文期刊的学术

性和影响力。《会计之友》５年内载文 ７８７９
篇中，有被引记录的论文４８６１篇，占载文总
量的 ６１．７０％。表 ６反映了被引频次在 ４０
次以上的载文共４篇，反映出这些论文所研
究的方向及成果，在业内学术研究上具有较

高的参考价值。如天津工业大学工商学院的

强殿英、温桂江在２０１０年发表的《构建企业
低碳会计体系的思考》一文，被引频次为６９。

表６　载文的被引频次分布

被引频次 作者 篇名

６９
强殿英、温

桂江

构建企业低碳会计体系

的思考

４６
张孝梅、王

勇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

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４４ 高　山
基于 ＤＥＡ方法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研究

４３
陈留平、刘

通、黄娇娇

基于全面预算管理的企

业内部控制研究

　　注：本节及表６数据来自ＣＮＫＩ的统计，统计时
间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

２．７　载文的关键词分析
对期刊载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能够反映

论文的研究重点和特色。笔者利用统计分析

工具分析出《会计之友》所载论文高频关键

词，能更加直观地反映《会计之友》研究的重

点及趋势。本文通过ＳＡＴＩ３．２统计分析出关
键词１４１９９个，其中１０４１０个关键词频次为
１，可见《会计之友》的作者群体研究范围涉
及各个方面，比较分散。频次在９５以上的高
频关键词主要有１１个，见表７。
表７　频次９５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表

序号 高频关键词 使用频次

１ 内部控制 ３２０

２ 财务管理 ２４９

３ 上市公司 １９３

４ 高校 １９２

５ 会计之友 １７５

６ 对策 １３１

７ 内部审计 １１８

８ 信息披露 １０４

９ 会计学会 １０１

１０ 中小企业 ９７

１１ 中国会计学会 ９５

２．７．１　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
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是选择ＳＡＴＩ３．２矩

阵中的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相
似矩阵，对表７中１１个高频关键词两两统计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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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形成１０１０
的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相似矩阵中的数值

越大，说明两者的关系越紧密，两者的相似度

越大，如关键词“会计学会”与“会计之友”的

相似度最大为０．１０９５。
２．７．２　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知识图谱

将ＳＡＴＩ３．２的 Ｒｏｗｓ／Ｃｏｌｓ选择知识单元
设置为１００，导出关键词共词相似矩阵，将矩
阵文件导入 Ｕｃｉｎｅｔ，计算各个结点的中心度
（Ｄｅｇｒｅ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得到如图 １所示的《会
计之友》研究群体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知识

图谱。

图１　《会计之友》高频关键词共词网络知识图谱
　　从图１可以看出：《会计之友》所载论文
研究主要围绕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两个中心

点作为研究的核心对象展开。另外，高校、中

小企业、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等也在四周分别

形成了各自的中心，说明所载论文所研究的

行业及其建设与发展。除了研究对象，从知

识图谱中还可以看出，实证研究是与上市公

司联系最紧密的第二大热点研究，如盈余管

理、利益相关者、影响因素、商业银行等围绕

在核心点周围。其次，有关会计的研究是永

恒的研究主题，成本管理、预算管理、会计信

息化、成本控制等是图谱上出现次数最多的

关键词。最后，有关资本结构、财务绩效、股

权激励、个人所得税、低碳经济等也逐渐成为

研究热点。

３　结　语
通过对《会计之友》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载文

量的时间分布、作者群分布、核心作者、合著

情况、基金资助情况、被引情况、关键词共７
个方面的统计分析，笔者认为：

第一，《会计之友》的载文量虽然逐年有

所下降，但其所载论文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引

文量和篇均版面则有所增加，表明了《会计

之友》的办刊质量和办刊水平有所提高。

第二，《会计之友》的载文作者的地域分

布虽然较广，几乎全国各 （下转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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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Ａ运动的经验对于提高我国期刊质量的启示
崔丽芬　季亚娟　江　芸　田　明　蔡静慧　王　欣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摘　要　指出中国学术期刊迫切需要提高质量。分析了实际推动ＯＡ运动发展
的各项因素，并指出期刊模式转变过程的长期性，以及国内ＯＡ运动宣传与实践的差
距。探讨了具有特色的ＯＡ期刊以及ＯＡ运动对国内期刊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　ＯＡ运动　ＯＡ期刊　ａｒＸｉｖ　ＰＬｏＳＯＮＥ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１　中国期刊的国际地位与形成原因
尽管中国科技研发人员总数居世界第

一，中国论文数量占世界第二，但其论文平均

影响力仅为英、美、德、日、法、加等发达国家

的一半（图１）［１］。根据２００２年１月到２０１２
年８月间的 ＳＣＩ统计数据，中国各学科国际
论文产出总数为 １０２．２６万篇，位居世界第
二，篇均被引次数为６．５１，在１４８个国家和
地区中位居第１０６位［２］。

图１　各国学术期刊的平均影响力
（中国：５．５全球平均：１１．０）

我国具有 ＳＣＩ影响因子的期刊有 １６３
种，仅占ＪＣＲ收录期刊总数的２％。而我国
的期刊出版单位有８０００多家，每家仅平均出
版期刊１．２种；在期刊数字化、集团化方面所
遇挑战极大［３］。现今“科技期刊已成中国科

技体系突出的短板”［４］。科学无国界，但学

者有祖国，科技期刊刊载的研究成果，反映了

一个国家的学术共同体对于科学技术的贡献

和学术话语权，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此外，中国大部分高质量的论文目前还

是发表在外国期刊上。例如，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间，中国作者发表在所有 ＳＣＩ物理期刊上的
论文总数已经达到９３８４５篇，比日本（６３９８８
篇）多４７％。但是中国的英文物理期刊容量
还相当有限，只容纳了中国作者论文总量的

１３．３％（其余的 ８６．７％在国外期刊上发
表）［５］。我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世界

第二论文产出国，这样长期放任科学研究所

产出的论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在学术话语

权方面、科学成果的评价和使用方面都会受

制于人。政府政策应考虑怎样把中国科研成

果首先为我所用，应用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

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

图２是中国３１个学术机构在５种代表
性中国英文版物理期刊（简称ＣＨＮ５）发表论
文的“５年影响因子（ＩＦ（５））”与它们同期在
所有ＳＣＩ物理刊物上发表论文的“５年影响
因子”的对比情况［５］。其中 ＣＡＳ、ＶＳＴＣ、
ＴＨＶ、ＰＫＵ分别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所有（包括

国内外）ＳＣＩ物理刊物上发表论文的 ＩＦ（５）
大于平均值 ２．１０的学术机构（论文影响力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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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单位），除了武汉大学勉强站在 ＣＨＮ５
的ＩＦ（５）平均值线０．７１上方一点点外，其余
全都落在了两条平均值线交叉划出来的右下

方区域。

图２表明：那些物理研究能力强的中国
学术机构，把自己主要论文都投向了国外期

刊，而在中国物理期刊上发表论文却表现很

差，其ＩＦ（５）低于平均值０．７１。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学术机构在ＣＨＮ５和ＳＣＩ物理期刊上发表论文的ＩＦ（５）比较
　　有人说，“中文期刊现在的地位是由中
国当前的科学发展水平决定的”。如果真是

这样，图２中那些研究能力较强的机构，应该
上移到两条平均值线交叉划出来的右上方区

域。最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期刊所要努力的，

不是泛指达到什么样的“世界水平”，而是能

代表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这也是应该而且

必需做到的。首先需要改进科研工作和职位

晋升的评价体系，使国家基金项目等科技政

策的导向，能促进优秀论文发布于中国期刊。

目前优良稿件外流、只认国际期刊，也是

因为中国期刊在审稿质量和效率方面还不能

和国际期刊接轨，对容纳大量 ＳＣＩ中国论文
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国内期刊不能对

待投稿者一视同仁、不能杜绝人情稿，对部分

人大开绿灯而发表质量较次的论文，使投稿

者认为期刊对作者不甚尊重［６］。而开放获

取期刊在增进期刊的民主、公平特性以及运

用论文层面的计量学、改进编辑质量方面，有

较成功的范例。

２０１４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全球研究理
事会，中科院、基金委发布《公共资助论文开

放获取》声明［７］，声明中主要考虑的措施是

国家资助的研究所产出论文应该在机构仓储

开放获取，很少关联到期刊质量提高的问题。

而笔者认为开放获取与期刊质量提高有较大

关联度，下文从开放获取运动的实际驱动因

素，学者群体的观点与行为，以及ＯＡ出版模
式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提高中国期刊影响

力的问题。

２　ＯＡ运动的驱动力和各国政府、学者
群体的观点行为

公共资助的科研成果应在公众领域免费

获取，这项知识共享的道德理念得到政府和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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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机构的支持和推动，影响到人们认为

ＯＡ期刊是主要潮流和发展方向［８］。另一方

面，统计数据表明期刊出版模式转变过程具

有长期性，在可预见的将来，ＯＡ期刊模式与
传统期刊模式将同时存在。

２．１　新一代的ＯＡ理念
按照布达佩斯、百思达和柏林《ＯＡ宣

言》（２００２－２００３）的精神，学术信息应该作
为公共产品，而 ＯＡ文献就是指在线和数字
化的、免费以及免除大部分版权或授权限制

的文献［９］。现今更为深远的 ＯＡ理念，指出
学术信息包括文献、数据和软件，三者都应该

开放获取［１０］。它是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知识共享授权（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
ｍｏｎｓ）”和开放的开源软件的推广而形成的。
学术信息不仅是开放“阅读”，还要开放“使

用”，特别是开放文献的演绎、修改、再创作

和“文本挖掘”。它提倡论文网上发表以后

评议，淡化期刊的作用，并且结合学术社交网

络，更深入探讨预印本文库的功能。除了

“金色”模式，探讨不向作者也不向读者收费

的、更理想的ＯＡ期刊模式。
２．２　欧美政府的ＯＡ政策

欧美政府的促进公众获取政策，已经显

著影响到开放获取的进展情况。政府部门认

为扩大科学研究论文的公众获取，可以促进

国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迅速增长。政府在实

施“扩大公众获取”政策的同时，力求保持传

统期刊出版界长期积淀的经验贡献，这是因

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期刊模式仍然起

着一定作用。

２．２．１　美国 ＮＳＴＣ和 ＯＳＴＰ的《学术出版圆
桌会议》

２０１０年１月，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
（ＮＳＴＣ）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ＯＳＴＰ）”
发起和参与的《学术出版圆桌会议》提出了

报告［１１］，在“促进科研成果公众获取”的原则

下，探讨了各种不同期刊出版模式的未来发

展。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在并不强调“强制执

行（ｍａｎｄａｔｅ）”的气氛下，提倡不同的意见相
互沟通，得到了美国大学管理高层、传统学会

出版机构、以及资深图书馆工作者等的圆桌

会议代表的赞同支持［１２］。

２０１０年总统批准的《美国竞争授权法
案》，包含了《学术出版圆桌会议》的部分内

容。按照该法案规定，１年后由 ＮＳＴＣ和 ＯＳ
ＴＰ收集整理公众评论意见并提出报告［１３］。

２０１２年４月，ＮＳＴＣ提出《协调跨机构（ｉｎｔ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的公众获取》的报告［１４］，提到了２００８
年以来ＮＩＨ获得的成绩，同时提到ＮＩＨ以外
的、官方与民间合作的“促进科研成果公众

获取”措施，例如 ＮＳＦ和 ＤＯＥ的信息获取的
试点工作（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１５］。
２．２．２　美国政府推行 ＯＳＴＰ的公众获取政
策

２０１３年２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ＯＳＴＰ）发布《联邦资助科技成果的扩大获
取》备忘录［１６］。其要点是：联邦资助科研成

果形成的文献，应立即存放、或者经过一定迟

滞期存放于公众能在线获取的文库内；所储

存文献可以是期刊录用的作者手稿，或者期

刊出版的论文（文献记录版本 ＶｏＲ），迟滞期
原则上规定为１２个月。按照 ＯＳＴＰ的要求，
凡超过１亿美元资助研发经费的联邦机构，
要在６个月内提交一份计划草案，旨在促进
联邦资助研究成果的公众获取。

美国能源部（ＤＯＥ）经过１年多的准备，
于２０１４年８月首先公布了向 ＯＳＴＰ提交的
“促进公共获取”草案［１７］，以及ＤＯＥ创立的、
面向公众免费获取的平台“能源和科学成果

公众获取门户（ＰＡＧＥＳ）”［１８］。ＤＯＥ利用外
包的服务机构“美国开放研究论文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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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ＲＵＳ）”［１９］，使得出版机构通过链接手
段ＦｕｎｄＲｅｆ［２０］（它使论文标示出研究资助者
的信息），将公共资助研究成果产出的论文

无缝链接到 ＰＡＧＥＳ平台。ＰＡＧＥＳ方案实现
了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尽量利用现有机

构的资源与潜力，并取得许多出版机构的主

动配合，节约了经费并提高了平台建立的效

率。其他约 １４个部门也将在不久向 ＯＳＴＰ
提交各自不同的草案［２１］。

２．２．３　英国政府施行Ｆｉｎｃｈ小组的ＯＡ建议
２０１２年７月，为了加速论文出版向 ＯＡ

模式过渡，英国政府正式宣布采用 Ｆｉｎｃｈ小
组的研究报告，作为“扩大研究成果公众获

取”政策的基础［２２］［２３］。政府为此每年提供

专项基金５～６千万英镑，大部分用来支付
ＯＡ出版模式的“论文加工费（ＡＰＣ）”，使论
文出版可立即（无迟滞期）在网上开放获取，

这种出版模式又称为“金色ＯＡ模式”。接着
英国研究理事会（ＲＣＵＫ）具体提出该政策在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开始施行，有５年的过渡
期。到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约有７５％（公众资助
研究产出的）的论文出版时立即开放获

取［２４］。

在重点施行金色 ＯＡ出版模式的“５年
过渡阶段”，有专用经费订购传统期刊；并且

对于“混合型”期刊出版模式（在传统模式的

期刊内同时出版无迟滞期 ＯＡ论文）表现宽
容。Ｆｉｎｃｈ小组的成员说明，他们的工作重点
在于找出最合适的途径促使ＯＡ迅速并持续
增长，而对“损害传统出版业”的建议不感兴

趣”［２５］［２６］。

英国科研经费占全球的 ３％，而发表的
论文占世界总量的６％；特别是现今率先投
入大量资金以支持金色 ＯＡ模式出版论文，
同时还要出钱订阅传统模式期刊，与其他国

家的付出明显地不平衡［２７］。有人认为，至少

在欧洲层面进行推广，金色 ＯＡ模式才能有
效实现［２８］。欧盟宣告在施行“２０２０地平线
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２０２０）”（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期间，
完成公共资助研究成果的１００％开放获取，
但是没有明确投入资金支持金色 ＯＡ模
式［２９］。

此外，学会期刊较难改变为无迟滞期的

金色出版模式，这会影响到期刊的收入甚至

生存［３０］。期刊收入往往是学会活动经费的

重要来源，这会影响到学科关联的资助项目、

专业国际会议、以及各种研讨会、讲习班、培

训和学生资助等方面的学会活动。学会仍将

在学术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

２．３　ＯＡ期刊的市场
２．３．１　可持续发展的ＯＡ期刊

在市场运作中，非营利（ｎｏｔ－ｆｏｒ－ｐｒｏｆ
ｉｔ）机构并不是不顾亏损（ｎｏｔ－ｆｏｒ－ｌｏｓｓ）的
机构。期刊出版机构要做到自负盈亏，而不

是依靠外界资助或挂靠在其他机构之下，这

样才能自主地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

回顾历史，２００８年最早的ＯＡ期刊群Ｂｉ
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被大出版商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收购而地
位稳固，２０１０年ＰＬｏＳＯＮＥ发行量急剧增长，
使得作为“金色 ＯＡ”样板的 ＰＬｏＳ期刊群转
亏为盈。于是，传统出版界从怀疑到开始承

认ＯＡ期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期刊模式。
２０１０年英国出版商协会（ＰＡ）和学术与专业
出版者协会（ＡＳＰＡＰ）主持了论坛讨论，主题
是传统出版业如何面对 ＯＡ期刊“已扎下根
来（ｈｅｒｅｔｏｓｔａｙ）”，对于新的期刊模式“保持
开放心态”［３１］［３２］。

Ｏｕｔｓｅｌｌ公司的报告指出，２０１２年 ＯＡ期
刊的营业额为１．７２亿美元，为科学、技术、医
学类（ＳＴＭ）期刊的２．８％；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ＯＡ
期刊营业额的年增长率为２０％ －３０％，２０１５
年ＯＡ期刊营业额估计超过３亿美元［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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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ＯＡ期刊所占份额
第１１届柏林 ＯＡ宣言年会（Ｂｅｒｌｉｎ１１，

２０１３年）的会议声明中说：“现今约 １０％的
同行评议的论文发表在 ＯＡ期刊上，我们今
后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使９０％的学术文献
以ＯＡ模式发表”［３４］。比较可靠的数据来自
Ｂ－Ｃ．Ｂｊｒｋ等人所做的工作，他们根据 ＳＣＩ
（科学引文索引）的文库 ＷＯＳ中收录的论文
资料，得出２０１１年ＯＡ（无迟滞期）论文占论
文总量的９％［３５］。利用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Ｓｃｏｐｕｓ文
库（论文收集较 ＷＯＳ文库更广泛）所载资
料，２０１１年 ＯＡ论文数量占论文总量的
１２％［３６］。

我们将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Ｓｃｏｐｕｓ文库中论文数
量的增长情况进行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得
出无迟滞期 ＯＡ论文、订阅期刊论文和全部
论文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１８．５％、２．５％

和４％。论文总量的增长率（４％）与纸质期
刊时代相当；传统期刊论文的数量仍在增长，

但平均增长速率减小（２．５％），因为受到 ＯＡ
论文快速增长的影响。

我们还发现，大出版商文库的论文增长

率远高于传统期刊论文的平均增长率（例

如，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论文年增长
率达到７％［３７］）。这就是说，独立的、传统出

版模式的小型出版机构，受到大出版商的排

挤、兼并而数量急剧减少。

现今大多数订阅模式的期刊，都允许作

者选择付费使论文开放获取，形成订阅的期

刊中出现部分ＯＡ论文的混合（ｈｙｂｒｉｄ）模式。
此混合模式的期刊中ＯＡ论文（无迟滞期）仅
占很小的百分比，期刊仍保留原有的框架。

现今混合模式期刊中的 ＯＡ论文数量，约占
全部ＯＡ论文总量的１／３［３５］。

图３　ＯＡ论文数量在全部ＳＣＩ论文中所占份额的外推估计情况
　　图 ３表示 ＷＯＳ文库中的 ＯＡ（无迟滞
期）论文与传统模式论文的数量增长趋势

（图中所定的ＯＡ论文增长率，略高于现今实
际情况）［３８］。直到２０２０年，ＯＡ论文所占份
额不超过论文总量的 １／４。也就是说，在现

实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期刊模式仍然起

着重要作用。

２．４　学者群体的意向与行为
政府和基金机构资助科学研究和促进公

众获取，ＯＡ理念宣传者指出研究论文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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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共产品。然而，论文出版的本质是学者

之间的学术交流、学术成果的记录与评价。

学者是期刊出版的主体，他们是期刊的论文

来源和主要读者。无论是施行“强制执行”

政策，或进行ＯＡ理念宣传，都要考虑到学术
群体本身的意向行为和运作机制。

２．４．１　学术信息来源
学者在从事研究和教学中，阅读学术期

刊论文多于其他文献资料。根据北美地区的

调查，大学内工作成就较高的学者，论文的阅

读量要比平均阅读量高出２０～３３％；在其他
机构中获得荣誉与奖励的学者，论文阅读量

甚至高出６０％以上［３９］。Ｉｔｈａｋａ学院战略与
研究部（ＩｔｈａｋａＳ＋Ｒ）追踪最近十余年来美
国大学教学科研人员的观点行为，发现多数

学者认可“图书馆的全部工作中订阅期刊、

专著、文库的工作比较重要”，并且认可的人

数的百分比在增加［４０］。

Ｉｔｈａｋａ的报告（２０１３年）指出［４１］：（１）同
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及其论文，始终是学者进

行研究所需信息的最主要来源，超过９０％的
问卷回答者认为这“非常重要”；对于人文学

科，高校出版的学术专著、丛书也同样重要。

（２）对于预印本和专著，有５０－６０％的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卷回答者认为“非常重

要”；对于参考工具书（例如书目、索引、手

册），有５０－６０％的人文学科问卷回答者认
为“非常重要”。（３）其他如学术会议论文
集、灰色文献（例如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发布

的报告）、影像与图片等非文字资料，也有

４０％的问卷回答者认为“非常重要”。（４）重
要学术信息很少来自社交网站（特别是对于

自然科学学者）。

２．４．２　投稿期刊选择
向学术期刊投稿，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的主要方式。学者的学术交流对象，首先是

与本身研究工作直接有关的学者。Ｉｔｈａｋａ的
调查报告指出［４１］：研究结果产出的论文，首

要的读者是本学科分支和本学科的学者，即

学术圈内的同行学者，然后是对此感兴趣的

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以及本学科以外的学者；

很少认为一般公众和大学生是重要读者。

在Ｉｔｈａｋａ调查报告（２０１３年）中［４１］，７５
－８０％的问卷回答者认为，选择投稿期刊时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１）期刊的选题方向，
它的内容覆盖面应接近作者目前的研究范

围；（２）期刊的声誉，它受到同行重视和论文
能及时传播、阅读；（３）期刊具有高影响因
子。其次，有 ６０－７０％的问卷回答者认为
“期刊允许作者免费发表论文”非常重要；社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问卷回答者还认为“确

保期刊内容长期妥善储存”非常重要。对于

“论文网上开放获取”，有３５－４０％的问卷回
答者认为“非常重要”。

《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的一项调查（２０１３年）显
示：在过去 ３年内，４２％的受访学者未曾在
ＯＡ期刊上发表论文，３０％的学者只发表过
少量论文［４２］。学者投稿 ＯＡ期刊不甚踊跃，
是因为目前ＯＡ期刊数量不大，也是因为ＯＡ
期刊的论文在高选择性时需要对作者高收

费，只有低选择性时才能对作者低收费［４３］。

例如，ＰＬｏＳ系列的期刊除了ＰＬｏＳＯＮＥ以外，
每篇刊出的论文向作者收取３０００美元仍然
入不敷出，依靠低选择性期刊 ＰＬｏＳＯＮＥ的
收益来平衡这些ＰＬｏＳ期刊的亏损［４４］。高影

响因子的综合类 ＯＡ期刊《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的论文加工费为５２００美元。对于拒
稿率更高的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如果转变为 ＯＡ期
刊，刊出一篇论文的费用将超过 １００００美
元［４５］。另外，由三大基金组织资助的 ＯＡ期
刊《ｅＬｉｆｅ》最近的公报指出，每篇刊出论文的
平均费用为１４０００美元［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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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期刊的品牌效应
２０１３年１月《卫报（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刊登了

一篇题为“将论文隐藏在付费大墙后面（论

文发表在付费期刊）是不道德的”的文章［４７］，

它在发布数小时后就引起广泛议论［４８］。数

天后《卫报》又刊登了一篇年轻学者的回应

文章“在付费大墙后面发表研究论文的是受

害者而不是作恶者”［４９］。论文发表期刊的著

名程度及其影响因子，目前仍是管理部门对

于年轻学者职业评价的重要依据［４８］。于是

有意见认为，对于那些为获得永久教职、职业

升迁、或更高学术声誉而努力奋斗的年轻学

者，首要选择在具有传统声誉和高影响因子

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那些已经获得终身职

位、或者对此“毫不在乎”的学者，开放获取

期刊较易受到青睐［４８］。

学者把论文发表在高声誉期刊所产生的

影响，称之为“快速品牌效应（ｑｕｉｃｋ－ｂｒａｎ
ｄｉｎｇ）”，它是以一种“捷径”方式取得论文本
身以外的附加声誉。这种在传统纸质期刊时

代便形成的看法，迄今依然存在［５０］［５１］。运

用文献计量学对比分析，也指出同样的文章

若发表在较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会得到更

高的引用次数［５２］。Ｃ．Ｔｅｎｏｐｉｒ等人对于 １２
个国家、４００位学者的阅读行为进行了调查
分析（２０１０年）［５３］，指出在众多可供阅读的
论文中，学者首先选择无需付费的论文，其次

是专业声誉最高的、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及

其论文。学者不仅会选择声誉高的期刊投

稿，Ｃ．Ｔｅｎｏｐｉｒ的工作验证了它在学者阅读和
使用中也很重要。

３　期刊的民主与公平特性
在汤森路透发布的 ＪＣＲ中，影响因子 ＩＦ

超过１０．０的期刊所占份额不到２％，ＩＦ大于
５．０的期刊也不超过６％，绝大多数都是 ＩＦ
低于５．０的“普通期刊”。尽管低 ＩＦ期刊上

有少数高影响力的文章、高ＩＦ期刊上也有不
少低影响力的文章，但期刊论文的平均水平

大致与期刊的 ＩＦ值成正相关。而多数研究
只能是所谓普通水平的研究并发表在大量

“普通期刊”上。

从事普通水平的研究是高水平研究的铺

垫，也是个人学术能力锻炼、学术声誉积累不

可缺少的经历过程；众多“普通水平”的研究

（以及“普通期刊”）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的。一项研究项目，不可能没有任何外围研

究、没有任何前期研究，就一举取得突破；原

创性的基础研究，往往需要重复验证，需要延

伸、修补和完善化，往往只能有少数研究成果

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其他更多相关研究只能

发表在大量的普通期刊上。此外，与实际应

用、技术开发相关的期刊，往往ＩＦ值较低，令
人们不恰当地认为其期刊论文（和对应的研

究成果）难度和重要性不大、水平较低。有

人认为，出版数字化有助于那些专业性、地域

性强的期刊和作者提高公平与平等意识［５４］。

与贬低“普通水平”研究的精英论调不

同，开放获取期刊致力于增进期刊的民主、公

平特性。在ＯＡ期刊中，最富有特色、论文刊
出量最大的是 ａｒＸｉｖ和 ＰＬｏＳＯＮＥ，它们给数
量众多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等入场发表论

文的网上平台。ＰＬｏＳＯＮＥ新上任的 ＣＥＯ
说，“学术论文的期刊包装，将越来越显得不

甚重要”；“未来的学术出版，重点不在于那

些高拒稿率的品牌期刊”；“我们面对数量众

多的论文世界，运用论文层面的计量指标和

在线社群评论，使其中的精华部分显示出

来”［５５］。

３．１　ａｒＸｉｖ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学术期刊开始数字化，

其中最突出的是 ａｒＸｉｖ预印本文库的兴起，
２０余年来长盛不衰。现今 ａｒＸｉｖ的每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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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量大于８０００篇，已收录论文超过１０７．４
万篇（截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ａｒＸｉｖ预印本文库
范围涉及高能物理学和相近的数学、天文学

学科。它在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间总共储存
１０５７０６篇预印本，平均每篇被引用 ０．５次
（包括被同行评议论文所引用）［５６］。

不同学科分支的期刊论文对于存储预印

本模式的情况并不相同。例如，有人统计了

著名期刊《物理评论快报 ＰＲＬ》的论文在
ａｒＸｉｖ中相应的预印本自我存档情况（见表
１）［５７］，发现“基本粒子与场”、“引力与天体
物理”的论文几乎全部储存有预印本（达到

９０％ －１００％）。另一方面，“等离子体与
束”、“原子、分子、光学”的论文储存预印本

最少（只有１０％－２０％）。

表１　《物理评论快报ＰＲＬ》中各学科分支的论文在ａｒＸｉｖ中存档百分比％

学科分支 ａｒＸｉｖ％ 学科分支 ａｒＸｉｖ％

普通物理 ８２．８ 非线性与流体动力学 ３２．３

引力与天体物理 ９０．９ 等离子体与束 １０．５

基本粒子与场 １００．０ 凝聚态物质 ４９．３

核物理 ６６．７ 软物质（生物物理） ４２．９

原子、分子、光学 ２０．８

　　有些学科分支，论文的预印本模式与同
行评议模式存在密切联系，而取得较大发展。

论文登载于期刊的同时也在 ａｒＸｉｖ存入预印
本，这种情况下能显著提高论文被引次

数［５８］。近年来，定量生物学方面的预印本在

ａｒＸｉｖ中增多，２０１３年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建
立了生物学的预印本文库 ＢｉｏＲｘｉｖ［５９］，运行
一年以来约有２５％存入的预印本刊登于各
种学术期刊上［６０］。

３．２　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０年６月，ＰＬｏＳＯＮＥ首次获得它的

ＳＣＩ期刊影响因子（ＪＩＦ）４．３５１，这是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０９年度的 ＪＩＦ。自那时起，ＰＬｏＳＯＮＥ
的论文刊出数量突然猛增［６１］（见图４），并且
在当年（２０１０年）它的论文刊出量就达到
８０００篇，成为全球论文刊出数量最多的期
刊。２０１０年 ６月以前，学者尚处于观望阶
段，而一旦它拥有相当的ＳＣＩ影响因子，便能
获得作者信任和踊跃投稿。２０１３年 ＰＬｏＳ

ＯＮＥ刊出的论文已超过３００００篇。
ＰＬｏＳＯＮＥ成为发文量和论文被引次数

最高的期刊，至少由以下三项因素所促成：

（１）有人做过研究，当今每十年全球论
文数量翻倍，被引用过的（即显示某种影响

的）学术论文的年增长率，从１８世纪中叶的
小于１％、２０世纪上半部的２－３％，提高到
现今的８－９％［６２］；还有近１／３的论文从未被
引用过，更大部分的论文仅被自身或１－２人
引用［６３］。学术论文的增长泛滥，显示学者的

数量及其发表论文的迫切性增加。

（２）职业竞争的巨大压力，促使年轻学
者发表论文时主要是考虑职业晋升或获得永

久职位，而不是为了跟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

流以及考虑读者对论文的反响。ＯＡ期刊创
造了只向作者收费的平台，于是面向作者的

ＯＡ期刊 ＰＬｏＳＯＮＥ，一旦降低拒稿率和录用
门槛（所谓论文的“轻度”同行评议，只考虑

论文在科学方法方面的可靠性，而较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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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科学重要性），就等于打开闸门、释放

了作者大量发文的潜力，造就了纸质期刊时

代不能想象的、年刊出论文量数以万计的

“巨型期刊（ｍｅｇａｊｏｕｒｎａｌ）”。这种巨型期刊

如果采用传统模式由图书馆订阅，则价格太

高无法承受，并且它也不是图书馆收集文献

的主要对象。

图４　ＰＬｏＳＯＮＥ的每月论文刊出数量统计
　　（３）年轻学者力争将论文发表在声誉最
高的期刊上，但多数论文还是发表在次一级

的、较“普通“的期刊上。ＰＬｏＳＯＮＥ夹带着
ＰＬｏＳ期刊群的声誉，一旦获得相当的 ＳＣＩ影
响因子，便得到学者信任而成为众多学者发

表论文的平台。

４　ＯＡ运动宣传与实践的差距
２０１４年５月 １５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发表政策声明，从

当天起，中国科学院受各类公共资助科研项

目所产生的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部或

部分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论文，将在论文发

表后１２个月内实施开放获取［７］。声明的发

布，应该是响应５月２６－２８日在北京举行全
球研究理事会（ＧＲＣ）全体大会所倡导的开
放获取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升我国相关科研

机构对开放获取工作的重视。

按照这个声明，ＯＡ仓储所需的容量，应
包括每年约１５万篇ＳＣＩ论文和３０万篇以上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的逐年累加数量，还要考

虑到这些论文的元数据分类检索等大量日常

操作，以及充分的技术维护和永久储存设施

等等。如果按照声明中的规定，从现在起立

即实行，需要建立类似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ＮＩＨ）那样的全国性机构知识库（ＰＭＣ），
耗费巨大。于是有人提出：“公共资助论文

开放获取：我们准备好了吗？”［６４］目前中科院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迄今并未公布进

一步实施的细节。

现今发达国家着重在推行绿色 ＯＡ模
式，即论文以传统模式发表、经过迟滞期后网

上免费获取，只有英国政府投放大笔专用经

费推行金色 ＯＡ模式；发展中国家（例如南
美）在发展绿色仓储方面也有显著成绩［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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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科院和基金委声明中宣布国家资助的

研究成果产出的论文必须施行绿色仓储，尚

没有建立类似美国 ＮＩＨ的 ＰＭＣ那样国立大
型集中文库的实际准备，而目前国内现有数

量不多的、分散的机构储存文库，远不能容纳

声明中所要求的、数量庞大的、公共资助研究

产出的论文。如果不搞象征性的“形象工

程”，而是面对现实，设法利用现有的电子文

库资源，有可能找出花费较少的可行办法，促

进中国科技信息的开放存取。

总体看来，国内尚未发挥已有的 ＯＡ办
刊潜力，有关 ＯＡ的宣传与实际行动存在差
距。例如，某图书情报方面著名的核心期刊，

所出版的对应ＯＡ期刊的质量显著不如它原
有的传统期刊［６６］，最近又将该 ＯＡ期刊更
名，内容和声誉更不及过去。在开放获取期

刊目录（ＤＯＡＪ）收录的 ＯＡ期刊中，中国 ＯＡ
期刊数量排名也落在很后面［６７］。

４．１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现有的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ＣＯＡＪ），是 ＯＡ论文文献的资源门户，它收
录了７６９种中国ＯＡ期刊的信息。其中绝大
部分（５８０种期刊）采取 Ｄ级存档方式，仅介
绍期刊的网站；１６８种期刊采取 Ｃ级存档方
式，同时介绍了期刊论文摘要；只有极少部分

（２１种期刊）在 ＣＯＡＪ平台上登载期刊及其
论文全文信息（Ａ级和Ｂ级存档方式）［６８］。

ＣＯＡＪ收录的ＯＡ期刊论文信息，打算今
后能实现元数据收割的开放获取存档计划

（ＯＡＩ－ＰＭＨ）的要求［６８］［６９］，解决各独立期刊

的论文信息整合问题。然而这个理想的规划

与现实的情况差距过大。首先要使目前绝大

部分都处在Ｃ级和Ｄ级存档方式的期刊，全
部达到Ａ级和Ｂ级存档方式，这就需要做大
量准备工作，例如，ＣＯＡＪ的主管部门通过资
助和政策鼓励，甚至还需要组织 ＯＡ支持团

队、进行宣传说明和技术支持工作。也就是

说，先要做到将所有 ＯＡ期刊的论文信息能
够全部传到ＣＯＡＪ平台，然后再创造条件，做
好元数据编目与摘要，解决各独立期刊的论

文信息在网上无缝链接的问题，便于读者浏

览、查找和使用。

ＣＯＡＪ包括的７００余种ＯＡ期刊，都在某
种程度上建立起该期刊的数字化开放获取网

站。而对于仍占多数的国内传统模式期刊，

是将期刊刊出论文的数字化版权卖给了国内

数家电子版论文文库，后者是需要读者付费

才能网上获取的。

中科院、基金委２０１４年５月发布的《公
共资助论文开放获取》声明，主要是针对传

统模式期刊，在发表公共资助研究成果产出

的论文时，必须在一定迟滞期内将论文或其

手稿储存在开放获取的储存文库内。怎样破

除条条框框、加速国内出版机构的集团化以

及建立起数字化的信息供应平台；怎样和付

费阅读的电子版论文库供应商协调传统模式

期刊论文的开放获取问题；或者参照美国能

源部ＰＡＧＥＳ开放获取平台［１８］的ＣＨＯＲＵＳ外
包运作方式［１９］，怎样做到花钱少而效率高、

利用国内现有的数字化论文文库的技术服务

能力，建立中国的学术论文开放获取平台等

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４．２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一种学术论文

网上快捷交流的平台，它免去传统出版模式

的评审、修改、编辑、印刷等程序，向学者提供

及时发表新成果和新观点的渠道。论文通过

初审后经过编辑发布于网站“首发论文”栏

目，如作者同意评审，该论文还会按学科分配

给评审专家库中的专家对论文评分，其中的

优秀论文发表在期刊《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

选论文》上［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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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也有类似的期刊、文库可供参考。

ａｒＸｉｖ以它独特的高声誉，吸引存入大量高水
平的预印本。允许有预印本而同时发表在同

行评议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往往提高了被引

用率［５７］。ＯＡ期刊 Ｆ１００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１］，采用
“稿件先在网上发布，然后再同行评议”的模

式。该期刊采用独特的论文质量评分方法，

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期刊影响因子、论文引用

次数等计量指标，并且评审过程迅速、透明，

所有的评审者和评审意见、论文修改前后的

各种版本，都公布在期刊上。另一种期刊

ＰｅｅｒＪ［７２］采用一次付费、终身投稿的会员制，
尽量减少论文加工费、降低作者投稿门坎，它

所成立的预印本平台 ＰｅｅｒＪ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ｓ［７３］，设
有读者参与讨论的板块，有助于作者修改补

充稿件，所公布预印本可以很方便地投稿到

ＰｅｅｒＪ，探索同行评议模式与预印本模式的配
合运作。ＰｅｅｒＪ发行一年来，非但发文量不断
增加，支付终身会员费的作者也不断增

加［７４］。

国内有４２所高校认可在《中国科技论
文在线》评审为优秀（评分级别在“三星”以

上）的论文，为符合研究生毕业、职称评定要

求的论文［７０］。然而中国本科大学有８００余
所，培养研究生的大学占其中一半［７４］，也就

是说，目前只有十分之一的硕、博士点高校认

可《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评审推荐的优秀论

文。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鼓励和导向，以争

取更多高校的重视、认可《中国科技论文在

线》评审推荐的优秀论文。

我国每年有４万多研究生入学，按教学
规定都需要发表学术论文。《中国科技论文

在线》需要改进编辑质量和增进效率，提高

审稿的权威性，为容纳大量合格中国论文做

好准备。据统计，中国学术期刊每年刊发的

论文数量约１００万篇，而每年因业务考核、职

称评定、岗位聘用、学位授予等产生的论文发

表需求为４８０万篇［７５］，这种不平衡也是造成

“非法办刊”、“版面买卖”、“论文中介”等现

象的深层原因。《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有潜

力发展成为影响更大的论文在线发表平台。

４．３　大型综合类ＯＡ期刊
中国是否能创立类似于 ＰＬｏＳＯＮＥ的大

型综合类ＯＡ期刊（例如，能达到每年刊出数
千篇论文，并具有大于 ２．０的 ＳＣＩ影响因
子）？按照本文对于 ＰＬｏＳＯＮＥ为何成为发
文量和论文被引次数最高期刊所做的分析，

中国创办这种期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表

现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学者有发表ＳＣＩ论文的
迫切要求，也表现在中国学者在国外期刊发

表较高质量论文的数量日益增长的发展潜

力，例如，中国学者每年发表于 ＰＬｏＳＯＮＥ的
论文就超过３０００篇。

自然出版集团（ＮＰＧ）公布了一项“作者
观点调查”的数据［７６］：６３％的中国作者在过
去３年内曾发表过１篇以上的 ＯＡ论文，其
中有１４％的作者全部以 ＯＡ形式发表论文；
而在其他国家的作者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

５７％和 ５％。中国作者似乎更倾向于采用
ＯＡ出版模式发表论文，尽管调查结果表明
中国学者对 ＯＡ出版模式的知晓度似乎更
低：１８％的中国作者表示不了解开放获取，而
在其他国家仅为６％。

中国的化学类和材料类ＳＣＩ论文的发表
数量已经居世界首位［７７］，因此，在创立中国

的大型综合类 ＯＡ期刊时，可以先偏重于发
表化学类和材料类论文，以较短的时间获得

ＳＣＩ影响因子。ＰＬｏＳＯＮＥ刊出的论文，是以
整个ＰＬｏＳ期刊系列的生物医学背景为主，也
不是均匀分布于各门学科。

创办这样的大型综合类 ＯＡ期刊，以满
足中国学者（也包括国外学者）在各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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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期刊以外发表大量论文的要求。这就需

要建立庞大的、包括各门学科的编辑审稿队

伍，并且需要政府主管部门、中国科协和各门

学科的学会等在政策上、组织上的支持。

５　结语
中国大部分质量最高的论文目前还是发

表在外国期刊上。另一方面，中国在读的硕

博士生、年轻学者、知识界和其他行业等有着

巨大的论文发表需求。整体提高中国论文水

平不能仅依靠国外期刊和国内少数核心期

刊。在普及基础上提高中国期刊论文水平、

推动国内期刊数字化和集团化等方面，ＯＡ
运动的办刊经验给予有益的启示。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兼具预印本储存

文库和同行评议学术期刊的作用，它首先是

硕博士生发表论文的平台，可参照国外类似

文库、期刊的办刊经验，提高编辑质量，争取

更多高校认可《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评审推

荐的优秀论文。此外，创办有一定影响力的、

类似ＰＬｏＳＯＮＥ的大型综合类ＯＡ期刊，面向
国内学者发表大量 ＳＣＩ论文的迫切需求，并
且可以回流部分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同

时吸引部分国外论文在该期刊上发表。

现有 ＯＡ期刊把论文仅仅放在网上开
放，不能看做完成了开放存取的“最后一公

里”。办好中国现有的ＯＡ期刊，还体现在它
们参与的《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的

运作质量。为了实施中科院、基金委发布的

《公共资助论文开放获取》声明中的规定，中

国出版机构不能仅停留在“借船出海”阶段，

应创造条件建立起自己的、面向国内外的数

字化信息供应平台，而《中国科技期刊开放

获取平台》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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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ｙｆｕｎｄ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Ｂ／ＯＬ］．Ｎｏｖ．

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ｏ．

ｇｏｖ／ｆｄｓｙｓ／ｐｋｇ／ＦＲ－２０１１－１１－０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１

－２８６２３．ｈｔｍ

［１４］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ＥＢ／ＯＬ］．ＡＩＰ，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ＦＹＩ，Ｎｏ．

５７，Ａｐｒ．２６，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ｉｐ．ｏｒｇ／ｆｙｉ／ｆｔｍ／ｆｔｍ１２０４．ｈｔｍｌ

［１５］　ＫｒａｍｅｒＤ．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ｍｕｌｌ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Ｊ／Ｏ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ｏｄａｙ，

２０１２，６５（６）：２７－２８．［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ｏｄａｙ．ｏｒｇ／

［１６］　ＨｏｌｄｒｅｎＪ．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２－２２．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ｍｉｃｒｏｓｉｔｅｓ／ｏｓｔｐ／ｏｓｔｐ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ｍｏ＿２０１３．ｐｄｆ

［１７］　ＤＯ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ｃ

ｃｅｓｓｔｏ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Ｅ－ｆｕｎｄ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８－４．［２０１４－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ｙ．ｇｏｖ／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ｓ－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ｏｅ－ｆｕｎｄ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８］　ＤＯ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ｐｌａｎ［Ｒ］．２０１４－７－２４．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ｙ．ｇｏｖ／

ｓｉｔｅｓ／ｐｒｏｄ／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４／０８／ｆ１８／ＤＯ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Ｐｌａｎ＿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１９］　ＣＨＯＲＵＳｌｏｏｋ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８－４．［２０１４－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ｏｒｕｓ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ｇ／ｃｈｏｒｕｓ－

ｌｏｏｋ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ＦｕｎｄＲｅｆｐｉｌｏｔ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ｚ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５－２．［２０１４－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ｏｒｇ／０１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ｎｅｗｓ０５０２１２．ｈｔｍｌ

［２１］　ＫｅｎｎｉｓｏｎＲ．Ａｄｌ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１４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ｗｉｌｌｓｏｏｎ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ｔｈｅＯＳＴＰ

ｍｅｍｏ［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９．［２０１４－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ｓ：／／ｔｗｉｔｔｅｒ．ｃｏｍ／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ｋｉｔｃｈｎ

［２２］　ＦｉｎｃｈＤＪ．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ｃｅｌ

ｌｅｎｃｅ：ｈｏｗｔｏｅｘｐ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Ｌ］．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ｏｎｅｔ．ｏｒｇ／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２／０６／Ｆｉｎｃｈ－Ｇｒｏｕｐ－ｒｅ

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ｄｆ

［２３］　ＷｉｌｌｅｔｔｓＤ．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ＤａｍｅＪａｎｅｔＦｉｎｃｈｏ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Ｆｉｎｃｈｇｒｏｕｐｒｅｐｏｒｔ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７－１６．［２０１４－１１－３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ｓ．ｇｏｖ．ｕｋ／ｎｅｗｓ／ｔｏｐｓｔｏｒｉｅｓ／

２０１２／Ｊｕ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ｏｐｅｎ－ｕｐ－ｐｕｂ

ｌｉｃｌｙ－ｆｕｎｄ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４］　ＪｕｍｐＰ．Ｆｕ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ｕｎ

ｖｅｉｌｅｄ［ＥＢ／Ｏ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１１－８．［２０１４－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

ｕｋ／４２１７９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　ＶａｎＮｏｏｒｄｅｎＲ．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ｉｍｓｆｏｒｂｒｏａｄｏｐｅｎａｃ

ｃｅｓ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４８６（７４０３）：３０２

－３０３．［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ｎｅｗｓ／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ｉｍｓ－ｆｏｒ－ｂｒｏａｄ－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１．１０８４６

［２６］　ＰｏｙｎｄｅｒＲ．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ＵＫ：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ｂｉｇｄｅａｌ［ＥＢ／ＯＬ］．ＯｐｅｎａｎｄＳｈｕｔ，Ｏｃｔ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ｐｏｙｎｄｅｒ．

ｂｌｏｇｓｐｏｔ．ｃｏ．ｕｋ／２０１２／１０／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ｎ－

ｕｋ－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ｂｉｇ－ｄｅａｌ．ｈｔｍｌ

［２７］　ＪｕｍｐＰ．ＵＫｐｕｎｃｈ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ｂｏ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ｎ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ＥＢ／Ｏ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１２－６．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ｕｋ－ｐｕｎｃｈ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ｂｏ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

２００９６７８．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ａｔａ：ｏｐｅｎ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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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ｓ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ｌｌｂｏｏ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ｓ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７－１７．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２－７９０＿ｅｎ．ｐｄｆ

［２９］　ＫｒａｔｋｙＣ．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ｋｅｙｆｏｒ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３，５００：５０３．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ｐｏｌｏｐｏｌｙ＿ｆｓ／１．１３６１０！／ｍｅｎｕ／ｍａｉｎ／ｔｏｐＣｏｌ

ｕｍｎｓ／ｔｏｐＬｅｆｔＣｏｌｕｍｎ／ｐｄｆ／５００５０３ａ．ｐｄｆ

［３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Ｋ．Ｆｉｎｃｈ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ｕｌｄｈａｒｍ ｌｅａｒｎ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ＥＢ／Ｏ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Ｋｉｔｃｈｅｎ，２０１３－１－２２．［２０１４－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ｋｉｔｃｈｅｎ．ｓｓｐｎｅｔ．ｏｒｇ／

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ｆｉｎｃｈ－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ｕｌｄ－ｈａｒｍ－ｌｅａｒｎ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３１］　ＳｕｂｅｒＰ．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ＳＰＡＲＣ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ｉｓｓｕｅ＃１５５？［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３－

２．［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ｒｌｈａｍ．

ｅｄｕ／～ｐｅｔｅｒｓ／ｆｏｓ／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０３－０２－１１．ｈｔｍ

［３２］　崔丽芬．理想与实践———ＯＡ期刊的未来发

展［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３，３３（３）：３３－３９．

［３３］　ＲｉｃｃｉＬ，ＫｒｅｉｓｍａｎＲ．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ｓｈａｒ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Ｒ］．Ｏｕｔｓｅｌｌ，

Ｉｎｃ．，２０１３－１－３１．［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

ｔｐ：／／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ｂｏｏｋｃａｓｔ．ｃｏｍ／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ｏｕｔ

ｓｅｌｌ－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３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１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ｈｔｔｐ：／／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ｍｐｇ．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ｅｎ

［３５］　ＬａａｋｓｏＭ，Ｂｊ？ｒｋＢ－Ｃ．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ｏｐｅｎａｃ

ｃ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ＯＬ］．ＢＭ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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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信息共享空间”，推动“三型”党组织建设


陈　勤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　在基层党建工作中，通过实际工作载体推动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
组织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作为高校图书馆领导核心的党组织，以创建

“信息共享空间”为工作载体，学习新业务，开拓新领域，创新新空间，将“三型”党建

工作融入到创建ＩＣ的全过程之中，从而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提升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和水平，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题中应

有之义。本文围绕“三型”党组织建设与创建“信息共享空间”之间的关系、举措、方

案等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　信息共享空间　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　高校图书馆

１　引　言
就高校图书馆而言，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以下简称“三型”）党建工作要落到实

处，就必须找准关乎部门发展全局的工作载

体，将“三型”党建工作融入到创建一流高校

图书馆的全过程之中。随着数字馆藏的迅速

增长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高校读者的信息

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注重藏书实体和外

借服务为主，转变为利用虚拟空间数字文献

为主；从提供阅览场地和个人阅读为主，转变

为协同式学习和图书馆技术支持、学科馆员

业务指导为主。最早流行于欧美大学图书馆

的“信息共享空间（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ｓ，
ＩＣ）”服务形态，就是回应数字化网络化时代
高校读者新需求的必然产物，图书馆党组织

应当敏锐把握国内外图情界的前沿发展动

向，遵循“三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以

创建 ＩＣ为转变作风的契机和工作载体，将
“三型”党建工作贯穿于基层的发展大局，引

导全体党员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改进和提升

服务方式能力，着力创新工作机制和模式，推

动服务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本文结合我校图书馆实际，就“三型”党

组织建设与创建“信息共享空间”之间的关

系、举措、方案等进行辨析和研究。

２　创建“信息共享空间”（ＩＣ）与“三
型”党组织建设

２．１　创建ＩＣ与“三型”党组织建设的关系

综合分析国内外图情界的发展态势，结

合我校师生文献信息资源的新需求，转变原

有服务方式已成当务之急，其中以创建ＩＣ为

标志，创新原有服务机制和模式，是服务工作

的转折点。图书馆党组织在实现我馆发展目

标的进程中，起到了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的

作用。创建ＩＣ要求党组织带领全体馆员积

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努力服务师生教学科

研，致力创新创优服务机制模式，这与“三

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十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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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ＩＣ的特征，它是近年来流行于国内
外大学图书馆的新型服务理念和模式，强调

以读者为中心，支持资源开放获取，融合信息

资源、学习资源、研究资源、技术资源及图书

馆人力资源于一体，实现了虚拟空间与实体

空间的无缝结合，鼓励合作交流式学习研究，

强调图书馆员专业协作指导能力，构建成嵌

入教学科研过程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因

此，创建ＩＣ的过程，为图书馆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学习、服务、创新的“三型”党建过程提

供了实践平台，它为党组织直面教学科研信

息需求，充分发挥党员同志“干在一线，乐于

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充分施展才

能的舞台。

创建ＩＣ与“三型”党组织建设是相互促
进、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关系。“三型”党

建的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特征，需要在创

建ＩＣ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而创建 ＩＣ的过
程则充分展现了学习世界一流经验、开拓先

进服务领域、通过创新提升能力水平的“三

型”党建要求。具体来讲，创建 ＩＣ是当代图
书馆创一流的中心工作，是跟上图情界前沿

发展潮流，提升服务教学科研能力的必然要

求。而“三型”党建工作要求党组织服务于

中心工作，体现“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中心”的理念，通过“三型”党建工作能够

健全和完善党组织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保

障机制、服务机制，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党组织的有效途径。

２．２　创建ＩＣ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创建ＩＣ与党员个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密不可分、密切相关。ＩＣ服务模式倡导协作
式学习方式，强调学科馆员的专业指导作用，

而党员在学科馆员中占有相当比例。因此，

创建ＩＣ对党员专业馆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配备训练有素、爱岗敬业、知识结构合理的党

员专业馆员是ＩＣ成功的关键。“三型”党建
就是要求每一名党员在平时工作中加强学

习、尽心服务、不断创新，而党员同志投身于

创建ＩＣ的过程就是践行学习、服务、创新的
真实写照。因此，每一名党员都应积极自觉

地融入这一过程，在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

实践中锻炼自身的党性、磨练自身的意志、锤

炼自身的品德、增长服务的本领、做出自身的

贡献。

ＩＣ服务模式强调专业馆员的协作和指
导，当代大学读者非常渴望图书馆员的协作、

交流和沟通，他们所需要的学习研究环境是

一个多元的协作交流空间，党员专业馆员在

其中起作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集党员学科专

家、读者读者主体、丰富信息资源、多种技术

手段于一体的交流和协作空间，能为读者提

供顺应时代潮流的一流服务。

３　高校图书馆创建 ＩＣ的理念和总体
架构

创建ＩＣ首先要基于建构主义的新型学
习研究理念，从传统灌输式的认知主义向协

作式的建构主义方向转型，倡导“以学习为

中心”，使图书馆成为学生知识建构过程中

的辅导者、协作者和促进者。为此，通过创建

ＩＣ，能够为读者营造新的知识学习情境，协作
交流环境，通过海量信息资源的利用，使读者

获得更多的学习研究成果。ＬＣ服务模式的
本质是充分利用图书馆的空间、资源和服务，

通过交流、协作与共享，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

知识的转换，从而实现知识的螺旋上升和知

识创新。而“三型”党建强调学习、服务、创

新，两者在努力方向、服务对象、终极目标上

十分契合。因此，创建 ＩＣ的过程能够嵌入
“三型”党建的各种元素，从而使两者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达到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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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提升服务教学与科研的能力和水平的

根本目的。

就总体架构而言，ＩＣ服务模式有两层架
构：实体层和虚拟层。实体层是读者学习、活

动和交流的物理场所，由实体空间、硬件设备

和服务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等部分构成；虚拟

层是读者学习、交流和共享的知识门户和虚

拟社区，由网络虚拟空间、网上信息资源和网

络软件设施等部分构成，两者的有机融合和

共同作用支撑和驱动ＩＣ系统的运行与发展。
无论是实体层或是虚拟层的建设和运行，都

需要党组织和党员发扬善于学习、竭诚服务、

勇于创新“三型”党建作风，为党员施展才干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４　高校图书馆创建 ＩＣ的实体空间资
源和设施配置

４．１　核心区
由开放式资源存取区、参考咨询台、ＩＴ

技术支持台和多功能计算区等功能要素构

成，核心区应当位于图书馆主体楼层，配备大

量内网电脑，操作台空间大，预留足够的多人

交流空间。核心区还应配备印刷型工具书，

方便知识型、事实型、数据型检索。这些功能

要素的配置，需要党员馆员具有一定的专业

知识背景和信息技术技能，体现了学习新知

识、服务深层化、创新有亮点的“三型”党建

要求。

４．２　协作学习区
该区是促进团队协作学习和研究的最佳

场所，应根据各校读者的实际，创建规模不等

的ＩＣ协作学习区，以适应大小不同的团队需
要，并配备完善的相关设施，供读者进行小组

学习和研究的空间。协作学习区规模从４—
６人到几十人不等，一般都配有电脑、白板和
投影仪等设备，有的还安装了有线、无线网络

接口。读者可自带笔记本，也可租借馆内的

手提电脑，通过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和馆员读

者之间的协作交流，完成学习和研究的目的。

党员同志在协作学习中担负着学科馆员的指

导角色，对党员学科馆员的潜在知识水平和

服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断创新是对

党员的基本要求。

４．３　独立研究室
为满足个人研究之需，ＩＣ空间应提供多

个独立研究室，配备相关设施，供个人学习和

研究使用的空间，一般配置了个人电脑和有

线网络，可容纳１—４人。既可以设计成独立
的学习室，也可以是带有隔断的桌椅、舒适随

意的软椅和沙发，满足个人安静学习和研究

的需要。独立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党员馆员

提高供细致周到深入的服务。

４．４　会议研讨室
供３０一４０人开学术会议，以及图书馆

举办各种讲座、培训等活动，也是进行“会

话”的主要场所，一般配有大屏幕、投影设

备。读者在此通过演讲、专题讲座等学术活

动与同学、老师和馆员开展学术交流和讨论，

实现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的转换，提升集体

智慧。还可用于提高读者研究技能、论文写

作培训及一对一的指导和演讲训练。党员馆

员主要担负培训读者的职责，需要不断掌握

最新的图情知识和技能，帮助读者充分有效

的利用图书馆。

４．５　多媒体制作室
配备多媒体制作软件和相应的设备，满

足读者的多媒体制作学习需要。党员馆员需

要通过不断学习，适应读者对这方面知识和

技能的咨询和指导请求。

４．６　休闲区和咖啡吧
欧美和国内重点大学的 ＩＣ都设有舒适

的休闲区和咖啡吧，配备沙发和茶几，供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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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间歇作短暂的休息，强调人性化服务

和满足读者的餐饮需求，形成休闲饮食区。

休闲区和咖啡吧的设置却能体现一种真诚的

服务态度，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相符。

４．７　外语自助学习区
应充分考虑外语学习的看、听、说、写特

殊要求，提供自助辅导软件，配备印刷型外语

工具书，便于翻检。要求党员馆员加强外语

水平的提高，适应读者的专业需求。

５　高校图书馆创建 ＩＣ的虚拟空间资
源和设施配置

５．１　图书馆门户网站
处于ＩＣ虚拟空间第一层，是读者访问图

书馆虚拟层的入口，通过资源集聚、科学分

类、方便检索、畅通咨询、提供指导，为读者提

供全方位的资源服务。党员馆员在构建门户

网站时，需要充分考虑读者的专业需求，深入

调研，合理布局，创新服务。

５．２　图书馆虚拟社区
处于 ＩＣ虚拟空间第二层，是读者共享、

交流和协作的虚拟场所，它可以面向大众生

成，如在线咨询、读者留言等，也可以根据需

要生成，如学科服务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学院读者
ＱＱ群等，它是对网络上公共社区的整合与
链接。虚拟社区的服务不分上下班时间，党

员馆员应本着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宗旨，

随时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读者会在虚拟社

区交流中提出各种有专业深度的问题，要求

党员馆员除了具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外，经常

性的充实自身的业务素养，以求实现更好的

服务效果。

５．３　在线工具
处于ＩＣ虚拟空间第三层，是读者实现资

源获取、学习、交流、事务处理、协作等各种操

作的应用系统或软件工具。这些系统及工具

不是简单的堆砌或链接，而是根据需要进行

有效的系统整合。比如搜索引擎、导航系统、

参考咨询系统、虚拟学习系统、课程管理系

统、远程教育系统、知识库系统、实时通讯工

具等等。在线工具的设置是一项幕后工作，

党员馆员应深入了解本校读者的需求，建立

起完善的服务体系。

５．４　不同虚拟系统间的整合
在信息共享空间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根

据读者需求和技术发展状况对不同的系统及

工具进行有效的整合。在初创阶段，应将数

字图书馆系统与虚拟学习环境进行整合，形

成一体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使读者在学习过

程中，自动化和智能化地获取数字图书馆系

统中的资源与服务。党员馆员在这一环节

中，应针对本校用户的实际，创新多系统整合

的效能，为本校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提供最

佳虚拟环境。

５．５　虚拟资源
处于ＩＣ虚拟空间第四层，其中包括图书

馆、教学与学术、社会与文化、信息技术等四

大板块的各种资源，比如图书馆的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多媒体、学位论文、事实数据库的

资源、机构库资源、教学与学术管理系统的课

件、在线教程、学生信息、教师信息、学习对

象、学术管理信息，以及社会与文化资源等。

虚拟资源的建设和整合，需要党员馆员付出

大量心血和劳动，每一种资源的构建和设置，

都关系到读者的利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精益求精应是党员馆员的工作态度和责任。

５．６　虚拟服务团队
处于ＩＣ虚拟空间最外层，是为读者提供

服务的人力资源保障，包括图书馆员、教师、

ＩＴ人员、学生工作者、行政事务人员、社区服
务人员等，通过组织与管理机制共享构成服

务团队，通过虚拟方式支持系统运行、为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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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同时参与读者交流与合作。通过

虚拟方式为读者服务，更要求党员馆员具有

不计得失、不计报酬的应有品质。

６　高校图书馆创建 ＩＣ的服务整合设
计方案

ＩＣ因其多样化、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
吸引读者到图书馆，主要整合了参考咨询服

务、研究室预约服务、网络服务、多媒体服务

和其他服务。在这部分面对读者的服务工作

中，能充分体现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

“三型”党建要求，党员馆员应发挥主观能动

性，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提高服务的本领，

在ＩＣ创新服务中，充分施展自身的才能。
６．１　参考咨询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是 ＩＣ服务体系中的重要
内容之一，通过整合人员和技术，指导学生使

用资源，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并协助

读者进行课题研究，应贯穿 ＩＣ服务的始终。
其咨询方式可采取现场咨询、虚拟参考咨询

和约会式咨询等方式，互为补充。

６．２　研究室预约服务
读者可通过网上在线预约系统预定协作

学习室，为读者的协作式学习提供支持；有些

ＩＣ的个人学习室，也须在线预约后使用。
６．３学习策划服务

主要由学习策略发展中心为学生提供学

习策略、考试技巧和学术规划等方面的指导

与训练服务。

６．４　网络服务
ＩＣ内全部可以获取无线上网服务，同时

也可以支持无线打印服务，读者在无线连接

电脑时有任何问题，都可联络咨询服务台寻

求帮助。

６．５　多媒体服务
多媒体服务可以看成是传统电子阅览室

的扩展服务，包括各种多媒体资源和设备的

支持、多媒体的放映、图表制作、扫描资源、数

码设备的外借等。

７　结束语
综上研究表明，以创建 ＩＣ为工作载体，

将“三型”党组织建设贯穿于图书馆的中心

工作，以党建引领新知学习，服务转型，模式

创新，以中心工作实践学习型、服务型、创新

型的党组织建设要求，既加强了党组织的战

斗力和凝聚力，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又切实提高了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

跟上了图情事业的前沿发展水平，为学校创

一流的目标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因此，

将“三型”党组织建设与创建 ＩＣ相结合，是
党建工作的一项创新，也是本课题研究论证

的根本目的。如果能将课题研究成果付诸实

践，相信一定能够取得党建与图书馆工作的

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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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管窥

李震霞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东阳　３２２１００）

　　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在发展中迎来了新的局面。
高校图书馆的后勤管理、服务工作、业务工作都需要很多的人员负责，因此大学生协

助开展图书馆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能够在现

实中达到缓解人员紧缺、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开支的效果。分析大学生参与高校图

书馆的管理工作，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大学生　管理工作

　　高校图书馆为学校的科研工作和教育工
作承担重要的服务工作，是高校科研教学中

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高校图书馆在管理工

作中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主要是人力资源短

缺的问题，因此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

成为必然趋势。大学生在管理过程中可能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提高大学生在高

校图书馆管理中的质量成为关键因素。

１　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概
况

１．１　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意义
大学生参与高校的图书馆管理工作具有

重要的意义。第一，增进了图书馆和读者之

间的交流。高校图书馆主要的读者就是学

生，学生参与到管理过程中，就能够了解图书

馆的运行模式，将图书馆工作管理中的问题

及时地进行反馈，能够提高图书馆的工作质

量。还能够将图书馆的政策反馈给学生，让

学生了解图书馆的资源配置等。第二，减轻

了工作人员的压力。图书馆接待的读者逐渐

增多，工作人员需要借助大学生来进行工作，

减轻工作人员的巨大压力。第三，监督日常

工作。学生参与图书管理就是时刻监督者图

书馆的运行状况，能够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

的工作责任。

１．２　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的形式
目前，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主要

有两种形式：第一，勤工俭学。通过参加勤工

俭学项目进入到图书馆的工作当中，能够帮

助家庭减轻工作的压力，更好的提升生活学

习自信心。大学生负责图书馆图书的整理、

下架、打包等工作，为图书馆贡献了巨大的力

量。第二，读者调查。图书馆会定期地对大

学生进行读者调查，了解图书馆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因此大学生可以通过读者调查参与

到图书馆管理工作中来。

２　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存
在的问题

２．１　大学生流动性大，时间上没有保证
大学生主要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参与图书

馆管理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行专业的

学习。因此大学生不能够进行良好的工作时

间保证，尤其是在开学初期和期末考试的阶

段。大学生并没有长时间进行图书馆管理工

作，很少有学生能够自始至终的完成图书馆

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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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素质有待提高，影响工作的效率
大学生的素质有高有低，在工作能力和

道德素质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一些在学校

学生会或者是其他团体工作的大学生素质较

高，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的任务。而很多的

学生只是为了获取报酬进行工作，本身的素

质有待提高，经常会出现各种失误。有的学

生会让关系好的同学超长时间还书或者是对

图书造成了损坏，从而影响了图书的质量。

２．３　图书馆对大学生的岗位培训不足
大学生参与图书管理的时候，仅仅是在

开始进行了一些教育，并没有系统性的知识

管理工作技能，因此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很

多的图书馆并不会进行馆前培训，也没有统

一的领导组织，造成了管理中存在的漏洞。

２．４　大学生和馆员缺乏沟通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存在工作上

的交流障碍，工作人员只是进行简单的工作

任务指派，有的大学生觉得这些任务不适合

自己完成也不会主动的说出来，就会感到委

屈，不利于图书馆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３　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管理工作的
策略

３．１　严格筛选
高校图书馆要和学校进行协商，转变原

来的用人方式，依据大学生的工作特点，制定

合理的大学生工作岗位，方便大学生进入到

图书馆管理工作中来。在设置工作岗位的同

时，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选择合适的人员，改

善图书馆工作情况。对大学生进行特定岗位

的培训，在上岗之前让学生了解到相关的工

作环境和工作任务，具备图书馆管理工作的

能力。要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建设，从

高等教育、思想、心理等方面进行培训，让大

学生减轻工作的压力，正确地看待高校图书

馆的管理工作。要让大学生形成干一行爱一

行的思想，能够合理地分配时间，做好图书馆

的管理工作。

３．２　提高大学生管理技能
在对大学生进行培训的过程中，主要是

进行思想素质教育培训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工

作。思想素质培训主要是提高大学生的责任

感，让大学生自觉地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熟悉自己的责任范围，明确工作纪律，养成良

好的工作态度。对大学生进行基本技能的培

训主要是让他们能够明确图书馆工作的职业

规范，掌握日常工作的业务，了解图书馆的藏

书布局。学生要知道图书馆图书排列的规

则，能够自主进行图书的分类。学生还要学

会使用图书馆的管理系统，掌握数据库的使

用方法，提升自身的技能。学生要树立深入

服务群众的意识，具备文明的素养，积累管理

的经验，更好地为图书馆管理工作贡献力量。

３．３　工作人员主动和大学生沟通
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人员要加强对大

学生参与管理的重视程度，工作人员主动和

大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大学生的思想。有的

学生是勤工俭学进行工作的，所以可能会出

现一些自卑的情绪，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能发

挥良好的带头作用，耐心细致地进行日常工

作的管理。还要进行学生管理工作，让学生

认识到自己也是图书馆管理工作的一员，这

样有助于学生提高工作意识。为了方便工作

人员和学生建立统一的管理渠道，要建设一

个沟通簿或者是利用互联网建立沟通平台，

鼓励大学生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表达出来。

大学生在图书馆的管理过程中能够提高思想

上的觉悟，增强服务意识、团队意识、责任意

识和劳动意识，更好地服务于图书馆。

（下转第６４页）

０５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总第１２７期）



开展“找书助手”服务

邱哨燕等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流通阅览部推出“找书助手”服务项目，为读者找
到“失踪”的图书。该项服务通过一对一的零距离方式将图书馆的基础服务深入、细

化，减少读者因找不到书而产生的不满和抱怨，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读者满意

度。

关键词　图书馆　找书助手　服务创新

　　“找书助手”服务开展近一年来，已为读
者提供找书服务近３００人次，获得读者的欢
迎与好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认真地

对待读者填写的每一张登记表，仔细核查每

一本“失踪”图书，反复寻找，持续跟踪，尽最

大努力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复。事实上，大

多数“失踪”图书通过工作人员的努力都能

找到，出现比较多的情况是读者找错书架、书

被阅览后放在别处、归还在别的校区、新书刚

典藏完尚未入库等。

１　“找书助手”服务的措施
为了使此项服务能进行得专业、有序、高

效，我们由流通阅览部主任负责指导，设专人

承担具体工作，既要做到持续追踪图书，又须

及时联络和答复读者，而其他工作人员则根

据需要随时协助配合找书。所以“助手”既

是个人，又是团队。我们的做法是：

（１）每一个服务窗口都接受读者登记，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在读者有需求时即时入

库查找，若在书架上就直接取书给读者，借机

向读者介绍图书布局及正确的排架方法。

（２）库内没找到的图书则请读者填写登
记表，由专人负责反复查找，三天之内给予答

复。有些当时被取走放在别处的图书会在书

库工作人员整理后归到正确位置，即被找到。

若查到是未入库的新书，则告知读者入库时

间，到时再来借阅。查到归还在别的校区的

图书则先预通知，在定期运回时帮读者留下

再发通知。

（３）三天后依然无法查到该书下落，也
会通知读者：该书确实没找到，但我们依然会

关注此书动向，与此同时给他推荐其他相关

图书或该书电子版等。

（４）一周后依然找不到，就将信息反馈
给有关人员做图书信息修正（以便于读者可

以通过预约借阅该书其他复本）或酌情补充

购买。而这些未找到的图书会一直保留信

息，随时进行复查。

“找书助手”就是这样，从细节入手，抱

着一切从读者需求出发的宗旨，认真执着地

为读者做点滴琐碎的小事，以此来赢得读者

的满意和信赖，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形

象和管理水平。

２　“找书助手”服务的意义
“找书助手”服务的本意是通过对“失

踪”图书的跟踪查找，切实帮助读者解决找

书困难。但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找书助手”

服务不仅赢取了读者心，同时也成为其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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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延伸和推进的契机，从而具有了更广

泛的收获和意义。

２．１　增强了与读者的互动沟通
“找书助手”服务需要通过邮件、短信、

电话或面对面和读者交流，有些甚至需要多

次联络，无形中和读者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

情，构筑起一个新的沟通平台，通过这个平台

读者能感受到图书馆服务的真诚和用心，而

我们则了解了读者的需求、想法、建议，发现

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从而能更多地从

读者角度来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服务。

２．２　宣传了图书馆知识和馆藏资源
在找书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读者

不同的介绍与推荐。如在读者找错位置时介

绍馆藏布局、排架规则等，这时的读者会自觉

自愿主动接受指导，避免以后找书时的再次

迷失。对于读者经常出现的误区通过增设标

识标牌、推出宣传展板等进行提示和引导。

在确实无法找到该书时推荐使用其他同类纸

本或电子图书，并宣传图书馆的其他服务项

目，如图书预约、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等，使

读者了解如何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更全面的

资源。如曾有读者查找顾准的《希腊城邦制

度》，由于该专著版本老、已破旧，被存放在

老校区分馆，于是推荐其借阅《顾准文集》，

其中一部分即为“希腊城邦制度”，读者甚为

满意。正是在不断的找书实践中，不断地掌

握读者的真实需求，不断地找出满足读者需

求的途径和方法。

２．３　掌握了图书资源需求和缺失信息
通过对读者所找图书的分析和研究，通

过与读者的不断交流，掌握了一些读者需求

热门和需求动向，为资源建设部等提供一些

采购方面的建议和参考。同时，读者填写的

找书登记表从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遗失图

书的“情报”，我们将长久未找到的图书登记

在册，做出信息修正和根据需要补充购买，使

图书的系统数据和实际在馆数据尽量保持准

确一致。同时分析图书遗失的原因，避免管

理中的漏洞。

２．４　促进了内部管理工作
“找书助手”是一种服务手段，目的是满

足读者需求，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避免图书

失踪现象，减少此类需求。所以我们根据查

找图书过程中出现的事例，不断地完善内部

管理工作：（１）保证书库内排架的准确无误。
为此每月对各责任区不定时地抽查错架率，

出简讯公布检查结果，并将历次检查业绩作

为年终考评依据之一，以此督促激励书库工

作人员及时整架、上架、查错，避免图书被放

错、被私藏、被遗留别处等。（２）减少图书在
外滞留时间，定时清理读者阅后放在书架、书

车、自习桌上等等散在各处的图书，及时归

架；各书库定时到还书处拉回所还图书，及时

上架；每周一次派人运回在其他校区归还的

图书；提醒馆内人员不要私留图书，需要时办

理借阅手续；定时从编目部门运回新书，按时

上架。（３）加强库内巡视，在读者找书有困
难时提供及时的帮助。（４）加强对门禁、充
消磁等一系列关卡的管理监督，保证坚守岗

位、操作规范、设备完好。正是“找书助手”

服务的开展促使我们形成了一套有序严密规

范的内部运转机制。

３　总结
“找书助手”看似一项平凡细小的工作，

但小服务有大能量，“于细微处见精神”正是

此项服务的体现。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既要从

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在用日益先进

的技术、不断丰富的馆藏带给读者越来越多

便捷和满足的同时，传统服务的拓展和创新

同样是提高读者满意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找书助手”就是通过 （下转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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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伴教育的新生入馆教育服务创新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简介

何立芳等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　根据杭州师范大学的特点，图书馆对研究生和本科生采取了不同的入
馆教育模式，对于研究生采用的是集体授课、按需个别预约参观指导的方式；对本科

生则采用班级授课、小组参观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基本保障了新生入馆教育的高覆

盖率。２０１１年起，图书馆引入了同伴教育理念，招聘新生学长志愿者，对新生进行入
馆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新生教育　同伴教育　高校图书馆

１　基本情况
我馆对新生入馆教育历来非常重视，在

馆领导的亲自筹划、指导下，由信息咨询部牵

头组织，全馆馆员都参与进来。从馆内招聘

新生指导老师、准备教学材料、集体备课、招

聘新生学长志愿者、志愿者培训、学院预约教

学时间，到最后入馆教育的实施。每年都是

有条不紊、力争创新。

根据我校的特点，对研究生同学和本科

生同学，我馆采取了不同的入馆教育模式。

对于研究生采用的是集体授课、按需个别预

约参观指导的模式；对本科生则采用班级授

课、小组参观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基本保障

了新生入馆教育的高覆盖率。

２０１１年始我馆开引入同伴教育理念，招
聘新生学长志愿者，在新生学长志愿者的参

与下，针对本科生同学的入馆教育安排一般

如下：

时间 活动内容

新生报到前
开放网页《新生专栏》，图书馆入口处张贴海报《给新同学的温馨提示》，图书馆

大厅放置系列展板《新生指南》，播放新生入馆教育宣传片

新生报到始一周 图书馆大厅入口处设置新生咨询台

新生报到始两周

图书馆多媒体教室（：新生指导老师进行班级集体授课（２０分钟）

图书馆各区域：新生学长志愿者带领小组新生参观学习（２０分钟）

发放读者手册《“悦”读杭师大图书馆》或活页《读者常见问题解答》

２　创新点
２．１　同伴教育理念的引入

同伴教育是指同龄人（有相近年龄、相

同背景、共同经验、相似生理状况）或由于某

种原因使其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

息、观念和行为技能，以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

教育形式。同伴教育的行为干预原理源自班

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构建主义的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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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咨询理论等心理学理

论。社会学习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人们的许多行为能够通过角色示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来学习，当榜样与个人有较多相
似性时（如年龄背景相仿），个人更容易受到

榜样的正面影响。

将同伴教育理念引入新生入馆教育活动

过程中，增加新生同学对图书馆的亲切感，

“现身说法”的方式使新生更加易于接受入

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激发了新生同学要了

解图书馆、到图书馆学习、做文明读者的愿

望。

２．２　新生学长志愿者
同伴教育需要同伴教育志愿者，我馆将

本校高年级同学参与新生入馆教育的同伴教

育志愿者叫“新生学长志愿者”。本校高年

级同学与新生有相近年龄、相同背景、共同经

验、相似生理状况，符合同伴教育志愿者的要

求。新生学长志愿者参与带领新同学参观学

习图书馆，不仅拉近了新生对图书馆的情感

距离，有助于加强对新生的正向影响。另一

方面，新生学长志愿者也是一个再学习的过

程，也容易消减参观过程中对阅览室读者造

成的负面影响。

３　经验交流
３．１　新生学长志愿者招聘

暑期之前落实好新生学长志愿者的报名

工作。我馆通过网页、海报、图书馆大屏幕广

告、微博等方式发出公告，重要的一点是公告

中告知工作的内容、要求，本校同学都可以在

图书馆服务台办理报名。

很多新生学长志愿者在报名时的留言即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

志愿者学长史雪芳：记得刚入学时，因为

陌生，所以莽撞、迷茫，这样无措的感觉真的

很难受，所以当知道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的

时候，我义不容辞地想去做。

志愿者学长黄聪笕：图书馆招募新生学

长志愿者让我惊喜不已，如果我可以以一新

生学长志愿者的身份向新生们讲述杭师大图

书馆，并且敦促他们在大学四年里好好利用

图书馆的各种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

的并且很有意义的事！

志愿者学长尤章章（材料与化学科学学

院）：在大学两年的时间里，我待得最多的地

方是图书馆，虽然我不是文科学生，但我热爱

文学。图书馆让我如此着迷，让我沉浸在知

识的海洋里不能自拔。我曾经在２０１１年做
过过图书馆新生学长志愿者，希望能够继续

为学弟学妹们服务！

志愿者学长何胜蓝（初等教育学院）：我

喜欢图书馆，我爱看书，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

力，让新生们感受到大学图书馆的种种便利

与益处，充分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我很享

受与人的交往，希望新生学长志愿者经历能

让我结识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志愿者学长胡开艳（钱江学院）：我想通

过这次志愿者服务丰富自己大学生活，为学

校出一份小小的力。课余时间我很享受在图

书馆安静看书的时光，我想带学弟学妹们参

观图书馆，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如何利用图书

馆中各种资源。

３．２　新生学长志愿者培训
９月份开学前，图书馆通过短信的方式

告知新生学长志愿者培训的时间、地点，并让

他们先了解好自己的课程表以便图书馆安排

志愿者服务时间。培训时间应选择不影响同

学们上课。

培训前，事先准备好关于新生学长志愿

者工作内容、注意事项的材料，制作志愿者胸

牌。

在培训过程中，发放可供新生学长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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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考的参观讲解内容、要点指南。培训老

师先讲解参考指南、注意事项、礼仪规范等，

然后由多位新生指导老师分小组示范和模拟

训练如何带领新同学参观讲解图书馆，在整

个培训过程中都非常鼓励同学们换位思考、

自主创新。

志愿者培训时还让同学填写自己的上课

时间，这样在安排志愿者服务时间时有了重

要的依据。培训前最好能够安排馆领导讲

话，以示图书馆对活动的重视和对新生学长

志愿者的尊重。

３．３　新生学长志愿者服务
新生学长志愿者是入馆教育中一道闪亮

的风景，他们用自己对图书馆的热爱、学习的

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求诠释了我校图书馆的价

值所在，他们认真地设计带队参观的路线、认

真地悄悄排练、对于细节的关注、热情周到地

讲解，都使得我们为之感动。

３．４　微博即时报道，撰写学院感谢信
通过图书馆官微，即时发布入馆教育中

新生学长志愿者的动态，让同学们更多地了

解、参与到图书馆的服务之中来，也激励了新

生学长志愿者的士气。

在新生入馆教育之后，由图书馆办公室

分别向各学院发送表扬信，既使新生学长志

愿者的服务得到了学院的认可，又使图书馆

获得了更多学院的支持。

４　成效与反思
新生学长志愿者一方面以其角色优势使

新生入馆教育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给新生读

者良好的榜样示范，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图书

馆入馆教育指导老师不足的问题。三年来，

新生学长志愿者参与入馆教育的情况如下：

新生学长志愿者数 带领参观学习次数

２０１１年 ８２人 １２６批次

２０１２年 ４８人 １２４批次

２０１３年
仓前校区３２人

下沙校区３８人
１４７批次

　　在２０１３年我馆对新生入馆教育的网络
调查中，对于“你喜欢通过哪些形式了解图

书馆”一项的统计结果如下：

图１　新生入馆教育网络调查结果统计
　　如图１所示，同学们对入馆教育的各种 形式喜欢程度明显趋向于“现场参观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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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这应该也是我馆今年将同伴教育理念，

同学们对新生学长志愿者的服务满意的体

现。

新生学长志愿者参与到我馆新生入馆教

育已有三年，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值

得进一步探究的地方，主要包括：

（１）如何让新生学长志愿者参与到入馆
教育的更多方面，发挥其“曾经的新生”的身

份优势，更好地达成入馆教育的教育目标。

（２）信息素养教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如何发挥新生学长志愿者在后续相关事项中

的作用，例如尝试一对一、一对多的结对提升

模式。

（３）新生学长志愿者各方面能力不均
衡，例如有的同学组织能力上会有欠缺，使得

带领的小组组织涣散，甚至最后丢失组员。

如何有效地补足志愿者的欠缺以保证教学质

量，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何立芳，彭丽文，
范玉红，陈勤，王海燕，朱林仙，张颖，刘璇）

（责任编辑：池晓波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

浙江海洋学院与浙江省社科联举行

共建“浙江学者文库”馆藏签约仪式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下午，浙江海洋学院
与浙江省社科联共建“浙江学者文库”馆藏

签约暨赠书仪式在浙江海洋学院杨盳曼图书

馆隆重举行。学校党委委员、副院长虞聪达，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等领导，省

社科联有关处室负责人，图书馆班子成员、工

作人员和师生代表近百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仪式由韩伟表馆长主持。虞聪达副院长

致欢迎辞，他首先向省社科联对我校人文社

会科学的大力支持和对馆藏建设的慷慨捐赠

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希望图书馆能借助这一

共建契机，努力建设好“浙江学者文库”特色

馆藏，在助推我校人文社科学科建设、教学和

科研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最大的效用。陈先

春副主席代表省社科联讲话，他指出，浙江舟

山群岛新区作为国家第一个海洋战略新区、

“长江经济带”的桥头堡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枢纽，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浙江海洋学院作为迄今唯一立足新区的省属

本科高校，其教学科研水平的发展和社会服

务能力的提升将对新区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为对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响应

“长江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
国家战略，促进浙江海洋学院发展和提升，省

社科联决定与浙江海洋学院共建“浙江学者

文库”馆藏，长期向浙江海洋学院图书馆无

偿捐赠我省社科学者各类项目结题出版成

果，让我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真正服务社

会、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

在百余位师生的共同见证下，陈先春副

主席、虞聪达副院长签署了共建协议书。

在本次仪式上，陈先春副主席向我馆捐

赠了一批浙江社科学者最新的出版成果。至

此，从今年初开始洽谈到正式签署共建协议

为止，省社科联已累计向我校捐赠了４００种
近３０００册图书。

最后，韩伟表馆长表示，将不辜负省社科

联和学校领导的厚望，努力保管、宣传和利用

好“浙江学者文库”这一珍贵馆藏，真正发挥

其重要作用。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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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先进集体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两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坚持“读
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着力开展专

业化管理、打造特色化活动、提供精细化服

务，充分发挥了图书馆在教学、科研活动中的

文献信息保障及服务职能作用，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一、开展专业化管理，建立工作的

长效机制

（一）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管理机制

为更好地服务读者，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两年来新增７项规章制度、修订６项规章制
度，开展各个层面的规章制度集体学习１０余
次。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更加明确、工作思路更

加清晰、工作态度更加热情。通过管理制度

创新，细化了服务标准，优化了内部管理，强

化了服务质量。

（二）建设专业队伍，提升管理水平

两年来，图书馆新增博士、硕士研究生４
名，晋升高级职称５名，职称结构、学历结构
进一步优化。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多

种方式，全面提升馆员的专业素养。先后邀

请领域内专家举办５场专题报告和讲座，全
馆外出参加各类业务培训、研讨会达１００余
人次。两年来，全馆共发表学术论文 ５０余
篇，获国家级、省级课题、优秀成果２０余项，
为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三）拓展互动平台，畅通沟通渠道

为了更好地与师生互动，开通了馆长信

箱、书记信箱、留言薄等沟通渠道，及时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设立学生文明监督岗，请他们

与工作人员一起轮值每天巡查图书馆，负责

反映图书馆存在的问题与读者的需求；组织

召开了读者座谈会、开展网上读者问卷调查，

充分了解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措施增强了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互动，

提升了服务师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打造特色化活动，完善工作的

有效载体

（一）积极承接会议培训活动

积极参与浙江省高校图工委、浙江省图

书馆学会的各项活动。组织承办浙江省图书

馆学会的“读者主导型文化活动案例赛暨研

讨会”、２０１３年浙江省高校图书馆馆长工作
会议、２０１４年华夏阅读论坛等大型会议，对
推动馆际合作与资源共建共享工作作出了一

定贡献。我馆成为省教育厅首次授予的四家

高校图书馆馆员访学研修基地之一。被中国

阅读学研究会授予“华夏书香校园”荣誉牌

匾。

（二）全新改版图书馆网站

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从信息组

织、功能定位、界面设定对图书馆网站进行了

全方位改版，向读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一站

式信息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在线咨询、在线调

查等服务，利用新媒体开展互动服务，建立图

书馆官方微信、新浪微博和人人微博，与读者

的网络沟通和交流不断增进。为满足读者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一站式获取图书馆资源的

需求，我们在汇文系统ＯＰＡＣ升级的基础上，
完成了知识发现和移动图书馆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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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图书馆、资料室纸质资源和馆藏数字

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

（三）倾力打造书香校园

加强与学校相关部门的合作，倾力打造

校园文化活动品牌“读书节”。成功举办主

题为“书籍涵养生命，阅读照亮人生”和“浸

润曼妙书香、感悟经典魅力”的两届“读书

节”活动。通过各类主题活动、专家讲座、征

文大赛、海报大赛、系列展览等活动，有效地

营造了书香校园氛围。

两年来共举办各类主题书展４０余场，推
介新书１０８０册。为创新阅读活动方式，促进
读者深度参与，图书馆专门成立了阅读推广

部，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只要作者正常办理

借阅手续，就能“借阅”一本真人图书，进行

面对面交流。真人图书馆自第一期推出后，

便受到了浙中新报、钱江晚报、金华晚报等媒

体的关注和报道。目前，真人图书馆已有十

多本真人图书正式“入馆”。开展图书漂流

实践活动，受漂人数达８００多人，并于１２月
举办了“读者悦读汇”活动，分别举办了５场
读书交流会，参与读者达２００余人。

三、提供精细化服务，推动工作的

内涵发展

（一）基础服务不断强化

文献资源建设稳步推进，形成了具有纸

质文献、数字资源本地镜像和网络远程访问

相结合的多元化有机互补的文献资源保障体

系。经费使用合理，文献资源购置费与学校

教学科研需要相适应，生均年购文献量等超

过教育部的评估指标。完成了图书资料管理

系统的修改及测试、镜像数据的迁移及虚拟

化应用服务，提高了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的

性能和数据的安全性。为满足不同层次读者

的多种信息需求，我们拓展开放空间、优化服

务环境、延长开放时间、提高借书量，以吸引

读者，提高资源利用率。近两年来，接待读者

２８０万人次，借还书１６０余万册，图书馆主页
访问量约 ２８０万余人次，解答读者咨询近
２００００人次；查收查引论文 １６００余篇次，完
成论文相似性检测２８００余篇，馆际互借１１０
余册，文献传递１７７７篇次；完成各类读者培
训共计１５０００人次；编辑出版《图文资讯》８
期。

（二）特色服务初见成效

与教育学院合作建成了“教师教育研究

特色资源数据库”，高标准完成了校出土文

献与汉字研究中心的中华字库工程“手写纸

本文献用字的收集与整理”项目７００多册图
书共计３０多万页的图像采集工作，为手写纸
本文献材料电子图库和手写纸本文献数据库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继续完善儿童文化研究

特色资源数据库、非洲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

以及师大文库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加强

学科竞争情报分析，走进学院、深入学科，开

展深层次服务。两年来，走进数理学院、教育

学院、经管学院、生化学院等开展系列讲座

１２场，受众达８００余人次，完成《我校科研论
文及优势学科分析报告》、《我校工程学、材

料科学学科分析报告》、《我校数学学科 ＳＣＩ
科研成果引文分析报告》、《我校工程学学科

分析报告》等报告，不断推进资源与服务的

深度融合。

（三）延伸服务广受好评

积极参与 ＣＡＬＩＳ、ＣＡＳＨＬ、ＺＡＤＬ等图书
馆联盟的资源共建共享，参建“学苑汲古”高

校古文献资源库，高起点规范建设馆藏古籍

书目数据库，成为华东南地区高校特色资源

共建共享试点单位。我馆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正
式启动社会开放服务，为部分社会人士提供

图书外借、书刊阅览、复印以及本馆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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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馆内检索和利用、文献传递、查收查引、科

技查新等服务，目前已为２６０多位社会读者
开通了进馆借阅的权限。我馆与校工会联合

建立了“教职工之家尚书吧”，配备书刊５０００
余册，为我校广大教职工提供了一个便捷式

休闲阅读之处

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櫜

。

（上接第７页）的分析，以形成自身的独特研
究风格。

４．４　注重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理论和实
践的密切联系

目前，在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着

传统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方法问题的分析，

传统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方法、比较研

究方法以及历史研究方法，部分学者比较偏

向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对于外来的新的研

究方法不闻不问，消化整合的比较少。还有

些学者不管是否适用，在对其他学科的知识

一味地对概念、术语等进行生搬硬套，不结合

实际情况进行考虑，从而造成了理论和实践

的严重脱节，无法真正对研究起到指导作用。

因此，基于该种现象，一是要确定可以实际指

导工作为核心的方法论研究，二是提倡研究

人员同实践相结合。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应

把研究成果放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再认识，

由此达到修正其不足，完善和充实其理论方

法的目的。

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不

能停留在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之中，而是要勇

于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学中的运用，

在移植引进中形成新的专门方法，从而引领

对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方法是解决问题

的有效工具，关键就在于如何运用。因此，笔

者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新方法的运

用策略的研究，从而有效提升图书馆学研究

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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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先进集体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在学校党委和行政

的正确领导下，在图书馆党总支的积极指导

下，在全馆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以“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各项优质服务，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全力做

好文献资源购置、人才队伍建设、设备设施改

善、服务质量提升等重点工作，为学校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服务。除了做

好日常的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工作之外，主要

做了以下特色工作：

一、服务读者举新措

（一）创新新生入馆教育培训模式

进一步改善新生入馆教育机制，创新培

训方式、方法，采用多方式、多途经的教学模

式。通过启用在线考试系统，试点“小先生”

培训模式，接受微信咨询等，顺利完成了湖州

师范学院２０１４级新生包括研究生的入馆教
育预定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开展移动图书馆的推广宣传服务

针对当前数字阅读、移动阅读日益普及

的趋势，大力推广湖州师范学院移动图书馆，

注册用户３０００余人，广大师生读者通过智能

手机或平板电脑就可享受图书馆馆藏查询、

图书预约、图书续借、文献传递、学术资源搜

索与下载等服务。

（三）开通图书馆官方微信

现有用户２９００名，读者加关注后可以即
时了解图书馆的动态，并通过绑定读者证，随

时进行图书检索、查阅自己的借阅信息和图

书续借等；积极开展图书馆远程授权访问系

统与图书管理系统的对接工作，拓展云计算

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范围，搭建图书馆云

桌面，并开始图书馆云桌面服务的试用与推

广。

二、读书活动出成效

精心组织读书月系列活动，在校相关职

能部门的支持下，以“读书、爱书，共建书香

校园”为主题，开展了名家讲座、演讲比赛、

征文比赛、移动图书馆启动、一日馆员体验活

动、创建图书杂志漂流站等１６项活动，参与

活动的师生 ５０００余人，活动开展得扎扎实

实，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在全校范围内掀起

了读书、爱书、共建书香校园的热潮，形成了

浓郁的读书学习氛围，提升了校园文化生活

内涵，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师生的好评。

三、艺术馆藏树品牌

充分发挥沈行楹联艺术馆文化宣传功能

和育人功能，２年来接待校内外参观者 ６３９

批次６５７０人次，并在节假日免费向湖州市民

开放，极大地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和辐

射力。２０１３年还举办了“砖石印记”汉画像

石拓片展，展览的拓片是从六百余幅作品中

精选的８７幅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展览

期间，我们接待了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全体成

员、浙江省社科联、澳大利亚彼特海瑟教授和

其他社会各界组织及国内外人士 ２１批次，

４５０人；接待校内各学院师生 １０５批次，共

６４６人，极大地提升了校园品牌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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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被湖州市委宣传部、湖州市教育局授

予“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四、人文关怀聚合力

以分工会为主体加强和谐图书馆建设，

以人为本，进一步增强教职员工的凝聚力。

重视教职工的身心健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自筹资金建设分

工会活动室，添置了卡拉ＯＫ设备等，馆员可

在业余休息时间高歌一曲，舒缓情绪。在图

书馆羽毛球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州师院羽毛

球俱乐部，并组织开展了与湖州五中、浙江师

范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羽毛球

比赛，通过活动，既加深了与兄弟单位的友

谊，又丰富了馆员的业余文化生活。图书馆

书香艺术团舞蹈队排练的舞蹈《卓玛》在校

第二届胡瑗文化节文艺汇演上公开演出，得

到了学校领导、老师及学生的肯定。丰富多

彩的业余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使得广大

教职工在工作之余，身心得到有效放松，压力

得到有效缓解，人际沟通得到有效加强，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图书馆的团队凝聚

力、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切实得到增强与提

高。

五、服务地方赢美誉

根据我馆藏文献资源的优势，积极主动

地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参与由吴兴区

宣传部、文体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的“中小学

生“悦读，悦幸福”系列读书活动”，为吴兴区

中小学教师集体办理借书证，充分发挥我馆

的资源优势，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截至目

前，已为湖州五中、湖州十二中、湖师附小教

育集团、龙泉小学、八里店小学、环渚学校、月

河小学、湖州信息工程学校等９３７名教师免

费集体办理了借书证。选派资深馆员逐一上

门进行资源推送及宣讲服务，得到了基础教

育一线领导和老师的好评。积极参与农家书

屋建设，利用图书馆历年来节余的期刊，挑选

保存较好的期刊２２００册，分别送给吴兴区环

渚街道瑶台村、织里镇伍浦村、安吉县中张村

等，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

六、承办会议见真情

２０１４年我馆在兄弟单位承办会议有困

难的前提下，承办了华东地区地方院校图协

常委馆会议和２０１４年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网

络与数字分委、浙江省高校图工委网络与数

字化专业委员会年会，精心安排各项会务工

作，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的好评。

在全馆教职工的辛勤工作下，我馆各项

工作取得优异成绩，在学校历年二级单位的

考核中名列前茅，获校２０１４年度先进单位，

图书馆党总支荣获校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

号

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檺

。

（上接第５２页）最直接的一对一的零距离的

无缝对接方式将基础服务深入化，细节化。

“找书助手”用热情、真诚和勤勉让读者感受

到图书馆不仅有阅览座位，有文献资源，更有

细致周到、温馨体贴的人性关怀。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邱哨燕，盛慧莉，

蔡亮秋，余臖）

（责任编辑：陈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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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业务骨干培训会议

在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２０１５年６月４—５日，由省高校图工委
高职高专院校分委会主办、杭州万向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承办的“２０１５年浙江省高职高
专院校图书馆业务骨干培训会议”在杭州万

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全省３０多所高职高
专院校图书馆的馆长及业务骨干近７０人参
加了培训。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朱

仁学，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章云兰

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培训采取专家授课的方式，邀请了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苏新宁教授主讲“大数据

时代数字图书馆面临的挑战”，浙江大学图

书馆钱佳平研究馆员主讲“咨询馆员：知识

发现与利用的引领者”等相关内容。两位专

家的讲课，理论结合实际，既有图书馆前瞻性

的预见，又贴近图书馆的实际变革。通过课

堂讲座、互动及课后交流，学员感觉受益非

浅。

培训后，大家参观了杭州万向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对图书馆开放的格局、与院系合

作的办馆经验及较先进的服务设施和管理模

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参观结束后，大家还

欣赏了一场由学院特意安排的“非遗传承

人”的精彩表演。

（本刊通讯员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

（上接第２６页）省市均有，但分布尚不均衡，
且由于办刊所在地的原因，其学术影响力在

山西省有较大优势。但自２０１１年成为中国
核心学术期刊（ＲＣＣＳＥ）来源刊（Ａ），且多篇
载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以来，其在

全国的学术影响力呈现逐年并快速的提高。

第三，《会计之友》具有较稳定的核心作

者群，该部分作者所提供的论文不仅质量较

高，且分别在全国会计理论和学术及实务界

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第四，《会计之友》的论文作者的合著率

逐年增长，均高于近年来国内部分同类会计

学类专业核心期刊的水平。

第五，《会计之友》载文的基金论文篇数

逐年上升，但从总体来看，基金论文比值仍偏

低，表明《会计之友》载文的基金资助不均

匀，即有少数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获得了研

究基金资助，而其他大部分研究机构或研究

人员缺少基金的资助。

第六，《会计之友》５年内载文的被引情
况有较好的表现，发展势头良好；载文的主题

范围较广，报道的主题较新颖。

参考文献

［１］　足迹深深　上下求索———《会计之友》发展历

程［Ｊ］．会计之友，２０１３，（２５）：２．

［２］　祁兴兰．《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载

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Ｊ］．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１４，（２）：４０－４７．

［３］　邱均平，伍超．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国内计量

学作者合作关系研究［Ｊ］．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１１，（６）：１２－１７．

［４］　刘启元，叶　鹰．文献题录信息挖掘技术方法

及其软件 ＳＡＴＩ的实现———以中外图书情报

学为例［Ｊ］．信息资源管理学报，２０１２，（１）：５０

－５８． （责任编辑：陈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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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会议在安徽召开

　　７月６日，一年一度的长三角教育协作

发展会议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率领浙江代

表团参加会议。

刘希平同志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长三角

地区建立教育协作发展机制６年来，开展了

大量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三

省一市陆续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等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并通过省级层面

的合作，带动了基层和学校的合作交流，为推

动各地的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注入了活力。刘

希平强调，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有利于充分

利用省市间丰富的政策、人力、智力和物质资

源，为三省一市加快建设教育现代化提供了

积极的动力。

面对“十三五”的新起点，刘希平倡议，

要进一步升华合作的广度、深度，切实增强长

三角教育协作的互补性、有效性和先进性。

尤其应研究深化教育理念的交流，更多地分

享教育理念，碰撞改革智慧，破解教育难题，

共同谋划和书写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应研

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动性，积极推动长

三角优质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最合理地、最

有效地开放共享。应研究发展壮大教育合作

主体，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基层教育部门

开展交流合作，还可推动长三角地区的教育

机构、社会力量跨省市举办、托管、改造学校

和教育机构，推动长三角的企业跨地区开展

校企合作、参与人才培养。刘希平还建议研

究培育共建新型教育智库，组织动员三省一

市的“最强大脑”站在教育现代化潮流的前

列，聚焦教育体制改革中的“真问题”，深入

开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充当长三

角以至整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库”、

“智囊团”、“设计师”、“宣传队”。

据悉，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机制自２００９

年建立以来，已举办６届，先后签订了省际教

育协作协议２６份，有２５所高校和４个地方

教育局在长三角教育协作会议上签署了１２

份合作协议，还有 １０００余所中小学校通过

“长三角千校网络结对”活动开展互动交流。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

三角洲地区教育改革与合作发展的指导意

见》，标志着长三角教育协作上升为国家教

育层面的重要政策。

在第七届长三角教育协作会议上，上海

市教委主任苏明、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

昌、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也分别发表了主

旨演讲，着重就深化教育合作机制、研究制订

长三角教育标准、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推动长

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地区的教育合作等方面内

容阐述了观点。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

徽省分别就各自牵头的高校图书馆联盟建

设、高校交换生试点工作、中小学名校长联合

培训工作、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合作项目

作了经验介绍。三省一市教育行政部门共同

签署了《长三角地区教育协作项目联合监管

协议》、《长三角地区加强青少年学生法治教

育合作协议》、《长三角地区联合推进现代学

校制度建设协议》、《扶持长三角地区社会力

量跨省市办学协议》等四个协议。教育部政

策法规司副司长柯春晖代表教育部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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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勉励长三角地区努力打造教育现代化

的先行区、教育综合改革的引领区、全面依法

治教的示范区、区域教育合作的样板区。与

会代表还分别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考试招生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开展了讨论

交流。

（本刊通讯员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

（上接第５０页）

３．４　建立完善的评估管理机制

为了保证大学生能够良好地进行图书馆

的管理工作，高校图书馆要建立完善的评估

机制，鼓励学生进行图书馆管理知识学习。

学生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主要是了解基本的

运行模式，因此要根据学生的工作特点制定

合适的工作管理模式，提高学生的工作积极

性。例如有的高校为了减少学生的惰性，建

立严格的考核机制，这样能够规范大学生参

与图书馆管理工作的效率。在进行规章制度

建立的时候，要根据高校的地理环境、办学条

件、读者情况，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对于工

作中表现良好的积极分子要进行及时的表

扬，对于工作态度不好的同学也要进行一定

的批评，进行公平的奖惩制度有助于提高工

作质量。

３．５　充分发挥学生的纽带作用

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是使用流动性强的大

学生进行日常工作的管理，这就导致了日常

管理工作的稳定性不佳，在工作中很容易出

现问题。为了维持工作的稳定和连续，图书

馆要主动制定相关的工作细则，让学生明确

工作的任务，更好地充当桥梁作用。大学生

参与管理是图书馆了解学生想法的很好途

径，因此图书馆可以定期邀请同学们对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且询问他

们的意见完善相关的管理，提高工作的效率。

图书馆要及时地倾听和回复学生提出来的宝

贵意见，及时地改进管理工作的方法，提高管

理的质量。

总之，高校图书馆管理过程中经常会出

现大学生的身影，因此高校要加强大学生参

与高校图书馆管理的制度建设。高校要明确

大学生的工作特点，制定完善的工作管理机

制，提高学生的工作热情。尊重学生的意见，

让学生充当图书馆和学生的桥梁，提高图书

馆的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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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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