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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探索与展望
蔡文彬

（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作为一款学科服务软件早已风靡全球，国内高校也在摸索和
跟进中。本文通过对已发布ｇｕｉｄｅｓ的统计和分析，并结合自己在 ｇｕｉｄｅｓ编制过程中
的经验体会，提出推进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应用　展望　图书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是ＳｐｒｉｎｇＳｈａｒｅ公司融合Ｗｅｂ２．０
技术开发的一个开源软件系统，聚合了浏览、

ＲＳＳ定制、学科标签和分类、播客、视频嵌入、
服务咨询、信息评价等功能。正是由于它的

社会性、灵活性、交互性、统一性等特点，在推

出的短短４年时间里，全世界已经有３７９１个
图书馆的 ５２３２６位馆员编辑了 ３０９６４８个
ｇｕｉｄｅｓ（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０日统计数据），成为
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首选工具。笔者对内

地高校（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已经发布的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和分析，并客观
评价已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

对的策略，以期对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推进有些许的
指导借鉴作用。

１　内地高校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应用现状
两年前，当国外的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涌现的时候，国内还是一片沉寂。

２０１０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首次引进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北京工商大学、浙江大学紧随其
后。为了帮助高校图书馆更好地开展学科服

务，ＣＡＬＩＳ管理中心为５０家图书馆引进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平台提供经费补贴。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
日和１５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
学图书馆分别举办了两场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培训，来
自全国４４家高校图书馆的１０５位馆员参加
了现场培训，另有全国各地的２３０余人次参
加了同步网络培训［１］。通过上述系列的举

措，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在内地得到了迅速地推广。截
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内地已有６０家高校
引进了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系统，其中５３家高校发布
了３４７个 ｇｕｉｄｅｓ。根据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发布的个
数以及最受欢迎的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进行排名，结果
详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内地高校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发布数量排名

图书馆名称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数量 ＴＯＰ１０最高点击量 ＴＯＰ１０最低点击量 ＴＯＰ１０平均点击量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０ ９１４７ １５４４ ４１７１

杭州师范大学 ２２ １２８０ １９０ ５５９

复旦大学 １９ １６２ ３ ４８

浙江大学 １７ ４３０２ ６４２ １７７５

１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１期）



图书馆名称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数量 ＴＯＰ１０最高点击量 ＴＯＰ１０最低点击量 ＴＯＰ１０平均点击量

山东大学 １６ ７８９ ２５３ ５１０

上海财经大学 １３ １３１６ ４８ ５１９

华南农业大学 １３ ６２２ １２ １９１

北京化工大学 １３ １１２ ２６ ５２

北京工商大学 １０ ２４７７ ４８０ １１４１

　　注：点击量为２０１２年全年数据。由于网站只显示ＴＯＰ１０的点击量，因此平均点击量也只统计到前十位。

表２　２０１２年内地高校最受欢迎的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一览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名称 点击次数 所属高校 Ｐａｇｅ名称

物理学 ９１４７ 上海交通大学

ｈｏｍｅ、带你使用图书馆、学术机构、学术热点

追踪、馆藏数据库与期刊、图书／荐购、学习

社区、ＩＣ２创新支持计划

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

证法）
７０３６ 上海交通大学

首页、学界概览、学术动态、论文精选、电子

期刊、电子图书、书目检索、学位论文、在线

视频、常用数据库

哲学 ６２９８ 上海交通大学

首页、学术机构、学术期刊、教学参考书、书

目检索、学位论文、学术视频、常用数据库、

网络免费资源、学科情报、学习社区

化学 ４３０２ 浙江大学

学术动态速递、新闻速递、化学常用资源、化

学－外文数据库、中文数据库、学术机构导

航、学习资源导航、学术会议信息

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法

律图书馆
３７２９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

院

ｈｏｍ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ＲｅｍｏｔｅＡｃｃｅｓｓ、

ＡｂｏｕｔＵｓ

计算机科学 ３５８３ 上海交通大学

常用数据库／期刊、研究机构、学术热点／前

沿、ＡＣＭ班，ＡＣＭ比赛、学科信息墙、关于我

们

建筑学 ３５１０ 上海交通大学

ｈｏｍｅ、学术机构、学科资源导航、学术热点追

踪、资源荐购、课程建设、会议信息、ＩＣ２创新

支持计划、学习社区

经济管理学 ３２８０ 上海交通大学
ｈｏｍｅ、馆藏经管资源导引、学习社区、图书荐

购、学术研究资源导航、ＩＣ２创新支持计划

经济统计 ３１７５ 中国人民大学
ｈｏｍｅ、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学术论文、学科

主文献、数据信息、其它网络资源

环境学科 ２８４９ 中国人民大学
ｈｏｍｅ、资源／服务、核心期刊、环境书苑、学科

主文献、学术机构、学习园地、博文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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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应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较早的几个高校图
书馆如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对平台的

使用已经十分娴熟。很多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充分利
用了平台所携带的多种 Ｗｅｂ２．０元素，让用
户对内容进行标签标注、投票和评价，通过通

讯工具和馆员进行实时交流；通过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使用统计功能，追踪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上的链接和文
献的使用情况，并自检链接的有效性，创建失

效链接的报告；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还嵌入各种检索系
统，如馆藏检索、跨库检索、ＧｏｏｇｌｅＢｏｏｋｓ、
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以及馆际互借系统。根据每
个学科和相关资源的特点，馆员收集组织各

类资源，给用户一个集中的呈现，如学科网络

资源、学术热点追踪、图书阅读与荐购、学术

机构、教材和参考书、学术会议预告和最新研

究成果等，还为用户的使用提供入门指导。

当然，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在推广过程中也暴露了
不少问题，亟待改进和完善。

（１）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发布数量稀少。６０家
引进该系统的高校还有 ７家没有发布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发布５个以下（含５个）的高校达４５
家，占总数的７５％。这与每个图书馆发布８１
个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世界平均水平相去甚远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０日统计数据）。

（２）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整体点击量不高。２０１２
年至今，已经发布的３４７个 ｇｕｉｄｅｓ的平均点
击量仅为３０１次。点击量超过１０００的仅有
３５个，占总数的１０％。发布个数最多的前十
所高校共发布了 １６１个 ｇｕｉｄｅｓ，点击超过
１０００的２９个，也仅占１８％。以上数据说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受欢迎程度还不高。

２　推进基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学科服务建
设的建议和对策

２．１　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学科建设队伍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内地

高校应用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标杆，源自于该馆对学
科服务的长期实践和不断积累，并藉此而形

成的一支人数稳定、技术过硬的学科服务队

伍。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从２００７年就开始
着手推行学科服务，并进行了与之相适应的

机构调整和业务重组。图书馆以学科馆员为

核心，配备“学科馆员—咨询馆员—馆员”的

服务梯队，推出了包括 ＩＣ２在内的一系列学
科化创新服务项目。ＩＣ２是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首创的一种服务模式，它的目标是“启

迪创新、鼓励参与、促进交流”。ＩＣ２在强调
支持学习的“信息共享空间”（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ＩＣ１）基础上，引入“创新社区”（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Ｃ２）的新型服务理念，即
图书馆主动创新服务机制，根据读者个性化

需要，营建支持主题学术交流和创造的环境，

以“学科服务”为主线开展工作，并提倡与读

者的互动与交流，鼓励读者参与，支持协同研

究，启迪创新思维［２］。而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作为一
款专为图书馆设计的内容管理与知识共享平

台，能够集成揭示学科资源与服务，正好迎合

了创新学科服务的需要。全新理念配以精兵

强将，使得新平台的运用得心应手，并成为全

国高校的垂范。

浙江大学图书馆在２０１０年也进行了机
构重组，围绕学校的七大学部设立了六个学

科分馆，成立了一支１２人的学科服务队伍，
开展“学科馆员”走进院系、融入学科团队、

嵌入研究过程的服务，为广大师生和科研人

员架起高效、快速和准确获取文献资源的桥

梁。获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引进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系统后，学科团队就派人去南京、上海
等地学习，还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专

家到馆进行培训。目前，浙江大学图书馆已

编制１７个 ｇｕｉｄｅｓ，点击量不断攀升，深受师
生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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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充分利用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系统社会
性、开放性的特点。用户、图书馆员、技术人

员都可以通过平台实现信息的在线沟通、交

流与共建共享。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提供的每个账号
可供多人使用，图书馆员能够方便地和相关

学科教师或学生共同建立并编辑一个导引。

因此，要尽可能地发挥各个学科师生的主观

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协同
编撰中来。

２．２　加强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编制质量
导致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点击量不高的原因很多，

除了更新缓慢、缺乏宣传等以外，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的编制质量不高是主要原因。很多图书馆都

是仓促上马，一方面对平台携带的多种功能

了解不够，如个性化界面定制、数据模块引

用、小插件与ＲＳＳ订阅等等；另一方面，没有
针对某个学科进行专门的调研，不清楚研究

人员需要怎么样的学科信息服务，导致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外观单调、信息含量较低，无法满足学
科专业人员的研究要求。因此，在制作 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时，要加强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编制质量。

首先，要明确学科指南的结构和内容。

学科知识服务既强调按学科属性来组织知

识，又侧重为用户提供知识层面而非简单信

息层面的服务。这种服务为用户提供的是学

科化的系统知识，而非单一的概念，为用户提

供的是学科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延伸知识，而

非孤立的问题答案。

其次，可以利用思维导图的相关软件来

清晰编撰的思路，有序地组织学科资源。思

维导图（ＭｉｎｄＭａｐ）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英国
学者托尼·布赞（ＴｏｎｙＢｕｚａｎ）基于对脑神经
生理科学的研究，类比自然万物放射性性状，

在分析了人们的笔迹习惯，以及在训练“学

习障碍者”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关于放射

性思维及其图形表达的研究成果［３］。１９７１
年，这些成果被结集成书，广泛地应用于教育

学习、商业决策等领域。目前思维导图的相

关软 件 很 多，如 ＦｒｅｅＭｉｎｄ、Ｍｉ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
ＭｉｎｄＭａｐｐｅｒ、ｉＭｉｎｄＭａｐ、ＮｏｖａＭｉ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ｒａｉｎ等等，将思维导图应用于高校图书馆的
学科知识服务，应用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的平台架
构，可以构建一个可视化的语义知识关联网

络，同样可以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题、资

源实体与关联并存的可视化的学科知识网络

（见图１）。

图１　公共管理研究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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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习、参考相关的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Ｌｉｂ
Ｇｕｉｄｅｓ系统提供了多种模板应用方式建立导
引，包括使用新的模板，使用自己已建立的导

引作为模板；使用另一个创建者的导引作为

模板；使用另一个机构创建的导引作为模板

等等，导引所需的某些重复性内容及链接都

可通过复制共享模板来创建［４］，所以经常性

地浏览相关学科的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借鉴别人好的
构思就显得十分重要，既节省时间又提高了

效率。

２．３　加强与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配套的服务系统的开
发与应用

南京大学图书馆邵波副馆长曾在题为

《基于知识管理的学科信息服务平台实

践———探索符合院系需求的图书馆学科服务

体系建设模式》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目前高

校图书馆使用最多的学科服务平台架构———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其实质是自定义分类的学科网址
导航平台，并非真正意义的、符合院系需要的

学科服务平台［５］。他认为一个好的学科信

息服务解决方案应当具有信息全面汇集、使

用简单便捷、精准资讯服务、多种处理工具、

开放平台架构等５个特点，只有全面覆盖学
科资讯、允许生成个性化专题资讯库的学科

服务，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服务架构［５］。其

实，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在上述五个方面都已经有了一
定的考虑，特别是系统能够通过基于云计算

的ＳａａＳ模式提供托管服务，为图书馆解除了
所有的硬件、软件以及技术障碍，使图书馆员

可以专心从事内容的筛选与整合，从而真正

意义上提供了信息服务的网络环境，实现了

信息资源的深度揭示。但是，作为一款知识

导引系统，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与真正符合院系需要的
学科服务平台还有一定的距离，以信息的承

载和长期保存为例，首先，它无法提供足够的

存储空间，虽然理论上每个 Ｐａｇｅ下面可以无

限制地增加 Ｂｏｘ，但实际上从页面的美观和
视觉习惯上不可能这样操作；其次，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中Ｐａｇｅ和Ｂｏｘ中信息的更新往往以牺牲原
有的信息为代价；第三，整合的网上信息一般

以链接的方式呈现，可是在当下的媒体时代，

许多信息将会被新的内容所覆盖，部分内容

也在无声中消失，因此，很多链接所指向的网

页内容会经常性地不翼而飞。

图书馆应当加强与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配套的服
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浙江大学图书馆早在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系统引进之前，承担了浙江大学信
息化试点示范项目《浙江大学人文社科学术

信息资源平台》的建设。这个项目由浙江大

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牵头，浙江大学图书与信

息中心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参与建

设，旨在追踪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

新进展，提升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

平台按照教育部制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学

科组织资源，每个学科下面包含国内外学术

机构、国内外学术会议、国内外 ＴＯＰ期刊、经
典著作、课程资源、国内外学人等资源模块，

各个模块都是公共管理学院根据教学科研的

实际需要精心设计的，学院在前期也做了大

量的资源搜集整理工作，形成《中国思想库

资料汇编》、《外国著名智库网站资料汇编》、

《浙江大学智库建设———国外智库资料汇

编》、《浙江大学智库建设———学术支持机构

资料汇编》、《中国国内著名智库网站资料汇

编》等。平台架构完成以后，收集的资源就

源源不断地添加到这个自建数据库中。这个

平台的设计理念与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同出一辙，都是
为学科教学和研究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撑，

前者注重学科信息的汇聚，正好弥补了后者

信息无法承载和长期保存的缺陷，后者注重

信息引导，为研究者获取信息提供最快捷的

路径，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笔者编制的

５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１期）



公共管理研究、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红学研

究等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中的经典著作、课程资源均有
全文和详细的课件、视频。依托《浙江大学

人文社科学术信息资源平台》，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不
再是简单的学科导航平台，而是能满足院系

需求的真正的学科服务平台。

全世界的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还在源源不断地增
加，国内的应用前景更是无比广阔。随着汉

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用户体验的不断完

善，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定能在国内的学科服务中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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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医大图书馆开通微信读者服务平台

　　近日，温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读者服
务平台正式开通。读者借助微信平台，不需

要到图书馆，通过手机即可搜寻图书、查询图

书借阅信息。这是图书馆利用现代通信技

术，优化信息推送方式，为读者提供贴心服务

带来的便利。

通过图书馆微信平台，读者可以随时随

地查询馆藏书目和图书借阅情况，重置个人

的图书馆账号密码，设置图书到期短信提醒

等，避免了身边无电脑无法操作的烦恼。微

信开通后，就受到了读者热捧，短短两天时

间，近３００位读者给予了关注。图书馆微信

平台还将随时推出图书馆资讯、好书推荐、资

源总动员、读书文化等，及时为读者发布各种

信息，搭建图书馆和读者沟通的桥梁。

一直以来，图书馆高度重视资源数字化

和信息化建设，相继推出了书架导航系统、图

书定位系统、掌上图书馆、新浪微博、ＱＱ在
线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化服务平台。这些服务

手段使读者书库找书更快捷，咨询问题更方

便，接受图书馆信息更容易，进一步加强了图

书馆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完善了图书馆各项

服务功能。

（温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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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计划”与图书馆创新建设

金　丹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杭州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２０１１计划”）是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
实施的又一重大战略工程，此工程为高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图书馆面对这

一新形势应该在组织建设、资源建设和构建知识协同平台上作出创新建设，为高校协

同创新发展做好扎实的保障。

关键词　“２０１１计划”　高校发展　图书馆创新建设

　　“２０１１计划”是继“９８５”、“２１１”工程后
面向高等院校的重大创新建设工程，是加快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推动我国教

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紧密结合的战略行动，

意义重大。“２０１１计划”为高校发展提供了
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各方

面做出调整。作为高校科学研究、文化宣传

和信息汇集阵地，图书馆在“２０１１计划”协同
创新的新形势下，应把握机遇采取举措，全面

创新发展。

１　“２０１１计划”的深入解读
１．１　“２０１１计划”的启动

２０１１年４月 ２４日，胡锦涛在清华大学
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

“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

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

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１］为贯彻落实

胡锦涛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提升高校创新

能力与高等教育质量，支撑人力资源强国和

创新型国家建设，２０１２年３月，教育部、财政

部联合颁布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简称“２０１１计划”）。
１．２　“２０１１计划”的内容

“２０１１计划”的主要内容可以简要地归
纳为“１１４８”，即一个根本出发点、一项核心
任务、四类协同创新模式的探索和推进八个

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２］。

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

点。国家急需、世界一流，既是“２０１１计划”
的目标和方向，也是标准和条件，旨在引导高

校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

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

公益性问题，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同时，逐

步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办学模式，

加速建立能够冲击世界一流的新优势和新实

力。

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

提升为核心任务。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

重大需求，增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三

者之间的协同与互动，增强创新要素的有效

集成，增强高校创新能力发展的导向性，增加

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其中人才是根本，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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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科研是支撑。

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构建四类协同

创新模式。大力推进学校与学校、与科研院

所、与行业企业、与区域发展、与国际合作的

深度融合，“２０１１计划”提出“以机制体制改
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

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的要求，力争突破高

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

“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

等创新要素的活力。

在总结近年来高校改革实践与经验的基

础上，着力推动八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构建科

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二是探索促进协同

创新的人事管理制度；三是建立寓教于研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四是形成以创新质

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五是建立持续

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六是优化以学科交叉

融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七是创新国际

交流与合作模式；八是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

的文化氛围。

２　“２０１１计划”对高校发展的意义
在“２０１１计划”的协同创新体系中，高校

面向社会重大需求，以协同创新模式下的人

才培养为核心，为国家发展的前沿阵地提供

人才保障，切实提高自身创新能力。“２０１１
计划”对协同组织主体的改变，突破了科学

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问题［３］。

２．１　促进高校科学研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
对接

通过协同创新体系，高校科学研究不再

“脱离实际”，而是有效地针对社会需求，将

研究课题直接对准科学前沿、行业产业等关

键问题。因此，在推进科学研究水平的同时，

也促进社会重大需求的解决。

２．２　促进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对接
同企业等其他机构形成的协同创新中

心，可以有效解决技术创新在申请专利后

“无人问津”等现象，使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

实际社会效益。

２．３　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平台的建立
高校的教师、学生等人员通过参加协同

攻关项目，将知识的学习和实际应用直接与

社会前沿科学问题对接，从而成为创新知识

的承载者。

３　“２０１１计划”与图书馆创新建设
实施“２０１１计划”，推进协同创新，既是

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是协同创新体联合

行动的系统工程［４］。为了跻身“２０１１计划”
之列，各高校都在积极创造条件，加强政产学

研用的协同，完善各方面的建设。高校图书

馆是高校教学科研的重要阵地之一，产学研

协同创新过程中离不开信息资源和服务的支

持。因此，高校图书馆可以说毫无疑问地也

是协同创新体关键的一员，“２０１１计划”的实
施也是高校图书馆在新时期建设和发展的重

要战略机遇。

３．１　组织创新建设
协同创新体从分散走向协同，其核心是

在协同中寻求自身发展的利益最大化。对高

校图书馆而言，国家级、区域级、校级协同创

新中心可以通过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联席

会议制度来解决跨部门、跨校、跨地区的协同

问题；采用目标协同分解、签署服务协议以及

第三方评估制度的方式来衡量绩效和利益分

配问题，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协同组织

形态。

３．２　信息资源建设
丰富的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协同知识管理

和知识服务的基础。图书馆必须紧紧围绕用

户需求，与内外部各类资源主体协同进行信

息资源建设。建设过程包括信息需求调研和

分析、构建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协同主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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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学科馆员、采访馆员、技术人员、资源

建设人员等，以及外部的用户、服务商、联盟

馆等。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是图书馆信息资

源建设的根本。

为了调查用户信息需求，高校图书馆应

主动融入科研、教学过程中，与用户建立长期

的、密切的互动协作关系。例如笔者所在的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所采取的方式是：一是

实施“学科馆员、选书专家组”协作的资源建

设模式，组织好对图书、期刊、数据库采购方

案的专家论证；组织召开馆藏建设与发展工

作研讨会，明确馆藏发展方针，优化各类文献

资源结构。二是“以读者需要为导向”的资

源建设模式，深入学院开展馆藏建设的调研，

根据实际需求制订采购计划；在外文图书采

选中与师生互动，与院系和书商合作；调研已

购电子资源的使用情况，给出反馈意见；做好

人文社科类、新增设专业学科、重点学科馆藏

的调研工作。

在充分了解用户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图

书馆要提出切实可行的信息资源保障方案。

笔者所在的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把文献保障

分析作为开展学科化服务的重要任务。其方

法是通过本校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期刊、发

表论文所引用的期刊以及目标机构所拥有的

资源状况，结合用户调查、文献传递需求特点

以及用户咨询的问题，分析研究资源保障的

范围和目标，并提出资源保障方案。根据用

户信息需求分析和保障方案，构建多维立体

的、动态协同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总之，图

书馆要充分调动用户、服务商、联盟馆等的合

作意识，发挥各个资源主体的优势力量，共同

构建能够满足高校协同创新需求的信息资源

保障体系。

３．３　构建知识协同平台
实施协同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除了传

统的文献信息服务模式外，更要利用各种先

进的协同技术构建知识管理和服务平台，为

图书馆、用户创造一个促进知识发现、组织、

交流、利用的网络环境。知识协同平台是由

计算机网络、工作系统、知识库、交互界面和

支撑技术等构成的一种协同环境或系统平

台［５］。通过这个平台，图书馆可以建立协同

工作的环境，实施协同管理，可以更好地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改善用户信息交流方式，提高

服务质量和效率，并通过互连、协作解决用户

问题，满足用户需求。知识协同平台的建设，

图书馆界已经在行动。

以笔者所在的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为

例：

（１）开发图书馆微信平台，方便用户查
询和获取信息。读者可以通过微信号 ｚｊｕｔｌｉｂ
或者二维码关注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图书

馆微信平台对绑定用户提供的服务主要有：

图书馆常用信息、最新消息、培训信息、存包

柜查询、借阅查询、馆藏查询等。

（２）改进图书馆朝晖校区存包柜系统，
使其支持浏览器查询。

（３）开发预约培训平台。
（４）承担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小和山

分中心的建设工作。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ＺＡＤＬ），
是在浙江省教育厅的领导下，由全省各高校

图书馆共同参与建成，是面向全省高校的数

字化文献保障服务体系。ＺＡＤＬ项目汇集全
省高校的文献、服务和专家资源。基于浙江

省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引进 ＳＣＯＰＵＳ等权
威数据库，自建特色资源，形成全省高校共享

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库，为读者提供各种

优质的服务。ＺＡＤＬ项目的总体思路是：依
托“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Ａ
ＬＩＳ）［６］和“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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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ＣＡＤＡＬ）［７］的建设成果，以系统化、数字
化的学术信息资源为基础，以先进的数字图

书馆技术为手段，以国家教育科研网（ＣＥＲ
ＮＥＴ）为依托，为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科研
和重点学科建设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文献

信息保障与服务，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设施。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作为小和

山分中心的主要承办单位，随着浙江省高校

数字图书馆一期建设基本结束，当前主要工

作转为运维管理。目前，二期建设工作已经

开始，协助完成了统一检索平台及云传递服

务与建设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并完成随书光

盘的建设计划以及预算申报。

参考文献

［１］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８－２０］．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０４／２４／ｃ＿

１２１３４１７９１．ｈｔｍ．

［２］　李文君．２０１１计划解读［Ｊ］．教育与职业，

２０１２，（７）：５０－５１．

［３］　郭菊娥，李圭泉．“２０１１计划”的目标追求及其

实现路径［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９）：１０７－１０９．

［４］　张　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

走向［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７）：１８－２１．

［５］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８－２０］．ｈｔｔｐ：／／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ｌｉｓ．ｅｄｕ．ｃｎ．

［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ｄａｌ．ｃｎ．

（责任编辑：陈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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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图工委网络数字化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年会顺利举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１日，浙江省高校
图工委网络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和浙江省图书

馆学会网络数字分委会举行了２０１３年年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２７所高校图书馆的４０余
位代表。

会议以“新技术新应用”为主题，就图书

馆新技术应用和发展进行了业务交流与探

讨。图工委副主任、宁波大学图书馆馆长刘

柏嵩以“移动应用、大数据、ＭＯＯＣ（在线教
育）”三个关键字为主线做了主题发言，他回

顾了２０１３年图书馆技术发展的热点，对今后
图书馆技术应用的前景以及可能对图书馆今

后发展产生的影响作了展望，同时提出了在

新技术快速发展的状况下图书馆如何发展的

思路。浙江理工大学、温州医学院、宁波大学

分别就学习共享空间建设、图书３Ｄ定位、大
数据在图书馆的应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

议还邀请了 ＨＰ（中国）公司、北京森图华睿
教育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就各自的最新产品做

了介绍，森图公司３６５管家软件（监测和统
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情况的专用软件）引

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并就此进行了互动交

流和探讨。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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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运行机制研究

邵海义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珠海　５１９０９０）

　　摘　要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高校图书馆虽然有充足的人才资源、
设备资源和信息资源体系，但因管理体制、服务意识、协调补偿机制等多种因素的限

制，各高校图书馆对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持谨慎态度，社会服务难以普及，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程度普遍较低。文章通过阐析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

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立足于高校图书馆资源优势，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提出广

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　运行机制

１　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意义

２００９年底，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该规划明确规

定：“全省图书馆资源将实现共享，各级展览

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逐步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１］。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９日广东省出台
了《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这是全

国第一部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

性地方法规，提供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立法的一种整体思路，具有较强的示范

意义，广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自此纳

入了统一的法制化轨道［２］。然而，目前来

看，对于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

建基本集中在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因此，

探索研究和完善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效运行机制，具有重

要的意义：

１．１　有效弥补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不足
作为目前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力

军，公共图书馆资源状况还远远不能满足社

会公众的需求，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信息资

源匮乏、馆员素质有待提高、阅读环境差、网

络化设施不通畅等问题。据２０１２年中国统
计年鉴统计，广东省拥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１３４个，资源总量５８９０万册，人均拥有公
共图书馆藏量０．５６册，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
２册的标准。广东省高校图书馆现有 １３４
所，仅馆藏纸质文献资源总量超过 ９８００万
册，数字资源总量更是丰富，包括网络数据

库、特色数据库、声像资源库，特色文献库等

资源［３］。充分地利用这部分资源，将极大地

推动省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进程。

１．２　为广东人民获取信息提供平等途径
在广东，公共图书馆赋予公民公平获取

信息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以广东

省公共图书馆目前的水平，远不能实现公民

平等的信息享受权利。高校图书馆作为社会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分担本

省公共文化服务的压力，在本地公共文化体

系建设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利用各自资源、

地域、高技术人才、服务手段等优势，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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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中，将有助于完善发展

广东省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将知识和文化

服务延伸到省内各个角落，引导和培养社会

读者主动寻找知识和信息的习惯，有效缓解

广东人民强烈的知识信息需求与短缺的资

源、设施、服务之间的矛盾，缩小社会公众在

获取和利用信息上的不平等差距。

１．３　强化高校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

部分，在满足本校教、学、研的前提下，合理利

用现有信息资源、服务设施和人才优势，通过

一定方式向社会、社区读者提供各种服务，满

足社会群体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这不

仅可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同时也体现了

图书馆的公共性、共享性和公益性，提高了本

校信息资源利用率，增强了城市和社区的文

化品位，有助于促进学校和社会的沟通，使图

书馆成为学校面向社会的窗口。

１．４　促进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可以

有效地促进高校和公共图书馆之间的联系和

协调。通过远程文献传递、在线咨询等手段

使得各馆不需要额外的付出也可以获得资

源，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所需要的文献

和服务。高校图书馆丰富的资源融入社会，

不仅能给公共图书馆极大的资源补充，同时

也成为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促进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

２　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现状分析

２．１　国外现状分析
１９６５年，美国联邦法的《高等教育法案》

第二章规定，凡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都有权享

受联邦政府的补助。因此，美国的大学图书

馆界有个共识：既然接受了来自国家的税金

补助，理应向全体国民开放［４］。大学图书馆

依托本校的资源，分担着社区发展的责任，并

为公众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耶鲁大学树立

了一种理念，要帮助纽黑文市（耶鲁大学所

在地）成为“人人读书的城市”［５］。德国大学

图书馆都具有向周围居民开放的外向型功

能，并承担着市图书馆或州图书馆的任务。

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被称为芬兰国家

图书馆，面向普通公众和研究人员开放。瑞

典著名的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敞开大门对公

众开放，校外读者无需出示证件即可进入馆

内阅读。在意大利，大学各学院的中心图书

馆对全社会开放，社会读者凭有效证件即可

进入馆内阅览图书和查阅文献。

综合上述，国外对于图书馆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主要体现在：（１）立法支持。很多的
大学图书馆同时承担着公共文化服务的职

能。德国、英国、丹麦等国图书馆法明确规

定，国立及大学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源典藏中

心馆必须积极参与到国内外的图书馆馆际互

借活动中来。（２）大学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范围广泛。对外开放服务对象不仅局限

在校园范围，同时还包括校友、市民、游客、访

问学者、其他高校师生、共享组织成员等。

（３）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模式，并与行业企业
等相关社会组织产生互动，各自形成了适合

其自身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通过信息资源

的整合、加工，产出有真正实用价值的数据

库，适当收费，进行成本补偿，促进图书馆的

运行，同时更好地服务社会。（４）国外各国
大学图书馆在社会化服务过程中，各自为政，

没有形成一套能成为标准和规范的运行机

制。

２．２　国内现状分析
国内对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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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在国外实践经验的助力和影响下，着

眼于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和问题的理性

分析，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改革与发展所做出

的理论上和对策上的回应。在相关的研究

中，我国学者作出了卓越的探索和不懈的努

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１９８５年，吉林
大学图书馆杨春元先生提出“大学图书馆应

该向社会开放”的观点。２００２年２月国家教
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

订）》，其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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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夏，武汉宣言指出：“图书馆是国家和
政府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

识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

位公民（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图书

馆义不容辞的责任”。２０１０年度衡水市社会
科学研究课题《高校图书馆与学习型社会建

设探索》（２０１０６６Ｂ）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创新
服务理念，拓宽服务领域，完善服务方式，将

服务延伸到“围墙”之外，提供面向社会各阶

层、各年龄段、各种职业的服务，提高文献利

用率，促进资源和服务的共享［６］；２０１１年度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

课题《高校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

服务深度研究》（２０１１０１１３３）提出，当前大学
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参与度并不高，

究其原因，可从参与意识、管理体制、政策资

金、服务模式等四方面来加以探讨。大学图

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有四种可行模

式，即向社会开放、走进社区、构筑联盟图书

馆的社会化服务平台、参与文化信息共享工

程等观点［７］。

通过以上综合分析，我国高校图书馆社

会化服务理论研究基本分为三个阶段：（１）
理论研究的初探阶段。构建起了一个研究平

台，营造了社会舆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

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２）理论研究全面
化、具体化。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随着实践的

发展，对以前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有效的补充

和拓展，研究走向全面化、具体化。（３）理论
研究全面化、深化。同时，许多实践中的问题

被暴露出来。高校图书馆在参与到公共文化

服务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不高；高校

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协调研究深

入不足；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环境中，高

校图书馆战略新举措缺乏较深入的研究；尤

其缺乏实证基础上的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

善。

３　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高校图书馆担负着重要的社会服务职

能，同时其所具有的人才优势、设备优势、信

息资源优势以及卓越的文化底蕴，使得高校

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必然能发挥出

其他社会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然而，从

近些年实际情况看，高校图书馆在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的过程中，态度谨慎，社会服务

职能无法充分发挥，参与程度普遍较低。可

以看到，影响高校图书馆积极参与公共文化

建设、向社会开放、发挥社会服务的职能的因

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资源、人才、经费等等

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高校图书馆的社会服务

职能，但机制缺失是最大障碍。一项工作若

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持续的推动力、健康积

极的凝聚力，归根到底要建立健全长效的运

行机制。建立健全长效的运行机制，充分地

调动高校图书馆的积极性，协调和扶持高校

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各种关系（图书

馆与公民、图书馆与社区、图书馆与企业、图

书馆与军营、图书馆与医院等等），合理统筹

高校图书馆的各种优势资源，适当补偿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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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

服务成本。为此，立足于广东省实际情况，调

查研究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资源保障机制、人员队

伍建设机制、成本补偿机制，最终形成广东高

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长

效运行机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信息，促

进出台相关地方法规；激发广东高校图书馆

积极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实现服务社

会的职能。

３．１　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

政府协调，立法支持，业务指导，统一规

划。可以有效地规避重复建设，充分发挥各

自比较优势和整体竞争力。广东省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在国内发展较快，但是还未形成充

满活力、高效率、开放创新、互利共赢的政府

支持、市场运作体系，在制度设计、监管措施

等方面仍要进一步加强，从政府层面加强统

筹、创新突破。

３．２　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资源保障机制

充分开放高校图书馆所具有丰厚的资

源，提供借阅、咨询、数据库的各项服务。同

时统筹规划配备各自资源体系，避免重复浪

费，形成自身优势馆藏、信息资源，合理利用

有限经费，产出最大化可利用资源。

３．３　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人员队伍建设机制

培养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知识水平高的

馆员队伍，才能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改变分配不

公，知识得不到尊重的现象，通过相关法规和

提升图书馆员的福利待遇等方面，将图书馆

员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建立激励约束机

制，通过奖励先进激发图书馆员竞争意识和

奋发向上的精神。

３．４　广东高校图书馆参与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成本补偿机制

建立政府支持和市场调节相互补充的成

本补偿机制，是高校图书馆深度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保障。不断提升自身

的信息知识服务能力，融入市场，走向社会，

和企业、个体信息需求者进行深层次互动，开

展有偿服务；广泛联系成功企业、人士，接受

社会捐赠；加入社团、联盟，增加获取信息知

识的免费渠道等等。有效弥补当前普遍存在

的经费不足，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服

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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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的学术影响力比较与分析


赵美娣　周云平　叶杭庆
（浙江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　选取了国内外２７所高校，检索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这１０年这些学校的论
文在ＳＳＣＩ、Ａ＆ＨＣＩ两个数据库中的收录、引用的相关数据，同时对不同学科的发文进
行统计分析，找出各学校的优势专题、特色专题，并就国内外高校的共性和特性进行

了比较和分析。相关数据表明：国内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处于快速增

长期，特别是商业经济方面的研究表现突出，但从发文看优势学科大多集中在心理学

及卫生、环境、计算机等理工交叉类学科上，人文学科相对较弱，各校研究特色体现不

明显。

关键词　高等学校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学科　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　数据库

　　随着全球化大环境的形成，人文社科领
域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体现了全球化趋势。

ＳＳＣＩ、Ａ＆ＨＣＩ收录论文的情况，虽然只能从
一个侧面反映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但它反

映了学术成果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和产生的影

响，可以说是学术国际化和影响力的重要指

标。本文通过对ＳＳＣＩ、Ａ＆ＨＣＩ两个数据库相
关数据的收集和统计，从文献信息学的角度

研究中外高校人文社科学科论文在这两个数

据库收录和引用的相关数据，分析比较不同

区域高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并对我国高校

人文社科领域国际学术影响力较低的情况进

行了一些分析。

１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国内高校选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９

所国内综合性大学。这些高校在国内都属于

实力较强、综合排名靠前的高校，同时体现了

文科较强的特点。国外高校的选择在参考

ＱＳ世界大学排名、ＱＳ亚洲大学排名、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大学排名等著名的高校排名系统的基

础上，最后选定１８所高校。其中港台高校和
亚洲的高校选取了排位最前的综合性高校和

文科强校。北美和英国等英语国家的样本，

考虑到国内以及亚洲高校与英语国家的顶尖

高校差距太大，可比性不高，所以主要瞄准国

内高校可以赶超或在某些方面可以赶超的目

标，选取了综合排名与国内高校接近并略高

的几所高校。选取的高校名单见表１。
分析的所有数据皆取自 ＳＳＣＩ和 Ａ＆ＨＣＩ

两个数据库，主要检索策略：考虑各高校名称

多种表达方式，用逻辑“或”在数据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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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组配，如北京大学，用“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或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或“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或“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在“地址”字段检索，并与出版年字段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用逻辑“和”组配，然后对检索
结果用数据库本身的精练功能，排除非北京

大学的论文，所有分析以该数据为准。按照

数据库的设置，如果一篇多作者的论文，作者

为不同机构的人员，将作者所在的所有机构

都重复统计，比如一篇２个作者的论文，作者
单位分别为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该论

文会同时统计进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

论文中。

表１　统计选取的高校列表

２０１０年ＱＳ

亚洲大学

排名

２０１１年ＱＳ

亚洲大学

排名

２０１０泰晤

士高等

教育排名

２０１１泰晤

士高等

教育排名

２００９美国

新闻与

世界报道

２０１０美国

新闻与

世界报道

美国西北大学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 －－ ３２ ２５ ３３ ２６

波士顿大学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 ５４ ５９ ４６ ６４

布朗大学Ｂｒｏｗ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 ８０ ２３ ５９ ５５

爱丁堡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 －－ －－ ２０ ４０ ２３ ２２

诺丁汉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ｔｉｎｇ
ｈａｍ －－ －－ ９１ １７４ ８６ ７３

阿尔伯塔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
ｂｅｒｔａ －－ －－ ５９ １２７ ７４ ７８

蒙特利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ｏｎｔ
ｒｅａｌ １０７ １３８ １０７ １３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 １７ ４３ １６ ２０

东京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ｋｙｏ ５ ４ ２２ ２６ １９ ２４

京都大学Ｋｙｏ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 ７ ２５ ５７ ２５ ２５

首尔大学Ｓｅｏｕ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７ ６ ４７ １０９ ４７ ５０

新加坡国立大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３ ３ ３０ ３４ ３０ ３１

香港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１ ２ ２６ ２１ ２６ ２３

香港中文大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４ ５ ４６ －－ ４２ ４２

香港科技大学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１ ３５ ４１ ３９ ４０

台湾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ｉｗａ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２１ ２１ ９５ １１５ ９５ ９４

台湾清华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４ ３１ －－ １０７ ２２３ １９６

成功大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ｅｎｇＫｕｎｇ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１ ３２ －－ －－ －－ －－

北京大学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 １３ ５２ ３７ ５０ ４７

清华大学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６ １６ ４９ ５８ ５６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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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ＱＳ

亚洲大学

排名

２０１１年ＱＳ

亚洲大学

排名

２０１０泰晤

士高等

教育排名

２０１１泰晤

士高等

教育排名

２００９美国

新闻与

世界报道

２０１０美国

新闻与

世界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９ ６４ －－ －－ －－ －－

浙江大学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２ ２７ －－ １９７ －－ ２１８

复旦大学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４ ２１ １０３ －－ １０３ １０５

南京大学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７ ２９ １６８ １２０ １６８ １７７

上海交通大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４ ３３ １５３ －－ １５３ １５１

中山大学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中国人民大学 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 １２５ －－ －－ －－ －－

２　基本数据分析
表２是本研究所选择的高校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这１０年间被ＳＳＣＩ、Ａ—ＨＣＩ收录的论
文量统计数据，下文将从收录论文量、被引情

况和Ｈ指数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２．１　收录文献量的比较

从所选取的国内９所大学的发文量数据
看，北京大学的总收录文献数最高，北京师范

大学、清华大学分列第二和第三。该排位与

ＳＳＣＩ发文量的排名完全相同，但与 Ａ＆ＨＣＩ
发文量则有较大不同。Ａ＆ＨＣＩ发文量的排
位，北大、清华、浙大居前三，接下来分别为南

大、人大、北师大、中大、复旦、上交大，北师大

从总排名的第二落到第六。可见南大、人大

在人文学科方面优势比较明显，同时也说明，

我国高校总体上在人文类学科上发文都比较

少，其排名的变化不足以改变总排名。

比较收录文献的数量，美国和英国的高

校优势明显，即使没有选择顶尖高校，还是在

数量上遥遥领先。总体上，英语国家都占有

一定优势，国内高校与之相比，差距非常大。

总发文量上，最高的美国西北大学１０年间共
有９２０３篇文献被收录，在所选的美、英、加、

澳等国的高校中，发文量最低的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也有５７２９篇，比国内高校发文量最高
的北京大学高３倍以上。紧接其后的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其官方

语言也是英语，所以也有较多的文献被收录。

如果对非英语国家高校的发文量进行比

较，在所选取的样本中除国内的９个高校外，
还有东京大学、台湾大学、京都大学、首尔大

学、成功大学、台湾清华大学。这些学校中，

国内高校仅北京大学在发文量比较靠前，在

东京大学、台湾大学之后列第三。

从 ＳＳＣＩ、Ａ＆ＨＣＩ两个数据库的文献量
看，所有高校都是 ＳＳＣＩ文献所占比例更高，
其中１５个学校ＳＳＣＩ文献所占比例达９０％以
上，９个学校 ＳＳＣＩ文献所占比例在 ８０％以
上。仅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南京大学

ＳＳＣＩ文献所占比例低于 ８０％，分别为 ６７．
０８％、７７．６６％和 ７３．２３％，可见这几个学校
在人文学科上的优势明显。

我们选取了１０年的数据，所以当分析历
年的文献情况时可见，中国高校１０年间文献
增长率都非常高，其中浙大２００１年仅有论文
２篇，是所选国内高校中当年发文量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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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１０年文献增长率达到了６６００％。更能反
映文献增长情况的可能是后５年增长率，总
体上看，国内高校的增长率都高于亚洲和世

界其他高校，其中后５年增长率最高的上海
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在６００％以上，亚
洲高校中成功大学的２４１％也是比较高的。
国外大多数高校都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

其被收录文献量的增长基本上与数据库容量

的增长同步，而国内高校１０年内则经历了一
个高速发展的过程。这个数据也说明，国内

高校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都在向国际化的方

向发展，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将逐渐缩

小与亚洲其他高校间的差距。但不可否认，

受到语言、收录期刊、研究领域等方面的影

响，非英语国家的高校与欧美等英语国家相

比，这个距离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

表２　各高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论文基本数据（按Ｈ指数排序）

ＳＳＣＩ

发文量

Ａ＆ＨＣＩ

发文量

（排序）

总发文量

（排序）

后５年

增长

（％）

１０年

增长

（％）

总被引

频次

（排序）

篇均引用

次数

（排序）

Ｈ指数

美国西北大学 ７７９３ １８８７（３） ９２０３（１） ４９ ５０ ８８４８９（１） ９．６２（４） １０３

波士顿大学 ７３４２ １７８８（４） ８７９１（２） ２２ ４９ ８７８５７（２） ９．９９（３） １０１

布朗大学 ５７０４ １６７４（５） ７０１４（５） ２６ ４８ ７２０７６（３） １０．２８（１） ９１

阿尔伯塔大学 ５４３５ １６４０（６） ６７６９（６） ４７ ７１ ４４７３７（４） ６．６１（７） ７２

蒙特利尔大学 ４８２１ １１７５（８） ５７９０（７） ２３ ６６ ４２１８７（５） ７．２９（５） ７１

爱丁堡大学 ５０７３ ３１１１（１） ７５６３（３） ２８ ６７ ４０１９９（６） ５．３２（１３） ６７

诺丁汉大学 ５５５１ １９５３（２） ７１４８（４） ４９ １０３ ３８２７４（７） ５．３５（１１） ６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４９１３ １２０１（７） ５７２９（８） ４０ １０４ ２９８９０（８） ５．２２（１５） ５７

香港中文大学 ３７９２ ２９８（１１） ４０１３（９） ７９ １０３ ２８７６８（９） ７．１７（６） ５７

香港大学 ３７１９ ３７４（１０） ３９４６（１０） ８７ １６８ ２５９８９（１０） ６．５９（８） ５４

新加坡国立大学 ３５６５ ５８４（９） ３９４１（１１） ９３ １５８ ２１０９７（１１） ５．３５（１２） ５１

香港科技大学 １２６０ ４９（２３） １２９３（１７） ４６ ９ １３０５９（１３） １０．１（２） ４９

东京大学 ２５９５ ２４１（１２） ２７５７（１２） ６６ １８６ １３９３６（１２） ５．０５（１６） ４３

京都大学 １７２９ １４３（１５） １８１９（１５） ５２ １０４ １０４４５（１５） ５．７４（１０） ４３

北京大学 １６７５ ２０４（１４） １８４０（１４） １７６ ７４１ １０６４８（１４） ５．７９（９） ４１

首尔大学 １６５４ ２３２（１３） １７９１（１６） １５３ ４２８ ９４１２（１７） ５．２６（１４） ３９

台湾大学 ２０１６ １３４（１６） ２１００（１３） １１９ ４５４ １０２９（１６） ４．９（１８） ３４

北京师范大学 ９９２ ５８（２２） １０２８（１９） １１１ ８５０ ４０９６（１９） ３．９８（２２）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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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ＣＩ

发文量

Ａ＆ＨＣＩ

发文量

（排序）

总发文量

（排序）

后５年

增长

（％）

１０年

增长

（％）

总被引

频次

（排序）

篇均引用

次数

（排序）

Ｈ指数

成功大学 １１９２ ３４（２６） １２１４（１８） ２４１ ５０４ ５６７２（１８） ４．６７（１９） ２７

清华大学 ７８１ １３１（１７） ８８５（２０） ２０３ １４３６ ３４６３（２０） ３．９１（２３） ２３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８０ ２０（２７） ３９８（２５） ６３７ ２７００ １９７６（２２） ４．９６（１７） ２２

复旦大学 ４８５ ４０（２５） ５１８（２２） ３２２ １４２０ ２１０４（２１） ４．０６（２１） ２１

南京大学 １８６ ７７（１９） ２５４（２７） ２９４ ９１４ １０８７（２６） ４．２８（２０） ２０

中山大学 ４１８ ４２（２４） ４５１（２３） ３１４ ２３００ １６３３（２４） ３．６２（２５） １８

台湾清华大学 ４０２ ７３（２０） ４４５（２４） １４４ ３３７ １７０２（２３） ３．８２（２４） １７

浙江大学 ５１６ １０３（１８） ６０１（２１） ３１９ ６６００ １４０９（２５） ２．３４（２６） １５

中国人民大学 ３０６ ６３（２１） ３６６（２６） ６１４ ２４００ ７２６（２７） １．９８（２７） １２

２．２　被引和Ｈ指数的比较
一般而言，一篇论文被引次数多，表明该

文的影响力大，质量也相对较高。目前许多

评价体系把引文数据作为评价论文、期刊和

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据，这个

指标在科技领域已经越来越被重视。当然，

人文社科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被引次数

的多少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是篇均引

用次数，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一个学校论文的

总体水平。不过，各所大学由于优势学科不

同，而不同学科领域之间是存在引文差异的，

另外，各所大学发表论文的时间分布不同，早

期发表论文比例相对较大的学校，篇均引文

也会高一些，本文在数据处理中未对这些因

素作更细的分析。而ｈ指数则从另一角度评
价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可以规避一些极端现

象。

在国内各高校中，北大的总被引频次和

篇均被引次数均为最高，而在篇均引用次数

上，上交大异军突起，以４．９６位居第二。各
校的被引频次和发文量的排序有较大的变

化，特别是篇均被引次数。从学科的特点看，

文科领域引文的评价作用和准确性远远低于

自然科学领域。被引较多的论文不一定是质

量高或影响力大的，可能一些综述型、介绍

型、调研型、数据型的论文会有较高的引用

率。但不管怎样，它仍从某种角度反映了论

文的影响力。用作高校的评价体系中，统计

年限越长，其误差相对减少，特别是篇均引文

量，由于排除了收录文献量大对总引文量的

影响，更能客观反映出一个学校论文的影响

力。

Ｈ指数则是一种评价学术成就的新方
法。由美国物理学家Ｈｉｒｓｃｈ于２００５年提出，
很快被用于期刊、研究团队、大学、科研院所、

学科、国家、基金等不同领域。一名科研人员

的Ｈ指数是指他至多有 Ｈ篇论文分别被引
用了至少 Ｈ次。Ｈ指数主要是一个影响力
判定参数，其特点是关注科学家发表了多少

有影响力的论文。因此，若你的研究没有一

定的质量，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和交流，无论

你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无法获得一个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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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指数。一般认为 Ｈ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
反映一个人或一个团队的学术成就，也从某

种程度上避免了少量论文的数据影响整体数

据的情况发生，同时兼顾了论文的数量和被

引情况。国内９所高校 Ｈ指数的排名为北
大、北师大、清华、上交大、复旦、南大、中大、

浙大、人大。

当我们比较国内外各校的被引频次和Ｈ
指数的相关数据，可见国外的高校总被引频

次与总发文量之间的差别更大，布朗大学、阿

尔伯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在被引频次上的

排名前移了２位。但总被引频次的排名与Ｈ
指数的排名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发文增长

率较高的学校在被引的排名上会有所下降，

可见论文从发表到被引有一定的时差。再看

篇均被引次数这个指标，比较高的有布朗大

学、香港科技大学、波士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

学，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因为该指标较高而

拉动了Ｈ指数的上升。

３　基于相关学科的分析
把 ＳＳＣＩ、Ａ＆ＨＣＩ两个数据库论文的收

录、引用等情况作为一个学校人文社科学科

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指标，虽然有一个相

对明确的标准，但由于该两个数据库本身的

特点，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这两个数

据库特别是ＳＳＣＩ收录了相当多的交叉学科，
如卫生保健、环境科学、交通运输、计算机科

学、人类学、生物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工程、

数学等等，部分期刊本身就是 ＳＣＩ和 ＳＳＣＩ同
时收录的。这些领域的论文，往往是理工类

专业的学者所撰写，并不能完全反映该校人

文社科学科的水平。所以，本文更关注从学

科的角度来分析选定高校的相关情况。

３．１　国内高校基本概况
从各校数据中找出每个学校发文最多的

前１０个主题作为优势专题，分析各校优势专

题的特点，找到一些共性和特性的专题。

（第十个主题如果并列的话，该校的优势专

题可能大于１０）。国内高校中选出的优势学
科共有２８个，其分布如下：

同为９个高校优势专题的有：商业经济、
环境科学生态学、心理学。

同为５个以上高校的优势专题有：计算
机科学、数学、运筹学管理科学、公共环境职

业健康、神经科学与神经内科、工程。

有１０个专题仅被１个高校列为优势主
题，它们是人类学、行为科学、教育研究、能源

燃料、国际关系、社会科学的数学方法、生理

学、宗教、其它社会科学、社会学。

如果我们把仅有１到２个高校列入优势
主题的专题作为该校的特色主题的话，各校

的基本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的特色专题有亚洲研究、卫生

保健科学服务、哲学；清华大学的特色专题有

能源燃料、社会科学的数学方法；复旦大学的

特色专题有政府法律、卫生保健科学服务、国

际关系；南京大学的特色专题有地理学、语言

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特色专题有亚洲研究、政

府法律、哲学，宗教；中山大学的特色专题有

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特

色专题有行为科学、教育研究、语言学、生理

学、其它社会科学。

特色专题应该是各校的优势学科领域中

最值得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领域，如北京师范

大学的教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政府法律、

哲学和宗教，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等等。在

所选的９个国内高校中，浙江大学和上海交
通大学没有自己的特色专题。这也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方面。这３所学校恰好正是理工科
背景较强的高校，尽管这几年这些学校在文

科建设上作了很多努力，但文科建设并非短

时间能有突破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而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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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时间的积累。不过这其实也给这些高校

创造了机遇，即找准方向重点培育自己的特

色学科。当然这些高校怎样找到自己的研究

特色是值得思考的，如何在做大做强的同时

找到一个能体现自己特色的目标，也许它们

在理工农医等学科上的优势将有助于一些交

叉学科领域的突破。

分析优势主题的学科特点我们发现，在

高发文的领域中仅商业经济是相对典型的社

会科学领域，另外几个如环境科学生态学、心

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运筹学管理科学、公

共环境职业健康、神经科学与神经内科、工程

等都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

可见各校自然科学对ＳＳＣＩ、Ａ＆ＨＣＩ两个数据
库论文的收录文献量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

是有医学、心理学相关专业的学校，在这些专

题上的论文量占了比较大的比重。

３．２　其他亚洲高校的基本情况
当我们对其他亚洲高校的优势专题作一

排列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它们与国内

高校在优势学科的分布上有许多共同点。同

为１０个高校优势专题的有：商业经济、心理
学；同为６个以上高校的优势专题有：计算机
科学、公共环境职业健康、精神病学、工程。

在选出的２７个优势主题中，有２０个是与国
内高校的优势主题相同的。同样，各校自然

科学对ＳＳＣＩ、Ａ＆ＨＣＩ两个数据库论文的收录
文献量的贡献也很大，其中与医学、心理学、

环境科学相关的主题占了很大比重。

不过，当我们看仅有１到２个高校列入
优势主题的专题时，仍可见各校的特色主题

还是体现了一定的学校优势所在：东京大学

的特色专题有人类学、进化生物学；京都大学

的特色专题有人类学、行为科学、进化生物

学、动物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特色专题有区

域研究、亚洲研究、地理学；香港大学的特色

专题有语言学；香港科技大学的特色专题有

区域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社会科学的数学

方法、交通运输；台湾清华大学的特色专题有

图书馆学情报学、语言学、公共管理；成功大

学的特色专题有交通运输。其中有些学校的

特色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如东京大学的

生物进化类主题、京都大学的生物学领域、新

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区域研究等等。在所选

的１０个亚洲高校中，首尔大学、台湾大学和
香港中文大学没有自己的特色专题。

３．３　世界其他高校基本概况
世界其他高校的优势专题，与国内高校

在优势学科的分布上也有共同点。同为所有

８个高校优势专题的有商业经济和心理学，
但历史、公共环境职业健康也是所有８个高
校的优势专题，另外文学、精神病学有７个高
校是优势专题，同为５个以上高校的优势专
题有：卫生保健科学服务、神经科学与神经内

科、其它社会科学。世界其他高校选出的优

势主题总共只有２１个，学科相对集中，其中
有１５个是与国内高校的优势主题相同的。
同样，自然科学对 ＳＳＣＩ、Ａ＆ＨＣＩ两个数据库
论文的收录文献量的贡献也很大。但历史、

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在这些学校的研究都比

较强，社科领域的法律、其他社会科学也是多

个高校研究的优势学科。

在仅有１到２个高校列入优势主题的专
题中，学校特色更加明显，如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的区域研究、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国际关

系；诺丁汉大学的其它艺术人文和教育研究；

阿尔伯塔大学的护理学；爱丁堡大学的宗教；

布朗大学的物质滥用，都为仅一个学校才有

的优势专题。在所选的８个高校中，所有学
校都有自己的特色专题（仅有１到２个高校
列入优势主题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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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校优势学科统计（典型人文社科类学科）

人
类
学

区
域
研
究

其
它
艺
术
人
文

亚
洲
研
究

行
为
科
学

商
业
经
济

教
育

教
育
研
究

政
府
法
律

历
史

图
书
馆
学
情
报
学

国
际
关
系

语
言
学

文
学

运
筹
学
管
理
科
学

哲
学

公
共
管
理

宗
教

其
它
社
会
科
学

社
会
学

美国西北大学 ３５７ １５４４ ８６８４２３ ３６０ ３５４

波士顿大学 ８１５ ５３６４３２ ４０５

爱丁堡大学 ４６８ ７５８ ４１８３９３ ６８５３１３

诺丁汉大学 ２７４ １５０２３２８３２５４７１ ４２８ ３８２

布朗大学 ３９４ ４１１ ４１１

阿尔伯塔大学 ７４９ ３０８ ６２９ ３９６

蒙特利尔大学 ５０５ ２２８ ２７２３４９ ２０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４７９３９１ １０８９ ４９２３１８ ２２２

香港中文大学 ７８８１７２ １３７

香港大学 ５５２２９２ ２２２ １５５

新加坡国立大学 ３３１ １６６ １０９５ １７４ １８６

东京大学 １８９ ４１４ １２７

台湾大学 ５６２

北京大学 ７１ ４５１ ５３

京都大学 ２４８ １１１２６８

首尔大学 ４１５ ７１

香港科技大学 １００ ６８１ ４４ １８８

成功大学 ２７７ ８４ １６８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 ３８ ６２ ２１ ２６

清华大学 ２５７ ４４ ７７

浙江大学 １０９ ２７ ３９

复旦大学 １３３ ２２ ２８ ２６ ３０

中山大学 ３５ ６７ ２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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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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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其
它
艺
术
人
文

亚
洲
研
究

行
为
科
学

商
业
经
济

教
育

教
育
研
究

政
府
法
律

历
史

图
书
馆
学
情
报
学

国
际
关
系

语
言
学

文
学

运
筹
学
管
理
科
学

哲
学

公
共
管
理

宗
教

其
它
社
会
科
学

社
会
学

台湾清华大学 １４７ ２９ １３ ４９ ５７ １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９５ １９ ４６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２ １２１ １８ １６ １３ ２５ １４

南京大学 ４２ １３ １５ ３６ ２４

表４　各校优势学科统计（科技与社科交叉学科）

计
算
机
科
学

能
源
燃
料

工
程

环
境
科
学
生
态
学

进
化
生
物
学

地
理
学

老
年
医
学

老
年
学

卫
生
保
健
科
学
服
务

社
会
科
学
的
数
学
方
法

数
学

神
经
科
学

护
理

生
理
学

精
神
病
学

心
理
学

公
共
环
境
职
业
健
康

物
质
滥
用

交
通
运
输

动
物
学

美国西北大学 ３６９ ５５１ １７８６４１６

波士顿大学 ４５５４４８ ５５５ ７８０１７９２７８１

爱丁堡大学 ３０２ ４２３１０６９４１５

诺丁汉大学 ４９９９１６４１８

布朗大学 ３６７２７４ ４１８ ９５３１７０２６３２４３４

阿尔伯塔大学 ４５１ ２９７３３４ ２９４１１２２６０３

蒙特利尔大学 ２３４ ７２８ ６１２１３７６５４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２３０ ２３９５４２２４８

香港中文大学 １８７１７０ １５１ ２９１ ３４５１０２０２３２

香港大学 １４７１７６ １７８ ３３７８９８１９０

新加坡国立大学 １９７ １７０２１６ ２８７ ３２６

东京大学 １２６１６８ １３０ ２３１ １８８６１８１７８

台湾大学 １０４ ９０ ９１ １４４ ９１ １１８ １２０３４７１３９

北京大学 １０１ ７１ ７３ １２７ １１６４６１ ５８

京都大学 ８３ ２２８ ８３ １１８ ４９３ ７４ １２１

３２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１期）



计
算
机
科
学

能
源
燃
料

工
程

环
境
科
学
生
态
学

进
化
生
物
学

地
理
学

老
年
医
学

老
年
学

卫
生
保
健
科
学
服
务

社
会
科
学
的
数
学
方
法

数
学

神
经
科
学

护
理

生
理
学

精
神
病
学

心
理
学

公
共
环
境
职
业
健
康

物
质
滥
用

交
通
运
输

动
物
学

首尔大学 ８９ ８５ ９５ １３０ ８８ ２２７１８８１０３

香港科技大学 ８０ １５５ ５８ ７０ １４９ ９５

成功大学 １７２ ２２１ ７５ ８７ １４０ ６２ ６９

北京师范大学 ４８ １２７ ２９ ６３０ ４２

清华大学 １２２ ５３ １６５ ７８ ４６ ５５ ７２

浙江大学 ３７ ２９ ３２ ２２ ２２ １８５ ２２

复旦大学 ３７ ２５ ２２ ５０ ３４ ５３

中山大学 ２９ ２１ ２６ ２５ ２１ ２９ １１６

台湾清华大学 ６１ ９４ １７ ５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６ ５４ １９ ２０ ２３ ６３ ４１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７ １７ ７０

南京大学 ２１ ２１ ３２ １２ １３ １２

３．４　相关分析
应该看到，从发文量来判断优势学科是

有一定偏差的，因为不同专题的期刊被数据

库收录的论文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也是为

什么高发文的学科在国内、亚洲和世界都有

相对类似的情况。我们提取了最近一年被

ＩＳＩ收录最多论文的期刊，列出其中年发文在
２５０篇以上的期刊，发现其所属主题与各校
高发文主题有很大的一致性。其中与经济、

管理相关和与护理、卫生、健康相关的期刊各

有７种，与心理学和环境相关期刊各有４中，
另有３种精神病学的期刊，２种人类学的期

刊。年发文最多的期刊信息见表５。
此外，每种主题的专题数和期刊数的差

别更大，如心理学相关的专题有１１个，共有
相关期刊约８００种以上；商业和经济相关的
专题有５个，共有期刊约７００种以上；而语言
学相关专题只有１个，收录期刊１４４种；法律
类相关专题也是１个，收录期刊１３３种；人类
学和人口学涉及的相关专题２个，收录的期
刊只有１００种。所以说，大多数共性的高发
文专题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收录期刊较多而

且论文数也多的专题。

４２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１期）



表５　年发文量最多的期刊列表

刊名 学科或专题 年发文量

１ 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７９１

２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４８５

３ Ａ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５９

４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４５８

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４０４

６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３７２

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 Ｎｕｒｓｉｎｇ ３６８

８ 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ｕ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３５５

９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ａｕｄｅＣｏｌｅｔｉｖａ 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３４８

１０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３４６

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３６

１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３３０

１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３０

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３２７

１５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３

１６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９８

１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９８

１８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２８６

１９ Ｈｅａｌｔｈ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８４

２０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２８４

２１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２８１

２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７７

２３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７０

２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６７

２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２６４

２６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６３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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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学科或专题 年发文量

２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ｕｒｓｉｎｇ Ｎｕｒｓｉｎｇ ２６０

２８ Ｆｏｒｂｅ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５４

　　如果剔除医药卫生、心理学、环境、生物、
计算机等更多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或交

叉研究的论文来看，典型的人文社科类主题

的论文以及影响应该更能反映一个学校的真

实水平，但论文的甄选太困难，所以我们只能

仍然通过各校优势主题的情况以反映其中的

一个侧面。此时我们发现国内和亚洲的高校

在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上几乎很少有

优势，但欧美的高校却优势明显，其中欧洲两

个学校更加明显。

除了商业和经济这个所有高校都列入优

势主题的学科以外，我们看一下各校在人文

社科其他较典型学科方面的优势情况。国内

高校，北大有哲学；清华有文学；复旦有政府

法律、国际关系；南大有语言学、文学；人民大

学有政府法律、哲学、文学、宗教；中山大学有

社会学；北师大有教育、语言学、社科其他；浙

大有文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清华和浙大，

这两个理工科为主要学科背景的高校却是文

学成为典型的优势学科且发文还不少，应该

说，这种情况与学校本身的研究实力和优势

学科是不太一致的。当然，我们应该为这样

的优势感到高兴，但从学校的角度，学科的角

度，还应该更深入地分析相关情况。

再分析一下特色学科的情况，与世界其

他高校相比，可以发现国内高校的特色学科

其实仍表现很弱，与欧美高校的差距十分明

显。如国际关系这个主题同为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特色主题，但前者在该主

题１０年内共发文２２２篇，而后者却只有２６
篇；宗教主题同为爱丁堡大学和中国人民大

学的特色主题，前者在该主题１０年内共发文

６８５篇，而后者却只有１４篇。此外，如法律、
图书馆学、社会学、教育、公共管理等主题，即

便已然是国内高校的优势学科或特色学科，

却都是１０年间发文总量不足百篇，并没体现
明显的研究优势。

比较而言，国外高校在特色专题上的优

势却非常显著，如诺丁汉大学在“其他艺术

人文”主题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京东大学

和东京大学的人类学主题；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区域

研究的主题；布朗大学、蒙特利尔大学、香港

大学的语言学主题等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优

势，发文皆在百篇以上。

４　结语
国内高校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都在向国

际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影响力处于快速增长

期，特别是商业经济方面的研究表现突出，继

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将逐渐缩小与亚洲

其他高校间的差距，但与英语国家特别是欧

美高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发文看，国内

高校的优势学科大多集中在心理学及卫生、

环境、计算机等理工交叉类学科上，人文学科

相对较弱，各校研究特色体现不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基

本上局限在国内，大量的论文发表在国内期

刊上，中国作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没有什

么影响，中国作者的声音在国际上很弱。从

国内各高校论文被 ＳＳＣＩ、ＡＨＣＩ收录的情况

看，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人

文类的成果更少。但是，要想在国际学术界

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增强 （下转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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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方文献建设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兴化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谈

何晓冬

（兴化市图书馆　兴化　２２５７００）

　　摘　要　地方文献资源是公共图书馆办馆特色的体现。文章结合兴化市图书馆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探索实践，就地方文献的采集、服务平台的架构，以及对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地方文献　服务平台　特色资源

　　公共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是
在新形势下求生存、谋发展的一条创新之路，

而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是公共图书馆建立

特色文献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公

共图书馆在当地文献信息服务体系中处于独

特地位的重要举措之一。兴化市图书馆从

１９９３年起，持续开展地方文献征集，注重对
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笔者结合我馆的工

作实践，与广大图书馆同仁一起探讨地方文

献工作如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１　建立地方文献采集体系
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始于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初。当时，为了“纪念板桥、宣传兴
化”，我市举办了首届“中国·兴化郑板桥艺

术节”。为配合参与全市这一重大宣传活

动，我们产生了征集地籍名家学者著作举办

展览的构想。在艺术节上，我馆的“兴化籍

名家学者著作成果展”吸引了４３００多名参观
者的目光，不少嘉宾、领导在留言簿上对“书

展”留下赞美之词。“书展”收到地籍人士惠

赠书籍２３８册，展出了８７位古今兴化名人学
者部分著作成果。“书展”活动是我馆加强

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开端。为了建立地方文

献采集体系，并将此项工作常态化，我们采取

了以下几项措施：

１．１　制定规章制度，促进工作规范、标准
我馆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

例”、“地方文献工作管理办法”。规定凡与

本馆建立长期缴送和征集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都要列入“兴化市地方文献作者名录”，详细

地列出单位名称及个人的出生年月、联系方

式、研究方向、著述成果等信息，并随时记录

缴送情况，避免漏采或重采。在馆编“兴化

地籍人士通讯录”的基础上，２０００年，配合相
关部门编印了《天南海北兴化人》一书，书中

介绍了兴化地籍人士３６４位，是原通讯录人
数的３倍，扩大了信息源。这些年来，兴化籍
在外人士关爱家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惠赠

个人著作及相关书籍２０００多册。兴化籍学
者、省委党史办离休干部朱大礼先生曾赠送

我馆本人撰写的《史海拾贝》等书，２０１２年５
月，又惠赠珍藏多年的书籍４００多册，其中有
一套全省各县市党的组织史资料丛书，具有

较高历史价值。

１．２　明确分管馆长，设立专职部门和人员
馆内由一名副馆长分工负责特色文献采

集工作，委派文化素质高、事业心及责任心

强，又能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同志专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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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并落实到年度工作目标中。同时，调节专

项经费，变被动征集为主动收集，要求工作人

员做到“三勤”：腿勤、口勤、脑子勤。

１．３　借助学术团体，建设信息员队伍
地方作者具有个体分散的特点，但他们

往往会集合在一些机构和团体中，比如文联、

作协、科协、美协、摄影家协会等，我馆请这些

学术团体和业务办公室代发征集倡议书和征

集函，以引起作者的注意。同时聘请相关部

门人员、地方文史爱好者、社会名流等为“名

誉馆员”，请求他们提供政府、部门及个人地

方文献资料的出版和珍藏信息，帮助收集特

色文献资源。

１．４　争取政府支持，形成地方文献递送制度
我馆多渠道向各级领导汇报情况，征得

他们的重视和支持，取得了政府、宣传部门、

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等单位的共识。为

此，政府专门下发了地方文献征集意见，要求

对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予以支持，各部门的

出版物须向图书馆实现递送。副市长马雅斐

视察、检查我馆工作时，亦特意将友人赠送的

《中国民俗文化博览（１－４卷）》转赠我馆。
１．５　倡议信息互通，实现区域重复文献交换

包含兴化在内的泰州地区，区域内经济

文化相对接近，各公共图书馆都有收集地方

文献的责任，彼此互通信息，访求赠送，共同

充实馆藏。近年来，由于我馆征集地方文献

的工作全面开展中，难免会收到很多重复的

文献，有的能有１０多册复本，本馆规定每种
地方文献最多整理５册，其余的留作交换用。
一些高质量的地方出版物，如《高谷年谱》、

《泰州历代名人》、《泰州统计年鉴》等文献均

为我馆对外交流互换所得。

２　架构地方文献服务平台的探索
文献的采集和利用是图书馆工作的两大

部分，共同构成图书馆业务工作体系的主体。

文献的采集，是信息的输入，是图书馆工作的

基础；文献的利用，是信息的输出，是图书馆

工作的目的。在地方文献采集体系建立以

后，我们着眼于地方文献的利用。为此，我们

做了三个平台的建设。

２．１　展示平台的建设———建立“地籍人士
著作成果陈列室”，开辟“兴化报廊”

在首届郑板桥艺术节“书展”活动后，我

们利用“书展”及馆藏资源，建立了“地籍人

士著作成果陈列室”。该室展牌图文并茂，

藏品逐年增加，成为返乡人士来馆必看之处。

２００６年，兴化籍学者、原广州市新闻出版局
局长、广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解聘

如先生来馆参观后，十分高兴，并现场惠赠新

作《人与人生》。同时，我们在市中心闹市

区，开辟“兴化报廊”，橱窗长５０多米，近８０
平米的展出空间。平时提供市民阅报，定期

按年份、按专题、按著者在报廊展出我馆征集

到的地方文献。比如２００３年的“自古先贤有
遗风，兴化学人著述多”地籍人士作品会展，

２００５年的“朱大礼先生捐赠展”。２００７年的
“解聘如及顾一平作品展”等。“兴化报廊”

现已成为我市文化宣传阵地一大亮点。

２．２　宣讲平台的建设———开辟“昭阳讲坛”
为挖掘和保护历史人文资源，充实特色

馆藏，提供特色服务，２００４年，我馆成立了
“楚阳文化服务部”。该服务部成员为社会

文史研究爱好者，其任务是帮助我馆搜集、研

究、开发和利用地方特色文献资源，并将研究

成果通过“昭阳讲坛”予以宣讲。服务部成

员通过实地考察、走访，结合馆藏资料，先后

撰写了“昭阳十二景”、“儒学街史话”、“兴化

寺庙摭拾”等１００多篇文章，发表在《扬子晚
报》、《泰州日报》、《兴化报》、《文化兴化》、

《楚风》和兴化政府网站等媒体上，有的传至

台胞侨胞那里，他们还来电来函索取。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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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既充实了特色馆藏资源，也丰富了“昭

阳讲坛”宣讲内容。服务部成员还利用馆藏

文史资料，深入城乡街道村落，发现文物２０
多处。“昭阳讲坛”已成为我馆特色服务的

一个品牌，常年深入社区、乡镇、学校、军营，

至今已举办４１场；也曾作客省电视台教育频
道、泰州电视台“凤城河讲坛”宣讲，馆藏地

方文献资源成为“昭阳讲坛”宣讲的一道“主

菜”。

２．３　联络平台的建设———成立“兴化市姓
氏文化联谊会”

楚阳文化服务部成立后，有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向民间收集家谱。经过广泛社会调

查，通过多条渠道，共征集到“吴氏家谱”、

“徐氏家谱”、“立鹤堂解氏家谱”等２０多种
谱牒，有明崇祯宰相吴繰家谱，有明初巨富沈

高（万三）家谱等珍贵史料。泰州电视台“珍

藏泰州”栏目拍摄我馆率先开展家谱收藏、

研究与服务工作的专题片，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反响，吸引了海内外姓氏谱牒研究爱好

者及相关联谊会、研究会前来咨询和交流。

为了更好地开展家谱这一特色文献的采

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百姓修谱、为

海内外同胞寻根认祖服务，我们于２００６年３
月成立了“兴化市姓氏文化联谊会”，为我市

开展姓氏文化活动和姓氏文化特色资源服务

搭建了一个平台，成为我市姓氏文化研究爱

好者与外地学者交流的桥梁，成为我市加强

与海外侨胞联系的钮带。为庆祝联谊会的成

立，扩大姓氏文化的影响，我馆在“兴化报

廊”举办了“兴化百家姓家谱展”。该展览融

姓氏学、谱牒学、民俗学于一体，介绍我市郑

氏（板桥）、施氏（耐庵）、宗氏（臣）、李氏（春

芳）、韩氏（乐吾）等２０个姓氏，展览内容丰
富，图文并茂。有姓氏的源流，有家族的变迁

史，有姓氏名人故事，还介绍了郡望、堂名、家

联、艺文等姓氏学和谱牒学文化知识，吸引了

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３　发挥地方文献特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发挥地方文献资源的特色效益，是图书

馆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评价图书馆工作优劣

的标准之一。地方文献只有通过开发和利

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显现出它的效

果，产生出它的特色效益。对此，我馆着力开

展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３．１　着力利用三大平台，推广资源特色优势
多年来，我馆始终把“兴化报廊”作为宣

传、展览特色文献资源的窗口。每年重大节

日或重大活动期间，都有专题展览。如２０１０
年举办的《兴化姓氏文化展》，重点介绍了兴

化５１１个姓氏中近百个姓氏的堂名、家联、先
辈的生存状态及朴素的荣辱观；为宣传世界

文化遗产日举办的 ２０１１年《老行当》图片
展，该展览有图片１６０多幅，介绍了兴化历史
上具有代表性民俗文化风情的弹棉花、铁匠

铺、砖瓦雕等工艺；２０１２年《朱思愚诗词作品
展》展示了兴化当代学者著作成果。此类展

览，每年举办４期以上。
兴化姓氏文化联谊会成立后，共接待海

内外来访、咨询人士５２批１５０多人次，其中
有政府官员、民间团体、家族长者、专家学者、

平民百姓等各界人士。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台湾
政要郝伯村、郝龙斌父子委托宗亲代表郝龙

法、郝增坤来兴，为编修《晒腹堂苏北郝氏宗

谱》搜集资料；台胞刘德庄先生从彰化返乡，

诚请我馆帮助寻找刘氏宗亲和续修《刘氏宗

谱》；湖南德星陈氏文化交流中心陈华等一

行来我馆，寻觅族人及家谱。

３．２　积极配合中心活动，提炼资源特色优势
本地举办的中国兴化郑板桥艺术节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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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化千岛菜花旅游节都是国家级节庆活

动，分别已举办十届和四届。每次节日期间，

我馆利用馆藏资源，主动进位，积极配合。其

中有：为系列文化活动重头戏《欢乐中国

行———魅力兴化》、《水韵兴化》大型水上实

景演出等提供相关文史资料。为出版《郑板

桥书画精品选》和深圳市修建拍摄郑板桥影

片景点提供图片资料。为配合文明城市创

建，我馆承担编写《兴化市民教育读本》部分

任务，配画 ７２幅，配诗 ７２首，撰文 ２万字。
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最后取得的社会效

益，都得力于我们对馆藏地方文献的提炼和

加工。

３．３　促进人文学术研究，挖掘资源特色优势
馆藏地方文献的积累和相关活动的开

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市人文学术研究活动的

开展，促进了新的学术成果的涌现。戴窑中

学陈钟石老师十分爱好文史研究，是我馆的

“老读者”，他长期利用我馆馆藏资料，从事

兴化文史研究，成果累累，他撰写了《东方黑

格尔———刘熙载》、《王艮传、高谷传》等十多

部史料性著作，并赠送我馆。文史研究爱好

者郭宝康等利用馆藏资料，发掘历史遗存。

如东城外磨子巷古建筑张涤珊故居的发现，

为重新评价和研究清代兴化医派及近代中国

中医药史提供了实物依据；临城镇大王村明

嘉靖年间古寺庙建筑群的发现，为研究我市

古代农村佛教历史提供了宝贵依据。

３．４　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放大资源特色优势
为满足网络用户需求，我馆已将 ５部

《县志》、入编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

６种文献、部分地方文献和本馆编辑的《兴化
市图书馆古籍善本叙录》、《兴化地方人士著

作目录》、《兴化地方人士古籍著作目录》，以

及与泰州市馆馆际交流的《张锦江文集》、

《梅兰芳年谱》、《泰州历代名人》等，制成电

子版，提供网上服务。同时，建设特色资源数

据库已经成为我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４　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和

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填补了地方文献的许多

空白，所以我们要利用数字化、网络化和自动

化技术，合理利用各种资源，进一步完善地方

文献的征集和利用工作。地方文献工作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地方文献是文献资源建设

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个地区历

史的产物，又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

方面发展的真实记录。作为本地区进行生

产、科研、教学等方面的丰富“情报源”，地方

文献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无论是从发挥

其自身的情报价值方面，还是从推动当地社

会、经济效益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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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教学改革

于新国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天津　３０１６０７）

　　摘　要　从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教学改革，检索方法改革，检索结果改革
和检索语言改革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　高职院校　文献信息检索课　教学改革

１　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教学改
革

１．１　高职院校的文献信息检索课现状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信息素质已经成

为衡量２１世纪人才素质的重要标准。而对
于高职院校学生而言，信息素质的一项重要

内容，就是对于文献信息资源检索、获取与利

用的能力。学生信息素质的培养，首先需要

进行信息基本知识和理论素养的培养、信息

意识的培养，以及信息能力的培养［１］。其

中，信息意识对于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具有

直接的作用。学生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认

识、信息检索、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处

理、信息存储、信息传送等能力。随着新时期

信息来源、信息载体、信息获取方式、信息利

用方式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对高职院校文献

信息检索课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不过，目前全国高职院校开设文

献信息检索课的整体情况却不容乐观。不仅

开设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比例尚不足１／３，即
使那些已经开设文献信息检索课的高职院

校，多数也存在着教学覆盖面偏小、教学学时

偏少、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欠佳、教学手

段落后、教学实践不足、教学内容创新不够等

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２］。因此，新时期高职

院校的文献信息检索课亟待进行教学改革。

１．２　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教学改革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教学

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３］。虽然这些年文

献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不断变化，但培

养学生信息素养的教学目标却始终一直未

变。在互联网不断普及和快速发展的环境

下，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教学内容也应不断提

升计算机检索的比例，且内容在不断加深。

同时学生的信息素养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学

生已经对网络应用相当熟悉，如网络浏览器、

ＢＢＳ、即时聊天工具、博客等。但是，在教学
实践中会发现，学生对于真正的文献信息资

源的检索和获取、收藏、存储、传送、翻译、利

用等实用技能和方法的掌握却相当匮乏。因

此，亟待通过文献信息检索课进行教学指导。

虽然目前具有外文文献信息资源检索教学内

容的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教材已有出

版［４］，但全国仅有极少数高职院校在文献信

息检索课中，增加了外文文献信息资源检索

的教学内容，使其成为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

索课教学内容中普遍缺少的短板教学内容。

因此，这也是新时期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

课需要进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１．３　文献信息检索课的６个转变
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在新时期应实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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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６个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文献信息资源检
索的文献载体，应由纸质文献、光盘文献为

主，向网络文献信息资源及开放获取文献信

息资源为主的转变［５］；文献信息资源检索的

文献级次，应由索引、目录、题录、文摘等线索

型的二次文献，向文献信息资源的全文、原文

为主的转变；文献信息资源检索的文献来源，

应由有偿购买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为主，

向具有免费性质的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和

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为主的转变；文献信

息资源检索的文献类型，应由传统的书刊报、

工具书、特种文献类型，向全面的综合性文献

信息资源类型体系转变；文献信息资源检索

的文献范围，应由本馆纸质和电子文献为主，

向本地区文献、本国文献，乃至全世界范围的

文献扩展；文献信息资源检索的文献语种，应

由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向覆盖世界多种语言

文字转变，加大获取和利用外文文献信息资

源的教学比例。文献信息检索课实现６个方
面的重要转变，从而提高高职院校的素质教

育质量，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信息素养，实现

为各行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复合

型的高等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满足当

今信息社会对现代职业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２　新时期文献信息检索课检索方法的
改革

２．１　搜索引擎的检索功能
随着文献信息资源逐渐向电子化、数字

化和网络化发展，文献信息检索的方法也应

迅速将重点转向以网络搜索引擎为主的检索

方法。由于搜索引擎是互联网上的文献信息

检索系统和工具［６］，所以，搜索引擎检索法

也是网络文献信息资源检索中的工具检索

法。搜索引擎是在互联网／万维网上进行文
献信息搜索、分析的信息检索系统，对于用户

提出的检索提问，搜索引擎通过索引查找出

与之匹配的文献信息资源文档或链接，根据

检索词在每篇文献或网页中出现的频率，对

包含这些检索词的文献信息资源文档和网页

进行排序，最后输出排序的结果。搜索引擎

的检索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它不仅具有支持

布尔逻辑检索、词组检索和截词检索的功能，

还具有支持字段检索、限制检索和位置检索

等多种功能。当然，由于不同搜索引擎的技

术水平不同，并不是每一种搜索引擎都能够

提供全部的检索功能，每一种检索功能在不

同的搜索引擎中，往往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特征。搜索引擎普遍具有布尔逻辑检索和词

组检索功能，其次是截词检索、字段检索和限

制检索功能，而仅有少数搜索引擎可以支持

位置检索功能。

２．２　常用的搜索引擎检索方法
①直接提问检索法：在搜索引擎的检索

窗口内，直接输入需要检索文献信息的相关

检索词，进行类似于提问式的检索，其文献信

息检索结果往往会以信息答案的形式供用户

获取。②限定条件检索法：利用搜索引擎所
具有的各种限定条件，对所需要检索的文献

信息进行特定条件的限定，可以缩小检索范

围，提高文献信息检索的准确率。③语言翻
译检索法：利用搜索引擎所具有的语言翻译

功能，对所检索的文献信息资源或网站实现

中文页面显示，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语言障

碍，顺利地阅读和利用所检索到的文献信息

资源或网站资源。也可以利用翻译功能，用

中文查找所需要的国外网站的网址。④网站
网址检索法：通过在网络浏览器的网址栏中

输入相应网站的网络地址，可以对特定网站

进行文献信息检索。其网址可以是完整的，

也可以是部分的。对于一些著名的网站，其

网址往往可以采用简略方式进行检索。⑤专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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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件检索法：它也是网络文献信息资源检

索中的一种工具检索法，是利用专用的文献

信息资源搜索软件，在网络上检索特定的文

献信息资源的检索方法。此类软件如“读书

狼小说下载阅读器”，利用该软件的搜索功

能，在本地就可以方便地自动搜索网络上已

经存在的小说资源，用户可以自定义根据小

说的作者或书名进行搜索，搜索到的结果可

以通过网址进行精确定位，并自动打开所搜

索的小说内容。其下载功能支持各网站小说

的下载，包括图片和章节内容；其储存功能可

以在本地保存下载的小说，以便使阅读更为

方便；其网络保存功能可以使计算机重装系

统后，依然支持本地书架和搜索配置的上传

与下载。

３　新时期文献信息检索课检索结果的
改革

由于新时期的文献信息检索结果，已经

由原来的以二次文献（如索引、目录、题录、

文摘）为主，转变为以一次文献（如全文文

献、原文文献）为主，所以，新时期文献信息

检索课所进行的文献信息检索，最终所获取

的文献信息资源结果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即

已经由原来以二次文献类型为主的线索检

索，转变为以一次文献类型为主的数字型电

子全文文献、原文文献为主的原始文献检索

结果。这在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的历史

上，无疑是一次颠覆性的重大变化。同时，在

各种文献信息资源检索工具中，特别要注意

使用其中的数据库资源和开放获取文献信息

资源检索工具。因为它们所含有的文献信息

资源不仅数量较大，而且其文献信息资源的

检索结果一般是全文资源、原文资源，利用价

值较高。而对于那些具有二次文献性质的文

献信息检索结果，由于它们具有条目体积小、

文献信息资源收录量大的特点，能更全面地

提供有关文献信息资源的线索，所以，现在仅

是作为检索和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线索时使

用。

４　新时期文献信息检索课检索语言的
改革

新时期高职院校文献信息检索课检索语

言的改革，是由中文和英文为主，转变为利用

中文可以检索更多语种的外文文献信息资

源［７］。例如，目前通过网络浏览器、网络搜

索引擎、网络软件，都可以实现在线翻译和利

用外文信息资源的目的。网络浏览器包括可

以即时在线翻译５４种世界不同语言文字信
息资源的谷歌浏览器，以及采用谷歌浏览器

内核的３６０极速浏览器和云游浏览器，它们
都可以实现网页语言的自动识别和翻译；ＩＥ
浏览器借助“必应翻译”可以实现４３种语言
文字的自动检测和翻译；糖果浏览器可以实

现５种语言的翻译；瑞影浏览器利用“娱乐／
翻译”，可实现３种不同语言文字的翻译，借
助谷歌翻译，目前可实现７２种语言文字的翻
译；３６０安全浏览器借助“有道翻译”可以实
现７种不同语言文字的翻译。网络搜索引擎
包括谷歌搜索引擎的在线翻译，目前可以翻

译全世界７２种语言文字，微软公司的必应搜
索引擎，目前可以翻译４３种语言文字，“有
道”搜索引擎的在线翻译，目前可实现在线

翻译７种语言的互译，“百度”搜索引擎的在
线翻译，目前可实现在线翻译７种语言的互
译。搜索引擎的在线翻译功能，具有翻译语

种数量众多、内容信息更新及时、翻译速度

快、效率高等特点。对于难以实现不同语种

网站自动翻译的外语信息资源，或难以直接

查询到的国外信息资源网站，可以利用特定

搜索引擎的在线翻译功能， （下转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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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称需求导向下的图书馆激励机制分析

周红梅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　从职称角度分析了每个阶段馆员的工作现状和需求情况，并针对每个
阶段馆员的需求共性，对图书馆应采取的相应激励策略作了简单论述。

关键词　职称　需求导向　图书馆　激励机制

　　激励是创设满足职工各种需要的条件，
激发职工的动机，使之产生实现组织目标的

特定行为的过程。有效的激励机制能起到激

发人的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等重要作用。２００７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心
理学家威廉·詹姆士专门做过对职工激励的

研究，结果发现，一个人如果缺乏科学的激

励，仅能发挥其能力的２０－３０％，如果受到
正确而充分的激励，就可以将其能力发挥至

８０－９０％，甚至更高。由此可见，激励将成为
每个用人单位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

作为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在管理过程中也

不例外，尤其是近几年，很多图书馆为了调动

馆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纷纷实

行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这种做法不仅提高

了图书馆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也实现了

图书馆的工作总目标，但大多数图书馆在激

励的过程中都是采用千篇一律的物质激励和

精神激励，这种方法虽然简单实用，但激励效

果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也不能得到最好的

激励效果。笔者尝试分析根据各个不同职称

层次的馆员使用相应的激励策略，以能挖掘

出其工作潜能，为以后的图书馆事业作出更

多贡献。

１　图书馆职称的基本层次
图书馆职称层次基本分为四层：助理馆

员（初级）、馆员（中级）、副研究馆员（副教授

级）和研究馆员（教授级）。根据图书馆职称

评定规定，刚毕业的专本科生从事图书馆工

作二年和一年之后，考核合格，均可申报取得

助理馆员的职称。取得助理馆员资格四年之

后，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并发表省级刊物以上

的论文数篇，然后通过相关的计算机和英语

考试，成绩合格，均可申报取得馆员职称。取

得馆员资格五年之后，有较突出的科研能力，

如省厅级课题一项以上，发表核心级刊物和

省级刊物论文数篇，并通过相关的英语和计

算机考试，均可申报副研究馆员。副研究馆

员取得五年之后，有丰富的科研成果如部级

以上的课题一项，国家级刊物论文和核心刊

物论文各数篇，并符合职称系列评定的其它

条件，均可申报研究馆员。

２　每个职称阶段馆员具体情况分析
２．１　助理馆员

这个职称的馆员大多是年轻人，基本上

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刚踏入工作，有很多需

要学习和适应。这个时候是他们从学校学习

到工作的转换时期，有自己的抱负和事业理

想。他们在工作中会碰到各种问题，这需要

他们妥善处理，同时也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学

习，不断完善自我。因为年轻，容易接受新鲜

事物，工作效率高，他们无疑是单位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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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将来的核心力量。但是，这个职称的人由

于工作时间不长，工资往往都比较低，他们对

物质和学习机会的需求相对比较重要。

２．２　馆员
这个职称多数是中年人，他们正处在人

生的黄金期，能力在多年的工作中得到了很

好的锻炼，业务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科研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水

平，在处理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事情都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但这个年龄层的人，由于自己

当年所受教育与现在相比，可能不那么丰富，

再加上他们还要承担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的

家庭重任，工作上的挑战精神有所削弱，会凭

自己娴熟的工作技能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这个职称的馆员由于工作时间较长，成

家早，在物质需求方面不是很突出，对他们的

信任激励显得重要些。

２．３　副研究馆员和研究馆员
这两个职称的都是图书馆的支柱性人

物，他们由于工作时间长，资历高，经验丰富，

工作技能娴熟，很受年轻馆员的尊重，在平时

工作中，他们也愿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分

析图书馆的大小事情，为图书馆的工作出谋

献策。但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身体体能逐

渐转弱，很多事都力不从心，不能承担较重的

工作量，更不想承担决策者的角色，他们喜欢

到安逸的普通岗位上继续工作，减少压力的

同时，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物质方面完全退

居其次。对他们来说，精神方面的激励更适

合他们。

３　针对不同职称阶段馆员的激励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职称的馆

员其心理需求也是不同的。好的激励机制要

因人而异，而不是千篇一律。结合以上所述

对每个职称阶段的特点，提出以下针对性激

励策略。

３．１　初级职称馆员的激励对策
３．１．１　学习培训激励。学习培训包括自我
培训、外请专家培训、外送进修培训、本馆以

老带新培训，以及岗位轮换培训等等。他们

大多是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敢于创

新，追求上进，所以学习培训激励最适合他

们。这种激励方式既可以鼓励他们工作的积

极性，又可以提提他们的专业素质，让他们在

图书馆每个岗位上都能得心应手，绽放光芒，

从而也真正成为图书馆的核心力量。

３．１．２　奖金奖品激励。奖金奖品激励就是
一种直接的物质激励。由于初级职称人员的

工作时间不长，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图书馆可

以根据其工作量的多少、岗位难度的大小及

科研成果的的贡献来设置一些较适量的奖金

或比较实用的奖品，让他们在辛苦工作的同

时也体会到激励的快乐，体会到单位和同事

的认可，利于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自信

和努力。

３．２　中级职称馆员的激励对策

３．２．１　信任理解激励。信任理解激励是一
种最基本的激励方式，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

者之间相互信任，彼此理解的过程，这也是和

谐相处的必要条件。馆员由于在图书馆工作

时间比较长，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

识，又经过较长时间的岗位磨练，已形成了良

好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领导可以根据其

个人能力或部门情况给他们安排管理岗位或

者主管岗，让他们担任起岗位重任，就算刚开

始做的不是很出色，也要多理解、多鼓励，让

他们深切地感受到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感受

到身上的责任比以前更大，从而在工作中更

加刻苦钻研，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３．２．２　语言行为激励。语言行为激励是一

种最简单、最朴实的激励 （下转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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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电子阅览室服务质量的思考

杨　茜
（辽东学院北校区图书馆　丹东　１１８００３）

　　摘　要　正视现今高校电子阅览室服务质量的现状，探究其服务质量低下的原
因，提出提升电子阅览室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电子阅览室　现状　原因　有效途径

　　电子阅览室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给师生提供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过程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提升电子

阅览室的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高校师生的

“充电”学习，有助于提高师生的专业素养。

１　电子阅览室现状
第一，经费来源得不到保证。地方高校

经费短缺，花费在图书馆的更是少之又少。

即便有一定的经费，大多都是用在纸质图书

的购买上，对电脑、检测等电子设备的投入也

可以说是异常尴尬。也就因为如此，图书馆

里的电脑配置普遍都比较低，更新换代较慢，

网速没保证，对电子阅览室一般的检索、阅

读、下载产生不良的影响。读者的违规操作，

网络病毒入侵，也经常导致电脑死机、断网，

严重影响网络系统的稳定性。

第二，电子资源利用率得不到重视。读

者还是习惯利用纸质资料，电子阅览室的学

习性、学术性、教育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反而是被不少读者当作免费的网吧，如此一

来，根本就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可言，也完全

背离了电子阅览室建设的初衷，教育性一度

被淡化，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堪忧。

２　电子阅览室服务质量低下的原因
２．１　不完善的电子阅览室管理规章制度

对电脑设备的要求，对电子阅览室管理

人员的素质要求、专业要求、上网规范等，这

些都应该被纳入电子阅览室的管理规章制

度。然而，现在的电子阅览室的管理许多还

仅仅停留在让读者知道“上机须知”这些无

关痛痒的一般规章制度。

２．２　非专业的电子阅览室管理人员
大多数电子阅览室的管理人员是非专业

的，他们不但对电子阅览室的理论知识一窍

不通，更不用说实践方面了。可以说，电子阅

览室专业人员的长期匮乏，也是电子阅览室

服务质量一直上不去的一大原因。

２．３　对电子阅览室功能理解不全的读者
不少读者仍然没有意识到电子阅览室是

一个学习的场所，不知道电子阅览室是提供

学习资料的电子检索、查询、相关论文资料整

理的场域，纯粹把电子阅览室当作娱乐的场

所，毫无为学习服务的念头。

３　提升电子阅览室服务质量的有效途
径

３．１　注重硬件的维护
由于高校电子阅览室的主要功能只是为

了让读者检索、查询电子资料，所以没有必要

用配置较高的电脑，加上电子阅览室计算机

的使用频率过高，容易出现硬件老化等故障，

因此选择中档的机器即可。稳定电脑的配

置，提高电脑的硬件管理，设定系统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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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账号和密码，读者的专用账号和密码，

避免读者乱下载软件损害电脑，缩短电脑的

寿命。安装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经常更新操

作系统，增强电子阅览室电脑系统的病毒抵

抗力，降低中毒几率，注重电子资源的维护，

重视网络的安全，预防病毒的入侵，定期进行

病毒的清除，网络的维护，就一定能提升电子

阅览室的硬件管理能力。然而这些矛头的根

本指向，都是经费的问题。因为稳定的经费

来源，是电子阅览室硬件维护的保证。

３．２　注重软件的维护
普及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特别要组织新

生参加计算机的实践课程。电子阅览室工作

人员也要做好计算机的记录工作，对系统出

现的问题进行紧密跟踪。重视计算机的病毒

预防工作，统一装好杀毒软件（如金山毒霸

等），定期清理病毒，保证电子阅览室计算机

的正常运转。购买国内外电子资源，充分发

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资料，充分利用网

络免费资源。

３．３　重视电子阅览室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
定期组织他们参加相关的培训，或是充

分利用现有条件自学，坚持学习业务知识，为

电子阅览室的专业性打造出力。电子阅览室

工作人员的服务与管理，既需要有扎实的计

算机网络知识、足够的外文翻译查询能力，更

要有各种信息的获取、评价等能力。

３．４　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工作
每年一届的新生入读，都应该做好电子

阅览室的宣传工作，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对他

们开展电子阅览室利用的相关讲座，让这些

学生明确知道进馆须知，电子阅览室的地理

位置，分布格局，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规范，电

子文献检索、资料查询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

更要明确让学生意识到，在充分利用电子阅

览室资料的同时，还要保护好相关的设备设

施，更要自觉做一名文明读者，不乱下载软

件，不把电子阅览室当网吧，以增强获取信

息，提高学习能力为最终目标。大力推进电

子信息资源的建设，把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

有机统一起来，建立特色的数据库，加工处理

随书光盘等。

３．５　提供以人为本的服务
电子阅览室工作人员必须了解不同的读

者有不同的需求。面对层次不一的读者，工

作人员需沉着应对，耐心教导。大一新生主

要是技术上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刚从农村出

来的大学生，他们对电子产品不甚熟悉，甚至

是异常的陌生。这时，电子阅览室的工作人

员就有必要对他们提供帮助。要有足够的耐

心，教导他们电子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引导他

们正确使用计算机，这也是为以后他们查阅

电子资料提供便利，更是对电子阅览室机器

正常运转的一种保证。对于大四的毕业生，

他们主要是对毕业论文相关资料的查询，或

是毕业设计的检索需要，电子阅览室的工作

人员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开展定题的检索或

是专题的检索。对于大学的教师，大多数需

要查询、申报与课题相关的资料等等，所以，

电子阅览室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多样化

的需求。倘若不正视读者的需求，那么读者

也只能望信息兴叹，白白浪费了电子阅览室

的资源。此外，开通网络服务工作，让读者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随时给电子阅览室工作人员留言、
跟他们交流、提供建议等等，都是以人为本的

电子阅览室服务。

科学的电子阅览室管理制度，必定是不

断完善，不断发展的。提升电子阅览室的设

备质量，提高电子阅览室工作人员的专业素

质和服务质量，不仅是缓解管理人员与设备，

读者与设备之间的矛盾，更是管理人员与读

者矛盾缓解的不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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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６页）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
影响力，推动文科学者在 ＳＳＣＩ和 ＡＨＣＩ期刊
发表论文是非常必要的。在当今全球化的大

环境下，把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向世界学术界传播，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需要，

更是中国走向世界大舞台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国

际化一直得到国家、领导等各方面的重视。

１９８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这

“三个面向”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视野拓展到世界的范围。２００２年，江泽民同
志在中国社科院考察工作时，强调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要既立足中国实际，又要放眼世界

大势，要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教育部
推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计划”。２００７年，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推动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走向世界”。最

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颁布，进一步强调要深入
实施“繁荣计划”，积极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体系，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是未来十年的主要任

务。然而，与自然科学领域相比，文科在走向

世界方面的发展要慢很多。目前，人文社会

科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站在

“十二五”时期新的发展起点，人文社会科学

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

间。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如何进一步凝练我

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竞争优势，提升我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和学术声誉，如

何建立起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人文

社科学科体系，是我们需要勇敢迎接的巨大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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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赵宴群．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期刊发表论文的分析与思考［Ｊ］．复旦
教育论坛，２０１０，（１）：７５－７９．

［４］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Ｂ／ＯＬ］．［２０１２
－０１－３０］．ｈｔｔｐ：／／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ｗｏｓ．

［５］　Ａｒ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Ｂ／ＯＬ］．
［２０１２－０１－３０］．ｈｔｔｐ：／／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
ｗｏｓ．

（责任编辑：陈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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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引领全民阅读的使命与对策研究

杨　伟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　南通　２２６１００）

　　摘　要　从社会阅读的现状分析，讨论了全民阅读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使命与
对策。图书馆在引领全民阅读活动中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图书馆作为文化

向导，提高了全民文化素质；图书馆建立的绿色网络平台，提供了健康阅读环境；图书

馆有专业馆员的指导，实现了阅读的引领性。图书馆可通过更新信息资源，形成信息

磁场；开设多样的信息服务，陶冶读者情操；进行阅读指导，为读者提供正能量等措施

来引领全民阅读。

关键词　图书馆　全民阅读　图书馆职能

　　唯有读书方宁静，唯有读书能致远。营
造书香社会、书香校园，让全民阅读形成一种

风气、一种氛围、一种促使人自由发展的人文

环境，图书馆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城市的文化

中心，知识信息的集散地，倡导、引领全民阅

读是其职责所在。图书馆有舒适的环境、丰

富的资源、专业的馆员，是推动全民阅读活动

的良好基地。在全民阅读环境中，图书馆不

仅是人类文化的保存中心，而且也是真正的

知识教育中心和素质教育中心，是人们进行

阅读的最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对推广全民

阅读负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

１　图书馆在引领全民阅读活动中的价
值

１．１　图书馆作为文化向导，提高了全民文化
素质

图书馆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引导者之

一，它拥有的是系列化的藏书体系，随着科技

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信息资源数量迅猛增

长，文献载体种类日益增多，馆藏资源也日益

多样化、多元化。图书馆以其专业性、权威性

成为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作为社

会重要的阅读空间，应积极引领社会阅读潮

流，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倡导全民多元

阅读。包罗万象的知识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

野，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助于形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健全的人格。图书馆是一所没有

围墙的终身学校，是“人们寻求知识的渠道、

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终身教育、自主决策和

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是社会素质教

育的主要阵地，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物质

保障。

１．２　图书馆建立的绿色网络平台，提供了健
康阅读环境

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习惯于用

网络媒介进行阅读，网络媒介与传统印刷媒

介相比，在内容上数字化多媒体具有信息量

大和影、音、图、文并茂的优势，在形式上又具

备了印刷媒介无法比拟的互动性和高参与性

的特点，得到大众的喜爱。阅读内容的多元

化，使得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有着无限资源

的“知识储藏库”，也是一个充斥着各种糟粕

的“信息垃圾场”。面对繁杂、混乱、信息污

染严重的网络文献，图书馆作为承担教育职

能的文化机构，应对网络文献进行必要的过

滤和监控，向读者推荐内容健康向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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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网络信息导航系统。图书馆对读

者网上阅读的内容和方法加以规范和引导，

承担起网络把关者、网络引导者的重任。如

在图书馆网页中设立专门的阅读推广网页推

荐优秀的电子阅读网站，开展网上新书导读、

网上论坛导读、开通在线阅读咨询，发布知名

学者关于阅读的讲座或学术交流信息等。通

过各种系统的引导，帮助读者养成良好的网

络阅读习惯，让知识正确而有效地传播，创造

优质的阅读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网络阅读

社区。

１．３　图书馆有专业馆员的指导，实现了阅读
的引领性

网络媒介把人们带入了“浅阅读”时代。

人们很少通过网络媒介来精读图书，一般都

是进行快餐式的随意性非常大的快速阅读。

网络媒介近乎无限的信息量容易造成阅读目

的性和质量降低。图书馆作为开展全民阅读

活动的主阵地，有着专业的馆员，他们爱岗敬

业，有开展读书活动、进行阅读指导，他们既

是信息的提供者与传递者，也是信息检索的

向导与指南，肩负着教育、辅导的光荣使命。

如何提高网络阅读质量，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做好阅读指导工作，是现阶段图书馆员的主

要职责之一。为了使图书馆员的阅读指导工

作富有成效，就必须细致地分析读者的阅读

动机，对读者健康的阅读需求要给予鼓励。

对不同兴趣爱好的读者要注意引导他们发展

个人健康有益的阅读兴趣，并帮助他们逐步

走向兴趣广泛、知识多元化的阅读。图书馆

员应在信息搜索与获取以及为读者提供个性

化服务中充当“向导”；在读者信息素养的养

成和阅读指导上，承担起教育专家的作用。

２　图书馆引领全民阅读的对策
２．１　图书馆更新信息资源，形成信息磁场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的交流中心，面对

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具有构建良好阅读环

境的责任。如何提高网络阅读质量，建立安

全有序的网络阅读环境，为读者提供清洁、无

污染的信息资源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任

务。图书馆要加强信息资源整合，为现代化

阅读提供信息资源保障；充分发挥图书馆优

势，加强全民阅读的宣传推介工作，定期介绍

新书信息、热点书目等，倡导公众好读书、读

好书；充分利用“世界读书日”、“全国读书

月”等大型读书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图书

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营造全民阅读

的良好氛围。图书馆要善用社会资源，全面

提升读书活动的质量和水平，扩大读书活动

的影响，让更多的读者在读书活动中能够真

正感受到阅读的快乐。

２．２　图书馆开设多样的信息服务，陶冶读者
情操

新媒体时代的阅读文化呈现多种阅读形

式并存的形态，利用各种阅读资源的优势，实

现高效率的文献服务，是现代图书馆的文化

责任。阅读推广服务是图书馆的核心职能，

图书馆在完善传统服务的同时，要从信息收

集者和保存者转变为信息的产生者和处理

者，从只提供被动的借阅服务转变为知识导

航、知识评价和信息咨询，充当用户的信息顾

问。加大数字文献的建设和推广力度，精心

编辑经典推荐书目等资料，不定期地按照特

定的主题或针对特定的读者群体进行阅读推

广与指导，并且结合各种各样的主题开展阅

读倡导活动，如世界读书日、国家读书工程、

校园读书活动、书展、书评、阅读演讲、阅读征

文、诗歌朗诵会等，配合形势热点，推出精品

图书展览，吸引众多读者共同参与读书、荐

书、评书活动。加大对网络阅读的指导，如引

导读者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进行阅读，有

效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过滤；开展知识挖掘、

智能推送、个性化定制等特色服务。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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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活动中陶冶情操，增长知识。

２．３　图书馆进行阅读指导，为读者提供正能
量

新媒体时代，图书馆用户对信息的获取

更加迫切且日益多元化，要求提供文献全、信

息新、查询快、全天候、零距离的信息服务。

人们阅读方式的多样化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

新的要求，图书馆应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阅

读习惯和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措施：针对科

技人员、教师群体读者，图书馆重要的是完善

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体系，找寻数字化服务平

台，让他们及时了解更新情况，以便他们及时

得到需要的信息资料；针对青少年读者，图书

馆应加大阅读引导的力度，培养良好的阅读

习惯；在浅阅读时代有针对性地为读者提供

个性化服务，积极引导读者从浅阅读走向深

阅读；充分发挥图书馆网页的作用，通过网络

将读者所需信息传递到他们的桌面上，让文

本服务最大限度地网络化；积极使用电子邮

件、博客等，向读者多渠道提供信息资源，与

读者保持交流，了解读者的需求，从而最大限

度地满足读者需求。

推进全民阅读是提高人的基本素养、丰

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手

段。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积极引导公众

多读书、读好书，对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

上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作用。推广阅读、

服务阅读、传播文化是图书馆重要的工作任

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信息、知识资源、

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良好的阅读环境和专

业的服务人员，引领公众进入图书馆、利用图

书馆是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倡导阅读，

营造书香社会，提高国民素质，充实人们精神

生活，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１］　张厚生．导入·导读·导航［Ｊ］．中小学图书
情报世界，２００５，（３）：５０－５２．

［２］　宋　飞，王卓铭．网络时代青少年阅读习惯调
查［Ｊ］．传媒，２００５，（６）：３３－３５．

［３］　尹昌龙，等．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Ｍ］．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责任编辑：陈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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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３３页）　首先将汉语翻译为查询国
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再利用其外语文字查找

相应的网站资源，最后配合利用具有在线翻

译功能的网络浏览器实现自动翻译。利用

“外文网站浏览器”和“守望翻译家”等软件，

也可以实现利用中文翻译和利用外文文献信

息资源的目的。对于已经下载的外文原文文

献信息资源，可以采用先转换文档格式，再进

行翻译的方法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１］　胡　敏．试论高职院校信息素质教育与文献
检索课创新［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１，
（４）：８６－８８．

［２］　刘雪雁，樊桂萍．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学改革的

思考［Ｊ］．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５
（２Ｓ）：２４５－２４７．

［３］　徐翠艳，唐　玲．基于信息素养教育的高校文
献检索课改革［Ｊ］．时代经贸，２０１２，（１６）：４１
－４２．

［４］　于新国．现代文献信息检索实用教程［Ｍ］．北
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　许建林，毛　烨．浅谈高职院校“文献检索”课
程的现状和发展对策［Ｊ］．新课程（中旬），
２０１２，（８）：５１－５２．

［６］　姜　芳，王明宇，刘淑贞．搜索引擎的特点与
发展探讨［Ｊ］．电子商务，２０１３，（７）：４７－４８．

［７］　张荣超．国外网络信息资源中文利用实证研
究：以图书馆学期刊为例［Ｊ］．考试（教研版），
２０１３，（１）：２０１－２０２．

（责任编辑：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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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两个中心”特色建设案例

杨国顺　姜　静　胡首杰　毛筱英　吴恺凯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衢州　３２４０００）

　　摘　要　介绍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通过建设“职业考证服务中心”和“职业
素养服务中心”，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和就业指导的案例。

关键词　图书馆　特色建设　案例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深刻认识到高
等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２００６］１６
号）的精神，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图书馆决定

从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学生素质

教育，强化职业道德，积极推行“双证书”制

度为抓手，于２０１０年年初着手筹建“职业考
证服务中心”和“职业素养服务中心”，并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正式开放“两个中心”的资
料库，以下简称“两个中心”。

鉴于筹建“两个中心”的初衷，“两个中

心”开展了以下特色建设：

１　创新资源分布模式，形成中心特色
馆藏

常规图书馆排架都是依据《中国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的分类体系，所有图书均采用

分类著者号码顺序排列。为适应我院高职教

育要求，方便学生更加容易查找职业类书籍，

“两个中心”下设的书库分别按照各自的规

则进行排架。

职业素养服务中心现有藏书２１５３４册，
８１３１种，按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心理、
职业规划、创业创新、地方文化、职业技能和

企业信息等８个大类进行排架入库。覆盖机

电、信息与电力、经济管理、医学和艺术等我

院已开设各专业的职业技能资料。其中企业

信息和各开发区简介１２０份，涵盖各企业及
开发区的简介、岗位需求和任职要求等资料；

地方文献１５５册，涵盖衢州地区名人传记、旅
游名胜、地方志及学校老师专著等。

职业考证服务中心现有藏书１２５６２册，
４３７２种，按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学历学位
考试、公共类、英语类、机电类、信息与电力

类、经济与管理类、医学类、艺术类、综合类等

１１个大类划分，分别按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电子商务设计师和

软件工程师等４８７种职业类考试进行上架。
同时，职业考证服务中心收藏了《国家

职业标准汇编》，并购置了起点考试系统等

数据库资源。

２　搭建贴近学生的宣传平台，让“两
个中心”深入大学生活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现如今信息爆炸

的时代，已经不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方式。

“两个中心”通过深入调研学生的信息获取

方式，制定了网络和现场宣传两条腿走路的

方式搭建贴近学生的宣传平台。

２．１　网络宣传平台搭建
“两个中心”第一时间开放了部门科室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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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发布关于职业素养服务、招聘信息、职

业考证政策法规、考证时间等各类信息。网

站自２０１２年初开通，至今一年多时间访问量
达到３万余人次，深受学生的喜爱；同时，
“两个中心”还开通了科室微博，微博自２０１２
年７月正式运行至今已微博听众２２１人，“两
个中心”发布微博２３６条，查阅微博人数８千
余次，确保了微博信息发布的有效性；“两个

中心”在做好以上发布平台的同时，还开通

了“两个中心”的服务 ＱＱ，可以第一时间收
到学生反馈，并予以改进工作方式，发布至今

中心服务ＱＱ已接收到各类学生咨询２０余
次，第一时间帮助学生解决各类困惑。

２．２　现场宣传平台搭建
经院领导和馆领导的努力，“两个中心”

与衢州市就业局达成合作意向，免费提供

“两个中心”价值１５万的电子显示屏，在图
书馆门口中央大道上全天候播放由衢州就业

局提供的各企业招聘信息，鼓励各学生和企

业对接，形成就业的紧迫感。同时，“两个中

心”还通过宣传栏和使用手册等多种渠道现

场进行资源宣传。职业素养服务中心在显著

位置发布大学生读书书目推荐；在宣传栏内

宣传“两个中心”的成立目的及内部蕴含的

资源，并公布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和 ＱＱ
号码；在考证服务中心门口位置公布每年度

的考证时间安排和临时考试报名信息；在图

书馆的大厅位置放置进入中心的各学生利用

时长排行，激励更多学生进入中心学习。

通过网络和现实宣传平台的搭建，确保

了“两个中心”信息及时有效地发送给各位

学生。

３　素养与考证职能互动，让职业教育
充斥大学生活

通过“两个中心”网站、微博、宣传栏、电

子显示屏等宣传平台，让学生提前感受职场

氛围，形成就业紧迫感。电子显示屏每日更

新，平均每日发布招聘信息１００余条，电子显
示屏放置在中央大道上，正对学生寝室，是学

生每天上学和就餐必经之路，大量信息的充

斥，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无形的职场氛围渲染。

在企业招聘信息中附带各企业需求的工种并

带有各工种的职业资格要求，正面引导学生

在大学期间获取对应工种的职业资格。通过

职场氛围的渲染，加上“两个中心”网站、微

博及宣传栏等多渠道宣传职业资格证书取得

的途径和职场需求的个人素养。学生会主动

进入考证服务中心和素养服务中心查阅相关

馆藏，以此推动“两个中心”馆藏的利用率，

让职业教育充斥他们的大学生活。

４　聚拢职业指导名师，为学生职业选
择排忧艰难

职业素养服务中心与衢州市就业局联合

成立了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衢州市人事劳
动局就业指导站。指导老师由学校取得职业

咨询师证书的老师、就业局领导、企业人事主

管领导组成。就业指导站每周一、三、五开

放，接受各位学生咨询职业选择方面的困惑，

开放一年多来，接受了１２６名学生的咨询，通
过咨询学生对自身的职业规划有了较清晰的

定位。同时，指导老师对学生的职业心理也

有了清楚的了解，为更好带领学生树立清晰

的职业定位有了参考依据。

５　突现服务地方特色，积极争取地方
优势资源合作开发

“两个中心”在做好以上各项工作的同

时，结合我院高职地方院校特色，一直保持为

地方经济服务的理念，在素养中心馆藏内收

藏了衢州各县区的地方文献资料，并搜集了

衢州地区各企业的简介和规章制度汇编。同

时，素养中心独立开发了衢州地区企业信息

数据库，提供各企业的信息展示，同时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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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衢州地区找工作铺设了信息桥梁。在服务

地方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

企业的大力帮助，衢州市就业局全程提供衢

州各类企业的招聘信息，并无偿赞助图书馆

发布各类企业信息的电子显示屏；各类企业

无偿派送指导老师进行咨询活动，并配合

“两个中心”的各项活动。

未来展望：

职业素养服务中心打造成为学生了解职

业本质，形成职业理念，养成职业素养的服务

中心。

职业考证服务中心打造成为学生扩展职

业能力，修炼职业技能，提升就业核心竞争力

的服务中心。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杨国顺、胡首杰、

姜静、毛筱英、吴恺凯）

（责任编辑：孙　晓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３５页）　方式，既不涉及金钱，也不
涉及任何物质。几句温暖、认可的话语或者

一个肯定的眼神就能达到一定的激励效果。

大多数馆员都在一线岗位上工作，整天都要

面对各种不同的读者，有时因为自己工作认

真，在执行图书馆规则时难免得不到少数读

者的理解，但从不因为工作上的烦心事到领

导那里去抱怨，而是自己默默地克服困难，解

决问题。图书馆可以根据馆员处理事情的能

力和完成任务的情况，制定一些不花成本的

激励措施，如会上点名表扬或在网页上设置

一些优秀馆员栏之类的措施，对工作较为突

出的馆员给予表扬和肯定。这些简单的激励

对策都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３．３　高级职称馆员的激励对策
３．３．１　情感、关爱激励。情感关爱激励就是
在良好的情感基础上，对员工进行关怀、爱

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的一种

鼓励方法。高级馆员受年龄的影响，各方面

也在发生变化，不像年轻人那么冒险和激进，

工作热情不像年轻人那样高涨，兴趣爱好也

比以前少，身体健康也不似年轻时候强壮，看

上去，他们对很多事情都很淡然，特别是即将

退休的老馆员，他们想到不久就要离开自己

奋斗了几十年的心爱工作岗位，心里特别的

失落和不舍。对这些馆员，领导更要从人性

化角度出发，除了在工作上理解他们，尊重他

们的选择，生活上更要关心他们，关注他们的

健康，关心他们的家事，有空经常陪他们聊聊

天，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成为他们的贴心人，

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这样既有利于图书

馆工作的开展，又保持领导与馆员之间那份

真贵的感情。

３．３．２　荣誉、尊重激励。荣誉、尊重激励也
是一种最简单的有名无实的激励方式。高级

馆员由于工龄长，资历老，他们工资待遇都比

较高，物质方面的激励不是很重要。他们渴

望的是自己的能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言行

受到大家的尊重。图书馆可根据其工作成绩

和责任意识给他们评选一些如“先进工作

者”、“优秀馆员”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奖项，并

配发奖状、荣誉证书等，让他们感觉到实现自

己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另外，在图书馆，

他们都是元老，是前辈，是为图书馆奉献、贡

献最多的，图书馆每一次改革发展都凝聚着

他们的智慧和心血，所以尊重他们每个馆员

都是发自内心的。

参考文献

［１］　王新明．图书馆实施激励机制管理之思考
［Ｊ］．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７，（１）：７０－７２．

（责任编辑：池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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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医学信息服务社会化推广

郑　义　周　莺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信息中心　宁波　３１５１００）

　　摘　要　介绍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目的和服务，着重介绍其医学信息服务
社会化推广的具体措施，如用户需求调研、开展用户培训、建立反馈与服务长效机制

等，并介绍推广项目取得的具体成效。

关键词　宁波　数字图书馆　医学信息服务　社会化推广

１　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医学信息服务社
会化推广背景

始建于２００７年的宁波市数字图书馆是
由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宁波地区１５所高校
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

院及广大企业共同参与建设的数字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体系平台，是宁波市服务

型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四大公共平台之一，是

宁波市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一项基础性信息设

施。从建设之初，其目标定位就非常清晰，即

为广大宁波市民提供公益性文献信息服务，

提高数字图书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而服务推广则是使数字图书馆走向社会、

服务社会的必经之路。为此，２０１０年宁波市
政府实施宁波市数字图书馆服务“百家社

区、千家企业”民生实事工程，并以项目申报

的方式，组织各高校图书馆及公共信息服务

机构切实开展宁波市数字图书馆社会服务推

广活动。

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创新了高校图书馆服

务社会的模式，走出一条基于区域数字图书

馆的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创新之路，

即利用各高校的自身特色优势，由各高校图

书馆主导面向特定行（产）业、用户群开展社

会服务，以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质量。为此，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信息中心（原宁

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作为地方医学

类高校图书馆对自己的功能和定位进行了重

新思考，秉承高校服务地方的理念，把开展社

会服务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能之一，主动面向

社会开展了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医学文献信息

服务社会化推广项目，为地区医药科技创新、

健康服务水平提升以及区域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等提供文献信息支持。

２　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医学信息服务社
会化推广项目实施方案

２．１　建立服务推广组织机构
在学校分管图书馆的校领导的领导下，

项目组专门成立了专家顾问组、社会服务推

广组和秘书处。专家顾问组成员由相关卫生

行政部门及医疗单位领导、图书情报专家、医

学信息学专家、医学学科专家等组成，其职责

是负责制定服务推广战略规划、实施计划、服

务标准与细则，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并对服

务质量进行评审验收；社会服务推广组由馆

长任组长，团队成员由图书馆馆员、本校专业

教师、在校大学生等组成，其在专家顾问组的

指导下，负责开展服务推广具体工作；秘书处

负责对服务推广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文件材

料、调查反馈表、协议书等进行收集、整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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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科学的组织机构有利于高效、可行的多

层次服务推广体系的形成，提高服务推广的

效率。

２．２　用户需求调研，确定推广组织方式
积极走访宁波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大

型医疗卫生单位、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医

疗卫生行业学（协）会，同各类医务人员进行

广泛深入的咨询座谈，了解他们的文献资源

保障现况、听取他们对信息服务的意见与建

议，把握医务人员的信息需求特征和信息获

取行为习惯，从而准确定位目标用户，落实服

务单位，选定大型医疗机构作为重点服务示

范单位，向同行单位传导服务推广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社会用户关注。

充分利用我校实践教学基地、校企（政、

院）合作单位、继续教育服务、校友网络等平

台，采取主动上门联系和广泛撒网两种方式

相结合：一方面，通过联系当地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大型医疗机构、健康服务企业等有关负

责人进行服务推广的接洽、组织、安排，这样

便于组织工作的整体进行，能有效提高服务

推广范围的覆盖面；另一方面，通过广泛撒网

的方式，利用媒体宣传、大型会议穿插、读书

节活动、直接向相关单位发放服务推广介绍

等方式，使有需求的用户主动提出要求，进而

开发潜在用户。

２．３　开展社会用户培训
丰富的医学信息资源与可靠的信息服务

体系是开展社会服务的物质基础。我校图书

馆与宁波市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已形成一套内容相对完备、功能相对完善的

多类型中外文医学信息资源体系与服务体

系。利用数字图书馆平台对各种分散的数字

资源进行统一检索，实现用户身份统一认证，

支持用户通过直接下载、远程登录下载、文献

传递、参考咨询等形式来获取信息资源。并

可享受ＮＳＴＬ、国家图书馆等重要国内外文献
信息联盟提供的服务，能较好地满足不同用

户的信息边际需求。这为我们开展用户培训

提供了坚实的资本。

用户培训质量是服务推广中的重点、亮

点所在，为此我馆选择具有丰富的用户培训

经验的馆员和信息检索教师作为授课教师，

反复研讨修改培训内容，深入琢磨授课技巧，

进行多次馆内试讲，提高授课质量。在具体

的培训形式上，利用“走出去、请进来”形式，

采取集中统一培训、点对点培训、网络远程指

导和个别指导等方式实施。其中以集中举办

培训讲座为主，精心制作课件实现多媒体教

学，采用教师讲授与现场演示操作相结合的

方式，并配以案例介绍，生动直观地向用户传

授数字图书馆的各项功能，并向现场参加培

训的用户发放自制的宣传培训材料。有条件

的地方还尽量放在计算机网络教室里进行授

课，做到边讲边练，以利于用户对信息检索技

能的快速掌握，充分实现师生互动。同时，根

据每次培训对象的类型、层次和信息需求特

点，对培训内容做相应调整，实现因人而宜的

培训。

２．４　建立服务反馈机制与服务长效机制
我馆非常注重用户单位的反馈和对自身

工作的及时总结。在每次开展用户培训后，

对参加培训的人员发放调查表，了解用户对

培训内容的意见与建议、用户对服务效果的

满意度等，并建立了定期回访制度。通过对

用户反馈情况的分析，使我们掌握了宝贵的

背景资料，结合专家顾问的点评和服务人员

的自我总结，有利于对服务推广工作质量进

行科学评估，从而发现问题，改进不足之处，

逐步积累经验，以便完善服务推广内容与形

式，使服务推广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由于对用户所作的服务 （下转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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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社会服务措施介绍

金瑜雪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６）

　　摘　要　温州科技学院图书馆开展了科技下乡、面向“三农”免费开放图书资
源，推出“农技在线”、校地共建图书室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受到农民朋友的欢

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　社会服务措施　科技下乡　农技在线　共建图书室

　　社会公众呼吁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
放，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是图书馆实践

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地方学校，高

职院校理应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

务。近年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开展

了科技下乡、面向“三农”免费开放图书资

源、推出“农技在线”、校地共建图书室等多

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１　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坚持每年开展

一二次科技下乡活动。图书馆牵头筹集经费

购买农业类图书和应季蔬菜种子，编辑适用

的农技资料，组织学院农业专家为农民朋友

作讲座，每次科技下乡活动都受到当地群众

的热烈欢迎。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７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图书馆联合学院信息所、园林系及温州市科

技情报学会，赴永嘉县鹤盛镇开展“新农村

低碳生活科普推广”科技下乡活动。永嘉县

鹤盛镇作为我市首批低碳城镇建设项目单位

之一，提出“发展生态观光产业，打造低碳小

镇”的建设目标。此次科技下乡活动以宣传

低碳理念、普及低碳知识为主题。图书馆精

心制作了以“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为主题的

科普展板，内容包括低碳经济、低碳农业、低

碳林业、低碳生活等，并向过往群众发放了一

百余份低碳科普知识有奖问卷，群众答题踊

跃，气氛热烈。此外，现场还向农民朋友们免

费分发了由图书馆白朴老师主编的适合农民

朋友阅读的《农民信息实用读本》（该书被列

入“农村书屋”目录），以及价值１５００余元的
蔬菜、甜玉米良种以及多种作物的实用栽培

技术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图书馆与温州市科技情报学会联合，组织本

市农业技术和图情方面的专家赴乐清市清江

镇开展图书信息资源下乡零距离服务暨科技

下乡活动。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我院蔬菜所

副所长徐坚高级农艺师作题为“大棚的调控

技术与管理”的农技讲座，共有 ２００多名当
地的种植户、村干部参加。徐所长特地用温

州方言作报告，讲座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村

民们认真听讲，大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据当

地干部反映，如此大规模的讲座、如此好的听

课纪律在当地尚不多见，说明农民朋友的求

知欲望真正被激发出来了。讲座结束以后，

科技人员在现场免费发放了价值３０００多元
的农技图书、科普图书，价值 １５００元约计
２０００包的蔬菜、甜玉米良种以及多种作物的
实用栽培技术资料，并借机向农民朋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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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学院图书馆新推出的“农技服务”热线。

此次下乡活动是我院图书馆开展图书信息面

向“三农”１＋Ｘ服务的系列活动之一，该活
动对于更好地发挥我院农业技术和信息资源

优势，破除农业信息最后一公里障碍，推进全

市“三农”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

用。

２０１１年７月７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
书馆联合瑞安市农业局，在瑞安市马屿镇开

展图书资源下乡零距离服务活动。信息技术

系副教授陈晓鸣针对当地农产品销售难的问

题作了题为《如何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

的报告，图书馆的郭熙焕老师介绍了我院图

书馆资源及使用方法，共有１３０多名农民朋
友到场听讲。同时，现场科技咨询、现场办

证、种子资料发放等活动也受到农民朋友的

欢迎。价值３０００余元的种子和农技图书分
发一空，现场气氛热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图书馆与温州市科技情报学会联合举行科技

下乡活动，赴苍南县灵溪镇临江办事处新港

村，邀请学院蔬菜所副所长徐坚高级农艺师

针对当地农业特点作了题为“大棚蕃茄防冻

技术”的报告。徐坚的讲座深入浅出，深受

农民欢迎，村民们认真听讲，教室里座无虚

席，座位不够甚至有站着听讲的。现场免费

发放了价值２０００多元的农技图书、２０００包
蔬菜种子，还有多种培训资料，并现场接受农

民朋友的技术咨询。农技图书分发一空，尤

其是蔬菜种子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现场火

爆，人头攒动，分发工作一度曾因人群过于拥

挤而暂时停顿。

２　面向“三农”免费开放图书资源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

中提出：“面向社会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强

化校地合作交流，提高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建设社会型院校”。图书馆根据学

校的发展规划，制定了图书馆新的发展规划，

提出在做好本校师生服务的基础上，发挥高

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利用本馆丰富的信息资

源，积极为本市“三农”建设服务，丰富学院

周边群众的文化生活。

２０１１年４月 ２３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在新桥街道文化广场举行图书资源面向社会

开放启动仪式。根据《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

书馆面向社会服务办法》，图书馆面向全市

种养殖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各级农业行政管

理与技术人员等涉农行业及学校周边社区年

满１６周岁居民开放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社会
读者办理借阅证可免费借阅。《温州日报》、

温州电视台“零距离”栏目等媒体对我馆图

书资源社会开放活动作了报道。

现已有 ６００余位社会读者办理了借阅
证，部分周边居民还是本馆的活跃用户，经常

到馆借阅。

３　推出“农技在线”
考虑到学校位于市区，不少农民朋友不

方便到馆咨询，图书馆在面向社会开放图书

资源的基础上推出了“农技在线”。

“农技在线”是以图书馆丰富的农业信

息资源为基础，以本校农技专家为依托，针对

农民朋友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

供免费的技术咨询和帮助。“农技在线”通

过图书馆网站和微博定期发布种养技术、良

种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等；组织学校农技专

家不定期地对农民朋友进行农技培训和指

导；通过电话为农民朋友答疑。

４　校地共建社区图书室
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促进学习型

社区建设，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与温州

市瓯海区新桥街道合作共建 （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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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资源建设为特色的

图书馆服务与创新

陈笑缘　陈丽娟　洪素兰　宗　晨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３）

　　摘　要　介绍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通过数字化资源建设，创建“中式
烹饪特色资源库”等一批特色数字资源，努力创新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的案例。

关键词　高职图书馆　创新　案例

　　高职院校图书馆的管理如何在馆藏资源
建设、创新服务模式、开拓服务内涵等方面进

行实践性探索，开创出一条适合高职院校图

书馆建设与服务的新路，这是当前高职图书

馆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难题。近年来，我馆

紧紧围绕着学校办学宗旨与为师生、行业等

服务的目标，从专题信息资源编辑与利用、自

建特色数字资源库、图书馆文化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有效地探索与创新。

１　依据高职院校的教育特性及服务特
质，以定期专题信息的方式创新读者咨

询服务模式

信息技术进入了云时代，信息的储存载

体、获取与阅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面对挑战，我馆积极开展了“主动性服务”的

探索，对我馆征订的所有报刊进行二次文献

组织，并以“专题信息”的方式向读者主动推

送。具体由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与师生组成的

信息员一道以馆内报纸、期刊杂志内容为信

息组织对象，依据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动态信

息需求或时事热点问题选定每期专题的主题

内容，并将相关文章配上关键词收集成专辑，

重新编辑文献信息，在图书馆的门户网站上

专题发布。到目前为止我们平均每学期编辑

《专题信息》四期，至今已有六十六期，累计

达２００多万文字。由于我们的专辑内容既反

映了社会、经济、科教等方面报刊登载的最新

热点文章，又及时跟踪和服务于学校老师省

厅级课题项目研究的文献需求，热点突出、主

题鲜明、材料翔实、针对性强，大大方便了信

息的有效利用，节省了读者查找信息的时间，

因此受到了师生们的普遍欢迎和一致好评，

成为图书馆服务工作的一大亮点。

２　依托行业、校本教育资源创建我馆
特色数字化资源，创新高职院校图书馆

数字化、网络化资源服务内涵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馆藏文献结构的

变化，传统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服务模式受到

了挑战，数字化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提升为

图书馆创新的重点。我馆在做好商业性数据

库资源的组织、宣传、推送外，在自建数字化

特色资源方面作了一些尝试。目前已经完整

地建立了“中式烹饪特色资源库”、“商苑文

库”、“创新创业资源库”、“信息素养资源库”

等四个自建特色库。

２．１　创建面向全省烹饪行业提供数字化文
献资源服务的“中式烹饪特色资源库”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教育厅和高校图工委为
推动我省高校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步伐，

丰富我省高校共享资源，在浙江省高校数字

图书馆（ＺＡＤＬ）项目建设中特别设置了自建
数据库项目，我馆的“中式烹饪特色资源库”

９４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１期）



建设方案在招标中胜出，成为 ＺＡＤＬ特色库
项目建设之一。在“中式烹饪特色资源库”

建设中，我们采用了图书馆与二级学院合作

的方式，与我校烹旅学院的专业老师共同完

成项目建设。在资源方面主要依托我校从

１９７４年办学至今积累下来的大量珍贵的烹
饪教学资源以及我馆丰富的烹饪专业馆藏文

献资源，同时通过网络等方式收集了大量的

公共烹饪文献资源，并按照国家数字图书馆

建设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数据化加工，分

为学术论文、中式菜谱、饮食文化、馆藏图书、

馆藏期刊、视频资源、毕业设计、技能考核八

个板块进行建设。“中式烹饪特色资源库”

汇集了图书、期刊、学术论文、视频、图片等多

种资源类型，元数据量约为３００００条，全文数
据达到２００００条以上。在项目验收中获得专
家们的一致称赞，评为优秀项目。“中式烹

饪特色资源库”的建设不仅对我校珍贵的烹

饪教学资源及我馆烹饪文献资源进行了保护

性开发和利用，并通过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实

现了资源的共享，能为全省烹饪专业教学工

作者、烹饪业界人士、烹饪爱好者等提供该领

域丰富多样、全面细致的数字资源，也使我馆

烹饪特色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２．２　创建面向全校师生提供校本特色资源
服务与馆藏的“商苑文库”

文库是图书馆集中收藏、展示、利用和永

久保存本校师生教学、科研成果及学校办学

成果的学术成果库，是图书馆珍贵的特色馆

藏库。我校是一所百年老校，积淀了悠久的

办学历史与文化，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科研及

办学成果，具有建设文库的资源基础，文库建

设能传承学校文脉与办学理念，彰前贤而励

后学，且通过文库平台可统一查询与利用本

校教学、科研与办学成果，也更强化了图书馆

作为学校信息中心的功能，为全校读者增添

一块学术交流和研究的园地。

目前，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全面收集相关

纸质资源、数字化资源和音像制品等，特别是

我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本校教师历年来

在国内外报刊上公开发表（出版）的科研论

文、论著、编著、专利及厅级以上教科项目建

设成果；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作品）、创新创

业成果及厅级以上各类赛事获奖成果；本校

出版的期刊、报纸、教材、实习指导书、教学参

考书；学校大事件活动的各类资料等。经深

度加工升华为我校珍贵的特色文献资源。

“商苑文库”是一个集虚拟文库和实体文库

两者相结合的综合性文库，虚拟文库体现在

图书馆网站自建特色库的“商院文库”栏目，

内容分为教学成果、学生成果、办学特色、视

频４个子库，包括电子文档、图片和视频３种
文献载体，目前已有元数据量达６０００余条。
以纸质文献为载体的实体文库则通过在流通

部专门开辟“商苑文库”陈列室给予展示与

保存，陈列室分设教师成果、学生成果、办学

成果陈列柜。文库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

程，是一个动态的建设项目，不断进行更新，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库的作

用。

２．３　创建面向全校学生提供创业特色资源
服务的“创新创业资源库”

近年来，创新创业这一新的教育模式已

在全国高职院校大力推进，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逐渐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的第３张教育通
行证。我校是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教育协

会会长及秘书长单位，创新创业教育走在全

国前列，开创了被教育部称为全国“创业教

育三大模式之一”的“全真环境创业教育”，７
年来，创新创业园已累计孵化出创业团队

３００多个，积累了大量的创新创业教育素材
与成果。为更好地服务于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活动，我馆依托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案例和成果及我馆现有馆藏文献资源，以中

国知网、互联网等公共资源为有力补充，按国

家数字化建设标准将各种各类原始资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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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最后形成６０００多条元数据，并以创新
创业案例、创新创业视频、创新创业文献三大

板块组成“创新创业资源库”呈现给读者。

该库全面展示和提炼了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成

果及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逐渐成为指导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的

智囊库。

３　积极推进学校校园文化品牌建设，
创新图书馆文化育人和读者服务途径

校园文化是学校长期的文化积累与传

承，能充分体现一个学校的特色。作为学校

校园文化传承阵地的图书馆更应有自己的文

化特性并参与学校的校园文化品牌建设。为

此，我馆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积极开展各种

主题的文化活动，在内容与形式上大胆的创

新，采用“校内合作”、“校馆合作”、“校企合

作”、“聘请名家”“读者互动”等方式，组织了

系列的活动。如：与学校环保协会一起举办

了“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真人读书沙龙；开

展校馆合作接受杭州市档案局图书捐赠；举

办国家级剪纸传承人———吴善增作品展和剪

纸艺术与文化讲座；请相关企业进行数据资

源利用知识讲座；举办以“节俭、环保、健康、

人文”为主题的系列图片知识展示；组织“环

保创意ＤＩＹ”师生手工作品展示与评比；成立
了校读者协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为读

者创造更加良好的读书氛围，充分展现了图

书馆文化育人功能，更成为我校文化品牌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陈笑缘、陈丽娟、

洪素兰、宗晨）

（责任编辑：孙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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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页）　社区图书室。
２０１３年４月 ２３日，由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新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中国移动瓯

海分公司、温州市新华书店协办的“温州科

技职业学院２０１３读书节开幕式暨新桥广场
文化推广活动”在新桥文化广场成功举行。

开幕式上，图书馆流通部主任丰玮分别与新

桥街道６位社区主任签订了《院地共建社区
图书室合作意向书》。根据协议，温州科技

职业学院图书馆为新桥街道的前花、三浃、金

蟾、新桥、西湖、山前６个社区的图书室各免
费出借５０００册（具体需求数量待社区回复）
图书，并定期回收、更新补充，社区对这些图

书承担保管责任。目前，图书馆已向社区集

中出借５９００余册图书。
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

书馆与温州市永嘉县巽宅镇签约共建“农村

社区文化大礼堂”。巽宅镇是温州市文化强

镇，目前正在申报“省级文化强镇”。该镇的

“农村书屋”建设遇到了困难，镇党委副书记

主动上门，申请合作共建事宜，我馆与温州市

科技情报学会共同组织了这次共建之旅，金

瑜雪馆长与该镇党委书记周宁国签订了《校

地共建巽宅镇农村社区文化大礼堂》。我馆

向该镇免费集中出借图书２０００册，极大地丰
富了社区文化大礼堂的藏书。我馆还搜集编

印了“高山茭白无公害化栽培技术”、“杨梅

采后管理技术要点及主要病害”等农技科普

资料，以及低碳知识宣传展版，在该镇的文化

大礼堂活动中心分发、展出，受到百姓的欢

迎。根据需求，我馆今后还将持续向巽宅镇

的其他社区提供相关的农技咨询、资料传递

等服务。市情报学会为共建活动购买、捐赠

了一批价值２７００多元的农技科普新书。
校地共建图书室得到学院领导和学院后

勤部门的大力支持，开创了高校图书馆社会

服务的新模式。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金瑜雪、梅喜雪、

杨捷、丰玮、杨书舟、李志忠、郭熙焕）

（责任编辑：陈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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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符经》与阅读智慧

张文青

（哈尔滨工程大学图书馆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阴符经》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阴符经》所阐述的原
则，是关于宇宙的一般原则。历代的仁人志士依据这些原则治国、修身。笔者认真地

研读了《阴符经》获得了点滴体会。试图通过《阴符经》所倡导的原则，给人们的阅

读、求知增添智趣。运用阅读理论影响阅读，推动阅读，为构建全民阅读、终身阅读的

学习型社会贡献力量。

关键词　《阴符经》　阅读　智慧

　　《阴符经》［１］也称《暗合经》，全称《黄帝
阴符经》，唐李筌托名黄帝所撰作注。“阴

符”，唐李筌释为“暗合”，即暗合于天道。这

个解释符合《阴符经》的基本精神。“通行的

七家注本、张果、欧阳询、褚遂良、郭忠恕、袁

正已的写本，均四百字。李筌疏本、十人集解

本三百余字［１］。”不足《道德经》五千言之十

分之一。金代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有“理透

阴符三百字，搜通道德五千言”的诗句（《重

阳全集·浣溪纱》）。明代哲学家吕坤说：

“（《阴符经》）其言洞造化精微，极天人蕴奥，

契性命归指。帝王得之以御世，老氏得之以

养身，兵家得之以制胜，术数家得之以成变化

而行鬼神，纵横家得之以股掌人群，低昂时

变。是书也，譬江河之水，惟人所挹。其挹

也，惟人所用”（吕坤《阴符经注·序》）。可

见《阴符经》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笔

者试图从《阴符经》中寻求指导阅读的智慧。

１　阅读也要理论联系实际
人们通过阅读获取知识，要理论联系实

际。“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幸》）。只有理论联系

实践，做到质和性的统一，才能在阅读中获得

真正的知识。

《阴符经》开篇，“观天之道，执天之行，

尽矣。”译成白话文就是：眼观着天道，手执

着天行，极尽了。揭示其意义就是：天行，也

是天道。天道，指的是自然规律。《阴符经》

认为，认真地观察和研究自然规律，掌握自然

规律，就穷尽了一切。《阴符经》告诉人们：

阅读不但要认真地观察和研究自然规律（学

习的过程），而且要掌握自然规律（实践的过

程），这就够了（就穷尽了一切）。我们知道，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指出：“实践出真

知。”泛泛地阅读而不进行实践，是不能得到

真正的知识的。能够理论联系实践而获得真

正的知识，这是阅读的真智慧。它是与伪智

慧相区别的。

２　阅读也要了解自己
“知己知彼”是战争原则，在阅读过程

中，攻克学习的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也

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不但要认真对待阅读

对象，而且要正确地对待自己，了解和认识自

己也是阅读的内容之一。

《阴符经》：“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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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道，以定人也。”译成白话文就是：天分，

是人的根本。人心，是变化的枢机。建立天

道，为的是给人规矩。揭示其意义就是：人有

自己的天分，天分是人一切行为的基础。人

的一切行为都受心的支配，所以说人心是变

化的枢机。为保证人们行事正确，需要有个

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天道。天道是人发现的，

人发现它，是为了制定行为规范。对于阅读

来说，不同的人其阅读过程、阅读感受、阅读

情感等等，是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天分，天

分是人一切行为的基础。《阴符经》告诉人

们：学习、阅读、求知，用心才能有所得，人心

是变化的枢机。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用心阅

读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而且阅读有其固有

的规律，人们在阅读中发现并掌握它，以制定

人们的阅读行为规范。这是阅读取得学问的

又一真智慧。这也是与智巧相区别的。因为

规律人们只能遵循而不能违背。

３　阅读要把握“阅读之机”
阅读中读者要善于发现和把握阅读之

机，以推动阅读，也是很好的阅读智慧。

《阴符经》：“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

之所以神也。”译成白话文就是：人都知道神

秘的东西神妙，却不知不神秘的东西神妙。

揭示其意义是：《易传》说：“阴阳不测之谓

神”，“不测”就神秘。神秘，人就觉得神妙。

天时地利，物的生死盛衰，都不神秘。但不神

秘中蕴含着事物的转机。转机，是神妙的。

《阴符经》告诉人们：在学习、阅读、求知的时

候，不但要研究神秘的东西（或章节），保持

一贯地钻研精神和追求；不神秘的东西也是

神妙的，只是人们不知其中的道里罢了。依

据阅读规律在不神秘中探索事物的转机。像

阿基米德在并不神秘的一次洗浴中发现浮

力；牛顿在平常的一个掉落的苹果砸到自己

身上发现了万有引力等等。持之以恒的用心

阅读并善于思考去把握平凡中的转机。这是

取得学问的真智慧。《阴符经》还说：“日月

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译

成白话文就是：日月运行可以推算，事物大小

都有一定。伟大的功业从这里出发，无穷的

智慧由这里产生。揭示其意义是：日月运行，

物形大小，都不神秘。可闻、可见、可测定、可

推算。推而广之，一切事物都可测、可知、并

不神秘。不神秘中，蕴含着神妙的“机”。掌

握这个“机”，就能创造伟大的功业，产生无

穷的智慧。显然《阴符经》这几句话对人们

的阅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体现出非凡的

阅读智慧。

４　阅读要用心专一并反复思考
《阴符经》：“盲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

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译

成白话文就是：盲人善于听声，聋者善于视

物。割舍其他便利，只剩一个来源，用起来就

强人十倍。昼夜再三思考，用起来就强人万

倍。揭示其意义是：要抓住时机，需要专心一

志，反复思考。专心一志，反复思考的好处

是，能收到十倍、万倍于人的效果。毛泽东在

《矛盾论》中告诫人们：要抓主要矛盾，在解

决问题时，解决了主要矛盾，问题就迎刃而解

了。

我们知道，阅读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

理解。广义地说，阅读就是人类感知世界的

过程，是人从符号中获得意义的一种社会实

践活动和心理过程。凡是人类通过感觉器官

能接受到的信号，并反馈到大脑，进而对信息

进行存储、感受、分析、判断的过程，都可以称

为阅读。所以可以说阅读城市、阅读建筑甚

至阅读成功、阅读生命。狭义的阅读，是指人

类通过一定的载体，接受载体所提供的文字、

图像等作品信息的过程。总结成功人士快

速、高效地获取知识和信息的经验有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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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是发挥所长。阅读自己最擅长的专业，

如果让卓别林研究进化论或者让达尔文去攻

读戏剧专著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二是善于

学习别人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三是集

中精力于一个专业方面进行突破。凡是成功

的人士都是将精力高度集中于一个领域，而

不是四面出击。选定一个专业，阅读经典原

著，并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就。《阴

符经》告诉我们：为了取得阅读的成就，即要

适时，掌握阅读时机；又要用心专一，发挥所

长，从一个点上突破；还要反复思考，就能收

到高效率的成果。人的一生从阅读的角度可

分为：幼儿期、小学时期、中学时期、大学时

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毫无疑问阅读

像呼吸一样是伴随人的终生的。加拿大学者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他的著作《阅读史》

中说：“日本的建筑师阅读准备盖房子的土

地，以保护它免受邪恶势力侵袭；动物学家阅

读深林中动物的足迹；玩纸牌者阅读伙伴的

手势，以打出获胜纸牌；舞者阅读编舞者的记

号法，而观众则阅读舞者在舞台上的动作；双

亲阅读婴孩的表情，以察觉喜悦或惊骇或好

奇的讯息；中国的算命者阅读古代龟壳上的

标记；夏威夷渔夫将手插入海中以阅读海流；

农民阅读天空以测天气。……不管哪种情

况，阅读其意义的都是读者；我们每个人都阅

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了解自身与所处。

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不得不阅

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

功能。”［２］这是指广义的阅读。

那么狭义的阅读就是治学性的阅读。对

于人的一生来说，上述各个时期所应获取的

知识是不同的，也就是每个年龄时期都应有

的知识年龄水平。当然在特殊的治学时期，

知识年龄水平差别是很大的，也就是天分万

殊学问万方。比如，中学时期初见端倪；大学

时期将拉开距离；青年期和中年期人们的治

学和作为就有万殊的表现了。《阴符经》在

把握时机的同时，强调用心专一。用心专一，

还要反复思考。以其科学智慧给人们的阅读

获取知识以指导。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就会受

益。

５　阅读求知没有捷径，只有依靠自己
的努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阴符经》：“人以天地文理圣，我（‘我’

是指《阴符经》以下同）以时物文理哲。”译成

白话文就是：人们惊叹天文地理伟大神圣；我

凭借当时事物的情理，变得聪明。揭示意义

是：只赞美天地的伟大，会忘了自己应该做什

么，这是蠢人。聪明的人凭借对事物的了解，

立足于自己的努力。《阴符经》告诫我们：在

阅读时不要只惊叹天地的伟大，惊叹别人的

阅读成就，或者所取得的成绩多么神圣，要立

足于自己刻苦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立足于

自己，路就在足下，这是《阴符经》的智慧。

《阴符经》：“人以虞愚，我以不虞。人以

期其圣，我以不期其圣。”译成白话文就是：

人们喜欢猜测，所以愚蠢。我不进行猜测，愚

人用猜测，企望达到圣明；我用不加猜测，企

望达到圣明。揭示涵义是：猜测，是投机钻

营、寻缝觅隙者流。仅可奏效于一时一事，成

不了大器。《阴符经》主张从对自然规律的

认识、对当时事物情理的了解、对时机的把握

中，使自己料事如神，处事如圣。《阴符经》

告诫人们：在学习、阅读、求知的时候，不能取

巧，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没有近路可走，只有运

用阅读规律，从事物发展的情理中把握时机，

才能到达科学的彼岸。像人们所说的“学海

无涯苦作舟”一样。这是《阴符经》纠正伪智

慧的智慧。在科学研究的时候，或许依靠智

巧或者投机钻营，能取得一时的效果。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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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就是伪智慧。真正的智慧是立足实际、

立足于自己努力学习。

《阴符经》：“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

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

顺矣。”译成白话文就是：自然之道寂寥宁

静，天地万物不断生长。天地之道不知不觉

地作用，一会儿阴胜，一会儿阳胜。阴阳交替

推移，变化就有条有理。揭示涵义是：道，就

是自然之道。天地之道就是自然之道。道无

声无味。道推动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天地

万物分阴分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

·系辞传》）。一阴一阳，就是阴阳的交替推

移。这种交替推移是慢慢地、逐渐地进行的，

像水的浸润，不知不觉，你进我退，此胜彼负。

万物就这样生生不息，有条有理。《阴符经》

告诫人们：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固

有的规律，它是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在不知不

觉中始终发挥着作用，不退则进、不进则退。

万事万物就这样生生不息有条不紊的发展。

我们在学习、阅读、求知的时候也是一样，阅

读规律始终像水的浸润，不知不觉地发挥着

作用。因此，在求知阅读的过程中，坚持运用

阅读规律，决不放弃就能到达求知的彼岸。

所以《阴符经》还说：“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

不可违，因而制之。”白话文是：所以，圣人知

自然之道不可违背，因而就驾驭利用。其含

义是：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人们只能利用它。

阅读开始容易，会渐渐变得困难，如果感觉到

困难而认真地对待，困难就会渐渐变得容易，

这就能化难为易，终会免于困难。在阅读求

知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坚持、积累，阅读

量上的不断增加就能获取真正的知识。这也

是阅读智慧。

６　结语
总之《阴符经》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

位，《阴符经》所阐述的原则，既是对我国古

代人民与自然界关系的总结，也影响着我国

古代人民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古人有诗

曰：“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止五千。”可

见，《阴符经》和《老子》一样，谈论的是一般

的哲学问题，所以人们也就根据自己的观点，

把随便一种具体的内容赋予它。２０００多年
来，许多注家，特别是道教名家（或掌门人）

从富国、安民、军事、科学、天文、养生、易学等

等，多领域给与了阐释。历代道教认为《阴

符经》讲的是宇宙的一般原则，人们应根据

这些原则来治国、修身。笔者通过研读《阴

符经》从中挖掘点滴指导阅读的智慧，试图

给人们的阅读、求知增添智趣，是为盼望。

阅读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深度和广

度，对文化的传承，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作为图书馆员在实际工作中，应

努力营造阅读文化气氛，运用阅读理论影响

读者阅读，推动阅读，为构建全民阅读，终身

阅读的学习型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１］　李申朋．符经全译［Ｍ］．成都：巴蜀书社出版，

１９９２．

［２］　曼谷埃尔．阅读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责任编辑：孙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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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先进集体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图书馆

　　近几年来，伴随着学院的升格和发展，浙
江金融职业学院图书馆不断充实、壮大，发展

日新月异。图书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读

者第一、服务育人”的办馆理念，把为教学科

研服务，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和为

行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作为图书馆的

中心任务；把建立安全、高效、丰富的文献保

障体系作为图书馆工作的重点；以特色、创

新、发展作为图书馆不断追求的目标，着重围

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文献资源、引进先

进自动化管理手段、构建高效服务机制、充分

利用资源等六个主要方面组织、开展工作，并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新的进步。

　　一、服务功能定位
国家示范院校建设的目标表现在两个方

面：（１）教育教学改革领先———与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形成产学研结合的长效

机制，以就业为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

显著；（２）社会服务领先———积极承担面向
区域产业发展的社会培训，主动为行业企业

提供应用技术开发和数字信息共享等科技服

务，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具有明显的

带动作用。

根据国家示范院校建设目标，我院图书

馆明确了本馆的服务功能定位：一是馆内服

务，为入馆读者提供馆藏资源服务；二是校内

服务，为教学科研提供信息资源服务；三是校

外服务，为行业、社会提供特色资源服务。

　　二、稳定发展馆内服务
对于校内读者，我们一方面尽力满足师

生教学、科研和学习的需要，为师生提供快

捷、方便、优质的服务，充分发挥图书馆在教

育教学中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极具我馆

特色的货币金融博览馆和金融票据博览馆为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巨大作用，

以及深受学生喜欢的“考证考级馆”的成功

经验也获得了《钱江晚报》的关注，并于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１８日给予了专门报道。

另一方面，我们以教师为目标群体，深入

系部，联合举办“‘大金融’平台建设与金融

学术信息应用推广”等学术沙龙活动或培

训，大力宣传图书馆的新功能、新服务；同时，

为了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和提高资源利用

率，我们积极举办“缤纷四月，相约书海”、

“书香情缘”、“芳菲记忆”、“知识盛宴”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读书节活动。

根据统计，２０１２全年图书馆学生到馆总
计３６４３３７人次，比上一年度提高了 ２１％。
以学生实际在校８个月计算，平均每月进馆
人次超过了４．５万，这说明图书馆已经越来
越成为师生们愿意去的地方。

此外，《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正
式发布了《２０１２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育科研论
文统计分析》。根据该报告统计，我院２０１２
年在１４种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高等教
育科研论文共计２７篇，发表数量再次禅联全
国高职院校第一，连续六年位居全国高职院

校的首位，显示出我校高职教育研究的强劲

实力，同时也是对我院图书馆科研服务成效

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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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创新发展行业服务
我院图书馆主要针对目前图书馆服务社

会、行业所存在的问题，转变服务观念，拓展

服务内容，构建具有我院专业特色的资源

库———“浙江金融学术信息交流中心”。

“浙江金融学术信息交流中心”主要是

借助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将各类电子数据和

信息提供给本院全体师生和经过认证的其他

院校及行业用户的一个经济教育平台和金融

资源平台。它拥有内容丰富的数字信息资

源，可以方便快捷地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统一检索界面，对系统内的数

据和知识库进行访问，并获取自己所需的信

息资料。它为用户提供检索、阅读、下载、交

流、预定、馆际互借等常规及特殊要求的多渠

道、全方位服务，为行业、社会和学院共生态、

同发展提供一个由现代化技术支持的、不受

时间和地域限制的平台。

“浙江金融学术信息交流中心”主要由

“金融资源库”、“文献传递平台”、“参考咨询

平台”、“学术交流论坛”四部分组成：

（１）“金融资源库”是根据我院、经济金
融机构以及同类院校对文献资源的需求，增

加和完善我院图书馆的各类资源，特别是将

市场上所有的金融类数据库收录完整，力求

建成省内最大最全的金融信息中心，同时对

所有资源库进行整合，实现统一检索。

（２）“文献传递平台”是通过网络技术以
及高清扫描技术，为用户提供纸质文献的传

递服务，让用户足不出户便可获得数十万的

专业图书资源。

（３）“参考咨询平台”是充分发挥我院教
师的专业知识和图书馆的业务能力，为用户

提供专业的参考咨询服务。

（４）“学术交流论坛”是为用户进行学术
交流提供平台，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氛围。

“浙江金融学术信息交流中心”建成后，

我们主动与专业、行业和高校联系，以“专

业”为单位，对老师进行检索培训；以“校友

会”为通道，大力宣传和揭示我馆的馆藏资

源和文献优势；以１０所“对口支援、战略合
作院校”为对象，形成馆际互借，弥补其数字

资源的不足。目前，已成为“浙江金融学术

信息交流中心”用户的单位包括杭、甬、温、

金、台、嘉等多家有所选择的重点金融机构以

及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陕西银行学校、乌鲁

木齐职业大学、广西银行学校、丽水职业技术

学院以及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等兄弟院

校；个人用户包括各地校友会主要成员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届毕业生等数千人，服务对象正
在不断地扩大。

“浙江金融学术信息交流中心”的最终

目标是以“浙江金融学术信息交流中心”建

设项目为载体，“主动为用户服务，提供特色

化服务，开展经营性服务”，为本院和其他高

校的教学、科研，为行业、社会和区域经济提

供更好、更新、更及时、多角度、全方位、立体

式的信息服务，力求以点带面，以纵向带动横

向，最终全面建立跨省区、跨系统、跨行业的

图书馆信息服务网络。我们争取在未来发展

中实现一定的经济收益，并将收益投入到新

的资源建设中去，如此良性循环，努力把我院

图书馆建设成为富有特色、有影响力的金融

信息中心。

　　四、打造“两个基地”品质
我院图书馆通过积极努力，共同创新，依

托货币金融博览馆和金融票据博览馆，积极

探索金融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的

结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二个博物馆顺利
通过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基地的验

收，并得到了省文化厅副厅长田宇原的充分

肯定和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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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中，

我院图书馆的货币陈列与鉴别实验基地作为

“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通过古钱币文

化教育普及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获

得了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教育厅、共青团浙

江省委员会、浙江日报社、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联合发文授予的“浙江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普及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图书馆将继续以

金融、保险、会计等经济类文献为重点，构建

涵盖全校多学科的文献资源体系；以服务读

者为根本，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以网络技术

为平台，推进图书信息资源共享；以“金融文

献库”建设项目为载体，进一步形成特色化

服务，为学院教学、科研，为行业、社会和区域

经济提供更好、更新、更及时、多角度、全方

位、立体式的信息服务，努力把我院图书馆建

设成为富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图书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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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页）　推广内容多、信息量大、复
杂度高，加之多数用户的信息获取能力不高，

因此，向用户单位提供连续的、不间断的后续

服务十分必要。我们通过与用户单位签订服

务协议、建立重点单位的服务长效基地、从各

医院图书馆（室）人员中挑选组建一支数字

图书馆服务指导员队伍等方式，建立一种稳

定的后续服务长效机制。联合本校专业教师

通过电话指导、即时通讯软件与远程协助、电

子邮件、主动上门服务等方式对用户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疑问和问题给予及时

的指导和解决，发挥信息服务的长期效益。

３　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医学信息服务社
会化推广成效

开展社会服务对于高校图书馆和用户单

位均能实现双赢。通过本次社会服务推广实

践，使我校图书馆树立了社会服务理念，开拓

了面向社会服务的新局面，促进了服务水平

提升与馆藏资源优化。在推广中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医学信息服务品牌，并适度试点开展

深度信息咨询服务、产学研信息服务、学习中

心支持服务、循证医学信息服务等几项附加

值高的服务，不断深化服务推广的层次，推动

社会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截止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３０日，我馆已为 １４１
家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了培训服务，范围覆盖

宁波市、县城区，参加培训的医务人员达

２９００余人次；与１２０家医疗卫生单位签约数
字资源服务协议，将其发展成为长期稳定的

用户；在推广的单位中选定数家软硬件装备

齐全、信息基础环境好、利用数字图书馆积极

性高的用户，建立了重点单位的服务长效基

地；累计处理各种咨询达９４０人次；代用户办
理了４３６张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宁波市数
字图书馆中心馆）读者证，文献传递１１０１篇，
较好地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取得了广泛的社

会效益，体现出数字图书馆服务地方社会发

展的价值。２０１３年７月，我校图书信息中心
党总支部报送的“数字化建设搭平台，信息

服务上台阶”案例荣获宁波市教育系统“甬

城育人先锋”党建创新案例三等奖，这说明

了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接受回访

的用户单位均表示本次服务推广解决了长期

以来困扰广大医务人员获取信息资源的现实

难题，在医务人员的科研课题申报、学术论文

撰写、医疗技术水平提高等方面发挥了较大

的促进作用。

　　（案例团队人员名单：郑义、周莺、阮焕
立、郑荣佩、严映芳、陆建玉、何建荣、李静、王

艳）

（责任编辑：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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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先进集体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

　　近两年多来，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实施
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管理水平显著提高，服

务质量明显改善，深受读者的好评。

一、改革管理体制，优化内部环境

１、全面实施大开放管理模式
为了进一步深入贯彻“以读者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我们对原有的开放模式进行了

分析研究，并参考兄弟院校的成功经验，决定

改革原来按块块分割的开放模式，实行大开

放、一站式管理，使整个图书馆成为一个有机

整体，以最大限度地便利读者利用图书馆各

种资源。为此，我们利用 ２０１１年暑假的间
隙，冒着酷暑，加班加点，对下沙全馆的书库

布局进行了全面调整，共搬动了８０万册中文
图书、４万册外文图书，修改了２万册图书的
借阅状态和加装磁条工作，新增书架３３７节，
新设图书检测系统，在２０１１年９月初新学期
开始顺利实行了新的大开放管理模式。

现在，书库按学科布局，一楼书库成为经

管类图书阅览室、二楼是人文社科图书阅览

室、三楼是期刊阅览室、四楼是自然科学图书

阅览室，各阅览室与自修室打通成为一个整

体，使读者可以在各阅览室与自修室之间畅

通无阻，真正形成了“人在书中，书在身旁”

的阅览环境，大大便利了广大读者。新开放

模式一学期运行下来，已受到读者的广泛好

评。

２、调整内部机构设置，使管理更加科学
化

为了适应大开放的管理模式，我们对内

部机构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将原来的流通

部、期刊部和图书阅览部三部合一成立流通

阅览部，统一负责一线的读者服务工作；将图

书采购和期刊采购合并设立资源建设部；为

强化特色馆藏，新设立了特藏部；为提高编目

质量，设置了编目部。通过机构设置的调整，

使业务工作更加专业化，职责更加明确，工作

效率明显提高。

３、新建借还书出纳台，工作环境和馆内
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充分利用馆舍场地，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工作效率，２０１２年，我们重新设计新建
了出纳台，并对旧出纳台进行改造。这项工

作从３月份开始构想，暑假开始施工，经过了
一系列的紧张工作，于９月中旬完成搬迁正
式启用。新出纳台设计科学合理，工作场所

明亮宽敞，功能更加齐全，使整个环境焕然一

新，更有利于为读者提供优良的服务。

同时，我们对原出纳台区域也进行了改

造，使之成为新书展示区和检索区。新书展

示区是将各学科的新书集中在一起进行展

示，以吸引读者。实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读

者能够方便快捷地看到最新出版的新书，极

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借阅欲望。所以，新书展

示区成为读者光顾最多的地方，大量的新书

很快进入流通，有效地提高了图书的借阅率。

二、积极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

１、努力增加数字资源
数字化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

势，国内外图书馆都在大力实施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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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我们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重点从资

源的数字化入手来推进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

工作。首先是大幅度增加数字文献资源的采

购经费，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２７万增加到２０１２年
的６００万，占全年采购经费的５０％以上。其
次，增加采购高水平数据库。新采购了 ＷＥＢ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等一系列数据库，数据库
数量从６１个增加到８１个。这些数据库各有
特点，有的是高层次学术研究方面的、有的是

填补馆藏空缺类型的、有的是实施现代教学

方式的必备工具，使数据库结构更加科学合

理。

２、推出“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深受读
者好评

面对众多的数据库和浩若烟海的数字文

献，如何使读者方便、快捷地查找到所需资

料，这是我们 ２０１２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为
此，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在ＺＡＤＬ的基础上
结合本馆的特点推出了“一站式检索”服务

平台。服务平台推出以后，深受读者的欢迎，

２０１２年我馆云传递论文数量１１７８２次，图书
６１６８４次，总量为浙江省第一。

３、对“浙商大文库”全面实现数字化
“浙商大文库”集中展示了我校师生、校

友的学术成果。今年，我们在对文库藏书全

部进行数字化处理的基础上，推出了“浙商

大文库”二级服务网站。二级网站既可以查

看学院（部门）的收藏信息，也可以查看图书

馆的馆藏信息，更可以进行全文阅读，同时把

图书馆“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应用到包括

文库书目在内的图书馆所有资源的检索，极

大地方便了师生的利用。

三、努力提高中文纸质图书的采购

质量，不断增加精品图书

近两年来，我馆根据学校学科的发展需

要，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或停止采购同类重

复、低层次的图书，积极采购学术水平高、有

收藏价值的精品图书。我们相继购买了《近

代中国史料丛刊》（３４０８册）、《宋画全集》、
《中国经济史长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１２００册）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１００
册）、《四库提要著录丛书》（１２００册），填补
了馆藏资源的一些重大空白，大大改善馆藏

结构，提高馆藏资源质量。

四、成功举办“读书节”，并成为学

校重点校园文化品牌培育项目

图书馆从自身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出发，

坚持“读书育人”的理念，为引导广大同学好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促进校风、学风的建

设，２０１２年４月份成功举办了第五届“读书
节”，对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的人文修

养、锻炼学生的组织活动能力、使他们的大学

生涯更有质量和意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２０１２年的“读书节”以“阅读，延展生命
的宽度”为主题，以悦读三部曲———书韵之

歌、创意之歌、竞技之歌三大板块为主线，为

全校师生设置了多项与读书紧密相关的活

动。由于“读书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得

到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影响

面不断扩大，２０１２年参与的学生人次已经过
万。２０１２年，“读书节”被学校评为重点校园
文化品牌培育项目。

五、顺利完成聘岗工作，人员配备

更加合理

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全馆进行了基础

聘岗和绩效聘岗。由于图书馆人数多，共有

７４人；层次复杂，既有专业技术岗位，又有管
理岗位和工勤岗位。因此，矛盾多，任务重。

为了顺利完成聘岗工作，特别是绩效聘岗工

作，我们首先对内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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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和教工路分馆外，其他所有科室都进

行了重组。然后，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双向选择。由于充分实行民主，尽可

能照顾每个人的专长和爱好，绩效聘岗工作

非常顺利，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通过聘岗，

理顺了关系，基本实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大家的工作动力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有

力地促进了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六、以读者为中心，开展全方位服

务

图书馆每年入馆人次达到２００多万，网
络访问人次达到１００多万。为如此巨大的读
者群提供满意的服务，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

作。但全馆员工深知，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

服务，是其职责所在、价值所在。为此，全馆

各部门纷纷推出各种服务措施。

１、加强学科服务工作。２０１１年完成了
艺术学、语言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

新闻传播学７个学科资源导航的整理工作，
现共建设了１４个学科的资源导航，涵盖了学
校的主要学科。为食品学院申报“创新协同

中心”提供高层次的文献检索和信息咨询服

务；分类整理了我校相关学科的ＳＣＩ源期刊，
我馆目前电子期刊覆盖了 ＳＣＩ来源期刊的
７８％。协助各学院（如财会、计信等学院）申
报硕士点、博士点统计相关学科资料。协助

日语、金融、法学院、人文学院特殊经费的采

购活动，帮助介绍适合他们的供应商，召集他

们参加订货会，指导付款合同签订等。

２、改善了服务环境。新设的咖啡吧深受
读者的欢迎，成为读者交流的好去处；新增的

教师研究室一推出就被教师预订一空，而且

预约的教师不断。

３、网络服务手段不断更新。２０１１年 ３
月１４日开通了“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腾讯
微博，２０１２年发微博千余条，听众人数从
２０００余人迅速增加至 １３５８３人。２０１２年 ２
月１６日开通新浪微博，目前已有粉丝１２６７
人。２０１２年，网上回答问题 １５００多条，ＱＱ
在线咨询１１００多人次。开通了网上图书预
约，实现了预约图书到书的短信提醒服务。

４、文献传递和代查代检服务深受教师欢
迎。２０１２年共传递文献 ３００多篇，同时，免
费为教师开具以及到浙江大学代开收录证明

９４１篇，为教师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５、新购入论文检测系统，帮助教师审查

申报职称的论文，我们在暑假加班加点，每年

检测６００多篇学术论文。
６、新建了“浙江工商大学学位论文系

统”。该系统的建立，使我校研究生的论文

全面实现数字化保存，并更便于读者的利用。

７、在所有书库、自修室和电子阅览室新
安装了音响系统，从而实现了晚间闭馆时统

一自动播放提示音乐，改变了原来依靠人工

呼叫的做法。这种方法既体现了礼节，又提

高了工作效率，使闭馆过程更加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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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通信电子类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学术年会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举行

　　１１月１１－１２日，２０１３年全国通信电子
类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在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召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校

长孙玲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北京邮电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

京信息科技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安邮电大学、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等９所高校图书馆的领导及代
表共６０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陈琳主持，副校长孙玲玲、图书馆馆长张云电

和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严潮斌分别在大

会上致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孙玲玲在致辞

中代表学校向与会代表示热烈欢迎，随后简

要介绍了学校概况，回顾了通信电子类高校

之间的历史渊源，赞扬了通信电子类高校之

间的兄弟情谊，希望通过年会加强９个高校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

功。

在主题发言环节，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馆长严潮斌、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泰

峰分别作了《阅读推广服务平台建设的探

索》、《品味、品阅、品牌让图书馆更精彩———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一瞥》的

报告，聚焦“阅读服务”这一热点课题进行深

度探析，并介绍了各自图书馆的实质成果。

在专题发言中，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杨伟

兵交流了论文《多分馆与单馆并存模式下图

书馆读者服务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

静交流了论文《新技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新

生培训模式探讨》，重庆邮电大学范翠玲交

流了论文《基于岗位设置的普通高校图书馆

学科化服务模式探讨》，南京邮电大学杜昊

交流了论文《中外合作办学下的图书馆信息

服务》，电子科技大学曾庆辉交流了论文《智

慧图书馆探索与实践———ＲＦＩＤ技术在电子
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应用》，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唐洪副馆长交流了论文《桂电图书馆新馆

建设和新技术应用的探索与实践》，北京邮

电大学周婕交流了论文《北京邮电大学图书

馆管理与服务平台》，西安邮电大学王力交

流了论文《高校移动图书馆 ＢＳ模式下的页
面流量控制策略探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陈军相交流了论文《图书馆文献收录检索证

明系统的开发与实现》，９所高校的代表分别
围绕新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等课题作了精

彩发言。

在自由交流环节中，与会代表踊跃发言，

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应当尽快落实９个
通信电子类高校图书馆之间馆际互借等具体

合作事项。随后，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

李泰峰作了会议总结发言，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图书馆副馆长王庆毅宣布了会议论文获奖

名单。

本次学术年会以“技术推动高校图书馆

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进全国通信电

子类高校图书馆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

学术交流与合作，以新技术来推动高校图书

馆资源建设与服务拓展。会议共收到学术论

文４６篇，研讨案例５项，评出一等奖１２篇／
项。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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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喜获国家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多项一等奖

　　由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ＡＬＩＳ）管理
中心主办的“２０１３高校图书馆服务与技术发
展研讨会”于１１月２１－２２日在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举行。会上对在 ＣＡＬＩＳ三期项目
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省中心、示范馆、联合

目录服务馆及馆际互借服务馆进行了表彰。

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获得 ＣＡＬＩＳ三期馆际
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馆评优一等奖（一等奖

全国仅评选５家，第一至五名分别是厦门大
学、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温州医科大学

和武汉大学）。在 ＣＡＬＩＳ三期示范馆建设
中，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申报参加了馆际互

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示范馆、虚拟参考咨询示

范馆的建设，并全部获奖。其中馆际互借与

文献传递服务示范馆获一等奖，虚拟参考咨

询示范馆获二等奖。同时舒炎祥、叶升阳获

ＣＡＬＩＳ三期应用服务优秀示范馆先进个人。
应ＣＡＬＩＳ管理中心之邀，作为馆际互借与文
献传递优秀单位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图书

馆抓住读者心理，发动宣传攻势，进入并融入

ＣＡＬＩＳ，以及用心开展服务，一切为了读者的
做法受到一致好评。

当前图书馆正处在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时期，为了应对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所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ＣＡＬＩＳ管理中心举办了此次
研讨会。来自ＣＡＬＩＳ高校成员馆、非高校系
统和合作单位的专家、代表２６０余人云集，共

同探讨图书馆服务与技术的新理念、新思路、

新方法和新应用。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建设至今，在教育部、发
改委和财政部各级领导的关怀以及教育部高

教司的直接领导下，在北京大学的全力支持

下，在成员馆的积极参与下，ＣＡＬＩＳ先后完成
了三期项目研发建设，形成了多项服务，加速

了高校图书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提

高了全国高校图书馆的整体信息化水平。目

前，获取ＣＡＬＩＳ服务的成员馆超过１６００家。
历经１５年的建设，ＣＡＬＩＳ已经发展成为

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之

一，尤其是第三期建立在“云服务”基础上的

“普遍服务”，取得了空前的效益，获得了广

泛的认可。ＣＡＬＩＳ未来将不断发展，建成一
个以“普遍服务”为指导原则的，“精细化”、

“层次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以数字

资源和数字化服务为主要支撑的图书馆协同

服务平台。

教育部高教司教学条件处处长李静，北

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利，ＣＡＬＩＳ管理中
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国家图

书馆馆长助理汪东波，ＣＡＤＡＬ管理中心副主
任竺海康，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孙坦等领

导和嘉宾出席了会议。

（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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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联盟　协同共享”暨 ＺＡＤＬ文献
传递服务表彰会成功举行

　　经过成员馆数年的协作努力，ＺＡＤＬ项
目资源服务与宣传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为

继续推进全省高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体

系建设，促进全省高校师生对 ＺＡＤＬ资源的
利用，ＺＡＤＬ项目服务组、浙江省高校图工委
信息咨询与用户教育专业委员会于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２６－２７日联合举办了“依托联盟　协
同共享”的培训会，并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ＺＡＤＬ文献传递服务、宣传推广工作进行了
总结与表彰。

２００８年以来，ＺＡＤＬ服务中心下辖的三
个工作组共组织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业务

培训７４场次，培训业务人员总计２３８３人次。
其中，培养合格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员 ８８
人，文献传递新系统服务人员１２８人。ＺＡＤＬ
成员馆中有６６家启动了文献传递服务，为高
校师生提供本馆缺藏的各类文献全文总计

１３６．４８８２万篇。本次大会对文献传递量达
到５万篇、云邮箱申请量达到２万篇以上的
图书馆，以及在ＺＡＤＬ文献传递服务、业务培
训、宣传推广中做出显著贡献的个人给予了

表彰。

荣获嘉奖的成员馆代表叶升阳、刘泉凤、

周秀梅、翟江、吴华晓、丁玲、沈国弟老师也毫

无保留地分享了他们组织文献传递服务、深

入本校终端用户开展宣传推广的实战经验。

借助ＺＡＤＬ统一检索系统与文献传递平台，
有效弥补单馆资源不足，提高本校信息资源

保障能力，成为所有代表的共识，不少成员馆

已将ＺＡＤＬ统一检索嵌入本馆主页，作为用
户查询、获取文献的主要入口。

钱佳平老师代表服务组做了ＺＡＤＬ服务
工作总结与发展思考的报告。她指出 ＺＡＤＬ
项目已从建设期进入运维期，性质也由项目

演变为联盟，因此更加高度依赖成员机构的

共同参与和协作。会议还邀请万跃华老师做

了“面向学科的知识服务”专题报告。同时，

由袁辉老师分享了第１３届 ＩＦＬＡ“馆际互借
与文献提供”会议呈现的全球文献传递发展

趋势。

当前，ＺＡＤＬ项目影响力已充分显现。
二期建设除继续推动文献服务在全省高校图

书馆的开展外，将不断改进 ＺＡＤＬ门户资源
服务的用户体验，注重业务生长与拓展，提升

ＺＡＤＬ对浙江省高等教育的支撑力度。会议
在喜悦与收获中圆满结束。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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