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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20世记初的发展：
李小缘、袁同礼、洪范五被称之为图书馆界的 “黎元洪”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当年7
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明确规定图书馆承担着

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全国人民大众服务的双重任务；

1956年12月，高教部也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
议上，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

《高等学校图书馆馆际互借办法（草案）》







资源共享的历程



一、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1981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
讨论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

1987年，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
工作会议，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一、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1994年开始建设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改变了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发展迅
速；

1996年8月立项，1998年开始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CALIS）。资源共享和整体化发展成效显著；

2002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修订）



年度 普通高校数 在校生数 毛入学率 平均

1977 404 625319 < 1% 1547

1987 1075 1958725 < 5% 1822

1998 1022 ～6000000 < 10% 5871

2007 1909 ～30000000 > 20% 15715

来源：《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网站

一、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高等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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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

在数字时代，读者来图书馆将不再仅是为了查找本馆馆藏。

在数字时代，单一图书馆仅利用本馆馆藏将不再能满足读者信息需求。

在数字时代，单一图书馆独立建设馆藏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

在数字时代，图书馆合作是国际趋势。

在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共享是时代的要求。图书馆代表的是公共利益，

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是使社会公众获益。信息资源共享是图书馆为解决信息

数量的急剧增长以及用户对信息资源的无限需求与图书馆对信息载体有限的

收集和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n 数字时代图书馆合作更加必要

在数字时代，大学图书馆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

要。大学图书馆应该在信息资源共享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高度评价教育部和图书馆界同仁为实现信息资源共

享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CALIS）”等建设项目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成
功范例。

《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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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校园内部环境的变化

n 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大学的办学模式带来了深刻的
影响，大学正在将教学功能从单纯培养人才的模式扩大
到进行科学研究、创新技术方面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社会主要强调的是大学在人
才的培养和输送上作出贡献

在21世纪的今天，则要求大学在新知识的发现、扩
散和应用上作出贡献。



１、校园内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

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
工作之中。

我们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

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１、校园内部环境的变化

n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开展自主
研学、合作学习，探究式教学

n科学研究：支持高水平、多学科
的科学研究，并具备辅助研究能力

n文化传承创新：保存优秀文化

n社会服务：资源共享，服务社会

n知识传播

n知识创新

n知识存储

n服务社会化

学校目标 图书馆功能



２、外部环境的变化

图书馆正处在教育、研究、出版和信息技术不断进
步的交叉点上，开放获取应运而生，相对于数量越来越
少的出版商，开放获取的理念迅速在学术界传开。从20
世纪后期开始，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应运而
生，以Google为代表的信息服务公司大量出现，改变了
用户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

知识社会对人才有更高的需求，人们的求知欲望更
强盛。

n 社会环境的变化：



２、外部环境的变化

学校的经费竞争日趋激烈，书刊资料及电子资源的价格
上涨，学校愈加强调工作成效和责任，要进行评估。

n 经济环境的变化：

n 技术环境的变化：

网络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突飞猛进，向数字图书

馆转变。人们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首选的途径是通过搜索引

擎，以Google为代表的信息服务公司正在逐渐侵入传统图书
馆的服务领域，如读秀学术搜索、百度知道等服务开始与图

书馆的参考咨询形成竞争态势。



３、用户需求的变化

n 越来越多的用户寻求网络信息作为其首要的、常常是唯一的
选择。他们在家中、学校、办公室或图书馆里可以很方便地
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主要检索工具目前很可能是Google等

n 用户越来越期望网上无所不有，期刊文章和专著仍然是用户
最重要的信息源，最好是免费的

n 用户希望获取的资源是无缝集成，更方便地获取信息内容，
认为即查即得是理所应当的

n 用户一致对信息服务与网络经历提出越来越高的需求(如通
过维基、博客、播客、社交网络)



３、用户需求的变化

n 在联机环境下对多媒体(音乐、视频、图象)的利用最多；希
望信息环境充满乐趣，使用起来充满想象力

n 图书馆拥有大量古籍和珍稀专深的资源，图书馆拥有在图
书馆里淘宝乐趣无穷

n 图书馆员平易近人富有人情



4、图书馆总的发展趋势：
n “以用户为中心”作为图书馆的基本理念

n 不断拓展图书馆的社会功能

n 将复合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基本型态

n 重视制订数字图书馆战略

n 图书馆2.0与web 3.0将成为大势所趋

n 泛在图书馆将成为发展的重点

n 图书馆的联合与合作将成为一种常态

n 图书馆以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作为核心竞争力将成为新
的目标
《图书馆发展趋势调研报告》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1-4期



2010 年学术图书馆十大趋势：

1.学术图书馆馆藏增长已由用户驱动，并将增添新的资源类型
2.持续的预算挑战和图书馆的改进
3.大教育变革要求馆员具备多样化的技能
4.统计和评估需求增加
5.特藏数字化将推动更广泛的资源共享
6.移动设备激增将驱动新的服务；
7.逐渐扩大的合作将提升图书馆在机构内外的作用；
8.图书馆将继续引领学术交流和识产权服务；
9.技术仍将改变服务并提升技能；
10.当物理空间被重新规划而虚拟空间扩大的时候，图书馆的定
义可能会改写；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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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三日不见 刮目相看
n Change is the new imperative for us all
变化是我们大家都必须接受的现实

n The pace of change is quickening and becoming unpredictable
变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并且变得难以预料

n Journals are almost all electronic.  Will books be far behind?  
The only aspect of book publishing that is growing is e books!
期刊几乎完全电子化了，书籍还会远吗？唯一增长的图书出
版是电子书！

n Librarians tend to want to change gradually and with increases to 
resources tied to those changes
伴随着资源的巨增，图书馆员却还倾向于渐变

匹茨堡大学Miller馆长在武汉大学的演讲，2011-11-14



Our Challenge  我们的挑战
n Libraries will not be the same in 5 

– 10 years
5-10年之内图书馆将不再一样

n We must begin to drastically 
change our services now to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our users
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彻底改变
我们的服务来应对用户的需要

n If we do not change, we will face 
irrelevancy
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就会被
边缘化

n We must forge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groups on our campuses and 
beyond
我们必须跟校内和校外的机构
结成伙伴

n We must be more proactive in 
developing information tools 
我们必须更主动地开发信息工
具

n We must learn from each other as 
we face the digital age
我们必须互相学习，因为我们
面对着数字时代

匹茨堡大学Miller馆长在武汉大学的演讲，2011-11-14



资源建设经费支出结构（2008/2009）

56.805,389,9207,084,869CALIFORNIA, 
IRVINE

57.03Median

58.455,772,8736,764,591CALIFORNIA, 
SAN DIEGO

35.526,339,90310,540,298CALIFORNIA, 
BERKELEY

48.5711,926,81615,015,672COLUMBIA

63.685,764,3187,176,222MIT

40.077,929,82510,709,460PRINCETON

电子资源占资源经费比
重（%）电子资源费用连续出版物费用大学





n 图书馆必须因应形势，与时俱进，调整目标和策略

n 不只提供图书，现在提供虚拟化和多元化的服务，实体图
书馆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n 因特网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利用因特
网，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得起图书，图书馆有益于公平

n 但网络与图书馆之间是一个共存互补的关系。因特网(包括
搜索引擎)需要图书馆提供资源，而图书馆也需要因特网提
供新的信息环境

图书馆必须改变自己，方能守住阵地



第一条：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
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和社会信
息化的重要基地。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工作是学校教学和科学
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
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
标志。

第三条 高等学校图书馆主要任务是：

（一）建设包括馆藏实体资源和网络虚拟资源在内的文
献信息资源，对资源进行科学加工整序和管理维护。

n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2002年



馆藏实体资源

虚拟资源

国家图书馆
行业图书馆

Calis、NSTL、Cashl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图书馆

美国

OCLC
DIALOG

欧洲

GOOGLE

图书馆实体馆藏 = 实体印刷馆藏 + 镜像数字馆藏

n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2002年



（二）做好流通阅览、资源传送和参考咨询工作，积极
开发文献信息资源，开展文献信息服务。

（三）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培养读者的信息意识和获取、
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

（四）组织和协调全校的文献信息工作，实现文献信息
资源的优化配置。

（五）积极参与文献保障体系建设，实行资源共建、共
知、共享，促进事业的整体化发展。开展各种协作、合作和
学术活动。

n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2002年



n美国研究图书馆学会（ARL）对研究型图
书馆的定义：

研究型图书馆应该是那些具备丰富的

学术馆藏、强大的服务能力、高素质的馆
员，且足以支持自身用户高水平、多学科
的科学研究，并具备辅助研究能力的大学
图书馆。



悉尼大学图书馆：2005-2010年

图书馆结合学校的发展需求将图书馆使命定位
为：通过提供信息服务成为学校教学科研过程中的
积极合作者。通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已建立起“实体
资源”、“电子资源”和“以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服务为
支撑的全球图书馆资源”三个层次的文献资源保障体
系。

由主馆Fisher 图书馆和20个专业分馆构成的庞
大的图书馆服务网络为全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提供
高效、及时、便捷和多样化的信息服务，以用户为
本，构建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保障及服务体系。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规划：2010-2013
面对高等教育、信息技术和学术交流方面的根本

变化，CUL/IS开展一个广泛的、充满生气的计划来来履
行他的使命：传送高质量的文献和快速的服务，支持哥
伦比亚大学及更广泛社区的教学、科学研究。

CUL/IS通过强有力的领导致力于改革，包括信息政
策、学术研究开放获取、知识产权、教与学的技术创新，网
络内容的收集管理以及持续访问全球资源。该计划尤为关注
五个关键领域：全球和特殊资源;

数字馆藏;
有效的界面和改进的访问;
图书馆空间;
一种新型的研究型图书馆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规划：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不仅为康奈尔大学的师生提供服务，也为

全世界的学术群体提供服务。该图书馆在未来十年的使命是：领导
学术信息基础设施的协作开发，从而增强和满足在知识、创造力和
批判性思想的保存、发现、传播、以及应用中不断变化的需求。

目标1：提高对所需学术资源的访问获取速度。
目标2：提供一流的设施和服务，以支持研究、教学、学习及跨
学科的学术交流。
目标3：确保对大学知识资产的管理。
目标4：促进科研、学习和教学。
目标5：在用户需求需要被满足时，成为用户所考虑的选择之一。
目标6：实现为支持计划加强、学生工作岗位、图书馆馆藏及重
大员工捐赠由图书馆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目标。



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图书馆：

图书馆将坚持大学的承诺，通过支持和加强加

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的教学、学习和研究活动促进
卓越学习。图书馆将成为一个信息枢纽和学习网络,
旨在传播知识和信息。图书馆将管理其资源和活动，
完成在大学的使命、目标和策略明确表达的各项目标。

这是一所教学型大学，其使命主要是传播知识，

促进学习



台湾大学图书馆愿景：

n 结合馆藏特色与资讯科技，打造一流的现代图书

馆，提供最佳的教学研究服务；
n 持续台湾大学图书馆龙头地位，领导图书馆界自
动/数位化与馆际合作，提升台湾整体教研品质。

台湾大学图书馆目标：

n 未来希望成为华人世界一流的综合型大学图书馆；
n 在特定学术领域（东亚文明研究、纳米科技研究、资讯

电子科技整合研究、基因体医学）居亚洲领先地位；
n 在台湾研究方面希望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满足大学用户的多样性信息需求，支持教学和研

究，推动大学的知识创建、共享、保存及文化传承。
使 命

提供优质的信息资源、便捷的服务，成为文献信息

中心、知识共享中心和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与东南大学

地位相适应的，有特色的、现代化的研究型图书馆。
愿 景

东南大学图书馆发展战略规划



东南大学图书馆的办馆理念:

优化信息资源，创新服务空间；

嵌入课程教学，提高信息素养；

深化信息服务，融入学科建设；

促进交流共享，共建知识殿堂。



一体两翼，集成创新

一体： 图书馆的所有资源（信息、人力、技术等）
以人为本，真诚服务读者，全力依靠馆员

两翼： 服务嵌入到教学中（甚至课程）
提高信息素养和提升文化品味

服务嵌入到学科建设中，助力科学研究
集成创新：吸收、借鉴国内外领先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经验，

引进先进技术、整合信息资源、创新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和组
织文化，提升服务水平和文化品位，形成东南大学特色。

n 东南大学图书馆近年的总体发展思路



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历程

高校图书馆面临的环境

高校图书馆的定位

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策略



一切以用户为中心，主动适应变化！！

Ø 我们以前就是为他人做嫁衣，现在常常退居机器背

后，工作内在的复杂性必须向用户隐藏起来。

Ø 对用户而言，必须要能简单地发现、使用和理解我们

的资源。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其内容有多么好，都难以
得到用户的有效利用。

Ø 图书馆是为用户而创造的，而不是为图书馆自己而创

造的。

n 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策略



n 技术救图：更方便、更快捷、轻装上阵

技术是高质量、高水平信息服务的绝对支撑，传统手工时
代的咨询服务根本无法在今天赢得用户，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n 人文救图：更温馨、更舒适、更人性化

终身教育的基地，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主阵地之一。



１、制定战略规划





2、服务创新

服务是图书馆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图书馆一切

工作的灵魂，拓宽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容。

n 嵌入教与学，为人才培养服务

n 学科化、专业化、个性化--学科馆员制度

n 为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决策者服务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600位馆员，有46位学术性
的专家，大多数有博士学位





p自助文印服务

p自助借还设备

p24小时自助智能还书
p触摸屏读报机

p电动智能密集书库

p便捷的自助电话咨询

p检索终端

p多媒体公共信息发布系统（电视、LED屏）
p全馆无限网络覆盖，

… …

3、自助服务
清华大学文科新馆引进现代化设备



4、特色资源





5、管理创新—业务外包
n 编目外包

n 采访按类打包外包

n 书库、阅览室管理外包

n 管理外包

n 数字化加工外包

n 系统维护、主页建设外包



重组图书馆的业务、服务、人员，增加人员做电子
资源的服务

事实上，从1990年到1998年，美国高校图书馆从业
人员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

编目人员减少了63%
专业人员增加了72%

从事IT的人员仅次于读者服务和参考咨询部
门，且分布在从读者服务到馆藏管理的前沿

5、管理创新—调整人员结构



6、技术革新

美国国会图书馆2008-2013财政年度战略规划在
用户服务方面确定的总体思路是，改进馆内和馆外

用户无缝发现和利用图书馆资源的经历。其三大目

标：

1）以最小的努力，改进用户获取需要时所需信息的能力

2）改进图书馆资源的利用，保持学术、教育和公共政策过
程中的信息畅通

3）加强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全世
界更好的认知



n 例：利用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与本馆资源的链接



2、服务体系及工作流程

n 常用检索工具之书目查找



2、服务体系及工作流程

n 常用检索工具之书目查找



2、服务体系及工作流程

n 常用检索工具之书目查找



2、服务体系及工作流程

n 常用检索工具之书目查找



Educating教育

Leisure休闲

J文化、生活和学习的中心

Learning 学习

Growing 成长

以人人为本

7、空间再造

来自：台湾大学林光美副馆长ppt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信息共享空间





哥伦比亚大学
Butler图书馆



哥伦比亚大学
科学图书馆



南加州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Mass storage center at UIUCMass storage center , 2009Main building,   2007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高密度存储图书馆：可藏书800万
册，目前藏书350万册，有阳光阅览大厅。
总造价8000多万美元，其中建筑6500
万，设备1800万。



8、加强馆员建设，重视组织文化

n 馆员属专业技术系列，技术性增强，素质要求提高

人员分类：专业馆员、辅助馆员、学生馆员
职业准入制度

n 队伍建设强调人力资源开发

n 在职教育和培训的要求迫切，图书馆员也需要人文

关怀、全面发展

n 建设优良的组织文化——尊重知识，崇尚创新；敬
业爱岗、心态阳光



9、进行营销

不仅局限于宣传图书馆提供什么设施和服务,也是一个让读
者了解图书馆的机构目标和战略行动的过程。

学术图书馆越来越认识到营销的概念和技巧能够帮助它们

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市场研究可以使图书馆更好的理解教

师，学生，以及校园管理人员和校外用户的观点和想法。通过

掌握这些信息，图书馆可以知道哪些信息和服务是最为重要

的，以及如何更为有效的提供这些服务。

这样，图书馆就能够在获得认知和支持方面更成功，用户

也能够更好的享用图书馆的服务来实现他们的学术和研究目标。



首部曲：新生入門書院小班實體課程首部曲：新生入門書院小班實體課程

n 2008年以 “It’s Your Library” 為主軸
n 2009年以“戀上圖書館的每一天”為主軸
n 2010年以 “圖書館喜歡你”為主軸
n 讓讀者成為主角(user-centered)

来自林光美副馆长ppt



10、馆际合作和资源共享

41,87415,189238,827*68000*121CSU,  Fullerton 

423,657

343,272

661,746

866,063

334,336

882,708

389,713

总流通量

35,424

26,281

31,545

37,362

18,086

46,134

47,441

馆际互借
（借出）

28,25861,258116Median

28,18762,610128CALIFORNIA, 
IRVINE

27,976100,623115CALIFORNIA, 
SAN DIEGO

26,20277,126118CALIFORNIA, 
BERKELEY

20,09626,972104MIT

55,437171,600108COLUMBIA

35,85722,076117PRINCETON

馆际互借
（借进）

参考咨询
量

每周服务
（小时）学校



n 美国长春藤盟校馆际互借服务系统Borrow Direct

Ø Borrow Direct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
亚大学于1999年底开始了对传统馆际互借借阅方式进行改
革的试验性操作项目。2002年美国7所长春藤盟校全部采
用了Borrow Direct 开展图书的馆际互借服务。

Ø Borrow Direct所提供的图书馆际互借方式允许读者不经过
某个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部门，直接向Borrow Direct的其他
合作馆发出图书的求借，由专业速递公司递送图书。

Ø 整个过程无需馆员干预，服务周期缩短，用户在四个工作

日之内可以得到其他馆提供的图书，借期30天，不可续借
。



n 美国伊利诺伊州学术与研究图书馆联盟CARLI
Ø CARLI（Consortium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in Illinois）成立于

20005年，共有156个成员馆参加，由三个联盟组成。这三个联盟分别
是，伊利诺伊州的合作馆藏管理项目（ICCMP）, 提供全州的馆藏研究与
拨款事宜；伊利诺伊州的数字学术图书馆（IDAL），提供电子资源的集
团采购；伊利诺伊州的图书馆计算机系统组织（ILCSO），也就是后来
的网络联合目录系统Ｉ-SHARE。

Ø CARLI在组建后新增了很多项目：电子资源集团采购，数字资源与全州
资源的补贴等， I-SHARE 的用户可以借阅其他成员馆的图书，通过伊州
图书馆传递服务（Illinois Library Delivery Service，ILDS）获得。

Ø ILDS提供的24小时达到141个CARLI图书馆及所有州内的区域性图书馆
的传递服务。



东南大学图书情报一级学科硕士点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