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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核心业务与创新服务挖掘研究
——

以
“
９ ８ ５ 工程

”

高 校 图 书 馆 网 站 的 新 闻 内 容 为对 象

□戴 燕 刘 利 潘颖

摘要 数 字环境下 ， 高校 图 书 馆 更 多 的是通过 图 书 馆 网 站上 的 信息发布 实 现与 读 者 的 即 时

互 动 。 以 波特价值链为 理论基础 ， 选取
“

９ ８ ５ 工程
”

高校 图 书 馆 网 站 的新 闻 内 容为 研 究对 象 ， 通过

资 源 建设 、读 者 工作 、 宣 传推广 、 系 统 保障 、 行政 管理 、
技术创 新 、 基础设施和 学术研 究八 个 维度 ，

分 别从 图 书 馆价值链的基础性价值活动 和辅助性价值活动 两 方 面 深入挖掘 高校 图 书馆 的核 心业

务和 创新服务 。 发现 高校 图 书 馆 的 基础 性核 心 价值活动 依然 集 中 在资 源 和读 者服 务上 ， 重 点转

移到 了 数字 资源 和 阅读推广 方 面 ；技术创 新 和 基础 设施维护 成 为 图 书 馆价值链辅 助 活 动 的 薄弱

环 节 ，在未 来 的 图 书 馆 管理 中 更应 加强 面 向读 者 的 后 勤保 障服务工作和技术创新 。

关键词 高校 图 书 馆 核心业务 创新服务 图 书 馆 网 站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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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等 ，两者共 同构 成
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 ， 即 价值

在互联 网时代之前 ， 图书 馆在文献信息资源保链 。 价值链思想普遍适用 于各个行业 ， 只不过行业

障和读者服务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 伴随着数字的不 同 ，其价值链 的具体构成有所差异 ［
１

］

。

时代的来临 ， 读者获取信 息 的方式呈现 出 多元化 。图书 馆存在的 目 的是将收藏组织的信息资 源转

网络搜索 引擎 、 云计算技术等的出 现 ，使得图书 馆作化为读者的价值 。 从这一本质 出 发 ， 可 以认 为 图书

为信息 中心 的地位受 到 撼动 ， 甚至存在被边缘 化的馆价值链 的核心 就是为 读者 创造价值 的一 系 列 活

危机 。 与此 同时 ， 图 书馆还面 临 着来 自 更 多方面 的动 。 在 图书馆价值链 的构成 中 ，按 照 图书 馆 的 岗 位

巨大挑战 ， 如文献资源类 型 日 趋 多样与 复杂 、读者需设置和业务 内容 ， 同样可分为 基本活动和 辅助活动 ，

求和行为 习惯的改变 、商业或非商业机构 （如 国 内 外前者包括资源建设 、读者工作 、服务创新和系 统保障

数据库商 、 出 版商 ） 的竞争 以 及图书馆 自 身在理念与４ 方面 ，这些环节既是 图 书馆稳定 运行和 开展业务

机制 、技术 与流程 、技能与 素养方面的不适应等 。 如工作的基础 ，也是图 书馆价值的直观体现 ；而图 书馆

何在 当下变化的社会环境与信息环境 中生存并发挥的行政管理 、
技术创新 、 基础设施维护和学术研究构

作用 已 成为 图 书馆的重要命题 。成 了 图书馆服务 的支持性活动 ，是 图书 馆常规业务 琴

美 国哈佛商学院著名 战略学家迈克尔
？ 波特在和服务 正常 开展 的前提 与保 障 。

二者相辅相成 ， 共 Ｉ

《 竞争优势 》
一书 中提 出 了

“

企业价值链
”

的概念 。 他同为读者提供服务并创造价值 。§
期

认为 ，企业运营 的 实质 目 标就是将输 人资源转化为文 章通过将 图书馆工作流程从最基本 的信息 资

顾客价值 。 企业各种价值活动 的有机聚合便构成 了源建设到面 向 最终读者服 务之间 的所有环节进行分

企业价值链 。 这些活 动分为 基本活 动和 辅助 活 动 。解 ，厘清和 区别 这些 活 动对于 图书馆 的不 同价值效
｜

基本活动包括后勤 、生产 、销售 、服务等 ； 而辅助 活动果及其对图书馆所起 的不 同作用 ，发现和 识别数字
ｆ

则包括采购 、技术开发 、人力 资源管理 以及基础设施环境下 现代 图 书 馆真正 的核心价值所在 ， 确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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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图书馆的核心业务 以及何谓创新服务 ， 从而 为 图３ 网站新闻 内容数据分析

书馆制订战略规划 和提升业务管理提供依据 。３ ． １ 网 站新 闻 内 容总体情 况

在获取的
“

９ ８５ 工 程
”

高校 图书 馆 网站 ２ ０ １ ４ 年

２ 研究 思路与数据来源全年发布新闻信息样本数据 中 ， 平均每所高校 图 书

选择高校 图书馆 网站作为数据库来源 。 网站作馆新闻发文量为 １ ３ ７ 条 ， 月 均发文量仅 １ １ 条 。

为高校图 书 馆对外 服务宣 传和 读者 交互 的 重要窗从发布时间段来 看 （ 图 ２ ）
， 高校 图 书馆网站新

口
，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 了 图 书 馆的文 化形象 和服务闻信息发布主要集中在 ３ 

—

４ 月 以及 １ ０

—

１ １ 月 两个

内涵 。 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环境下 ， 图 书馆所提供的时段 。 ３ 

—

４ 月 发布 的 资源培训 内 容 约 占全 年资源

资源 和 服务更多依托于图书馆 门 户 网站 为读者提供培训信息 的 ３ ２
．
６ ％ ， ３

—

５ 月 发 布 的资源试用 内 容约

服务 ［
２
］

。 高校 图 书馆 网站 的新 闻公告栏 目 ， 在实现占全年的 ４ ６
．
７ ％ 。 这

一

现象与高校 图 书馆 资源 购

即时发布 图 书馆 的相关新闻报道功能 的同 时 ，承载置经费 的计划与使用直接相关 。 高 校 图书馆每年的

着 图书馆面 向 读 者揭示和 推广 资 源 、 服务 和管理理常规资源 购置经费基本在 １ 

一

２ 月 落实 到 位 ，
３ 月 开

念的桥梁和纽带职能 。 对图 书馆网 站新闻 的 内容挖始全面执行当年资源建设计划 的相关工作 。 而每年

掘 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客观 、 及时地反 映高 校 图 书馆的 １ 〇
—

１ １ 月 则 是资源购置经费执行的尾声阶段 ，各

的现实情况 。高校 图书馆会加大资源建设力 度 ， 以保证 当年经费

以我 国
“

９ ８５ 工程
”

高校 图 书馆 网站 ２ ０ １ ４ 年全使用计划 的顺利 完成 。 受寒暑假的影 响 ，
１
一

２ 月 和

年 的新 闻公告 信息 内容作 为 数据挖掘 和分析对象 。７ 

—

８ 月 的新闻信息发文量较少 。

信息采集范围包括 ： 图 书馆公告 、 通 知 公告 、 展览 预从分布地 区来看 （ 图 ３ ） ，华 东 和华北地 区高校

告 、新闻动态 、 资源动态 、 服 务动 态 、 学术讲座 、 主题图书馆网站的新闻信息总发文量均超过 １ ０ ００ 条 ，华

活动 、试用资源等栏 目 内容 。 在此基础 上 ， 结合波特东地 区高校图书馆发文 量最高 ， 达到 Ｉ ８６ ０ 条 。 在此

价值链及 高校 图书馆业务流程 ，按照资源建设 、读者基础上结合各地区 的 高校数量 ， 对地 区 的校均新 闻

工作 、服务创新 、 系统保 障 、
行政管理 、 技术创新 、 基信息发文量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 ： 华东地区高校 图书

础设施和学术研究八个方面对新 闻 内 容进行结构化馆的校均新闻信息发文量仍为 全 国 地 区最高 ， 校均

分类 处 理 ［
３ ］

， 最 终 获 取 ２ ０ １ ４ 年 全 年 有 效 数 据发文量为 １ ８６ 条 。 其次为东北地 区 ， 居于第三位 的

５ ３ ４５ 条 。是西北地区 。 华东 、 华北与 东北三地高 校 图书 馆新

闻信息总发文量及校均发文量均名 列前茅 。

；？ 技术创新 （
新増业务、 购买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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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高 校 图 书 馆 网 站新闻 信 息 月 均发 文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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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高校 图 书 馆网 站新闻 信 息 发 文 量地 区 分布 及 校均 发文 量

从新 闻 内 容来看 （ 图 ４ ） ， 资 源 建设方 面 的新 闻３ ． ２ 基 于 图 书 馆价值链 的 新 闻信 息 内 容 分析

内容 占 ５ ０％ ，读者 服务方 面 的 内容 占 ２ ７ ％ ， 其次为在借鉴波特价值链理论 的基础上 ，结合高 校 图

服务 创新 （ ９ ％ ）
、行政管理 （ ７ ％ ） 、学术研究 （ ４％ ） 、 系书馆 的业务 内 容 ，将采集的 ５ ３ ４ ５ 条有效新 闻信息样

统保障 （ １ ％ ） 、 基础设施 （ １％ ）及技术创新 （ １ ％ ） 。 可本数据按照 内 容进行 分类 ， 同时 ，将 图书 馆价值链按

见当前高 校 图 书馆 的核心业务与 服 务仍集 中 于资 源照基本活 动和辅助活动 ２ 个维度进行划分 （ 图 １ ）
。

建设与读者服务方面 ， 而作为研究型 大学图 书 馆的３
．
２ ． １ 图 书 馆价值 链 中 的 基本 活 动

学术研究 和技术创新方面在新闻报道 中体现的并不（ １ ） 资源建设 。

十分明显 。关于资源 建设类 的新闻信息 内 容具体包括 ：

“

资

６０
，

１％源通 知
”

、

“

资源违规
”

、

“

资 源 试用
”

、

“

资 源培训
”

和

？
“

图 书捐 赠
”

５ 个方面 。

■ 资源建设
“

资 源通 知
”

、

“

资源试用
”

和
“

资 源培 训
”

３ 方 面 ^

■ 读者工作的新 闻 信息 成 为 资 源 建 设类 的 构 成 主 体 （ 图 ５ ）
。 蒙

■ 服务创新
“

资源通 知
”

包含资 源的 开通 、 订购 、 说 明 、 获取 以 及 ！
Ｏ
Ｊ

■ 系统保障延用等多 方
？

面丰 富信 息 ，虽没有像
“

资 源试用
”

和
“

资 期

■ 行政管理源＇ ±音训
”

页歹 （
Ｊ ｔｉｉ

￥ ，
ｉ
Ｐ 同］＃ ｉｔ？ ％ 源、胃？ 中 ＃

■ 技术创新＃胃 胃 ｍ－％ 。 力卩 日月 ｗ ｊｉ ’ ％ 源
大

包含
“

新书通报
”

等 纸质 资 源方面 内 容 ， 但 仅 占 总数
＃

的 〇 ．
２％

；

“

资 源违 规
”

的 新闻公 告仅 ２ ５ 条 ，且 全部 圖

是关于 电子 资源 的下载和利 用方面 的 。噹

郃
图 ４ 高校 图 书 馆 网 站新闻信 息 内容发布 量及 占 比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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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通知 ■ 资源违规 ■ 资源试用 ■资源培训 ■ 图 书捐 赠

图 ５ 高校 图 书馆 网 站新 闻信 息
“

资 源 建 设
”

类发 文 的地 区 分布

电子 资源方面 的新闻信息发文量为样本数据信
“

读 书节
”

活 动 ， 其 中 除南京大学在 １ ０ 月 举办外 ， 其

息 的 ４ ５ ．７ ％ ， 占 资 源 建 设 类 新 闻 的 比 重 高 达余 ６ 所高校均于 ４ 月 开展 。 活 动包括 名 家讲座 、读

９ １ ． ２％ 。 说明无论是 图书馆还 是读者对于 电子资源者座谈会 、读书交流会 、晒书会 、书签设计大赛 、书评

的重视程 度 和 依 赖 程 度 已 远 远超过传 统 印 刷 型 资会等诸多丰 富 的形式和 内容 。 这 已 经成为 当前高校

源 ． 电子资源 已 逐渐成 为高 校 图 书 馆 资 源建设与 服图书馆开展 阅读推广 活动 的一种重要方式 。

务 的核心 内容 。流通阅览方面 ， 发布 的新 闻信息主要涉及图 书

（ ２ ）读者工作 。借还
、
读书证及借书 卡 的办理和领取 、 阅 览 室的调 整

读者工作包含
“

流通 阅 览
”

、

“

阅读推广
”

、

“

开放及毕业生离 校手续的办理等诸多管理内 容 。 在新 闻

时 间
”

、

“

活 动评选
”

以及
“

查 引 查 证
”

５ 方 面 的 新 闻发布主体上 ． 各高 校 均有 所涉及 。 在新 闻发 布 时 间

信息 。上 ，各 月 发布信息量较 为平均 。

１４
，

１％开放时间 和活动评选方面 ． 主要为 寒暑假 及 国

家法定节假 日 图书馆 的开馆 、 闭馆时间 及相 关安排 ，

＂

８ －６％以及征文 比赛 、论文 阅读大赛 、 微 电影和摄影大赛 、

３４２
，
２ ４％ ｉ ＿流通阅 览爱 书修 书大赛 、文 献资 源利用 知识大赛 、信息 素养 大

３ ５９ ， ２５％
？赋推ｒ赛 、随达人评赫优賴者评选 等各敎赛 、评选

■开放时间活 动通知 。 而 文献收 录与引 用检索证明 （ 简称
“

查 引

＿

■活动评选查证
”

）方面 ， 只有 ４ 所高 校 图 书馆在新 闻 中 发布 了

ｆ

？ 査 引 査证相 关 的信息 ． ＆ 丨１要 为研究 生学位 论 文检测 服务 。

６３ １
＝
４４％（ ３ ） 服务 创新 。

包含
“

学科服务
”

、

“

特色 活 动
”

和
“

资 源 推广
”

３

１Ｍ 的信息 （ 图 ８ ） 。 其 中
“

特色活动
”

（ １ １ ３ 条 ） 和
“

资

｜图 ６ 高校 图 书馆
“

读者工 作
”

内 容构成及 占比源推广
”

（ ２ ８２ 条 ） 是服务创新的 ２ 个主要方面 ，高校

１阅读推广 、开放 时 间 和流通 阅览 ３ 方 面是读者图 书 馆发布 了 较 多相 关新闻信息 ， 而
“

学科服务
”

涉

工作新 闻信息 中 的主体 （ 图 ６ ） 。 阅读推广 方面 的新及相对较少 。

大 闻信息在 每月 均有所涉及 （ 图 ７ ） ， 且 ４

—

５ 月 发布 的调査显示 ，截止到 ２ 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

“

９ ８５ 工程
”

高

爭
阅读 推 广 新 闻 信 息 占 到 全年 发 布 的 阅 读 推 广 的校 中 的 ２ ５ 所 已 开 展 了 学 科 服 务 ， 所 占 比 例 为

？３ ６ ＿６ ％ 。 众所周 知 ， 每 年 ４ 月 ２ ３ 日 为
“

世 界 读 书６ ４ ％ ［
４ ］

。
在该项调查基础之上 进一步检索发现 ， 截

４ 日
”

， 各高 校 图 书馆多数将
“

读书节
”

或
“

世界读书 日
”止到 ２ ０ １ ４ 年 ， 至少有 ８ ０ ％ 的高 校 图 书 馆提供学科

ｆ 等 系列 活动安排在此期 间 举行 。 如南 京大学 、复旦服务 。 然而 在 网站新闻调查 中有关
“

学科服 务
”

的新

＾
大学 、武汉大学 、东南大学等 ７ 所大学 图 书 馆开展 的闻信息却仅有 ８ ３ 条 ， 涉及到 的学校仅有约 ３ ８ ％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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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０

ｇ


２〇

ｏ：

１２３４５６７ ８９１ ０ １ １１ ２

－？—流通阅览
＿■
－

阅读推广
＿

＊
＿

开放时间
＿

活动评选 査引 査证

图 ７ 高校 图 书 馆 网站
“

读者工作
”

新 闻 内容分布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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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服务 特色活动 一一

资源推广

图 ８ 高校 图 书馆 网站
“

服务创新
”

新 闻 内容 发 布

大部分高 校 图 书 馆 只 发 布 了１
？

２ 条 有 关
“

学科服表 Ｉ 部分高校图 书 馆开展的 特色 活动

务
”

的新 闻 ，仅个别 达 到 １ ０ 条 以上 。 从
“

学科 服务
”

 ｜

高校名 称特 色活动

新 闻 的 内 容上看 ， 大多 是关于 图 书 馆走进 院 系开 展“

方寸世界 ． 传递 书香
”

图 书馆书签设计大赛 ：

资 源培训 和信息素 养培训 方面 的 内 容 ， 主要 以讲座武汉大学 荆楚风 流 汉 派作家
”

文学 作 品 微书 评大赛 ； 第

和 座谈会的形式开展 。 而 真正能起 到 宣 传
“

学科服 
七３

“

－尖＿ 亥『颜麵±赛


务
”

作用 的新 闻 信息却寥 寥无几 。 在这方面做得较北京大学
分享阅读 、 交换 快乐 换 书大集 ，

图 书 漂流 活 动 ；

好的是上海交通大学 图 书馆 。 在其发 布 的 新 闻 中 ， 

脱咖撕＿ 、＿補


介绍 了
‘ ‘

学科服务
， ，

团 队走 进 国家工程实验室和研究爱 ． 根 本 停 不 下 来一 东 南 大 学 第 二 屈 三 行情 书

大赛 ；

院等科研 团 队的 头 践 ， 描 述 了 较为 专业 化和 有 深 度４ 、 南 大 ＋
絲大学第－届 向经 典致敬 诵 读 竞赛 ； 南 京大 屠

^

的
“

学科服务
’ ’

工作 内 容 。＊死难 者首个 国家公祭 日 系 列活动２

？？

啡斜光
”

系列 ： 图挪 馆长与您睛面 ；｜

中 于寒暑假 以外的 几 个 月 （ 图 ８ ）
。 从 活动 内 容上 来华东师范 大学 如 何在

丨
冬１ 书馆制 造美好时光

，，

之读者交流篇 ；｜

说 ， 涵盖 了较广 的 范围 （表 １ ） 。让春 天拥抱 ： 人人 书写春 联活动

此外 ， 还 有 诸 如 Ｓ线 □ｉ吾大 赛 、
丨

冬
丨 ＋／ｒｎ 志、 Ｈ＃ ？？

我 为 山ｋ 孩子 送本 书
，，

活 动 ；
关 于 湖 南省 普通 高 ＋

Ｌｏｇｏ 设计大 赛 、在线有 奖问答 以 及环保袋设 计征 集中 南大学
校 图书馆书 画 摄影大赛Ｊ

等 丰富 的 活动 。 上述 举措加强 ７ １

？ １ 书馆 与 读者
？

之 间中 山 大学
“

中大学人文库
”

藏品 征集活 动ｇ
的 互

‘， 二二
者 的

Ｊ闲一 左
”
 ｒｖ答 ； 在线 口 语大 赛 ； 工具 书 、

年鉴 、
学 术 图 片 库体 验

｜

＾月 ；检索知识大 赛 ） 以及讲座等 。 推广 的 时间 主要集 ｜
荐 、和数据库有关的各种 比 赛或活咖 如有奖在线 冋

中在 ３ 、 ４ 、 １ Ｑ 、 ｎ 月 ？ 与
？ ？

资源 建设
＂

信息 发布 集 中 的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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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ｖ ｅＳｅ ｒ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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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ｒａ ｒ ｙ ／Ｄａ ｉＹａ ｎｅ ｔａ ｌ ．

时间段基本
一致 。作安排 与内 容 ，包括工作会议通知 、 党 的群众路线 教

（ ４ ） 系统保障 。育实践 活动总结大会 、校领导视察图 书馆工作 、知 名

由 于馆藏 资源 的 不断 网 络 化 和数字化 ， 图 书馆人士参观指导 、图 书 馆及其 内 部部 门或 员工 的获 奖

对计算机 网 络 系统的依赖性以 及数字化信息 资源在通 知等 。

“

馆 内 动态
”

新 闻 的时间分布除 ８ 月 不涉及

自 然灾害 和人为攻击 面前的脆弱性随之增强 。 计算外 ，其他 月 份信息分布较为平衡 。

机硬件或存储介质 的意外 损 坏 ， 系统 软件 的 稳 定性
“

馆 际交流
”

从 地区分布 上看 ， 华 中 地 区的 高校

或遭受 网络攻击等 ， 均 会 不 同 程度地 影 响 到 图 书馆图 书馆馆际交流 活动较 其他地区频 繁 。 在 时 间分布

的业务和 服务 的正常 开展 ， 这 也使得 系统保 障 与维上 ， 寒暑假 外的 月 份各馆之间或 多或少都有交流 ， 并

护成 为 图 书馆 的重要工作之一
。 及时 发布 相关 的新在 １ ２ 月 达 到最 高

。

闻信息告知读者 网络与 系统方 面 的 问题也变得 十分在
“

人事管理
”

和
“

学生助管
”

方 面 ， 华东 、华 中 和

必 要
。 但现实情况 中 ， 所有 高 校于 ２ ０ １ ４ 年发 布的华北 ３ 个地区

“

学生助管
”

方面的新 闻信息 发 布量 明
“

系统保障
”

方 面的新 闻信息仅有 ６ ８ 条 ， 涉及 的高校显 高于其他地 区 （ 图 １０ ） 。

“

９ ８５ 工程
”

高校 中 ， 只 有

也十 分有 限 ，大部分高校 在一年 中 只发 布 １
？

３ 条相北京 大学 、北京 师范大学 、 复旦 大学等 １ ３ 所 高校 在

关新 闻信息 。内 的 图 书馆发布 了 有关
“

学生助管
”

的信息 。 其 中 ，

３ ．
２

．
２ 图 书 馆价 值链 中 的 辅 助 活 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 范大学关于

“

学生助管
”

的新 闻 信

（ １ ）行政管理 。息发 布 量位居前 列 。 从 时 间 分布 上来 看 ，

“

学生 助

内 容包含
“

馆 内 动态
”

、

“

馆际 交流
”

、

“

人事管理
”

管
”

的信息发 布主要集 中在 ９ 月 ， 可 见新 学期 开始是

和
“

学生助管
”

４ 方面 （ 图 ９ ）
。高校 图 书馆招聘学生助理比较集 中 的 时间 。 为学生

“

馆 内动 态
”

新 闻 主要涉及 图书 馆行政方面 的 工提供勤工助学 岗 位 ，让学生参与 到图 书馆 的 日 常工

３ ５

３ ０

ｙ
Ａ＿＿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１０１ １１２

＿？一馆 内动态
＿

？
＿

馆际交流 ＿＊一 人事管理 ＿＿＿ 学生助管

图 ９ 高校 图书 馆网 站
“

行政管 理
”

新闻 内 容 发 布

１ ２


—

１ ０

毫＝
■６

大 ：
ｔ ｉＩＩ■１ １■■■ｌ ＾ｉ＾：

＾＃ ＞ｒ＃＃＃

图 １ ０ 高校 图书 馆网站
“

学 生助 管
”

新闻 内 容 发 布

來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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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 平台 购买

＾■８７７

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

图 １ １ 高 校 图书 馆 网站关 于
＂

技术 创新
”

新 闻 内 容 发布量 及地 区分 布

作和管理 中 ， 不仅增 加 了 图 书馆服 务 的 透 明 度 和 与备 的使用 和说 明 ， 也 包括空 调 、 电梯 、 饮水设 备 、 用

读者 之间 的亲 和 力 ， 而且 也部分缓 解 了 图书 馆工 作电 、用水情况等后勤服 务方面的 提醒通告 ， 还包括阅

人员 短缺 的现实 问题 。 但在此需要说 明 的 是 ， 由 于览室的 施工 、 图 书馆 的改造等建筑设施方面的 通 知 。

部分学校将相关信息放至专 门 的
“

勤工助学
”

等类似涉 及范围较为广泛 ，但就具体高校而言 ，其发布 的相

栏 目 下 ， 导致 文章在 获取 新 闻 内 容 时 存在 一 定的 局关信息量较少 （共 ６０ 条 ） 。

限性 ， 因此在分析与 阐 释时可 能不够全面 。 （ ４ ） 学术研究 。

（ ２ ）技术创新 。高 等学校图 书馆是 为高 校 教学和科学研究服 务

包括
“

新增 业务
”

和
“

购买平 台
”

２ 方面 的新 闻信的学术性机构 ． 提供的服务是一种专业性 、学术性很

息 内 容 （ 图 １ １ ） 。强 的服务 ［
５
］

。 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 是高校图 书馆的使

约 ５０％ 的高校 图 书 馆在 网 站新 闻 中 发布 了 关命和责任 ，也是其价值所在 。 服务 是高校 图书馆全部

于
“

新增业务
”

的相 关信 息 ， 以 此推 出 其新业务 与 新工作 的 出发点 和归 宿 ， 并贯穿于全部工作 的各个环节

服务 。 如 北京大学推出 了３Ｄ 打印 和 ３Ｄ 电影服 务 ；之中 。 在 ３９ 所
“

９ ８ ５ 工程
”

高校 中 ，图书馆发布的有关

清华大学推 出 清华学者智 库 ； 西北工业大学等诸多
“

学术研究
”

的新 闻信息 主 要集 中 于
“

会议 通 知
”

、

“

学

大学 图 书馆开通 了 微信 公众平 台服务 ； 北京 师 范 大术讲座
”

、

“

教学管理
”

和
“

读者调查
”

４ 个方面 。

学开通 了校友 服 务 等 ， 这些新增业 务和 服务 主要 聚
“

会议通知
”

主要包含举 办学 术论坛 、 学术 研讨

焦 于移动互联环境下的 读者服务推广 及新技术应用会以 及图 书馆学会等组织召 开 的 学术年会等 内 容 。

和体验方面 。
“

学术讲座
”

主要包含在 图书馆举办的 专家或学者主

（ ３ ） 基础设施 。讲的学术报 告会 、座谈会 、沙龙 等 内 容 。 从地区分布

有关图 书馆对于读者后勤保障方面 的新 闻 非 常上看 ， 华东地区高校 图 书馆 网站发 布较多 相关 内 容 ；

少 ， 近乎罕见 。 图 书馆的 基础设施维护 是 图书 馆 自具体到学校层面 ， 中 国 科学技 术大学 、 上海交 通大

身正常运作的 基本保障 ， 也是 为满 足读 者对 图 书 馆学 、兰州大学 、东 南大学 和复旦大学图 书馆 网站 中有

环境和服 务的直接需求 。 在
“

９ ８５ 工程
”

高 校 图 书 馆关学术会议方 面的新闻信息较多 ； 从时间分布上 看 ，

网 站 中 ，

“

基础设施
”

方 面 的新 闻 信息不仅包括书 包除寒 暑假涉及 的 内 容较少外 ， 高 校 图 书馆全年都会
ｇ

柜 、座 位 、 还书箱 、 自助 打 印 、复 印 系统等 自 助服 务设举行和召 开不 同的会议或讲座 （ 图 １ ２ ） 。 ^

年

２５Ｊ

２〇


Ａ
 期

： Ｉ

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

会议通知 学术讲座 ＿＊＿ 教学管理 —读者调査等

图 丨 ２ 高校 图 书 馆 网 站关 于
“

学术研究
”

的 新闻 内 容 发 布量及 地 区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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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教学管理
”

方面 ， 目 前 多数高校 图书 馆都承内容 。

担 了文献信息 检索课 程的教学工作任务 ；
９ 所

“

９ ８５其二 ，在读者服务方面 ， 阅读推广成为 读者服务

工程
”

高校图 书馆设立 了 图 书馆学 、情报学与 档案管工作 中 的重 中之重 。 阅读推广成为 增强 图 书馆和读

理学科硕士点 。 除 了 日 常 教学管理之外 ， 中 国农业者之间互 动性 与 亲密 性的 一项重要 工作 。 较 高 的

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东北大学 、南开大学 、 哈尔滨工
“

阅读推广
”

新闻信息发文量说 明 ， 各高校 、 各地 区都

业大学 、北京大学 、 兰州 大学 、吉林大学 、西安交通 大较为重视该方面的工作 。 阅读推广成 为体现 图书 馆

学和天津大学等 １ ０ 所大学 图 书馆 承担了 学位论文服务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 。

的存档 和管理工作 。（ ２ ）与上述两个方面相 对照 ，有关
“

特色创新服

有关
“

读者调查
”

的信息 内 容包括 ： 图 书馆新技务
”

和
“

系统保 障
”

方面的新 闻 相对局 限 。 虽然诸如

术调查 、数字 图 书馆 在线问 卷调查 、 读 者满意度 调智 慧 图 书 馆 、学科服务 、创客 空 间等等概念 和创新服

查 、网络培训有奖调查 、读者培训讲座需求 调查 、用务这些年在不 同场合和 领域被反复提 出
、
推荐和 讨

户 资源使用状况调查 、
民 国文献传递服务问卷调查 、论 ，提 出 了诸多新理念 、新方法 和新技术 ， 但从本研

外文纸质期刊采购调查问卷 、数据库在线问卷调查 、究的统计数据 上看并 没有落实 到 图 书 馆业务 实践

图书馆资源 与 服务调查 、数字 阅 读行为 调查 以及移中 ， 或者说从理论 到 实践还存 在 着 相 当大 的距 离 。

动 图 书馆使用情况有奖调研等多项关于图 书馆资 源这其 中可 能存在两种情况 ，

一是某些理论研究具体

与服务 、技术与创新的调查活动 。 在时 间分布上 ，下应用 到业务实践中 需要一个 时 间过程 ， 短 期 内 在 图

半年进行的调查活 动较上半年为多 。书 馆业务工作 中 还不 能得到 及时 的体现 ；二是某些

理论研究仅仅局限 于概念探讨 ， 对具体业 务实践 的

４ 高校 图 书馆核心业务与创新服务剖 析指导或借鉴不具可行性 。

通过分析全 国
“

９ ８ ５ 工程
”

高校 图 书 馆 ２ ０ １４ 年以倍受关注 的
“

学科服务
”

为例 ， 尽管在 图书 馆

全年发布 的 网站新闻 内 容 ， 对照 波特提 出 的价值链管理 中被提到 高度重 视的 位置 ， 但就其实 际 的影响

模型 ， 可 以发现资源 建设 、 读者工作 、服务创新和 系来看 ，远没有达成预期 目 标 。 虽 然 大部分 高校 在 图

统保障是 图 书 馆面 向读 者直接 创造价 值的 四个方书馆网站上设置 了专 门 的
“

学科服 务
”

栏 目 ， 或者建

面 。 这些环节与 图 书馆提供 的服务直接相关 ，但其立 了
“

学科服务
”

平 台 ， 但是却 没有 能够很好地利 用

发展状况和受重视程度并不平衡。 具体表现为 ：网站新 闻这个窗 口 进行推广 。 进一步研究发现 ，就

（ １ ）有关
“

资源建设
”

、

“

读者工作
”

的新 闻数量最目 前而言 ，学科服务还存在着服务 内 容界定不清 的

多 ，且持续发布时段最长 。 显现出 这两者是 高校 图问题 ，在网站新闻 的发布上就 可见
一

斑 。 多数 图 书

书馆最为核心 的业务 ， 同时 也是 图 书馆体现核心价馆把
“

学科服务
”

和
“

资源推广
”

是分开的 ， 这说 明在

值 的主要方面 。 不难看 出 ， 这两个方 面也 是传统图图书馆的管理者看 来 ， 学科服务 和资 源 推广 是两个

书馆
一直以来 的核心 业务 ， 这说明尽 管环 境和 技术不 同的业务 ，那么 究竟什么 是学科服务 呢 ？ 从 网站

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 变化 ，但图 书馆的 核心业务 并没新闻上很难看得明 白 ； 而在资源推广 方面也存在服

ｓ
有 发生迁移 ， 依然牢固地坚守在资 源和 读者服务 的务深度过浅 、服务广度不宽等 问题 ，没有建立起实际

＾ 阵地上 。 当然 ，改变也是存在 的 。 与传统图 书 馆的有效的 营销策 略 ，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

ｇ 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相 比 ， 当 前 图书馆在这两方面关于计算机网络 的 系统保 障方面 ，未能搜集到

ｉ 有 了
一些本质变化 ：足够 的数据去证明其在 图 书 馆 日 常运行 中发挥的重

其一 ， 电子资源的建设 已 经成为 图 书 馆 资源建要作用 。 系统保障作为价值链环节 中 的基 础一环 ，

Ｘ 设的 主要方面 。 在 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 ，关系着 图 书馆各平 台 的稳定性 和系 统的安 全性 ，是

ｆ
电子资源方面 的新闻信息发文量为样本数据信息 的数字环境下图书馆赖 以存在 的基础 之一 ， 更是读 者

阖 ４ ５ ． ７ ％ ， 占
“

资源建设
”

类新闻 的 ９ １
．
２ ％ 。 这 充分说得到 良好服务的基本保障 。

各高校 图 书馆应加 强相

Ｉ
；

明 ， 无论是 图书馆还是读者对于 电子 资源 的重视程关方面 的工作 ， 以保证图书馆的有效运行 。

１
度和 依赖程度 已远远超过传统印 刷 型资源 。 电子资图 书馆 的

“

行政管理
”

、

“

学术研究
”

、

“

技术 创新
”

＆ 源 已逐渐成为 高校 图 书馆 资 源建设 与 服务 的核 心和
“

基础设施
”

构成 了 辅助性活动 ， 作为支撑上述主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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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价值活动 的基础 ， 在图 书馆的 网 站新闻 中得到 了经做 了相关的配套服务工作 ，但 至少没有充分利 用

具体体现 。图 书馆网站新 闻平台 扩大配套服务 的 影响 范 围 ， 未

（ １ ）

“

行政管理
”

和
“

学术研 究
”

成 为 图书馆业 务认识到这是图书馆价值链的重要
一

环 。

辅助活 动的构成主体 。 两者面 向 的对象主要是馆员

和学校 ，与资 源 和 读者 的关系 并不十 分密切 。 虽 然５ 结语

两者本身并不直接产生价值 ，但却 为图 书 馆的 基本对高校 图书馆 网站新 闻信息进行分析 ， 明晰 高

活动提供支持 。 图 书馆新 闻 中 出 现 比例较高 的
“

读校 图书馆的价值构成 ， 从而挖掘 高校 图 书馆 的核心

者调査
”

即体现了这一点 。业务 和创新服 务 ， 提 高高校图 书 馆 价值链 的 效率 。

图书馆的行政管理职能 为 图书馆业务工作的顺依托于波特价值链 的研究发现 ： 高校 图 书馆 的核心

利开展和健康运行提供了 支持和 保障 。 反 映在新闻价值活动 依然集 中在 传统的资源 和读者服务上 ，但

内 容上 ，

“

馆 内动态
”

和
“

馆际交流
”

更 多起到 了 图 书其重点 已转移到数字 资源和 阅读推广方面 。 系统保

馆宣传报道 的传播功能 ；

“

人事管理
”

和
“

学生 助管
”

障作为数字环境下 图 书 馆赖 以存在 的 基础之
一

，更

的信息则 属于 图 书馆人力 资源管理 范畴 ， 主要 面 向是图书馆核心价值活动顺利运行的坚强后盾 。 管理

的是社会 和勤工助学的学生 。者在进行图书 馆业务重组和 岗 位设置 时 ， 应加强上

作为研究性大学图 书馆 ，

“

学 术研究
”

也 是 图 书述三个方面的投人和人员 配置 。 图 书馆在开展特色

馆业务工作的重要职能之
一

， 即通过学术研究 ，优化创新服务 时 ，更应强化新理念 、新方法和新技术与 图

和提升 图 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服务水平 。 图 书馆的学书馆实际业务工作 的整 合和 优化 ，立足 于读者 的现

术研究理应是提供图 书馆 的科研需求 、科研成果 报实需求 ， 在实践 中 不断探索和挖掘 图 书馆 的服务创

道及成果应用推广 至 图 书馆具体业务 工作 中 ， 而 现新 ，真正做到
“

以人为本
”

。

实情况是 ， 图书馆 的学术研究更 多 的 关注于各种 学在图 书馆价值链 的辅助活动 中 ， 行政管理和 学

术会议和学术讲座 的通 知报道 。术研究虽然成为构成 主体 ，但从面 向 对象来看与 资

（ ２ ）

“

技术创新
”

是 图书 馆辅助价值活 动 中新 的源和读者 的关系 紧 密度不强 。 相反 ， 从 图书 馆 网站

价值增 长点 。 通过拓展新型业务 、 丰富 服务 内 容 、 弓 Ｉ新 闻 内 容上分析 ， 与 资 源利用 和 读者需求密切相关

进能够满 足和吸 引 读 者的 系统服务平 台 ， 实现 图 书的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维护却成为 图 书馆价值链辅

馆资 源价值最大化 和 服务增值 。 目 前关于
“

技 术创助活 动的 薄弱环节 。 在 未来 的图书 馆管理 中更应加

新
”

方面的新闻 内 容主 要集 中 于移 动环境下 的 图 书强面 向读者 的后 勤保障服务 工作 和技 术创新 ， 践行

馆服务推广 （如微博 、 微信平台和移动 图 书馆等 ）
、新

“

读者是上帝
”

的管理 与服务 理念 ， 吸引 读者重新 回

技术的用 户体验 （ 如 ３Ｄ 电影 、 ３Ｄ 打 印技术等 ） 以 及归 到实体图书馆来 。 诚如 上海 图 书馆 副 馆长 、
上海

座位预 约系统的应 用或试行等 。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研究所所长刘 炜所言 ：

“

未来 图 书

（ ３ ） 图书馆 的基础设施是 图书馆辅助价值活 动馆会体现 两方 面 的 价值 ： 场 所 的价 值和 服务 的 价

中 的薄 弱环节 。 图书馆的基础设施维护是读者在馆值 ［
６
］

。

”

场所空 间 的价值要求图 书馆从原来仅仅满 足

期间对 图书馆环境和服务 的直接需求 。 具体 反映在于提供阅读服务 向综合性文化空 间转 换 ，成为满 足
ｓ

图书馆 网 站新 闻信息上 ， 对于基础设施及读者 后 勤读者面对面交流需要 的文化场所 ； 而服务 的价值需 ^

保障方面 的新 闻近乎罕见 ，说 明虽然 图 书馆在管理要将服 务嵌人到读者 的环境中 去 ， 让 图书馆 的功 能
！

理念上 反复提到
“

读者是上帝
”

，要
“

以 人为本
”

， 但在无所不在 。 从高 校图 书馆价值链分析 ，数字资源 、 阅 ￥

实际工作 中并没有 完全落到实 处 。 目 前高校 图 书 馆读推广 和 系统保障构成 了 当前高校 图 书馆 的核心业

普遍面临着纸质资 源借阅率和读者 到馆率持续下滑务 ，而高校图书 馆价值链也会随着技术发展和 读 者 Ｘ
的现实问题 ， 图 书馆实体空 间 的 升级 和改造 可 能是需求 的不断变化进行动态 调整 和改变 。 图书 馆在场

ｆ
改变上述现状的最佳策略之一 。 反映在 图书 馆新闻所空间 和服务功能方面 的不断探索 和创新 ，必将对 ？

信息的现实情况是 ： 图 书馆 面 向 读者发布 的关 于学图书馆 的核心活 动进行业 务重组 和服 务升级 ， 最终
ｆ

习 、讨论 、研究 、阅读 、 休闲等等方面的 后勤服务通告实现高校 图 书馆价值链的价值最大化 。ｆ

寥寥无几 。
当然各高校图 书馆在实际工作 中也许已１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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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照 片 简介 ： 河南 中 医 药 大 学 图 书馆
始 建 于 １ ９ ５ ４ 年 ，前 身 是 河 南 省 中 医 进修 学 校 图 书 室 。

１ ９ ５ ８ 年 ， 随学 校 由 开 封 迁 入 郑 州 市 并 更 名 为 河 南 中 医 学 院 图 书 室 。

１ ９８ ８ 年 ， 东 明 校 区 图 书 馆 建 成使 用 。
２ ００ ６ 年 ，

龙 子 湖校 区 图 书 馆 临 时 馆 舍 对 读 者 开 放 。
２ ０ １ ５ 年 ６ 月 ，

龙 子 湖 校 区 图 书 馆 建 成

开 馆 ， 并 将 原各 馆整 合统
一

。

图 书 馆 坐 落在 学 校 中 轴 线 西 侧 ， 毗 邻 宽 广 的 仲 景 广 场 ，依 偎 在 美 丽 的 天
一

湖 畔 ， 建 筑 面 积 ３ ． ０４ 万 平 方 米 ，
由 我 国 著 名 建 筑

学 家 、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清 华 大 学教 授 关 肇 邺 先 生 亲 自 主 持设 计 ， 整 个 建 筑 具 有 中 原 气 质 ， 彰 显 中 医 药 文 化 特 色 ， 又 不 失 现 代 文

化 氛 围 。 图 书 馆 主 体 共 ９ 层 ， 地 下 一 层 为 图 书 馆 密 集 书 库 等 ；

一层 由 河 南 中 医 药博 物 馆 （校 史 馆 、 医 史馆 、 仲景 馆 、 中 药 馆 ） 、 ３ 个

ｗ学 术 报 告厅 等 组成 ； 二 层 以 上 为 书 刊 借 阅 区 、 学 习 共 享 空 间 、 研修 室 、 古 籍 馆 、 电 子 阅 览 室 、 检 索教 室 、视 听 室 、 影 像 室 等 ， 设 有 标

２准 阅 览 坐席 ２ ７０ ０ 余 个 。 图 书 馆 既担 负 着 为 学 校教 学 科研 服 务 的 双 重 任 务 ，
同 时也 是 信 息 资 源 中 心 、 学 习 及 学 术 交 流 中 心 和 文

｜ 化 中 心 。

Ｓ图 书 馆 形 成 由 总 馆 、 院 系 分 馆 组 成 的全校 文 献 信 息 资 源公 共 服务 系 统 ， 实 现 服 务共 建 、 资源 共 享 ； 建 成 以 中 西 医 学 、 药 学 类

期 文 献 为 主体 ， 以 中 医 药 古 籍 为 特 色 ，兼 有 人 文 、社 科 等 多 类 型 、 多 载 体 的 文 献 资 源 馆 藏 体 系 。 目 前 ， 馆 藏纸 质 图 书近 １ ５ ０ 万 册 ，

可 利 用 电子 图 书 总量 达 百 万 余 种 ， 拥 有 中 外 文数 据 库 １ ０５ 种 。

全馆 无 线 网 络全 覆 盖 ，采 用 智 能 自 动 化 管理 系 统 ， 实行 大 开 架 、 大流 通 、 大 阅 览 的服 务 模 式 ， 集 借 阅 、 查 询 、 研 修 、 休 闲
、 学 术

Ａ 交 流 及 素 质 培养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 形 成 开 放 型 、 综 合 性 、 人 性 化 、 多 功 能 的 现代 化 服 务 格 局 。

％图 书 馆 现 有 工 作 人 员 ５ ９ 人 ， 其 中 研 究 生 学 历 ２ １ 人 ， 本 科 学 历 ２ ７ 人 ； 高 级 职 称 ９ 人 ， 中 级 职 称 ２４ 人 。 图 书 馆 下 设 采 编 部 、

Ｈ流 通 一 部 、
流 通 二部 、 期 刊 部 、 技 术部 、

信 息 与 检 索 中 心 、 古 籍特 藏部 、 办 公 室 等 ８ 个 部 室 及 河 南 中 医 药 文献 研 究所 。
图 书 馆 是

“

河 南 省 古 籍 重 点保 护单 位
”

和
“

河 南 省 科技 查 新 工 作 站
”

。

＾图 书 馆 连 续 多年 被 评 为 河 南 省 高 校 图 书 馆
“

创 新 服 务 先进 单位
”

、

“

管理 与 服 务 先进 单 位 称 号
”

、 河 南 省 图 书 馆
“

全 民 阅 读 活

Ｍ－ 动 先 进单 位
”

、 河 南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

先进 单位
”

等 ， 曾 获 我 校 首 届
“

感 动 校 园
”

十 大 人 物 （
群 体 ） 奖 及 首 届

“

中 医 药 社 杯
”

全 国 悦 读

｜ 中 医校 园 之 星 评 选 活 动
“

优 秀 组 织 奖
”

等 多 项 荣 誉 称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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