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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高校图书馆发展态势

———基于会议主题的比较分析

□周衡∗　陈天天　张晗

　　摘要　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和国际大学图书馆联盟(IATUL)年会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的

主题词进行词频分析,对中外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热点和趋势进行了解读和比较,点明中外高校图

书馆发展的共性和特性,指出我国高校图书馆需求同存异,探索建立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服

务体系,实现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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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范

式的改变,以及“双一流”建设方案等国家政策的出

台和实施,无不给高校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

挑战,也使得创新、转型成为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的热

点词汇.图书馆应当如何转型? 在哪些方面进行创

新? 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是对图书馆发展现状进

行扫描及趋势预判,也就是要回答:发展重点有哪

些? 前沿热点又是哪些? 针对这些问题,目前业界

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１)通过文献计量和定性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图书馆学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

主题分析,提炼研究热点,并进行趋势预判.马海

群、杨利超、陈军营等均做过相关研究[１－３].(２)通
过解读美国大学及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College& ResearchLibraries,ACRL)、新媒体联

盟(TheNew MediaConsortium,NMC)等国外专

业组织机构发布的趋势报告或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

政策对图书馆发展进行展望,例如,沈涛对 ACRL
«２０１６年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进行了解读[４],
李茂琼对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及２０１７年的«地平线报

告(图书馆版)»进行了对比分析[５],司莉等则结合

ACRL和 NMC的相关报告及国内外发展现状,对

转型变革时期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的

探索[６].(３)通过解读国外知名高校的发展规划对

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重点和方向进行分析,例如,别立

谦等通过分析比较美国若干高校图书馆的战略规

划,介绍 了 美 国 高 校 图 书 馆 今 后 的 发 展 方 向 和

要点[７].
除以上方法外,学术会议既涵盖对当前实践热

点问题的反思和分享,也包括对发展前沿的探讨和

展望.特别是每届会议的主题,都经过学术委员会

的反复琢磨提炼,是对图书馆发展重点的高度概括,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然而,由于来源分散,数据收

集、整理和分析难度较大,国内学界针对图书馆学术

会议的专门研究还很不充分,仅有覃惠迪、杨前进分

别对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
ofLi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年会和

中国图书馆年会的主题进行过研究[８－９],以及张捍东

对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主题的定性解读[１０].对会

议主题的比较研究更是寥寥.本文采取定量和定性

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外高校图书馆代表性会议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的会议主题进行比较和分析,尝试从一个

新的角度,解读中外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态势,并提供

业界参考.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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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诞生于２０１０年,由中国

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主办,每年举办一

届,每届有一个富有前瞻性的主题.作为中国高校

图书馆领域的顶级年度峰会,论坛始终致力于探讨

我国高校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密切关

注图书馆的宏观发展趋势和微观实践经验,影响力

显著,获得高校图书馆界的普遍关注[１１].
国际大学图书馆联盟(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UniversityLibraries,IATUL)于１９５５年在德国杜

塞尔多夫成立,最初是一个面向工科院校图书馆的国

际非政府组织.２００９年,IATUL的成员类型扩大到

理工科高校图书馆,并于２０１４年进一步扩展为所有

类型的高校图书馆.经过６０余年的精心运作,IAＧ
TUL已成为国际高校图书馆界颇有影响力的专业

组织,拥有来自全球６５个国家的２３３家成员单位,
以欧美高校为主(近７０％),兼及亚非,其中中国的

成员单位有４家,分别是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IATUL成立的最

初目的,即是为全球高校图书馆的管理者(Directors
andSeniorManagers)提供一个探讨趋势、交流看

法、分享经验的平台,而每年举办一次的全体大会则

是最重要的形式.自成立以来,IATUL已举办了

３９届年会,最初２~３年举办一届,自１９９５年以来

每年举办一届[１２].
出于同时段比较的需要,本文以“高校图书馆发

展论坛”和“IATUL年会”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历届会议

的大会主题、分主题及报告题目为分析对象,其中报

告包括主旨报告(Keynote)、大会报告(PlenarySesＧ
sion)和案例分享(Case),赞助商的报告不在分析

之中.
数据 主 要 来 源 于 两 个 会 议 的 历 届 会 议 网

站[１３－１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高校图书馆发展论

坛”的首届会议没有网站,只能通过新闻稿获取大会

主题和分主题信息,但无法获得报告题目[１５];同年

的“IATUL年会”因为网站始终无法打开,只能获取

大会主题和会议征文,而无法获得分主题.除此以

外的往届会议均可获得完整数据.经过整理,共获

得８４１条主题数据,其中“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３９０
条数据(中文),“IATUL年会”４５１条数据(英文).

２２　分析方法

针对以上８４１条主题数据,采取软件分析和人

工标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题词提取.首先借助数

据分析软件ThomsonDataAnalyzer(TDA)进行初

步的主题词切分(自然语言处理),再经由人工标引

完成主题词列表.最后通过对主题词进行词频统计

并生成词频—年份矩阵,揭示出两个会议乃至中外

高校图书馆界的关注热点及其演进趋势.
此 外,本 文 还 尝 试 利 用 可 视 化 分 析 软 件

CiteSpace对两个会议做主题演进分析.但是由于

CiteSpace无法对中文标题进行术语(Term)分析,
所以无法处理“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的数据,但可

以处理“IATUL年会”的数据,作为利用CiteSpace
处理个性化数据的尝试,仍将在下文进行展示.

３　主题分析结果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和“IATUL年会”自

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历届会议的大会主题如表１所示.
综观两大会议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大会主题,虽然每

年的侧重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前瞻性、宏观性和概括

性,这也是高峰会议的普遍特点.要想更具体地了

解历年会议热点的异同,还需要通过对所有大会主

题、分主题和报告题目进行主题词的词频分析.除

去“图书馆”“高校”以及“建设”“实践”“应用”“案例”
等没有具体指向性的动/名词,“高校图书馆发展论

坛”和“IATUL年会”９年来的高频主题词(前２０
位)及其年度分布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３１　总频次分析

总频次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某一个主题词的综合

热度.对于“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而言,“服务”一
词一骑绝尘,出现了８４次,远超排在第二位的“新”
(３２次),可见对于中国高校图书馆来说,服务是工

作实践的中心词汇,和其他热门主题词组成的如“学
科服务”“信息服务”“服务平台”“服务系统”等都是

被反复讨论的话题.对于“IATUL年会”来说,“服
务”同样也得到了很高的关注(３４次),但拔得头筹

的“协同合作”(５５次)却尚未得到我国高校图书馆

的广泛讨论(６次).IATUL年会语境下的协同合

作既包括地区及国际的行业合作,更多的则是将图

书馆作为校园学习生活的有机环节,通过和学院、科
研团队、教师、学生及校内其他职能部门的合作,让
图书馆服务变得切实有效.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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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历届会议大会主题

年份
大会主题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IATUL年会

２０１０ 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理论与实践
不断发展的科研信息化:对理工科高校图书馆的影响和启示

The Evolving World of EＧScience: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braries

２０１１
新使命、新任务、新挑战:图书馆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和实践

面向开放环境的图书馆:战略、技术和合作

LibrariesforanOpenEnvironment:Strategies,TechnologiesandPartnerships

２０１２
数字图书馆信息技术的战略规划、技术

实践与创新发展

面向新一代用户的图书馆战略

LibraryStrategiesforNewGenerationUsers

２０１３ 服务———时代旋律永恒主题
有效的协同合作

DoingItTogether:EffectiveCollaboration

２０１４ 数字资源———用数据量体为学科裁衣
衡量成功:图书馆资源及效能检视

MeasuresforSuccess:LibraryResourcesandEffectivenessUnderScrutiny

２０１５
大学 图 书 馆 服 务 能 力 的 提 升 与 拓

展———资源支撑,技术助力

获取和发现的战略合作伙伴

StrategicPartnershipsforAccessandDiscovery

２０１６
机遇与挑战并存———大学图书馆可持

续发展策略及实践

变化中的图书馆领导力

LibraryLeadershipinaSeaofChange

２０１７
“双一流”背景下大学图书馆的创新与

发展

嵌入式的图书馆:当前服务及其发展

EmbeddingLibrariesＧServiceandDevelopmentinContext

２０１８
新起点,新机遇,新使命———大学图书

馆助力“双一流”学科建设策略及实践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从启发性的空间到开放科学

LibrariesforTheFuture—fromInspiringSpacestoOpenScience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高频主题词年度分布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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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IATUL年会”高频主题词年度分布

　　无论是ACRL发布的«２０１６年大学图书馆发展

趋势»报告[１６],还是英国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协会

(SocietyofCollege,National& UniversityLibraries,

SCONUL)于２０１７年发布的«学术图书馆未来地图»
(MappingtheFutureofAcademicLibraries)[１７],
都非常强调协同合作的重要性.ACRL的报告指出

高校图书馆必须通过和全校各相关机构的广泛合

作,来更好地支持数字学术(DigitalScholarship)发
展 和 推 动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SCONUL报告给高校图书馆建

议的第一条,就是通过和所有相关利益方(用户及图

书馆相关行业的专家)密切合作,掌握影响图书馆发

展的关键趋势和环境要素.由此可见,国外高校图

书馆不再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服务提供者,而是合

作伙伴.

３２　主题词演进分析

虽然总频次可以体现某个主题词在９年间的综

合热度,但具体到每个主题词的演进方向,情况则更

为复杂.如表２和表３所示,对于某个主题词来说,
空值表示该词在某个特定年份没有出现.空值少,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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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分布平均,走势平稳,代表图书馆发展的重点,
反之则说明该词具有爆发性,属于特定时期的发展

热点.此外,底色标灰的数字代表该主题词的词频

峰值,峰值出现晚,更有可能是当前的发展热点,反
之则代表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衰减的趋势.峰值受

当年大会主题影响很大,如果主题词出现在大会主

题中,则更容易得到高频.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前

２０位的高频主题词进一步细化出重点主题词(分布

较平均且空值少)和热点主题词(爆发性强且峰值出

现年份晚),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会议重点及热点主题词

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IATUL年会

重点主题词
服务、数据、数字资源、信

息、学科、技术、管理、平台

协同合作、新、服务、图

书馆员、信息、数字化、

数据

热点主题词 空间、“双一流”、数据管理 开放、空间、未来、创新

两者兼顾 新、资源、创新、用户
用户、信息 素 养、数 据

管理

重合主题词 服务、数据、新、信息、创新、用户、空间、数据管理

表４中,重合主题词代表了两个会议共同关注

的重点和热点话题,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外高校图

书馆的发展态势,即面对数字化时代信息环境和高

等教育的新挑战、新任务,通过探索和引进新技术、
新方法、新理念,不断改善基于用户需求的图书馆服

务,从而实现高校图书馆的转型和创新.其中,数据

服务和管理以及图书馆空间改造是中外图书馆界普

遍关心的具体工作.ACRL在２０１６年的趋势报告

中,就把研究数据服务(ResearchDataService)、数
据政策及数据管理计划、以及图书馆员提升数据服

务能力放在最靠前的位置进行探讨;而在２０１７年的

地平线报告中,则重新思考了图书馆空间这一问题,
指出图书馆空间应当更好地支持面对面互动,从而

激发灵感,增加产出[１８].
除了共通之处,两个会议高频主题词的差异同

样值得关注.就“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而言,“数字

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机构知识库”等高频主题词

并不是国外同行的关注重点,而这些主题词的频次

峰值均出现在２０１４年之前,可见它们在国内图书馆

界的热度也处在衰减的过程中,但“技术”“平台”等
重点主题词仍然表明中国高校图书馆对技术应用的

关注度较国外同行似乎更高.此外,随着２０１７年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公布,在“双一

流”建设项目的驱动下,“双一流”在高校图书馆的话

语体系中呈现爆发式增长,“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连续两年将其作为大会主题,可见国家政策对高校

图书馆工作的指导作用.与此相对应,学科服务、学
科资源、学科分析等跟学科发展相关的内容,继

２０１３年后再次变成热点,而国外高校图书馆对教学

科研支持的关注则一直处在相对平稳的状态.另一

个需要关注的主题词是“阅读推广”.虽然“阅读推

广”在“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的历届主题词中只出

现了７次,并未进入前２０位,但是自２０１５年以来,
每年都会出现,也可以被视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

的热点工作.而由于阅读推广并非国外高校图书馆

的主要工作内容,因此在“IATUL年会”的主题中未

曾出现.
对于“IATUL年会”来说,图书馆员(２６次)角

色转变和能力提升是一个重点词汇,而“高校图书馆

发展论坛”对此的探讨稍显不足.此外,“开放”(２３
次)和“开放获取”(１８次)一直是一个热点主题,且

IATUL对“信息素养”(３２次)极为重视,这一特点

通过CiteSpace(５１R８SE)进行可视化分析后,更
加一目了然.

将“IATUL年会”的主题和年份按照CiteSpace
可以识别的格式编辑成文本文档并导入,选择术语

(Term)分 析 并 进 行 可 视 化,结 果 如 图 １ 所 示.

CiteSpace分析出的节点(Node)和通过 TDA及人

工标引统计出的高频主题词(见表３)具有一致性,
但排序不完全相同,可以通过节点的大小展示出来.
这是由于CiteSpace内置的算法与TDA不同所致,
但作 为 另 一 个 参 考,可 以 看 出 开 放 获 取(Open
Access)和信息素养(InformationLiteracy)的热度

是最 高 的.此 外,服 务(LibraryService)和 用 户

(NewGenerationUser)是拥有中心性(分别为００２
和００４)的主题词,说明它们在所有主题中的中介

作用.和IATUL年会相比,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对开放(６次)、开放获取(７次)和信息素养(７次)的
关注度相对偏低.由此可见,中外高校图书馆的发

展虽有共性,亦有特性,因此在讨论高校图书馆发展

态势的时候,不可一概而论,而是要结合具体的语境

进行分析,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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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IATUL年会”主题词演进图

４　比较分析带来的启示

４１　服务创新是永恒的主题

当下,信息环境日益开放,科研转向数字化(EＧ
Science/DigitalScholarship)和数据化(“Datafied”

Scholarship①),混合式学习(BlendedLearning)、电
子化学习(EＧLearning)、慕课(MOOC)、翻转课堂

(FlippedClassroom)正在颠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

教学模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层

出不穷,国家教育政策的发布实施对高校图书馆提

出了新的要求,以上种种,让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面临巨大挑战,更加剧了转型发展的紧迫感.转型

的根本任务,是基于当前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变革

的大环境,不断发掘图书馆服务新的增长点,通过创

新服务体系实现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服务创新离不开协同合作.和用户、同行、图书

馆相关行业专家的密切互动及深入合作,有利于帮

助高校图书馆进行角色定位并找准突破口,是服务

创新的基础,必须充分重视.此外,馆员是图书馆服

务的承载者,是服务创新的实践者,馆员的能力决定

了服务的质量,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讨.

４２　把握用户需求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点

用户是图书馆服务的对象,用户的需求决定了

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只有在准确把握用户需求的基

础上进行服务规划,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避免人力

和资源的浪费,这点从两个会议反复强调用户调查、
用户参与、用户行为和用户体验可以看出.对于高

校图书馆来说,应当深思的是如何科学有效地了解

用户需求.传统的问卷调研费时费力,所得结果的

客观性和准确定也面临质疑,用户体验(UserExpeＧ
rience)作为一套了解用户需求的方法集合,日益得

到图书馆界的关注和实践应用.ACRL在２０１６年

的趋势报告中将用户体验作为检验图书馆服务和资

源发展的重要方式,IATUL在２０１８年的年会中也

专门将“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设计”作为分主

题,安排了主旨报告和案例分享.

４３　密切关注中外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共同热点

数据服务(研究数据管理、数据仓储、数据挖掘、
数据获取、数据监控等)、数字化服务(数字图书馆、
数字资源、数字学术等)和图书馆空间功能拓展(空
间再造、创客空间、共享空间等)是国内外高校图书

馆共同的发展重点和热点.对于国内高校图书馆

界,应当持续深入地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同时密切

关注国外同行在这些方面的实践进展并积极交流,
以期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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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CONUL报告认为 DatafiedScholarship是影响图书馆发展的

首要趋势,表现为科学研究日益依赖大规模数据集和数字产品,
包括开放、网络化和算法驱动的各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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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辩证看待中外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差异热点

虽然中外高校图书馆在发展态势上取得诸多共

鸣,但由于国家、社会、教育的发展阶段、状态和任务

不同,自然存在不同侧重.因此,我国高校图书馆不

仅需要紧跟国际图书馆发展的大潮流,借鉴国外同

行的先进经验,更需要立足国情校情和用户需求,探
索建立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教学、科研、管
理决策的服务体系,通过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与时

俱进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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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UniversityLibrariesBasedonConferenceThemeAnalysis

ZhouHeng　ChenTiantian　ZhangHan

Abstract:ThroughthefrequencyanalysisofthethemesofChineseUniversityLibraryDevelopingFoＧ
rumand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AnnualConference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１８,thestudy
comparedthedevelopinghotspotsandtrendsbetween Chineseandforeignuniversitylibraries,and
indicatedtheircommonanddistinctiveconcerns．Inconclusion,thestudypointedoutthatChineseuniversiＧ
tylibrariesshouldseekcommongroundwhilereservingdifferences,andexploreanewservicesystemto
satisfythedemandsofChinesehig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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