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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图工委在高质量馆员队伍建设中的探索与实践

□储继华　陈燕方　刘后滨∗

　　摘要　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四十年以来,始终坚持守正创新,顺应时代

需求,做好成员馆馆员队伍建设的协调工作.依托BALIS项目,充分整合北京地区９２家高校成

员馆人力资源,在打造馆员队伍成长共同体、撬动馆员队伍发展势能、助力馆员队伍能力提升、激

发馆员队伍创新潜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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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人才队伍是现代图书馆内涵发展动力的根本性

基础[１],在新的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图书

馆开始意识到馆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

性,并将其纳入到本馆“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任务

之中.当前,人员数量逐年缩减是高校图书馆面临

的共同难题.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

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的«高校图书馆

馆员队伍建设指南针报告»显示,近五年间,全国

１０１１家高校图书馆人员总数减少了４１３５人,馆均

减少４．０９人[２].中山大学图书馆前馆长程焕文指

出,我国高校图书馆正面临着“缺经费”“缺馆员”“缺
读者”的三重现实困境[３];南京大学图书馆前馆长程

章灿认为,人才资源是图书馆“四大资源”中的首要

资源,“缺馆员”(尤其是缺少专业化的馆员)是“三
缺”之中最重要的[４].可见,人员紧缺给高校图书馆

在新时代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

考验.
面对日益增长的服务量与不断减少的馆员数

量,以及个性化高质量服务需求与专业馆员缺乏的

供需矛盾,高校图书馆行业共同体团结协作,不仅在

资源共建共享层面上分工合作;在馆员队伍建设层

面同样群策群力,合作协调.可以说,资源的共建共

享,人才的充分整合,是图书馆界的大势所趋.近十

年来,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

称北京高校图工委)依托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

资源保障体系(BALIS)项目,联合北京市高等教育

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分会(以下简称图研分会),紧
密团结北京地区９２家高校成员馆,在加强人才、资
源和技术的深度融合,厚植人才沃土、释放人才活

力、激发人才潜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２　高质量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需求分析

高质量的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应充分顺应

外部环境需求(即信息环境)、内部环境需求(即本校

学科建设)以及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２．１　满足信息环境发展的需求

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

展,数字化建设进入到规模化建设和快速发展阶段.
图书馆专业技术也与社会发展主流技术同频共振,
推陈出新.知识组织、知识检索、数字出版、信息分

析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知识生产和服务范式

的重大变革,改变了图书馆的信息组织与信息服务

方式,带来了信息安全、资源长期保存等一系列需要

解决的问题,需要图书馆加快推进馆员队伍能力建

设与岗位体系重构.
信息技术对馆员队伍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以智能立体书库[５]、图书采分编智能

作业系统[６]、图书馆智慧盘点机器人[７]等为代表的

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减轻了借阅、采编等一线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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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的工作量,可释放出更多人力资源.二是,
由信息技术带来的服务方式的变革创造了更多新的

岗位(如数据馆员[８]等).图书馆在资源、空间和服

务深度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亟需数据馆员

进行收集、保存、揭示与分析,以挖掘读者深层次需

求.由此可见,高质量馆员队伍结构转型是高校图

书馆智慧化建设的要素之一.

２．２　满足本校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求

“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建设都离不开“一
流资源”的支持.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中,在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图书馆不能也不

应该仅仅只是文献资源保障中心,而更应该成为知

识生产和知识交流的场所.图书馆员不能也不应该

仅仅只是服务中介,而更应该成为学科专家和学问

家.图书馆需要让学科馆员“走出去”,走近学科,了
解学科,围绕科研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全方位的

学科支持服务;同时也要把专家学者“请进来”,走近

资源,了解服务,让专家学者与学科馆员形成良性互

动.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学科馆员能更深层次地了

解对口学科的发展脉络,力争成为学科专家,去发现

并补齐资源短板,同时作为知识组织者对该学科发

展过程中持续形成的碎片化的特色资源进行再组织

与挖掘分析,以提炼出有效的知识并辅助图书馆服

务的创新.从服务中介到学科专家和知识组织者的

角色转换,对高校图书馆馆员是一个严峻挑战,同时

也是图书馆转型中的重大机遇.

２．３　满足读者个性化服务的需求

为了满足读者对文献资源和空间日趋个性化的

服务需求,高校图书馆的资源种类划分不断精细化,
资源组织逐渐细粒度化;空间布局日趋现代化,空间

功能逐渐多元化.然而,资源保障和空间服务的优

化升级并没有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依旧难以扭转

图书馆被边缘化的艰难局面.普通读者往往更多接

触图书馆的保安、保洁以及数据库使用问题答疑人

员,而非专业图书馆员;研究型读者通常更趋向使用

谷歌学术和网络资源,而非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对

于他们好像只是校园地标和打卡景点而已.
出现如此困局,是因为图书馆长期聚焦于满足

读者对文献资源和空间的显性需求,而忽略了他们

对专业图书馆员的潜在需求.图书馆花了很多时间

和精力去和校园自习室、学生活动中心、网络搜索引

擎抢夺读者,却忽略了专业图书馆员在学术研究与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读者需要的是专业

图书馆员作为合作伙伴,像一个影子助手,融入研究

课题组,融入课堂,融入班级,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

资源支持(如教参书、研究资源等)、培训支持(如研

究素养、工具素养等)以及服务支持(如定题服务、课
程指南等).从图书管理员到合作伙伴,这对专业图

书馆员的服务理念、服务形式和服务能力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３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为满足信息环境发展、本校学科建设与学科发

展以及读者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北京高校图工委准

确把握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联

盟的中心枢纽作用,在构建馆员共同体、提升馆员服

务效能、强化馆员业务能力以及激发馆员服务创新

力等方面作出了诸多探索与尝试.

３．１　以共建共享为宗旨,构建馆员队伍成长共同体

多年来,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的

领导下,北京高校图工委以 BALIS项目为依托,重
点帮扶北京地区中小型高校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
提供海量学术文献资源的统一检索,充分实现了北

京地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较好

发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而为打造北京地区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成长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完善 BALIS组织架构.BALIS管理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团结北京地区９２家高校成

员馆,先后成立原文传递中心、馆际互借中心、资源

协调中心、培训中心、联合信息咨询中心和技术支持

中心.各中心设立主任１人,秘书长１人.同时,９２
家高校成员馆围绕各中心业务工作,分别设立原文

传递员、馆际互借员等多名业务联络人,充分整合了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保证了资源共建

共享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优化馆员激励机制.北京高校图工委设置

了多维度、多层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评优评先

方案,充分调动馆员队伍的积极性.２０２２年,经过

严格的意见征求、研究决定后,北京高校图工委发布

了«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先进集体、优秀馆长和优秀

馆员评选管理办法»,并首次启动表彰工作.经过号

召宣传,北京地区共有４９家高校馆参与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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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评选出１０家先进集体,１０位优秀馆长,１０３位

优秀馆员[９].同时,各BALIS分中心每年年底根据

各馆的服务量(如原文传递量、馆际互借量),为优秀

服务馆和优秀服务馆员颁发荣誉证书.

３．２　以平台建设为支点,撬动馆员队伍发展势能

BALIS全面整合北京地区高校文献资源,充分

利用技术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建设各类信息共享平

台,力图在部属和市属大学之间开展资源与服务的

共建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围绕各个子项目发展需

求,建成BALIS统一检索平台、原文传递系统、馆际

互借系统、联合信息咨询系统、非书资料云服务平

台、文献资源建设分析系统、数字资源采集平台、培
训平台等九大平台[１０],功能大体覆盖了各成员馆对

于联盟提出的需求.尤其是围绕原文传递、馆际互

借和信息咨询三大业务,形成了三支高效、高质和高

能的馆员队伍.三支馆员队伍近五年的服务量如图

１所示.

图１　BALIS原文传递、馆际互借和联合信息咨询近五年服务量

３．３　以培训交流为抓手,助力馆员队伍能力提升

近十多年来,BALIS项目面向北京地区高校图

书馆不同年龄群体、不同职级职别、不同岗位、不同

专业背景馆员的多层次、多维度发展需求,有计划地

组织了形式多样、主题丰富、内容前沿的系列培训和

交流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馆员信息利用、信息获取及

信息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并逐渐发展成为北京地区,
乃至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馆员业务培训的品牌

项目.

３．３．１　BALIS培训中心“４纵５横”培训体系

BALIS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根据

多年的培训经验,针对“新入职馆员”“资深馆员”“非
图情专业馆员”“部门主任”“馆长”５类主要培训对

象,构建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课程培训”“图书馆基

本业务培训”“图书馆业务发展前沿、趋势和最佳实

践培训”“馆员发展培训”４大课程群,形成了 “４纵５
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体系[１１].培训专家队

伍由京内图书情报院系的专任教师及北京地区高校

图书馆馆长、副馆长、部门主任、资深馆员和国内相

关领域知名专家共同组成.
从２０１５年开始,BALIS培训中心每次在线下

培训之后都针对参与馆员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综

合各次调查结果来看,参与培训馆员对于培训的总

体满意度均高达９５％以上.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

契合度方面,参与培训馆员选择“契合度非常高”的
占比在６５％－９４％之间.培训内容的新颖性方面,
选择“新颖性非常高”和“新颖性比较高”的占比均在

９０％以上.培训内容的实用性方面,认为“非常实

用”和“比较实用”的占比均在９５％以上.

３．３．２　馆长交流培训

高校图书馆馆长的能力是推动图书馆建设和发

展的关键.面对数智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事业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为了总结和交流高校图书馆管理

工作经验,提升领导者的决策和管理水平,北京高校

图工委原则上于每年年底召开“北京地区高校图书

馆馆长培训会”,每学期召开北京高校图工委委员

会,定期组织图工委委员及馆长代表外出调研.这

些研讨和调研都紧扣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事业建设

的热点和难点,共同交流并探讨图书馆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问题与对策.
自２０００年起,北京高校图工委共举办１６次馆

长培训会,累计参与近３０００人次;联合华北四省、
市、区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连续举办华北地

区高校图协学术年会“馆长论坛”１９届;组织召开北

京高校图工委委员会２０余次;组织委员赴京外多所

高校图书馆开展调研工作２０余次.

３．３．３　个性化定制培训

北京地区高校数量大,类型多,各馆的建设规

模、发展定位、馆员素质都不尽相同.对此,BALIS
培训中心不仅面向北京地区高校全体馆员开展普适

性培训,还针对不同图书馆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定

制培训,以实现培训效果的最大化.２０１７年４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图书馆向 BALIS培训中心提

出定制培训需求.BALIS培训中心结合需求文档

和需求调研,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图书馆设计了

“馆员职业发展主题”培训方案,并围绕“图书馆组织

文化与科学管理”“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员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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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图书情报学的科研协作”等主题开展了多场

培训.

３．３．４　学术交流活动

为提升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的专业视

野和专业能力,北京高校图工委、BALIS和图研分

会积极聚焦前沿,开展学术交流,以专家报告会、业
务交流会、专题培训、学术论坛、实地参观、走访调研

相结合的形式定期进行跨区域、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加强馆际间业务交流,促进馆员业务水平的发展与

提高.例如,图研分会数字图书馆专业研究中心近

十年共召开１０届学术年会,各高校图书馆提交的研

究及工作案例近３００份,获奖案例超过５０人次,对
提升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起到了较好的北京高校图工委为庆祝推动作

用.２０２３年３月,北京高校图工委为庆祝成立四十

周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与

创新研讨会”,来自北京地区７０余家高校图书馆的

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近２００人参加了现场会议,线上

参会人数达２４２５人.此次会议为加快高校图书馆

服务的转型与创新、促进馆际间交流合作、共建共享

优质资源、提供了高端交流平台,为实现图书馆服务

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校“双一流”建设提供了有力支

撑,是一次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质性行动.

３．４　以科研项目为驱动,激发馆员队伍创新潜能

为激发高校图书馆馆员的学习研究、学科分析

及业务创新能力,着力解决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实

际工作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北京高校图工委、图研

分会以及BALIS管理中心于２００２年设立了北京高

校图书馆研究基金项目,至今已连续启动８次.近

年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及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北京高校图工委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瞄准国家重大课题方向,重点围绕智慧图书馆建设、
服务转型与创新、红色文献保护与利用、阅读推广研

究等方面进行选题规划.同时,为保证科研基金项

目的顺利实施,北京高校图工委与图研分会从选题、
评审、经费报销与管理、中期检查、结项等各个环节

都设立了严密的管理办法与规范流程.

２００３至２０２３年,北京高校图书馆研究基金项

目立项数量共计３１３项,资助总额达７１．５万元.立

项数量从年份上看,呈逐年递增趋势,２０２１年数量

最多(６１项),相应的资助总额达到２０．９万元.同

时,为适应馆员队伍培养的层次性,项目分为委托项

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多个类型.科研

项目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载体,其资助效益的两项

重要指标分别是短期的成果产出和长期的人才

发展.
从成果产出来看,根据在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

共有１３８篇由北京高校图书馆研究基金项目资助的

论文.这１３８篇论文分布在６０种期刊中,«现代情

报»刊文最多(１０篇),«大学图书馆学报»次之(９
篇),«图书馆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紧随其后(７
篇).CSSCI来源期刊共２１种,共发文７０篇,占总

发文量的５０．７％.此外,在项目的资助下,还形成了

一些软件系统、数据库、书目及管理办法等个性化成

果.总的来看,成果产出高质量且多元化,尤其是核

心期刊发文数量可观.
从项目主持人分布来看,主持人职称类型涵盖

教师、图书资料等多个系列.其中,正高级职称(包
括教授、研究馆员、研究员等)占比１３％,副高级职

称(包括副教授、副研究馆员、副研究员等)占比

４９％,中级职称(包括讲师、馆员等)占比３５％,初级

职称(包括助教、助理研究员等)占比３％.１３８位主

持人中博士学历占比２０％,硕士学历占比５２％,本
科学历占比２８％.这说明,项目资助主要以培养副

高级和中级职称馆员为主,正高级和初级职称比例

则相对较低.在曾２次立项的主持人群体中,期间

取得硕士学位的有４人,取得博士学位的有１人,晋
升副高级职称的有９人,晋升正高级职称的有６人.
此外,还有不少主持人后续获批了更高层次的科研

基金项目.由此可见,北京高校图书馆研究基金项

目在培养人才持续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４　结语

北京高校图工委自１９８３年成立以来,风雨兼程

四十载,见证了北京地区各高校图书馆全方位的发展

历程: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再到智慧图书馆

的转型与探索,从简易馆舍到现代化大楼,从传统的

采访、借阅馆员到集知识与技术于一体的复合型馆

员,从单打独斗的个体馆到群策群力的共同体.四十

年来,北京高校图工委在共建共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馆员队伍建设同步取得了长足进展.面向未来,
如何进一步发挥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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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创新服务内容与形式,强化高校图书馆核心竞争

力,增强馆员认同感和自豪感,助力北京地区高校学

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是北京高校图工委需要持续努力

的方向.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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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ftheWorkingCommitteeforAcademicLibraries
inBeijingintheCultivationofHighlyQualifiedLibrarians

ChuJihua　ChenYanfang　LiuHoubin

Abstract:Fortyyearssincetheestablishmentof Working Committeefor AcademicLibrariesin
Beijing,ithasalwaysadheredtointegrityandinnovation,compliedwiththeneedsofthetimes,andcoorＧ
dinatedtheconstructionofmemberlibrarieslibrarianteam．RelyingontheBALISproject,wehavefully
integratedthehumanresourcesof９２memberlibrariesintheBeijingareaandhavemadeactiveexplorations
andattemptsincreatingacommunityforthegrowthofthelibrarianteam,leveragingthedevelopmentpoＧ
tentialofalllibraries,helpingtoenhancetheirability,andstimulatingtheinnovativepotentialandachieＧ
vingsignificant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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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ＧAddedServicesofDataResourcesinUniversity
LibrariesBasedonDisciplineMapping

ZhangJune　ChenJianlong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researchandpracticalapplicationofthemappingbetweentheliＧ
braryresourceclassificationandfirstＧleveldisciplinesin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Anewhierarchical
mappingrelationshipmodelbetweenlibraryresourcesandfirstＧleveldisciplineshasbeenconstructedbythe
professionalclassificationcataloguersoflibrary,throughassigningChineselibraryclassificationnumbers
tothekeywordsbasedonthe“trainingobjectives,professionalscopeandknowledgesystem/curriculum”
ofdisciplineconstruction．ItalsoputsforwarddataserviceroutesforuniversitylibrariestobetterservedisＧ
ciplineconstructionbasedonthemapping．

Keywords:LiteratureClassification,Discipline,DisciplineMapping,DataValueＧAddedService,AcaＧ
demic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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