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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赋能: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开发策略与应用场景研究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陆长玮∗

　　摘要　本文聚焦高校图书馆品牌赋能,通过理论阐述、文献调研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高

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突出特征,并提出品牌资源重点开发策略,进而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实证

分析品牌资源典型应用场景.研究结果表明,品牌资源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资产,具有育人性、
公益性、稀缺性和规范性等突出特征,在图书馆服务增值、文化育人和效能提升等方面有重要作

用;可以从发挥品牌资源整合效应、延展品牌资源生命周期、提高品牌资源赋能水平、实现品牌资

源协同发展和推进品牌资源规范开发及应用等方面着手制定和实施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重点

开发策略;复旦大学图书馆主要在阅读推广、文化育人、基础服务、国际交流和数据服务等典型场

景加强了品牌资源的开发应用,实现了品牌赋能和服务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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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稳步发展,特别是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品牌①

日渐成为高校图书馆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综合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也成为高校图书馆治理水平现代化的

重要表征和构成,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将品牌定位

为关乎高校图书馆发展全局的重要资源来进行开发

应用,实现品牌赋能,是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提升综合

竞争力和服务效能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途径,有助于

高校图书馆在学校“双一流”建设和校园文化繁荣发

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越来越关注品牌创建和

营销,在 实 践 中 形 成 了 不 少 具 有 鲜 明 特 色 的 品

牌[１－７];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Ｇ
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

近几年的国际营销奖评选中,我国高校图书馆也屡次

获奖[８－９].在有关高校图书馆品牌的研究中,有些文

献从文化构建[１０]、阅读推广[１１]、认知心理[１２]和品牌

内化[１３]等角度讨论了高校图书馆品牌的作用和价

值,有些文献则对高校图书馆品牌建设现状[１４－１５]和

营销策略[１６－１７]等进行了调研分析,而相关研究更多

集中在高校图书馆某个活动或某项服务的品牌建设

上[１－６],而且侧重关注服务或活动品牌的建立和营

销[２－７],尽管也有研究从资源角度提及高校图书馆

品牌,但鲜少从品牌赋能视角和发展全局高度系统

地讨论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突出特征,也缺乏探

究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开发策略和应用场景的相关

研究.
因此,本文聚焦品牌赋能,通过理论阐述、文献

调研和案例分析,系统探究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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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这一概念在市场营销、企业经营、组织管理和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都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但目前还缺乏一致公认的定义,其定义也

常根据研究需要而各有侧重.参考不同领域关于品牌的定义,并综合考虑高校图书馆品牌的具体情况和本研究的考察重点,本文的品牌是指:
面向目标受众,用于识别产品或服务、传递核心价值和获取情感认同的标识符号系统或综合形象,在广义上也可包括其指向的载体.高校图书

馆品牌在类型上既包括在行业或地区层面有较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也包括馆内业务条线开发、在校园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普通品

牌,既有服务或活动品牌,也有渠道或展览品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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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特征和重点开发策略,并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

例分析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若干典型应用场景

(图１).

图１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开发策略与应用场景的研究框架图

２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突出特征

高校图书馆既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保障和知识

支撑,也是重要的文化育人场所和公益文化组织,其
品牌资源既具有一般品牌的共性,也体现了高校图

书馆自身特点,具有育人性、公益性、稀缺性和规范

性等突出特征.这些突出特征是高校图书馆品牌所

共有的,但不同品牌在这些特征上的体现则各有

侧重.

２．１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育人性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育人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

文化育人和服务育人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相应

地,高校图书馆品牌也成为文化育人和服务育人的

可用资源,具有育人功能和属性.
一方面,图书馆是高校的文化殿堂,在读者中具

有较强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归属感.品牌既体现了

高校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也代表着图书

馆的文化形象,会影响读者对学校和图书馆的文化

理解与价值认同,参与形塑读者文化观念,因此高校

图书馆品牌资源具有文化育人属性.比如,哈佛大

学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品牌核心价值都突出

了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性等基本育人内涵,北京大

学图书馆的“阅读马拉松”品牌活动旨在让图书馆成

为读者的第三课堂,助力学校人文素养教育.另一

方面,由于高校图书馆在文献保障和知识服务等具

体业务上也发挥着服务育人和管理育人作用,而品

牌资源开发和应用又从侧面反映出图书馆的服务水

平和管理能力,所以,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管理是

否科学规范、应用是否合理有效,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读者对图书馆管理水平的看法与认知.因此,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也具备一定的管理育人功能.

２．２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公益性

由于高校图书馆的公益组织属性,高校图书馆品

牌资源一旦开发出来,其应用和赋能也具有一定的公

益性.品牌资源的价值并不局限在图书馆某个部门

或一部分人群中,只要是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大

学文化建设的应用场景,在遵守品牌资源应用规范的

前提下,都可以公益性地应用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公益性价值不仅体现在

馆内和校内,也可以外溢到校外.因此可以推动高

校图书馆品牌与社会各界合作互动,充分释放品牌

资源的公益性价值.这既体现了高校图书馆的公共

文化担当,呼应了社会文化需求,又提升了高校图书

馆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将一

些品牌展览或品牌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公众开

放,体现出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公益性特征.

２．３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稀缺性

尽管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具有育人功能,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对品牌资源开发利用也有需求,但品

牌资源并非唾手可得.因为品牌资源不仅要花费人

力物力去挖掘和开发,也有赖于建立系统化、规范化

的机制去运营与应用.而且品牌资源在运营推广和

场景应用中,只有在获得相关方的接受、认可和认同

后才能充分发挥其赋能价值,如果品牌资源在赋能

过程中忽略受众心理规律和文化需求,就难以发挥

应有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这就更需要加强品牌资

源的开发供给.因此相对于高校图书馆的需求,品
牌资源体现出强烈稀缺性.此外,由于高校图书馆

对品牌资源的重视和投入相对不足,对品牌资源开

发和应用也缺少足够的科学谋划、人员投入与机制

保障,这也加剧了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稀缺性.
因此,需要根据读者需求和高校图书馆实际,加

大对品牌资源的价值挖掘和多场景应用,充分发挥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效能.

２．４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规范性

虽然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具有公益性,但对其

进行开发和应用也要遵循相应的规范.规范性是品

牌资源开发和应用的内在要求,也可以为提高品牌

资源的赋能作用提供保障.倘若缺乏规范性,对于

品牌资源不但可能出现管理失序,而且会引起品牌

资源价值耗散.因此,无论是对图书馆视觉形象标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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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系统的具体使用,还是在对外进行品牌资源合作

时的表述,都应体现品牌资源的规范性.比如,复旦

大学图书馆就制定了形象标识系统使用规范,对包

括Logo在内的品牌标识使用规范进行统一说明.
此外,品牌资源也是高校图书馆重要的知识产

权.因此,高校图书馆更应强化品牌资源的知识产

权保护和利用,这也是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规范性

的基本要求.

３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重点开发策略

由于品牌资源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资产,需要

根据图书馆实际和品牌资源运行规律,聚焦品牌赋

能,系统优化实施包括整合策略、延展策略、赋能策

略、协同策略和规范策略等在内的品牌资源重点开

发策略.

３．１　优化品牌资源管理,发挥品牌资源整合效应

尽管馆内不同品牌资源在内容、形式和渠道等

方面各有侧重,但彼此也存在共振与合作关系,如能

实现品牌协作,则会对本馆品牌形象和高质量发展

产生更重要推动作用.
因此,需要运用整合策略,优化品牌资源管理,

根据渠道、受众和时点等情况进行整合,通过品牌协

作实现品牌整合效应.一是“渠道整合”,不同品牌

资源的渠道既有差异,也有重合,可以整合不同品牌

渠道,协同发力,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比如国内有

些高校图书馆的不同部门拥有各自的微信公众号,
哈 佛 大 学、耶 鲁 大 学 等 美 国 大 学 图 书 馆 也 在

Twitter、Facebook乃至 YouTube等平台开通账号,
因此当举办具有重要意义的品牌活动时,就可以在

多个渠道共同发布,产生渠道共振.二是“受众整

合”,不同品牌资源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但
受众群体间也并非完全独立和割裂,因此需要根据

受众需求和品牌活动情况,以合适方式开展受众整

合,降低受众的品牌切换成本,拓展品牌的受众范

围.三是“时点整合”,对一些具有内生关联的品牌

活动,将举办时点进行调整,使其在时点上彼此呼

应,扩大品牌影响力.

３．２　加强品牌资源运营推广,延展品牌资源生命

周期

品牌资源有自身生命周期跨度和能量释放等特

点,如果不加以维护和运营推广,其辨识度和认知度

会逐渐下降,此时品牌资源的赋能价值不仅难以扩

展和深化,而且还可能快速耗散,造成品牌资源生命

周期过快消解.
因此,需要采取延展策略,加强对品牌资源运营

维护和推广,延展其生命周期,这既是高校图书馆品

牌资源开发的有机构成,也是品牌价值深化的内在

要求.首先是加强品牌资源运营维护,注重保持品

牌活跃度,主动通过活动呈现、视觉展示等多种方式

实现一定频次的品牌要素暴露,既延续品牌认知广

度,又深化品牌认同深度;比如北京大学“未名读者

之星”和复旦大学“阅读达人”等品牌活动都连续开

展多届,且有较好的品牌暴露,积累了扎实的品牌基

础,体现了品牌活跃度.其次是加强品牌资源推广,
以符合读者心理特点和传播规律的方式对品牌资源

的主题价值、核心理念及展现形式等予以推广和传

播,使其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为读者所认知和认

可,增强品牌资源价值引领.再次是探索品牌资源

的创新和延伸拓展,结合已有品牌资源以及读者需

求和技术条件变化,适时创新品牌内容与形式,拓展

出更多新品牌资源,延展品牌资源生命周期跨度;比
如,成立于１９３１年的伍德伯里诗歌室(Woodberry
PoetryRoom)是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Lamont
Library)标志性品牌之一,该诗歌室也在创新中延

伸和发展品牌资源,不仅拓展收藏范围,而且还丰富

品牌内涵,通过设立创意奖学金、举办向公众开放的

免费活动并在 YouTube频道上播出等,将图书馆收

藏品牌延伸到诗歌与文艺创作以及传媒文化领域,
使诗歌室的品牌生命周期不断延展.

３．３　强化品牌资源应用,提高品牌资源赋能水平

品牌资源是否得到有效应用,将直接决定高校

图书馆品牌资源赋能水平的高低.如果只是就品牌

资源谈品牌资源,没有将其应用到具体业务场景,那
么品牌资源的开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也就更谈不

上品牌赋能了.
因此,需要实施赋能策略,强化品牌资源落地应

用,提高其赋能水平.一方面,要增强高校图书馆的

品牌赋能理念,彰显品牌资源应用价值,使品牌赋能

成为共识,为品牌资源应用提供理念支撑;另一方

面,品牌资源的管理协调部门可以主动将品牌资源

便利且高效地提供给具体业务部门,提升品牌资源

应用的服务质量,通过案例分析、资源供给和应用培

训等,及时对接具体业务场景,同时探索品牌资源应

用的新场景和新形式;此外,业务部门也要根据工作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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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创品牌,用品牌,融合品牌资源价值,促进具体

业务工作效能提升.

３．４　开展品牌资源跨界合作,实现品牌资源协同

发展

上述品牌整合策略更多聚焦在馆内品牌资源协

作,其实品牌资源也可以向外拓展,与校内乃至社会

上的其他品牌资源跨界合作,在更大范围促进品牌

资源协同共振.
因此,可以运用协同策略,积极探索开展品牌资

源跨界合作,实现品牌资源协同发展.一方面是加

强与校内单位合作,联合开展品牌活动;比如 “学在

清华真人图书馆”由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研

究生会和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

合 主 办,而 耶 鲁 大 学 拜 内 克 珍 本 手 稿 图 书 馆

(BeineckeRareBookandManuscriptLibrary)则与

耶鲁大学美术馆等校内机构共同举办了多个有影响

力的展览.另一方面可以探索与校外机构跨界合

作,在校内外形成品牌共振,更充分地发挥品牌资源

的赋能价值;比如,“云上雅游”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等

高校图书馆与京东读书开展数字阅读与经典阅读融

合的读书品牌活动,体现了高校图书馆“世界读书

日”阅读品牌与京东读书品牌的合作.

３．５　制定品牌资源使用规范,推进品牌资源规范开

发及应用

品牌资源的使用应当遵循一定规范,否则将可

能造成无序使用和管理混乱,这既降低品牌资源管

理水平,也会抑制品牌资源价值开发.
因此,需要实施规范策略,制定使用规范,对品牌

资源的授权流程、应用范围、具体形式等做出规范性

规定,推进品牌资源的规范开发和应用.首先可以制

定品牌资源使用规范,使其成为开发应用的制度性保

障,这也有利于提高品牌资源的权威性.其次需要推

动使用规范应用落地,在具体应用场景中体现品牌资

源的规范性要求,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使其具有一

定弹性.当然,也要加强从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角度

去认知与实践品牌资源的规范使用.

４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的典型赋能应用场景———
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具有增值功能,既可以用

于提升相关服务和活动的知晓度,也可以用于强化

读者对图书馆的价值认同和文化归属,还可以为图

书馆提供更多元和广泛的支持.因此,品牌资源在

高校图书馆系列服务和工作中具有丰富的应用场

景,可以赋能促进相关服务提质增效.
以下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介绍高校图书馆

品牌资源的若干典型赋能应用场景,并综合体现整

合策略、延展策略、赋能策略、协同策略和规范策略

等品牌资源重点开发策略的实施运用.
复旦大学图书馆品牌的认定以同时满足以下四

个要求为准:一是要素性,即具备较为明确的品牌要

素,比如规范的名称、相对固定的时点、明确的宗旨

和部分视觉形象标志等;二是延续性,即相关服务或

活动连续开展两年(届)及以上;三是认知度,即在校

内读者或校外同行中具有一定认知度、参与度和影

响力,有一定数量参与者和校内外媒体报道;四是有

特色,即相关活动或服务有自身特色,能够体现一定

独特优势.
复旦大学图书馆高度重视品牌资源开发和应

用,不仅积累形成了品牌资源矩阵(既有全馆层面的

主要品牌,也包括各业务部门开发的一些支线品

牌),而且特别提倡品牌资源的整合效应和赋能价

值,突出品牌延展和协同,鼓励品牌资源的规范化和

泛在化使用,促进品牌资源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创

新,形成了以阅读推广和文化育人为重点、以基础服

务为依托、以国际交流和数据服务为延伸的多层次

品牌资源应用场景格局.

４．１　在阅读推广场景中的应用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品牌资源开发应用的重点场

景,其中既涉及到品牌建设和维护,也包含品牌推广

与营销.复旦大学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特别重视运

用品牌资源开发的整合与赋能策略,将阅读推广打

造为品牌资源应用的代表性重点场景.
“复旦大学读书节”(以下简称读书节)作为复旦

校园的重要文化品牌,在校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核心品牌资源之一.因此,在阅

读推广已有品牌资源基础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运用

品牌资源开发的整合与赋能策略,充分发挥读书节

的品牌赋能效应.一方面是在读书节前后,根据当

年读书节主题开展“旦旦研读”“复图定向知识竞赛”
等品牌阅读推广活动,将读书节的品牌资源融入其

中,实现系列品牌资源整合;另一方面则是在活动细

节上,将当年读书节的主题词、主题色和主题海报等

元素不断呈现在各项阅读推广活动中,既融合读书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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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品牌资源应用,也提升了阅读推广活动的效果.
复旦大学图书馆官微是图书馆核心品牌资源和

品牌渠道,连续五年获评“复旦大学年度最具影响力

自媒体”.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新的阅读推广活

动中也运用品牌资源开发的赋能策略,积极发挥官

微的品牌赋能作用.比如,“旦旦书评”是近两年复

旦大学图书馆新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在投稿组织、
获奖公示、优秀征文展示和交流分享等环节都主动

利用官微品牌渠道赋能,收到较好阅读推广效果,书
评活动的投稿量从第一届的２９篇增加到第二届的

４３篇,参与读者分布在四个校区、来自文理医工２１
个院系;评出的３５篇优秀书评在线上发布和线下分

享时得到较多关注,部分相关图书的借阅和预约次

数也有所增长.值得指出的是,官微品牌在赋能阅

读推广工作的同时,也扩大了自身的品牌影响,粉丝

数近些年显著增长,从２０１６年底的２０８６６人上涨到

２０２２年年底的７０２２９人,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０．２３％.

４．２　在文化育人场景中的应用

品牌资源可以通过价值引领、文化认同等方式

推进文化育人.复旦大学图书馆注重将品牌资源应

用到文化育人工作中,主要从品牌资源走出去和引

进来两个角度,突出运用品牌资源开发的协同和延

展策略,将文化育人作为品牌资源应用的重点场景,
使图书馆的文化育人效能得到明显提升.

一方面,采取品牌协同策略,推动本馆品牌资源

走出图书馆,走入校园,与馆外品牌实现协同共振,
拓展品牌资源的文化育人空间.比如在建馆百年前

后,不仅将百年馆庆打造为重要文化品牌,而且还将

百年发展历史制作成专题文化展览,在学校光华楼

的品牌展览空间进行展示,成为颇受师生欢迎的文

化展览,实现了品牌协同,既呈现图书馆百年历史文

化底蕴,又为校园提供重要展览内容和文化育人

资源.
另一方面,实施品牌延展策略,在品牌活动中引

入馆外文化资源,丰富图书馆品牌资源的文化育人

内容.比如,“复旦文图大厅展”是利用有限公共空

间打造的重要展览品牌,为创新和丰富其品牌内容,
复旦大学图书馆针对性地实施品牌延展策略,除了

自己主办的常规展览外,还主动将学生的书法作品、
诗歌手稿、文化手账、摄影作品等引入品牌展览活

动,受到读者欢迎,在校园书法、诗歌、设计和摄影等

方面起到了独特文化育人作用.

４．３　在基础服务场景中的应用

书刊借阅等基础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基本职

能,也可以通过融入品牌资源应用来实现提质增效.
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改进基础服务时,注重实施品牌

资源开发的赋能和延展策略,既充分实现已有品牌

资源的延伸应用,同时也在基础服务创设新品牌上

重点发力,将基础服务作为品牌资源应用的依托

场景.
首先是利用已有品牌资源的渠道优势,采用品

牌赋能和延展策略,将基础服务有关内容融入已有

品牌中,拓展基础服务的渠道到达和影响范围.比

如,将图书借阅和读者入馆等数据整合后,融入“复
旦大学读书节”品牌活动进行发布,发挥核心品牌资

源的赋能效应,显著提升了基础服务数据的传播效

果,也更好地展示了基础服务相关工作.
其次是根据工作实际,实施品牌延展策略,积极

培育服务品牌,增强基础服务品牌的知名度和服务

效能.比如,为增强图书馆图书借阅示范效应,鼓励

读者多借书、多读书,连续多年开展图书借阅的展示

和推荐服务,逐步形成了“阅读达人”“复图荐书”等
小品牌,增加了相关推荐图书的借阅次数,也进一步

活跃了图书馆的图书借阅氛围.

４．４　在国际交流场景中的应用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品牌资源的重要组成和表

现形式.复旦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关注视觉形象识别

系统开发,强调Logo等品牌要素的赋能应用,鼓励

和提倡图书馆 Logo在不同场景中的泛在化使用.
同时图书馆与国际同行交流日渐频繁,所服务的留

学生读者人数不断增加,这既给品牌资源应用创造

了更丰富的渠道和场景,也对品牌资源应用重点提

出更有针对性的要求.
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更加重视品牌资源在国

际交流中的作用,突出品牌资源开发的延展和规范

策略,将国际交流作为品牌资源应用的延伸场景.
首先是将品牌资源进行国际化转换,使其适用于国

际化传播场景;比如制作 Logo英文版本,在保持原

有设计理念基础上微调Logo设计,使其在保有核心

价值理念的同时,更适宜国际化背景下传播的需求.
其次是在英文网页、国际交流 PPT 模板、图书馆情

况介绍等面向国际读者的传播媒介中,都在适当位

置以一定频次对 Logo等视觉形象进行展示.再次

是加强品牌资源的国际推介和延展,比如主动将“阅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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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生命”(ReadingLife)、“图书馆达人冲冲冲”(Go!

LibraryStars)等品牌活动申报IFLA国际营销奖评

奖,其中的“图书馆达人冲冲冲”获２０２２年十大最富

有创意的项目之一;而以品牌活动申报国际奖项不

仅有助于扩大图书馆品牌的国际影响,也进一步延

展了品牌资源生命周期.

４．５　在数据服务场景中的应用

数据服务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近年来尤为突出

的业务内容与服务场景.复旦大学图书馆在提升数

据服务质量的同时,也不断拓展数据服务渠道,而且

在这一过程中重视品牌资源应用,综合运用品牌资

源开发的规范、整合和协同策略,将数据服务打造为

品牌资源应用的延伸场景.
比如,由复旦大学图书馆主办的“慧源共享”全

国高校开放数据创新大赛,作为重要的数据利用和

数据素养教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品牌塑造和

运营,从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统一设计与规范使用,
重点内容的多渠道共振推广和融媒体宣传,到读者

品牌认知和价值认同,都进行较为系统的推进,达到

较好品牌效果;在一项主办方对参赛者的问卷调查

中,参赛者对大赛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品牌要素表

示基本满意的比例高达９８％.大赛还针对性地实

施品牌资源开发的整合与协同策略,与“复旦大学读

书节”等品牌活动形成合作机制和品牌协同效应,进
一步拓展了大赛影响力,参赛报名人数也从第一届

(２０１９年)的８７１人上升到第四届(２０２２年)的１６６２
人,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１．５４％,参赛范围显著扩大.

５　结语

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是重要资产,具有育人性、
公益性、稀缺性和规范性等突出特征,在服务增值、
文化育人和效能提升等方面对高校图书馆发展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品牌资源的赋能

效应.
为此,本文聚焦品牌赋能,主要从发挥品牌资源

整合效应、延展品牌资源生命周期、提高品牌资源赋

能水平、实现品牌资源协同发展和推进品牌资源规

范开发及应用等五个方面入手,提出高校图书馆品

牌资源的重点开发策略,探索高校图书馆品牌资源

开发的有序化、增值化和系统化.
为使品牌资源重点开发策略的应用更加具体,

本研究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品牌资源开发应用为例,

实证分析该馆在品牌资源开发应用方面的若干典型

场景.结果表明,复旦大学图书馆近年来以阅读推

广和文化育人为重点、以基础服务为依托、以国际交

流和数据服务为延伸,综合运用整合策略、延展策

略、赋能策略、协同策略和规范策略等品牌资源重点

开发策略,形成多层次的品牌资源应用场景格局,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品牌赋能的重要作用,也为该馆

品牌提升与服务增值提供了重要发力方向和着

力点.
本文的理论结果和实证分析都显示出高校图书

馆品牌资源的重要赋能作用,表明品牌资源在高校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和典型业务中具有明显增值效

应.因此,高校图书馆理应结合各自品牌基础和业

务需要,更加重视品牌资源的资产价值,通过机制保

障、人力投入和优化管理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品牌资

源重点开发和多场景应用,推动高校图书馆综合竞

争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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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Empowerment:ResearchontheDevelopmentStrategyand
ApplicationScenarioofUniversityLibraryBrandResources

—TakingFudan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LuChangwei

Abstract:Focusingonbrandempowerment,thispaperexaminestheoutstandingfeaturesofuniversity
librarybrandresources,bringsaboutthekeydevelopmentstrategiesofbrandresourcesandanalysesthe
typicalapplicationscenarioempiricallytakingFudan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usingthemethods
oftheoreticalanalysis,literaturesurveyandcasestudy．TheresultsshowthatasimportantassetsofuniＧ
versitylibrary,brandresourceswhichhavetheoutstandingcharacteristicsofeducation,publicwelfare,
scarcityandstandardization,playanimportantroleintheservicevalueＧadded,culturaleducationandeffiＧ
ciencyimprovementofthelibrary．Therefore,wecanformulateandimplementthedevelopmentstrategies
ofuniversitylibrarybrandresour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givingplaytotheintegrationeffectof
brandresources,extendingthelifecycleofbrandresources,improvingtheempowermentlevelofbrandreＧ
sources,realizing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brandresourcesandpromotingthestandardizeddevelopＧ
mentandapplicationofbrandresources．Fudan UniversityLibraryachievesbrandempowermentand
servicevalueＧadded,withfocusontypicalscenariosofreadingpromotion,culturaleducation,basicservＧ
ices,internationalexchangesanddataservicesinthe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brandresources．

Keywords:Brand Empowerment;Brand Resource;Development Strategy;Application Scenario;
ServiceValueＧ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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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zationofEducationandtheFutureLibraryDevelopment
—Summaryofthe２０２３AcademicLibraryDevelopmentForum

LiuYuchu　RenGuohua　LiJun　ShaoYan　YaoXiaoxia　LiuHongwei

Abstract:The２０２３AcademicLibraryDevelopmentForumwassuccessfullyheldonJuly１１th－１２th,
inHarbin,HeilongjiangProvince,China．Over３６０participants,includingguests,scholars,librarydirecＧ
tors,andlibrariansfromnearly１７０domesticuniversitiesandrelatedindustries,attendedtheconference．
Withthethemeof“DigitalizationofEducationandtheFutureLibrary”,theforumfocusedonvarioustopＧ
icssuchasconnotative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libraries,envisioningthefuturedevelopmentofliＧ
braryandsmartspaces,cultivatingandinnovatingtheinformationresourceecosystem,thedigitaltransforＧ
mationofuniversitylibrariesdrivenbydigitalintelligenceandpromotingcollaborationanddevelopmentof
universitylibraries．ThisarticlesummarizestheacademicachievementsandcuttingＧedgeissuessharedby
theexpertsduringtheforum,providingtheoreticalinspirationandguidanceforthehighＧqualitydevelopＧ
mentofuniversitylibrariesinthecontex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

Keywords:AcademicLibraries;DigitalizationofEducation;FutureLibraries;HighＧqualityDevelopＧ
ment;CulturalEducation;IntelligentTransformation;CollaborativeandShared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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