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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空间、人力”三要素协同的高校图书馆
资源服务一体化实践探索*

□魏群义 许天才 涂佳琪 蔡佳 史丹

  摘要 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应以文献、空间、人力等资源要素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创新技术应用,提升图书馆综合服务质量。文章阐述了重庆大学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建

设的发展理念与工作架构,并分别论述以文献、空间、人力为基础的资源服务一体化探索实践,展

望数智技术对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影响,为高校图书馆在资源的管理与利用、服务的创新与升级提

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资源 服务 一体化

分类号 G252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5.03.007
引用本文格式 魏群义,许天才,涂佳琪,等.基于“文献、空间、人力”三要素协同的高校图书

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实践探索[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43(3):56-64.

1 引言

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基础在于打破传

统资源分割模式,实现物理馆藏与数字资源的有机

融合,以及文献、空间、人力等资源要素的协同整合;
并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创新技术应用,优化管理机

制,提升服务效能,重构服务流程,提升空间设计,促
进图书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重优化,实现图

书馆从“文献资源仓库”向“知识服务中心”转型。高

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
更是服务理念和业务流程的全面重构。

重庆大学图书馆以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

的高水准、智慧化、创新型的学术图书馆为目标,加
快构建全球互联的学术资源中心、促进创新的知识

服务中心、面向未来的终身学习中心和启智润心的

文化育人中心,使得图书馆成为大学知识生产与科

技创新的源泉,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创新发展。2014
年重庆大学图书馆正式启动智慧图书馆项目建设;

2021年启用新一代智慧门户,整合纸电资源管理、
门户和社区等基础功能,并融合知识发现、虚拟图书

馆等个性化服务功能,形成以资源服务一体化为核

心的智慧图书馆雏形;2025年引入DeepSeek大模

型,为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建设赋能[1]。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发展需要高校图书馆深度思

考如何整合多维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

式,紧跟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努力成为高校人才培

养、科研创新和文化传承的核心支撑平台。本文对

重庆大学图书馆在文献、空间、人力三个资源要素的

能效管理进行阐述,通过梳理以资源为基础、以用户

需求为核心所开展的一系列服务变革,阐明图书馆

在资源服务一体化改革进程中的探索实践,为高校

图书馆在资源的管理与利用、服务的创新与升级提

供参考和借鉴。

2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资源服务一体化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加持下,
将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和服务资源有效整

合,进而形成的一种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全方位、多
层次、一体化的服务模式[2]。资源服务一体化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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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发展,是相关理论演进、技术革新及政策导向共

同作用的结果,是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战略[3]。

2.1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理论研究进展

“信息资源”的界定,为图书馆从传统文献保管

机构向现代知识服务中心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同时

也为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资源

服务一体化的实现并非只是简单地合并图书馆的

业务,而是要解决如何更好地融合资源和服务的复

杂系统问题,图书馆应该将馆藏资源视为服务,而
不是单纯拥有资源,同时明确服务源于资源[5]。钱

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论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提供

了方法论支持,成为资源服务一体化的重要理论来

源[6]。开展资源服务一体化可以通过信息资源管

理理论框架下的集成、关联、交融与协同,重构资

源建设与服务创新的关系[3],它是后知识服务时代

图书馆转型的关键路径之一,其核心是通过打破传

统资源与服务的割裂状态,推动图书馆资源向高效

化、智能化服务模式转型[7]。图书馆可以基于“图
书馆学五定律”,构建现代图书馆服务的理论框

架,强调以用户为中心、资源动态配置、服务效能

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指导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

实践[8]。

2.2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进展

近十年来,资源服务一体化的相关研究在技术

进步与读者需求双重驱动下呈现出以技术融合为支

撑、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显著特点,重点集中于通过

技术创新推动资源深度整合与共享、强化资源建设

以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的
发布为大学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实践指明方

向[6]。现阶段,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主要有:
(1)将资源采购与学科发展深度绑定,形成精准化学

科资源保障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构建学科驱动的

全流程采编协同机制,实现文献采集与知识组织的

有机衔接[3]。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根据ESI学科排

名动态调整数据库采购[9]。南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

通过资源与服务的深度整合,构建了一套跨学科协

同的服务体系[10]。(2)服务需求反向驱动资源采购

决策,形成“服务-资源”闭环。安徽大学图书馆打

通用户需求与资源建设的双向信息流转闭环,形成

动态优化的资源供给策略[11]。耶鲁大学图书馆提

出动态采购模型,通过持续评估将馆藏资源转化为

动态服务系统,以灵活响应学术生态变革[12]。(3)
将智能技术贯穿资源建设与服务场景。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图书馆构建智能采选模型,根据用户借阅行

为预测采购需求,采购准确率达到90%[13]。清华大

学图书馆依托ALMA智慧资源管理平台,形成贯穿

资源“采-编-用-存”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闭环,
实现了纸质文献与数字资源的全流程一体化治

理[14]。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美国一流高校图

书馆通过LibGuides平台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专

题资源导航,实现了多维度资源的系统性整合[15]。
(4)特色资源体系构建,推动传统文献的转型升级。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为满足“一带一路”重点领域研

究需求,建设“一带一路”六大特色数据库[2]。中山

大学图书馆通过百年积累与技术创新,形成了以民

间文献为主体、多载体并存、深度数智化开发的特色

资源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文献支撑[16]。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展表

明,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正从资源整合向智

慧服务、从单一功能向复合价值演进,呈现出智慧驱

动、学科融合、技术赋能的发展态势。但是已有研究

和实践涉及的维度较为单一,协同发展欠缺,特别是

随着AI、大数据技术逐渐普及,面对多元化的用户

需求,高校图书馆应主动整合创新资源,构建智能

化、高效化的知识服务体系。针对这一问题,需要从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整体架构及实践探索方面开展

研究。

3 重庆大学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和

整体架构

  重庆大学图书馆秉承用户需求引导服务、管理

评估保障服务、技术赋能创新服务的发展理念,探索

构建资源服务一体化的整体架构,积极开展资源服

务一体化建设。

3.1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

(1)用户需求引导服务

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以用

户需求为导向构建“需求感知-资源匹配-服务响

应”的动态闭环。其中,需求感知需要图书馆深度分

析用户数据形成用户个性画像,为后续资源匹配与

服务响应指明方向。
(2)管理评估保障服务

为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匹配,图书馆不能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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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资源,而应该全力整合文献、空间、人力等

资源要素[17],并开展能效管理,为一体化发展夯实

基础。并且,从资源绩效、空间测评、用户互动与馆

员成长四个维度出发,建立“四维评估体系”保障资

源服务一体化发展成效。根据资源使用绩效评估,
实现文献资源采购的动态调控;实时监测空间资源

激活效率,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阵地的价值;24小

时服务咨询与反馈系统保证图书馆与用户的信息畅

通;关注馆员综合素质成长与职业晋升路径,让馆员

快乐工作,达成个人价值与图书馆业务发展的双向

促进与协同共进。
(3)技术赋能创新服务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创新

图书馆服务,以此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如

构建智慧图书馆门户,强化元数据建设整合数据库

资源,在实现文献资源的一站式检索的同时,集成

DeepSeek的智能检索帮助师生更好地获取文献信

息。利用移动互联网,实现移动端的功能服务全适

配。构建集成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平台助力资源共

享,联合校内各职能部门突破服务边界,促进学科交

叉发展,共助一流学科建设。

3.2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整体架构

基于以上发展理念,重庆大学图书馆构建以资

源为基础,管理为保障、需求为导向、技术为赋能、服
务为核心的资源服务一体化发展架构,形成自下而

上的资源支持与自上而下的需求牵引,最终实现服

务质量螺旋上升机制,构成高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一

体化的整体发展架构,详见图1。

图1 重庆大学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整体架构

  资源是图书馆的根基,在资源服务一体化建设

中,图书馆不能单纯依赖文献,而应综合协同文献、
空间、人力三要素,并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度梳理、整
合和管理,主动挖掘资源价值,以需求为导向,实现

服务个性化、精准化。随着数智时代发展,用户对图

书馆需求日益多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
LA)、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大学与研究

型图书馆协会(ACRL)、D-Tech公司、中国图书馆

学会先后对用户需求进行较大规模调研[18],调研结

果和已有研究实践显示[19-24],用户对图书馆需求可

分为知识获取与学习支持、空间功能与场景体验、数

字服务与技术创新、社交协助与知识共创、个性化与

精准化服务、社会价值延伸等。图书馆的传统服务

难以满足用户上述需求,迫切需要升级服务,而服务

的迭代升级离不开技术的应用。上海图书馆、D-
Tech公司先后发布图书馆IT应用十大趋势[25]、

2024年图书馆体验的五大趋势[26],前沿趋势和研究

实践表明[27-34],AI技术集群、物联网(IoT)与大数

据技术、5G与沉浸式交互技术、区块链与数字资产

管理、机器人技术矩阵、云计算与边缘计算、数字孪

生与仿真技术等促进服务创新升级。图书馆通过资

源、服务、技术三者的深度融合,整合文献、空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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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资源要素,以需求驱动服务精准创新,依托AI、
物联网等智能技术集群赋能图书馆智慧化建设。

4 重庆大学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探索实践

根据用户需求引导服务,管理评估保障服务,技
术赋能创新服务的发展理念和资源为基础、需求为

导向、管理为保障、技术为赋能、服务为核心的发展

架构,重庆大学图书馆分别以文献资源、空间资源、
人力资源三个要素为基础,开展资源服务一体化探

索实践。

4.1
 

以文献资源为基础的服务一体化实践

4.1.1 纸质资源的服务优化

数字时代背景下,纸质资源的建设与利用策略

更应在流程优化、模式创新等方面转型升级,以构建

契合学校学科发展布局的资源体系,保障馆藏资源

的多元化与应用价值。
(1)纸质资源采购

依托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采用线上下单、线下

配送与归还的模式,开展“送书到家”服务,优化读者

借阅体验。重庆大学图书馆与京东联合打造的“你
选书,我买单”汇采平台打破传统的单向性限制[35],
真正实现读者决策采购,拓展图书馆资源采购模式,
探索读者服务的新路径。

 

(2)纸质资源流通

图书馆通过全流程自动化重构图书馆纸本资源

的借阅流通服务,实现全天候无感自助借还、智能盘

点、动态库存监控、精准定位、错架纠偏、智能防盗、
智慧分拣等个性化服务,在提高图书馆纸本资源管

理效率的同时,为读者提供更为便捷的借阅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通过借鉴电子商务中的C2C(Con-
sumer

 

to
 

Consumer)理念,推出馆外图书流通服

务[36],优化图书流通过程中“一还一借”的环节。
(3)全面融入课程

图书馆构建经典阅读推广服务平台———“重大

悦读”,在深度整合京东读书、可知电子书、馆藏图书

等文献资源基础上,为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文明

经典”“专业经典”通识必修课程提供必读书目推荐,
以必修课程为中心,以“专题书单”为延伸,实现知识

的活化与共享[37]。全面整合教材教参资源,打造课

程文献中心服务,将教参资源与教学活动进行深度

关联,通过课程文献资源管理、资源检索与服务、交
互中心三大模块功能,为读者提供便捷的一站式课

程服务,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应用。

4.1.2 纸电资源一体化管理

基于元数据仓储的文献资产管理系统是打通纸

电资源与跨库检索的关键,是图书馆实现馆藏资源

一键检索的基础。图书馆应秉持“纸电一体化管理”
理念,通过上亿条文献元数据的收集、规范与治理,
实现文献资源的统一分类标引,全面整合图书馆的

各类文献资产,有效破除纸本与数字文献、各数据库

间的壁垒,实现由“库”级粗放到“篇”级精细的管理

转型[38],开放获取与单篇订购服务系统可以支持图

书馆根据学科资源利用和用户需求情况动态调整电

子资源采购策略,使数字资源采购更有针对性。

4.1.3 数字资源的智能服务

图书馆成功接入DeepSeek升级“弘深检索”系
统,不仅让海量文献资源更加触手可及,同时具备知

识问答、问答检索、文献综述、文献研读、开题报告等

多项功能,高效的知识关联与组织,极大优化了读者

的文献获取与阅读体验。

4.1.4 特藏资源的挖掘利用

为提高数字特藏资源的收集、管理和应用效率,
图书馆构建多媒体资源管理服务平台———“+馆

藏”,全校师生以共创、共保、共享的方式激活特藏资

源生产与开发。基于已开发的特藏资源,图书馆进

一步梳理和分类,衍生出学校“十四五”规划重点项

目———“重大记忆”项目,围绕校园回忆和活动两大

主线,系统保存相关的资料,实现重庆大学校园文化

的有效传承,已成为重庆大学学子的时间胶囊。同

时,图书馆在人文研究领域积极布局,2022年成立

的方志数字人文研究中心[39],开展方志的资源建设

和服务,探索数据驱动的方志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为
地方志学者和大数据、智能技术等专家提供协同创

新平台。

4.1.5 学术成果的国际出版

作为国家级机械类外国教材资源建设的重要基

地,图书馆外国教材中心与国内外出版社建立了深

度合作关系,双方合作推出了外译出版推广服务,致
力于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
提高学校的学术国际影响力。目前已协助多个团队

10余种学术专著在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等国

际出版集团出版。

4.2 以空间资源为基础的服务一体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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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特色空间支持个性阅读

图书馆在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建设实施中,应构

建“基础保障—融合创新—深化服务”的分层架构,
打造服务闭环,推动空间服务持续优化与发展。通

过建设密集书库、远程存储书库等,缓解实体馆藏的

存储压力,进一步优化读者阅读环境;通过打造多样

化高体验性的主题图书馆,满足读者多元化空间需

求。如卓越工程师学院图书馆,作为校地深度合作

成果,为现代制造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献信息资源

与服务;声音图书馆以声音艺术为主题,开展多媒体

声音艺术的收集;科幻图书馆支持新文科建设,为读

者提供科幻图书的学习、研究和共享服务;舍区书屋

选址学生宿舍生活区,采用无人化管理,打造沉浸式

学习空间,通过书香校园实现文化育人。

4.2.2 空间硬件设施功能升级

为推动馆藏多媒体资源的利用,部分图书馆还

为读者提供专业化的影音鉴赏和视听场所,如视听

区、朗读亭、影音厅等区域。考虑到读者远程网络视

频会议、小型交流研讨等需求,图书馆设立封闭式研

讨空间,空间配置高清摄像头、投影仪等专业设施设

备,支持读者利用图书馆空间资源进行交流与合作,
推动创新创造潜能的释放。当读者遇到使用问题

时,图书馆信息咨询台及时提供帮助和解决方案。
面对残障人士、老人等特殊人群,通过语音导航、盲
文阅读设备、可调节高度的桌椅、购置AED等急救

设备、手语翻译、开辟无障碍通道等硬件设施改造与

人性化服务结合,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基础空间服务。

4.2.3 虚实结合丰富读者体验

图书馆注重提升空间服务智能化和精细化,进
一步提升空间服务效能。通过便捷高效的入馆与空

间预约服务,智能化的资源管理服务,安防与应急响

应服务,提供智能设备设施与智能环境控制,实施无

人值守与资源的高效调配,为读者提供更加自由便

捷的阅读空间服务体验。运用虚拟现实、建模与渲

染等技术,打造沉浸式阅读环境与文化体验。如虚

拟展厅,以音视频、虚拟展览等多元形式支持读者参

观和阅览,让文化体验更加生动有趣味。为支持读

者远程学习与研究,图书馆以学科维度实现文献资

源的知识重组,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个性化的虚拟学

院数字图书馆[40],充分汇集本馆文献,提供聚焦专

业及专题的推荐和资源导航功能,开展全程嵌入的

交互服务,提升使用体验。数字图书馆与实体图书

馆的协作联动,实现了多维资源与服务的无缝衔接。
区别于学院数字图书馆,个人数字图书馆则专注于

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知识空间。基于读者多维度数

据建模,结合算法与深度学习模型,读者在个人数字

图书馆中可以实现定制化的资源推荐和自适应学习

路径生成,如通过读者阅读时长、页面跳转频率等行

为日志,优先推荐符合该读者认知层级的书籍或

课程[41]。

4.3 以人力资源为基础的服务一体化实践

4.3.1 “人效合一”管理机制

资源服务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以馆员为主体的

人力资源,然而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图书馆不断

减少的人力资源间的矛盾凸显。图书馆应树立“人
效合一”的管理理念,制定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践的

系统性策略。一方面构建战略导向的人力资源规划

体系,根据图书馆的发展战略建设“学科+数据+情

报”的复合型人才矩阵;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赋能人力

资源效能提升,通过自主研发智能系统,解放人力;
构建人效仪表盘,实时监测人均服务读者数、核心指

标完成量等数据。此外,图书馆还可开展敏捷型组

织设计,打破部门壁垒,根据业务需要组建项目制团

队,充分利用学生资源,采用“学生社团-学生助

管-志愿者”相结合的模式,在补充图书馆人力资源

的同时为在校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

4.3.2 深度嵌入教学科研

图书馆文献情报综合能力的优势是馆员开展

“助教学、促科研”融入高校整体发展的基础。馆员

可以承担信息素养通识教育,提升在校师生对文献

情报获取、分析与利用的综合素质。作为指导老师

参与信息素养、挑战杯、“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等比赛,全方位融入高校的育人工作。发挥馆员信

息情报检索与分析方面的优势,助力学校学科建设

和科研发展,主动向学校各职能管理部门、学院科研

团队、学者个人提供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科技创新

等方面的数据情报和决策建议[42],从“服务执行者”
向“决策参与者”跃升。

4.3.3 激发馆员个人成长

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图书馆须充分发

挥馆员个人主观能动性,制定馆员职业能力提升长

效机制,培养学习型馆员,通过专项培训提升职业技

能、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通过人才与组织战略的

协同匹配,实现“选育用留”全链条优化,激发馆员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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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创造力,促进组织效能提升。在培育馆员科研

思维与学术成长过程中,实行学术研究传帮带制度。
由资深馆员担任学术导师,指导青年馆员基于业务

开展学术研究,同时鼓励馆员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科

研项目,设立图书馆服务与创新研究项目,为研究提

供资源保障。定期开展馆际合作交流与高级馆员访

学,搭建强有力的专业互动平台,提升图书馆在行业

内影响力的同时,开拓馆员业界视野。馆员还应突

破职业边界,赋予自身文化普及、技能指导、社会服

务等多元角色,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深度彰显,如馆

员深入文化资源匮乏地区,通过捐赠图书、设备、举
办讲座和阅读推广等方式,支持乡村教育振兴[43]。

5 数智技术融合驱动资源服务一体化发展的未来

展望

  以AI大模型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对图书馆资源

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既是颠覆性挑战,更是历史性机

遇,是推动图书馆从“资源仓库”向“智慧知识服务中

心”转型的重要动力。数智技术通过重塑资源整合、
优化空间管理、提升馆员能力、创新服务模式、构建

协作生态等推动资源服务一体化发展,提升图书馆

的核心竞争力。

5.1 重塑资源整合

图书馆通过应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

习等AI技术,实现文献自动分类、标签生成和元数

据提取,大幅缩短编目时间。通过打造能自动扫描

精准识别每一本书位置的智能书架,不仅可以高效

盘点图书,还可实现图书管理的透明化和可追溯。
利用读者借阅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热门资源需求,预
判并指导采购决策和跨馆资源调配[44]。通过AI语

义搜索技术实现跨数据库、跨语言的一站式检索,构
建学科知识图谱,将分散资源关联为语义网络[45]。
通过深度学习与OCR技术加速纸质文献数字化,构
建数字化资源池。通过打破资源孤岛,重构资源管

理范式,拓展资源服务边界。

5.2 优化空间管理

图书馆作为学校学术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其
空间结构优化与知识服务体系的协同程度,将极大

影响图书馆服务效能。通过物联网传感器+AI算

法构建智能化空间布局,优化座位预约,动态调整自

习区开放数量,提升空间利用率。多媒体大屏投放

座位实时信息,实现空间资源的可视化管控与实时

调度。智慧自习桌椅可以为每位读者调整专属书灯

的亮度。利用AI解析用户空间需求;借助数字孪生

技术构建图书馆物理空间的虚拟镜像,模拟不同空

间布局方案对读者动线的影响,寻找最优空间布局。
通过开发智慧服务场景,共创智能应用空间,实现服

务能级的跃升。

5.3 提升馆员能力

打造集AI知识普及、技能提升、项目实践于一

体的AI工作坊,全面提升馆员的AI素养。通过明

确AI咨询馆员处理标准化流程,使馆员个人聚焦知

识咨询、学术素养培训等高价值工作,创新服务模

式,延伸服务范围。

5.4 创新服务模式

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主要以“被动响应”为主,
应用AI技术可主动学习用户行为、预测需求并提供

个性化服务,推动图书馆服务从“以资源为中心”向
“以用户为中心”转变,形成“智能驱动型服务范式”。
基于用户画像(如借阅记录、学科背景)推荐个性化

资源,并推送相关学术活动或课程[46]。AI咨询馆

员可24小时在线提供图书推荐、检索导航、办证借

还、智能问答、路线导引等服务,借助咨询互动与对

话训练机制,深度挖掘并多维度呈现馆藏资源,为读

者打造更加便捷、有趣的服务体验。

5.5 构建协作生态

AI赋能资源服务一体化背景下,图书馆可实现

跨界合作,构建综合性的知识服务平台,满足多样化

的知识需求[47]。构建区域智能化协作平台,实现数字

化资源互联互通,提升资源共享效率和透明度,实现

共享用户行为分析、资源精准推送。拓展跨机构协作

生态,融合产学研,构建“高校-企业-社区”资源共

享网络,降低研发成本。也可以加强与博物馆、科技馆

合作推出系列推广项目,扩展服务边界,互通文化资源。

AI技术正推动高校图书馆从孤立的信息仓库转变为开

放协同的智慧枢纽,通过资源整合、服务创新和生态重

构,为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提供更高效的支持。

6 结语

图书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未来发展,将在“文
献、空间、人力”三要素协同的基础上,重塑图书馆的

核心价值。通过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赋能构建的智

慧图书馆,将突破物理边界,成为虚实共生的知识创

新动力源泉,以预见性服务和全流程嵌入为路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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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给转向认知赋能,促进图书馆支持读者学习

和科研的服务范式变革。重庆大学图书馆将在破解

技术伦理、弥合数字鸿沟的实践中,构建兼具人文温

度与科技锐度的未来生态,让资源服务一体化成为

联结知识创造与人类福祉的永恒纽带,真正实现从

“资源仓库”到“智慧知识服务中心”的跨越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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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and
 

services
 

is
 

evolving
 

from
 

resource
 

consolidation
 

to
 

intelligent
 

service
 

and
 

from
 

single
 

function
 

to
 

composite
 

value 
 

demonstrating
 

a
 

development
 

trend
 

driven
 

by
 

intelligenc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framework
 

of
 

resources
 

and
 

services
 

based
 

on
 

the
 

synergy
 

of
 

the
 

three
 

elements—collections 
 

space 
 

and
 

human
 

resources—and
 

provid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model
 

of
 

these
 

element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iming
 

to
 

offer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dopted
 

a
 

method
 

combin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ongqing
 

University
 

Librar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user
 

demand-driven
 

services 
 

management-based
 

service
 

evaluation 
 

and
 

technology-enabled
 

service
 

innov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Library
 

has
 

established
 

a
 

development
 

framework
 

centered
 

on
 

resources 
 

demand-driven
 

approaches 
 

technology-enabled
 

solutions 
 

and
 

service-oriented
 

priorities 
 

and
 

carried
 

out
 

exploratory
 

practices
 

in
 

resource-service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
 

of
 

collections 
 

space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study
 

reveals 
 

 1 
 

The
 

integrated
 

practice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services—including
 

optimizing
 

print
 

resource
 

services 
 

managing
 

print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
 

holistically 
 

providing
 

intelligent
 

digital
 

resource
 

services 
 

utilizing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ing—can
 

meet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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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zed
 

needs 
 

 2 
 

The
 

integrated
 

practice
 

of
 

spatial
 

resources
 

and
 

services—through
 

distinctive
 

spaces 
 

hardware
 

upgrades 
 

and
 

hybrid
 

virtual-physical
 

technologies—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patial
 

service
 

efficiency 
 

enrich
 

reader
 

experiences 
 

and
 

create
 

more
 

inclusive
 

spatial
 

services 
 

 3 
 

The
 

integrated
 

practic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ervices—by
 

implementing
 

a
 

human-performance
 

synergy 
 

management
 

mechanism 
 

deeply
 

embedding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fostering
 

librarian
 

professional
 

growth—can
 

maximize
 

the
 

value
 

of
 

library
 

human
 

resources 
 

motivating
 

librarians
 

to
 

provide
 

more
 

diverse
 

and
 

higher-
quality

 

service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can
 

reshape
 

resource
 

integration 
 

optimize
 

space
 

management 
 

enhance
 

librarian
 

capabilities 
 

innovate
 

service
 

models 
 

and
 

build
 

collaborative
 

ecosystems 
 

further
 

advanc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libraries 
 

The
 

resource-servic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the
 

synergy
 

of
 

the
 

three
 

elements—collections 
 

space 
 

and
 

human
 

resources—will
 

drive
 

libraries
 

to
 

achieve
 

a
 

transformative
 

leap
 

from
 

resource
 

repositories 
 

to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centers  
 

providing
 

critical
 

insight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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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温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温州医科大学图书馆于1958年随学校的创建而诞生,成立60余年来,围绕学校教学、科研、医疗等中心

工作,在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教学培训、学术科研、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了学校文献信息

服务和文化交流传播中心,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重要支撑。图书馆作为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浙江省高

校数字图书馆(ZADL)温州分中心和浙江省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公共网点,信息服务立足温州、辐射全国,并荣

获CALIS项目建设二十周年贡献奖、全国CALIS三期应用服务优秀示范馆、全国CALIS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优秀服务馆一等奖、浙江省先进高校图书馆、ZADL文献传递先进集体等荣誉。
图书馆目前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分处温州瓯海区(茶山)、鹿城区(学院路)、洞头区(滨海)三个校

区,总阅览座位3400余个。其中茶山校区馆为主馆,位于校园教学区中心,建筑面积约26000平方米,楼高

七层,设施齐全,环境优雅,设有各类藏书室,馆内有检索终端座位、多媒体视听座位和自修座位。近年来,图
书馆积极拓展改造阅读空间,创新构建“2+3+X”空间服务体系,建成了“青春之书房”“医学经典特藏馆”两
大主题馆,强化场馆育人作用;围绕本科教学需求,相继建设研学交流空间、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视听室等3
个学习场域;同时,在各学院、附属医院等建成20余个微型书房、智慧书柜,在学生生活社区设“我家书房”,
在提供多元学习实践场所的同时,实现空间资源与教育教学需求的深度融合。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形成了以医学专业文献为主体,兼及理、工、农、文等学科门类、符合学校办

学需要的多种类型、多种载体的馆藏体系。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馆藏纸质图书约55万种,220余万

册;电子期刊5.77万种、学位论文1192.03万册,拥有中国知网、万方、SCI、Science、Nature等全球高品质中

外文数据库50个,为学校教学、医疗、科研和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海量资源。同时,有兼职教师15人,每年

承担各类学生的信息素养教学约900课时,并提供信息检索技能定制讲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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