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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图书馆创新型馆员队伍建设探索实践

———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

□张浩　张吉　徐华　尤晶晶　李新碗∗

　　摘要　馆员队伍建设是图书馆事业稳定发展的基石.回顾４０年发展历程,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始终坚持紧密围绕学校“人才强校”发展战略需要,围绕着学术性和创新型两个关键词,不断

调整和优化组织机构以及馆员队伍结构,探索建立了一条创新型馆员队伍建设实践路径,包括一

个办馆理念、三项办馆视野、一套队伍建设体系、四项馆员基本能力,即“１３１４”路线图,以培养一

支高水准馆员队伍,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高水准、智慧型、特色化的信息知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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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

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１].
党的二十大精神对高素质、专业性馆员人才队伍建

设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部署了新任务.馆

员队伍建设领域也一直备受国内外图书馆业界的关

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FLA)发布的«国际

图联战略框架(２０１９－２０２４)»,将“优化我们的组织”
作为战略方向之一,特别提到“有效动员我们的人力

资源和网络”和“增加成员数量、丰富成员类型、深化

成员参与度”的重要举措[２];«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

南针报告»中,也将馆员作为大学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要素之一[３].新时代,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爱
岗敬业、素质过硬、稳定发展的馆员队伍具有重要的

时代价值,是智慧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交大馆)在发展

过程中,一直坚持紧密围绕学校发展战略需要,馆员

队伍建设探索中始终贯穿着学术性和创新型两个关

键词.“十三五”期间,交大馆以用户需求和学校“双
一流”建设为牵引,全面推进创新转型,着力提升内

涵与品质,加强建设年轻化、专业化的馆员队伍,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绩效资源建设有效促进馆藏结构

优化,学科服务深度融入教、学、研、管和人才培养全

过程,文化育人品牌矩阵铺就校园文化生态绿洲,技
术应用逐步向智能化升级,国内外合作与影响力持

续扩大.２０２０年,交大馆制定了“十四五”规

划,确定了新时期的建设思路,即“围绕学校发展战

略,以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高水准、智慧

型、特色化的信息知识服务中心为目标,加快构建优

质的馆藏资源体系、搭建高效的信息获取系统、锤炼

精准的知识供给能力,让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成为

一个开放、交互、互联的知识创新服务平台,赋能全

校师生追求卓越,建设美好未来社会”.规划中特别

制定了“建设创新型馆员队伍,引育并举,分层分类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加大与世界一流大学深度合作”
的馆员队伍建设专项发展目标,并从人才招聘、多维

发展、分类培训、科研育成和多元激励五个方面对交

大馆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布局,确
定主要建设任务与重要工作.

１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组织机构改革及馆员队伍

建设发展历程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４０余年间,大学图书馆经历

了由资源驱动向服务驱动、纸本资源建设向数字化

资源建设、传统服务向智慧服务、粗放型发展模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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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式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型.作为全国高校图书馆

界的一员,交大馆在馆员队伍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和

创新,经过多年的积淀和传承,探索出了一条较为完

整的人才队伍转型发展路径.

１．１　组织机构改革历程

回顾４０余年的历史,交大馆共进行了三次较大

规模的机构改革.历次机构改革均立足时代背景,
紧跟国家战略与学校发展要求,有力推动了本馆事

业的发展.１９８７年,以包兆龙图书馆落成启用为契

机,交大馆实施第一轮机构改革,开启现代化图书馆

建设,提出“信息载体多样化、资源共享网络化、著录

格式标准化、读者服务情报化、运行手段自动化、人
员结构合理化、管理方法科学化、经营思想企业化”
的理念[４],成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推行图情一体化[５](２３１),开启增值型学术服务.２００８
年,交大馆以“创新型大学图书馆”作为建设目标,推
行以“学科服务”为主线的全新服务机制[５](３０１),进行

了第二轮机构改革,将１３个部门简化为３个大部,
即读者服务总部、技术服务总部、行政管理总部.在

读者服务总部下成立工学部、理学部、文学部,以对

接学校的学科发展需要.这次改革还正式启动了全

馆馆员轮岗制[５](３０２).２０１６年底,积极响应教育部

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６],“不断拓展和

深化服务,积极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校

园文化建设”,交大馆对组织机构再次进行了改革,
并于２０１７年正式切换.此时,学科服务模式已基本

成熟,成立了学习与研究支持部,以便更好地支撑学

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展;整合全馆与文化传承相

关的服务,新设文化与特藏服务部,建设文化育人综

合服务体系[７].
交大馆对机构改革优化的思考与创新一直在路

上.２０２１年起,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元宇宙”“智
慧图书馆”等可能改变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新概念,图
书馆界也展开了对未来发展的积极探讨.交大馆结

合“十四五”规划,即将启动第四轮机构改革设计,以
期构建一个响应需求、面向未来、可拓展的柔性组织

机构.

１．２　馆员队伍发展情况

在馆员队伍规模上,自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０８年,交大

馆馆员人数呈现比较大规模的增长,从１９８２年３９
人,增长至２００８年１５６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的新建与学科服务的

兴起,交大馆在２００８年前后处于事业高速发展期,
用人需求大幅增加.从２０１０年起,馆员队伍的规模

基本稳定,保持在１６０－１７０人,但同时也出现了馆

员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在年龄结构方面,馆员平均年龄从２０１０年的

４２．７岁逐步稳定到２０２２年的３９．６岁,通过不断招

聘人员,实现人员更迭,使得目前的年龄分布基本为

“正态分布”(也称高斯分布)(见图１).在学历结构

方面,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馆员人数显著增长,１５
年内提升４倍,逐步改善之前“重尾分布”的情况,趋
于“正态分布”(见图２);在职称结构方面,专业技术

人员数量稳定增长,馆员职称以中级为主,也呈现

“正态分布”,符合稳定发展的要求(见图３).截至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交大馆现有正式职工１６７人,临时聘

用４５人.４０岁以下馆员近６０％,平均年龄３９．６
岁;本科及以上学历达到 ９４％,硕士及以上占比

７６％;中级职称以上占比７６％,高级职称比例占比

１９％.经过对馆员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不

断优化,交大馆整体队伍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已形

成了一支欣欣向荣的馆员队伍.下一步,队伍建设

重心将由人员数量增加转为质量提升,同时继续进

行馆员结构优化,激发馆员创新活力.

图１　２０１０年至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年龄结构图

为了更好地观测和分析馆员队伍发展规律,对
交大馆１９８２年至今不同类型岗位的人员数量进行

了统计,经比较后发现,承担基础性服务(包括资源

建设、读者服务、特藏服务等)的人员比例逐年下降,
同时,承担学科与研究性服务(包括学习支持、研究

支持等)的人员比例不断增加,目前已达到４０％－
５０％的区间(见图４).结合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可
以发现这两类岗位人员数量比例的变化正是现代图

书馆业务重心和服务模式变迁的缩影和见证,从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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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０年至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学历结构图

图３　２０１０年至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职称结构图

图４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不同类型岗位人员数量比例变化情况

开始的文献服务到信息服务,进一步转型升级到更

深层次的知识服务、创新服务和智慧服务,体现了高

校图书馆服务能力和质量的不断优化.

２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路径实践

高素质馆员队伍是交大馆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智慧图书馆的根基.交大馆一直秉承“人才强馆”
战略,为馆员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环
境保障和制度依托.通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交大馆

总结建立了一条行之有效的 “１３１４”馆员队伍建设

实践路径,即“一个办馆理念、三项办馆视野、一套队

伍建设体系和四项馆员基本能力”.

２．１　一个办馆理念的确立

１９１８年上海交通大学老图书馆建设之初,时任

校长唐文治先生就曾寄语,“十年而后文运大启,济
济人士,博学而多闻,必有圣哲豪杰、奇才异能出于

其间,以代天工而维世运”[５](２５).百年来,交大馆始

终以师生需求为前进动力,不断扩充馆藏规模、完善

服务体系、优化学习环境.现已形成多分馆协同服

务模式,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可提供学习座位近７千席,
校本部馆藏纸质图书３３３万册,电子图书３８７万册,
纸质期刊７５００余种,电子期刊５．８万种,学位论文

９０９万篇(６４９万种),电子数据库４５６个.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定义了“图书

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

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并应当坚持“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提高服务效益和用户满意度”[６].这

充分表明图书馆办馆的根基是服务于人才培养,要
通过不断深化服务内涵,通过知识服务赋能学校的

高质量发展.交大馆秉持着图书馆人的初心与使

命,提出“一切为了读者,为了读者一切”的服务理

念.读者的需求在哪里,馆员的身影就在哪里,推出

一系列看得见、感受得到、效果好的创新举措,实现

所有读者服务全部前移,扎实提升服务效能.(１)延
长图书馆开放时间:根据学生宿舍关门时间,将所有

馆舍闭馆时间从２２:００延长至２２:３０,成就“黄金半

小时”,在每学期的考试季更将开放时间延长为７:３０
至２３:３０,全力支持“学在交大”;(２)采取全员全时

段值班制度:读者服务部全员值班,馆员每天在服务

台坚守到午夜时分,用心、用情陪伴读者,保证随时

解答读者疑问、随时解决读者困难、随时应对突发情

况;(３)全年无休开放,新增２４小时阅览室:自２０２１
年春节起图书馆在所有节假日均正常开放,并于

２０２２年新增２４小时阅览室,真正实现图书馆服务

“不打烊”(２４小时阅览室相关入馆数据见图５);
(４)建设“超级服务台”:图书馆所有业务全部前移到

服务台,包括读者咨询、图书借还、证件事务、查证查

引、查新服务、自助打印等,努力做到读者少跑路,一
站式服务解决所有问题.上述措施均得到广大读者

欢迎,全馆上下高度认可,“一切为了读者,为了读者

一切”已成为交大馆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南针”.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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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位:人次,时间: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５日

图５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２４小时阅览室运行

第一个学期读者入馆数据

２．２　三项办馆视野的要求

随着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用户对信息

的接收、创造、传播等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对信息资源的便捷性、关联性及信息内容的深度挖

掘和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开放性、互联性和交互性已经成为未来图书馆的主

旋律,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尤其是元宇

宙视域下的图书馆,是由虚实结合、人机交互、万物

互联、智慧赋能等特性共同组成,缺一不可[８－１３].
交大馆围绕学校发展战略,以建设与世界一流

大学相匹配的高水准、有特色、智慧型的信息知识服

务中心为目标,馆员作为支撑图书馆发展的主力军,
除了过硬的业务素养,还需要具有更宽阔的战略视

野,也就是要具有“大局观、全球观、长远观”,具体

而言:
大局观.指馆员应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恰当

地处理好馆员个人利益与图书馆利益、读者利益相

互关系.当馆员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读者利益发

生冲突时,优先满足图书馆发展需要和读者需要,是
图书馆人的自我修养和觉悟.

全球观.上海交通大学正在全面实施人才强

校、协同发展、文化引领和国际化四大战略,加足马

力奋力迈进世界顶尖大学之列.在这样的学校战略

背景下,交大馆致力建立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

越馆员队伍,着眼于行业的国际发展趋势,树立目

标,取长补短,敢于革新,着力培养馆员全球观视野.
长远观.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而具有

长远观视野的图书馆员正是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人

力保障和动力根源.长远观体现在对读者未来需求

的预判和对现有服务的坚持,既要主动思考读者需

求变化,提前布局,创新服务;又要长线坚守目前提

供的各项服务,不因短期成效不明显而轻易放弃.

２．３　一套队伍建设体系的建立

交大馆队伍建设体系按照人力资源管理的环节

分为四大模块,即引进招聘、培育培训、晋升考核、奖
励激励.

一、深度谈话式垂直引进招聘.第一,以实际需

求为导向,聘任前充分沟通.交大馆馆员招聘坚持

“公正、公开、公平、优中选优”的原则,具体包括“简
历初筛－校级笔试－部门面试－馆级面试－单独面

谈”的流程.为了更加充分地了解应聘者的基本情

况,实现人性化的双向选择,在馆级面试之前特别设

置了部门面试环节,由部门主任和联系部门的馆领

导共同与每位应聘者进行不少于半个小时的交流,
综合考察其基本素质、专业素养、工作能力等多个方

面.第二,注重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引进,不断优化人

才队伍结构.交大馆特别注重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包括副高级以上和技术类人才)的引进,专项发布

前沿科技领域情报分析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系
统开发与运维等岗位的招聘启事.第三,馆员队伍

保持较高的“新陈代谢”水平,实现队伍发展同心同

向.近五年,离岗(含退休)人数６０名,新进人数５２
名,占总人数约１/３的馆员进行了更替(见图６),这
支充满年轻活力的馆员队伍更加速了交大馆的发展

步伐.

图６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人员变动情况图

二、常态化系统培育培训.坚持有重点、全覆盖

的培训原则,针对全体馆员制定馆员素养培训体系,
针对青年馆员实施青年馆员启航培育计划.常规馆

员素养培训体系由道德规范与职业素养、本馆资源

与服务体系、专业知识与服务技能、先进工具与分析

软件、前沿技术与热点追踪、交流沟通与外语能力等

六大板块构成,近５年馆员培训总次数超过１００次.
其中特别注重新系统的培训,如２０２２年图书馆座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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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系统上新后,就对相关业务部门以及新进馆员

开展了整体培训,并进行笔试考核,确保培训质量.
青年馆员启航培育计划包括思政导学、规范督学、系
统研学、导师领学、实践促学和交流互学等六个板

块,截至目前,已进行５期科研创新培育计划项目,
近３年共培育了３０余项科研育成项目.坚持派送

优秀的青年馆员进行海外访学,近５年累计派出４
人(受疫情影响,这项计划近３年基本暂停).

三、引入量化量质结合式晋升考核.近两年进

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对于馆员考核,交大馆坚持品

行第一、主职主业、分类评价和定性定量的考核原

则.随着学校对图书馆量化标准要求考核的增加,

２０２１年开始,交大馆试行在馆员年度及聘期考核中

引入定量考核.面向不同岗位、不同部门制定分类

定量考核体系,要求馆员填报工作数据、成果数据、
服务评价等.同时,配合定量考核,优化定性考核.
在以往定性考核基础上,增加谈心谈话环节,以期准

确发现问题和解决困难,促进馆员下个阶段的工作

提升.对于馆员晋升,图书馆于２０２１年底进行了专

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的改革,强调与图书馆业

务相结合,突出岗位贡献度.具体而言:对于研究馆

员,需结合本职工作,在图情学科前沿或针对行业难

点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并
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对于副研究馆员,需
结合本职工作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得到学术共同体

认可,并主持完成省部级/校级项目;对于中级职称

的馆员,需结合本职工作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得到学

术共同体认可,同时主持馆级项目.
四、部门与个人考评挂钩式激励奖励.精神奖

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共同激发馆员内生动力.精

神奖励上,积极帮助馆员争取学校荣誉,同时设立馆

内荣誉.近３年,有１８位馆员获得图书馆年度馆长

奖,１８位馆员获得学校管理服务奖,１７位馆员入选

校晨星奖励计划等等.物质奖励上,自２０１０年起图

书馆建立了一套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的岗位薪酬激励

模型,兼顾功劳与苦劳、公平与效率、奉献与贡献,涵
盖岗位、能力、贡献和工龄,实现科学合理,参数化可

计算.２０２１年起“以品行第一、主职主业、分类评

价、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年度考核评优制

度,将部门年度考核结果与年终平均奖挂钩,个人年

度考核结果与年终绩效奖挂钩,同时,还增加了聘期

考核优秀馆员的岗级上浮一级制度,充分调动馆员

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

２．４　四项馆员基本能力提升

应对不断发展的服务需求,馆员能力也需要进

行不断提升,以匹配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阶段,交
大馆提出馆员四项基本能力提升,包括多岗位适应

能力、主动服务能力、新技术运用能力、数据服务能

力,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应实践.
一、多岗位适应能力.２００８年以来,图书馆开

始进行３年一轮的全馆岗位聘任.顶层设计上确定

“注重转型顶层设计,加强业务统筹协调,优化岗位

设置布局,兼顾事业个人发展,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的岗位聘任指导思想,配合“全员聘岗、以编定岗,按
需设岗、按岗聘用,权责明确、人岗相宜,双向选择、
择优聘岗,科学高效、公开公正”的岗位聘任整体原

则,有效实现了馆员的动态有序流动.２０１３年岗位

聘任流动率为１６．４９％,２０１６年岗位聘任流动率达

到３２．５８％,２０２０年岗位聘任流动率回落为９．８４％.
新旧岗位切换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这就要求馆员在

岗位变动之前就基本掌握新岗位的职责与业务技

能,以便可以快速适应,保障服务不间断.对于新进

馆员,在定岗之前需完成所有部门的轮岗培训,时长

１５周,深入了解全馆各项业务,掌握具体操作并通

过部门考核,奠定馆员多岗位工作的基础.岗位变

动有效激发了图书馆整体创新力与发展活力,也更

有助于加深部门间在业务方面的互相了解.
二、主动服务能力.主动服务能力表现在馆员

主动走出图书馆,延伸服务触点,主动了解读者需求

和痛点问题,带着多样化的服务走进院系、职能部门

和学科团队,把服务带到读者身边.近年来,馆员的

主动服务能力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认可.在支持

学习服务上,从被动需求变为主动征询教参保障,主
动联系学校教务处和研究生院、院系和课程教师,征
集课程需求,应急保障教师和学生需求,电子教参的

需求保障率达９２．４％.同时,加强学术规范前置培

训和审理力度,全面支持教务处本科生毕业论文学

术规范审查,实现对学习的全流程支持,把好创新人

才“出口”关.在支持研究服务上,动态监测学术成

果,推出预警期刊发文报告与分析,得到了学校的高

度重视;开展人才评估、学科评估、领域态势、专利分

析和决策咨询等各类分析,瞄准前沿科技热点,建言

学科发展.在支持决策上,主动开展高被引学者学

术特征研究、比较分析与学校潜力预估,预估准确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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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８８％,使学校在高被引学者数量指标的国际排名

中明显提升;新增学科诊断性分析服务,对学科发展

趋势和前景进行预先研判;广泛采集全球顶尖人才

的学术履历和学术成果,深度挖掘其学术成长特征

和发展规律,为学校找出队伍建设短板、规划人才引

育路径、组织集体科研攻关提供参考.
三、新技术运用能力.图书馆的空间正经历从

实体向虚拟、虚实结合等多元化的空间全力转型的

重要时期.交大馆紧握时代脉搏,对图书馆空间进

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对应多元化的服务

空间,多样性服务系统也在不断推陈出新.２０２２
年,上线座位预约系统,实现实体座位与虚拟座位预

约,包括２４小时阅览室座位预约,并结合防疫要求,
实现图书馆闸机和门禁系统与楼宇码全方位对接,
节省入馆时间,提升用户服务体验.下一步将规划

空间一体化管理系统,整合图书馆所有空间服务,打
造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分析读者使用习惯,交大

馆推出了移动 OPAC和５G 找书平台,即馆藏资源

移动端检索,对接馆藏资源盘点系统,实时展示馆藏

实际位置,并利用５G进行动态导航,提高读者借阅

效率.馆员只有具备对新技术新系统的设计和运用

能力,才能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响应读者需

求,提供全方位服务.
四、数据服务能力.当今时代,数据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交大馆致力于构建多来源数据采

集、多实体信息组织、多维化知识管理、多元化数据

服务、全球化数据共享的全流程数据交互框架.以

上海交通大学机构知识管理服务系统SJTUIR 为

例,在系统内,对各类数据进行梳理、采集、认定、匹
配,最后对接学校数据中心(院系管理系统SA),持
续向学校和院系提供数据服务,支撑教师年度考核、
职称评审、院系诊断性评估、高校科技统计、学校统

计资料汇编等多项工作.２０２２年实现机构知识管

理服务系统面向全球开放,元数据累计达８０万余

条,我校在 WOS、EI等数据库发文回溯至１９５６年,
全文存储逾２万篇.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工

作,交大馆正在全力推进全媒体中心建设,以各类信

息资源数据为核心,着力提升数据处理、数据管理、
数据服务能力.目前初步已确定全媒体资源中心管

理和服务平台技术框架,完成了元数据规范与管理

服务方案,自建元数据５２．６７万条,即将实施服务平

台的建设工作.在数据中心体系保障下,馆员不断

提升各项数据的治理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可视

化、用户画像、知识图谱等技术,以实现对图书馆用

户需求、业务流程和多元服务的全面感知,多维度分

析图书馆发展趋向,实现泛在、精准的智慧化服务.

２．５　新一轮机构改革思路

基于“十四五”规划,交大馆围绕“高水准、智慧

型、特色化”的建设目标进行思考与布局,拟于２０２３
年开启新一轮机构改革,以期解决目前组织机构和

岗位设置与未来发展不尽协调的问题,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能.
在岗位设置上,建立“大岗位”概念.现阶段的

岗位设置较为细致,出现业务分割碎片化、整合不够

的问题,导致各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不同岗位工

作量不均衡,不利于跨业务协作.为解决这一情况,
拟整合同一业务模块下的各岗位,设置“大岗位”,强
调对岗位业务的完整掌握,使得工作安排具有灵活

调整空间,促进人员的全面发展.
在岗位职责上,强调“学习型”要求.在所有岗

位职责中,均明确要求跟踪调研行业发展趋势,开展

分析研究,强调主动思考与创新,拓宽视野.通过强

化学习,着力提升馆员专业能力、学习能力,增强对

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与学术型图书馆发展需求相适

应.同时,还探索设置服务研究型馆员岗位,增强创

新活力,培育“创新型”人才.
在部门设置上,充分考虑“一体化”.由于业务

的不断发展与拓展,出现了不同部门部分业务相似

度较高,甚至同类业务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状况.因

此,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将进行重新梳理整合.例

如,从工作流程连贯性考虑,将数字化加工与数字化

服务设置在一个部门;从工作职责协同性考虑,统筹

设备资产与家具资产运维与管理、系统运维与空间

服务等;从工作内容相似性考虑,将研究支持服务与

战略情报服务合并同一部门.
在管理体系上,采用“１＋１”配置.部门主任作

为馆中层干部,是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层级和数量

直接关系到工作效率与管理效能.为了避免出现能

力内耗以及效率低下,基本按照“１＋１”配置,即“一
正一副”,以确保管理理念的统一以及决策的有效执

行.同时,要求中层干部岗位必须落在具体岗位业

务上,不仅可精简部门人员,更利于业务踏实落地与

队伍团结.
新一轮机构改革不仅致力于解决现阶段发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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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还着眼未来、探索前沿(见图７).基于机构知识

管理服务系统较为成熟的建设经验,进一步布局研

究数据、服务数据、管理数据等多元数据的汇集与服

务,拓展服务“触角”.

图７　２０２３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新一轮机构改革业务模块设计图

２．６　实践成效

交大馆馆员队伍建设路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

验与初步成效,得到了学校和社会的肯定.近５年

馆员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余篇,获批省部

级及以上课题１３项,获得近３０项的社会荣誉等.
同时履行社会服务职能,面向校外企事业单位提供

定题服务、查新报告、查证查引等情报服务年均５００
项;不断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和合作,２０２１年正式与

嘉图科技公司达成合作,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江 苏 嘉 图”未 来 图 书 馆 智 慧 服 务 联 合 研 发

中心[１４].

２０２２年,交大馆首次开展针对所有服务的用户

满意度调查,面向全校师生收集评价和意见,共回收

问卷１４８９份.受访者中,２２．４％为教师,７７．６％为学

生.评价采用５分制,最终整体满意度评分为４７
分,所有服务的综合满意度均高于４２分.通过认

真研究分析收集回来的意见与建议,发现了读者共

性和个性化需求,将有助于图书馆不断调整服务、提
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图书馆作为校内直属单位年度考核连续多年优

秀,在资源建设经费和空间条件设施等方面也得到

了学校的大力支持.２０１６年图书馆进行第三轮机

构改革以来,图书馆资源建设经费稳定增长;包玉刚

图书馆于２０１９年启动大修,２０２１年以崭新面貌重

新开放;２０２１年确定徐汇校区老图书馆恢复图书馆

功能,２０２２年正式启动修缮前筹备工作.

在行业影响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先后入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首批技术

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和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成为全国首批拥有“双中心”资质的

唯一高校.交大馆的国际化地位也在不断提升.

２０２２年,交大馆受邀成为IATUL(国际大学图书馆

协会)亚洲区唯一理事单位,在国际行业中展现新时

代中国图书馆人和图书馆事业的风貌.

３　结语

为了全力支持学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的战略目标,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下一阶段将重点加

强深度学习支持,围绕“以本为本”和全学习周期,为
人才培养提供高水准服务;拓展数据服务和学术数据

管理,支持科研发展与决策制定,建设特色化服务体

系;探索布局战略研究和前瞻跟踪,规划智慧型图书

馆发展方向,以学术研究促进服务水平提高.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将按照“十四五”规划,围

绕学术性图书馆建设,实施资源与数据储藏中心、跨
学科的知识促成中心、知识加工的创新中心建设的

战略布局,进一步加强馆员队伍建设,将创新型馆员

队伍支撑战略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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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acticeofInnovativeLibrarianTeamConstructioninAcademicLibraries
—Taking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ZhangHao　ZhangJi　XuHua　YouJingjing　LiXinwan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librarianteamisthecornerstoneofthestabledevelopmentoflibrarianＧ
ship．Lookingbackon４０yearsofdevelopment,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Libraryhasalwaysfocused
oncloselythetalentstrategyforuniversitydevelopment,runningthroughtwokeywordsofacademicand
innovativeintheconstructionoflibrarianteam．Underthecontinuousoptimizationoftheorganizationand
thelibrarianteam,apathoftheconstructionofaninnovativelibrarianteamhasbeenestablished．SpecificＧ
ally,itincludesaconcept,threevisionrequirements,asetofsystem,andfourcoreabilities．Throughthe
path,ahighlevellibrarianteamcanbecultivated,inordertoachieveastandard,smartandspecialinforＧ
mationknowledgeservicecenterthatmatchestheworldsfirst－classuniversity．

Keywords:AcademicLibrary;InnovativeLibrarianTeam;SystemEstablishment;CapacityImprovement



封面照片简介:湘潭大学图书馆
湘潭大学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创办

于１９５８年,同年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湘潭大学”校名,并亲切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
湘潭大学图书馆于１９７４年复校之后开始筹建,同年１１月,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请求支援湘潭大学部分

师资和图书的通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６０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向湘潭大学图书馆捐赠一大批文献资

料,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古籍.
湘潭大学图书馆经过近五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建成为一个由学校图书馆与院系资料室组成的文献共

享体系,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成员馆之一;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图书馆、湖南省文明窗口单

位、湖南省“最美图书馆”等荣誉称号;２０１９年入选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教育部与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局联合授牌).２０２２年,湘潭大学图书馆被推选为湖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单位

和秘书处挂靠单位,负责湖南省高校图书情报事业的组织、协调、咨询、研究、指导以及«高校图书馆工作»的
编辑出版工作.

湘潭大学图书馆设有办公室、资源建设服务部、信息服务部、学科服务部、技术服务部、借阅服务部、文化

服务部、特藏服务部８个部门,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馆藏印本文献３００万余册,现刊近１０００种,电子图书１４４
万余册,电子期刊１０９万余册,学位论文８１８万余篇,数字资源库１２０个.全馆实行藏、借、阅一体化全开架

借阅服务,提供文献传递、科技查新、代查代检、学科导航与分析、信息素养教育、参考咨询、阅读推广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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