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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特征的分析与思考

———基于CSSCI期刊创新案例论文

□古奕乐　王乐∗

　　摘要　为充分揭示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特征,给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提供启示,文章基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CSSCI期刊创新案例论文,从服务创新类型、服务创新主题及服务创新思路维度

进行特征分析,梳理创新路径,探讨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本质.结果表明:基础服务和综合型服

务创新最活跃,１０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创新案例较多;热门创新主题中,阅读推广、信息素养教

育等主题热度持续,而应急服务等主题集中趋势明显,时代特征显著;高被引创新案例论文涉及

多个主题,但在协同合作、多元资源结构、新媒体应用方面本质上趋于一致;服务创新的本质是寻

求资源和需求之间的最佳匹配,技术则是辅助资源和需求匹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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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２０１５)[１]在总

则中指出:“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

务职能”.无论是信息资源建设,还是专业人才的招

聘和培训,最终都是为了高质量的服务.２０２３年９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新版«图书馆服务宣言»
中提出“以专业能力和创新思维应对信息时代的挑

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优质、高效、精准的

服务,大力推进图书馆智慧服务,提升服务效能”[２]

的目标.秉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我国高

校图书馆积极探索信息服务创新,发展专业化服务,
形成了大量实践案例.本研究基于CSSCI期刊发

表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论文,分析我国高校

图书馆服务创新特征,梳理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实

现路径,并以图书馆学“要素说”为理论视角探究高

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本质,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

服务业务的优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提供一

定的启示.

２　研究基础

图书馆服务的用户通常是科研、技术、生产、管
理、文化等各种活动中一切需要并利用信息的个人

或团体[３].当图书馆的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发生变

化,图书馆就需要根据新形势,确立新目标、运用新

方式、采用新技术、提供新服务,建立新机制或新制

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反哺生成新兴理论[４],上述过

程即为服务创新.高校图书馆记录并研究特色的服

务方案,形成丰富的创新案例论文成果.普遍性案

例可作为图书馆业务流程设计的示范,特殊性案例

可产生举一反三的自然辐射,启迪思考,提示图书馆

如何满足用户需求[５].相比于全面调查产生的服务

数据,创新案例论文聚焦具体实践,融入学术思想,
在特征分析、实践总结和理论思考上会产生更好的

效果.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是图书馆学界和业界长期

关注的话题.２００５年,汪善建[６]论述了高校图书馆

信息服务面临的挑战,提出网络信息文献服务、网络

资源导航库建设、个性化信息服务、数字参考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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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远程读者教育等创新模式;２００７年,杨彩娥[７]从

服务观念、功能、内容、人才、技术、管理、组织结构等

方面阐述了服务创新的思路;２０１０年,张峥嵘[８]从

理念、内容、技术、方式的角度回顾服务创新实践,认
为理念创新、社会服务、重视技术、联盟共享发展是

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发展趋势;２０１１年,伍
洁[９]提出了个性化、多元化、学科化、合作化服务等

创新举措要点.２０１５年,创新案例开始被服务创新

研究所关注,孟祥保和叶兰[１０]从创新主体、类型、动
力、绩效、周期、保障６个方面分析首届全国高校图

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的３２个获奖案例,构建图书

馆服务创新系统理论模型,并强调拓展服务创新主

体、图书馆服务创新制度、服务创新案例库的重要

性;２０１６年,董莉[１１]论述了服务前移、服务深化、体
验服务、互动服务和微服务等５方面的趋势,并以典

型实践案例辅助说明;２０１８年,肖珑[１２]以北京大学

图书馆等为例,总结了高校图书馆支持“双一流”建
设的十大服务创新趋势:建成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

体系,学科馆员跨入学科知识服务阶段,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保障促进成果转化,全流程科研数据服务,溯
流跨界的学术出版服务,“二元＋”为导向的信息素

养教育深度拓展,阅读推广服务定位为深阅读,空间

多元化与服务个性化的组合,总—分馆体系构成需

求与服务交织的图书馆网络,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到知识共享服务;２０１９年,王芳等[１３]借助NVivo软

件分析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相

关论文,生成空间再造、开放获取、出版与版权、阅读

推广、学科化服务、宣传推广、特殊群体服务、素养教

育、社会化服务及其他１０种关注度最高的服务主

题;２０２２年,孙金娟等[１４]用案例研究法,选取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形成的３个案例集为研

究样本,分析服务创新实践进展与生成逻辑,指出学

科化知识服务、信息素质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教

育等是服务创新热点领域,而知识产权服务、融媒体

信息服务和数据管理服务等服务创新还处于起步阶

段;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是组织战略驱动、社会环境

驱动和用户需求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述文献的研究设计、研究数据、研究结论等对

本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随着

服务创新案例与服务创新研究的不断融合,以创新

案例数据揭示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特征能够被证

实具有可行性.现有研究从创新背景、创新举措等

单方面的分析逐渐深入到创新案例、创新逻辑的层

面上,然而尚未有关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深入探

讨.因此,本文除梳理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特征

外,还尝试探究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路径和本质,将
实践与理论进行关联研究.

３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为研究对

象,以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方法分析我国高校图书馆

服务创新特征,并进行可视化展示.案例的数据来

源为CSSCI期刊发表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案例研究

论文(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一方面,与其他案例描述的

文献有所不同,研究论文会包含研究设计、学理性表

达和理论阐释等理论性内容,可为研究提供丰富的

服务创新案例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研究论文的题

录信息较为系统,有利于后续服务创新类型、服务创

新主题和服务创新思路维度的特征分析.
在检索词的设置上,围绕“高校图书馆”“案例”

两个基本要素,参考切词逻辑,在 CNKI中 检 索

CSSCI期刊论文时,构建检索式为(篇关摘 ＝ 高校

图书馆 OR大学图书馆)(精确)AND(篇关摘 ＝
例 OR案例)(精确),出版年设置为２０２０年至今

(２０２３年),学科领域限制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

馆”.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３年１０月,检索得４８３篇研究

论文,囊括绝大部分创新案例论文.由于信息服务

类型多样,在检索词上没有能够概括所有服务的特

征词,因此,通过人工排除国外的创新案例论文、调
研性质(多案例)的论文以及资源建设、人力资源管

理、用户研究等与主题无关的研究论文后,最终筛得

２０１篇.

４　特征分析

４．１　服务创新类型分布———基于核心机构

为了从宏观层面勾勒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高校图书馆

服务创新的分布,本文首先探究服务创新类型的分布

特征.研究参照«２０２３年图书馆用户研究与服务趋势

报告»[１５]中关于服务创新类型的分类标准,在删除“用
户研究”“其他”两个类别之后,保留了７类服务创新

类型,随后标注每篇创新案例论文对应的服务创新类

型,并统计各类型服务创新的案例数量,绘制出高校

图书馆服务创新类型分布饼图(详见图１).如图所

示,革新性的基础服务和综合型服务创新是２０２０—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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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高校图书馆最活跃的服务创新类型,占比分别

为２６．４％和２１．４％,合计占比将近全部案例的半数;
科研支持服务创新和教学支持服务创新也有较多的

实践,占比分别为１９．４％和１４．９％,合计占比约是总

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类型的服务创新案例相对较少,
案例数量占比分布在５％—６．５％.

图１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类型分布

为了进一步探究服务创新案例所属的核心机构

及其侧重的服务创新类型,本研究对每篇创新案例

论文对应的高校图书馆(一般和发文机构一致)进行

了标注和规范化处理,统计各高校图书馆在各服务

创新类型上案例的数量,并选取创新案例论文大于等

于５篇的机构作为核心机构,共计１０个高校图书馆,
绘制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服务创新案例核心机构及其服

务创新类型分布的桑基图(详见图２).
在服务创新案例数量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

较多的学术研究成果(２２篇),其他高校图书馆的服

务创新案例论文则分布在５—９篇的区间内.在服

务创新案例类型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

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比较侧重基础服务的革

新,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着眼于传统文化等元

素与阅读推广的适配性,北京大学图书馆除了阅读

推广的创新实践外,还对借阅服务等进行了优化,复
旦大学图书馆则致力于抗击疫情、红色文献等主题

的阅读推广.在教学支持服务领域,北京大学图书

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是主要力量,对信息素养教

育、数据素养教育、数字素养培育等信息服务进行了

创新实践探索.而在科研支持服务领域,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

高校图书馆有相对较多的创新投入,从学科分析、学
科评价、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数据服务等服务创新

入手,提升科研支持服务质量.对于综合型服务,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

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拥有较多的创新实践案

例,涉及应急服务、图书馆营销和数字化服务等主

题,还有些探究馆员、服务品牌和服务体系等服务影

响要素的实践.此外,决策支持服务和实体空间的

创新设计与服务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关注,而上

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则是虚拟空间的创新设计与服

务案例实践的主力军,推动数字人文、元宇宙图书馆

等新兴服务的实践.

图２　服务创新类型机构分布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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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我国关注服务创新案例的主要机构

均为“双一流”高校的图书馆,其中大部分属于“双一

流A类”的图书馆,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则是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年服务创新案例论文成果最多的高校图书馆,
在基础服务、教学支持、科研支持、决策支持、实体空

间和综合型服务方面都有所创新.

４．２　服务创新主题分析———基于高频关键词

基于关键词的时序分析可以从中观层面描述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主题分布特征

及其热度的时序变化,为此,将样本论文的关键词规

范化,包括将同义词(如“微信息服务”“微服务”)合
并、去除“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策略”等不具有

分析价值的关键词等.随后参照高校图书馆信息服

务业务,将同属于一项服务的关键词归并,整理出每

篇论文对应的服务创新主题的关键词.分年份对上

述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并选取总词频大于等于５
的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用于后续服务创新主题

时序分析.
图３是服务创新高频关键词的年度词频堆积

图,直观展示了主要服务创新主题的时序变化特征

及各高频关键词总体的频次分布情况.由图３可

知,高校图书馆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的主要服务创新主

题共有１４个,其中,“阅读推广”的总词频将近５０
次,超过词频排名第二的关键词(２２次)的两倍,反
映了该主题的创新在该时段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同
时,阅读推广每年都有较高的词频(２０２３年数据由

于还在更新中,词频会略少于前三年),表明高校图

书馆积极响应“文化强国战略”以及“全民阅读活动”
的号召,一直将阅读推广作为服务创新的主要阵地

之一.进一步聚焦阅读推广类论文可知,高校图书

馆在阅读推广上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

面:在服务端提升项目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在用户

端挖掘读者行为数据,在资源上探索艺术、校史、防
疫等特色主题的阅读推广,在服务环境方面加强数

字化建设,以服务创新提升主题资源的利用率,多维

度地升级阅读体验,从而提高信息资源与用户之间

的交互效率.

图３　服务创新高频关键词年度词频堆积图

　　词频排名第二的关键词是“信息素养教育”,四
年的总词频达到２２次,充分反映出“信息素养教育”
作为高校图书馆核心职能的重要地位.类似地,学
科服务、空间服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数字化服务

总词频排名都相对靠前,且每年都有一定的出现频

次,表明它们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也得到持续关注.这

与用户教学和科研需求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而与

上述具有稳定热度的高频关键词有所不同,“应急服

务”虽然总词频排名第三,但其集中出现在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年,并且在２０２０年的关注度显著大于后两年,
印证了应急服务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存在和创

新,并在疫情暴发初期(２０２０年)大量涌现的时代特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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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受到服务环境变动的影响,高校图书馆需要调

整和创新信息服务,以应对环境变化给校园内教学、
科研、信息传播等带来的挑战.同理,微信公众平

台、微服务和线上服务明显地集中于２０２０年,一方

面表明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一年里是应

急服务创新的主要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图书馆

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应用日益成熟,近两年的词频总

体趋于减少,逐渐淡出热门服务创新的视野.此外,
文化服务、智慧图书馆也有一定关注度,但仅出现在

其中的两年或三年;特藏资源服务和知识服务的创

新则集中出现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且总词频较少,在
这四年属于相对次要的主题.

４．３　服务创新思路总结———基于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的创新案例论文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和研究价值,对其进行全文阅读和内容分析,可从微

观层面总结归纳其实践特色和创新思路.目前,常
见的高被引筛选方法包括限定被引频次法、百分比

法、普赖斯定律法等[１６],结合样本论文数量,本研究

选择百分比法.由于被引频次会受到发表时间的影

响,因此结合历时法[１６],按照CNKI记录的发表时

间,选取每年被引频次较高的前１０％的创新案例论

文(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日的被引数据),共计２０篇,将近

样本论文总量的１０％.
这些高被引研究论文可以大致划分出五大主题

领域:其中４篇属于红色资源主题;３篇围绕阅读推

广展开;２篇是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创新案例;２篇面

向信息素养教育、数据素养教育;２篇阐述未来学习

中心主题;其余论文则是关于文化、应急、数据、元宇

宙、学科服务等主题.
尽管每组案例面向的服务创新主题不同,但其

实践路径和创新思路本质上趋于一致.在组织层

面,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１７]阅读推广工作组成立

了两类学生组织,其中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参与了展览参观、讲解接待、阅读空间管理等阅读推

广服务的常规性工作;兴趣爱好社团,如“领读者”
“鲜悦”“书之道”等,在图书馆的指导下负责各项阅

读推广活动的策划与实施.而上海海事大学图书

馆[１８]基于用户参与设计(ParticipatoryDesign,PD)
理论,与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教育部和地

方教育主管部门、科技和产业主管部门、产业联盟/
行业协会、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主体达成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的深度合作.其本质都是通过外部力量

加盟助力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推行.在资源层面,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１９]注重图书馆与专家读者多元

共存的阅读推广模式,邀请民俗学专业的教师和学

生,分别为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学术指导和

活动策划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２０]在深度挖

掘和研究红色文献的工作中,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历
史学院等相关院系的专家、师生团体联系,以相互参

与课题、学术座谈和展览指导的合作方式,在红色文

献整理和学术价值挖掘方面争取获得支持.其本质

都是从多样化的来源(尤其指从“知识拥有者”身上)
中采集和丰富信息资源.在沟通方面,兰州大学图

书馆[２１]在疫情防控闭馆以后,学科馆员利用微信

群,及时交换免费资源或培训信息,将数据库或学习

工具等线上资源推送给各学院负责老师,再由学院

负责老师转发给学院师生,确保图书馆的资源与服

务直接传递到师生手中.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２２]

在探索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过程中,将
思政教学视频资料与知识点讲解融合,并运用视频

录制、编辑等新媒体软件将思政元素视频演绎有效

嵌入到课程知识中.其本质都是利用新媒体技术或

成熟的社交平台将服务和信息交流覆盖到每一位高

校图书馆的信息用户.

５　讨论与思考

５．１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路径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所遵循的创新

路径有一定的规律,本研究结合２０１篇样本论文,依
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
绘制如图４所示的服务案例的创新路径框架图.

在提出问题阶段,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来源

主要有战略政策导向、用户需求导向和服务环境导

向三类.其中,战略政策导向是一种自发寻找创新

方向的模式和主动发现问题的驱动力,例如许多高

校图书馆在服务创新时普遍提及«普通高等学校图

书馆规程»等的基本理念和要求.用户需求导向与

之密切关联,在“以用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指导下,
高校图书馆往往根据用户反馈,关注服务中的问题

并筹划服务创新.服务环境导向包括新兴技术的产

生、疫情的冲击,以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对于用户需

求、服务形式、人员组织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往

往倒逼高校图书馆服务进行转型和升级.
在分析问题阶段,对问题的研究和解读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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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路径

为两个模块.一是对于图书馆内外部状态进行考

察,包括本馆资源、人员和基础设施等的内部考察以

及高校图书馆所处环境的扫描.二是学习借鉴服务

创新的经验,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同行实践)项目

调研的方法.在这一阶段中,高校图书馆的研究团

队往往通过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梳理总结特

定类型服务创新的要素、特点、框架、模型、机制等,
在把握服务创新核心要义的同时,思考其与本馆内

外部状态的适配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服务创新

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在解决问题阶段,不少图书馆进行了顶层设计

与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的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

源进行整合与调动.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创新实践行

动包括协同合作、多元资源结构和新媒体推广效益

三类,协同合作包括跨校联盟或馆际交流、与学校行

政部门、学科院系、出版商、数据库商、信息技术公司

等的合作,以及联络学生组织社团,来打通数据、知
识、技术、权限等方面的壁垒;多元资源结构包括主

题多元化、实体与虚拟资源相结合、“真人图书馆”理
念的推广等等;新媒体推广效益则侧重于依托微信

公众平台等新媒体,优化线上阅读服务,打造信息交

流虚拟空间,提高图书馆营销推广的效率.
总体上,提出问题阶段主要运用了概念化的思

想,从导向因素和背景中定位和明确问题.分析问

题阶段运用了案例研究的思路方法,文献研究与吸

收学术思想体现了知识管理的运用,学习同行的实

践经验体现了创新扩散理论[２３]的应用.解决问题

阶段还体现了协同创新理论[２４]和系统思维的运用.

５．２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本质

除了创新理论,图书馆学理论也在高校图书馆

服务创新实践中发挥着作用.理论是学科存在的母

体基础,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根源[２５],更是实践创

新的行动指南.用图书馆学理论诠释服务创新本

质,不仅可以深化高校图书馆对于服务创新的认知,
还能够从实践中反思图书馆学理论,进而促进学科

成长.回顾中国图书馆学基本思想可得,从古至今,
中国的图书馆学一直是以图书文献为本的思想体

系[２６],现代文化建设、科研管理、素养教育等研究领

域都由文献(书)这一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存在意义延

展而来.随着文献的指数型增长以及图书馆的现代

化,图书馆学人开始“解构”图书馆,分析其核心要

素,追求以少量抽象概念搭建学科基础理论.为探

寻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锚点,“三要素说”“四要素

说”“五要素说”及后续研究从未停止[２７].可见要素

说在图书馆学理论探索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正
如５．１所述,服务创新案例往往总结特定类型服务

创新的要素及其作用.因此,要素说比较适用于高

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阐释.本研究选取由“需求”
“资源”“服务”“技术”构筑的要素说[２７],探究服务创

新本质.
“需求”是其他三要素努力的方向.较之公共图

书馆,高校图书馆的用户类型相对单一,需求内容可

以大致划分为教学、科研和决策三类.但需求是动

态变化的,无论是国家、地方或机构层面提出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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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略,还是服务环境发生变动,其本质上都是需求

动态变化的映射.当需求的变化被高校图书馆感

知,高校图书馆会在“资源”方面生成新的目标,涵盖

信息资源新一轮的采集、特定主题资源数量的调整

和文献的重新分类组织等,甚至包括图书馆有权限

管辖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组织和调动.在此过

程中,“服务”的目标就是集中图书馆的所有资源,通
过优化资源的数量、质量、载体、内容、时空分布等,
保证每项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资源,让特定信息内

容能够准确无误、及时高效地传递到特定用户端.
如果说资源是图书馆的天然属性,那么服务要素可

以视为一种资源分配制度[２７].从这个角度来说,服
务更像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它不是将用户需求作为

唯一的出发点,而是在战略政策的指导下,发挥主观

能动性,推行一些新颖的资源分配模式,这和当今

“主动服务”的理念相吻合.不过,服务仍然是以需

求为导向的,客观上是将合适的资源提供给对应的

用户的行动,具有实现信息需求与信息用户对接的

基本属性.因此,服务创新的本质应当是寻求资源

和需求之间的最佳匹配.从该视角出发,高校图书

馆相当于一个信息系统,科学客观地在资源端的广

度、深度方面与用户端的信息获取、知识创造和综合

体验之间搭建通畅的渠道.而主动服务则可以看成

是探索资源与潜在需求或尚未明晰的需求之间关联

的理念和行动,这是需求动态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

高校图书馆明确用户需求、贯彻“以用户为中心”理
念的必然要求.

当然,服务创新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它是落实

创新想法的基础设施.技术之于图书馆的角色问题

一直存在争议.共识之处在于,技术是因需求而存

在的,它应被视作一种出于其他要素的需要而使用

的工具和手段.从创新案例的实践效果来看,技术

引进需要优先考虑它的现实性和用户基础.如高校

图书馆在服务创新实践过程中较多地借助了以微信

公众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顺应了应急服务背

景下用户信息获取的特殊性.同时,在高校师生人

均一部电子设备(手机)的数字时代,图书馆找到了

一项拉近自身与读者之间信息交互距离的节点.基

于此节点,读者可以更加便捷地使用高校图书馆的

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也可以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
以文章推送、讨论社区创建等方式实现图书馆动态

的宣传推广.相比之下,诸如 WEB３．０、区块链、

AIGC等先进技术虽然是当下热点,但在技术成熟

之前,其用户接受度和覆盖面都不具有优势.因此,
服务创新中的技术考虑应当是谨慎而理性的,高校

图书馆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和吸纳应该在充分的科学

考察和试点实践下进行.

６　结语

本文基于CSSCI创新案例论文,综合运用文献

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和数据可视化方法,从服务创新

类型分布、服务创新主题分析以及服务创新思路总

结的维度,探究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特征,梳理

服务创新实现路径,并尝试从图书馆学“要素说”出
发诠释服务创新的本质,归纳如下:

(１)服务创新类型层面,革新性的基础服务和综

合型服务创新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最为活跃.而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１０所“双一流”高
校的图书馆在服务创新实践上表现较为突出,其中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案例论文成果最多,涵
盖基础服务、教学支持、科研支持、决策支持、实体空

间和综合型服务等类型.
(２)服务创新主题层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高校图

书馆共有１４个主要的服务创新主题,其中,阅读推

广主题最为热门,信息素养教育、学科服务、空间服

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数字化服务创新也得到高

校图书馆的持续关注;与此不同的是,应急服务、微
信公众平台、微服务和线上服务等主题具有明显的

时代特征,其创新集中于疫情防控时期.
(３)服务创新思路层面,２０篇高被引论文涉及

红色资源、阅读推广、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信息素养

教育与数据素养教育、未来学习中心五大类主题.
尽管每组案例面向的服务类型不同,但其在协同合

作、多元资源结构、新媒体应用的实践路径和创新思

路上本质趋于一致.
(４)服务创新的本质是寻求资源和需求之间的

最佳匹配.高校图书馆作为教学、科研和决策的服

务端,其创新是在资源端的广度、深度等与用户端的

信息获取、知识创造和综合体验之间搭建通畅渠道,
并且在满足已知需求的同时,探索资源与潜在需求

或尚未明晰的需求之间的关联,而技术在服务创新

中的角色应该是辅助资源和需求匹配的工具.
本研究围绕我国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的高校图书馆

服务创新案例研究论文展开,力图客观描绘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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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特征,但由于样本范围

有限,仅收集了CSSCI期刊论文,未涵盖散见于其

他期刊的案例,且选取时间范围不足４年,部分结论

势必存在一定局限,如能选取更大范围样本,相信可

以得出更加客观和深入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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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ReflectionontheServiceInnovationCharacteristicsof
UniversityLibrariesinChina
—BasedonCSSCIInnovationCasePapers

GuYile　WangLe

Abstract:Inordertofullyrevealthecharacteristicsofuniversitylibraryserviceinnovationandprovide
enlightenmentforthedevelopmentoflibrarysciencetheoriesandbasedonanalysisonCSSCIpapersofcase
studiesonuniversitylibraryservicesfrom２０２０to２０２３,thearticle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innovative
servicefromthedimensionsoftypes,themesandideas,sortsouttheinnovationpath,anddiscussesthe
essenceofinnovativeserviceofuniversitylibrary．Theresultsshowthatinnovationismostactiveinbasic
servicesandcomprehensiveservices,whiletheten “DoubleFirstＧClass”universitylibrariesholdinga
highernumberofinnovativeservicecases．Amongthepopularinnovationthemes,popularityoftopicssuch
asreadingpromotionand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continued,whiletopicssuchasemergencyservices
hadacleartrendofconcentrationandsignificant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Thehighlycitedinnovation
casepaperscovermultipletopicsbuttendtobeconsistentinnatureintermsofcollaboration,multiＧreＧ
sourcestructure,andnewmediaapplication．TheessenceofserviceinnovationistoseekthebestmatchbeＧ
tweenresourcesandneeds,whiletechnologyisatooltomatchresourcesandneeds．

Keywords:ServiceInnovation;InnovationCase;UniversityLibraries;UserServices;Theoryof
LibraryScience

５４

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特征的分析与思考/古奕乐,王乐

AnalysisandReflectionontheServiceInnovationCharacteristicsofUniversityLibrariesinChina/GuYile,Wan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