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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学术服务的设计与实施

———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三所大学图书馆为例∗

□涂志芳

　　摘要　数字学术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最新实践热点,数字学术服务也成为

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深度联结用户的新方向.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

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三所大学的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和文献调研、实地访问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数据收集方法,对这三

所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设计与实施进行分析.总结三所图书馆在用户需求调查、服务差

异分析、服务内容部署、服务宣传推广、馆员能力建设、应对挑战与思考未来等方面的做法和经

验,对比中外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特点,为计划开展、持续推进、调整优化数字学术服务的图

书馆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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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近年来,数字学术(DigitalScholarship)成为高

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２０１０年,皮尔

斯(Pearce)等围绕新技术对学术(发现、整合、应用、
教学)的影响和改变展开“数字学术”相关思考[１];

２０１６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TheAssociaＧ
tionofCollegeandResearchLibraries,ACRL)发布

«２０１６年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２],将“数字学术”列
为趋势之一,并报告了图书馆通常与校内其他单元

合作建设数字学术中心以推动教育和研究进程的趋

势.２０１９年,英国研究型图书馆协会(ResearchLiＧ
brariesUK,RLUK)发布«数字学术与研究型图书

馆的角色»报告[３],确定了８个与RLUK成员图书馆

数字学术活动密切相关的关键主题,包括“以馆藏为

中心”“图书馆作为提供者、合作者、开拓者”“数字转

向”等;２０２１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ResearchLibraries,ARL)发布«研究型图书馆在研

究和学习方面采用新兴技术的现状»[４]报告,将“推
进数字学术”列为图书馆采用新兴技术的五大重点

领域之一,具体包括将新兴技术应用于开发数据服

务、提供机器可操作的馆藏、开展数据科学教育等

实践.
数字学术服务成为研究型图书馆进一步拓展服

务内容、深度联结用户的新方向,近年来相关研究和

实践不断涌现.首先,数字学术是一个“流动的术

语”(FluidTerm)[３]且包含丰富的内容,可从学术交

流、教学研究、数字技术、数字产品等不同角度理

解[５],研究人员的数字学术活动及图书馆的数字学

术服务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其次,针对美国、加拿

大、英国、欧盟、中国等的相关调查研究[６－１１]表明,图
书馆已经较为普遍地开展数字学术服务,其内容类

型多样、组织形式较为灵活、对馆员专业背景和数字

技能有较高要求,其未来战略方向包括建设数字基

础设施、推进开放学术、嵌入学术生命周期、支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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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赋能和扩大学术影响力等[１２].此外,图书馆不仅

是数字学术服务的提供者,还越来越多地成为数字

学术实践的合作伙伴[１３－１４],这也要求图书馆加强自

身能力建设、采取针对性策略以便更好地融入数字

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能力可分

为管理层、内容层、用户层三个层面,具体包括管理

能力、队伍能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制度能力、用
户满意能力、品牌效应能力等[１５].最后,图书馆数

字学术服务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３],将数

字学术服务抽象概括为从初级到高级、从标准化到

自定义、从 管 理 与 服 务 到 应 用 与 开 发 的 层 次 模

型[１６],能够为数字学术服务的扩展和持续发展提供

有益参考.
现有研究对数字学术服务的概念内涵、服务内

容、组织形式、角色与能力、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但关注数字学术服务的设计过程与实施路

径的研究并不多见,例如米奇姆(Mitchem)等分享

了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图书馆规划和实施数字

学术服务项目的经验,强调需求调查、用户需求与现

有服务的差距分析、充足的准备和规划、充分的沟通

协调[１７].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作为一系列操作性

的实践活动,服务的设计与实施是关键环节,然而现

有研究较少从源头追溯数字学术服务的设计过程、
追踪数字学术服务的实施步骤、监测数字学术服务

的阶段成效、总结数字学术服务的机遇和挑战,这使

得已有研究成果对图书馆建立并发展数字学术服务

的现实参考作用较为有限.
因此,本文立足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

整体现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位于美国北卡

罗莱纳州的三所著名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杜克大学、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的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设计与实施进行分析归

纳,以期为计划开展、持续推进、调整优化数字学术

服务的图书馆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和建议.

２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是对现实环境中的现象进行考察

的一种经验性研究方法,用于回答“为什么”和“怎么

样”的问题,通常包括提出问题、选择案例、收集数

据、分析数据、归纳结论等步骤.案例研究根据案例

数量可分为单案例和多案例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可

分为探索性、描述性和解释性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包

括文件、档案记录、访谈、观察、实体物品等多种数据

来源[１８－１９].
本文主要应用案例研究方法,辅之以文献调研、

实地访问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数据收集方法,对３所

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多案例

研究,主要步骤如下:
(１)提出问题: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通常

是如何设计和实施的,包括哪些考虑因素、关键步骤

和主要内容等.
(２)选择案例:选择杜克大学(以下简称Duke)

图书馆、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下简称

UNC)图书馆和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以下简称

NCSU)图书馆为案例.选择三者作为代表性案例

的理由在于:首先,这三所大学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

均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再者,Duke是综合性研究

型私立大学并拥有商科、法学、教育学、社会学、艺术

学等优势学科,UNC是综合性研究型公立大学并拥

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医学和生命科学、计算机科

学和信息技术、物理学等优势学科,NCSU是综合性

研究型公立大学并拥有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生物工

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工程管理等优势学科,三者

办学性质不同、优势学科互补.此外,这三所大学的

图书馆均围绕全校发展战略及不同学科提供数字学

术服务且各有特点.
(３)收集数据:综合采用文献调研、实地访问、半

结构化访谈等方式收集三所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

相关信息,在文献调研和实地访问的基础上重点对三

所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５名相关负责人进行半结

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包括服务前的调查分析、服务历

史和现状、宣传推广、能力建设、克服困难与面临挑

战、未来展望与计划等;访谈对象包括Duke图书馆数

字学术与出版服务负责人１名、数据与可视化科学中

心负责人１名,UNC图书馆数字研究服务负责人１
名,NCSU图书馆数据与可视化服务负责人１名、公
共科学服务负责人(数字学术服务创始负责人)１名.

(４)分析数据:从服务准备、服务设计、服务实

施、服务结果等维度对共性数据和个性数据进行

分析.
(５)归纳结论:基于以上步骤,总结研究型图书

馆设计并实施数字学术服务的一般过程、共性经验,
提出可行建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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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

个体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设计和实施受多种

因素影响,包括图书馆及其所在母体机构的发展战

略,目标用户特点与需求,本馆资源、空间与服务基

础,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等.下面从服务准备、服务

内容部署、服务推广与能力建设等方面具体描述图

书馆数字学术服务设计与实施的一般性经验,以供

不同图书馆选择参考.

３．１　服务准备

３．１．１　用户需求调查

用户需求(尤其是教学科研人员需求)是数字学

术服务的重要导向,因此有必要在设计和实施服务

之前进一步了解用户需求.三所大学图书馆均进行

了用户需求调查,主要采用的调查方式包括焦点小

组访谈(FocusGroup)、问卷调查(Survey)、用户研

究(UserStudy)、以学科馆员/学科专家(Subject
Specialist)为“中介”、与用户合作/召开研讨会、成立

教职委员会等.其中,焦点小组访谈方法主要针对

部分感兴趣或有合作的教师用户;问卷调查和用户

研究面向全校所有用户、到馆用户等,而借助学科专

家的“中介”作用也有益于了解相应学科教师和学生

的需求;通过与用户合作/召开研讨会(如Duke图

书馆召开包括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图书馆工

作人员等参会者的数字空间规划研讨会)[２０]或成立

相关工作的教职委员会(如 UNC图书馆的馆藏数

字化 项 目 成 立 了 由 教 职 员 工 组 成 的 编 辑 委 员

会)[２１],图书馆能够在特定数字学术服务项目的过

程中与已知的研究、教学和学习需求保持一致.

３．１．２　服务差异分析

在了解用户需求之后,三所图书馆通常正式或

非正式地评估现有服务与用户需求的差异,包括教

学科研人员在进行数字学术项目研究中使用资源、
工具的行为习惯,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及需要获得帮

助的领域,用户对图书馆现有服务的了解程度和使

用情况,现有服务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等.在此基

础上,图书馆往往需要与校内其他部门(如信息技术

部门、教师发展部门、研究支持部门等)提供的服务

进行统筹、协同或合作,避免服务重复建设的同时形

成服务合力,如 UNC图书馆与校内奥登姆研究所

数据知识库(OdumInstituteDataArchive)合作提

供数据服务.此外,图书馆还倾向于对标其他同行

的服务开展情况,学习经验、汲取教训,以更好地设

计和实施数字学术服务.

３．２　服务内容部署

数字学术服务的设计与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涉及战略决策、经费投入、人员配置等,三所图

书馆数字学术服务主要围绕空间、技术、资源、智慧、
合作等核心要素展开,包括提供空间及相关设施设

备、提供技术及相应工具、提供馆藏资源与开放资

源、提供专业咨询与支持、举办研讨培训活动、合作

开展研究等十分丰富的服务内容.同时,根据战略

发展方向、用户学科特点、经费配置等现实情况,三
所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各有侧重,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不断发展变化.此外,数字学术服务作为一系

列相对新兴的服务,除常规实施方式之外还存在探

索试点和循环迭代的过程,例如,UNC图书馆以“试
点项目”(PilotProgram)方式小规模尝试推进数据

与可视化相关服务,并且每月、每学期或每年定期收

集用户评论和反馈,据此不断调整优化并在更大范

围内加以推进.

３．２．１　服务起点

学科特点、发展历史、战略规划不同,三所图书

馆数字学术服务的起点也有所不同.其中:(１)

Duke图书馆于２０１２年成立数字学术服务部门,并
在校内基金会“杜克大学向前行动计划”(DukeForＧ
wardCampaign)的资助下于２０１５年成立数字学术

空间“TheEdge”[２２],标志着该馆数字学术服务正式

开启.在此之前,该馆于１９９５年启动数字馆藏计

划,建立数字缮写室(DigitalScriptorium)及数字制

作中心的雏形,同期该馆数据服务也逐渐兴起[２０],
这些工作为数字学术服务的正式开启奠定了良好基

础.其中,“TheEdge”定位为研究、技术与协作共享

空间,为跨学科的、数据驱动的、数字依赖的或基于

团队的研究提供协作空间,其内部还包括数字工作

室(MurthyDigitalStudio)、数 据 可 视 化 实 验 室

(BrandaleoneLabforDataandVisualizationServＧ
ices)以及若干专门的小组研究室,为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提供数字研究或数据驱动型研究服务并逐渐拓

展到其他学科领域.
(２)UNC 图 书 馆 分 别 于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 和

２０１６年在３个不同的总分馆成立３个各有侧重的

研究中心(ResearchHub),标志着该馆数字学术服

务的正式启动.在此之前,该馆于１９９６年开始了一

项长期的馆藏数字化项目“记录美国南方”(DocＧ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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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并于２００５年开始进行手稿和其他馆藏内容

的大 规 模 数 字 化[２１].其 中,位 于 该 校 主 图 书 馆

(DavisLibrary)的研究中心主要定位为“数据”服
务,为对GIS、统计数据、数值数据、地图、文本和技

术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调查、分析和

可视化支持.在研究过程的每个阶段,该校健康科

学图书馆(HealthSciencesLibrary)的研究中心为

临床和生物医学领域科研人员提供基金项目、背景

文献、数据和合作者等方面的支持以及数据管理、系
统综述、出版、研究影响力评价、NIH公共访问合规

性等方面的服务.该校科学分馆(KenanScience
Library)的研究中心和创客空间定位为可预定的协

作办公空间和设计建模中心,中心有３D打印机、３D
扫描仪、电子设备、焊接和缝纫机器等设备.

(３)NCSU图书馆的两大主图书馆之一亨特图

书馆(HuntLibrary)于２０１３年建成开放,在空间格

局和设施设备等方面设计较为先进[２３];２０１６年该主

图书 馆 成 立 开 放 知 识 中 心 (Open Knowledge
Center)专门空间,定位为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社群、
项目、倡议和计划的孵化器,配备大型屏幕墙、可视

化工具、专业团队等,提供版权、许可、开放科学、开
放教育、数据技术及可视化等服务[２４].２０１８年,

NCSU图书馆成立数字学术服务相关部门,包括开

放知识中心、数据与可视化服务部门等;２０２１年,全
面开展数字学术的咨询、培训、工作坊等各类服务和

活动.

３．２．２　服务现状

随着行业发展、用户变化、技术更新和时间推

移,如今三所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内容已经十分

丰富.
(１)Duke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分散在不同部

门和不同服务类别之中,主要侧重于数字出版咨询

和数据可视化,具体包括:①数字学术与出版服务部

门:主要服务领域包括数字出版、数字化、项目规划

与管理、文本挖掘等,重点为技术相关研究项目提供

数字技术、项目管理、最佳实践等咨询,并积极与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合作开展数字研究项

目[２５].②数据与可视化科学中心:主要提供的服务

包括数据及工具来源参考、数据科学的教学研究、制
图 与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eographicInformation
System,GIS)、研究数据管理、数据可视化等[２６].③
“TheEdge”共享空间:为全校研究人员提供跨学

科、数据驱动、数字依赖或基于团队的研究、技术、实
验与合作的物理空间[２２].④系列讲座与培训:主要

提供版权、数据可视化、编程软件、设计数字研究项

目、图书馆服务导览等各类主题的线上和线下讲座、
培训、短期课程,并以“数字人文”“数字学术”“数据

可视化”等为标签划分为２０个子类[２７].
(２)UNC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主要集中于数

字研究相关的数据及其可视化以及数字空间服务,
具体包括:①GIS和数据服务:包括空间数据搜索、

GIS软件使用、数据管理、数据清洗与分析等.②数

据可视化:包括工具使用、辅助资源、软件培训等辅

助进行数据可视化的多项服务[２８].③咨询:各种与

数字研究相关的咨询服务.④数据知识库(Odum
InstituteDataArchive):致力于在数据、社会和健康

科学领域推进可重复研究,通过规划、实施和传播研

究为相关社区提供教育和研究支持[２９].⑤研究中

心(ResearchHub):３个实体研究中心提供空间、技
术和专业知识以服务研究的全生命周期[３０].⑥系

列课程与工作坊:以学期、暑期等为周期举办系列化

的研究方法、编程软件、数据管理、数据可视化等多

主题的课程与工作坊活动.
(３)NCSU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十分丰富且

密集,侧重于空间、技术和设备的综合服务,可支持

全校各类学习、研究和教学活动[３１],主要包括:①空

间服务:包括用于多媒体编辑和制作的若干多媒体

空间,用于制作和动手体验的创客空间,用于数据分

析和可视化的数据空间等.②研究支持服务:包括

引用管理、基金申请、影响力评价、数据管理、数字出

版等服务.③教学支持服务:包括版权咨询、开放教

育资源、课程指南等支持.④学习支持服务:主要包

括与课程作业(Assignments)相关的选题、资料查

找、来源评估与引用等支持.⑤数据与可视化服务:
包括发现数据、分析数据、数据可视化、GIS、文本与

数据挖掘、数据管理等.⑥系列培训与工作坊:以上

服务相关的一系列讲座、培训、研讨、体验、协作等

活动.

３．２．３　典型服务项目

根据ARL和网络信息联盟(CoalitionforNetＧ
workedInformation,CNI)对三所图书馆数字学术

服务的采访与记录[２０－２１,３２]以及笔者对三所图书馆

数字学术服务负责人的访谈等信息,三所图书馆典

型服务项目的内容及特点如下所述,并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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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代表该馆数字学术服务设计与实施的特色与

成效.
(１)Duke图书馆典型服务项目包括“SNCC遗产

项 目”(SNCCLegacyProject)[３３]、“沃 克 斯 项 目”
(ProjectVox)[３４]、“声音词典”(SonicDictionary)[３５]、
“形态资源”(MorphoSource)[３６]等.以“声音词典”
为例,该项目在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支持下诞生

于杜克大学富兰克林人文学院视听实验室.“声音

词典”是一个在线的录音合集,“通过尝试字典的形

式实现使用录音来增强声音体验的词汇量”,旨在为

师生填补音频文化领域的资源空白,用户可以从一

系列“不拘一格”的声音中(例如开车穿过水坑)进行

选择和体验.
(２)UNC 图 书 馆 典 型 服 务 项 目 包 括“新 根”

(NewRoots)[３７]、“奥利弗史密斯博士研究档案

库”(Dr．OliverSmithiesResearchArchive)[３８]、“气
候—健康—脆弱性融合”(ConvergenceofClimateＧ
HealthＧVulnerabilities)[３９]等.以奥利弗史密斯

博士研究档案库为例,该档案库主要提供奥利弗
史密斯(遗传学家和生物化学家,UNC第一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在整个学术研究职业生涯中创建的实

验室笔记,从１９４３年他还是一名本科生开始,一直

持续到２０１０年.除实验室笔记的数字化内容之外,
该档案库还附有史密斯代表性研究的口述历史及录

音文件的转录资料.
(３)NCSU图书馆典型服务项目包括“开放知识

中心”(OpenKnowledgeCenter)以及“创客空间”
(TheMakerspace)、“虚拟现实工作室”(TheVR
Studio)、“数 字 媒 体 实 验 室”(TheDigitalMedia
Lab)、“创新工作室”(TheInnovationStudio)等一

系列空间服务[４０].与此同时,NCSU图书馆获得了

多项图书馆建筑、设计与服务相关奖项[４１].以开放

知识中心为例,自２０１６年成立以来便承担开放研

究、协作、交流、创新等一系列综合空间服务,自

２０２１年还成为“学术交流”(CommunicatedScholarＧ
ship)试点基地,从本地、跨学科和普通公众等维度

扩大本校研究成果的公共影响力.
根据上述典型服务项目内容,可总结其特点如

下:(１)从合作网络看,大部分项目都与校内机构、本
地机构、科学家用户等等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合作

关系,从而获得资源、资金、政策、受众等方面的支

持.(２)从服务形式看,这些项目以数字化档案库、

实体空间为主要载体,档案库主要包括照片、手稿、
档案、３D图像、视听资料、口述历史等特殊资源,而
实体空间主要包括各类辅助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设

施、设备、工具、专家等综合资源.(３)从服务特色

看,这些项目主要记录本地历史、文化、地理等特色

资源,突出本馆或本机构人文学科领域的文献类馆

藏特色、自然科学领域的非文献类资源特色以及地

理优势、建筑及设计特色等.

３．３　服务推广与能力建设

３．３．１　服务推广

三所图书馆均采取了有效措施对其数字学术服

务进行宣传推广,主要方式包括服务宣传册、邮件、
学科馆员/学科专家、院系联络机制、张贴海报等方

式.首先,图书馆通常在其服务总台、宣传栏等关键

位置提供特定数字学术服务(如数据管理、数字学术

空间)的宣传册.其次,图书馆通过校内邮件列表系

统向教职工、研究生、本科生等发送邮件和资讯,介
绍相关服务,也可向目标用户定向推送邮件和短信

息.然后,数字学术服务将由学科馆员和学科专家

推送至不同院系和学科的师生,同时充分发挥图书

馆与院系联络机制的桥梁作用.此外,在不同院系

办公楼、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张贴海报也是一种传统

但行之有效的营销方式.
除了以服务推广为主要目标的单向宣传,三所

图书馆还与校内外其他机构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双

向互动与合作共赢关系.例如,UNC图书馆与该校

社会科学研究所、卓越教师中心、转化与临床科学研

究所、健康信息学项目以及多个院系等建立了密切

的合作伙伴关系[２１];NCSU图书馆与其他多个校内

单元和校外伙伴共同提供项目规划、项目管理、软件

许可、虚拟计算等数字学术服务[３２],既帮助双方接

触更广泛的受众,又帮助双方补充专业服务的力量.
其中,UNC图书馆的本科生分馆与本校英语系的合

作具有代表性,UNC图书馆研究中心得益于这种合

作能够接触到校园内的大部分新生,而且该系部分

本科生课程的课程作业内置了多种数字技术要求,
如学生可以使用AdobeIllustrator创建信息表或使

用录音软件创建播客,整个班级开始研究特藏且使

用Omeka平台开发产品的情况也不断增多[２１].

３．３．２　能力建设

三所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主要都由馆员承

担,包 括 对 学 术 能 力 和 数 字 技 能 要 求 较 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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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R语言、GIS等培训也主要由馆员完成,因
此馆员能力建设也是保障数字学术服务有效实施的

重要方面.
数字学术服务馆员队伍建设包括培养内部人

才、招聘外部人才两种主要方式,辅之以招募学生志

愿者、招聘学生馆员等补充兼职人才方式.(１)培养

内部人才:制定完善的馆员培训计划,给予馆员更多

的学习时间,鼓励他们通过参加内部和外部课程及

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技能,如 UNC图书馆将每周

一定为“无会议日”(NoMeetingDay),并与本校信

息科学与图书馆学院联动,为馆员提供充足时间参

加专业化的培训和课程,鼓励并认可馆员的进步.
(２)招聘外部人才:图书馆根据岗位需求直接招聘已

经具有相应数字技能的人才,如Duke图书馆招聘

UNC数据科学项目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从事数据分

析与可视化相关工作.(３)补充兼职人才:招募具有

学科背景、数字技能、数字学术兴趣的研究生志愿者

和研究生馆员,是三所图书馆补充数字学术服务人

才的一种有效方式和普遍做法.

４　经验总结

综上所述,以上三所图书馆在设计和实施数字

学术服务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和成熟的经验可供参

考,包括调查用户需求、分析服务差异、寻找服务切

入点、逐步丰富服务内容、推广服务内容、建立合作

网络、稳定人才队伍、争取可持续发展等.

４．１　服务准备

４．４．１　调查用户需求

适当的用户需求调查有助于服务设计把握方

向、有的放矢,但同时也需要注意避免过多的调查内

容和过于频繁的调查频率,一方面在于全校各部门

都可能进行不同方面的用户需求调查,另一方面图

书馆本身也提供一系列服务,因此用户可能经常收

到调查邀请,过多和过于频繁的用户调查容易使用

户变得“疲劳”.此外,保持与教师、研究人员、学生

等的合作互动是了解用户需求的有效方式,也是在

服务过程中始终保持与用户需求相一致的重要

方法.

４．１．２　分析服务差异

严格而言,服务差异可分为“差距”和“差别”两
个维度.首先,“差距”包括图书馆当前数字学术服

务内容及水平与用户需求的差距,以及本馆数字学

术服务内容与水平与行业整体发展及其最佳实践的

差距,分析服务差距有助于图书馆更理性地自我定

位,更合理地设计和启动数字学术服务.其次,“差
别”包括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内容与其他图书馆同

行的差别,以及与校内其他服务机构的差别,分析服

务差别有助于图书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体现特色,
并且建立较为广泛的协同和合作关系.

４．２　服务内容部署

４．２．１　寻找服务切入点

建立数字学术空间、提供数字学术资源是三所

图书馆共同的服务切入点.数字学术空间通常配备

相应的数字技术、设备和专业人员,聚集不同学科领

域的研究人员,开展探索性、创新性、协作性的数字

学术活动,数字学术空间作为服务切入点的好处在

于:一是人流量大、可见度较高,图书馆通常位于校

园的核心地带,而数字学术空间又位于图书馆的核

心地带,数字学术空间能够吸引较多的用户流量,有
利于接触更多用户、提升服务可见度和影响力;二是

执行难度较低,在有经费支持的前提下,设计并建设

数字学术空间的行业经验已经较为成熟.数字学术

资源包括馆藏印本资源的数字化和原生数字资源

等,对具有学科特色、机构特色、地方特色的数字资

源进行系统收集和组织,既能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
又能保存文化遗产,甚至还能孕育合作项目尤其是

数字人文项目.
因此,寻找数字学术服务切入点的参考经验包

括:首先,选择易于执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较低

的服务内容;其次,选择可见度较高且容易产生成效

及影响力的服务内容,有助于图书馆踏出服务第一

步、树立信心;再者,选择消耗“无形”服务还能够留

下“有形”资产的服务内容,有助于图书馆数字学术

服务的长期积累和可持续推进.

４．２．２　逐步丰富服务内容

整体而言,数字学术服务内容丰富且仍处于动

态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个体图书馆既不太可能也没

有必要设计开展所有的服务项目,而是根据本馆发

展方向、服务能力、服务基础以及用户最为集中或迫

切的需求逐步开展.具体而言,首先,图书馆可以围

绕服务切入点逐渐丰富其他数字学术服务内容,形
成包括空间、技术、资源、咨询、培训、合作等在内的

相对完整的服务体系;其次,培训(包括工作坊、讲
座、课程、研讨等形式)是普遍适用并能够广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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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群体的一系列服务,通过丰富培训内容、培训形

式及提升培训频次,加强服务宣传、吸引用户关注并

催化更多新的联结与合作.再者,图书馆应当根据

本馆、本校、本地特点,考虑特藏资源(如实验室笔

记、口述历史)、特定群体(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女性

哲学家)、特殊形式(如３D图像、视听资料)等要素,
推出部分具有特色的服务项目.

４．３　宣传与合作

４．３．１　推广服务内容

在推出数字学术服务之时,图书馆采用各种方

式进行宣传推广是重要且必要的.宣传推广的方式

包括邮件、校内资讯、新媒体等线上方式,宣传册、海
报等线下方式,以及学科馆员、院系联络机制等“中
介”方式;同时与用户保持合作和互动,建立更广泛

的合作网络也是宣传推广的重要方式.
当然,不同服务有不同的目标群体和潜在用户,

在混合使用多种推广方式的同时,如果有的用户不

需要数字学术服务,那么图书馆也无须强求.此外,
用户需求也需要被刺激和挖掘,因为用户可能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需求或者不知道原来图书馆还能提供

如此丰富的数字学术服务.

４．３．２　建立合作网络

图书馆与校内机构、当地机构、师生用户及其他

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构建合作网络是非常普遍且有

效的服务模式.图书馆与校内院系、研究机构、服务

机构、学生组织等合作,一方面能够较好地把握用户

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影

响力;图书馆与当地机构合作,能够更广泛地服务本

地学术社群并体现地方特色;图书馆与师生用户建

立和保持合作,有助于精准服务其需求,共同开展数

字学术研究;图书馆与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其他伙

伴合作,可以获得更全面的支持.

４．４　可持续发展

４．４．１　加强能力建设,积极应对挑战

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对图书馆及其

数字学术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一项长期的挑

战.首先,图书馆如何快速适应技术环境的变化并

做出相应行动是一项挑战,包括技术的应用、技术基

础设施的更新维护、技术对基础工作带来的冲击等.
其次,数字技术和工具更新迭代、用户学术行为和需

求随之改变,要求馆员保持终身学习、及时更新技

能.再者,近 年 来 越 来 越 常 见 的 远 程 工 作 模 式

(WorkFromHome)尽管十分方便,但长期可能不

利于图书馆工作文化(WorkCulture)的良好发展.
此外,图书馆如何招聘和留住人才(尤其是掌握数字

技术的人才)也是一项挑战,因为企业比图书馆有更

高的薪酬吸引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挑战、寻求发展,图书馆需要保

持积极开放的心态,拥抱挑战和变化,鼓励馆员参加

学习和培训,并认可馆员的成长和进步,发挥自身持

续稳定、平等包容等固有优势.首先,图书馆可以通

过制定长期的培训计划、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

内部人才提升数字学术服务能力,实现技能与职责

的动态匹配;其次,图书馆可以利用招聘机会,寻找

具有较高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的外部人才,充实数

字学术人才队伍;再者,图书馆可以考虑将招募研究

生馆员作为重要的补充兼职人才的有效方式,但需

要注意研究生馆员流动性较大,需要加强上岗培训.
此外,图书馆还须充分发挥自身良好工作文化、工作

生活平衡(WorkLifeBalance)、工作时长较短、馆员

互助友好工作氛围等优势,为人才提供具有吸引力

的发展环境.

４．４．２　彰显服务成效,争取多源支持

除服务设计和服务实施之外,服务效果的监测、
评估和表达以及稳定多源的支持也是需要考虑的重

要内容.由于大部分数字学术服务通常难以批量进

行,因此可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并辅之

以典型案例、项目合作等,证明图书馆对于学生成

功、教师教学研究、当地社群发展的价值.首先,用
户评价是服务效果的一种具体体现,图书馆通过收

集用户反馈、评论、意见等,有助于评估其服务效果

并进一步指明未来提升方向;其次,同行评议是服务

成效评估的一种有效方式,图书馆同行评议、院系学

科专家评议可以衡量数字学术服务取得的效果;再
者,自我评估也是反映数字学术服务成效的一种可

选方法,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更好地

推进数字学术服务.然后,在评估服务成效的基础

上如何将其有效地表达出来,即“讲好图书馆故事”,
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彰显服务成效的服务措

施,有利于图书馆积极争取学校、学术社群、本地机

构、基金会等多种来源持续稳定的经费和资源支持.

４．４．３　面向未来发展,制定行动计划

谈及未来,三所图书馆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或

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出版、数字存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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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传播等学术交流平台,加强数字学术空间作为物

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中枢作用,联结更多用户开展

创新的、协作的、数据驱动的、跨学科的数字化研究.
同时,三所图书馆还将重点扩大校内外合作网络和

伙伴关系,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嵌入大学数字学术系

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三所图书馆

还将重点关注技能发展,建立强大的员工培训计划,
以适应环境变化.

总之,数字学术服务是研究型图书馆服务的重

点内容和发展方向,数字学术服务应当可扩展和可

持续发展,既需要面向未来争取发展空间,又需要不

断迭代优化、与时俱进.据此,长期的发展规划、充
足的经费支持、合理的管理制度、稳定的合作关系等

都是图书馆需要考虑的因素.

５　对比与启示

对比中美以及其他国家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

务的整体现状[５,１１,４２－４３],差异在于:(１)在服务名称

方 面,国 外 绝 大 部 分 图 书 馆 都 以 “Digital
Scholarship”明确命名相关服务,而国内少有图书馆

明确使用“数字学术”命名相关服务,体现了国内外

图书馆及整体行业对“数字学术”的理解、接纳和应

用程度有所不同.(２)在服务内容方面,国内外图书

馆提供的主要数字学术服务大都包括数字空间、数
字资源、数字技术、数字人文等,尽管在服务的组织

方式、实施成效方面可能有所差别,但整体而言服务

内容方面的差异较小.(３)在开展数字学术服务的

普遍性方面,国外研究型图书馆开展数字学术服务

较早且较为普遍,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成果;国
内仅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

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等部分高校图书馆开

展了数字学术服务,整体处于探索尝试阶段.(４)在
服务推广方面,国内外图书馆均通过多种方式组合

将服务推向用户,与此同时国外图书馆还倾向于与

本校、本地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网络;国内图书馆多

选择与校内机构合作,与本地机构合作较少.共性

包括:(１)在用户需求研究方面,国内外高校图书馆

均采用问卷调查、用户座谈、学科馆员联络等多种方

式了解用户需求,以期达到“供需匹配”的理想状态.
(２)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国内外图书馆均面临技术环

境变化、人员与经费紧张等挑战,需要通过加强能力

建设和人才培养、吸引资金和资源支持等方式积极

应对.
据此,建议国内图书馆可从以下方面开展或加

强数字学术服务:(１)加强对“数字学术”的关注、学
习和研究,从理论层面深入理解“数字学术”并转化

为“数字学术服务”实践.(２)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访
谈、座谈、会议、学科专家、联络馆员等多种方式开展

用户研究和需求分析;与不同学科领域的代表性用

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与互动,保持对用户数字学

术活动和需求的动态跟踪.(３)与校内相关机构,尤
其是与师生学习、教学、研究、发展相关机构(如计算

机网络服务中心、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等)保持密切

交流和合作关系,采取差异化、互补式服务策略.
(４)以国内外最佳实践、行业发展水平等为参考,进
行客观的自我评估和理性定位,充分发挥学科优势

和地区特色,寻找易于开展、易见成效的服务切入

点,逐步丰富服务内容并构建基本完整的服务体系.
(５)采取积极、主动、外向的宣传策略,多媒体、多渠

道加强数字学术服务的宣传推广,同时积极与用户、
校内机构、校外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将服务

推广至更大范围.(６)注重数字技术人才的建设和

培养,在学校、行业、国家、社会层面宣传服务成果、
彰显服务成效.(７)积极与大型企业的学术或公益

部门保持交流合作,吸引慈善机构、基金会、企业家、
校友会的关注,多种途径争取广泛的经费资助和资

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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