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第1

期

数据和需求双重驱动的高校图书馆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研究∗

———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姚兰　张谦　李书宁

　　摘要　文章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介绍了数据和需求双重驱动的精细化科研评价服

务实践和取得的创新与突破,梳理了全生命周期科研成果数据管理方案,总结了基于管理决策需

求、学科和学院需求、学术研究需求、人才评估需求和社会用户需求形成的多元科研评价需求体

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提供的评价服务.旨在分享交流高校图书馆科研评价服务的经验,为提高服

务质量,促进高校加强科研管理,以及进一步开展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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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
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要求高校图书馆“拓展信息服

务领域,提供数字信息服务,嵌入教学和科研过程,
开展学 科 化 服 务,根 据 需 求 积 极 探 索 开 展 新 服

务”[１].科研评价服务是借助情报分析工具,为用户

提供基于科研文献、事实型数据、专利等基础数据的

学科分析和科研绩效评价的服务[２].随着“双一流”
建设和“破五唯”重大决策的实施,借助科研评价提

升高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强调构建以创

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反映内涵发展和特色发

展的多元多维成效评价体系[３].政策要求之外,可
以看到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迎来“第四范式”[４],
从数据中发现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受到重视,数据成

为驱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

图书馆探索与新时代、新要求相匹配的科研评价服

务范式和方法,提供以准确全面的数据为内在驱动

和基础、以用户需求为外在驱动和导向的精细化科

研评价服务,更好地支持学校学科建设和科研活动

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师大

馆)近年来工作实践为基础,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全生

命周期科研成果数据管理方案的实施步骤和创新做

法,总结了数据驱动以及基于管理决策需求、学科和

学院需求、学术研究需求、人才评估需求和社会用户

需求的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具体方式,并对存在的

局限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以期为促进高校图

书馆科研评价服务提供参考.

２　高校图书馆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的现状及不足

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科研服务主要有科技查新、
论文收录引证、研究领域定题跟踪、学术咨询培训、
情报计量分析等服务.按照“双一流”建设和“破五

唯”提出的新要求,依托数据支持的科研评价服务成

为当前最主要和关键的内容.笔者通过对部分高校

图书馆进行网络调研,发现各馆网站上均有科研评

价服务宣传和案例[５－１３],主要聚焦学科发展态势分

析、学术竞争力分析、人才产出评估、学科贡献度分

析等.有许多高校和学者围绕图书馆科研评价服务

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李峰等借鉴«英国科

研表现之国际比较»报告中的学科评价方式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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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如何开展学科竞争力评价提出了可行性建

议[１４];周静怡等分析了美国１９所高校图书馆的科

研评价支持服务指南,归纳了当前美国高校图书馆

科研评价支持服务内容和主流分析工具、指标等,为
国内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启示[１５];朱锁玲等梳理了高

校图书馆基于大数据开展文献计量服务实践的现

状、问题及对策[１６];王余菊等研究了高校图书馆科

研服务评价的工作模式和改进建议[１７];刘在洲探讨

了大数据在高校科研评价中的价值和适用环节[１８];
刘斐等调研了４２所高校图书馆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信息发 布 情 况,对 科 研 评 价 快 报 服 务 进 行 了 梳

理[１９];潘卫等[２０]、陈振英等[２１]、黄飞燕[２２]分别以上

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南方科技大学

图书馆为例,介绍了其开展科研评价服务的具体

实践.
综上所述,“双一流”背景下各高校的评价支持

服务需求都大幅增加,图书馆在创新科研评价服务

模式、探索量化评价服务于科研管理等方面作了许

多有益探索,取得明显成效.但学者在讨论展望中

也指出存在的问题,比如对科研成果数据信息采集、
整理、开发、利用不充分;与科研单位、科研人员互动

不足,对其需求了解不够深入,评价不精准、不到位

等问题,这些都对更好地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形

成了制约.

２．１　科研成果数据管理方面

按照“双一流”建设的要求,高校管理部门为对

本校学科建设进行科学、合理规划,高校教师和科研

团队为提高自身科研竞争力,都需要依托专业机构

对学科发展和科研成果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在

评价过程中,必须首先确保科研成果数据的全面性

和准确性,以及科研成果数据的揭示深度和关联广

度.因此,精准的科研成果数据就成为基础和关键

因素,它为精细化的科研评价服务提供了内在驱

动力.
对于高校图书馆开展科研成果数据管理的现状

及问题,安源[２３]、王艳[２４]等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分

析,指出了目前还存在的一些不足,笔者在工作实践

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

方面.
(１)收集、处理科研成果数据以人工操作为主,

影响数据收集、处理的效率,无法满足对时效性要求

较高的科研评价服务的需求.

(２)对科研成果数据的整理不够精细,对数据细

节揭示不足.比如,未能将多源数据按照统一的标

准和规范进行整理,无法保证科研成果数据的完整

性;对作者二级机构归属的识别不够精细,无法展现

蕴含在科研成果数据中各层次参与者的角色,无法

对教师、科研团队、学院的参与度、贡献度、主导创新

度进行深入揭示,影响了科研评价服务的深度.
(３)对科研成果数据的挖掘利用不够深入,对学

科发展和管理决策支持效果不佳.比如,目前多数

的合作分析限于国家或机构层面,往往忽略对机构

内部合作的发现和评价;随着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跨
学科研究往往承载发现新增长点的功能,但多数的

分析报告尚未对此给出参考建议等.
(４)对科研成果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模式尚

未普遍应用.比如,对科研成果数据进行管理仅为

满足单次的科研评价服务,仍停留在数据检索利用

阶段,对数据的回溯、剔旧、更新、存储不够注重,严
重影响了数据利用效率和精准度.

２．２　科研成果评价需求方面

在“双一流”建设、“破五唯”、数据驱动的背景

下,从学校管理部门、科研团队到教师个人,都对科

研评价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学校管理部门为了有

针对性地加强学科建设,不仅需要掌握全校及各个

学科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优势和特色学科的发展

态势,还需要从评价分析报告中获取能够支持学科

资源配置、科研管理、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面有价值

的信息.教师和科研团队为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和实

力,不仅需要了解自身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发展趋

势、合作交流等情况,还希望图书馆对其学术竞争力

进行全面画像.这对高校图书馆提供更为精细化、
个性化的科研评价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
前以评价需求为导向开展的科研评价服务主要存在

以下不足:(１)科研评价中采用的量化指标难以兼顾

不同学科群对成果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要求,难以

在学科间达到分类评价和深度分析的目的.(２)图
书馆在开展分析评价工作前,容易忽视开展相关内

容介绍推广的重要性,而学校管理部门、科研团队及

教师代表等不同用户群对评价方法和分析维度往往

有着不同的理解,导致完成的科研分析报告与用户

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
总而言之,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高校图书馆需

要适应当前科学研究范式带来的新理念、新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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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进一步提升数据收集、清洗、整理、挖掘能

力,实现科研成果数据增值,驱动提升科研评价服务

水平.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创建长效沟通机制,
及时全面了解不同用户的需求,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将学校的宏观目标、院系的中观目标和科研人员的

微观目标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多维度、多层

次、多方向信息传递,对科研评价服务形成有力驱

动,更好地发挥服务决策和推动科学研究的作用.
结合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考察和对科研评价服务

实践的思考,笔者认为,精准高效的数据管理是开展

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的内在基础,不仅仅满足当下

科研评价服务,还为适应未来不断发展变化的服务

内容储存数据库自身和服务中的部分过程数据,积
累精细化清洗组织后的结果数据,剔除过期或错误

的外部数据等,为科研评价服务提供持续不断的驱

动力;准确把握用户评价需求是开展精细化科研评

价服务的前提条件,通过细分不同用户群体,针对用

户需求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科学设定评价指标、方
法,借助于精准的科研成果数据管理,为确保服务的

科学性、有效性和针对性提供外部驱动力.科研成

果数据管理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和用户提出的科研成

果评价需求提供的外部驱动力需要有机结合、共同

发挥作用,以提升科研评价服务的精细化水平.

３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实践

着眼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更好服务,近年

来,北师大馆从提升科研成果数据管理效能和精准

对接科研成果评价需求入手,在提供更加精细化的

科研评价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３．１　精细化的科研成果数据管理实践

科研成果数据的准确性和完备程度决定了数据

利用的效果,为开展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提供保障.
为了充分发挥数据的驱动作用,更好地开展科研评

价服务,北师大馆运用数据支持决策的方法,在国内

较早地构建了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方案,在科研成

果数据管理中探索了一些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包括

数据采集、数据清理、数据存储和检索利用、数据更

新与剔旧等主要环节(见图１).
(１)数据采集.图书馆运用科研成果数据开展

科研评价服务,首先要保证科研成果元数据来源的

完整性,同时也要兼顾不同学科的论文发表生态和

图１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全生命周期

　 　 科研成果数据管理步骤和流程

习惯.北师大馆２０１９年底建成上线的“北京师范大

学学术成果库”,汇集了学校１９５０年以来３８万条高

质量的科研成果数据,实现了与校务数据管理系统

对接,成为学校“最权威、最可信赖、唯一的”科研成

果数据来源,为校内职称评定等评价工作提供了数

据支持.鉴于科研评价工作对于数据源有更多元化

的需求,数据有更精细化的管理和展示需求,也有获

取对标学校数据等方面的需求,具有较大数据量的

学术成果库后台相关数据处理的灵活性无法满足,
因此,自主开发建设了应用于科研评价的内部数据

库,构建多源数据库采集方案,在北师大馆购买的各

个数据库中检索和下载学校整体数据,经数据匹配

相互补充,获得最全数据集.同时,为了避免名称拼

写或数据库著录不完整甚至著录错误造成的漏检,
内部数据库和学术成果库形成联动,实现数据互校,
定期对机构名称和地址变体进行互补和更新,以提

高采集数据的完整性.
(２)数据清理.准确的科研成果数据是对学科

和科研人员实施评价的基础.为了获取准确的数

据,北师大馆制定了«∗∗数据库机构数据处理说明

规范»,形成对多库数据分别清理,再跨库融合进行

纠错和互补的工作模式.为更好地支持作者贡献度

计算,未采用业界多数机构仅考虑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的通用做法,自主开发深度清洗和标引工具,实
现对全部作者(含通讯作者)身份进行细致标注,通
过实施判断数据的唯一性、识别本校作者及二级机

构、去除非本校成果、多库数据对比纠错和信息补充

等多项措施,做到了对数据的清理和规范.其中,在
识别本校作者及二级机构环节,构建了院系、国家重

点实验室、省部级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多级归属挂靠

关系的机构字典;根据各数据库对作者姓名、地址的

著录特点分别设计了应用程序,通过应用程序对作

者排序、归属单位进行自动提取和匹配;针对个别自

动识别冲突问题,进行人工辅助判断,实现最终目

标.在多库数据对比纠错和信息补充环节,设计并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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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结合题名、期刊、作者信息的匹配程序,在数

据库内进行重复检测,在数据库之间进行对比匹配.
其中匹配程序针对题目使用了词频－逆文档频率

(Term FrequencyＧInverse DocumentFrequency,

TFＧIDF)算法计算文本相似度,针对期刊采用了编

辑距离计算文本相似度,针对作者则根据作者数量

和第一作者姓氏进行判断;应用程序会对作者和二

级机构识别有差别的数据进行提示,进一步通过与

原文核对的方式确定正确信息.
(３)数据存储和检索利用.为了更有效地管理

科研成果数据并确保数据的长期储存和安全性,为
持续开展科研评价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数据保障,北
师大馆将清洗修正后的数据存储在本地服务器的

MySQL数据库中.通过该数据库系统,建立了科

研评价服务内部数据库,实现字段组合检索和数据

下载功能,帮助图书馆员和科研人员按需灵活地组

合检索字段,提取符合特定条件的科研成果数据,有
效节省了查找和筛选数据的时间,并可满足不同研

究领域的要求和评价需求.在数据利用上,使用开

源可视化平台DataEase,该平台支持 MySQL、Excel
表格、API等多种数据来源,内置ECharts、AntV图

库,并 可 通 过 拖 拉 拽 方 式 绘 制 可 视 化 大 屏,在

Github社区广受关注.通过与内部数据库连接自

主设计部署的科研成果数据可视化平台,并借助

SQL数据库语言实现了表单之间的关联查询和数

据计算,由此通过大屏可视化演示的方式,可以直观

地展示内部数据库存储的数据总数、各年度的科学

引文索引数据库(WOS)、Scopus、中国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等发文总数、发文趋势、中英文关键

词词云、院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文数量和主导发

文量(见图２),也可方便地进行数据计算分析、导出

分析利用等多元化操作.

图２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科研成果数据大屏

(４)数据更新与剔旧.①在高校学科建设中,为
了提高整体实力,往往会对学科资源进行调整.伴

随着院系的重组、新建或撤销,以往入库的科研成果

数据归属信息会出现与现有的院系名录不一致等问

题.为了做到数据的及时更新,在日常工作中密切

关注学校机构变化,建立和及时维护机构沿革数据,
动态调整构建的机构字典,确保机构数据实时更新.

②定期对商业数据库的撤稿信息进行检索,及时在

库中进行标注.③基于引文、下载、传播等行为的量

化评价指标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在自建数据库中,
设定了活动指标,定期对指标数据进行更新.目前

已汇聚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各渠道获得的学校科研成果

数据及相关量化评价数据,如来源于期刊引用报告

(JCR)、InCites、Scopus、SciVal、中国科学引文数据

库(CSCD)、中国知网(CNKI)、PlumX、incoPat等数

据库和工具的量化评价指标,并对引文指标定期更

新,同时逐步开展２０１４年之前数据的回溯工作.

３．２　多元需求驱动的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实践

北师大馆坚持以用户关注的问题为导向开展科

研评价服务,将在工作中与用户的互动视为做好科

研评价服务的必要环节和前提条件,探索建立了基

于管理决策需求、学科和学院需求、学术研究需求、
人才评估需求和社会用户需求驱动的多元科研评价

服务体系.通过了解掌握用户提出的科研成果评价

需求,明确科研评价服务的必要性、服务的目标与具

体内容、人员和时间投入力度、合作对象与模式等.
自２００３年起,北师大馆先后探索了以“满足用

户学科资源需求”“提升用户信息素养能力”“拓展对

教学、科研、管理与决策的服务”为主要特点的三代

科研服务模式[２５].现行模式建立于２０２０年,结合

学校“双一流”建设要求,整合了馆内优质人力资源,
设立了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７个学科服务团队和

面向学校相关职能部处的管理决策服务团队,对接

相关学院及学科,及时了解学院决策层对院系相关

学科的发展现状、标杆对比情况、学科发展的突破

口、人才队伍建设和绩效评价等方面需求;也对接学

校相关职能部处,了解学校管理和决策层的宏观战

略布局需求.在现行的多元科研评价服务体系下,
以用户提出的相关需求为驱动和导向,借助于科研

成果数据管理提供的基础和内在驱动力,有针对性

地开展科研评价服务,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和科研提

供了有力支撑(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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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基于多元

　 　 需求开展的科研评价服务内容

需求名称 科研评价服务内容

管理决策需求

机构学术影响力对比分析

机构境外合作效益分析

机构科研成果多元评价

机构科研学科态势分析

学科和学院需求

学科/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二级机构学术影响力对比分析

学科/领域优势及潜力分析

学科贡献度分析

学术研究需求

专题文献(含专利)调研分析

研究领域竞争力分析

文献荟萃分析

人才评估需求

学者影响力分析

国际小同行及合作对象挖掘

学者代表作分析

社会用户需求

机构竞争力分析

竞争对手及潜在合作对象挖掘

期刊及选题评价

(１)基于管理决策需求的科研评价服务.在“双
一流”建设中,学校管理层需要及时、充分地了解本

校相关学科发展态势,找到、找准与对标学校或学科

之间的差距,有针对性、有目标、有步骤地对本校相

关学科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为了满足学校

管理层决策需求,除了与多数高校图书馆一样,每年

定期发布«学术论文统计分析报告»外,还根据学校

相关职能部处提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评

价服务,协助学校管理层了解掌握学校的学术水平.

①根据学校要求对本校１２个一流学科进行全景式

学科态势分析,以系列报告的形式为学科发展提出

建议.②受学校国际交流处委托,对学校与国内外

１３所对标学校重点学科的学术论文情况进行了对

比分析,并从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学科、QS
学科两个角度对本校的学术竞争力和各学科竞争力

进行多维度的展示和分析,从科研成果影响力角度

分析国际合作效益,对委托人详细了解学科发展水

平、完善学科布局及优化学科力量,调整和改善国际

合作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③受学校科研院委托,
打破传统“以刊评文”的做法,从论文成果的期刊表

现、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资助基金、是否获奖５
个方面探索建立学校科研论文评级指标体系,建立

兼顾文理和中外的成果评估模型,助力学校科研津

贴评定和发放工作,得到学校认可,成为每年的常规

工作.④受学校发展规划处委托,探索建立包括成

果期刊表现、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学者影响力、
同行评议结果等在内的代表性成果遴选指标体系,
借助于相关客观数据,为“双一流”代表性成果填报

提供参考建议.
(２)基于学科和学院需求的科研评价服务.为

响应学院提出的需求,与院系合作开展相关学科分

析,其中以与环境学院的合作最为典型.北师大馆

在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双一流”建设方案后,于

２０１６年推出环境学科态势分析报告１．０版;在２０１８
年“破五唯”政策出台后,于２０１９年推出环境学科态

势分析报告２．０版,在以往论文收录数量、引用量、
引用率等绝对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学科规范化指

标、合作发文成效等相对指标,并加入文本分析内

容,帮助学院梳理重点研究主题,并对比与对标学校

的差异性;响应学院对标国际同行的需求,于２０２０
年推出报告的３．０版本.３．０版报告聚焦环境学科

前沿,在国内较早地将分析对象细化到国际小同行

研究主题级别,较早地建立全球、国家两层参照系,
协助学院了解其对全球环境学科、我国环境学科重

点及热点研究领域的参与度、竞争力,给出提升学院

影响力的建议,梳理出全球高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和

人员,结合学者信息提供优质合作名单.此外,还长

期监测ESI学科动态,及时发布学科快报,并准确预

测了环境生态学科１‰的入选时间,为学院学科发

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３)基于学术研究需求的科研评价服务.除了

与学院合作开展学科分析,还响应科研人员需求,嵌
入科研过程,通过了解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反复交互,
为多个课题组提供论文、专利调研分析并按需开展

研究和创新竞争力的对比分析.比如,①某课题组

委托开展专题调研,希望获取某污染控制技术领域

中、美两国科学研究及技术创新竞争力的对比分析.
在为课题组提供的科研评价服务中,将相关技术分

解为１２个二级技术分支、４个发展阶段,探索了涉

及多种类型文献的检索方法,实施了对单个技术检

索结果解读、同发展阶段技术组合检索和解读、不同

发展阶段专利分析目标和指标解读,完成了该领域

论文产出、引文影响力、研究热点、关键研究机构及

人员分析,以及专利数量、布局、高价值专利、技术及

市场竞争力、主要申请人及发明人等分析,提供的有

关报告成为该项目研究成果之一.②某课题组在进

７９

数据和需求双重驱动的高校图书馆精细化科研评价服务研究/姚兰,张谦,李书宁
PrecisionScientificResearchEvaluationServicesofUniversityLibraryDrivenbyDataandRequirements/YaoLan,ZhangQian,LiShuning



2024

年
第1

期

行社会心理学疗法的荟萃分析中,向图书馆提出委

托,希望协助其完成中外文献和临床试验的调研.
荟萃分析是一种整合已有研究成果的统计学方法,
需要巨大的样本数量,因此检索文献是此类研究中

非常关键的环节.为保证服务质量,图书馆委派馆

员加入课题组,负责完成３６种疗法３００余组检索词

和医学主题词(MedicalSubjectHeadings,MeSH)
的归纳整理.借鉴国际先进的双盲检索方式,由图

书馆员主导、课题组成员配合,完成１１个数据库和

１４个临床医学注册系统的检索,累计提供超过１６
万条记录,后期通过文本分析帮助课题组筛选重点

文献,这些资料已作为项目后续研究的基础,对学术

和科研活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４)基于人才评估需求的科研评价服务.对引

进人才科研情况进行评估,是人才引进工作的前提

和基础.①接受委托,对科研人员的学术论文进行

检索、清理,提供了包含论文发表、期刊影响力、引文

影响力、学科百分位等测度科研绩效及影响力等指

标的论文清单,并在国内高校较早地从研究主题的

角度,分析该学者在小同行的国际排名及学术影响

力,形成了«∗∗学者论文学术影响力分析报告».
该系列报告通过对学者学术科研情况进行全面画

像,为学校人才引进和评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②为了给学校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信息支撑,
与学校人事处合作,定期对其推荐的重点科研人员

的论文进行梳理,通过对学科领域、入选阈值和标准

分的分析,创新思路建立了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

预测方法,准确并提前预测了本校入选情况,帮助科

研管理人员及时掌握高影响力学者发展现状.
(５)基于社会用户需求的科研评价服务.满足

校内各类需求之外,积极发挥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和

专业优势,面向社会为有需求的用户提供科研评价

服务.比如,①为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本土期刊,提升

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根据某期刊办刊单位提出的需

求,对期刊有关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在该项服务

中,梳理该期刊引证关键指标,协助办刊单位摸清发

文和被引变化历程,预测下一年影响因子;分析引文

影响力与投稿作者来源国、来源机构的关系,协助探

索合作方向;分析发文关键词、协助期刊筛选较高关

注度的研究主题,通过与全球热点的对比,协助筛选

未来办刊/选题方向;提供了目标研究方向高影响力

科学家目录,为快速提升期刊影响力明确了约稿方

向;提供论文初审阶段作者关键词、摘要的撰写建

议,协助期刊提升检索命中率;持续关注非规范引用

导致的被引遗漏,协助向商业数据库提交修改;从资

源揭示和宣传的角度提供期刊受众和影响力提升的

解决方案.②前文提及的与环境学院合作的３．０版

学科报告受到校外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关注,接受

其委托,对实验室的学术影响力和科研人员绩效进

行分析.在该项服务中,对原有的报告模板进行深

化,在研究主题层面开展研究热点和学术影响力分

析,并通过可靠参照系帮助分析其在全球、全国范围

的参与度和竞争力;还进一步将科研人员发文的学

科、期刊、关键词与所属团队的研究方向进行匹配,
建立科研人员与研究主题的交叉贡献表;对重点研

究主题、科研团队和人员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学术

影响力提升建议.

４　结语

从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到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份科技部等八

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

方案»[２６],以“破五唯”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改革在中

央、国务院和各部委的系列政策推动下已经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为保障实施效果,相关政策、方案对于

如何“破五唯”有了明确和精细的要求,包括区分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公益等不同人才

类型,设置不同学术评价标准,打破传统的“以刊评

文”和“重量轻质”的做法,强调多元评价,突出对代

表作的考核,注重对成果内容创新内容的考量,强化

对成果发表在中国大地的引导等,这就给当前高校

图书馆以学术论文作为主要评价对象的评价分析服

务既带来了巨大挑战,也提供了良好机遇.高校图

书馆的科研评价服务,需要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向更

加精细化的方向转型.高校图书馆要尽快完善科研

成果采集的范围,从当前的论文和专利,扩展到著

作、教材、研究报告、标准、工程方案、教案、病例、音
视频、艺术作品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产出,思考文献计

量、替代计量及相关评价指标优化应用,探索更加高

效的分类评价、代表性成果遴选、人文社科成果评价

等更加精细化的科研评价方法.
北师大馆近年来根据上级各类政策要求及数据

管理和科研评价实际需求,开展了精细化内部数据

库建设、学科态势评价分析、国际合作效益评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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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多元评价、代表性成果遴选、小同行挖掘、研究热

点探求、期刊影响力提升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

成效,树立了校内科研评价服务品牌,得到了学校的

认可.对标国家要求,未来还要将更多来源的数据

精细化清洗后纳入评价数据库,使分类评价的指标

更加精细,探索更具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方法和工

具.同时,充分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加快实现人工智

能技术对科研评价服务的赋能,在支持高校“双一

流”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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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BeijingNormal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thispaperintroducesthe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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