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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背景下学术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守正与创新

———“第十五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综述

□林晓欣　郭晶　张晗　庄玫　李新碗∗

　　摘要　为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和服务需

求,“第十五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以“新技术背景下学术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守正与

创新”为主题,通过专家报告、开放式研讨、青年之声和优秀论文案例分享等形式展开研讨交流,
深入探讨支撑“双一流”的学术图书馆建设策略、智慧图书馆发展、新型学术交流平台、新时代高

校学科服务创新、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演变等业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文章全面展示了本次论坛研

讨的主要内容,旨在分享各馆的特色实践案例,探索新技术背景下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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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擘画了发展蓝图,也
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自信自立自强,坚持守正

创新、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１],为新时代图书馆人提

出了新的命题和要求.如何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平
衡守正与创新的关系,破解高质量发展中所面对的

瓶颈问题,也成为国内和国际学术图书馆界普遍关心

的问题.美国大学及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College&ResearchLibraries,ACRL)发布的«学术图

书馆发展趋势:趋势与问题回顾»指出,２０２０年新冠

病毒全球大流行以来,全球进入到一个巨大动荡和

变化的时期,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为学

术图书馆、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转变.
这些转变在图书馆员如何提供服务、支持学生发展、

拥抱新技术以及数据管理方面不断催生新的发展视

角[２].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图书馆的三大要素

仍然是读者、空间、馆藏,图书馆的功能也不会消

失[３],面对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挑

战,高校图书馆的智慧化、数字化转型被赋予了新的

内涵[４],思考新技术背景下以高校图书馆为代表的

学术图书馆如何将创新技术和管理理念融入到图书

馆的建设中去,如何优化智慧图书馆建设策略,是新

时代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及转型的关键.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加快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１],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部高校图

工委)、CALIS管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联合

主办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以下简称论

坛)围绕上述一系列重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５].
文章全面阐述和展示第十五届论坛研讨的主要内

容,分享各馆的特色实践案例,探索新技术背景下图

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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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论坛概述

２．１　论坛发展回顾

论坛自２００８年至今已连续召开十五届,贯穿

“十一五”到“十四五”,见证了不同时期图书馆不断

转型发展的历程,通过梳理论坛历年主题,从中可以

管窥２００８－２０２２年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特点与

关注重点(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２年论坛历年主题

五年规划 年份 论坛主题

“十一五”

２００８ 高校图书馆服务与管理创新

２００９ 学科服务

２０１０ 文化支撑服务

“十二五”

２０１１ 图书馆规划与馆员职业生涯设计

２０１２ 变革 拓展 传承———技术支撑图书馆的智慧服务

２０１３ 放飞智慧图书馆的梦想

２０１４ 转型与超越:共筑图书馆发展梦

２０１５ 应需求变,追求卓越:共创大学图书馆的未来

“十三五”

２０１６ 提升品质 增强效益 规划未来

２０１７ 十载奋进耕耘路 传承创新谱华章

２０１８ 开拓新时代视野 支撑双一流建设

２０１９ 智慧强内涵,服务育人才

２０２０ 数据、服务、管理:规划与突破———畅想Lib２０３５

“十四五”

２０２１ 变局与担当:赋能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２０２２
新技术背景下学术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守正

与创新

２．２　第十五届论坛概况

在新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在信息化服务管理、新
技术融合发展、传统图书馆业务创新等方面加速发

展,如何守正? 如何创新? 成为业内备受关注、屡次

提及的问题.第十五届论坛进一步聚焦这些热点问

题进行研讨,不但总结和分享了高校图书馆建设的

卓越成就,更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提出学术图书馆

的发展策略.
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本届论坛于２０２２年１１

月１７－１８日采用线上形式召开,由清华大学图书馆

承办,并作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建馆１１０周年系列学

术活动之一.论坛以“新技术背景下学术图书馆的

管理与服务:守正与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

１５０余所院校及单位的３２０余名代表参会,１０余位

业界专家作了精彩的特邀报告.在极具特色的开放

式研讨环节,７位专家深入探讨“知本而行:未来图

书馆的价值何在”,论坛还设置了“青年之声———图

书馆新生力量报告”环节,４位业务骨干和青年馆员

代表结合业务进行了案例分享和交流.论坛征文总

共收到１１４篇论文,１１篇被评为优秀论文,其中５
位优秀论文作者在论坛作了论文案例报告.

３　第十五届论坛研讨要点

３．１　全局规划,树立未来发展的战略指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作了题为“支撑‘双
一流’,推进一流图书馆建设”的报告.该报告基于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关于推进独具价值的、高效的“一
流图书馆”建设目标展开,指出图书馆的建设需要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基于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文化育

人、信息服务三大职能,独具价值的一流图书馆应该

是大学的文献中心、育人平台、文化殿堂、服务圣地.
高效运行的一流图书馆建设要处理好文化、服务、资
源、用户、馆员五个关键要素,进行综合改革及整合

创新,全面支撑“双一流”高校建设.报告提出了高

校图书馆的三个发展方向:一是做好图书馆发展的

战略规划、战略管理,并根据自身发展的愿景和目标

在施行过程中不断评估优化;二是追求卓越和完美

并创新出新业务、新价值、新生态、新经验,归纳总结

出新概念、新理论、新学科、新思想;三是明确图书馆

保障的对象、自身所需要的保障、提供的不可替代性

的贡献,做好不同层面、多种形式的沟通,提供有力

且持续的保障.该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高校图书馆

的基本职能与发展方向,并指出图书馆要充分发挥

自身的职能,创造独特的价值,把握图书馆的关键要

素,做到整体高效运行.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兼斌的报告主题为“大

学图书馆的功能演变:趋势与应变”.他回顾了中国

传统图书馆功能的历史演进,并介绍了清华大学图

书馆的功能定位,包括成为学术资料荟萃且有学科

重点的馆藏分布、成为借阅空间解缚的“校域”图书

馆、成为提供人文视野的阅读资料平台、成为超越学

科界限的公共科研空间.金兼斌馆长指出大学图书

馆的功能演变趋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由实体馆藏

到全媒介信息资源数据库、由单一的藏书借阅场所

向多功能空间转变、由单一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向

多元化服务转变.该报告提出了关于大学图书馆发

展方向的思考:首先是大学图书馆的定位与使命应

与大学的发展目标一致,同时要重视学科群与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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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信息资源保障,全面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

３．２　问题导向,探索创新服务的具体路径

３．２．１　深化服务与创新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细文作了题为

“专业图书馆的深度知识服务”的报告.报告阐述了

专业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涵与目标,并介绍了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服务的发展历程、工作布

局以及整体框架.报告指出了当前知识服务面临的

三个新挑战:学术信息的开源与开放、数智赋能体系

的融合、全数字化模式的建设,并结合不同案例总结

了学术图书馆的功能跃迁、发展机会以及数智驱动

转型的新布局.最后刘细文主任分享了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十四五”规划的主攻方向与主要任

务.报告充分体现了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

代表的学术图书馆在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专业知识

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发展水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初

景利以“预印本平台与新型学术交流”为题作了报

告.他首先介绍了预印本和预印本平台,指出预印

本平台是开放获取和开放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其能有效解决学术交流的痛点.其次他指出预

印本的本质属性是新型学术交流、知识管理与知识

服务,并深入分析了预印本出版与期刊出版的关系.
最后指出图书馆在预印本新型学术交流中的作为,
如宣传预印本对科研人员的价值、增强用户对预印

本的使用、将预印本平台纳入馆藏资源体系等,并建

议图书馆和图书馆馆员要重视预印本及预印本平

台,将预印本平台作为重要的信息源,提升自身和用

户的预印本信息素养.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杜丽的报告主题是

“新时代高校学科服务的探索与实践”.该报告回顾

了近２５年来高校学科服务的发展历程,并指出新时

代下学科服务应不断创新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满足

用户先进性、精准化、知识化、智慧化的需求.她介

绍了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学科服务体系,并指出

提升服务价值、服务效能是开创新格局的重要途径.
杜丽馆长从新技术应用、衍生服务、数字化分析、开
放协同、融媒体应用、品牌营销、理论研究等方面分

享了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实践探

索,指出了当前学科服务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最后介

绍了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思路以及

构建一流科技情报与智库服务体系的目标.

３．２．２　特色化学科资源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后滨作了题为“高
校图书馆在学科史文献资料保存整理中的贡献与角

色”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学科史文献资料的

含义,并指出图书馆在文献资料收藏整理中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同时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学

科史资料的基本特征与文献价值介绍了图书馆在学

科史文献资料保存整理过程中的探索.刘后滨馆长

对特藏馆员提出三点能力要求:对学科发展和学者

地位的敏感度、明确的学科意识、全面整理与专题研

究的能力.同时,还提出五点建议:建设高水平学科

馆员队伍,与特藏馆员密切合作;以机构知识库为依

托,推进数字化整理、揭示与利用;有效开展宣传和

传播,开发相关数字化藏品;加强与院系及学科的合

作,成为学科专家的合作伙伴;开展馆际交流与合

作,推动建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馆长杨超的报告主题

为“北航图书馆航空航天特色馆藏挖掘利用及大学

图书馆融入育人体系的思考”.报告简要介绍了我

国航空航天发展历史沿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发

展,以及以航空航天为特色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

书馆特藏文献,然后从筹建特藏书库、展览展示、特
色文献数字化工程、自建特色库等几个方面介绍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在特藏挖掘利用方面的实

践探索.杨超馆长指出特藏文献在文化育人、环境

育人、搭建教学平台、融入教学体系、数字人文实验

平台共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未来工作进行了

展望,如对文献进行抢救性修复、构建数字化文献管

理系统、搭建数字化知识服务体系等.

３．２．３　智慧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波的报告围绕智慧图

书馆展开.他首先介绍了智慧图书馆的含义、发展

以及相关的重要学术会议,指出当前发展的趋势是

站在数字图书馆的肩膀上推进智慧图书馆,然后结

合南京大学图书馆１０年来的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提出了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四点思考:一是高校图

书馆的发展要与学校发展同频共振,二是做好智慧

空间建设工作,三是坚守图书馆的初衷,四是提升效

能做好智慧服务.该报告结合南京大学图书馆智慧

化转型的实践案例,归纳总结出智慧图书馆建设的

方向,如多方联合创新企业、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

等,共同推动智慧图书馆建设,同时要重视智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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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技术融合研究、推动行业标准建设,推动图书馆员

的有序转型,拓展智慧服务,从而进一步提升图书馆

的服务效能,提升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

３．２．４　总体发展与探索

提升图书馆内部职工的管理与服务意识,是图

书馆工作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馆长王琼作了题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北师大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实践”的报告.她指出,为了提高

图书馆总体水平,要重新评估所处的学术生态环境,
考量一流大学的建设情况,评价“十三五”期间的工

作成果,审视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重塑资

源、服务、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综合能力以及重组图

书馆体系化组织架构.王琼馆长基于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的实践分享了在管理与服务方面的创新,主
要包括:发布“十四五”发展规划、创建敏捷型组织结

构、构建全方位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并指出“打铁

还需自身硬”,需要识势、顺势、造势.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董有明作了题为“新征程、

新形象、新作为———武汉大学图书馆服务学校‘双一

流’建设的实践探索”的报告.报告从图书馆的新征

程、新形象、新作为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服务、空
间、管理三个方面介绍了武汉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

的整体框架;然后介绍了目前智慧服务、智慧空间、
智慧管理以及智慧校园专项的情况;其次从人才培

养、科研创新、决策支持三个方面描绘了武汉大学图

书馆的新形象;再次详细介绍了面向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的文化资源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源建

设、传统文化立体资源宝库建设、聚焦中国实践的系

列资源建设、打造珞珈特色文化方阵、加强特藏资源

建设与服务等;最后董有明馆长分享了武汉大学图

书馆在创新服务以及馆院合作等一系列探索性实践

中的宝贵经验.

３．３　开放研讨,知本而行寻找未来价值

在开放式研讨环节,以“知本而行,未来图书馆

的价值何在?”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二级研究

馆员肖珑和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新涯联袂主持,
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复旦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学界和业界知名专

家从“既知本,何为本?”“未来已来?”“大学图书馆的

核心价值”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引发参会者对图

书馆本质与未来的深刻思考.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教授程焕文指出,大学图书馆的“本”是助力学校

的人才培养,应该加强引导学生对馆藏资源的使用;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张久珍从图书馆学的角度

出发,认为图书馆学可以从文献保存研究、加强人员

交流等方面促进学界与业界的联动,支持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长陈凌指出,高校

图书馆的服务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需要专业的学

术指导和研究,逐步形成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相结

合的服务,不断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复旦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计龙针对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提

出了相应思考,认为图书馆是学术和数字资源的中

心,图书馆服务的本质是资源揭示与利用,要从内容

和技术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教授黄如花从用户的角度,提出图书馆的资源建

设要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并注重教学资源导航,同
时让大家认识图书馆学专业的重要性;华中科技大

学图书馆馆长聂鸣从图书馆定位出发,指出在提供

教学、科研支持的同时,要重视图书馆的育人使命和

在文化传承中的价值,积极发挥图书馆的文化作用;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贾明提出要增加人与图书

馆书籍的交集,整合人、财、物,优化服务方式,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
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大学图书馆当前最需破解

的难题有三点:一是针对学生对馆藏资源利用率不

高的问题,大学图书馆应思考如何引导学生使用资

源,发挥图书馆的育人作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二
是重视图书馆馆员队伍的培养,找准馆员的定位,使
其与用户的需求相匹配,从而全面支撑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三是在新技术背景下,大学图书馆需要应对

数字时代的挑战,实现全面转型,包括虚拟空间打

造、数字资源建设、共享服务升级等,在数字化转型

中逐渐摸索出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

３．４　广纳行业新声,分享案例成果

论坛的“青年之声”环节由各图书馆选派馆员作

大会报告,旨在体现年轻一代图书馆员的风采.大

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秦奋从信息文献资源服务和知

识增值创新服务的角度,介绍了协同创新视角下的

图书馆信息服务实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的

覃显晶介绍了为支撑学校“AI＋ 教育”,图书馆建设

精准化服务体系及智能图书馆平台的实施案例.深

圳大学图书馆的叶兰结合图书馆的实际案例,作了

题为“以图情领域前沿资讯跟踪促青年馆员专业发

展”的报告.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陈晓媛以“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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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计和应用为例,分享了整合营销视角下的特

藏专题品牌建设经验.
此外,优秀论文作者也在大会上进行了分享交

流.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肖婷以“ARL大学图书馆工

具书馆藏发展政策案例研究”为题,分享了其研究成

果;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周一萍作了“基于路径依赖与

路径创造的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服务研究”的
报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赵杨作了“基于智能网关的

电子资源服务建设探索”的报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的马灵结合实践案例分享了其对“５G环境下智慧

图书馆智能定位系统的研究与设计”的思考,武汉大

学图书馆的龙泉围绕“智慧图书馆信息技术体系构

建与实践———以武汉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为例”主
题进行了分享.这些青年馆员及业务骨干的报告内

容新颖、实践性强,引发了参会者的共鸣与关注.

３．５　论坛主要特色

本届论坛在研讨主题、报告内容、研讨要点以及

形式上独具特色,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１)主题鲜明,问题导向显著.本届论坛以“新

技术背景下学术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守正与创新”
为主题,并针对信息时代学术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与

共享、开放科学与机构知识库建设、特藏资源的建

设、传播与共享、信息时代学术图书馆的学科服务、
大学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建设、数字资源的深度开发

与利用等方面发布了六个分主题,这些主题均是国

内学术图书馆所关心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２)论坛召开时机契合时代发展形势.论坛适

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
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论坛面向教育高质

量发展,围绕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学术图书馆的管

理与服务展开,深入探索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沿革以

及创新转型的策略方向,为进一步落细落实党的二

十大任务部署、建设“双一流”图书馆群策群力,共绘

发展蓝图.
(３)论坛报告代表性和引领作用显著.论坛特

邀报告来自国内有代表性的学术图书馆及行业专

家,报告内容覆盖业界重点及热点话题,包含支撑

“双一流”的图书馆建设策略、智慧图书馆发展、新型

学术交流平台、新时代高校学科服务创新、大学图书

馆的功能演变等业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汇聚了各馆

在创新转型中具有引领性和借鉴作用的实践经验.
(４)论坛形式丰富新颖.论坛精心组织、科学统

筹,设置了特色环节,包括专家开放式研讨、“青年之

声”报告、优秀论文案例报告等.论坛汇聚图书馆界

多种声音,报告人不仅有图书馆资深馆长、专家学者,
还有业务骨干及青年馆员代表,在探讨交流中相互启

发.论坛前夕召开了学术委员会会议,修订并通过了

论坛学术委员会章程,确定了宗旨(Slogan)、标识

(Logo)以及后续沿“一带一路”召开论坛的新发展思路.

４　总结与展望

本届论坛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理论和实践密切

结合.专家们基于各馆在学科服务、知识服务、特藏

挖掘、资源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探索,深入浅出地探讨

了新时代图书馆服务的守正与创新,为新时代图书

馆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思路.青年馆员及业务骨干

结合图书馆各方面业务,从不同视角分享交流了工

作中的创新方法与经验,为图书馆高质量服务注入

新的动力.论坛自２００８年创办至今,举办路线采用

“水文化”发展脉络[６],以图书馆服务“上善若水”为
寓意,逆长江而上、再顺黄河而下,最后沿京杭运河,
途经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兰州、郑州、杭州、天津

等城市,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作为“水文化”
开设论坛的最后一站已圆满落幕,十五年不变的是

对初心使命的坚守与服务创新的不断探索.进入新

时代,将开启新路线、新篇章,第十六届论坛将回到

上海,由作为论坛创办单位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承办,再次以上海为起点,依托新设计的“一带一路”
基本路线,交叉启动,搭建一个立足中国、辐射区域、
放眼全球的高校图书馆公共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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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onUpholdingFundamentalPrinciples

—Summaryofthe１５thCreativeForumforLibraryManagementandService

LinXiaoxin　GuoJing　ZhangHan　ZhuangMei　LiXinwan

Abstract:InordertocarryoutthestrategyofinvigoratingChinathroughscienceandeducation,to
support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education,andtocopewiththechanginginternalandexternalenＧ
vironmentandserviceneeds,the１５thCreativeForumforLibraryManagementandService(CFLMS)was
heldunderthethemeof“managementandserviceofacademiclibrariesinthecontextofnewtechnologies:

innovationonupholdingfundamentalprinciples”．Theforumextensivelyanddeeplydiscussedthehotissues
oflibrarianshiptosupportthe“DoubleFirstＧClass”initiative,suchasacademiclibraryconstructionstrateＧ
gies,developmentofsmartlibrary,newacademiccommunicationplatforms,innovationofuniversitydisciＧ
plineservices,andevolutionofuniversitylibraryfunctions．Thearticlepresentsacomprehensiveoverview
ofthemaincontentsoftheforum,aimingatsharingthespecialcasesofeachlibraryandexploringnewideＧ
asfor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librariesinthecontextofnewtechnologies．

Keywords:AcademicLibrary;DigitalTransformation;InnovationonUpholdingFundamentalPrinciＧ
ples;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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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and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AcademicLibraries
—Summaryofthe２０２２AcademicLibraryDevelopmentForum

ShaoYan　LiuJuanjuan　RenGuohua　YaoXiaoxia　YuShuangshuang

Abstract:The２０２２AcademicLibraryDevelopmentForumwasheldonlinefromNovember３rdto４th,

２０２２．About１５００scholars,chieflibrariansandlibrarianrepresentativesfrom Chineseacademiclibraries
andrelevantindustriesgatheredonlinetodiscussthefuturedevelopmentofacademiclibraries．Theforum
focusedonthethemeof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and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AcademicLibraries,

thespeakersexpressedtheiropinionsfreelyabout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ecologyoflibraries,thereＧ
sourceconstructionandservicecoordinationorientedtodisciplinedevelopment,theuserＧcenteredservice
innovationandmanagementoptimization,thedigitaltransformationandthesmartservicesystemconstrucＧ
tion,thelibrarianteambuilding,thelibraryalliance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etc．ThisarticlesumＧ
marizestheforwardＧlookingthoughtsandresearchachievementssharedbytheexpertsduringtheforum,

whichwillwidenthenewthoughtsandmethodsforthe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andhighＧqualitydevelＧ
opmentofacademiclibrariesinthefuture．

Keywords:Academic Libraries;Modernizationand HighＧquality Development;Resources Construction;

LibrarianTeam Construction;ServiceInnovation;DigitalTransformation;Library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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