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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创新:变革教育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发展
———“第十六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综述

□张浩　林晓欣　郭晶　兰小媛　范午攸　李新碗∗

　　摘要　第十六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８－２０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举办,论坛以“科技人才创新:变革教育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国近

１３０所院校及单位的３００余名代表参会.论坛设有大会报告、青年之声、优秀论文分享、海报展

示、实践场馆参观等环节.与会的业界及学界专家围绕信息资源数据服务、图书馆智慧服务、人

工智能的应用、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信息服务发展以及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

讨.文章综述了此次论坛专家报告的主旨思想,为促进图书馆新时代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效

能,创新服务模式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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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次工

业革命对世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等教育作

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必然要融入甚至是

引领变革发展[１].２０２２年５月,第三届世界高等教

育大会提出了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六大变革方向,
其中包括:为学生提供丰富完整的教育经历,如学术

教育、职业教育、人文教育等;推动跨学科的开放和

交流,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构建内容多样、方
法灵活的综合学习体系;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

于教、学和研究过程,改善和丰富学生的学习体

验[２].２０２２年９月,联合国召开教育变革峰会,大
会设置了６场专题焦点会议,其中包括“数字化学习

和转型”,提出要利用数字技术的力量,建设全球化

的数字资源学习平台,使得每个学习者都能获得充

足的学习资料[３].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学习需

求、学习环境、学习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教育模

式的变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点.
我国目前正处在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

展的攻坚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
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４].教

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快速推进,大学的教学和

科研模式正在经历变革性发展,这种转型变革对高

校图书馆提出新要求.２０２３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工作的总体思路中提出,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探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馆优

势,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５].
面对 AIGC和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带给图书馆的新

机遇与新挑战,为了推进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提升

管理效能,创新服务模式,更好地承担起新时代赋予

高校图书馆支撑教学科研,推进文化育人、立德树人

的使命,第十六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提出

“科技人才创新:变革教育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

发展”的论坛主题,研讨高校图书馆服务并支撑科

技、人才、创新的对策与发展方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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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论坛概述

２．１　论坛发展历程

从２００８年发起至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

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１６届,以“分享智慧,激活创

意,聚焦特色,拓展未来”为目标,聚焦国内外高校图

书馆发展热点、学术前沿和创新实践,为图书馆同行

搭建起交流、研讨与切磋的平台.论坛举办地的设

置也别出心裁,以“水文化”为主线,从长江入海处上

海出发,沿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贯穿祖国的东西

南北,今年又回到论坛发源地———上海.今后,还将

开启以“一带一路”文化为主线的新行程(参见表１).
表１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路线表

序号 年份 承办高校 水文化路线

第一届 ２００８ 上海交通大学

第二届 ２００９ 上海交通大学

第三届 ２０１０ 东南大学

第四届 ２０１１ 武汉大学

第五届 ２０１２ 重庆大学

长江

第六届 ２０１３ 兰州大学

第七届 ２０１４ 宁夏大学

第八届 ２０１５ 内蒙古科技大学

第九届 ２０１６ 河南大学

第十届 ２０１７ 山东大学

黄河

第十一届 ２０１８ 浙江大学

第十二届 ２０１９ 江南大学

第十三届 ２０２０ 中国矿业大学

第十四届 ２０２１ 天津大学

第十五届 ２０２２ 清华大学

京杭大运河

第十六届 ２０２３ 上海交通大学 新的起点

第十七届 ２０２４ 华侨大学

第十八届 ２０２５ 中国延吉(拟)

第十九届 ２０２６ 中国澳门(拟)

第二十届 ２０２７ 中国郑州(拟)

第二十一届 ２０２８ 中国海口(拟)

第二十二届 ２０２９ 中国西安(拟)

第二十三届 ２０３０ 新加坡(拟)

第二十四届 ２０３１ 中国兰州(拟)

第二十五届 ２０３２ 泰国(拟)

第二十六届 ２０３３ 中国乌鲁木齐(拟)

一带一路

１６年来,论坛的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参与

单位和人数屡创新高,征文的投稿量近年来增至

２００余篇,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会议成果,有力推动

了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整体进步和现代化建设进

程.回顾论坛主题,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高校图书

馆近十余年来探索转型创新的发展历程,见证中国

高校图书馆人为推动事业创新发展和整体进步的奋

斗足迹和付出的心血智慧.

２．２　本届论坛情况

当前,我国正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为顺应时代发

展,在变革教育下谋求图书馆发展新路径,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０日,第十六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

新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顺利举办,来自全国

近１３０所院校及单位的３００余名代表参会.本届论

坛以“科技人才创新:变革教育背景下的高校图

书馆发展”为主题,设立“AIGC技术赋能图书馆服

务深层次变革”“AI４S(AIforScience)科研范式对

高校图书馆的影响”“变革教育背景下的未来学习中

心建设”“促成超学科与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信息资源

组织和服务”“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校图书馆知识

服务新模式”“数字转型与教育变革中的图书馆管理

和服务”“数据治理驱动图书馆服务智慧化转型”“开
放科学与开放教育对高校图书馆的挑战和机遇”等

８个分主题,以期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广泛探讨高

校图书馆利用新技术发挥资源优势、优化服务模式,
助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
论坛邀请１０余位不同领域专家围绕相关主题做了

精彩报告,在“青年之声—图书馆新生力量报告”环
节,４位青年馆员分享了特色业务案例.此外,为了

丰富论坛交流形式,还精心安排了论文海报交流展

示与特色场馆实践交流活动.
论坛共计收到论文投稿２０７篇,评选出２３篇优

秀论文,并邀请５位优秀论文作者结合实践与思考

在大会进行了分享.此次论坛收到的论文投稿篇数

为历年之最,充分体现出图书馆人在转型发展的过

程中,积极思考、主动作为的态度.通过 LDA 模型

对论文全文中的名词或未知词性词汇进行分析,同
时将“研究”“问题”“工作”等２３５个大量出现的词汇

作为停用词.２０７篇投稿论文可分为７大类主题

(参见表２),可以看出同行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

在数据服务、空间环境、数字资源与智慧服务等方

面,与论坛主题与图书馆服务发展趋势非常契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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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论坛投稿论文主题分类表

主题 主题相关词 论文量占比

主题一 信息服务、学术生态、科研管理 ２０．５％

主题二 数字资源、教育发展、空间环境 １８．３％

主题三 信息技术、智慧服务、数据服务 １５．６％

主题四 文献资源、图书、数据库 １３．９％

主题五 机构数据、学者发文、矩阵关系 １２．０％

主题六 文化活动、信息素养、志愿者 １１．９％

主题七 学科、古籍、人文 ７．８％

３　论坛大会报告研讨要点

３．１　创新数字学术的增值服务

图书馆作为学术交流的信息中心和知识枢纽,

承担着提供数字学术服务的使命和责任[６].随着新

技术的发展,大数据驱动的图书馆创新服务一直是

行业热点,融入数字学术、创新数据资源增值服务是

图书馆服务的新方向.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以“数字学术导向

的数据增值服务:方法与态势”为题的主旨报告,深
入浅出分析高校图书馆融入数字学术、创新数据资

源管理、塑造数据增值服务的发展新模式.结合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及实践案例,报告高度概括三

种数据增值服务的方法:一是增进数据关联的映射,
以支撑高校学科建设的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服务为

目的,通过建立学科分类体系与文献分类体系之间

的映射关系,按高校学科分类对相应的图书馆馆藏

文献资源进行管理;二是增进用户关系的协同,包括

服务者协同、服务者与用户协同、用户与用户协同、
自组织协同;三是增进人机关系的交融,通过融媒体

矩阵建设、线上线下交融、纸质文献数字化、文本化

智能机器、“大语言模型”应用系统研发,打造计算机

赋能解决问题的信息化生态.最后,报告从四个方

面总结了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的数据增值服务的发

展态势:个性化学术资源库建设、高端化核心知识库

建设、要素化数据资源服务、战略化学科情报服务,
为学术图书馆数据增值服务指明发展方向与实现

路径.

３．２　跨学科建设的信息资源组织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新形势下,跨学科信息资源

组织与服务有效地保障了用户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

对知识的获取与再创造.基于大数据模型,创新信

息资源管理模式,促进跨学科研究,推进学科知识体

系转型升级已成为学术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新

方向.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坦的主旨报告“促进

超学科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信息资源组织和服务”,
即围绕超学科这一前瞻性问题,以水稻育种领域的

论文发文数量、发文趋势、国家分布与学科关联分析

为例,指出数字信息时代超学科、跨学科研究发展的

普遍性与重要性,并通过对信息资源组织技术发展

脉络的梳理,总结出知识内容走向碎片化、数据化、
可关联、可计算、可推理的发展趋势.报告还介绍了

跨学科知识图谱本体模型构建思路和面向多源异构

数据的知识抽取与融合,包括基础数据准备、语料知

识库构建、图数据知识抽取、结构化知识抽取、基于

大语言模型的应用,深度挖掘科技文献等类型的非

结构文本数据,构建全景式领域知识关联网络,并结

合实际案例展示了领域知识发现服务系统的典型服

务场景,如泛在发现获取、科学数据关联服务、交互

式智能问答、机器辅助阅读理解、文献追踪与主题演

化、基于知识推理的知识发现等.报告的内容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展现了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信息资

源组织最新方法与生动实践.

３．３　变革教育背景下的未来学习中心建设

在变革性教育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如何发挥自

身优势,整合各类资源,重塑学习场景,提升教学质

量,打造全新学术生态,一直是业界热议的话题.未

来学习中心建设是高校图书馆参与推进高等教育数

字化转型,提升自身数字化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７].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黄朝荣的报告题目为

“数字转型与教育变革中的图书馆管理和服务”.报

告从愿景、馆藏、空间等方面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图

书馆的整体发展,并详细介绍了供学生体验新兴技

术、探索创造新知识的数字创客空间.报告还展示

了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自主开发的以用户为中心的

移动应用程序,包含了实时在馆人数统计、空间设施

预约、RFID自助借还服务、展览语音导览、室内定位

导航、活动推广等功能,以适应用户移动学习的

需求.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束金龙作了题

目为“变革教育背景下的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报

告.报告结合新时期教育发展的特点和重要任务,
指出高等教育目前存在人才培养供需对接不畅、原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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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创新能力不够、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不扎实

等问题,并提出四项应对策略:一是加快数字化转

型,建设更多优质教学资源;二是推广智慧教育,倡
导个性化学习;三是促进人工智能的应用,推进教育

评价的改革;四是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响应社会发展

需求.报告指出,面对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任务,高
校图书馆要发挥资源优势,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依托空间、资源和导学三个方

面的要素,对高校图书馆的功能进行重塑,打破现有

的功能壁垒,建立一个以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

心、教学支持中心为核心的学习共同体.

３．４　新技术赋能图书馆服务深层次变革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图书馆迎来了新的机

遇与挑战,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进服务模式、优
化素养教育以及推进智慧化建设,高校图书馆界积

极思考与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张智雄作了题

目为“面向 AIforScience建设智慧知识底座”的报

告.报告首先结合案例指出 ChatGPT 对科技创新

的五大影响,包括改变科学研究范式、改变科研信息

的获取模式、改变知识的存储和利用模式、改变科学

实验模式和改变科研论文的撰写模式,提出 AIfor
Science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利用和构建高

质量数据集,并将数据集转化为科学研究 AI的语料

数据体系,为领域科研提供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已经

成为文献情报机构参与 AI时代科研服务的重要途

径.报告结合实践研究案例展示了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构建科技文献底座的主要举措,包括积极

推动智慧数据体系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科技文献

知识人工智能引擎(SciAiEngine)的构建、承担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展与头部人工智能企业的战

略合作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宏伟作了题目为

“AIGC时代高校图书馆服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的新机遇”的报告.报告首先结合国家对教育数字

化和人工智能发展的要求、高等教育的新阶段和新

要求、人工智能相关国家政策以及技术推动与应用

的广泛性,分析了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的转型需求和

AIGC为大学图书馆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包括未来

学习中心建设、个性化人才培养、高效能科学研究、
技术赋能图书馆各项服务.报告在指出 AIGC的发

展推动智慧图书馆转型的同时,也对图书馆员提出

了新要求,馆员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具、
新方法,提高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并具备一定的与

AI人机协同的能力.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李涓子的报告题目是

“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其应用—ChatGLM 及其在 AＧ
Miner中应用”.报告回溯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

展进程,并指出预训练的大模型是新一代人工智能

应用的基础设施.报告详细介绍 OpenAI的 GPT
系列模型、开源开放的 GLM 系列模型、AMiner智

能 科 技 情 报 挖 掘 与 知 识 服 务 平 台 的 应 用、

ScienceGLM 科技大模型的搭建,并强调人工智能

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是生产力的关键,人工智能

高水平应用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３．５　开放科学与开放教育对高校图书馆的挑战和

机遇

开放科学与开放教育的发展使得知识获取途

径、学术交流模式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已经从信息处

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方向拓

展[８],开放教育对图书馆的各项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中国科学院

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初景利的报告题目是“开
放科学与图书馆的应对”.报告指出图书馆的发展

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契合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建
设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融入开放科学与开放获取,参
与国家学术公益平台建设.报告谈到开放科学对文

献情报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数字化、手段智

能化、服务网络化以及业务自动化四个方面.报告

提出信息技术驱动下开放科学是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包括资

源保障度、用户服务质量、到馆服务满意度以及深度

情报服务能力.文献情报人员需要增强核心服务能

力与专业竞争力,高校图书馆需要加强以高质量为

核心的转型变革,以持续的创新力适应技术环境的

变化.

３．６　数据治理驱动图书馆服务智慧化转型

数据治理驱动图书馆服务智慧化转型是一个重

要的趋势,在数据治理方面,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魏

群义作了题目为“数据治理驱动图书馆服务智慧化

转型”的报告.报告从国家层面、行业变革、学校要

求、读者行为四个方面指出数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渗透到每个行业和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报

告指出,图书馆信息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对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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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数据能否得到有效的治

理和管理,关系着高校图书馆能否利用好数据资产,
发掘其价值,并最终实现服务创新和价值创造.报

告还介绍了国内外数据治理架构规范和图书馆数据

治理研究现状,并从制度体系建设、服务流程梳理、
数据体系构建三个方面结合实践案例介绍了重庆大

学图书馆数据治理策略.最后,报告指出数据治理

的能力决定图书馆智慧化服务水平,元宇宙图书馆

的实现依赖图书馆深度数字化.

３．７　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新

模式

在新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为了实现创新科技信

息服务能力的使命,助力开展有组织科研,需要主动

识变应变,紧紧围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战略目标,探索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新内涵、新范

式、新路径,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知识开放环境下知

识服务的新需求.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爱国以

“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

新模式”为题目展开报告.通过阐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内涵、比较指标、新举措、新要求,指出知识

服务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作用和高校图书馆的知

识服务朝着系统化、精准化、靶向化、集成化、情报化

方向发展的趋势.报告介绍了东南大学图书馆 “有
组织”“多样化”“靶向性”“可信任”的科研支持服务,
并结合图书馆智库型服务、人才库和学者档案建设、
重大项目和重点团队支撑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支撑

服务、创新和创业服务等案例详细介绍了东南大学

图书馆在创新知识服务过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４　本届论坛特色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六

届,始终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探索前沿发展方

向,创新会议组织形式,促进管理与服务理念、方法

和经验交流,推动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概括

而言,本届论坛特色还体现在:
凝聚学术思想,增加研讨交流的深度.为了促

进学术交流,论坛邀请业界及学界专家联合组成学

术委员会,通过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探讨国内外高

校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发展趋势,规划论坛的学术

方向、学术活动和交流形式,积极宣传、推广高校图

书馆管理和服务创新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
同时,积极号召和组织馆员开展科研工作,通过论坛

征文的形式促进学术交流.今年,论坛在长论文征

文的基础上,增设了短论文征文,学术委员会对此次

投稿的两类论文均进行了学术评审,评选出的优秀

论文在选题方向、创新性及论文价值、基础知识和科

研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
科研驱动服务,强化馆员研究的力度.论坛为

青年馆员提供了展示学术研究成果的舞台,营造互

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浓厚交流氛围.论坛从２０２１年

开始,除了精彩的主旨报告和专家报告之外,还特别

设置了“青年之声———图书馆新生力量报告”环节,
特邀来自东西南北不同地域的高校图书馆青年馆员

进行分享.三年来,已有来自上海、西安、广州、深
圳、武汉、厦门、哈尔滨、大连和长春等城市的１２位

馆员在论坛进行了分享.此次论坛还新增了论文海

报展示和评选环节.５８篇论文的作者将论文的主

要观点、研究方法及思考分析等内容制作为学术海

报,在会场设置专门区域进行集中展示,并邀请论文

作者在现场解读,与参会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参

与人气评选.通过这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思

想交流,参会人员可以深入了解更多图书馆所开展

的工作与研究,而论文作者则可以收获更多同行的

意见与建议,通过科研助力服务工作的开展.
实践促进探索,提升学术思考的维度.此次论

坛将学术交流的活动场地从会场延伸到馆外,将交

流从报告厅扩展到实际场馆中,将专家报告与实践

案例充分结合,设置三条各具特色的实践交流路线.
公共馆线路(上海图书馆东馆、浦东新区图书馆),重
点关注大空间建设与改造、新技术应用、资源服务、
文化服务等内容;特色馆线路(徐家汇图书馆、徐家

汇藏书楼),重点关注特藏资源建设与服务、文化传

承与推广、建筑特色等;高校馆线路(上海交通大学

包玉刚图书馆与李政道图书馆、上海大学钱伟长图

书馆),重点关注高校读者服务、馆藏管理、展览与交

流空间建设等.通过实践参观,参会人员得到多样

化、具象化、立体化的信息,受到广泛好评.

５　结语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联

合发起,旨在搭建一个跨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实践分

享平台,十六年来,论坛始终紧密围绕高等教育发展

需求,着眼于图书馆转型创新,紧扣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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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学术交

流与案例分享.

２０２３年作为论坛“水文化”线路的收官之年和

“一带一路”文化路线的启动之年,具有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在变革教育大背景下,业界及

学界的专家以信息资源数据为基底,从智慧服务的

角度出发,探讨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促
进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信息服务发展以及未来学习中

心的建设,充分展现出高校图书馆积极应对新挑战

和机遇的勇气,以及不断探索的实干精神.
图书馆不仅需要适应变化,更需要引领变化.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将继续以服务国家主战

略、支撑学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促进学术交流为

宗旨,积极探索新时代下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和

服务方式创新,推动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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