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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基于学科映射的数据资源增值服务

□张俊娥∗　陈建龙

　　摘要　介绍了对图书馆文献分类与高校学科体系映射关系的研究及其应用服务实践,提出

了以高校各学科的“培养目标、专业范围和知识体系/课程”的文本内容为基础,析出其所涉及的

主题词,利用图书馆按主题分类的编目专业优势,由专业编目人员通过主题词分配«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分类号,把高校学科体系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体系关联起来,进而建立了分层分级的

分类文献资源与高校学科的映射关系模型,并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基于学科映射更好地服务于学

科专业建设的数据服务路线.
关键词　文献分类　学科专业　学科映射　数据增值服务　高校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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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在高校

的学科建设中担负着文献资源的保障作用.高校图

书馆馆藏文献的学科结构必须与本校的学科建设相

匹配.建立图书馆文献分类体系与高校学科体系的

映射关系,不但是评估本校图书馆馆藏与学校学科

建设匹配度的基础,而且还可为高校的学科结构渗

透到馆藏的学科结构中架起桥梁,并为图书馆制定

与学校的学科建设相匹配的馆藏策略提供依据.但

是高校学科专业分类即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学科目录[１]”(以下简称高校学科)和图书馆对文

献分类所采用的分类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类体

系,二者的设置原则和服务目的都不相同,因此这两

种分类体系之间无法直接进行映射.
图书馆学者在文献分类体系与高校学科映射方

面作了较多有益的探索,典型的映射方法包括通过

解析这两种分类体系的类目含义进行的对应,例如

詹萌通过对高校学科和专业下所涵盖的知识点的文

本内容的解析和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２](以下简

称«中图法»)类目的解析,建立了基于字面相关性和

语义相关性的映射方法[３].还有尝试通过学科专业

所设课程的«中图法»分类进行对应,例如孙汝杰通

过提取上海应用技术学院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０年新增学科

专业课程的核心词,组成该学科专业的属性元集合,
建立新增学科专业与«中图法»对应类号的映射关

系[４].万燕萍等以上海大学为例,把教学与招生计

划和图书馆流通数据中的课程、教学学分、学生人数

与学生借阅量等数据运用数学建模的方法,计算出

了以«中图法»分类体系展示的高校学科结构[５].科

睿唯安在２０１１年推出了基于 WebofScience(以下

简称 WOS)核心合集的以期刊文献划分的学科体系

与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的映射[６],并在

２０２０年采用新的映射方法进行了更新:以期刊为单

位进行一级学科的匹配和映射,即根据«学位授予和

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７],明确各个一级学科的学

科范围和内涵,然后根据每种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发

文范围,将该期刊对应到相关的一级学科中,这样就

可根据期刊所属的 WOS学科和高校学科,把这两

种不同的分类对应起来.
自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８]以来,针对如何建设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讨论愈加热烈,其中对于图书馆如何

利用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多元化的指标提供客观

的学科数据,以协助管理者制定战略决策也是高校

图书馆管理者持续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前述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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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和实践虽然都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他们自身的

特定需求,但不能用于解决通用性问题,有的操作起

来还比较困难.近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以教育部

正式发布的本科专业、硕博士一级学科学位及专业

质量要求标准为蓝本,从一级学科建设的“培养目

标、专业范围和知识体系/课程”的文本内容中析出

所涉及的主题词,利用图书馆编目主题分类的专业

优势,由专业编目人员通过主题词分配«中图法»分
类号,把高校学科与«中图法»关联起来,建立了分层

分级的分类文献资源与高校学科体系的映射关系,
并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利用这种映射关系更好地服务

于学科专业建设的数据服务路线.本文将介绍北京

大学图书馆对图书馆文献分类与高校学科体系映射

关系的研究和应用服务实践探索,以期和同行进行

交流.

１　高校学科专业与«中图法»的映射实践与研究

１．１　映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通常来说,如果能建立高校学科专业与«中图

法»的直接对应关系,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的关

系,利用这种关系就可以方便地把以«中图法»分类

标引的文献资源与高校学科挂钩.但是以这样的思

路进行映射往往会陷入两种不同分类体系的“硬
对”,即试图找出此种分类体系中的类名到底与彼种

分类中的哪一个类名是相对应的.我们在初期实际

工作中,也是遵循这样的思路,但遇到了各种问题.
下面以２个实例说明这种对应存在的问题:

实例１:传统学科———建筑学

图１　«中图法»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一级学科中的建筑类相关类目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在«中图法»中,“TU４土力

学、地基基础工程”和“TU９８区域规划、城乡规划”

是“TU建筑科学”大类下的类目,“TU９８６园林规划

与建设”又是“TU９８城乡规划”的下一级类目;但是

在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０８１３
建筑学”“０８１４ 土木工程”“０８３３ 城乡规划学”和

“０８３４风景园林学”却是并列的一级学科.如果我

们根据类名如图１中箭头所示给“０８１３建筑学”对
应了分类号 TU,“０８１４土木工程”对应了分类号

TU４,“０８３３ 城 乡 规 划 学”对 应 了 分 类 号 TU９８,
“０８３４风景园林学”对应了分类号 TU９８６,那么根据

以上对应关系按分类号统计学科文献资源时,“０８１３
建筑学”所对应的文献资源将会包含与之并列的

０８１４、０８３３、０８３４对应的所有文献资源.这种统计

显然是有问题的.
实例２:新兴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发布了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

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９],决定设

置“国家安全学”(学科代码为“１４０２”)等一级学科.
在«中图法»中,从类目名称来看,涉及到国家安

全的类目有２个,分别为:在“D０３５．３公安管理”类
目下标注“国家安全管理入此”,在“D６３１公安工作”
类目下标注“国家安全工作入此”.而２００４年刘跃

进在«国家安全学»著作中描述了国家安全学的构成

要素[１０],包括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

安全、社会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
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国家安

全学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外交外事、保密

保卫、军事国防等党政机关和实际部门的各种安全

实务工作及对策研究,涉及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科
技信息、生态环保、海外拓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很

明显,如果把“国家安全学”相关文献资源只对应«中
图法»的D０３５．３和D６３１是非常不完整、不恰当的.

那么针对发现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作对应?
以下将从作这两个不同分类体系的对应的本源进行

分析.

１．２　映射的本源

高校因各自的办学方向、层次的不同,而各自具

有鲜明的学科结构特征.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

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作为学校的文献情报中

心,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担负着文献保障作用.因

此探讨馆藏学科结构各学科的最佳选择、最佳比例、
最佳组配和划分,建立与本校学科建设相匹配的馆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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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献学科结构,是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研究中最

重要的内容之一.另外,高校在学科、专业、硕士博

士点的申报和评估中,会有针对学科或专业来考察

专业文献建设情况的统计指标,须按学科或专业来

对文献资源进行种类和数量的统计.建立学科分类

体系与文献分类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即可方便地

按高校学科分类对图书馆馆藏相应的文献资源进行

统计和计算.
究其根本,无论是为了馆藏文献学科结构配置

还是按学科对文献资源进行分类统计,目的都是为

了计算图书馆馆藏资源对学科建设的支撑度.要搞

清楚建设和发展某一个学科需要图书馆具体提供哪

些文献资源来进行支撑,就需要全面考虑和深入分

析该学科的专业范围、培养目标和知识结构等方面

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语义映射,才能完整反映

出建设和发展一个学科所需要的文献资源,才能使

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和学科专业建设有机地结合.

１．３　新的映射思路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１１]和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的«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１２],对教育部“学位授予

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及包含专业类

的教学内容和学位资格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培

养目标、专业范围和知识结构/课程体系等内容.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专

业类为单位明确了适用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
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量保障等各方面

要求,是各专业类所有专业应该达到的质量标准,是
设置本科专业、指导专业建设、评价专业教学质量的

基本依据.«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从
学科前沿、社会需求、知识结构、综合素养与能力、基
本规范等方面制定了具体要求.通过分析这两个标

准和要求的文本内容,我们基本上能较为全面地找

出支撑某学科建设需要的多角度的资源内容主题.
从这些内容主题入手,去统计图书馆馆藏资源数量,
将能够比较完整反映出馆藏资源对学科建设的支撑

情况.
我们新的映射思路就是以支撑学科建设的内容

主题为媒介,根据主题分配«中图法»分类号,然后按

照分配的«中图法»分类号去对应图书馆馆藏文献.
新的映射思路摆脱了如图２这种传统的类目语义对

应方法带来的弊端.

图２　以“经济学”为例的传统对应方法

以一级学科“０２０１理论经济学”为例,新的映射

结果和传统映射结果如表１所示.新的映射方法全

面地反映了建设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所需的文献

资源.
表１　“理论经济学”和«中图法»分类号的对应及

相应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种数

理论经济学 对应«中图法»分类号
中文图

书种数

传统的映射　 F－;F０;F１ ４３７９１

新思路的映射

A８１;A８４;B０;B１５;B２２;B２５０．５;B２６１;

B－４;B５;B８１;B８２;B９;C－４;C８;C９１;

C９２－０５;C９２１;C９３;D０;D２－０;D２３;

D２６;D－４;D６;D８;D９０－０５６;D９２０．０;

D９２０．４;E０;E－;F－;F０;F１;F２０;

F２２;F２３０;F２３１．５;F２３４．４;F２４;F２５２．

１;F２５９．２２;F２６;F２７２．１;F２７２．２;F２７２．

９;F２７３．１;F２７６．６;F２９０;F３;F４０７．２;

F４１６．２;F４２６．２;F７１０;F７１２．３;F７１３．

３６;F７１３．５２;F７１３．５４;F７１４．１;F７１８;

F７４;F７５２;F８１;F８２０;F８３;F８４０;F８４１．

６１;F８４２．６１;G２１９．２９;G２５６．１;G－４;

G４０－０５４;G５２９;G６４１;G６４７．３８;G８;

H１;H３;H－４;I－４;J－４;K０２;K１;

K２６;K２７;K３１２．６;K－４;K７１２;K８５/

８８;N－４;O１;O２１;O２２５;O２４１;O－４;

P－４;Q－４;R１;R１－９;R２;R－４;TB

－４;TK０１;TL－４;TN４;TP１８１;TP３;

TU－４;X１９６;X２４;X－４;Z１２６

４４１２９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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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一级学科与«中图法»映射关系模型

２．１　映射方法

以支撑高校学科建设的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服

务为目的建立的映射关系模型见下图３.首先从学

科建设相应的培养目标、专业范围和知识结构/课程

体系的文本内容析出主题词,利用主题分类一体化

的思路,由专业编目人员按这些主题词分配«中图

法»分类号,把«中图法»分类号与高校学科联系起

来,然后再通过«中图法»分类号对应出馆藏文献资

源,实现了不同分类的文献资源服务于高校学科建

设的文献资源与学科的映射.

图３　以支撑高校学科建设的图书馆馆藏文献

资源服务为目的的映射关系

２．２　映射原则

２０１８年４月更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

目录»共设置１３个门类,１１１个一级学科;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了«关于

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
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由此学科门类增加到

１４个,一级学科增加到１１３个.２０２２年９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新版目录«研究生教育学

科专业目录(２０２２年)»[１３].新版目录中学科门类没

有变化,一级学科增加到１１７个,与旧版目录相比

１００个无更改;５个撤销;６个改名;１个更改代码;１
个更改门类;新增９个一级学科.

我们选取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

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的«一级

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学位授予和人才培

养一级学科简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

议组编写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二:试

行»[１４]作为分析一级学科建设相关内容主题的主要

依据.从培养目标、专业范围和知识结构/课程体系

等多角度挖掘相关内容主题.表２中列出了采集一

级学科相关内容主题的出处.

表２　主题内容采集

出处 培养目标 专业范围
知识结构/

课程体系

«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 专 业 类 教

学质 量 国 家 标

准»

培 养 目

标　

适 用 专 业———

本科专业

培养要求、培养

规 格、知 识 要

求、课程体系

«一 级 学 科 博

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

基 本 要

求/研 究

对象

学科方向
基 本 知 识 和

结构

«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 养 一 级 学

科简介»

培 养 目

标/研 究

对象

学 科 范 围———

硕博 士 专 业 和

方向

知识基础、理论

体系

«学术学位研究

生核 心 课 程 指

南(二)(试行)»

研 究 生 核 心

课程

教育 部 关 于 学

科或 专 业 修 订

更新通知

培 养 目

标　

学 科 或 专 业

说明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博士、硕

士学 位 基 本 要

求»

基 本 要

求/研 究

对象

学科方向
基 本 知 识 和

结构

　　具体映射设计方案如表３所示,以一级学科包

含的专业范围和学科方向为准,从各专业的培养目

标及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要求及课程体系设置角度

分别析出主题词,培养目标和研究对象反映本学科

建设的总体要求;将知识结构/课程体系方面的要求

细化为思政、通识和专业要求.然后由专业编目人

员通过主题词分配对应的«中图法»分类号(Chinese
LibraryClassification,CLC).通过汇总的«中图

法»分类号就可以把相应的图书馆馆藏资源匹配出

来,从而把高校学科与图书馆馆藏资源关联起来.
不同的学科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制作本学科的对应

表.图书馆利用这种多层次的映射关系既可以按汇

总的«中图法»分类号对应出支撑这个学科的资源总

体状况,也可以按学科下的不同专业分别进行更加

详细的馆藏学科结构分析,并对学校学科专业建设

提供更加多样化、更加全面的数据服务.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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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一级学科“×××”建设相关内容主题的«中图法»分类对应表

专业范围
专业１ 专业２ 学科方向n 汇总

主题词 CLC 主题词 CLC  主题词 CLC 主题词 汇总CLC

培养目标/研究对象

知识结构/

课程体系

思政

通识

专业基础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２．３　映射实例

以一级学科“１２０５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新
版目录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为例,映射结果如表

４所示.在一级学科“１２０５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下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包括: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

学、古籍整理与保护、出版管理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信息分析、信息资源管理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

专业方向.在具体映射表中,有按不同专业方向对

应的多级不同类型文献资源映射关系.限于篇幅,
仅列出汇总后的部分映射.其中馆藏纸质图书种数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统计.

如果按照传统的类目进行对应,可在«中图法»中
的“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下匹配到明确的类

目:“G２５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和“G２７档案事业”.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中,按照G２５和G２７分类对

应的图书类文献资源包含:中文８４９０种,日文５４９
种,俄文２３９种,英文２５４０种,其他文种２６３２种,共

１３０８９种.很显然,如上表４中列出的支撑一级学科

“１２０５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建设和发展的图书馆

文献资源更加完整、全面.通过这种详细的多层多级

的映射关系,图书馆可以从多个角度发现馆藏不足,
优化馆藏结构,设计完备的文献资源数据服务.

表４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相关内容主题分类对应馆藏文献

支撑学科建

设需要的文

献资源　　

用于统计馆藏资源对应的«中图法»分类号 馆藏纸质图书种数

所有文献

资源　　

A８１;A８４;B－４;B０;B１５;B２２;B２５０．５;B２６１;B５;B８１;B８２;B８４;B９;C－４;C３;C８;C９１;

C９３;D－４;D０;D２－０;D２３;D２６;D６;D７７１．２;D８;D９１２．８;D９１３;D９２０．０;D９２０．４;D９２２．８;

D９２３;E－４;E０;F－４;F０;F１１;F１２;F１７１．２;F２０８;F２７２．７－３９;F２７３．１;F４９;F７１３．３６;

F７１３．５２;F７５２;F８３０．４９;G－４;G１１２;G１１３;G１１４;G２０１;G２０２;G２０３;G２０６;G２１９．２９;G２３;

G２５;G２６０;G２７;G３０２;G４０－０５;G６４１;G８;H０;H１９３．９;H－４;H３１９;H３－４;I－４;I１６;

I２０６;J－４;J０;J９０－０５;K－４;K０２;K１;K１０;K２０３;K２０７．８;K２６;K２７;K３１２．６;K７１２;K８５;

K８６;K８７;K８８;N－４;N０２;N９１;O－４;O１;O２;P－４;P２０８;Q－４;R－４;R－０５８;R１;R２;

R３３８．２;TB－４;TB１８;TL－４;TN４;TP１８;TP２７４;TP３;TP７０１;TU－４;X－４;Z１２６

中文４０７５６０
日文２６８７６
俄文１３０７０
英文２０２５７７
其他文种９８４２９
总计７２６１００

主要专业

文献资源

C３;C８１１;C９３;D０３５－３９;D０３５．１;D９１２．８;D９２２．８;D９２３．４０４;D９２３．４１４;F０６２．５;F４９;F７１３．
３６;G１１３;G２０２－３９;G２０２;G２０３－３９;G２０３;G２０６．２;G２３－０５;G２３０;G２３２;G２３５;G２３７．６;

G２３９;G２５;G２７;G３０２;K０－４;O１;TP１８１;TP２７４;TP３

中文７８９３６
日文２６１３
俄文２７０１
英文３７７８１
其他文种１２４３３
总计１２９３９２

思政和通

识类资源

A８１;A８４;B－４;B０;B１５;B２２;B２５０．５;B２６１;B５;B８１;B８２;B９;C－４;C８１９;C９１;D－４;D０;

D０９１;D２－０;D２３;D２６;D６;D８;D９２０．０;D９２０．４;E－４;E０;F－４;F０;F１１;F１２;F２７３．１;

F７５２;G－４;G２０２－３９;G２１９．２９;G２５６．１;G５２９;G６４１;G８;H１９３．９;H３１９;H－４;I－４;J－
４;K－４;K０２;K１;K２０７．８;K２６;K２７;K３１２．６;K７１２;K８５;K８６;K８７;K８８;N－４;O１３;O－
４;P－４;Q－４;R－４;R１;R２;TB－４;TL－４;TN４;TP３;TU－４;X－４;Z１２６

中文３２３５９３
日文２１８５１
俄文８６６６
英文１３７２７０
其他文种８０１５８
总计５５５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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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学科映射的数据服务实践与探索

文献的分类是文献组织管理与查找利用的基

础.我国图书馆馆藏文献分类大多数采用«中图

法»,但由于历史原因,有的图书馆保存有采用«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的馆藏文献.在北京大学图

书馆馆藏中,除了上述分类法,西文文献还有采用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编

目分类,中文文献还有采用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

法»和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等.除了这些传

统纸质资源采用的分类体系外,电子资源多是采用

服务商提供的不同分类,例如 WOS分类和Scopus
的Citescore分类等.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都对学

科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需要对图书馆

各类资源用到的不同文献分类法体系与高校学科作

映射,做到纸电书刊一体化分类盘点.
下面分别介绍基于这些映射关系,图书馆的实

际应用和可能提供的数据增值服务.

３．１　面向图书馆

在学科分类和文献分类之间建立的映射关系使

两种不同的分类体系之间实现了互操作,这种互操

作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对学科和专业的文献资源数量

的统计,提高对学科和专业进行评估时的统计精度,
也可使图书馆的专业文献统计工作更加规范化.图

４是按照«中图法»分类和高校学科门类及部分北京

大学“双一流”学科的纸质馆藏主要专业资源分布情

况,揭示了现有馆藏在多种学科分类下的对各学科

的资源支撑情况.同理,也可以按照高校学科分类

统计馆藏主要专业资源利用情况.这些数据可为优

化馆藏结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

图４　按照不同学科分类的纸质馆藏主要专业资源分布情况

　　随着电子资源在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
馆藏量和使用量中的占比和重要性越来越大,对其

进行准确统计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部门选

择购买电子资源时要做的重点工作.商业机构的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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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资源分类与«中图法»分类映射关系的建立使图

书馆在选购商业性数字资源时,能够以与本馆馆藏

文献使用的分类体系匹配的学科分类进行商业资源

的独特性和匹配度检测,做到可知、可信、可靠、可用

和可测.如我们对 Elsevier期刊采用的 Citescore
学科与«中图法»分类进行了映射,图５揭示了２０２１
年Elsevier期刊按«中图法»大类的分布情况.馆员

通过这些电子资源的学科信息与其他数据库资源信

息的比对,可以方便获取到各电子资源的学科独特

性数据和学科覆盖率,也可以方便地与各学科纸质

资源数据进行对比.拟订购数据库内容学科分布数

据为图书馆对商业数字资源检测和选购提供了必不

可少的数据资源.

图５　２０２１年Elsevier期刊按«中图法»大类的分布情况

中文资源分类与外文资源分类之间以及纸质资

源分类与电子资源分类之间的相互映射关系使图书

馆能够全面地盘点图书馆馆藏资源对高校学科建设

的总体保障情况,进而使图书馆可以从高校学科视

角出发,覆盖资源保障、利用情况、学科引用、数据库

支撑及学科高质量发文等多个维度的学科价值资

源,为各学科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等提供评估服务.

３．２　面向学校院系

图书馆作为学校学科建设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服务学校学科建设、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院
系需要了解本院系建设学科的资源保障情况.利用

国外外文资源文献分类与«中图法»分类的映射关

系,图书馆不仅可以提供目前馆藏学科资源情况,还
可以提供国内外大学图书馆馆藏学科资源情况,使
图书馆与学校的学科建设协同,提供融入式支撑服

务,根据院系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目标需要适时调整

和提高对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资源保障率.例

如:院系要申请一个新兴一级学科学科点,需要了解

可用于此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的图书馆馆藏资源情况,如图６是图书馆提供学科

资源数据的部分服务模板.支撑本学科建设的馆藏

资源列出了思政和通识类资源以及学科专业类资源

的信息,专业类资源还提供了本馆目前馆藏数据和

国内外其他大学图书馆馆藏及 OCLC WorldCat的

数据对比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说明了图书馆目前可

以为本学科建设能够提供的文献资源总体保障情

况,助力学校院系申请新的一级学科点,而且为图书

馆和院系师生全面了解支撑本学科建设需要的专业

文献保障提供了基础依据,使图书馆和院系能够共

同协作找出学科资源差距,师生参与图书馆资源共

建共管,最大可能地提高学科文献资源保障率.

图６　支撑某新兴学科建设的馆藏资源部分数据服务案例示意图

我们也可以从学科文献计量的角度为院系提供

学科建设成就的纵横比较分析.不仅可以进行国内

机构学科比较分析,也可进行国际比较.在对同院

系某学科在一段时期内进行纵向比较时,可采用较

为详细的文献分类体系进行,如«中图法»分类和

WOS分类.利用«中图法»分类和 WOS分类之间

的映射关系,可以把院系学者在国内外发表成果数

据统一在同一个分类体系下进行比较,方便了解学

科在不同时期各研究领域的建设情况.通过不同机

构同类院系之间的比较分析可以了解同类院系在各

研 究 领 域 中 的 不 同 侧 重. 如 要 对 “化 学

(Chemistry)”学科对比分析两个机构的科研产出概

况,很有可能机构 A 的论文产出更多地集中在生物

化学研究领域,而机构B的论文更多集中在物理化

学,宽泛的学科就不如文献分类能精细地反映两个

机构的科研影响力.各种分类体系之间关系的构建

使我们在做比较分析时可以根据分析对象、内容和

目的等进行结合任意选择合适的学科分类体系.

３．３　面向学校科研管理机构

每个年度大学都要进行科研成果统计,通常的

统计方法是要求学校各院系先填报,然后由学校科

研管理部门汇总,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填报周期比较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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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也可能因为通知不到位漏报,还可能造成跨学科

合作研究成果的重复填报.自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面

向学校科研管理机构提供数据服务以来,每个年度

都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过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检索并

提供科研成果的学科分布数据服务,协助学校科研

管理机构填报学校各学科科研成果,图７是科技类

成果填报表,此填报表是国家层面的统计,填报学科

分类是最宽泛的大门类.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机

构成果数据库中,不仅保存了北京大学学者在各重

要检索系统收录期刊发表的文章信息,而且建立了

各重要检索系统的学科目录与«中图法»以及高校学

科的关联信息,所以既可以按教育部学位授予的１４
个门类提供成果统计数据,也可以按１１７个一级学

科分别提供详细的成果统计数据.

图７　科技成果统计示例

　　在积极转变我国科研评价的“唯SCI”“重洋轻中”
等不良导向的大趋势下,我们在选取了国际主流的期

刊数据库的同时,还重点选取了我国重要的期刊数据

库以及评价机构的成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收录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CSCD来源

期刊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科技核心期刊等作为科

技论文成果的统计源.构建了这些不同来源的不同

文献分类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对所有统计源期刊进

行学科分类标引.如图８所示,每种期刊既有其国外

ESI学科归属、WOS分类和Scopus的Incites分类,也
有国内的«中图法»分类、各种评价成果分类等.这样

不仅能够推动国内外科技期刊数据的同质等效使用,
而且能够服务于学校学科评价和人才评价的政策制

定.结合期刊的多种影响因子、特征因子、论文影响

力指数等多个文献计量指标,引导个人代表作的筛选

及进一步的学缘分析、科研方向分析等,为各学科建

设发展的影响力评价提供更为客观的统计数据,更好

地服务于学校科研创新.

图８　中英文期刊不同分类体系的标引和归类

４　讨论和展望

在已有数字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形成数据资

源,从而实现增值服务是大学图书馆的重点工作之

一.图书馆文献分类和学校学科建设的关联数据是

基础的必备数据,为高校的学科结构渗透到馆藏文

献的学科结构中起到桥梁的作用,使图书馆能够以

高校学科建设的视角提供多样化的数据增值服务.
但分类体系的选择和分类映射方案的设计与服务对

象和使用他们的目的密切相关.
当应用于支撑学科建设的文献资源数量统计

时,可以根据统计目的和服务对象的不同,提供不同

层级的数据服务,既可以按总体保障、专业资源保障

和思政、通识类资源保障情况分别进行统计,也可按

如下分层提供多级数据服务:

⚬A级:思政资源＋通识资源＋专业核心资源

＋专业基础资源＋专业相关资源

－A１级:通识资源＋专业核心资源＋专业基础

资源＋专业相关资源

－A２级:思政资源＋专业核心资源＋专业基础

资源＋专业相关资源

⚬B级:专业核心资源＋专业基础资源＋专业

相关资源

－B１级:专业核心资源＋专业基础资源

－B２级:专业核心资源

－B３级:专业基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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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４级:专业相关资源

⚬C级:思政资源＋通识资源

－C１级:思政资源

－C２级:通识资源

⚬D级:自定义学科＋思政资源＋通识资源

由于如前文所述的映射关系的分层设计,对于

支撑学科建设的保障资源计算,除了可以按总体保

障情况、专业资源保障情况和思政、通识类资源保障

情况进行 A级、B级和 C级的数据服务,也可以提

供更加精细化的如上列出的 A１、A２、B１、B２、B３、

B４、C１、C２级的数据服务,还可以针对某一个新兴

学科,按院系自定义的学科内容需求提供 D级的数

据服务.
客观的文献计量数据也广泛应用于学科评价,

除了 THE世界大学排行榜外,其他三大世界学科

排名的指标体系中文献计量所占比例均在６０％以

上.国内外多种学科评价体系中,国际影响力较大

的有ESI学科排名和 QS学科排名等,国内最具权

威的就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

一级学科评估.众所周知,如仅以国外学科标准对

国内高校进行评价,大多数高校都不能进入排名;而
单纯以国内标准评价,则难以按论文客观地进行学

科归类,同时不利于实现学科的国际化.如图８中

基于期刊文献建立的国外分类体系与国内分类体系

的互操作关系使学校及院系进行学科发展评估和人

才评估时,可以按分析对象、内容和目的等方面的需

要来选择合理的学科分类体系,把国内外文献资源

相结合,进行学科全球竞争力的比较和分析.当进

行国际机构间的学科比较时,可采用ESI学科分类;
当进行国内机构间的学科比较时,可采用教育部一

级学科分类;当对同一机构进行纵向的学科发展比

较时,可采用更加精细的 WOS分类和«中图法»分
类.如何合理地应用客观的文献计量数据或学科关

联工具,需要图书馆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共同协作,
做到“知其然”,才能明确学科定位,促进学科发展,
真正达到学科分析与评价的目的.

在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四
新”背景下,高校在逐渐调整其学科专业结构,并增

加新专业来优化本校的学科建设以适应社会需求,
高校图书馆原有的馆藏学科结构的平衡被打破,馆
藏建设与学校学科专业发展存在脱节的问题.因

此,图书馆文献分类和学校学科建设的关联数据服

务还需要探索注入新的理念,为“四新”学科的发展

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撑.同时,高校图书馆也需要

助力学校管理部门打破 WOS、SCOPUS等以英文

文献为主的西方数据库对学术话语权和学术评价的

垄断,探索更为科学、全面、合理的学术影响力评价

方法,更加公平、公正地评估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
为我国“双一流”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提供更为客

观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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