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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吴晶晶∗　韩子静　余敏杰　毛一国

　　摘要　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是高校加强内部管理控制、实现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科学的绩效审计指标体系设计是开展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实践的关键.文章在

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下,综合考虑国内绩效审计规章制度、图书馆行业绩效评

估标准、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探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

标体系,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开展绩效审计实践提供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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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财政部、教育

部先后发布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规章制度,要
求高校加快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步伐、建立

健全共性的绩效指标框架和分行业领域的绩效指标

体系,实现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以提高财

政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绩效审计是国家审

计机关对政府及其部门和其他组织所发生的经济活

动,进行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审查和评价[１],
也是高校实现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手段[２].文献资

源购置费是高校图书馆用于购置各类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

款,对高校图书馆开展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是

高校加强内部管理控制、促进文献资源购置费提质

增效、优化后续经费配置机制的重要方法和依据.
目前,我国高校财政资金绩效审计工作主要由

高校内部审计机构主导,由于图书馆缺乏行业通用

的经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以及高校内部审计工作

人员对图书馆行业特点、发展规律等缺乏全面深入

的了解,导致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难以设

定、预算绩效管理困难重重.开展高校图书馆文献

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研究是高校图书馆界

顺应国家预算绩效改革大环境、检验和提升图书馆

文献资源购置费配置效率、为“双一流”建设和人才

培养提供更优质的学术资源保障和知识服务支撑的

现实需要.

２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绩效审计现状

笔者根据文献和网络调研发现,国内外高校图

书馆主要以绩效评估为出发点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首次开展

图书馆评价活动,开创了国外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价

的先河[３].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OrＧ
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ISO)、国际图书馆协

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Ｇ
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北美研究型图书

馆协会(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ARL)等
国际组织和图书馆行业组织的带领下,国外高校图

书馆目前已形成以投入产出为主的工作内容绩效评

估、以用户感知为主的图书馆服务成效评估和图书

馆资源及服务对用户的影响力评估三大评估体系,
且体系化理论研究与丰富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积累

了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和评估工具,同时持续性的绩

效评价实践还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图书馆绩效评估指

标,保障了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估的常态化和经费使

用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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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图书馆对绩效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起步

较晚,１９９０年«图书馆建设»发表第一篇译文«图书

馆绩效测定———理论与实践»,图书馆评价开始引入

“绩效”概念,此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

“图书馆绩效评价研究”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指南,绩效评估的理论和实践逐渐丰富[４].在理论

研究方面,多位学者对国外绩效评估指标、项目、报
告进行介绍及解读[３,５－１１];叶继元、陈乃实尝试借鉴

国外图书馆绩效评估标准和国内公共图书馆绩效审

计实践,制定我国图书馆质量评估框架[１２－１３];实践

方面,为顺应本校的绩效管理要求,厦门大学图书

馆、上海大学图书馆根据学校战略目标框架,制定适

合本馆的绩效评估指标[１４－１５];武汉大学图书馆尝试

利用 LibQUAL＋开展绩效评估实践,为其他图书

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及指导[１６].总体来说,我国高

校图书馆绩效评估理论和实践都处于初级探索阶

段,理论研究缺乏具体实践支撑,说服力不足;将西

方发达国家的绩效评估方法直接运用到国内高校图

书馆,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且评估实践以图书馆

自评估为主,缺乏用户、外部机构等第三方评价,单
一的评估主体导致评估实践受关注的程度、受支持

的力度以及长效机制形成的可能性均较小,评价结

果认可度不高,距离教育部要求的“建立标准科学、
程序规范、方法合理、结果可信的预算绩效管理规

范”尚有一定差距.
与绩效评估不同,绩效审计多由高校内部的审

计机构或者高校引入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是一

种外部审计或者第三方审计,相较于图书馆开展的

自评估来说有其独特优势,能为高校提供专业、独
立、全面的绩效信息,其结果更容易受高校、师生用

户等利益相关者认可.目前,绩效审计理论和实施

准则已相对成熟,开展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

审计指标体系研究,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审计

指标体系成为高校图书馆绩效审计实现预期评价目

标的关键.

３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

构建

绩效指标体系是各种相互联系的指标的总体,
每个绩效指标应从不同方面反映审计项目的现状和

发展状况,衡量绩效责任主体的实际运行状态是否

达到预期目标[１７].在构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

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过程中,应首先明确文献资

源购置费绩效审计内容,在国家绩效审计政策的框

架下,借鉴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已有绩效审计标准及

研究成果,兼顾我国高校图书馆实际发展状况,构建

反映图书馆整体绩效的多维度指标体系.

３．１　明确审计内容

根据审计法和审计准则规定,审计机关依据有

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

规定,对国家的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

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１８].重点对财政收支、财
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程度、遵守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情况、实现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进行审计[１９].
我国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按照用途大致

分为文献采购经费与业务费两大类,文献采购经费

用于所有数字和纸质文献资源的采购;业务费包括

与文献资源相关的业务费用支出,如资源整合揭示、
加工材料、自建特色数据库等.对高校图书馆文献

资源购置费进行绩效审计,既要对经费的使用情况、
产出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又要对图书馆使用文献资源购置费所取

得的效益如图书馆服务质量、师生用户满意度等进

行检查.

３．２　指标构建原则

３．２．１　科学性和合理性

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到绩效审计工作的效率和质

量,其主要体现在指标内涵是否正确客观、体系设计

是否系统完善、层次逻辑是否清晰严谨,以及各项因

素分析的准确性等若干方面.在指标设计过程中,
尽可能消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以全面的、具有内在逻

辑联系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同时指标设计也要符合

我国实际,充分考虑到高校图书馆行业状况及地区

发展差异,绩效评价的标准应是大部分高校图书馆

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以保证根据绩效审计指标得

出的结论相对客观.

３．２．２　指导性和衔接性

在制定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过程

中,应遵循和参照审计署、财政部、教育部以及高校内

部制定的绩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绩效审计内

容、方法及实践具有自上而下的衔接性.如财政部印

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为绩效评价

６２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吴晶晶,韩子静,余敏杰,毛一国

StudyonPerformanceAuditingIndexSystemofUniversityLibraryFunds/WuJingjing,HanZijing,YuMinjie,MaoYiguo



2023

年
第2

期

工作提供了相对统一和权威的指标;审计署、教育部、
高校出台的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文件对高校绩效审计

工作重点、审计方法、审计报告撰写等作出了具体规

定,对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的制定具有

指导意义.可参考借鉴的绩效审计规章制度详见表１.

３．２．３　通用性和互补性

国际上已形成多个内涵丰富、经过实践检验的

图书馆绩效评估行业标准,在制定文献资源购置费

绩效审计指标体系时,可借鉴其通用指标和评估项

目已有成果,同时兼顾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以
保证绩效审计的公平性和可行性.可借鉴的绩效评

估国际标准和项目见表２.

表１　我国绩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２０] 国务院 ２０１８年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参考)[２１] 财政部 ２０２０年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２２] 审计署 ２０１８年

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２３] 教育部 ２０２０年

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２４] 教育部 ２０１９年

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２５] 教育部 ２０１５年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２６] 教育部 ２０１５年

表２　绩效评估国际标准和项目

机构 标准/项目 说明

ISO

２７８９:２０２２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 — InternaＧ

tionalLibraryStatistics

图书馆统计标准规范,统计维度为馆藏;员工;服务和利用;获取和设备;

资产和支出;管理数据

１１６２０:２０１４ Informationand Documentation—Library

PerformanceIndicators

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成本效益绩效评估标准,共设置５２个指标,一级指标

为资源、获取与基础设施;利用;效率;潜力与发展

１６４３９:２０１４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Methods

andProceduresforAssessingtheImpactofLibraries
为图书馆开展影响力评估提供方法指导,未设置具体指标

IFLA
Measuring Quality:Performance MeasurementinLiＧ

braries

图书馆绩效衡量标准,共设置４０个指标,一级指标为资源与设施;利用;

效率;潜力与发展

ARL

LibQUAL＋[２７] 高校图书馆成效评估工具,以在线调查方式评估图书馆服务质量

LibＧValue项目[２８]
高校图书馆影响力评估项目:用调查问卷和条件价值法等方式评估图书

馆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

３．２．４　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

可操作性是指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所涉及

的审计数据搜集应具有可行性,在实践中能得出相

对客观的定量结论;可量化性是指使用绩效等指标

可用数值来衡量.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特性决定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时间长,在教学科研及

人才培养方面产生的间接效益更是难以直接体现,
数量指标设计难度较大,应尽可能寻找可计量的产

出进行综合评价.

３．２．５　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

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具有行业特殊性,在
绩效审计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与图书馆相关的专业

知识,而绩效审计工作一般由非图书馆行业人员实

施,跨行业审计需要审计各方充分沟通、相互理解.
在设计指标时需找出易于被审计管理部门、专业审

计机构理解的指标,以确保审计工作顺利实施;同时

指标应兼顾图书馆行业特点和个性化评价要求,能
同时被高校、相关审计机构、高校图书馆、师生用户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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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利益相关者接受,以提高绩效审计结果的认可度.

３．３　绩效审计指标设计

遵循绩效审计指标构建原则,笔者根据财政部

制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置“决

策”“过程”“产出”“效益”４个一级指标,综合国际图

书馆界绩效评估指标和我国高校图书馆实际情况,
考虑指标的易理解性,探索构建适合我国高校图书

馆的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详见表３.
表３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决策

战略规划
发展战略

科学性
定期制定图书馆中长期战略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相关规划和计划具有前瞻性、可行性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明确性

按年度设置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及效益指标与年度实施内容相对应;相关指标可衡量、可考核;有明确

的责任人和考核时间

绩效目标

合理性

绩效目标符合学校及图书馆发展规划;与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内容及特点相适应;具备可实施条件;与项

目资金量相匹配

预算安排

预算编制

科学性
项目内容、经费预算需求清晰;项目各项费用支出测算依据充分;预算资金量与项目任务相匹配

资金分配

合理性
经费分配符合学校学科分布及学科发展战略;资源类型占比与学科特点及其文献需求相匹配

过程

内部

控制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制订文献资源建设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及业务规范;规章制度制订依据充分、实施流程明确、权责清晰

制度执行

有效性
项目实施过程严格遵照相关管理规章制度执行

组织架构

合理性

组织管理体系完善、架构合理、职责清晰;执行部门分工合理,关键岗位有定期轮岗机制;符合学校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要求

采购程序

规范性

采购申请及执行、合同管理、采购验收等按照学校及图书馆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实施;采购未发生重大质

量及经济问题

采购依据

充分性
充分考虑学校学科建设需求;文献资源需求征集渠道完善;采购评估及论证过程充分

采购策略

创新性
创新基于用户需求的文献资源采购模式;创新基于学科特点的文献资源采购策略

采购

时效管理
采购周期合理;建立针对供应商的采购执行监督机制;图书馆验收、编目、入库流程及时

信息化

支撑

信息系统

融通互联

图书馆各类业务系统统一纳入学校数字化建设体系,实现与学校采购管理、财务报销、资产管理、课程

管理、科学研究、线上教学平台等相关系统的融通互联

资源服务

支撑平台

智能化支撑平台覆盖文献资源服务全流程(资源荐购、采购进程跟踪、新书信息发布、馆藏资源统一检

索、数字资源７×２４小时访问、特色资源整合揭示、图书借阅、文献传递、读者互动反馈等)

资源绩效

分析平台

以资源评价为核心,建立从资源评价标准、资源评价工具、资源评价数据应用为一体的文献资源绩效评

估系统,全面分析文献资源保障、利用、绩效情况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文献资源购置费年度整体预算执行率;各子项目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

合规性
资金使用符合预算编制;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完善;财务报销程序规范;报账资料真实完整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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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过程

成本控制

图书复

本控制
资源类型、复本数量与馆藏发展目标、学科需求相匹配;具备有效控制图书复本的策略和方法

纸电期

刊优化

中外文纸电期刊重复率;纸质期刊(包括数据库绑定纸质期刊)年均投入合理;定期开展绩效评估对相

关期刊实施优化

数字资

源优化
同类型数字资源重复率;定期开展绩效评估对相关数字资源实施优化;加强数字资源谈判,严控涨幅

共建共

享机制
构建兼容并济、优势互补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及模式;参与行业集团采购或联合采购

资产管理

管理机制 制定图书资产管理规章制度;资产分级管理机构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工作机制
图书资产审核及申报流程及时;登记统计、日常管理、清查盘点、资产处置等工作流程规范、账实相符;

买断型数字资源类资产有本地存储或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计划保障,版权清晰

产出

资源

数量

图书数量
生均图书数量、生均年进书量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年度新增数量与年度预

算数量相符

期刊数量 期刊累积量与学校办学规模相匹配;年度新增数量与年度预算数量相符

数据库数量 数据库累积量与学校办学规模相匹配;年度新增数量与年度预算数量相符

其他类型

文献数量
年度新增数量与年度预算数量相符

资源质量

图书质量
与学校学科布局、研究方向相匹配;核心书目入藏率;核心出版社图书入藏率;师生发文引文图书保障

率;特色馆藏(珍本图书、名家捐赠、学科专题特藏等)

期刊质量 与学校学科布局、研究方向相匹配;师生发文引文期刊保障率;核心期刊保障率

数据库质量
与学校学科布局、研究方向相匹配;同类高校订购情况比较;师生发文引文保障率;检索使用便捷性;自

建特色数据库

其他类型

文献质量
与学校学科布局、研究方向、校园文化建设需求相匹配;特藏资源可用性

效益
资源

利用

数字资源

利用
年度访问量、下载量、引用量、拒访量;使用成本

纸质资源

利用
总体馆藏借阅率;年度新增馆藏借阅率;预约借阅满足率;馆际互借满足率;使用成本

资源整

合揭示
资源整合揭示程度(检索平台、专题书目、特色数据库等)

资源宣

传推广
资源宣传推广广度及深度(新书报导、资源动态、专题展览、学术讲座、主题活动等)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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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效益

读者

服务

馆舍开放 年度开放天数;周开放时长;师生年度入馆人次

教育培训 年度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类培训活动的场次、参加人次、合作单位数量、影响力等

文化活动
年度开展阅读推广、校园文化建设、文化传承创新等各类文化活动的场次、参加人次、合作单位数量、影

响力等

情报服务

情报分析及

评估决策
对接学校、机构、学科、学院,提供人才评估服务、学科情报分析、发展决策分析等年度服务次数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包括专利检索、查新、分析、挖掘以及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等)年度服务次数

科研支持 对接科研需求提供科技查新、查收查引、代表性论文影响力分析、研究领域竞争力分析等年度服务次数

可持续

影响

捐赠及配套

资金
年度获赠高品质赠书数量;年度特殊资助经费(包括捐赠费、特别专项费、共建经费等)

拓展合作 拓展高水平合作渠道;积极参与业界活动;拓展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图书馆对外影响力评估

新媒体

关注度
图书馆在新媒体平台中受关注程度,如清博指数 WCI等

学术竞争力 图书馆学术能力排名;图书馆学者学术活跃度排名;年度学术成果数量及质量

用户

满意度

读者满意度 师生对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满意度

科研服务

满意度
科研服务对象对图书馆科研服务的满意度

　　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用于对文献资源购置费使用

的过程、效率、效益进行整体审计.决策指标从宏观

上评估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校发展战略目标的

一致性,绩效目标、预算安排与战略规划是否相符,
且有一定的可实施性和可考核性.过程指标审计文

献资源采购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的合规性、经
济性和效率性;产出指标评估所购置的文献资源的

数量及质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效益指标评估经费

使用效益,如读者文献资源利用和知识服务、用户满

意度等.这一指标体系既对文献资源购置费的投入

产出、使用过程进行细化评估,同时又考虑图书馆基

于文献资源购置费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用户满意度等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全面

性、客观性、权威性和精准性.
在可行性和数据获取方面,可通过查阅法获取

各项战略规划、规章制度类决策和内部控制文件;抽

取文献资源购置费收支凭证,核查资金管理数据;利
用采购系统、图书资产管理系统、年度决算报告等获

取采购管理、资产管理数据;通过图书馆网站、绩效

管理系统获取资源数量和质量数据;利用图书馆年

度报告、问卷调查、服务对象抽样调查等方式获取资

源利用、用户满意度等效益指标数据.
考虑到我国高校图书馆规模相差较大且处于不

同的发展阶段,在指标体系设计中,为保证指标的行

业普适性,未对指标进行定量化设置,高校图书馆可

根据学校及图书馆实际情况对指标及其解释说明进

行调整,测算并合理设置量化指标,构建符合学校绩

效管理及图书馆发展需求的、操作性强、科学客观的

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推动文献资源

购置费管理的科学规范,改善和提升图书馆的各项

功能和服务.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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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权重赋值

在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体系中,指标

权重不同,所反映的高校图书馆职能、履行效果的重

要程度也不同,指标权重赋值直接关系到高校图书

馆绩效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绩效审计常用

的权重赋值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

包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估法等数理统计方法,其中

层次分析法是对具体方案的多指标系统进行分析的

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化决策方法,它能将复杂的决策

思维进行数量化和模型化,其简洁明了的系统分层

结构、易于理解的特性使其在高等教育绩效评估、高

校科研经费绩效审计中广泛使用[２９－３３],图书馆界在

图书馆绩效评估、智能化采访、文献资源购置费分配

研究中亦常使用此方法,因此本次指标体系构建也

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计算常用步骤包括:确立

目标———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运用专家评分

法确定指标、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及一致

性检验———进行层次总排序,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最

终权重[３４].笔者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将上

述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从高到

低建立层次,邀请图书馆行业专家、专业审计机构对

指标权重进行重要性判断,给出具体数值,将数值输

入SPSSPRO数据分析软件[３５],得出各指标权重,再

经过一致性检验,得出最终的指标权重,构建出高校

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权重.为了计

算方便,本文以百分制对指标赋值,最终计算出决策

指标１３分、过程指标３５分、产出指标１６分、效益指

标３６分.具体分配值见表４.

表４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

　　 绩效审计指标分值设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配值

决策

(共１３分)

战略规划 发展战略科学性 ３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明确性 ３

绩效目标合理性 ２

预算安排
预算编制科学性 ２

资金分配合理性 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配值

过程

(共３５分)

内部控制

管理制度健全性 ２

制度执行有效性 ２

组织架构合理性 ２

采购程序规范性 ２

采购依据充分性 ２

采购策略创新性 ２

采购时效管理 １

信息化支撑

信息系统融通互联 ２

资源服务支撑平台 ２

资源绩效分析平台 ２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２

资金使用合规性 ３

成本控制

图书复本控制 ２

纸电期刊优化 ２

数字资源优化 ２

共建共享机制 １

资产管理
管理机制 ２

工作机制 ２

产出

(共１６分)

资源数量

图书数量 ２

期刊数量 ２

数据库数量 ３

其他文献类型数量 １

资源质量

图书质量 ２

期刊质量 ２

数据库质量 ３

其他文献类型质量 １

效益

(共３６分)

资源利用

数字资源利用 ３

纸质资源利用 ３

资源整合揭示 ３

资源宣传推广 ２

读者服务

馆舍开放 ２

教育培训 ２

文化活动 １

情报服务

情报分析及评估决策 ２

知识产权 ２

科研支持 ２

可持续影响

捐赠及配套资金 ２

拓展合作 ２

新媒体关注度 １

学术竞争力 １

用户满意度
读者满意度 ４

科研服务满意度 ４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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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评

分标准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绩

效评价结果分值和等级设置[２１],统计各指标得分

值,得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的最

终值及等级(如表５所示).最终值是形成审计报告

重要的数据来源,图书馆可根据最终值计算过程中

反映的问题加强绩效管理、改进服务水平.
表５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

　　 计算值与评价值对比表

评分值 等级划分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

源购置费绩效审计

评价

≥９０ 优秀

８０－８９ 良好

７０－７９ 合格

６０－６９ 较差

≤６０ 不合格

４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构建

思考

４．１　设置数量适中的指标

对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进行绩效审计的

目的是,客观地查看、监督和管理图书馆的预算执行

状况,及时发现资金使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核查图

书馆各项活动的合理性及运行结果是否高效,实现

预算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

资源保障中心、教学科研支持中心与文化育人中心,
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绩效管理目标和特有的内容特

征,在制定指标体系时要抓住文献资源购置费这一

重点审计目标,框架设计要去繁就简,指标数量不宜

太多,选择与高校图书馆绩效关联度较高、职责结合

更密切的指标.

４．２　充分利用现有绩效指标

按照审计准则要求,从审前调查环节到审计指

标体系制定、审计实施中的证据收集乃至审计报告

撰写都建立在审计机构与图书馆充分沟通的基础之

上.对于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项目来说,虽然

目前尚无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指标可运用,但高校

图书馆可从已经开展的资源绩效评估、学科服务评

估、整体服务质量调查等实践中总结相应的指标及

量化数值设置,为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指标体系构

建提供参考,制订符合本馆的绩效指标,为后续经费

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４．３　开展绩效审计指标讨论

国外图书馆行业绩效评估指标均建立在大量的

理论研究和丰富实践基础之上.行业组织或通过召

开专业会议、或开展有影响力的绩效评估项目支持

和促进高校图书馆的绩效评估工作,并将绩效评估

成果公开化,供同行参考.IFLA 在网站上持续更

新图书馆影响力评估的文献,为国际图书馆界开展

绩效管理工作提供支持[３６].ARL自２００６年起每两

年召开一次图书馆绩效评估大会,为有兴趣的研究

人员和馆员搭建交流平台,馆员展示本馆开展的绩

效评估项目、分享评估经验,与研究人员共同探讨如

何科学地开展图书馆评估项目.一方面 ARL将这

些评估实践结集出版供同行借鉴,另一方面相关案

例也为 ARL建立和丰富指标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基础.在国内预算绩效管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

界亦需居安思危,积极开展绩效管理方面的研究和

讨论,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

作指导委员会可通过举办专业论坛邀请行业内专

家、高校图书馆管理者、评估馆员开展文献资源购置

费绩效管理讨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图书馆

共性指标,积极应对经费绩效审计工作.

５　结语

开展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绩效审计有利

于促进图书馆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提高图书馆

服务水平.客观公正的审计结果可以为高校的文献

资源购置费拨款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同时高校图

书馆为了获得持续稳定的经费,也会不断优化提升

文献资源购置费使用绩效.在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下,综合考虑国内绩效审计规章

制度、图书馆行业绩效评估标准、高校图书馆发展现

状,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

购置费绩效审计指标,对促进高校图书馆绩效管理

和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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