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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砥砺前行
朱　强

“又是一年春来早”,伴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我们迎来了２０１７年.
盘点２０１６年,作为 “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收获了丰硕

的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 «“十三五”规划

纲要»都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教育改革的深化无疑在深度和广度上对高校

图书馆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各地

图工委认真组织各高校图书馆学习和贯彻落实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同时,组织编撰

了 «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协助教育部规划司完成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指标 (试行)»中 “生均图书”指标的修订,与时俱进地将电子图书纳入统计范围,高

等学校教学评估指标体系也将作相应修改.在古籍保护修复、文献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建设、
建筑与空间变革、服务营销与阅读推广、信息素养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等多个领域,图工委

各工作组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无论是理论和实践上均有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高校图书

馆在服务创新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成功举办,知

识服务、知识管理、研究支持、数据管理、数字人文、科研竞争力评价、学科态势分析、嵌入

式教学、新媒体传播等新型服务方式和内容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内涵、外延、层次和质量.
展望２０１７年,除了延续在上年各领域的进展,关于图书馆重新定位、新一代图书馆系统

应用等发展趋势的讨论将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议题.适应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开放科学和

数字学术等新的技术和理念催生的高等学校学术新生态和学习新生态,高校图书馆正朝着人

文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生态图书馆和开放图书馆的方向持续不断地转型和升级.在这一过

程中,图书馆必将打破既有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在组织机构调整、业务流程重组、馆舍空间

改造等一系列举措上发力.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一些图书馆的机构重组,跨部门的团队得以

组建,类似科研数据服务、决策支持服务、专利与知识产权服务、学术影响力分析等新的岗

位应运而生,图书馆员承担与发挥着与以往不同的职责和作用.随着新一轮高校图书馆的新

馆建设和旧馆改扩建,馆舍空间从理论到实践都会有新的突破,从信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

空间到创客空间,将更加凸显图书馆 “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一贯宗旨.随着高等学校新

一轮人事管理改革,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将面临新的改革发展机遇.同时,一些固

有的疆界也可能被打破,图书馆与出版商、图书馆和数据库提供商将会尝试和探索跨界发展、
合作发展的新路径.

搭乘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前进列车,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在经历了拨乱反正、快速

增长后已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新阶段,新一代图书馆的蓝图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描绘.未来

几年,高校图书馆将围绕国家 “双一流建设”的战略目标,主动适应新环境,面向新需求,
精准定位、不断创新,争取在一些方面从 “跟跑者”变成 “领跑者”,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的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