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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四川高校图书馆发展概述 

四川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109 所，其中：本科院校 51

所，高职（专科）院校 58 所。根据对四川省 82 所主要高校

图书馆的统计，2017 年馆舍面积 174.5 万平方米，相比 2016

年，实际增加馆舍面积 24.2 万平方米。读者座位 18.7 万个。

文献资源购置费 3.63 亿元，其中，电子资源购置费 1.85 亿，

较 2016 年均有所增加。文献累积总量 3.38 亿册(含电子图

书)，当年购置中文纸质图书 487.5 万册，当年购置外文纸

质图书 2.5 万册，当年购置中文纸质报刊 14.1 万多份，当

年购置外文纸质报刊近 1 万份，当年购置中文电子图书

4534.16 万册，当年购置外文电子图书 170 万册，当年购置

中文电子报刊 165.2 万份，当年购置外文电子报刊 54.2 万

份，当年购置数据库 754 个，自建数据库 269 个。外借纸本

书刊 823 万册次，电子资源下载量 1.4 亿篇次。全省高校图

书馆正式职工 2317人，其中博士 60 人、硕士 537 人，本科

为 1,116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约占 75% ,中高级职称

比例达 63%。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省教育厅和学校党政领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

进步，为促进我省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⑴认真学习贯彻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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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修订），充分发挥图书馆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中的作用，创新协作机制，加强科学管理和服务创新，共同

推动全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信息技术平台建设与读

者服务水平的大力提升，为全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文献信息保障。 

⑵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持续推进，文献保障

水平显著提高。“四川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引进评估咨

询专家组”继续积极开展工作，组织有关数据库的科学评估，

极大地提高各馆文献经费的使用效益。四川省高校图工委、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西南地区中心与四川

省中心、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西南中

心积极服务，全省高校图书馆不断加强协作协调，联合共建，

有效地推进了全省高校教学资源共享。 

⑶高校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全省高

校图书馆积极引进新技术，延长服务时间，通过数字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网络平台深入开展文献信

息服务，使广大师生使用图书馆更加便利快捷。 

⑷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学生阅

读指导和推广活动，并使之常态化、系统性，在丰富学生业

余生活，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提升高校园文化品位，构建有

特色书香校园，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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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电子科

技大学图书馆通过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展的“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复核。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全

民阅读先进单位”。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 15所高

校图书馆荣获四川省“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文理学院等 5 所高校图书馆荣获“全民阅读优秀组织

奖”。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被命名为“四川省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 

⑸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人员结构进一步改善，馆员综合

素质和业务技能不断提升。四川省高校图工委及其下设的各

协作组和专业组举办了各种研讨会、工作会，进行了有计划、

分层次的各种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举办创新案例大赛，并

积极参与了与国内外及西南地区图书情报界的学术交流活

动。各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学术研究，重视培养高层次的专

业馆员。每年举行的四川省高校图书馆“专家论坛”，大力

拓展了图书馆员的学术眼界。 

⑹高职院校图书馆和社会力量办学学院图书馆不断加

强规范化、科学化建设，整体水平持续提升。 

总之，面对新技术、新环境、新需求带来的挑战，四川

高校图书馆积极面对、勇于探索，在 2017 年实现了稳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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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四川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 

2.1 文献资源购置费 

2.1.1 年度总经费 

2017 年，四川省共有 81 所高校图书馆在“教育部高校

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中提交了有效的年度经费数据。年度总

经费的平均值①约为 559.3 万元（2016 年的平均值约为 540.98

万元），与去年相比增加了 18.32 万元，其中本科院校图书馆

总经费的平均值为 994 万元，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总经费的

平均值为 181.5 万元，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民办及独立）图

书馆总经费的平均值为 377.54 万元（注：社会力量办学共 11

家图书馆填报经费）。中位值②约为 268.3 万元（2016 年的中

位值约为 292.9 万元），极差③约为 4668.93 万元（2016 年的

极差约为 2802.08 万元），2017 年的极差比 2016 年更大。 2017

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的平均值为 650.4 万元，较四

川省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的平均值高出 91 万，16.27%。表

明我省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平均值低于全国，各馆之间差

距巨大，投入不均衡，而且不均衡状况呈现出年度差异。年

度总经费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 

 

                            

①平均值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之和除以填报有效数据的高校图书馆的数量

所得到的值。 

②中位值指的是将有效数据从高到低排序，排在最中间的高校图书馆所填报的值。 

③极差是指在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也能描述数据离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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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总经费分布 

年度经费（万元） 高校馆数 百分比 向上累积百分比 

<10   2 2.5%  2.5%  

10-49.99  7 8.7%  11.2%  

50-99.99  10 12.3%  23.5%  

100-149.99  11 13.6%  37.1%  

150-199.99  4 4.9% 42%  

200-499.99  22 27.1%  69.1%  

500-999.99  12 14.8%  83.9%  

1000-1999.9  8 9.9%  93.8%  

2000 及以上 5 6.2%  100.0%  

 

2.1.2 文献资源购置费 

共有 81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文献资源

购置费数据。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约为 447.98 万元万元

（2016 年约为 463.03 万元），均值出现小幅下降，此下降与

提交有效数据的图书馆的数量增加有关。其中本科院校图书

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为 839.52 万元，高职高专院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为 108 万元，社会力量办学院

校（民办及独立）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 323.96 万

元。文献资源购置费中位值约为 242.48 万元。 

2017 年四川省高校文献资源购置费本科院校排名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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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3、高职高专院校

排名前 10 见表 4。 

表 2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前 10 名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文献资源购置费(元)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43,110,296.00 

2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24,652,432.00 

3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24,326,402.00 

4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18,004,822.00 

5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13,998,976.00 

6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13,851,554.00 

7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12,760,307.00 

8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12,296,521.00 

9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11,250,445.00 

10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9,948,587.00 

 

表 3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前 10 名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文献资源购置费(元) 

1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6,492,439.00  

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3,964,607.00  

3 四川传媒学院图书馆 3,9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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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3,664,453.00  

5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 ,784 472.50  

6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2 ,697 412. 00  

7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2,300,000.00  

8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1,072,477.75  

9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587,523.94  

10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562,299.25  

 

表 4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前 10 名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文献资源购 

置费(元) 

1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4,116 ,091.54 

2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026,868.50  

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630,000.00  

4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424,800.00.  

5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36,562.00.  

6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958,855.00.  

7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1,831,049.00.  

8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826,477.25  

9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1,538,000.00.  

10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图书馆 1,471,7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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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 

共有 81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纸质文献

资源购置费数据，总数约为 1.82 亿元，较 2016 年增加了

2,143.9 万元。均值约为 223.27 万元（2016 年约为 257.11 万

元），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均值出现小幅下降，此下降与提

交有效数据的图书馆的数量增加有关。中位值约为 150 万元

（2016 年约为 166.4 万元）。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排在前 10

位的见表 5。 

 

表 5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前 10 名 

排序 图书馆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元）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14,922,637.00. 

2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7,985,494.00. 

3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7,149,306.00. 

4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6,072,439.00. 

5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5,667,677.00. 

6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5,468,961.00. 

7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5,055,825.50 

8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5,017,295.00. 

9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4,724,818.00. 

10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4,309,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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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电子资源购置费 

共有 77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电子资源采购费数

据。电子资源的总采购费用约为 1.85亿元（2016 年为 1.31 亿

元），电子资源采购总费用大幅增长与提交有效数据的图书

馆的数量增加有关，也与各馆实际采购费用增长有关。电子

资源采购费的平均值约为 240万元（2016年约为214.97万元），

约占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的 52.74%（2016 年约为 46.42%），

所占比例较 2016 年升高了约 6.3 个百分点。中位值是排在第

39 名的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的数据，约为 48

万元，最小值仅为 2.79万元（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最大值为 2,739.68 万元（四川大学图书馆），两者相差较大，

可见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采购费用的离散度很大，馆际差别

显著，且馆际间的差别正在逐步扩大。排在前 10 位的见表 6。 

 

表 6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置费前 10 名 

排序 图书馆 电子资源购置费(元)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27,396,842 

2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9,574,886 

3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16,335,455 

4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12,306,664 

5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9,412,894 

6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8,66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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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7,231,000 

8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6,827,560 

9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6,582,247.5 

10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5,959,661 

 

2.2 馆舍面积 

共有 78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馆舍面积

的数据，建筑总面积约为 174.5 万平方米（2016 年为 140.48

万平方米），馆均约为 2.24 万平方米。。较 2017 年全国高校

图书馆馆均建筑总面积 2.52 万平方米，少 0.28 万平方米，表

明四川省高校图书馆面积偏小。图书馆建筑面积位居前 10 

名的见表 7。2017 年面积最小的为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图

书馆，馆舍面积为 2638 平方米，排名第一的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的馆舍面积为 66974，是其 25 倍。四川省高校图书馆

生均馆舍面积前 10 名见表 8。 

表 7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前 10 名 

排序 图书馆 馆舍总面积(平方米) 

1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66,974 

2 四川大学图书馆 63,438 

3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59,316 

4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51,007 

5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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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49,144 

7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44,607 

8 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42,403 

9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39,406.73 

10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391,72.6 

 

表 8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生均馆舍面积前 10 名 

排序 图书馆 

馆舍 

总面积 

(平方米) 

学生

(人) 

生均馆舍

总面积(平

方米/人) 

1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 
1,9120 7,182 2.66  

2 成都工业学院图书馆 30,674 12,802 2.40  

3 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 34,670.99 14,600 2.37  

4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图书馆 18,000 7,596 2.37  

5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831.83 5,587 2.30  

6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991 4,843 2.27  

7 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 12,000 5,324 2.25  

8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900 9,672 2.16  

9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20,000 9,635 2.08  

10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4,700 7,124 2.06  

备注:生均馆舍面积=馆舍总面积(平方米)/学生数(人) 

 



12 

2.3 人力资源 

“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 高校图书馆的人力

资源统计包括馆长、在编馆员、合同制职工、临时聘用人员、

勤工助学人员。各馆自报的数据表明，2017 年，四川省高校

图书馆尽管馆舍面积和馆藏数量持续增长，但馆均在编职工

人数处于下降状态，这意味着图书馆员的工作效率持续提

高，高校图书馆聘请了更多的合同制职工和临时职工。与此

同时，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平均人力成本继续降低，高

校图书馆员的工作压力日益加大。 

 

2.3.1 在编馆员数量 

2017 年，共有 82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人力资源

数据。全省高校在编馆员总人数为 2317 人，馆均约为 28.25

人（2016 年为 33.71 人），中位值为 21 人。在编馆员较全国

高校图书馆馆均 37.2 人少 8.95 人，表明四川高校图书馆在编

人员逐年呈减少趋势，并低于全国均值 31.7%。在编馆员最

多的四川大学图书馆有 186 人（2016 年为 187 人），在编馆员

最少的仅 1 人。总的看来，在编馆员人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相差较大。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在编馆员人数本科院校排名前 10 见

表 9，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10，高职高专院校排

名前 10 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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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在编馆员人数前 10 名 

（本科院校） 

排名 图书馆 在编职工(人)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186 

2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98 

3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91 

4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84 

5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66 

6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65 

7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64 

8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63 

9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59 

10 成都大学图书馆 59 

 

表 10  2017 年高校图书馆在编馆员人数前 10 名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在编职工(人) 

1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48 

2 四川传媒学院图书馆 22 

3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19 

4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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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15 

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14 

7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12 

8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 

9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图书馆 5 

10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1 

 

表 11  2017 年高校图书馆在编馆员人数前 10 名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在编职工(人) 

1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3 

2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8 

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5 

4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4 

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23 

6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1 

7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1 

8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1 

9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1 

10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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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合同制及临时聘用工人情况 

共有 82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合同制职工人数的

数据，2017 年合同制职工总人数为 689 人，比 2016 年多 123

人，平均每所图书馆有合同制职工 8.4 人；合同制职工人数

的中位值是 3 人。这些表明：合同制职工是高校图书馆用人

的一个趋势，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可能会交给更多的合同制

职工。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合同制职工人数前 10 名见表 12。 

 

表 12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合同制职工人数前 10 名 

排序 图书馆 合同制职工(人) 

1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67 

2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64 

3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42 

4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34 

5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0 

6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 28 

7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24 

8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23 

9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23 

10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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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82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临时聘用职工人数

的数据，全省高校共有临时工人数为 290 人，较 2016 年少

39 人。共有 82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勤工助学人数数据，

2017 年总人数为 1876 人，2016 年勤工助学总人数为 1480 人，

拥有最多勤工助学人数的是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达到 147

人，而最少的为 0 人，这些数据表明高校图书馆勤工助学的

人数相差很大。 

 

2.3.3 馆员学历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 2017 年只有 19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有效博士学位馆员的数据统计，仅占填报馆的的 23.17%，表

明博士馆员在高校图书馆仍处于稀缺状态。19 所高校图书馆

共拥有博士学位馆员的总人数为 60 人（2016 年为 56 人），

平均到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每馆拥有博士 0.73 人（2016

年为 0.69 人），有 8.6%的高校图书馆仅有 1 名博士馆员，有

4.9%的高校图书馆有 2 名博士馆员，有 4.9%的高校图书馆有

3-4 名博士馆员，仅有 4.93%的高校图书馆有博士馆员 5 名及

以上。博士馆员的数量排在前 5 位的高校图书馆是：四川大

学图书馆 14 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7.5%；西南交

通大学图书馆 6 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6.1%；四川

师范大学图书馆 6 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7.1%；成

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6 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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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4 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

数的 6.1%。博士馆员主要分布在本科院校图书馆，高职高专

院校图书馆中仅有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有 1 名博士

学位馆员，社会力量办学院校图书馆没有博士学位馆员。 

硕士学位馆员的数据统计表明，有 20 所高校图书馆没有

硕士学位馆员，62 所高校图书馆有硕士学位馆员，硕士学位

馆员总人数为 537 人（2016 年为 503 人），平均每馆拥有硕士

馆员 6.5 人（2016 年为 6.2 人），中位值为 1 人。仍有 24.4% 的

高校图书馆没有硕士馆员，有 24.4%的高校图书馆拥有 1-2

名硕士馆员，有 15.9%的高校图书馆拥有 3-5 名硕士馆员，

有 17%的高校图书馆拥有 6-10 名硕士馆员，有 9.8%的高校图

书馆拥有 11-16 名硕士馆员，拥有硕士馆员 17 人及以上的图

书馆占 8.5%。这些数据表明硕士学历馆员正成为高校图书馆

人才招聘的主要对象和开展知识服务的生力军。在拥有硕士

学位馆员的高校图书馆中，排在前 5 位的是：四川大学图书

馆 72 人，2016 年为 68 人，2017 年增加 4 人，硕士馆员占该

馆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38.71%；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48 人，

2016 年为 45 人，2017 年增加 3 人，硕士馆员占该馆在编工

作人员总数的 52.75%；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35 人，2016 年

为 37 人，2017 年减少 2 人，硕士馆员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

总数的 35.71%；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29 人，2016 年为 28 人，

2017 年增加 1 人，硕士馆员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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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2%；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21 人，2016 年为 18 人，2017

年增加 3 人，硕士馆员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32.81%。

各馆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馆员人数总体上保持稳定增长，

这说明图书馆馆员的学历结构正在提升，硕士研究生学历馆

员成为高校图书馆馆员的主要群体。在 62 所有硕士学位馆

员的四川省高校图书馆中， 3 所为社会力量办学院校图书

馆，分别是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2 人、四川工商学院（原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图书馆 1 人、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

院图书馆 1 人； 24 所为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拥有最多硕

士学位馆员的为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有 13 人，最少

的有 9 所图书馆均为 1 人。 

在本科学历馆员的数据统计中，82 所高校图书馆共有本

科学历馆员 1116 人，平均每所高校图书馆拥有本科学历馆员

13.6 名（2016 年是 12.67 名），这些表明：本科学历馆员仍是

高校图书馆的主力，但其所占比例正在减小，相对于硕士馆

员的数量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在填报数据的 82 所高校中，有

41 所高校图书馆有 1-10 名本科馆员，占 50%； 21 所高校图

书馆有 11-20 名本科馆员，占 25.6%；12 所高校图书馆有 21-30

名本科馆员，占 14.6%；6 所高校图书馆有 31-50 名本科馆员，

占 7.3%；仅有 1 所高校图书馆有本科馆员超过 50 名。本科

学历馆员最多的为四川大学图书馆，总人数达到 59 人，较

2016 年净减少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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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四川省高校本科院校本科学历馆员人数排名前

10 见表 13。 

 

表 13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本科学历馆员人数前 10 名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本科(人)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59 

2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44 

3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37 

4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35 

5 西华大学图书馆 34 

6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33 

7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29 

8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26 

9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26 

10 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26 

 

有 10 所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拥有本科学历馆员，最多的为

四川工商学院（原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图书馆有 36 人，

最少的为 4 人，2017 年四川省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本科学历馆

员人数排名前 10 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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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本科学历馆员人数排名前 10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本科(人) 

1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36 

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15 

3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12 

4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10 

5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9 

6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8 

7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6 

8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 

9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4 

10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图书馆 4 

 

有 34 所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有本科学历馆员，最多的为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有 16 人，最少的为川北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有 1 人，2017 年四川省高职高专院校

图书馆本科学历馆员前 10 名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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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本科学历馆员前 10 名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本科(人) 

1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6 

2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6 

3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图书馆 15 

4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5 

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 

6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 

7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 

8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 

9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10 

10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 10 

 

2.4 数字化设施及建设 

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设施的装备情况和数字化、网络

化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之一，读者关注度

高、期望值大，各校也十分重视。“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

数据库”中各馆自报的数据表明， 2017 年，全省普通高校

图书馆均已装备各种数字化、网络化设施，但是整体服务绩

效有待提高，馆际服务水平差距极大，仍有一些馆在数字化、

网络化服务方面作为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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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计算机数量 

共有 79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个人计算机拥有量的有效

数据，共有计算机（含笔记本电脑）约 13081 台。馆均个人

计算机台数为 166 台。最多的为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有 958

台，最少的为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有 5 台。 

2017 年四川省高校计算机数量本科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16，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17，高职高专院校排

名前 10 见表 18。 

表 16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个人计算机数量排名前 10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个人计算机(台) 

1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958 

2 四川大学图书馆 657 

3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620 

4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566 

5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518 

6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453 

7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350 

8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340 

9 成都大学图书馆 300 

9 西昌学院图书馆 300 

9 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300 

10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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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个人计算机数量排名前 10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个人计算机(台) 

1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215 

2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62 

3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48 

4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31 

5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22 

6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20 

7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18 

8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 

9 四川传媒学院图书馆 10 

10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9 

 

表 18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个人计算机数量排名前 10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个人计算机(台) 

1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72 

2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30 

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0 

4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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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50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42 

7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39 

8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图书馆 126 

9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0 

10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113 

 

2.4.2 服务器数量 

共有 78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服务器台数的有效数据，总

台数为 798台，最多的为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有 58台服务器，

最少的为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有 1 台服务器。馆均

10.2 台，服务器台数排在前 10 位的高校图书馆见表 19。 

 

表 19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服务器数量排名前 10 

排名 图书馆 服务器(台) 

1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58 

2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46 

3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35 

4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32 

5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29 

6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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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27 

8 四川大学图书馆 25 

9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24 

10 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20 

 

2.4.3 扫描数据量 

在扫描数据量方面，共有 9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数

据。扫描加工文献总量约为 921.37 万页。2017 年，扫描数据

量排在前 5 位的高校图书馆依次是：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扫描数据量为 909.2 万页；西华大学图书馆，扫描数据量为

10 万页；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扫描数据量为 1.2

万页；四川大学图书馆，扫描数据量为 0.49 万页；成都体育

学院图书馆，扫描数据量为 0.28 页。 

 

2.5 读者服务 

2.5.1 周开馆时数 

共有 80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周开馆时

间数据，馆均周开馆时间为 91.75 小时其中最长的周开馆小

时数为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的 112 小时，最短的周开馆小时

数为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 40 小时，中值周开馆小

时数为 94 小时。数据表明，四川省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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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达到或超过了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的要求，但尚有少数图书馆周开放时间不达标。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周开馆小时数本科院校排名前 10 见

表 20，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21，高职高专院校

排名前 10 见表 22。 

 

表 20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周开馆小时数排名前 10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周开馆小时数(小时) 

1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 112 

2 四川大学图书馆 108.5 

3 西华大学图书馆 105 

4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105 

5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105 

6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05 

7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105 

8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101.5 

8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101.5 

8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101.5 

8 成都医学院 101.5 

8 泸州医学院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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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周开馆小时数排名前 10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周开馆小时数(小时) 

1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105 

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105 

3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98 

4 四川传媒学院图书馆 94.5 

5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91 

6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图书馆 91 

7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91 

8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87 

9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80 

10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70 

 

表 22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周开馆小时数排名前 10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周开馆小时数(小时) 

1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图书馆 96 

2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94.5 

3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4.5 

4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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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94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3 

7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91 

7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7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1 

 

2.5.2 书刊外借总量及生均书刊外借量 

共有 78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书刊外借

量的数据，书刊外借量最大的是四川大学图书馆，为 84.1 万

册次，最少的是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为 1046 册次。2017

年全省高校图书馆书刊外借总量为 752 万册次，馆均书刊外

借量为 9.6万册次；2016年共 64家图书馆填报书刊外借数据，

书刊外借总量为 834 万册次，馆均 13 万册次。2017 年较之

2016 年，书刊外借总量减少 82 万册次，馆均书刊外借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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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3.4 万册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纸质书刊的利用率在逐年

下降。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书刊外借量本科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23，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24，高职高专院校排

名前 10 见表 25。 

 

表 23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书刊外借量排名前 10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书刊外借量(册次)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841,047 

2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679,853 

3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433,120 

4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332,789 

5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272,153 

6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261,108 

7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250,495 

8 攀枝花学院图书馆 212,800 

9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208,035 

10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189,061 

 



30 

表 24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书刊外借量排名前 10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书刊外借量(册次) 

1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326,317 

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109,701 

3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100,747 

4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图书馆 78,000 

5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44,280 

6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23,087 

7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19,670 

8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15,919 

9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11,119 

10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978 

 

表 25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书刊外借量排名前 10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书刊外借量(册次) 

1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31,588 

2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7,656 

3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2,236 

4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7,910 

5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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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44,612 

7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2,893 

8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2,784 

9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2,670 

10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1,300 

 

共有 77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生均书刊

外借量的数据，最多的为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生均书刊外

借量为 18.53 册，最少的为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生均

书刊外借量为 0.15 册。数据表明各高校图书馆纸质文献利用

率差距较大。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生均书刊外借量本科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26，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27，高职高专院

校排名前 10 见表 28。 

 

表 26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生均书刊外借量排名前 10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生均书刊外借量 

（册次） 

1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18.53  

2 攀枝花学院图书馆 13.21  

3 四川大学图书馆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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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11.07  

5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9.35  

6 成都工业学院图书馆 9.02  

7 四川旅游学院图书馆 8.84  

8 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 8.80  

9 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 8.68  

10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8.34  

备注：生均书刊外借量=书刊外借量(册次)/学生数(人) 

 

表 27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生均书刊外借量排名前 10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生均书刊外借量 

1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图书馆 14.72 

2 
四川工商学院（原四川师范大学成

都学院）图书馆 
14.28  

3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10.11  

4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5.70  

5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4.26  

6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2.41  

7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2.37  

8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图书馆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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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1.15  

10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0.89  

备注：生均书刊外借量=书刊外借量(册次)/学生(人) 

 

表 28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生均书刊外借量排名前 10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生均书刊外借量 

1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97  

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53  

3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7.22  

4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图书馆 6.68  

5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 
6.22  

6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46  

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40  

8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图书馆 4.94  

9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13  

10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88  

备注：生均书刊外借量=书刊外借量(册次)/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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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电子资源下载量 

共有 69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电子资源

下载量的数据，其中最多的为四川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下

载量 3705.9 万篇次；最少的为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电

子资源下载量 320 篇次。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电子资源下载量

总计 13597.万篇次，馆均电子资源下载量为 197.1万篇次；2016

年共有 56 所图书馆提交有效数据，全省高校下载总量为

11710 万篇次，馆均 209.1 万篇次。2017 年较 2016 年馆均下

载量略少，主要与填报馆数量增加有关。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电子资源下载量本科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29，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5 见表 30，高职高专院校

排名前 10 见表 31。 

 

表 29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电子资源下载量排名前 10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电子资源下载量(篇次)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37,058,486 

2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5,855,525 

3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7,430,520 

4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7,263,142 

5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6,24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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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华大学图书馆 6,232,400 

7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5,086,917 

8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5,007,700 

9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4,643,283 

10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4,225,649 

 

表 30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电子资源下载量排名前 5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电子资源下载

量(篇次) 

1 
四川工商学院（原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

院）图书馆 
752,000 

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538,694 

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68,742 

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22,779 

5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6,361 

 

表 31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电子资源下载量排名前 10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电子资源下载量

(篇次) 

1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822,033 

2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53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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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687,074 

4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59,082 

5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40,648 

6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35,678 

7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12,954 

8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图书馆 286,486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77,430 

10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37,065 

 

2.5.4 信息素质教育 

共有 64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2017 年度信息素质

教育总人数的数据，全省信息素质教育总人数为 372477 人

次，馆均 5819 人次。数据表明大多数四川高校图书馆重视信

息素质教育，开展了多种形式、多层次的课程和培训工作。

其中总人数最多的为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有 22034 人次，最

少的为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图书馆有 70 人次。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信息素质教育总人数本科院校排名 

前 10 见表 32，社会力量办学院校排名前 5 见表 33，高职高 

专院校排名前 10 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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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信息素质教育总人数排名前 10 

（本科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信息检索课听课总

人数(人) 

1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22,034 

2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19,251 

3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16,067 

4 西华大学图书馆 14,276 

5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11,665 

6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9,438 

7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9,282 

8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8,909 

9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8,191 

10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7,666 

 

表 33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信息素质教育总人数排名前 5 

（社会力量办学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信息检索课听

课总人数(人) 

1 
四川工商学院（原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

院）图书馆 
12,201 

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7,546 

3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6,314 



38 

4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4,800 

5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3,700 

 

表 34  2017 年四川省高校信息素质教育总人数排名前 10 

（高职高专院校） 

排序 图书馆 
信息检索课听课总

人数(人) 

1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990 

2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2,053 

3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642 

4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200 

5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176 

6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286 

7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200 

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000 

9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850 

10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758 

 



39 

3.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发展大事记 

 

二月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获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三等奖】2017 年 2月，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何翼扬

参与的“西南民族地区农牧区科学发展与社会信息化发展战

略研究”获四川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四月 

【古籍保护工作】2017 年 4月 6日，为不断推动四川省

古籍保护工作持续开展，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

心授予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中医

药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 5所高校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

工作示范单位”称号。授予来自四川大学的丁伟和张黎俐、

四川师范大学的邬园园、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周兴兰、西南民

族大学的马楠、西南交通大学的武凌 及西华师范大学的韩亮

等 7人“ 四川省古籍保护工作示范工作者”称号。 

【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规划项目 2012

年度项目结题工作】2017 年 4 月 16 日，四川省高校图工委

组织专家组开展“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规

划项目”项目结题专家评审会。《图书馆危机应急与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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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等 64 个项目（其中 2012 年度项目 62 个，2009 年

度项目 2个）通过结题验收，专家组同意结题。 

【“首届德阳市大学生征文比赛”】2017 年 4月，由四

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图管会学生发起，联合德阳市图

书馆、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等高校图

书馆，共同举办首届德阳市大学生征文比赛，征文比赛以

“情·书”为主题，讲述和书籍之间的有趣故事，表达人们

跟书籍之间的深厚感情，征文获奖作品刊登在德阳市高校文

联机关文艺刊物《东湖山》。 

 

五月 

【2017 年川渝独立学院及社会力量办学院校图书馆协

作组年会】2017 年 5 月 10 日-12 日，川渝民办高校图书馆

第七届馆长论坛暨四川省高校图工委社会力量办学协作组

年会在眉山召开，川渝两地 34 所高校图书馆馆长、专家学

者、馆员代表共计百余人参加大会。会议就民办高校图书馆

如何加强建设，强化管理，拓展服务，寻求合作等课题展开

深入研讨。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建设发展研讨会】2017 年 5

月 18—19日，“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建设发展研讨会”

在西华师范大学华凤校区图书馆学术厅举行。四川省教育厅

副厅长汪小帆，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杨亚培，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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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安平，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潘

卫，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王嘉陵，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马继刚等出席

了大会，来自全省 77 所高校图书馆的 130 余名代表参加了

研讨会。会议增强了业界各馆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进推动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7 年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暨第

19 届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退休馆长联谊会】2017 年 5 月 24

日，“2017 年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成

都理工大学东区图书馆召开，来自成都市各高校图书馆离退

休及部分在岗馆长共 100 余名参加了此次会议。各位离退休

老馆长们对于高校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的热情，以及他们

身上所表现出的兢兢业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无私奉献

的图书馆精神感染了各位与会代表。 

 【2017 年公安院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事实数据库研

讨会】2017 年 5 月 25-26 日，公安院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事实数据库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由四川警察学

院图书馆承办，四川警察学院周长明副院长、中国人民公安

出版社阎新瑞副总编出席会议并致辞，公安院校图工委贺晓

勇秘书长发表讲话，会议由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马建刚副馆

长主持，来自全国 27所公安院校图书馆的 50 余位馆长和业

务骨干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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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有关高校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调研工

作】2017 年 5 月，根据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和思政处的要求，

完成了省内高校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调研工作，上报

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西南交通大学图

书馆等 8所高校图书馆的情况调研，总结撰写了“四川省高

校图书馆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建议”，并上报教育厅。四

川大学图书馆成为四川省精神文明办公室、四川省委宣传

部、四川省教育厅等六个单位命名的“四川省公共设施学雷 

锋志愿服务示范基地”。 

 

六月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人力资源建设工作组 2017 年工作

会议】2017 年 6 月 28-30 日，由教育部全国高校图工委人力

资源建设工作组主办，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承办的教育部高校

图工委人力资源建设工作组 2017 年工作会议，在西南交通

大学（峨眉校区）举行。教育部全国高校图工委人力资源建

设工作组各位专家出席会议，研讨了人力资源建设工作组的

各项工作。 

【四川大学图书馆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一般

项目立项】2017 年 6 月，四川大学图书馆胡琳申报的“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图书馆国际合作项目评价及质量提

升策略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一般项目立项。 



43 

【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立项】2017 年 6月，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曾晓梅

申报的“羌族种落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获 2017 年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立项。 

 

七月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2017 年 7 月 6

日，由由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电子科技大

学承办、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协办，开展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服

务创新“维普杯”案例大赛决赛，评选出一等奖 5个、二等

奖 7 个、三等奖 12 个，最佳组织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团

队奖、最佳推广奖各 1个。大赛为全川高校提供了展现创新

服务，碰撞思想火花的平台。（获奖名单参见附件 2）。 

【全国高校“阅读推广”十佳学生社团评选活动】2017

年 7 月 12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特发起全国

高校“阅读推广”十佳学生社团评选活动。此次活动由西南

交通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大学生

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联合承办。西南交通大学获“全国高校

阅读推广十佳学生社团”称号，四川大学获“全国高校阅读

推广优秀社团”称号。 

【电子科技大学获“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授权】2017

年 7 月 17 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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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是西南地区唯一获批的高

校服务网点。 

【 四川省教育厅变更四川省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

长人员】2017 年 7 月 18 日，四川省教育厅下发变更函，由

四川大学图书馆现任馆长党跃武担任四川省高校图工委常

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马继刚同志不再担任。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成功申报 2017 年度四

川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7 年 7 月 20 日，成都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被认定为

2017 年度四川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第四次高校图书馆全国高校图书馆队伍发展情况调 

研工作】2017 年 7 月，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根据全国高校图工

委的工作要求协助完成第四次高校图书馆全国高校图书馆

队伍发展情况调研工作，通过对比 2011 年和 2016 年的各类

数据，对图书馆人员构成变化情况、图书馆在编人员变化情

况及馆长变化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交全国高校图工委

工作会议。 

 

九月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MOOC 上线】2017

年 9 月 10 日，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检索》课程教研

组周建芳、沙玉萍、王一等老师讲授、制作的 MOOC《信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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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效率提升与终身学习的新引擎》在“爱课程”平台的中

国大学 MOOC 正式上线。上线三个月来，选课人数已达一万

余人，该课程相继被国内多个高校选为混合式教学的源课

程，广受选课学习者和同行好评。 

【成都大学积极开展决策咨询服务】2017 年 9 月，成都

大学图书馆与成都市委市政府研究室、市委党校、市社科院

等单位合作共建，建立成都研究院，旨在为本市决策提供咨

询智库；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联、市地方志办等单位合

作共建，成立成都文献中心，传承巴蜀文化，弘扬天府文化。 

 

十月 

【四川省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联盟成立】2017 年 10

月 26 日，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

石油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共 8 所“双一流”高校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宣告

成立四川省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联盟。四川省教育厅、四

川大学、四川省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都市图书馆的领导专家和

8 所高校图书馆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作为全国首个区域性专

业性双一流大学建设协作平台，联盟更好地为高校师生之间

交流学习、互促共进提供了载体，为我省双一流高校建设和

高等教育蓄力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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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第十三届“专家论坛”暨“数图应

用新服务成都站研讨班”】2017 年 10 月 27 日，四川省高校

图书馆第十三届专家论坛暨数图新服务应用研讨班会议在

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图书馆召开。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王嘉

陵秘书长、北京大学图书馆陈陵副馆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

馆宋姬芳副馆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资源中心曾建勋

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聂富强馆长、电子科技大学图书

馆侯壮副馆长等特邀专家及来自省内各大高校图书馆的馆

长及业务主管和业界代表共 200 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论坛

拓宽了馆员的思路和眼界，推动了我省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和进步。 

【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汇报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情况】

2017 年 10 月，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在成都市

政府组织的“贯彻落实<成都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座谈会”

作了“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情况报告”。 

 

十一月 

【川渝高校情报工作研究会第二十七次学术年会暨第

二十七次常委会】2017 年 11 月 8 日-11 日，“川渝高校情

报工作研究会第二十七次学术年会”在重庆举行，来自川渝

两地的 99 个单位 212 多名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会议反映

了国内高校图书馆界当下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成果，对川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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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为双一流建设服务提供了思路，促进了川渝两地高

校图书馆间的沟通合作。 

【第二十二届西南地区高校图工委联席会议】2017 年

11 月 28 日-29 日，第二十二届西南地区高校图工委联席会

议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教育部高教司教学条件处调研员张

庆国、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郑秀清、教育部高

校图工委秘书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凌，西南财经大

学副校长尹庆双，四川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四川大学图书

馆馆长党跃武，贵州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贵州师范大学图

书馆馆长张伟云，云南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云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馆长殷国聪、重庆市高校图工委秘书长、重庆大学图

书馆馆长彭晓东，西藏自治区高校图工委副秘书长、西藏大

学图书馆副馆长樊海平及来自西南地区三省一市一区（四

川、云南、贵州、重庆及西藏）119 所高校图书馆的 240 余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同探索高校图书馆的区域合作与改革

创新，谋划新时代高校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和新作为。 

【“闳图三十载喜庆十九大”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成立三

十周年庆典及文艺汇演】2017 年 11 月 28 日，“闳图三十载

喜庆十九大”——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成立三十

周年文艺汇演暨先进图书馆与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西南交

通大学大学生会堂举行。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四川省图书馆、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四川省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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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特邀嘉宾，参加西南地区高校图工委联席会议的领导和代

表，部分在蓉退休老馆长和四川省部分高校图书馆代表等近

600 人出席。大会包括四川省高校图工委 30 年工作汇报，图

书情报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和“先进图书馆”表彰和文艺

汇演三个部分，充分反映四川高校图书馆人开拓创新、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获奖名单参见附

件 3.） 

【高校图书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

2017 年 11 月，四川省高校图工委组织完成了四川省高校图

书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评选出四川大学

图书馆等 46 所四川省高等学校先进图书馆，选出马继刚同

志等 130 名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先进个人。（获奖名单参

见附件 4.） 

【积极组织全省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2017

年 11 月，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电子科

技大学图书馆通过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展的“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复核。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全

民阅读先进单位”。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 15所高

校图书馆荣获四川省“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文理学院等 5 所高校图书馆荣获“全民阅读优秀组织

奖”。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被命名为“四川省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 



49 

【四川高校图书馆参加“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

会”并获奖】2017 年 11 月 13-15 日，由教育部高校图书馆

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养教育组主办，同济大学图书馆承办

的“2017 年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

成功举办。会议对提交的信息素养教育专题学术论文、案例

和教学微视频进行了评选和表彰，其中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获微视频比赛一等奖，案例大赛三等奖；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获案例大赛一等奖；成都医学院图书馆获视频二

等奖，案例三等奖。 

 

十二月 

【四川省本科院校协作组研讨会暨成都地区第 46 届高

校图书馆馆长研讨会】2017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四川省本

科院校图书馆协作组研讨会暨成都地区第 46 届高校图书馆

馆长研讨会在达州召开，会议由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承办。

四川文理学院校长刁永锋，四川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四川

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等领导和来自全省 37 所高校图书馆

及嘉宾代表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图书馆文化

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四川省高校图工委高职高专协作组 2017年年会暨“图

书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2017 年 12 月 14-15 日，四川省

高校图工委高职高专协作组 2017 年年会暨“图书馆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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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讨会在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四川省高校图工委

秘书长、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中国高等院校文献保

障系统（CALIS）专家委员会成员、教育部图工委高职高专

分委会常务副主席、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图书馆原馆长章洪,

四川省高校图工委副秘书长姜晓、刘艳磊,四川省高校图工

委副秘书长、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邹毓文等领

导以及全省 50 所高职高专图书馆的分管领导、馆长、业务

骨干及学院部分干部职工等 10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就新时

期高职高专图书馆建设的功能导向和责任使命达成了广泛

共识，形成了以“共享”和“服务”为理念内核的图书馆发

展策略的工作思路。 

【第四届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现代技术年会】2017 年 12

月 22 日，四川省高校图工委第四届现代技术年会在成都理

工大学怡东国际酒店召开，来自四川省 48 所高校图书馆 13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评选出“首届高校图书馆技

术引领与支撑案例展示大赛”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4 个、三

等奖 8 个，最佳创意奖 1 个、最佳实用奖 2个。会议对于推

动四川地区图书馆现代技术建设与服务创新，全面提升图书

馆的技术服务水平具有着重要意义。（获奖名单参见附件 5.） 

【组织推进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地区 12 所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免费开

放，共办理校外读者证 17069 张，借还图书 6481 册，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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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人数达 273896 人次，接待参观 6907 人，并为校外读者

提供检索、查新服务 2241 项，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 1931

篇。 

【图书馆完成本科教学评估工作】2017 年，成都中医药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绵阳

师范学院、川北医学院等高校迎来了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各

高校图书馆积极配合、协助学校圆满完成评估相关工作。 

【图书馆馆舍搬迁及空间改造】2017 年，部分高校图书

馆完成了馆舍搬迁工作。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龙泉校区新馆投

入使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完成新馆搬迁工作；四川理工学

院宜宾校区临时图书馆如期开放。 

部分图书馆完成了馆舍空间改造工作。其中，西南交通

大学图书馆完成了九里馆的改造搬迁工作、犀浦馆完成了特

藏阅览室、小语种阅览室建设，音像欣赏厅改造；电子科技

大学对清水河校区图书馆一楼空间进行了全新的规划与升

级改造。通过改造，图书馆打造了自主学习、新技术体验、

多媒体学习、高品质视听、文化展示等形式多样、功能丰富

的空间。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参与项目获 2017 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

行，由成都山地所张文敬研究员担任第一完成人、成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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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大学图书馆教师张怡华参与完成的科普著作《科学家带

您去探险系列丛书》荣获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文敬出席颁奖大会并得到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接见，张怡华参加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大会。 

其他： 

【电子资源引进专家咨询评估会】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工作委员会协助组织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

咨询专家组，积极开展高校馆文献资源、设施设备等招标工

作的专业性咨询，举办了数据库、软件平台等专家咨询评估

会 2次。 

【特色数据库建设】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中国金融信

息港——金融特色数据库专题知识库”建设目前基本完成；

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长江上游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特色

数据库建设平台已基本搭建；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完成藏文

献信息资源中心资源导航建设工作。 

(备注：大事记来源于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和各高校图书馆 2017 年工作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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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 年四川高校图书馆名录 

表 34  2017 年四川高校图书馆名录 

序号 学校代码 图书馆名称 

1 10610 四川大学图书馆 

2 10613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3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4 1062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5 10651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6 10656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7 10615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8 10616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9 10619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10 1062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 

11 10622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12 10623 西华大学图书馆 

13 10626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14 10628 西昌学院图书馆 

15 10632 西南医科大学图书馆 

16 10633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17 10634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18 10636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19 10638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20 10639 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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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640 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22 10641 宜宾学院图书馆 

23 10644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 

24 10646 阿坝师范学院图书馆 

25 10649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26 10653 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27 10654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28 11079 成都学院图书馆 

29 11116 成都工业学院图书馆 

30 11360 攀枝花学院图书馆 

31 11552 四川旅游学院图书馆 

32 11661 四川民族学院图书馆 

33 12212 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 

34 13669 四川传媒学院图书馆 

35 13705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36 13903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37 14389 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 

38 11553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39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0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1 12637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2 12638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3 12639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4 12640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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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6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7 12751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8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9 1276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0 12762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1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2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3 12767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4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55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图书馆 

56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57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8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9 12968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60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61 12970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62 13048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63 13049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64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65 13812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图书馆 

66 13813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图书馆 

67 13814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68 13815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6 

69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70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71 14010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72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图书馆 

73 14091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图书馆 

74 14176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图书馆 

75 14221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76 14386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图书馆 

77 14393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78 14409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图书馆 

79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0 14486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图书馆 

81 14496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82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 

83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图书馆 

84 13668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 

85 1367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图书馆 

86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图书馆 

87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图书馆 

88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图书馆 

89 14039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图书馆 

90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图书馆 

91 14045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 

92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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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1441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图书馆 

94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图书馆 

95 12065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6 14006 四川管理职业学院图书馆 

97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98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 

99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图书馆 

100 14411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1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图书馆 

102 14485 四川电子机械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3 14514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4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图书馆 

105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图书馆 

106 14037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图书馆 

107 14004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图书馆 

108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9 14548 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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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 年四川省高校图工委工作及活动图集 

 

2017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建设发展研讨会 

 

 

2017年四川省本科院校协作组暨成都地区第 46届高校图书馆馆长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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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川渝民办高校图书馆馆长论坛暨社会力量办学院校图书馆协作组年会 

 

 

四川省高校图工委高职高专协作组 2017 年年会暨 

“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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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西南地区高校图工委联席会议 

 

 

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第十二届“专家论坛”暨数图应用新服务成都站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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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高校情报工作研究会第二十七次学术年会 

 

 

2017年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 

第 19 届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退休馆长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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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四届四川省高校图书馆现代技术年会 

 

 

四川省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联盟成立暨 

四川大学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专家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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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图三十载喜庆十九大”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成立三十周年庆典 

 

 

2017年四川省高校图书馆先进个人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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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图三十载喜庆十九大”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成立三十周年文艺汇演 

 

 

“闳图三十载喜庆十九大”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成立三十周年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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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图三十载喜庆十九大”四川省高校图工委成立三十周年文艺汇演 

 

 

2017年四川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维普杯”案例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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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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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5 个） 

单位 案例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您的阅读您做主——博约书屋&芸悦读实

践开启 PDA资源建设与服务新模式 

四川大学图书馆 
我是朗读者！——四川大学图书馆微信版

朗读云平台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 
做学生身边的图书馆——四川城市职业

学院图书馆多空间建设创新实践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大学生志愿者读书

会系列活动之——叩响异国之门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深阅读的声实践 

 

二等奖（7 个） 

四川大学图书馆 “情商提升术”——沐心小屋阅读疗法实践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学科服务支持管理决策- 基于 ESI的情报分

析助推“双一流”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阅读点亮世界——经典文学作品配乐配景

“串烧”朗诵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空间再造优管理，精准服务深化人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图

书馆 / 四川省干部函授

学院图书馆 

“开卷听语”微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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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融入专业建设，服务人才培养——嵌入《飞

机结构与系统》课程教学问题导向的文献信

息检索教学实践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推

广体系 

 

三等奖（12个）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阅读，从图书馆出发——阅读惠民 

扶智抚贫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新媒体推广聚人气，检索竞赛入人心——

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资源宣传推广案例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四川音乐学院“红色”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2014-2016年）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打造创客空间助力人才培养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传承巴蜀文化，打造地方高职特色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基于读者视角的多平台图书采访与荐读

服务体系 

西华大学图书馆 2017“悦读西华”读书月系列活动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移动终端读者身份统一认证服务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活动创新实践——

以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嵌入式服务在图书馆资源推广中的运用

实践 

西南医科大学图书馆 
西南医科大学图书馆“您与图书馆有个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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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旅游学院图书馆 
以学科专业课程为背景的专业文献导航

服务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阅读，从图书馆出发——阅读惠民扶智抚

贫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新媒体推广聚人气，检索竞赛入人心——

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资源宣传推广案例 

 

最佳组织奖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您的阅读您做主——博约书屋&芸悦读实

践开启 PDA资源建设与服务新模式 

 

最佳创意奖 

四川大学图书馆 
“情商提升术”——沐心小屋阅读疗法实

践 

 

最佳团队奖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阅读点亮世界——经典文学作品配乐配

景“串烧”朗诵 

 

最佳推广奖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

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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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文艺汇演获奖单位名单 

 

一等奖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二等奖 

成都大学图书馆 成都工业学院图书馆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

学院图书馆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四川旅游学院图书馆 西华大学图书馆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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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先进图书馆和先进个人名单 

 

1、四川省高等学校先进图书馆（46个） 

（按学校代码排序） 

 

四川大学图书馆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 

四川理工学院图书馆 

西华大学图书馆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西昌学院图书馆 

西南医科大学图书馆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川北医学院图书馆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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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宜宾学院图书馆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 

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成都工业学院图书馆 

攀枝花学院图书馆 

四川旅游学院图书馆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四川民族学院图书馆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警察学院图书馆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7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四川工商学院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图书馆 

 

2、四川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先进个人（130 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继刚、王军、王红兵、王丽娜、王珂、王俊芳、王琦博、王辉全、

韦华昌、巨能攀、贝蕾、艾世尧、龙国华、龙渠、卢晓曦、叶星池、

田宏伟、史军、代国强、代晓清、兰鹰、毕艳芳、吕先竞、朱红（四

川理工大学图书馆）、朱红（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朱春艳、刘丽华、

刘洪全、刘艳磊、刘鸿、刘瑞、刘裴裴、阮莉萍、孙婷婷、巫孝君、

李东鑫、李远君、李杰、李学宁、李春花、李威生、李美琼、李泰峰、

李海蓉、李媛、李锦、李誉扬、杨长平、杨江丽、杨海悦、杨辉(四

川大学图书馆）、杨辉（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肖春平、吴昊、

吴章贵、吴强、何宗亮、何 涛、何萍、余昕、邹毓文、汪红军、张

少敏、张平杉、张宇娥、张利、张建国、张春红、张俊慧、张宸、张

容、张静、陈巧玉、陈会涛、陈国娥、陈晓路、陈萍、陈燕、范春林、

易蜀川、罗大佺、周良文、庞慧萍、郑邦坤、赵大志、赵小平、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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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萍、胡臻、钟涛、侯艳、秦红承、袁学良、袁秋、聂富强、龚斌、

夏冬、徐华、殷梅、奚铮、凌宇飞、高凡、郭毅、唐艳、唐莉、唐雪

琴、唐新梅、黄扶敏、黄馨竹、曹凯、彭国莉、彭翔、蒋天文、韩夏、

程川、程绍敏、傅桃、曾咏梅、雷绪田、裴光兰、裴倩、谭英、谭建、

樊映影、樊科、樊莉、颜瑜、潘卫东、薛红、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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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技术引领与支撑案例展示大赛获

奖名单 

 

一等奖（2 个） 

单位 案例名称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智选•悦荐——电子科技大学图书智慧采访

平台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西南民族大学虚拟智慧图书馆综合平台 

 

二等奖（4 个）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于微信认证的新生在线 

学习系统与入馆教育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固定资产 

在线申报系统案例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机器人实时咨询服务新尝试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扫码答题平台 

 

三等奖（8 个）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图书馆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图书馆微信平台建设 

四川旅游学院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自由流通”实施方案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图书馆书籍推荐系统 

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 物联网机器人助力构建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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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图书馆 
圆桌 live：图书馆即时交互服务模式创

新与实践——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为例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参考咨询智能服务系统 

西华大学图书馆 四川社科成果服务系统建设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

推广系列 

 

最佳创意奖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机器人实时咨询服务新尝试 

 

最佳使用奖 

西南石油大学图书馆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扫码答题平台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 
成都医学院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

推广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