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视野下
高校图书馆服务深度转型

颜务林

从文献保障到学习研究创新保障



＂十三．五＂国家停止对CALIS
建设经费拨款意味着什么？

• 原名：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 现改名：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

• CALIS已经落幕

• 一个时代结束

• 有点凄凉

• 未来？



 
• 哈佛

• 耶鲁

• 普林斯顿

• 美国国会图书馆

• Springer Link



 

•哈佛图书馆网站



哈佛图书馆主页



哈佛图书馆网站

• 文献资源与服务概况

• 文献组织模式

• （商业数据库、数字化期刊、特色文献、档案）

• 查检途径

• （数据库检索+专题浏览）

• 其它（数字展览馆、数据管理、

• 问馆员、文献获取方式）



•哈佛文献资源与服务概况



 



 



哈佛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类型
（不只是书报刊，还有灰色文献）

档案与手稿 图像 地图

实物录音 电影 电脑文件/数据

乐谱



特色资源（数据库+专题）
（不只是数据库）

特色数据库 特色文献专题



开放获取
（不只是商业的，更有全球视野）

OA Worldcad Google 
Scholar



工具与数据
（不只是文献）

研究、阅读
引文等工具软件

机构库
汇集各领域
的数据之库



•保障？

•不只是文献保障

•学习、研究、创新保障



我们的差距

• 大路货，国内尚可

• 但是，细节上和深度上就差远了



哈佛数字化文献组织模式
（中外差别？）

• 1､ 数字化数据库

• 2､ 数字化期刊

• 3､ 数字化特色资源

• 4､ 数字化档案



哈佛数字化文献组织模式

• 1、数字化数据库
•      单科（项）性、多科（项）性为主、

数量繁多。 



 



•强调

•专、精、准！
• （单科、单项）



哈佛数字化文献组织模式
（不只是论文库）

• 2、数字化期刊
• 而非“期刊论文数据库”这种大杂烩？

• 保持了每一种期刊的独立、完整。

• （超星期刊也是这样做的！）



 



哈佛数字化文献组织模式

• 3、特色数字化文献

• ＂数字化专题＂为主，

• 图书馆自建和管理，

• 很少做＂特色数据库＂。

• 一项一专题，数量繁多。

• 文献类型多样，特色明显。

• 有：课程专题、学科专题、其它特色专题等。

• （不只是特色数字据库）



 



•“特色数字化文献”

•分“专题”做更好！



• 为什么？

• 1)文献稀缺、量少

• 2)要求有更好的＂展示性＂、

• ＂可读性＂。



•专题！

•正在快速弥补数据库的不足



专题的优势

呈现好 方便阅读 好建好管

从欧美图书馆来看，已成主流



 

•智慧专题？



文献（碎片化）—>知识点—>
智慧数据—>智慧专题—>智慧知识库

标引 关联 RDF

智慧图书馆
的基础

数字学术 数字人文 GIS+可视化



 



哈佛数字化文献组织模式
4、数字化档案（单独系统管理）

（不只是正规出版物）



哈佛数字化文献组织模式
（小结：中外差别？）

• 1､ 数字化数据库

• 不只是综合性的

• 2､ 数字化期刊

• 不只是论文库

• 3､ 数字化特色资源

• 不只是特色数据库

• 4､ 数字化档案

• 不只是正规出版物



哈佛图书馆文献资源
“查检途径”

• 2、专题+浏览(browse)

• “有事索一索，没事看一看”

1、数据库+检索(search）



•我们过分依赖

•数据库+检索（search）



•专题+浏览(browse)
• 国内图书馆做得不够！



 

•哈佛图书馆文献资源

“数据库检索”

• （也有值得学习的！）



 



 



 



 



哈佛图书馆文献资源
“数据库检索”

• 既有“一站式”的又有分项的，

• 强调＂互补＂。



•我们

•过分强调“一站式”？
•我们

•过分强调“一站式”？
• （方便，但不专业！）



哈佛图书馆文献资源
“专题+浏览”

• 按主题

• 按课程

• 按学科

• 按其它（刊名、数据库名，等）



学科引导



课程指南（专题）



 



学科指南（专题）



 



其它(专题)



*美国图书馆网站栏目

•上的research是什么意思？

不是＂研究＂，而是＂搜寻＂。

与search意思相近，都指＂检索＂，只是深度不同。

search指＂一般检索＂；

research＂带有探索性＂，可译为＂搜索＂。

Research常用在＂主题指南＂的场合。



 

•哈佛图书馆

•其它项目



“数字展览馆（美术馆）”
与专题结合！



＂数字展览馆（美术馆）”
与专题结合！



 
•重视资源的

•展示性、可见性、

•可读性、推荐性！

•重视图书馆的文化职能！



“数据管理平台”
高校图书馆及科研院所很重要！



 

•感悟

•学习保障

•研究保障

•创新保障



＂问馆员”
图书馆首页必备！

• 最基本

• 最常用

• 不可缺

• 服务第一！



图书馆最基本的
文献获取方式

• 1、直接外借

• 2、馆际互借

• 3、扫描并传送（递）

• 4、文献传递(互助）



哈佛图书馆网站（小结）

• 文献资源与服务概况

• 文献组织模式

• （商业数据库、数字化期刊、特色文献、档案）

• 查检途径

• （数据库检索+专题浏览）

• 其它（数字展览馆、数据管理、

• 问馆员、文献获取方式）



 

•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站



耶鲁大学图书馆＂主页＂框架



耶鲁大学图书馆＂主页＂框架

• 1、文献资源“检索与浏览＂

2、读者服务

3、分馆列表

4、规章

• 5、读者常用

登录、参考咨询、小间预约、找场所

（包括设施设备）



耶鲁大学图书馆＂服务＂项特点



 



耶鲁大学图书馆
“服务”项特点

• 1、＂个人馆员＂相伴

• 2、“主题（学科）专家＂相随

• 3、为“检索＂的服务

• 4、引文工具

• 5、课程资源包（服务）

• 6、本校知识库

• 7、媒体设备（可借）



耶鲁大学图书馆
“搜索与浏览＂特点



• 1、＂检索＂总分结合

• 总：函盖各类型文献

分：突出某类文献

耶鲁大学图书馆
“搜索与浏览＂特点



• 2、重视＂档案级＂文献数字化

• 特藏专题

耶鲁大学图书馆
“搜索与浏览＂特点



• 3、学科指南（专题）

• 学科服务的基础性工作

• 专题

耶鲁大学图书馆
“搜索与浏览＂特点



• 4、世界眼光

• Worldcad

耶鲁大学图书馆
“搜索与浏览＂特点



• 5、检索与浏览相结合

• “检索”为主，

字顺“浏览＂为辅

耶鲁大学图书馆
“搜索与浏览＂特点



耶鲁图书馆＂三类空间”

• 学习场所

• 教学场所

• 活动场所



耶鲁图书馆＂三类空间”
之一：学习场所

• 阅览区、研习室等读者可按自己

的偏好选择场地



耶鲁图书馆＂三类空间”
之一：学习场所



＂集体学习间＂：
图书馆协同研习的地方！

• 1、目的是为小组协同研习提供方便，而不

是为单个人需要

• 2、硬件：pc、投影仪、摄影、音响等

• 3、网上预约



＂集体学习间＂：
图书馆协同研习的地方！



＂集体学习间＂：
图书馆协同研习的地方！



耶鲁图书馆＂三类空间”
之二：教学场所



耶鲁图书馆＂三类空间”之
三：活动场所

• 讲堂、会议

沙龙、

活动（包括室外）等



耶鲁图书馆＂三类空间”
之三：活动场所



• 以耶鲁图书馆为例

＂个人馆员＂：

图书馆重大服务创新



＂个人馆员＂：
图书馆重大服务创新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数据管理＂：
数字图书馆下一个热点



＂数据化＂：
数字图书馆下一个热点

• 目前，文本化

• 未来，数据化



＂数据化＂：
数字图书馆下一个热点

• 1、数值型数据（统计数据）

•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做的很好



＂数据化＂：
数字图书馆下一个热点

• 2、文本型数据

• 刚起步，特点：

• 1）细粒化

• 2）可独立存在、独立使用

• 3）被语义标引（内容标引）

• 4）计算机能＂读懂＂



 



 



 



 



 



 



 



 

•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页



 

•文献资源



美国国会图书馆
文献资源的＂类型＂



美国国会图书馆
文献资源的＂类型＂



美国国会图书馆
特色数字化“专题”文献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教育资源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教育资源



 ＂查检＂途径

•合分结合

检索与浏览结合



1、总平台



2、其它平台



LC重点服务对象



LC为图书馆员提供的服务



LC为研究人员提供的服务



 



LC为出版者提供的服务



LC为孩子、家庭提供的服务



LC为教学服务



LC为教学服务



LC为教学服务



LC为教学服务



美国国会图书馆十大特色

• 1、为国会（立法）服务

• 2、为基础教育（教师）服务

• 3、历史文化（专题）

• 4、养性文化（音乐、诗歌）

• 5、档案保存与服务



美国国会图书馆十大特色

• 6、资源类型丰富

• 7、“检索”+“浏览”

• 8、领导图书馆学及行业（标准）

• 9、关注弱势群体，

• 妇、幼、残、退、非拉丁裔、性取向

• 10、原创性



 

•Springer Link



Springer Link 首页特点

• 1、分两个版本：

• 学术版

• 企业版



Springer Link 首页特点

• 2、＂检索＂与＂导航＂并列

• 分：“学科导航”

• “行业导航”



Springer Link 首页特点

• 3、文献类型包括：
journal

books

series（丛书）

protocols（科学实验报告）

reference works（参考工具书）



 

•移动图书馆（哈佛）

• （阅读+常用+消息）



 





•图书馆

•是校园信息化的中心！



 

•总结



 

•国外研究型图书馆

•给我们的10大启示



 
•1､ 馆藏文献多样

性

• （档案、非出版型）



 
•2､ 特色资源建设

• 专题

• 查找（browse，find）



 •3､ 数据管理

• （数值型、非数值型）

• 过程的

• 科学数据中心

• （国家、省）



 
•4､ 学习保障

• （课程资源）



 

•为教学服务
• （课程专题）



 
•5､ 研究保障

• （工具、专题、数据）



 

•6､ 创新保障

•（创客空间）



 

•7､ 精准服务
• （分项检索、个人馆员）



 

•8､ 移动服务

•（阅读+常用+消息）



 

•9､ 提升大众科学文化素养
• （数字展览）



 

•10、与公网融合



 

•文献保障？

• 这个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文献保障”已经不是问题

• 1、本单位

2、本地（公共图书馆、科信所等）

3、联盟（地区、系统、全国、全球）

4、互联网（OA、收费的）

5、资源商

6、外地文献服务机构（公共的、非公共同）

7、学术社团（网上）

8、社交平台（网上)

9、其它



新的使命正在招手

•学习保障

•研究保障

•创新保障



图书馆的未来愿景

（OCLC给我们的启示）

•共享知识

•推动学习、研究和创新



总结

• 1､ 介绍了哈佛等世界顶尖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概况

• 包括：文献类型、文献组织、特色文献、查检途径、数据管

理、移动图书馆、其它（数字展览馆、数据管理、问馆员、

文献获取方式）等。

• 2､ 总结了国外研究型图书馆给我们的10大启示。

• 3､ 提出高校图书馆正在深度转型

• （文献保障—>学习、研究、创新保障）



感谢您的聆听

颜务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