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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制下发现与创新中心搭建研究 

——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1 

沈 敏
2
 黄 娟 曹 京 王 姝 

(重庆大学图书馆,重庆 400044) 

【摘 要】为推动学部制下图书馆资源建设和服务创新,在分析学部制改革对高校图书馆工作改革要求的基础上,

介绍图书馆文献资源分中心搭建过程中采购平台、优势馆藏、文献利用分析系统的搭建;交流讨论分中心搭建过程

中搭建基于 Web2.0的交流讨论中心、搭建基于 SNS社交网络的交流平台、开辟交流讨论区、举办交流讨论活动;创

新研究分中心搭建过程中人才培养机制、新型学部学术团队、参考咨询服务平台的搭建。在此基础上,最终搭建“资

源、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发现与创新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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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探索建立符

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1]。为推动大学改革和发

展,部分高校积极思考和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学部制改革成为大学改革和调整的关键环节,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学部制改革有利于发挥优势学科和学科综合的优势,有利于资源配置逐步实现整合、共享和优化,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

合,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2]。北京大学(2000 年)、北京师范大学(2009 年)、湖南大学(2007 年)、天津大学(2009 年)等

数十所高校陆续开展学部制建设,建设实施时间集中于 2008 年以后,一般为“985 工程”和“211 工程”高校。重庆大学在外在

推力和内在需求影响下,于 2009年开始筹建学部制建设。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柱,学部制改革对

图书馆提出新的机遇和挑战,学部制下图书馆管理改革、资源分配、服务改进、人才利用等问题都需图书馆人重新面对。 

1 学部制改革对高校图书馆工作改革的要求 

1.1 学部制改革要求图书馆建立文献资源、交流讨论和创新研究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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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学部制下的学科整合和院系调整要求建立适应学部制的文献资源中心 

学部制下学科渗透、院系重组和院系调整，导致院系科研人员、信息资源、重点学科等发生变化，学科文献建设的需求内

容、建设方式、投入重点等也随之改变。长期以来，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以院系基础学科、重点学科为基础，以院系文献建设

需求为指导，学部制的建立要求图书馆打破原有的文献资源采购模式、馆藏模式、文献分析和监督模式，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学

部制的文献资源中心，搭建以学部院系和学科特点为基础的采购平台，建立学部重点学科馆藏和学部文献保障系统。 

1.1.2学部制下的学术集群建立和实体研究机构形成 

要求图书馆建立适应学部制的交流讨论中心为促进学科交叉和新领域发展，学部积极组织建设跨学部或学部范围内跨院系

交叉学术集群，或建立实体研究机构。学术集群和实体研究机构整体科研实力提升不仅需要专业深入的文献知识作支撑，还需

要科研人员之间、科研人员与馆员之间保持紧密联系。图书馆作为科学研究的信息基地，学术探讨的资料来源地，拥有丰富的

文献资源和专业情报人员，能为学术集群和研究机构提供强有力的资源和人员支持，但图书馆与学术集群和实体研究机构之间

缺少沟通交流平台，严重影响学部制建设步伐。因此要求图书馆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开通多渠道、多形式沟通交流方式了解师

生需求，利用图书馆资源和人才优势，为学部学术集群和实体研究机构提供信息咨询、文献检索指导和情报分析等信息服务。 

1.1.3 学部制下的创新平台搭建和人才培养方式转变要求图书馆建立适应学部制的创新研究中心 

学部制按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为核心搭建创新平台，按跨学科方式研究和教学，按学科大类培养厚基础、宽专业的复合型

创新人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科研平台研究模式和院系人才培养模式，这就要求图书馆适应学部建设需要，创建创新研究中

心，建立适应学部的人才培养机制、学术团队和服务平台，为学校科研创新水平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1.2 学部制改革要求图书馆建立发现与创新总中心 

为配合学部制建设需要，图书馆必须积极打造集文献资源中心、交流讨论中心、创新研究中心于一体的开放型的发现与创

新总中心（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ＤＩ中心），集成丰富文献资源、专业馆员

和现代化软硬件设施，构建一站式知识服务体系，为校内师生提供专业文献信息服务，创造多样性科研环境，促进用户交流、

互动、协作和共享，达到学科发现与创新的目的。 

2 学部制下发现与创新总中心搭建研究 

2.1 文献资源分中心的搭建 

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建设科学评价主要看馆藏能否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相协调。即要求文献资源建设要根据学校各专业培

养目标、专业设置、学科建设的现实和发展需要，根据高校文献保障体系建设要求，从内容和文献载体形式上科学合理地建立

馆藏体系[３]。文献资源中心的搭建是为了让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学部制下学科建设、专业性建设融为一体，按照学校发展要

求和学部发展要求，制定文献资源建设系列方案。因此，图书馆只有充分考虑学部读者需求、学部建设情况、学部资源利用情

况等信息，才能建立合理完善的馆藏体系。 

2.1.1搭建以学部读者为核心的采购平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理念是以读者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手段。多渠道

与读者沟通，获取读者需求，让读者参与决策。学部制建立改变了读者隶属关系，读者需求面更广，单个读者的单一需求向多

元化丰富化发展，因此，建立以学部读者为中心的采购模式，才能建立起满足学部文献资源建设的保障体系。图１为学部读者

采购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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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 BBS创建荐书板块。论坛是收集读者信息的快捷有效渠道。重庆大学“ＢＢＳ”原有主题帖“采编部征集书目”是

以单主题形式发布，存在荐购书目分类不清、推荐读者学科领域不明等问题，影响图书馆文献建设整体规划发展。学部制下各

学部文献资源需要平衡发展，必须以学部为单位建立主题板块，了解各学部采购推荐、书目采购意见，及时向学部师生提供本

学部新书情况，随时收集学部读者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并及时反馈。 

(2)召开学部读者座谈会。重庆大学目前共有２８个学院，９０个专业学科，由于院系和学科众多，图书馆未组织院系读者

座谈会，而是以读者自愿参与的形式召开，因此，读者所提的问题个人代表性较强。学部制院系整合，让图书馆召开学部读者

座谈会成为现实，图书馆通过学部座谈会，更深入了解学部读者需求和收集学部文献需求，倾听读者心声，使图书馆文献资源

建设更加符合学校学部建设的需要。 

(3)举办新书展示会。积极与出版社、书商联系，有针对性地为各学部举办新书展示会，将优质图书以直观方式展示在学部

读者面前，不仅对应学部读者的选书范围，也为学部读者节约宝贵时间。 

(4)建立学部专家选书委员会。为及时补充学部学科书目信息，充分了解学部专家的图书需求，图书馆应积极与各学部专家

建立联系，让专家参与选书，将积极参与的专家纳入核心专家库，建立学部专家选书委员会，随时保持与委员会专家沟通，采

纳专家意见。 

(5) “我的书斋”在线推荐。目前图书馆ＯＰＡＣ系统“我的书斋”——图书推荐系统能方便快捷提交推荐信息，但未提

供对推荐书目的跟踪反馈，未将读者学科与书目建立联系，对图书馆从整体分析读者行为不利，因此，建立以学部为基础的推

荐将是图书馆规划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6)组织现场采购。以学部方式组织师生到书店、出版地进行现场选书活动，将改善原有选书重复率高、单一学科倾向性高

等缺点，有效提高图书馆藏书质量和文献保障率。 

(7)建立学部书目信息推送系统。将学部新书目以网页推送、邮件推送、手机短信推送等形式及时推送给学部读者，读者接

受信息渠道多样，并在本学部新书目录中选择，将加大读者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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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搭建具有学校特色与地区特色的优势馆藏 

重庆大学地处西南三峡移民地区，拥有文理学部、工程学部、建筑学部、信息学部四个学部。图书馆建立特色馆藏应充分

考虑学校特色与地区特色，才能更好地满足学校建设需要，才能更好地反映图书馆优势。 

(1)建立特色分馆。根据学部建设情况，将资源按分馆配置，使重庆大学图书馆现有人文分馆、理工分馆、建筑分馆充分体

现分馆特色。 

(2)建立特色专题资源库。建立体现学校学部特色的专题资源库，如体现人文的“重大文库”、“三峡文库”，体现建筑的“建

筑图文资源库”，体现工科的“汽车信息资料库”等专题库，是完善图书馆馆藏的有效途径。 

(3)建立学部重点学科导航系统。学部制下院系、学科和专家研究方向均发生较大变化，建立按学部相关专家、学术期刊、

学术群等信息加工整理的学部重点学科导航系统，将对学部教学和科研提供可靠参考和有力帮助。 

2.1.3搭建科学的文献利用分析系统对文献利用情况科学详尽分析是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分析基础上，采用合理的

采购模式，才能系统完善馆藏体系。 

(1)对学部和学术团队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学部和学术团队状况，了解学术团队职称、学历、专业、年龄、研究方向及外

语水平，了解他们对本学科文献认识和需求的状况，分析他们阅读和利用文献的规律，才能更好地向学部读者提供参考咨询、

信息推送等服务。 

(2)对资源利用情况分析。详细统计现有文献复本、馆藏地、占有情况以及文献借阅情况，分析文献借阅分布和收藏情况，

对图书馆分馆馆藏建设和学部读者图书资料的查找提供可靠信息。详细统计数据库点击率和下载量，分析各学部相关数据库，

特别是专业数据库使用情况，为是否向学部开展数据库推广和讲座培训提供参考。 

(3)对学部资源的比例分析。全面统计图书馆纸质图书、电子图书、纸质报刊、电子报刊等各类型文献种类和册数，详细分

析各学部纸质和电子文献比重，纸质和电子文献重复率，重点学科文献比重。根据统计分析数据和资源利用情况，按照协调互

补原则，调整学部数字资源与纸质资源采购比例，让学部资源按学校文献建设要求均衡发展。 

2.2交流讨论分中心的搭建 

交流讨论能充分认知彼此、深化学术思考，能通过有机协作促进学术研究[４]。学部学术集群和实体研究机构的沟通交流是

促进学部学术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利用现代技术和图书馆现有资源，建立以学部为基础的学术交流平台、网络社交平

台、实体社交区域和举办交流活动，为学部师生之间、学部师生与馆员之间提供交流平台，加快学部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 

2.2.1 搭建基于 Web2.0的学部学术交流讨论中心 

Web2.0环境下常用的学术交流平台主要包括： 

(1)博客、微博。“博客”即网络日志,是一种网络共享空间[5]。博主们对于学术前沿的敏感、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其思想深

度与学术涉猎面,使得他们成为一支不可能被任何本学科学者所忽视的学术力量[6]。微博是微博客(Micro-blogging,Microlog)

的简称,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的简短文本(通常少于 20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博客形式。读者对本学部相关博客和微博的关

注,将形成学部网络群体的虚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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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BS。BBS 是“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缩写,通常称为“电子公告栏”。BBS 具有用户使用方便、信息双向交流、实

时互动、形式灵活、节约资源等优点。利用重庆大学的 BBS 按学部、重点学科和热点话题等建立学术板块,开展学术讨论,将有

利于学部制建设开展。 

(3)即时通讯。即时通讯工具主要指 QQ、MSN、飞信等。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建立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信息交流,

建立临时讨论小组和专业学术群,弥补以往交流受时间、空间限制,交流范围狭窄,交流延迟等缺点。即时聊天已经突破作为技术

工具的极限,被认为是现代交流方式的象征,并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会关系[7]。 

2.2.2 搭建基于 SNS社交网络的学部交流平台 

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主要作用是为一群拥有相同兴趣与活动的人建立在线社区。以学部为基础建

立基于 SNS 的交流平台,是增强与学部读者交流、提升图书馆服务的有效途径。SNS 具有信息资源共享性、人际真实性、个性化

等优点。在 SNS 交流平台上有针对性地建立学部圈、学术圈、好友圈、主题圈,引导用户合作交流、共享知识与协助互助;倡导

学部读者网络聊天、交友,发布日志、上传图片、迷你博客、讨论话题等,以促进相互了解,使学部读者之间关系更加融洽,沟通

更加密切,使学部制建设健康、和谐与快速发展。 

2.2.3 开辟学部交流讨论区 

现代图书馆除了需要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阅览室外,还必须提供一块空间独立、设备齐全、环境优雅的区域,供读者学习

交流、学术交流和社交活动使用。交流讨论区除按容纳人数划分讨论区、按设备配置划分讨论区外,还需要按学部划分为文理学

部、建筑学部、信息学部讨论区,让每学部都有自己的讨论区。读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申请预约,就可以使用讨论区,本学部讨论区

优先本学部读者申请,其他学部讨论区在未利用情况下仍可以申请利用,以提高讨论区利用率。 

2.2.4 举办学部交流讨论活动 

图书馆针对学部举办各种类型交流讨论活动,发挥图书馆教育、培训、咨询、引导等服务作用,让图书馆更加了解学部,与读

者之间沟通无障碍。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到学部讲学,召开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为学部师生与专家的沟通搭建平台。建立规范的

管理制度,定期举办交流讨论活动,并不断提升活动质量,让交流讨论成为师生的主观需要。 

2.3 创新研究分中心的搭建 

为推进学校学部制改革步伐,创新研究中心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为立足点,以参考咨询和信息服务为方法,采用开放式模式,

协助学部培养优秀人才,以及对馆员人才队伍培养,以此建立具有一定影响力、创造力的新型学部学术团队,以促进学校学术研究

和学部科研建设需要。 

2.3.1 建立人才培养机制 

学部制下科研平台研究模式和院系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必将影响图书馆人才培养机制的改变,图书馆应努力适应学部建设

需要建立创新培养机制,培养创新人才。 

(1)培养机制。按学部开展基础信息素质教育,按学部特点培养创新基本技能和创新思维,按学部学科传授先进科技成果等。

并采用引导式、案例式、科研导入式等新颖教学方法对学部读者进行教学,总结适合学部和学部学术团队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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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励机制。对馆员在学部制工作开展中工作业绩和科研业绩进行评价,对优异者进行表彰和奖励,以促进馆员工作积极

性。对积极参与创新研究中心组织的活动,在图书馆学部制建设工作中提出合理化意见的读者进行表扬和奖励,以增强读者的主

人翁意识。 

2.3.2 创建新型学部学术团队 

重庆大学图书馆建立的青年学术论坛、图情研究组、各学部咨询小组等学术团队,主要对图书情报学科基础理论进行内部交

流讨论,较少与学校学术团队建立合作。学部制学术集群建立对情报知识要求的深入,要求图书馆加强与各学部学术团队密切合

作,参与学部课题研究,为学部学术研究在情报资料收集、数据挖掘、科学分析等方面提供强有力支持,树立馆员在学部科研工作

中的地位,建立“学部馆员+学部学术团队”新型学术团队。 

2.3.3 搭建以学部为基础的参考咨询服务平台 

以院系为基础的图书馆原参考咨询平台不能满足大学部建设的需求,要求搭建学部参考咨询服务平台,收集各学部信息服务

需求,发布学部资料信息,了解学部读者服务反馈评价,介绍优秀学部咨询馆员信息。在平台上设立学部咨询馆员、专题咨询馆员

联系接口,方便学部学术团队与馆员联系与沟通。开通学部读者与馆员团队在线咨询交流服务,实现馆员合力解决读者问题。 

2.4 发现与创新总中心的搭建 

重庆大学图书馆“资源、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图书馆 2.0 管理与服务理念,重视资源、管理和服务三核心要素,注重三者

之间联系,以图书馆 2.0 思想和管理理念诠释现代图书馆服务。重庆大学图书馆在“资源、管理、服务”理念支持下,以学部读

者为中心点,搭建文献资源中心、交流讨论中心、创新研究中心,最终帮助实现知识的发现与创新。图 2为“资源、管理、服务”

三位一体的发现与创新总中心模型图。 

 

学部制建设对高校图 书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图书馆搭建发现与创新中心是学部制建设的需要，图书馆只有在高度重

视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馆藏、提高馆员素质、营造创新氛围、提供高质量服务，才能将发现与创新中心工作做好做实。 

参考文献 



 

7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3-01〕. http:/ /www. china. com. cn/ policy/ 

txt/2010-03/01/content_19492625_3.htm. 

[2]邹晓东,吕旭峰.“学部制”改革初探——基于构建跨学科研究组织体系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0(2):26-31. 

[3]宋志红.特色学科馆藏建设发展思考——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文献资源馆藏为例 [J].大学图书馆学

报,2011(2):68-71. 

[4]潘紫辰,张伟,金煜.高校学术交流活动的功用及原则[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1,29(5):93-95. 

[5]王敬稳,陈春英,曹彩英,等.“博客”现象及其对图书馆的启示[J].情报杂志,2003(4):90-91. 

[6]司步林.图书馆的学术地位刍议——兼与程焕文先生商榷[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3):76-78,92. 

[7]张果果.Web2.0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学术交流平台新视角[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3):3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