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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图书馆跨界服务带来的诸多挑战，对学科馆员团队软实力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以团队核心价值观、员

工综合素质、团队文化、制度体系、协同机制及内外部环境和谐度等要素为核心的团队软实力建设，已成

为打造学科馆员团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介绍了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团队积极应对创新跨越

挑战，探索团队软实力建设的做法，以及以软实力建设促进硬实力发展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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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over services have brought many new challenges and new demands on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librarian team. The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Librarian team which includes core values, 

qualities of staff, team culture, rules and regulation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harmony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Subject 

Librarian team. Taking the Subject Librarian Team of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as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n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and the effects how the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promotes 

hard pow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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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界服务，是指跨越传统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边界，参与文献、信息、知识的生产、

分析、传播和利用过程，深化图书馆信息服务内涵、扩展服务外延的一种新型服务与理念与

模式，是图书馆致力于E-Science、E-Learning信息环境建设，融入用户教育科研过程开展专

业化服务的战略选择[1]。图书馆的跨界服务，在学科馆员的工作中得到了最充分和最集中的

体现。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家科学图书馆）为例，学科馆员承担着“嵌

入一线，融入过程”的服务职责，面临着跨学科、跨职能、跨组织、跨地区、跨文化等前所

未有的挑战。传统学科馆员作为图书馆与用户的联络人、用户信息素质培训者、参考咨询馆

员的角色已经发生改变[2]，以融入一线、嵌入科研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学科馆员在服务地

点、服务的逻辑起点、服务深度、服务内容、服务责任、角色定位及服务手段上已经发生了

深刻变化[3]。跨界服务及学科馆员角色定位变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成为了引发学科馆员

团队能力建设，特别是加强团队软实力建设的新情境。 

 

2 软实力：学科馆员团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上



发表“Soft Power”一文，宣告了“软实力”概念的诞生[4]。之后，引起中外学者对于国家

软实力、机构软实力、企业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等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截止到2011

年底，以“软实力”为关键词，在CNKI中 国 学 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 总 库 中检索到期刊论

文18601篇，内容涉及文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管理、党建、新闻与传媒等各个学科

和行业领域；而图书馆界论文中提及软实力概念的论文出现125篇，其中大多是论述图书馆

对于增强国家或地区文化软实力作用，真正涉及图书馆自身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论文只有30

篇左右，而论述学科馆员团队软实力建设的尚未见报道。一般来讲，硬实力是指外在的、有

形的物质性因素，具有相对固化、可量化的特点；而软实力是指影响团队可持续发展的多种

非物质性因素，具有有质无形、无法量化的特征[5]。 

笔者认为，学科馆员团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组成（如

图1所示），其中“硬实力”是指学科馆员团队所拥有的实体资源、人力资源等物质性因素；

而“软实力”是指员工综合素质、业务技能（也可作为员工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制度体

系、团队文化及内外部环境和谐度等影响团队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性因素。硬实力和软实力

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学科馆员团队的核心竞争力。 

 

图 1 学科化馆员团队可持续发展能力构成 

 

3 跨界服务：引发学科馆员团队软实力建设的新情境 

3.1 跨界服务带来的多类型任务环境，对学科馆员的知识结构提出挑战 

随着学科化服务的深入开展，围绕“为科研一线提供完整信息解决方案”这样一个大命

题，学科化服务的内容已大大超越传统图书馆文献服务的边界，将触角延伸到研究生信息素

质教育、科研素养培训、综合信息保障、学科情报研究、知识平台建设、开放获取、知识产

权管理、机构知识资产管理及专利战略等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图

书馆业务分类方式对学科馆员的业务做出定义。超限，跨界，已成为学科化服务工作内容的

常态，学科馆员因此承受着多任务工作环境对自身能力结构的挑战。 

3.2 跨界服务带来的多向度人际关系，对学科馆员的沟通交流能力提出挑战 

在一线服务中，学科馆员需要密切沟通各类科研用户（包括所领导、学术带头人、科研

人员、管理人员、研究生），协同各类合作伙伴（包括学科馆员团队、各部门同事、所级图

书馆同事），合理调用各类资源与服务（包括本馆资源、研究所资源、第三方图书馆资源）。

学科馆员置身于多向度、多层面、多元价值主体的人际网络之中。沟通，交流，已成为学科



化服务常态，学科馆员承受着多向度人际关系对自身沟通交流能力的挑战。 

3.3 跨界服务导致深度介入科研过程，对学科馆员的诚信道德水准提出挑战 

秉承“嵌入一线，融入过程”理念，学科馆员与一线科研人员合作越来越密切，触角所

及越来越深，甚至涉及到对军工及国家重大专项的服务中。诚信，保密，遵守科研学术道德

规范，已成为学科馆员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 

3.4 跨界服务提出持续创新跨越的要求，对学科馆员的责任担当意识提出挑战 

学科化服务没有现成的模式，学科馆员在极富开创性的工作过程中，“责任即是反应能

力[6]”，勇于主动担当责任的学科馆员会认真对待用户的每一个需求，把用户需求的解决过

程，转化为推动业务变革和创新发展的契机；而责任意识薄弱的学科馆员，不容易捕捉到潜

在的创新机会。创新，使之常规化，再创新，已成为学科化服务工作的常态，学科馆员承受

着持续创新责任的压力和挑战。 

3.5 跨界服务形成的多维绩效表现形式，对学科馆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提出挑战 

在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区服务过程中，每个学科馆员承担研究所的数量、学科领域、

规模大小、距离远近、新旧程度各不相同；面对的合作对象、服务基础和用户需求千差万别；

承担的常规工作、创新工作、研究项目、管理工作、学习提高和成果产出情况也互不相同。

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多维度、多视角的绩效表现形式，对学科馆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提出了挑战。 

3.6 跨界服务造成多任务并发状态，对学科馆员的协同工作机制提出挑战 

分工负责制，使每位学科馆员都有自己的责任范围独挡一面。当遇到多用户、多任务并

发情况，或个人能力所不及的深层服务时，就会显得势单力薄、捉襟见肘。协同服务，团队

攻关，成为学科馆员对团队建设迫切的需求。 

3.7 跨界服务导致超负荷工作节奏，对学科馆员团队文化提出挑战 

长期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节奏，使得加班加点成了学科馆员生活的常态，对学科馆员

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理念提出了挑战，呼唤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氛围来保障。 

综上所述，跨界服务带来了诸多挑战，不但考验着学科馆员个人的职业发展能力，更考

验着学科馆员团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学科馆员团队能力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而塑造团

队软实力，日益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4 软实力促进硬发展：以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团队为例 

国家科学图书馆自 2006 年建立嵌入研究所一线的学科馆员制度以来，积极应对创新跨

越中的各种挑战，从六个方面对学科馆员团队软实力建设开展了探索与实践。 

4.1 倡导员工综合素质发展，提升团队创新发展能力 

4.1.1  新学科馆员聘用环节，注重综合素质选拔 

国家科学图书馆不单纯考察求职者的学历、知识及技能等能力条件，而且从潜能的角度，

关注求职者是否具有与学科馆员团队文化相契合的价值理念和人格特质（包括智商、情商、

德商等），从综合素质的角度挑选能够适应未来挑战的新学科馆员。 

4.1.2  新学科馆员岗前培训环节，注重综合业务能力打造和理念传承 

以“轮岗培训”和“带岗实习”两个阶段对新学科馆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打造。①轮

岗培训：以在国家科学图书馆主要业务部门轮岗培训为主要方式，培养新应聘人员对国家科

学图书馆新型服务模式及流程的全面理解和重点把握；②带岗实习：以一对一的传承为主要



方式，专门指定有丰富经验的老学科馆员带领新学科馆员到所开展服务，帮助新学科馆员提

升实战能力，并注重传承团队的服务和创新理念。 

4.1.3  新学科馆员试用期满考核环节，注重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考察 

新学科馆员的试用期为 1 年，期满考核鉴定决定着最终能否被聘为正式员工。试用期满

考核不单纯评价试用者的业务能力，而是以综合素质评价指标全面考核其是否具有担负学科

化服务的潜力。国家科学图书馆 2011 年制定的《项目聘用人员考评表》的具体指标包括：

①政治素养（正直诚实、工作态度、敬业精神）；②学习能力（主动学习思考、业务熟练程

度、掌握岗位技巧）；③业务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完成课题任务、工作质量效果）；④团队

精神（团结合作、沟通交流、公益服务、融入集体）；⑤创新精神（积极向上、钻研业务、

主动探索）；⑥工作纪律（遵守劳动纪律、安全保密意识）[7]。 

4.1.4  持续的团队能力培训及特色能力云建设，促进学科馆员个人职业生涯和学

科馆员团队整体能力的协同高效发展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团队持续的能力培养包括：①开展持续的团队能力培训，有计

划、经常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能力培训活动，把能力提升贯穿在日常学习中。②开展团队特

色能力云建设，按照张晓林馆长 2011 年 3 月在内部交流中的要求，学科馆员团队特色能力

云教授是将普遍的基准能力和分布的特色能力相结合，形成矩阵化的整体深度能力结构及其

对整个学科馆员团队的支撑机制，使得每位学科馆员既具有开展普遍服务的基准能力，又具

有自身的特色能力，为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8]。 

4.1.5  选派骨干出国进修或参与学术交流，培育高端领军人才 

配合全馆“群星计划”，学科馆员团队积极选派青年骨干出国学习、与国内外同行合作

交流、参加学术会议，通过多种方式提升骨干综合素质，开阔学术视野，参与国际合作和高

标准发展。 

4.2 加强规范和制度体系建设，促进团队科学管理和绩效提升 

4.2.1 规范和制度建设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团队建立了《网络参考咨询服务规范》、《学科馆员到所服务工

作制度》、《学科馆员的工作日志制度》、《学科馆员的问题反馈制度》、《学科馆员安全与保密

制度》等工作规范和制度，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高标准运行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4.2.2 绩效考核机制建设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团队按照全馆绩效考核要求从完成任务、创新意识、职业素质、

专业技能四大方面对学科馆员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学科馆员工作内容制定了更为具体的

《学科馆员考核细则》，对学科馆员所承担的常规工作、创新工作、研究项目、管理工作、

学习提高和成果产出情况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考核。更为重要的是，在考核的同时，注重

绩效反馈环节，馆领导和员工一起梳理《问题清单》，帮助员工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工作，真

正让绩效管理发挥其提升组织绩效的作用。 

4.3 加强协同工作机制建设，提升团队协同攻关能力和共享交流能力 

4.3.1  协同工作机制建设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团队建立了与各相关层面的协同工作机制（如表1所示），有效

提升了团队协同攻关能力。学科馆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得到了学科馆员团队的有力支

持；学科馆员团队不是孤军奋战，背后得到了全馆各部门和全院各单位的协同与配合。 



表1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与各层面协同工作机制 

协同层面 协同机制 任务 

学科馆员团队 学科馆员合作机制 

“能力云建设” 

每个学科馆员在通过基准能力提供普遍服务的同时，又通过

整个团队合作机制获得特色能力的服务支持[8] 

全馆各部门 全馆协同工作机制 

“一线服务协调会” 

由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领导、各部门主任及联络员联席参加，

对学科化服务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全院各单位 院所协同工作机制 

“学科化服务协调组” 

由国家科学图书馆总分馆及部分所图代表参加，对全院学科

化服务统筹规划、协调和管理 

4.3.2  交流共享平台建设 

学科馆员团队加强知识共享、日常交流机制建设，并通过落实到相关平台建设（如表2

所示），促进了学科馆员团队之间、学科馆员与研究所同行之间、学科馆员与用户及院内外

同行之间的交流共享。 

表2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交流共享平台 

交流层面 交流平台 任务 

学科馆员团队 学科馆员工作平台 学科馆员团队业务资料、文档的共享平台 

学科馆员QQ群 学科馆员日常交流互助的即时通讯平台 

全院项目团队 IR建设QQ群 

情报研究项目QQ群 

群组平台项目QQ群 

学科馆员与全院研究所馆员探讨相关工作的即时通讯平台 

开放交流 信息素质教育平台 国家科学图书馆用户培训课件的共享平台 

参考咨询知识库 国家科学图书馆参考咨询常见问题及典型案例共享平台 

 

4.4 加强团队创新文化建设，营建和谐奋进氛围 

4.4.1 塑造核心价值观，为团队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甘当人梯，敢为人先”的国家科学图书馆精神，极好地凝练了学科馆员团队的

核心价值观。“甘当人梯”诠释了学科馆员甘于奉献的服务精神；“敢为人先”揭示了

学科馆员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服务精神和创新精神，共同构成了国家科学图书馆学

科馆员的精神内核，引领学科馆员团队甘于坚守服务，敢于迎接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

战。  

4.4.2 营造和谐奋进的团队氛围 

开展丰富多彩的团队活动，开阔视野、促进友谊、舒缓压力。包括：以“重温历史，鼓

舞干劲”为主题的院史、馆史教育；以“业务交流，增进友谊”为主题的部门间业务研讨、

文体活动；以“同行交流，开拓视野”为主题与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

书馆、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等图书馆同行交流活动；以“焕发精神，展示才华”为主题参与全

馆歌咏比赛、春节联欢会等。学科馆员还创作了自己的歌曲，展现学科馆员奋发向上的风采，

营造和谐奋进的氛围。 

4.4.3 塑造学科化服务品牌形象 

从学科馆员 LOGO、名片、宣传彩页、邮件落款、PPT 模板到每一支笔、每一张即时贴、



每一个小礼品的设计，无不体现了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团队对自身品牌形象的塑造。

以高度凝练的“口号”（如图 2 所示），简洁有力地概括了学科化服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行动

纲领。这些细小的设计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用户环境中，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让用户随时

随地了解和利用学科馆员的服务。 

 

图 2 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口号 

 

4.5 馆领导强力推动，营造协调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4.5.1 用户环境的营造 

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领导既是学科化服务的引领和推动者，也是学科馆员团队的一员。他

们经常带领学科馆员到研究所调研，通过召开“研究所一线科研用户座谈会”等形式，与研

究所领导、科研骨干、研究生进行深入研讨，形成院所协同工作的共识，推动难点问题的解

决，为学科化服务营造良好的用户环境。 

4.5.2 政策环境的营造 

2011 年 11 月召开中国科学院第六次文献情报工作会议，制定《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

作条例》、《中国科学院科技文献资源保障规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专业技术岗位任职能

力认证方案》以及《中国科学院一线文献情报服务水平评价与监测办法》[9]，为院所图书馆

协同发展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政策环境。 

 

5 结语 

总之，在学科化服务进入跨界服务这样一个足够复杂、充满创新挑战的环境中，以团队

价值观、员工素质、制度体系、协同机制、团队文化及内外部环境和谐发展等要素的软实力

建设，已成为学科馆员团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学科馆员团队软实力的

建设，能对硬实力的发展形成强大的支撑力、牵引力和营养滋润作用，促进团队整体能力的

大幅度提升。当前，学科化服务迎来大普及并将进入高歌猛进的发展时期，强化学科馆员团

队的软实力建设，以软实力促进硬发展，将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作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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