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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学会发展趋势报告是学术图书馆了解当前环境，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性报告。

当前国内高校正处于“双一流”建设起步阶段，趋势报告为高校图书馆发展转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结合历年趋势报告

和“双一流”建设基本任务，文章从五个方面对高校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 关注高等教育环境变化，加强学科服

务，打造立德树人基地，重视特藏建设，搭建产学研桥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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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ＲL development trends reports are the best guidanc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for making the strategy
plan of academic libraries．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double first-rate”construction． ACＲL repor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academic libraries． Combining with the ACＲL reports and the“double first-
rate”basic tasks，this paper explores academic library development trends from following aspect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strengthening subject services，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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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CＲL; academic library;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y library; development plan

1 引言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 ACＲL) 由来自美国大学

和研究型图书馆馆员 和 相 关 专 业 人 士 组 成，目 前 有 会 员

10500 名，是美国图书馆协会 ( ALA) 下最大的全国性分学

会。协会致力于引领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发

展、提升与改进，增进学习、创新和交流，提升学术图书馆价

值。协会下设超过 20 个专业委员会，其中战略规划与评价

委员会负责关注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环境变化对学术图书馆

的影响。自 2010 年起，该委员会每两年发布一次学术图书

馆环境扫描，并在隔年发布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成为

学术图书馆了解当前环境，制定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性报

告。2018 年第 6 期《大学研究与图书馆新闻》发布了最新一

期的《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1］。本次报告重点关注

“市场力量、技术和政治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为实现“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高等教

育将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和发展动力，全面提升我国高

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

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的

教学科研服务保障和人才培养机构，如何更好地适应“双一

流”建设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双一流”建设，是当前图书馆

界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ACＲL 的学术图书馆发展

趋势报告( 以下简称趋势报告) 为我们了解美国学术图书馆

的生存环境、发展趋势、影响因素，对标国际一流大学图书馆

发展规划和建设理念提供了机会，为在“双一流”建设背景

下的高校图书馆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

基金项目: 2017 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与服务研究专项) “高校图书馆开放数据服务模式与

平台研究”( JZ17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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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年趋势报告研究综述

ACＲL 的系列趋势报告已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持续关注

和研究分析。黄金霞通过对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知识管理

实践和服务工作的介绍，对 2010 年趋势报告做了解读［2］;

宋洁、王乐结合复旦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工作和读者服务实

践，对 2012 年趋势报告做了分析［3］; 王春生从深度合作的

角度，探讨了 2014 年趋势报告［4］; 赵星等在对 2015 年 ACＲL

年会论文主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2010－2014 年的三份

报告进行了对比分析［5］; 徐路从新技术环境的角度对 2016

年报告进行了深入剖析［6］。

系列趋势报告具有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特点，通过了解历

年报告的简要主题和发展变化，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近年来图

书馆的环境变化和学术图书馆的发展脉络。报告一般从外

部环境评价、图书馆价值、资源建设、信息技术的影响、空间

与服务变革、馆员发展六个方面进行论述，大致归纳出如下

要点:

( 1) 外部环境评价: 经济危机导致的预算减少给图书馆

带来的挑战; 网络学位课程、大学教育性价比、开放获取和开

放教育等因素引起的高等教育环境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 网

络环境的扩展及科研社交网络的发展，新的学术评价指标替

代计量学现象的发生; 系统集成商和内容服务商相互并购引

起学术生态环境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
( 2) 图书馆价值: 图书馆需要用数据来证明自己对机构

和用户的价值; 图书馆在合作中展现自己的价值; 学术图书

馆在帮助学生成功方面的作用; 通过 ACＲL 行动评估计划

考察图书馆对学生学习 /成功的影响。
( 3) 资源建设: 用户驱动的馆藏发展模式; 数字化馆藏

资源的长期规划问题; 对需求驱动的资源采购模式进行重新

评估; 利用新的工具和数据对资源利用进行分析。
( 4) 信息技术的影响: 数字化项目将特有馆藏提供给全

世界的科研人员; 智能手机和移动设备驱动用户对图书馆移

动服务产生需求，自适应设计优化不同设备的使用体验; 利

用开源软件和网络工具与教学科研人员开展合作; 云计算、

虚拟现实、发现工具、开源软件以及社会网络工具成为影

响学术型图书馆的重要技术。
( 5) 空间与服务变革: 物理馆藏减少，馆舍被重新规划

为学习中心和合作空间; 图书馆在学术传播和出版服务方面

的作用; 数据管理服务，围绕数据构建的协作关系; 能力本

位教育转变有助于图书馆将信息素养教育嵌入专业课程; 图

书馆与学院合作成立数字人文中心，馆员参与数字人文项

目;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新方向。
( 6) 馆员发展: 学术交流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催生学术

交流馆员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岗位; 其它专业人员进入图书

馆工作引起馆员职业发展计划的扩展; 技术变革要求图书馆

员不断扩充技能; 重视在职馆员的技能培养，以创新方式雇

佣新的人员; 熟悉技术与技术支持，支持虚拟化服务，关注用

户体验，数字人文与知识服务管理的能力要求。

3 2018 版趋势报告解读

2018 版趋势报告重点关注市场、技术、政治环境对图书

馆发展的影响，从出版商与供应商观察、虚假新闻和信息素

养、图书馆项目管理法、开放教育资源和教科书的可负担性、

学习分析和伦理关注、研究数据集收集与文本挖掘和数据科

学、馆藏管理七大主题进行讨论分析，既有对此前报告相关

主题的延续，又有对新增主题的探讨。

3．1 市场观察: 出版商和数据库商新动态

出版商和数据库商继续朝着增强发现、分析、生产率和

研究工作流等领域发展，不断扩展其传统的学术分发传播功

能。2017 年 8 月，爱 思 唯 尔 收 购 了 机 构 库 和 出 版 平 台

bepress。继爱思唯尔购买 SSＲN 和 Plum 后，这一收购体现

了主要出版商通过购买和开发新服务的方式，快速扩展他们

出版 以 外 的 能 力。Digital Science 发 布 了 一 种 新 的 工 具

“Dimensions”，它旨在“重新构想”论文的发现和访问方式，

其中包括引文数据库和研究分析套件。科瑞唯安通过收购

Publons( 同行评审平台) 和 Kopernio ( 旨在提供更好的更加

无缝的访问授权许可和开放获取内容) ，将其商业服务扩展

到学术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

随着这些大型出版商和数据库商更多地关注学术基础

设施和学术交流的各个环节，它们正成为从学术发现到学术

传播的全流程服务提供商。同一个服务提供商打通了学术

研究和出版的不同环节，从协调基金资助、数据收集和分析，

到跨机构和国别的合作、写作、出版和发行推广。这些变化

将在未来几年对小型出版商、独立服务提供商和学术图书馆

产生重大影响。

研究人员的信息发现方式也在影响市场。专业学者更

有可能通过在线搜索获取信息，而不是通过传统方式来获取

信息。大的服务提供商将通过他们在基础设施上的优势以

提高学术成果的可见度。在此情景下，图书馆如何证明自身

对研究者的价值? 在欧洲，德国和荷兰的图书馆共同推动针

对学术信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与主要出版商谈

判，提倡开放存取。OA2020 运动尝试支持改变学术出版的

支付模式。图书馆员需要关注开放存取的趋势，因为它可能

将对馆藏预算、订购模式和学校目标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简

化对 授 权 内 容 的 访 问，减 少 或 避 免 用 户 使 用 SciHub、
ＲesearchGate 等工具，出版社、图书管理员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共同推出了 ＲA21［7］。

3．2 虚假新闻和信息素养

虚假新闻虽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已被证明具有很强的

影响力。“虚假新闻”一词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发挥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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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这是美国现任总统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用来诋毁

主流新闻媒体。虚假新闻是一种蓄意的错误信息，依靠煽动

性的内容吸引注意力，通过广泛传播影响他人。图书馆界已

经对虚假新闻的问题做出了回应，通过提升信息素养来验证

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虚假新闻和不确定性信息被作为事实传播的现象，重新

引起人们对资源评价和信息可信度等问题的关注。ALA
2018 年《参考和用户服务信息》春季季刊中，图书馆界将信

息可信 性 和 虚 假 新 闻 列 为 信 息 素 养 项 目 首 要 的 研 究 对

象［8］。图书馆员已经开发了许多培训课和研究指导，致力

于打击虚假新闻并促进信息素养提升。虚假新闻不仅是关

于新闻真相的问题，因为信息本身不太可能单独改变一个人

的信念。考虑到虚假新闻的复杂性，以及信息素养在应对虚

假新闻中的局限性，当前这种支离破碎、充满争议的媒体格

局对个人的影响值得图书馆员进一步思考和采取行动，这为

图书馆员与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其他人合作提供了机会。

3．3 项目管理方法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项目管理原则在处理大型数字化项目时关注基于团队

的增量方法，使图书馆能够有效地优化人员、馆藏和预算。

大多数学术馆员在过去五年中参与了 3 至 8 个项目，项目管

理已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馆际或与校外机构合作

的数字学术项目中，项目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将项目管理方

法与敏捷软件开发中使用的技术相结合，团队使用可编辑的

项目看板，通过项目符号、文本和甘特图将迭代过程中的文

档可视化，在线协作软件和应用程序供多用户和跨机构的合

作伙伴共用，大大提高了项目管理效率。

随着对项目管理原则相关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增加，许多

在传统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方面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发现，

自己需要通过额外的课程或相关认证来熟悉项目管理。图

书馆学和信息管理教授 James H． Walther 通过将个人课程规

划融入 研 究 生 课 程 作 业 来 检 验 学 生 项 目 管 理 的 具 体 技

能［9］。Brett Currier、Ｒafia Mirza 和 Jeff Downing 提出项目管

理规划技能一直存在于图书馆和馆员中，随着参与数字人文

计划的力度加大，图书馆员需要形成整体思维，将自己定位

为项目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服务提供商［10］。

3．4 开放教育资源和教科书的负担能力

开放教育资源 ( OEＲ) 继续在多方面显示出其重要性，

如: 图书馆馆藏的可持续性、学生可负担的教科书、课程开发

的新途径以及数字学术研究的方法。教学资源难以查找，学

科资源内容不足，资源质量欠佳和内容更新等问题是教师所

面临的挑战。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含各载体类型的开放

教育资源馆藏，图书馆员必须首先通过调查确定支撑用户课

程和研究的馆藏需求。通过将开放教育资源纳入课程教学

资源，图书馆员有机会与教师、学科馆员和技术人员开展合

作，帮助确定哪些开放教育资源是可用的，评估它们的质量，

并将这些资源添加到课程管理系统中。

图书馆员主张通过项目资助，协助开发和发布开放教育

资源。开放教育资源可以作为图书馆的一项目标，凭借图书

馆的倡议和大学出版社的经验来降低学生学习成本，同时展

示大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优质内容。图书馆并不是惟一倡导

开放教育资源和关注教科书可负担性的团体。一些学校鼓

励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选择学生可负担的教材，在课程注册

系统中特别指出了低成本或零成本的必修课程，提高学生在

控制学习成本中的可选择度。许多图书馆利用电子书解决

教科书的可负担性问题。上述举措的重点是提供电子版本

教参的访问，让教师了解电子图书的功能，便于他们考虑和

选择，但受限于数字版权控制 ( DＲM) 、用户登录、额外安装

软件等因素，电子书在课程的使用实施中仍存在障碍。

来自出版商和内容管理平台的产品可能为图书馆与教

师合作创造机会。Canvas 系统允许书店将必要的参考书信

息发布到个人课程信息流中。EBSCO 课程构建器通过与

Blackboard CMS 整 合，使 教 师 能 够 在 EBSCO 中 搜 索 并 在

CMS 中快速创建链接，便于学生阅读。

3．5 学习分析、数据收集和伦理关注

在高等教育中使用学习分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通过对

学生数据进行收集与挖掘，对学生过去的行为做出预测。学

术图书馆是学习分析中的一部分，它将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

使用与学生的表现指标( 如 GPA 和保留率) 联系起来。一些

图书馆员和管理者认为学习分析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工具，可

以帮助学生和机构取得积极的成果，同时也能说明学术图书

馆对机构生产力和学术成就的贡献。《ACＲL 学术图书馆影

响力报告》中提倡图书馆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展“基于数据

共享分析的学生学习和成功统计分析和预测”。然而，学习

分析可能会与美国图书馆联盟的道德准则和“促进知识自

由的职业承诺”产生重大冲突，如: 用户隐私保护和保密，平

衡图书馆用户、机构、内容创造者和供应商之间的知识产权

利益。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人们都在关注将学生的成功和

学习经历减少到一组变量，利用数据来识别“有风险”的

学生。

随着大学图书馆深入参与学习分析项目，伦理维度变得

越来越重要。图书馆员和其他信息专业人士对图书馆发现

工具如何获取用户数据，特别是通过何种方式、与谁共享用

户数据提出了担忧。图书馆寻求提供更精细和更高效的服

务( 市场营销、发现界面、馆藏使用) ，但是这些改进可能是

通过分析用户活动产生或获知的，从而在提供用户服务和保

护用户隐私之间产生了一个难题。用户隐私、数据收集与保

留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需要平衡用户隐私和图书馆服务提

升间的关系，持续保持图书馆和校园 IT 部门之间的沟通。

3．6 研究数据集的获取、文本挖掘和数据科学

随着数据科学和定量研究需求的增长，馆藏管理人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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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为获取独立存储的数据集制定更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最

佳实践。现在，数据源不仅来自文本和数字数据，而且扩展

至多媒体数据、社交媒体数据、超文本和超媒体数据。相关

的挖掘技术和方法覆盖信息提取、信息检索、自然语言处理、

分类和聚类以及不同的文本摘要方法等方面。数据集面临

获取和管理方面的挑战，包括许可限制、可访问性和所有权、

支持、维护、发现和成本。一些图书馆开始为研究数据集提

供更安全、更专用的项目资助。大多数图书馆正在尝试找到

管理、资助和应用这些小型数据集的最佳实践。

因为数据源通常是独立的，使用不同的数据标准，这使

得数据集成变得困难，这也是图书馆员和研究人员正面临的

挑战。在处理包含敏感信息的数据集( 如社交媒体数据、企
业数据和健康数据) 时，需要在数据集成、共享和处理阶段

应用隐私保护技术。获得数据的访问权仍然是一个重大挑

战。许多数据集都受版权保护，公平使用的权利受到版权许

可的限制。供应商仍然通过各自的方法来访问各自的数据 /

文本库，这些方法可能不符合图书馆最佳实践或图书馆技术

能力。

图书馆员可以通过澄清法律问题，与出版商协商许可，

还可以通过创建文本和数据挖掘的工具和方法指南，提供关

于图书馆数据库和数据来源的信息，培训介绍图书馆购买的

数据资源和工具。图书馆员和图书馆技术人员还可在数字

化、数据抽取、数据准备，甚至设计数据分析模型等领域提供

支持。在文本和数据挖掘项目完成后，图书馆可以帮助保存

数据集以供重用，协助研究人员贡献开放获取的数据集，进

行元数据标引以供被发现。随着建立数据科学项目机构的

日益增多，图书馆员需要提高数据管理、可访问性和技术相

关专业知识，以支持数据科学家。专业协会和信息科学项目

应继续加强和扩大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培训，使图书

管理员能够利用和处理有关的数据问题。

3．7 馆藏管理

3．7．1 采访模式的发展

需求驱动的采访 ( DDA) 模式继续演变，因为大多数出

版商已经改变、限制或取消了他们的短期借阅 ( STL) 选项

( 特别是对于访问量高的图书) 。市场的变化以及出版商对

收入损失的反应，是对已广泛采用的基于需求驱动采访的电

子书采购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吸引力的挑战。对许多图书馆

来说，一个更为可行的选择是与现有的图书馆供应商合作，

制定新的 DDA 计划，取消短期借阅模式，提供非数字版权管

理方式访问大学出版社的图书。除了传统的电子书 DDA 计

划之外，新的流媒体视频计划越来越受欢迎，以满足图书馆

对流媒体内容的需求。

循证采访模式 ( EBM) 是一种较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

下，图书馆会预先向出版商提供经费保证，出版商提供给图

书馆一份书单，然后图书馆选择商定数量的图书获得永久所

有权。虽然这种模式对图书馆和出版商都很有吸引力，但是

循证采访模式的问题在于: ( 1) 由于学科电子图书使用数量

的潜在变化，导致出版商需要图书馆的长期承诺; ( 2) 可供

决策使用的可靠的统计数据。
3．7．2 开放获取馆藏发展政策和资助计划

围绕馆藏预算和支持开放获取资金的政策仍处在挑战

中，包括对论文发表费用的支持。David W． Lewis 呼吁图书

馆考虑将图书馆预算的 2．5%用于支持开放获取基础设施建

设。根据对开放获取投资内容的定义和单个图书馆的预算，

2．5%可能对馆藏预算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大多数图书馆将

预算的 2．5%投入到开放获取项目，会逐渐对开放获取计划

产生重大影响。图书馆馆藏发展负责人有责任制定明确的

政策，包括支持和资助特定开放获取项目的纲要和细则。关

于如何将开放存取发展纳入馆藏预算决策的讨论越来越多，

特别在关于不断增加的期刊预算情况下( Kristin Antelman 提

出开放获取降低了单篇文章下载成本) 。美国和欧洲都有

一些关于授权方式的运动，推动出版商暂停对作者发表论文

收费。
3．7．3 传统印刷馆藏

几个新的大型纸本文献保存计划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

段，包括 HathiTrust 纸本文献保存计划。该计划已完成来自

会员机构超过 480 万册图书的数字化保存。图书馆一方面

在数字化馆藏，并购买更多电子图书，同时，也在讨论如何管

理、推广和吸引用户使用图书馆的纸本馆藏。由 Andrew W．
Mellon 基金会资助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关于开放书库的报

告，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个性化、多样化地营销纸本馆藏，提

供指导图书馆推广纸本馆藏所需的材料和工具。

4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趋势报告对我国学术图书

馆未来发展的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新的时代，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高校的主要目标。在“双

一流”建设背景下，ACＲL 的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对我

国学术图书馆未来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4．1 高等教育环境对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影响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型单位，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11］。图书

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而学校的建

设与发展又受到整个高等教育环境的影响，因此图书馆有必

要跟踪高等教育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学校自身发展的小

环境，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发展目标，提供更加符合需要的服

务。ACＲL 学术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历来注重高等教育环

境变化对高校图书馆的影响，是我国学术图书馆了解国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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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环境变化的重要参考。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这是

对新时代下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部署。“双一流”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

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

五项基本建设任务［12］。2017 年 9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改委正式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

学科名单，随后首批“双一流”高校陆续出台各自的建设方

案。顺应高等教育环境变化，服务“双一流”建设为新时期

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转型指明了方向。

4．2 加强学科服务，提升图书馆价值

“双一流”建设较“211 工程”“985 工程”最显著的变化

在于强调以学科为基础，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实行动

态管理。强调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高校图书馆服务于“双一流”建设，重点在于做好学科资源

保障和推广、学术数据管理、学术成果保存、学科评估指标数

据分析等工作，提升图书馆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ACＲL 的

趋势报告反映出以需求驱动的资源采购模式正成为主流，在

“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科研人员和学院教授对于资源的需

求满足是图书馆关注重点，需求驱动的采购模式是满足资源

获取，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方式［13］。研究数据管理是高

校图书馆在学术服务领域，继机构知识库和开放获取运动后

的最新发展方向。研究数据作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以数据为王的时代，数据价值更加凸显。高校图

书馆向科研人员提供数据管理计划制定、数据归档保存、数
据描述与揭示、数据共享、数据分析等服务，有助于提升科研

成果的影响力［14］。“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对学科实施动态监

测，学校有必要跟踪学科发展态势，制定学科竞争力评价方

法和计算指标［15］。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和相关工具，图书馆

可以客观评价学科现状，分析学科发文影响力和合作者网

络，发现学科可能的发展热点和前沿研究，对学科科学发展

提供建议［16］。

4．3 打造立德树人基地，培养创新人才

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保障中心，也是人才培养

基地。ACＲL 趋势报告自 2014 年就持续关注图书馆在学生

成功方面的价值，通过对图书馆馆藏、空间、教学、参考等服

务的考察，运用数据分析评估图书馆在学生成功方面的影响

力。“双一流”建设提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任务，将

学生成长作为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阅读是个人最

基本的能力，是获得知识，形成思想的基本素养。阅读推广

现在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的新常态，在立德树人，帮助学生

心理成长、人格完善，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17］。随着信息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信息素养已经

不能满足当前个人在新媒体和社交环境中的需要，元素养是

新信息环境下重要的个人综合能力。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

育需要从传统的以文献为中心的课程组织模式，扩展为以信

息查找、评估、组织、利用、分享为目标的课程体系［18］。近年

来兴起的创客空间，使学生能够通过图书馆提供的空间、资
源、材料、工具等，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学习和创新。创客空间

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图书馆帮助学生发展创新力素

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益尝试［19］。

4．4 重视特藏建设，传承优秀文化

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中心，担负着保存学校历史资料，

传承校园文化的使命。“双一流”建设方案指出，要加强大

学文化建设，形成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在此背

景下，高校图书馆应主动收集有关学校发展的各类正式或非

正式资料，形成兼具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本校特藏。

此外，特藏还包括各类具有专业性和稀缺性的主题专藏，它

们是学科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特藏建设一方面要注重收集，另一方面要注重资源组织和利

用。通过对特藏资源的数字化揭示，有利于被更多研究者发

现和使用，有助于其价值的最大化，对图书馆的名声传播也

大有益处［20］。ACＲL 趋势报告强调图书馆员参与数字人文

项目的重要性，熟悉图书馆资源的馆员、掌握学科专业知识

的研究者、拥有计算机编程技能的开发人员合作进行图书馆

资源的挖掘利用，是数字人文项目成功的关键。通过举办文

化展览，开辟文化长廊，组织文化沙龙，将艺术带进图书馆，

把经典呈现在身边，营造文化气息，让学生感受优秀文化的

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个人的人文素养［21］。

4．5 搭建产学研桥梁，服务社会发展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是“双一流”建设基本任务之一，

高校作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其研究成果对提升国家创新

能力，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2016 年 3 月，国

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

干规定》，消除影响科技成果转换的制度障碍。高校图书馆

在产学研协同发展过程中，是链接各方的桥梁。依托于丰富

的数据库资源，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和科技查新服务为企业提

供了前沿技术咨询、市场环境分析报告、专利成果检索等知

识服务［22］。在学术典藏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机构知识库，

是学校学术科研信息综合平台，集中呈现了学者研究成果、

学术成果评价、合作网络信息，是对外展示科研信息的主要

窗口［23］。长期的服务积累，使图书馆既熟悉学校各个科研

团队的科研成果，又掌握了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和需求。图书

馆作为信息中介，解决了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科研

成果转换，促进企业生产发展乃至社会进步。

5 结语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高校图书馆面临着服务转型的压力。ACＲL 学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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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发展趋势报告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参

考，立足于我国国情，根据“双一流”建设的基本任务，结合

学校自身特点，规划图书馆蓝图，是高校图书馆保持可持续

发展的应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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