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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一 流 ” 环 境
与 高 校 图 书 馆 再 定 位



高校“双一流“建设发展背景

 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总体方案》。

 《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

点》提出：加快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

设学科名单公布，“双一

流”建设进入实施操作阶

段。

2015年
10月

2016年
2月

2017年
9月

2018年
8月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

改委制定印发《关于高等

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

的指导意见》。





 图书馆是支持高校教学与学科发展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应积极

规划和投身于“双一流”建设中。

 “双一流”建设，图书馆新定位：

高校图书馆再定位

01 02 03 04

学术资源建设 学术成果传播 学科知识服务 学习共享空间



“双一流”建设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建设资

源服务体系：

双一流“对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需求

1

2

3

以用户为中心，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基本理念，也是

“双一流”环境下图书馆应坚持的的基本原则

图书馆对用户行为和需求的数据进行挖掘解析，有助

于构建更符合用户需求的资源体系

用户需求促进图书馆资源结构与服务转变：资源类型

更多元、资源组织更专业、资源服务更加个性化



“双一流“对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需求

学科建设的水平体现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础与关键

“双一流”建设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需要按学科组织建设数字资源体系：

资源结构

优化配置学科资源结构

资源建设

对学科资源进行更深度、更

精准地组织和揭示

资源服务

学科服务、学科竞争力分

析等

资源评估

基于学科的资源分析，提高

资源专业性和学术资源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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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一 流 ” 环 境 下 高
校 图 书 馆 数 字 资 源 建
设 热 点



1、特色资源建设

“双一流”学科建设，要以学科为主线，从全球视角着眼资

源特色化建设，向国际一流高校看齐

高校图书馆在“双一流”建设 中，学科资源建设和优化与学

校学科发展规划需要保持同步，加强对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

的力度，建设反映学科领域特色、结构较为完整、具有规模性

和专 性的特色文献资源



特色资源建设

-------“双一流”背景下特藏资源数据管理与服务探索-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数据库为例
复旦大学图书馆 张晓东



剑桥大学特藏资源

包含古老、有价值的资源

手稿、印刷品、手工艺品、现代地图、
音乐等。

特色资源建设

We will grow, promote and exploit our unique 
and distinctive collections, making them more 
visible and more central to research, teaching 
and learning.
-------剑桥大学图书馆2015-2018战略规划



2、学科资源建设

学科类型

数据库数量

数量变化

所占比例

人文

51

+3

36.17%

社科

66

+8

46.81%

理

76

+3

53.9%

工

67

+2

47.52%

农林

49

+3

34.75%

医

61

-3

43.26%

注：基于2018年DRAA集团采购的141个数据库，其中大部分数据库内容涉及到不同学科，因此这些数据库在
各学科中都纳入计算。

2018年集团采购的141个数据库根据学科划分为人文、社科、理、工、农林、

医六大类，各学科数据库数量及所占比例如下：



学科资源建设

近七年DRAA集团采购农林数据库数量

54 56
53 53

45 46
49

41.86% 42.42%
39.55% 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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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资源建设

近七年DRAA集团采购医学数据库数量

65 65
68 68

64 64
61

50.39% 49.24% 50.75% 50.00%
45.71% 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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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经教育资源共享联盟：

平台促进中国财经教育资源的自

建共享、共建共享和开放共享

助力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推进高校财经图书资料领域的全

面合作

目前40余所财经高校成员馆

学科资源建设



3、OA资源建设

预印本平台



3、OA资源建设

SCOAP3

https://scoap3.org/



3、OA资源建设

OA 2020

https://oa2020.org/



3、OA资源建设

Plan S

https://www.scienceeurope.org/coalition-s/



3、OA资源建设

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chair.calis.edu.cn



4、数据资源建设

调查数据 实验数据 观测数据 科研数据

研究数据作为重要的基

础数据资源，已逐渐受

到重视，多家高校已建

立数据管理平台



 2018年4月，《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图书馆启动对研究数据进行整理、分类、归档和服务

的工作

数据资源建设



 PQD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参加联合订购的成员馆均可共享整个集团订购的全部学位论文资

源。

5、共享资源建设

订购图书馆

整个集团订购的全部学位论文资源

图书馆1 图书馆2 …… 图书馆n

PQDT论
文1

PQDT论
文2

……
PQDT 论

文n

网络共享订购联合订购 订购



 OhioLINK 2017-2018年度

报告

 联盟开展资源共建共享、联

合采购、馆际互借、密集仓

储等合作项目，为成员馆带

来巨大的学术效益和经济效

益。

共享资源建设

https://www.ohiolink.edu/sites/default/files/uploads/2018%20OhioLINK%20Annual%20Report.pdf



 工具型资源建设对支撑科研、决策及深层次的知识服务有重要意义

6、工具型资源建设

SPSS Statistics

数据分析
工具

NoteExpress、
EndNote

文献管理
工具

DerwentAnalytic、

大为PatentEX专利 信息创新平台

专利分析
工具

笔记软件等

协作互动
工具



 依托新媒体移动服务平台，提供数字化、即时性的文献信息服

务，满足读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

7、新媒体资源建设

时效性高 宣传力广互动力强

提高新媒体资源的可靠性

增强有效的采集、管理与服务手段
改善：

灵活多样



序号 数据库名 用户数 数据库名

1 JOVE（视频实验期刊）数据库 54 其他：多媒体数据库

2
OCLC CAMIO艺术博物馆在线数

据库
26 其他：多媒体数据库

3 Oxford Art Online 7 其他：多媒体数据库

4 Oxford Music Online 7 其他：多媒体数据库

5 Alexander Street数据库 4 其他：多媒体数据库

7、新媒体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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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图 书 馆 数 字 资 源
建 设 的 挑 战 和 机 遇



“双一流”环境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不足

资源结构需要

进一步优化

资源需要进一

步深度整合和

揭示

资源利用率和

利用效果需要

进一步提高



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如何服务于“双一流”建设仍需深入思考

一流学科资源有待完善

学术信息外延不断拓展，图书馆对学术信息的拥有率降低

单学科发展存在局限性，需要提高交叉学科资源建设质量

缺乏足够的采购经费保障

“双一流”环境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挑战



“双一流”环境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优势

1

图书馆已建立起支

持科研与教学的信

息资源体系，资源

的选择更加科学

2

图书馆能深入了解

读者的资源需求及

个性化需求，是资

源和读者的桥梁

3

图书馆能及时融合

资源、数据、技术

等提供及时、灵

活、有价值的服务



“双一流”战略为图书馆学科资源建设与服务提供动力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应主动调整资源策略，

肩负起为“双一流”建设服务的责任

借助DRAA、CALIS等高校图书馆联盟，大力发展共享资源建设

开放获取环境下，资源的获取方式发生变化

“双一流”环境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机遇



突破“正式出版物”边界，未来图书馆的资源竞争将是以“非正式出版物”

为核心的特色馆藏的竞争。

突破“资源服务”边界，由“资源库” 走向“学术圈”，通过资源与用户

之间的互动，让资源拥有生机，不断增长。

突破“馆级服务”单一模式，满足不同用户的多元化、个性化信息需求。

突破“基于本馆馆藏的服务”边界，馆藏从“拥有”转向“获取”，未来的

“流通”不是基于本馆的服务，而是基于全球资源合作网的服务。

结语：资源建设“四个突破”

“本地馆藏”

为导向

本地馆藏+外馆馆藏+可订购资源+网络资源

“用户使用”

为导向

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

从资源库到学者圈

从单一服务模式到多元化、个性化服务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