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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队伍建设的现状 

二、图书馆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 

三、图书馆队伍建设的内容 

四、图书馆队伍建设的实践 

五、体会：学术与学术带头人 

主要内容: 



  ◆ 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发展 

背景: 

数字图书馆技术体系 



  ◆ 电子书刊内容量的增加 

        图书、期刊、手稿、地图、影片、  

         报纸、图像、录音制品等 

  ◆ 读者需求的变化 

         文献 

           ↓ 
         信息 

           ↓ 
         知识 

知识管理过程模型 



  ◆ 互联网应用的普及 

 



一、图书馆队伍建设的现状 

  1、专业人才缺乏 

  ◆图书馆学：29.66% 

  ◆信息资源管理：2.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35% 

  ◆软件工程和计算机网络：1.21% 

  ◆图书馆工作＜5年的馆长：近20% 

  ◆过渡性馆长不在少数 



  2、高学历、研究型群体不足 

  ◆硕士研究生工作人员＜35% 

  ◆博士研究生工作人员＜2% 

  ◆中高级职称人员发表专业论文 

      约1篇/人/年 

  ◆晋升高级职称后多年无成果者 

      约50% 



  3、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偏少 

  ◆正高:副高:中级比例失调 

  ◆图书馆系列：其他系列为1:1 

  ◆公共系统高级远大于高校系统 

  ◆高校图书馆无高级职称＞10% 

  ◆无图书馆学研究活动的近50% 



  4、人才外流情况严重 

  ◆进不了所需的人才 

  ◆留不住要留的业务骨干 

  ◆推不掉无法安置的家属 

  5、人才浪费严重 

  ◆书刊流通阅览人员超过50% 

  ◆采访编目人员超过20% 

  ◆参考咨询服务不足10% 



二、图书馆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 

  1、数字图书馆人才支撑运营 

  ◆图书馆学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管理与服务 

  ◆软件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 

  ◆数字图书馆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2、信息服务必然走向知识服务 

  ◆文献→信息→知识 

  ◆信息处理的能力 

  ◆信息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知识集成 

  ◆知识管理 

  ◆知识服务 

  ◆决策支持 



  3、科学研究提升服务水平 

  ◆发现问题的能力 

  ◆选题和设计 

  ◆分析和研究图书馆工作 

  ◆实验、比较和统计学处理 

  ◆应用和服务 

  ◆反馈和修正 



  4、基本服务长期并存 

  ◆创新文献服务方式 

  ◆提高文献利用效率 

  ◆拓展文献服务内容 

  ◆与电子文献服务相结合 

  ◆与信息服务相结合 

  ◆与知识服务相结合 



  5、社会发展进程改变影响因素 

  ◆读书习惯和风气 

  ◆知识需求 

  ◆教学模式 

  ◆图书馆及其馆员的社会地位 

  ◆业务工作与行政工作 

  ◆进人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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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书馆队伍建设的内容 

  1、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 

  ◆数字化文献与信息采集 

  ◆数字标引、标识技术 

  ◆数据处理技术和能力 

      语义网、自然语言处理 

  ◆数字化服务手段 



  2、用网络技术拓展服务 

  ◆图书馆网络服务的延伸 

      区域、社区、服务社会 

  ◆手机图书馆 

  ◆移动互联网 

  ◆智慧图书馆 



  3、用知识管理创新服务 

  ◆参考咨询 

      专题服务、定题服务 

      代查代检、查新服务 

  ◆知识服务 

      知识集成、知识挖掘 

      Review、Trend 



  4、用专业理论指导服务 

  ◆图书馆学 

      分类学、编目学、聚类分析 

  ◆Informatics 

  ◆档案学 

  ◆信息资源管理 

  ◆交叉学科——数字图书馆 



四、图书馆队伍建设的实践 

  1、结合实际、合理用人 

  ◆知人善用，发挥特长 

  ◆结合需求，边扶边推 

  ◆综合设计，边做边用 

  ◆大胆使用新人、年青人 



  2、抓住机遇、培养新人 

  ◆国家的改革与创新 

      十八大、文化创新 

  ◆学校发展：战略调整 

  ◆学科建设：教学质量工程 

  ◆新馆落成 

  ◆行政管理理念的变化 



  3、突破常规、发掘能人 

  ◆突破专业，交叉培养 

  ◆不唯学历，是能即用 

  ◆行政干预，能者优先 

  ◆职称改革，全员聘用 

  ◆人无完人，要保护能人 



  4、适应发展、战略备人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引进人员兼顾当前和长远 

  ◆多途径培养新人 

      工作、读博、学术会议等 

  ◆新人职业生涯规划 

  ◆有目标培养新人 



五、体会 
  1、学术 

  ◆为什么要谈学术？ 

    —图书馆的长远建设、事业发展 

    —实际工作的需要 

      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 

      工作与学术相互促进 

      为读者服务的愿望——本领 

      事半功倍（学术的效用） 



  ◆何谓“学”“术” 

    —科学（学），技术（术） 

    —知识（学），技能（术） 

    —理论（学），实践（术） 

    —抽象（学），具体（术） 

    由器入道——工作实践中发现规律、

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 

    以器显道——工作实践中运用理论，

体现思想、方法、程序、逻辑、技术、工具 



  ◆学术的重要性 

    —社会需求是生存之道 

    —学术能力是发展之本 

        学术是科学观与方法论 

        学术是核心实力 

        学术是发展潜力 

        学术是科技人员的内功 



  ◆避免： 

    —有学无术 

        学了，不会用 

    —有术无学 

        有实践，无学术建树 

                无学科理论 

    —不学无术 

        自以为懂，其实不懂 

 



  ◆学术的体现 

    —本位：工作应用 

      能想到、能做到、得心应手 

    —业内：学术影响力的标志 

      学科理论著作、学术影响论文 

      学界认可专家 

    —误区：学术兼职=学术影响力 

      职务行为兼职、行政权力影响 

      单位挂靠、行政指令、比例均衡 



  2、学术带头人 

  ◆带头人的重要性 

      狮子领导的绵羊队伍，能够打 

  败绵羊领导的狮子部队。 

                    ——拿破仑 

  ◆热爱事业 

      对事业热爱才能产生发自内心 

  的责任感。 



  ◆团体动力的专家 

    —学术带头人职能：谋划、运筹 

                      领率、推动 

      发动和引导团体，注重整体效 

  能，谋求最大合力，实现群体目标 

    —学术带头人必须＞＞ 1 

            通过组织、管理（支持和干 

  预），产生1+1＞2的效果 



  ◆管理：管好人、理顺事 

  ◆领导：领工作、导学术 

  ◆自身目标 

    —懂学术、精管理、善经营 

    —管理专家：掌握政策、了解实 

                际、熟悉程序 

    —专家管理：本专业行家里手 

                “到别人所未到” 

                “道别人所未道” 



  ◆树立和维护团队形象 

    四气：单位有名气 

          团队有士气 

          工作有朝气 

          舆论有正气 

  ◆工作与学术兼顾 

    工作时存在的前提，工作时“体” 

    学术是发展的基础，学术是“翼” 



  ◆基本学习 

    —了解单位地位作用与发展方向 

    —熟悉本部门工作的每个环节 

    —身体力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赢得尊重 

    —区别尊重与奉承 

      要胜人一筹，不要高人一等 

    —赢得尊重：学术、人格 



  ◆基本管理 

    —目标管理：远期、近期、阶段 

    —计划制定：规划、执行、分解 

    —过程控制：时间、空间、人员 

    —考核问效：评估、奖惩、总结 

  ◆协调人与事 

      因事找人为主 

      因人设事为辅 



  ◆良好心态 

    —区别理解与欣赏 

    —区别后悔与遗憾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应； 

      无故而怨人，则人必不服。 

    —不求闻达于世，但求无愧于心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全局意识 

    —谋全局才足以谋一域 

    —谋万世方足以谋一时 

  ◆建章立制 

    —小智者治事 

    —大智者治人 

    —睿智者治法 



  ◆善谋 

    —先把事情做对 

    —再做对的事情 

  ◆对人才：识、用 

    —识人、用人，知人善任 

    —对人才要“五到”： 

        人格敬到、成绩看到 

        服务周到、困难想到 

        问题点到 



 

  ◆机遇 

 

      雨露广播不润无根之草 

 

      佛光普照不渡无缘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