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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高校图书馆员科研能力培养策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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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项目不断拓展，图书馆员的服务能力面临挑战。科研能力作为服务能力

的一个重要指标，图书馆员的科研能力亟待提高。基于此，文章就高校图书馆员科研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及培

养策略创新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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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美国图书馆界流传这样一句话: “在图书馆

所发挥的作用中，图书馆建筑占 5%，信息资料占

20%，图书馆员占 75%。”［1］
由此可知，图书馆服务

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图书馆员服务能力的

高低。现代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项目不断拓

展，对图书馆员的服务能力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 只会“借”与“还”是不行的，还需要“研”与

“创”。因此，科研能力成了当代图书馆员亟待需要

培养的一种能力。基于此，本文就当代高校图书馆

员科研能力培养的必要性以及培养策略创新两个方

面展开深入探讨。
2 高校图书馆员科研能力培养之必要性分析

2. 1 培养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是图书馆服务创新的

需要

据兰孝慈、王江的研究，不少“211 大学”图书馆

员硕士以上学历高达 50%，而提供的服务仍然是简

单的借还、上架管理等低层次服务，缺乏深层次服务

的意识、技能及科研能力，从而导致图书馆的发展远

远滞后于大学教学科研的发展
［2］。“211 大学”的图

书馆服务尚且如此，在“办学规模、生源质量、政府

支持、馆员素质”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的地方一般

本科院校图书馆中，其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也就可

想而知了。更何况，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传统

“借还”业务正在萎缩，新的服务项目不断涌现，如

学习服务、馆外主动服务、预期式信息服务、图书馆

环境下的联机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互动式多媒体

用户教育等
［3］，这种服务项目的创新，直接要求图

书馆员服务能力的提高。根据徐双、刘勇的“‘图书

馆人’素质模型
［4］”，科研能力作为服务能力的一个

重要指标，自然成了当代高校图书馆员必须培养的

一种核心能力。
2. 2 培养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是图书馆员职业地位

提升的需要

所谓职业地位，是由不同职业所拥有的社会地

位资源所决定的，往往通过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的

形式表现出来。根据美国广泛流行的理查德·赛特

的职业地位分层理论
［5］，在率先实行图书馆员准入

制度的美国，“图书管理员”职业在赛特按从高到低

分为 7 个层级的职业地位分层表中，也仅仅排在第

4 位。在尚未实施准入制度的中国图书馆界，图书

馆员的职业地位恐怕会更低。因此，要想提高图书

馆员的职业地位，首先就必须提高图书馆员的职业

收入。提高职业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申报高一

级职称，科研成果作为职称评定的核心指标，需要全

体图书馆员自觉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以提高科研产

出力。其次必须提高图书馆员的职业声望。职业声

望的高低有赖于职业“知识含量”的多寡。当前，读

者走进图书馆，享受到的只有简单的“借还”服务，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仅仅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

“为人找馆，为馆找人”则更是一句空话。由于图书

馆员提供的服务中缺少“知识含量”，读者的许多知

识诉求得不到满足，直接影响着图书馆员的职业声

望。要想改变这种窘境，图书馆员就得钻研知识，培

养科研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实现提升

职业地位的目标。
2. 3 培养图书馆员科研能力是现代图书馆科研条

件与资源充分利用的需要

首先，图书馆是为科学研究搜集、整理、提供文

献信息资料的社会机构，其活动本身就是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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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对于科研工作的

重要性，犹如实验室对于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性。
其次，图书馆中大量学术性很强的工作都隐藏在流

通阅览工作的背后，如文献分类、主题标引、文献编

目、文献管理、参考咨询等，这些具有一定难度的工

作，没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人是不能胜任的。再次，随

着各种现代化设备在图书馆的使用，图书馆的各个

工作环节也开始电子化、网络化。如在线编目、网上

订购、网络检索、文献数字化等工作，都是学术性、技
术性很强的业务，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学术科

研水平。然而，由于图书馆员科研能力的缺失，使得

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条件与资源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与发挥。
3 高校图书馆员科研能力培养策略创新

3. 1 评价机制创新

当前，科研产出并未纳入高校图书馆评估考核

中，科研产出量也并未纳入图书馆员个人绩效考评

指标中，是导致高校图书馆不重视科研的主要因素。
在单个图书馆无力改革“高校图书馆评估指标”的

条件下，图书馆必须致力于对馆员绩效评价机制的

创新。例如，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图书馆 ( 简称“我

馆”) 制订出了一个“科研”与“服务”双赢的馆员绩

效评价方案: 每年的年终评优有两项内容，一是学校

优岗，二是馆内先进。其中学校优岗把“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作为参评的一项硬性指标。不少馆员为

此目标在科研的道路上努力着。然而，撰写学术论

文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图书馆员具备深

厚的专业理论知识、熟练的信息检索和信息加工能

力以及勇于创新的学术灵感，才能写出被审稿专家

认可的好文章。因而仅此一项，就把“学校优岗”的

参评面缩小到有限的几个人之内。为了不挫伤大部

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我馆又设置了“馆内先进”，除

被评为“学校优岗”的馆员外，在剩下的人当中，评

选出工作 扎 实、服 务 态 度 好 的 馆 员 作 为“馆 内 先

进”，其待遇与“学校优岗”相同。这样的评价机制，

既激发了馆员从事科研的热情，又保证了馆员敬业

于基础性服务的动力。
3. 2 宣传方式创新

“知识结构的单一性”限制了图书馆员科研能

力的提高。“学习 + 实践”是科研能力提高的捷径。
作为学术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学术讲座，是促

使图书馆员知识结构趋向多元、学术眼界得以开阔

的催化剂。综观当前各所高校的办学，越是注重教

学科研的学校就越发重视学术讲座的主办。一学期

下来，一个学校举办学术讲座的场数多的达几十上

百场，少的也有数十余场。图书馆作为大学的教辅

单位，除了馆内举办的专业讲座集体参加外，其它

“学科的”、“综合的”讲座是很少有机会参加的，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通”。各个院系举

办的学术讲座只通知本院系的师生参加，对于其他

院系的师生来说，仅仅只能在校门口悬挂的标语上

及相关电子显示屏上看到“热烈欢迎＊＊大学＊＊
学院＊＊教授来我校讲学”的欢迎辞，而在这些欢

迎辞中，丝毫也不涉及关于“讲座时间、地 点 及 内

容”的信息，想参加的师生员工还须付出额外的时

间成本去寻找相关信息。对于每天“按部坐班”的

图书馆员来说，等到“找到信息、调好班”已是“亡

羊补牢，为时已晚”，不仅使图书馆员失去了一个

开阔眼界的良机，而且使学术讲座的传播面大打

折扣。因此，笔者建议，创新宣传方式。在这些醒

目的欢迎标语中附上“讲座时间、地点及主题”( 字

体较欢迎辞小，清楚就行) ，这样做，既能给有需求

的听众指明方向，又能大大提高举办学术讲座的

效益。
3. 3 培训要求创新

为了提高全体图书馆员的专业知识与业务能

力，各省图书馆每年都会举办为期 10 ～ 15 天的业务

知识培训班，各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及各高等院校图

书馆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会选派馆员轮流参

加培训。按理说，每个爱岗敬业的图书馆员，应该非

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继续教育机会。笔者曾有幸参

加过一次省图培训，见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

培训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中途返家的人员不在少数，

耽误的学习时间少则一两天，多则一周左右。尽管

“省图”为了提高培训质量，特为培训班设置班主

任，并采取“查到、作业、考试”等办法，但仍然有人

把“参加培训”当成了旅游度假逛街的良机，无故缺

课者比比皆是。针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该创新

培训要求，即各图书馆应对选派去参加培训的馆员

提出明确的培训要求，可以要求馆员学成回来后写

一篇学习心得，或者在全馆员工会议上谈谈学习体

会，亦或每人提交一篇经验小论文，以保证培训效

果。对于被选派去参加国图专题培训以及各种学术

会议的馆员代表，也可作出同样的要求。除了参加

馆外培训外，还可发挥自身专业人才优势，进行“馆

内培训”。这既是一种培养非专业馆员业务能力的

经济实惠方法，又是一个提高专业人才自身科研能

力的良策。无论哪一种培训，具体明确的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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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操作的培训考核方式必不可少，因为它们是实

现培训目标的有力保障。
3. 4 旅游方式创新

从 1999 年推行的旨在“刺激国内消费、拉动经

济增长”的“黄金周”政策开始，旅游就成为了当今

国人度假的一种首选方式。对于高校师生来说，更

喜欢选择暑假外出旅行，图书馆也不例外。每到暑

假，许多图书馆就会与旅行社联系，选择 2 ～ 3 条旅

行线路，全馆员工按意愿分成 2 ～ 3 个小组，组团到

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区观光游览，既能为国内经济

增长作出贡献，又能开阔馆员视野，增进馆员之间的

感情，不失为一种打造“和谐奋进”图书馆团队的好

方法。人们常说: “走得多，看得多，眼界自然就开

阔了。”笔者想到，创新旅游方式，使图书馆员在饱

览自然人文景观的同时，也能扩展业务视野。即在

旅行安排中，要求增加一天的时间，参观访问旅游地

或邻近地方有名的图书馆。这样做，能以最少的时

间与经济成本，收到“旅游”与“工作”双赢的效益。
对于有志于从事学术科研的图书馆员个体来说，也

应该有意识地利用私人旅游机会、外出培训机会、参
加学术会议机会，参观当地的图书馆。图书馆不论

性质、规模及好坏，都有值得看的地方，从中发现问

题，寻找差距和优势，馆员从事学术科研的灵感就在

这外出游览、参观访问中悄然滋长。
3. 5 管理制度创新

当下，图书馆员从事学术科研无论是论文写作

还是课题申报都是个人行为，很少有集体行动。究

其原因主要还是科研工作没有纳入图书馆的日常管

理工作中，也没有明确分管科研工作的责任领导。
在高校各院系的中层领导岗位设置中，一般都设有

分管科研的副院长或副主任，而在许多图书馆的领

导岗位设置中，并没有分管科研的副馆长一职。于

是乎，学校的课题申报、学术讲座等方面的信息全靠

个人去获取，论文写作与发表也无人指导，图书馆员

即使是趋于晋升职称目的而从事学术科研也只能单

枪匹马、孤军奋战。许多找不到外力援助的馆员只

能望而却步，安于现状。个中情形，笔者深有体会，

因此呼吁: 创新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应该把科研工

作纳入图书馆日常工作的统筹规划中，并明确具体

负责的领导，鼓励馆员从事学术科研工作，积极申报

高一级职称，并能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如

举办馆内学术征文活动，设立馆内科研项目，组建馆

内学术指导委员会，为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馆员提供

外出参观、参会的机会等，赋予力求上进的图书馆员

走进科研殿堂的金钥匙。
4 结语

“创新”是科研的灵魂，科研来源于思考与实

践。现代图书馆，既是服务机构，更是科研重地。随

着图书馆现代功能的拓展，科研能力成为了当代高

校图书馆员急需拓展的一种能力。培养和发展图书

馆员的科研能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只有提升图

书馆员的科研能力，才能深化并开创图书馆的业务

工作，才能正确地服务并指导读者。期望美国杰出

的图书馆学家谢拉的名言“图书馆员都是学者”能

在不久的将来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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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novation of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Academic
Librarians’Research Competency

Liu Shirong
(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Hunan 417000，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creasing extension of library service item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challenges the service competency of
librarians． As an important criteria of service competency，the librarians’research competency sh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a-
bove points，this paper respectively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academic librarians’research competency and its innovation of
cultivation strategies． 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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