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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再造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与思考》主要讲述了，图书馆信息化队伍具有自身的特
点，如何在未来五年内引进、培育形成一支能够支撑图书馆整体目标实现及战略调整的信息化专业团
队是图书馆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要求图书馆能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机制，使得图书馆能够通过IT项目建设促使馆内自身队伍的成长
，并以此不断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信息化建设的团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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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应该努力提高馆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在招聘新馆员的时候，严格把关，招聘一些符合我馆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同时，对在职的馆员，一方面开展全面的培训，比如计算机、外语和信息素养培训，另一方面，支持
馆员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学习本校各学科的知识，支持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馆员攻读本校的
优势专业，在提升馆员素质的同时，也可以跟院系的师生建立起联系。
 此外，在我馆未建立起学科馆员制度或者学科化服务机制之前，馆里可以从资源和制度上对探索学科
化服务的馆员提供一定的理解与支持，鼓励成功，允许失败。
从笔者参与的两项学科化服务来看，都是院系教师主动找我馆来合作开展学科化服务。
如果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一直这样被动下去，既不符合我馆主动服务的精神，也不利于我馆学科化服
务的发展。
只有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全体馆员自己，主动思考，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同时借助于院系师生的
帮助，才能够真正探索出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之路。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的负责人初景利老师说：“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学科馆员这一
制度时，我们不能不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诠释学科馆员所提供的学科化服务（或称学科服务）。
这是因为用户的信息环境变了，用户的信息需求变了，用户的信息行为变了。
因此，直接面向用户提供学科化服务的模式和机制也需要改变。
” 从理想的模式与机制而言，学科馆员的服务不仅仪是一种服务，也不仅仅是用户联络、参考咨询、
用户培训、学科资源建设，它不是众多图书馆服务中的一种，而是站在用户的角度，从用户的利益出
发，从用户的需求出发，顺应用户的行为，调动全馆以及所有可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融入用
户物理或虚拟社区，以知识服务为手段，为用户构建一个适应其个性化信息需要、适应其学术交流需
要的信息保障环境。
 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学科馆员服务还有很大的差距。
学科馆员的服务还是以图书馆和文献为中心，而不是以用户和知识为中心。
我们还习惯于图书馆有什么，就为用户提供什么，而不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满足什么。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服务模式和机制。
信息资源还远远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用户的信息素质还需要大力地提升，学科化服务还有很大的拓
展空间，学科馆员还任重而道远。
学科馆员更重要的使命在于推动图书馆从以物理图书馆为中心的传统服务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学科
化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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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造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与思考》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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