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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来科学决策

• 图书馆馆长岗位的特殊性

• 图书馆的特殊性：有规程、有文化、有资产。
• 总则第2条：是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学术性机构；是校园
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

• 总则第3条：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
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
承创新中的作用。

• 馆长责无旁贷、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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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馆长？



馆长是什么？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
礼乐不兴！” ——《论语·子路》

• 1.  馆长不是老子！
• 2.“三长治校”说

–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大学的管理架构中，所谓“三长治
校”，就是说高等学校是由总务长、教务长和图书馆长三长
来治校的，它说明馆长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 3.“心”说
– 馆长是图书馆工作运行的“中心”；从图书馆管理的角度，

认为馆长是图书馆管理的“核心”。



馆长是什么？

• 4.《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2015)》如是说！
–实行馆长负责制（第5条）：

确立了图书馆长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和学术
代表的地位。

–馆长主持全馆工作。组织制订和贯彻实施图书
馆发展规划、规章制度、工作计划、队伍建设
方案及经费预算。（第10条）



二、依据什么科学决策

• 1.《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2015)》
– 第2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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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
的重要标志。

– 第4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 
• (1)建设全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提供文献信息保障; 

• (2)建立健全全校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方便全校师生获取各类信息; 

• (3)不断拓展和深化服务,积极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 

• (4)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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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什么科学决策
• 2.本学校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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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什么科学决策

• 我校的发展规划
– “建设一流本科”, “与一流大学比本科”成为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教育教学改革的
重心，并将这个发展目标写入学校《章程》和《发展
规划》。

– 作为国内首个提出“打造一流本科教育”的地方高
校， 2011年以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围绕“建设一流
本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积极打造一流

本科教育的“财大”模式，获取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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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什么科学决策

• 3.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变化

变化快：“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各校图书馆新状况：新馆舍

–图书馆面临新变化：智能化、电子化、智慧化

• 4.图书馆的前景展望和思考

教学+科研+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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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内容

• 1.三大资源的重构：空间资源
– 《规程》第四章的“经费、馆舍和设备”

• 第19条：建造独立专用的图书馆馆舍。馆舍应充分考虑学校发展
规模,适应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满足图书馆的功能需求,节能环保,并
具有空间调整的灵活性。

• 第20条：高等学校应有计划地为图书馆配备服务和办公所需的各
种家具、设备和用品,重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

• 第21条：高等学校应做好图书馆馆舍、设备的维护维修,根据需要
持续改善图书馆的服务设施,重视图书馆内外环境的美化绿化。

– 新馆设计；老馆改造；空间再造是经常的。美化、文化、合
理化。（下面以我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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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内容
–新馆的内部进行了整体软装设计方案

• 包括绿植摆租和艺术品陈设的专业公司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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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



六楼



六楼



六楼





空间再造，功能优化



空间再造，功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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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内容

• 2.三大资源的重构：文献资源
– 《规程》第五章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 第22条：图书馆应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的需要,以及馆藏基础和资源共建共享的要求,制订文献信息
资源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 第23条：图书馆在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应统筹纸质资源、数
字资源和其他载体资源;保持重要文献、特色资源的完整性
与连续性;注重收藏本校以及与本校有关的各类型载体的教
学、科研资料与成果;寻访和接受社会捐赠;形成具有本校特
色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 第24条：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国内外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馆际
协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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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内容

– 我馆文献资源建设
• 电子资源投入＞纸质资源投入。
• 纸质资源加大了“财大文库”资源和获赠资源建设

• 电子资源在综合平衡的前提下，注重了教学科研平台资源建
设；音、视频数据库建设

• 电子资源中：中文数据库占比71%，外文数据库占比29%；经
管法类数据库占比37%，占比63%；专业类数据库78%，一般专
业占比22%。

– 信息资源服务方式的方向选择
• 采编方式的变化
• 信息咨询方式的变化:worldlib 人工智能在线咨询通过微信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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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内容

• 3.三大资源的重构：人力资源
– 人力资源的规模及其变化，100多人到90人。随着智能化智

慧化图书馆的建设，趋势会少 。
– 结构重整。部门重整带来服务创新，流通部人员大幅减少。
– 层次规划。随着数量变化，层次随之变化。在馆博士6个，

在读博士5个。
– 教学＋科研＋管理（服务）

• 4.创新服务的拓展
– 拓展是来自动力还是压力；创新服务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吗？；什么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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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也面临颠覆
性的挑战：图书馆馆长不重要，图书馆的服务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但图书馆馆舍和图书
馆的概念依然十分重要。

• 各个学校层次差别决定了各馆建设和服务的差
别，各有千秋，各有魅力。未来的图书馆的教
学＋科研+管理模式或许是变革之后的正常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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