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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研究现状



检索平台：CNKI；检索时间：2018年9月5日

4

检索条件：( ( ( 主题=数字资源评价 或者 主题=数字资源评估 ) 或者 ( 题名=

数字资源评价 或者 题名=数字资源评估 ) ) 或者 ( ( 主题=电子资源评价 或者

主题=电子资源评估 ) 或者 ( 题名=电子资源评价 或者 题名=电子资源评估 ) ) ) 

(精确匹配),

专辑导航：全部;

文献类型：所有文献

检索年限：不限

检索结果：44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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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价的对象，可分为：

11

 数字资源的整体评价
 数字资源的部分评价

了解本馆现有信息资源是否符合本馆的任务与目的；是否能满足本馆读者的需

求；是否能支持本校教学与科研发展；馆藏有哪些特点和不足等；为制订馆藏建

设方针和文献信息选择原则、预算文献采购经费及经费分配提供依据。

 数字资源的个体评价

资源续订、资源采购、采购谈判

评价目的：

评价目的：

注：数字资源是指图书馆引进（包括购买、租用和受赠）或自建（包括
扫描、转换和录入）的，拥有磁、光介质或网络使用权的数字形态
的文献资源。

——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2007年）



国家或有关机构颁布的文件可作为数字资源评价的计量标准
：

• 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合格标准》（教发
[2004]2号）

• ⑵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
评估指标（修改稿）》

• ⑶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CALIS）管理中心：《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计量指南（
2007年）》

•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馆藏
评价指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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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关系
评价方法

定量法

整体覆盖

核心保障

学科保障

利用分析

科研绩效

经费评估

定性法

专家意见

师生反馈

馆员意见

对比法

目标比对

同类比对

标杆比对

综合法

评价模型

个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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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实践案例



同济大学数字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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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评价

目的：

 了解现有信息资源是否符合本馆的发展目标，支持图书馆的服务；

 了解目前的资源结构是否与本校的学科发展相匹配，能否满足用户的需

求，能否支持本校教学与科研的发展；

 了解馆藏的特点和不足等；

 为制订馆藏建设方针和文献信息选择原则提供依据；

 为资源建设经费的预算、申请及分配提供依据。

目标：

 对本馆资源建设进行全局性的规划；

 制定一流学科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5年规划与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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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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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目标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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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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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的评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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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评价主体

教学支持类

学科馆员、读者、采访馆员
研究支持类

学科建设与决策支持类 情报分析馆员、用户、采访馆员

人文素养教育类 读者服务馆员、读者、采访馆员

特色馆藏
学科馆员、读者服务馆员、采访馆员
学科专家



图书馆可用数字资源的部分评价

评价对象：

支持教学、科研，用户群体最大的文献类资源(期刊、图书、标准、基
金、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事实类、数值类等）

指导思想：

 分类评价，根据不同类型文献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与评价
指标；

 选择的评价方法与指标必须可操作、可获取。

目的：

 了解本馆的文献信息资源结构是否与学科发展相匹配，以及资源的学
科覆盖情况、核心文献的保障率、读者需求的满足率；

 了解文献信息资源的语种、时间、范围、类型等是否符合学校的发展
要求；

 了解本馆文献资源的特色点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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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同济大学外文全文期刊数据库评价报告》期刊评价



净刊量 
78% 

重复刊量 
22% 

并列关系

1 资源概况

同济大学2016年可使用的外文全文期刊数据库共54个，其中电子数据库52个，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数据库1个，外文纸本期刊归类为1个数据库。

外文纸本期刊 
1%	

外文全文电子
期刊 
99%	

名称 数量（种）

馆藏总量 42119

净刊量 32882/78.07

%

重复刊量 9237/21.93%

现刊量 26458/80.46

%

外文纸本期刊 298

外文全文电子期

刊

41821

OA-2016 9151

OA期刊 1692/5.14%

非OA期刊

31191/94.86

%

OA期刊 
5%	

非OA期刊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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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重复刊占比 重复期刊/种 主要来源库 主要来源库中重复刊数

量

Nature 88.89% 24 EBSCO 24 

Emerald 85.00% 187 ABI 184 

SIAM 82.35% 14 EBSCO 13 

AIP 66.67% 16 EBSCO 12 

ASCE数据库 64.86% 24 EBSCO 24 

Wiley 62.26% 866 EBSCO 823 

Lexis.com 57.90% 623 Heinonline 360

WorldSciNet 57.63% 68 EBSCO 67 

Annual Reviews 56.00% 28 EBSCO 27 

SEG 55.56% 5 SC 4 

重复期刊主要来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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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期刊保障率



JCR各分区期刊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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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科资源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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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绩效评估



4.2 引用分析

2016年同济大学文章引用的期刊总数9835种，其中馆藏匹配期刊为5999种，匹
配的期刊总数占总引用期刊总数的61.00%。未被引用的馆藏期刊有26883种，
相对于馆藏净刊量而言，有81.76%的馆藏期刊未被引用过。



01 2014-2017年图书荐购订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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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各大类荐购图书订购情况



03 2014-2017年间荐购各大类图书外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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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I大类荐购图书出版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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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无八大社在里面，说明社科类图书需采购的来源出版社
比较分散。



05 T大类荐购图书出版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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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类出版社较为集中经进一步分析（标红为八大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主要是TP(352种)、TN(42种)、TB（14种）；

电子工业出版社主要是TP(242种)、TN（23种）、TU(8种)；
机械工业出版社主要是TP(190种)、TN(18种)、TU（14种）
清华大学出版社主要是TP(165种)、TN(32种)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要是TU(53种)



• 分别选取国内、国外6所顶尖高校为对标高校
国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

福大学和伦敦大学。

国内：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
南大学

• 对标学校的资源调研：通过网页、电话调研、现场考察、访谈等方式

对对标高校的学科资源保障情况、经费、采购政策等进行详细调研。

• 比对分析：分析我校“一流”学科核心期刊、图书的满足率，了解未满

足核心资源的种类、数量；将我校资源与对标高校进行比对分析，了解差

距。

• 制定学科资源建设规划

图书评价 2、对标分析



与对标学校的书目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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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大学排名TOP100

ARWU ∩ QS ∩ THE

学校&图书馆主页

资源分布&功能

校内外研究人员

问卷+访谈

选取目标高校 资源对比分析 现状与需求分析

研究方法和流程

基金评价 调查法（同行调研 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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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ARWU、QS和THE各排名

中TOP100的高校；

 選出同時出現在3個排名中的學

校共54所高校。

 54所高校中，排名（三个排行榜

均值）在前10的学校占比20%

，10-20的占比17%，说明选取

的目标高校在三个排名中质量较

高。

目标高校的选取



学校 科研项目数据库 数据库网址 数据库简介 数据库商 访问方式 信息来源 校园维护机构

剑桥大学 Research Professional 
http://www.researchpr
ofessional.com

2001年，Research Research Ltd推出。
Research Fortnight和Research Europe 的
在线版。Research Fortnight和 Research 
Europe分别于1994和1996年推出，旨在提
供知识商业经济的新闻、评论、分析，揭示
科学和政策之间的关系。

Research Research Ltd 订阅收费 剑桥大学官方网站
professional service版
块

https://www.research-
operations.admin.cam
.ac.uk/major-
funders/research-
professional-funding-
opportunities-
database

the Research 
Operations Office

加州理工学院 Grants.gov 
https://www.grants.gov
/web/grants/search-
grants.html

美国2002年总统财政年度管理议政内容之
一—Egrants initiative，旨在改善政府对公
众的服务质量。联邦政府机构每年拨款逾
5000亿美元资助1000多个项目。收录数据库
始自1994年。

美国联邦政府 免费 加州理工学院官网
Research-Sponsored 
Research版块

http://researchadmini
stration.caltech.edu/o
sr/funding

Office of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SPONSORED 
RESEARCH

芝加哥大学 PIVOT https://pivot.cos.com/

pivot将基金、合作者和发现整合在一个系统
中，利用全球基金来源，加上学术档案，将
基金支持与研究人员和合作伙伴匹配，连结
研究人员和财政支持。创建的个人资料将机
构的结构做成模型，增强对机构内外研究人
员的浏览和识别。

ProQuest 订阅收费 芝加哥大学官网 Research版块
http://researchinnova
tion.uchicago.edu/fin
d-funding/

Office of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Laboratories

學校

資料庫名稱

資料庫網址

資料庫簡介

資料庫商

訪問方式

信息來源

校園維護機構

科研项目类数据库信息汇总



订阅方式 出现频次

订阅14个
（42%）

其他7个
（20%
）

免费13个
（38%）

频次=1
20个

频次>1
14个

数据库订阅方式和出现频次分析

54所高校，共梳理出34個資料庫

选取频次>1的数据库进行深入研究(将同宗和限制性强的数据库排除)



資料庫名稱

1 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2 Grants.gov(免費)

3 CNKI科研项目数据库

4 PIVOT

5 Scival Funding

6 Foundation directory online

7 Research Professional 

8 Proposal central（免費）

9 SPIN

0	

1	

2	

3	

4	

5	

6	

7	

8	

国内数据库 国外数据库 

2个

7个

重点研究科研项目类数据库列表



数字资源的个体评价（日常工作）

目的：

 是否符合本馆的馆藏发展政策与规划；

 能否支持本校教学与科研的发展；

 是否满足读者需求；

 为试用、采购/谈判、续订提供依据；

 向上级部门和读者显示图书馆的价值；

 为资源建设经费的预算、申请及分配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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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44

• 服务商资质

• 数据库基本情况

• 内容/学术质量

• 平台功能/价格

• 同类资源比较

• 试用情况

• 读者意见

• 用户信息安全

• 同类/标杆院校的采购

情况

购买前

• 使用情况统计

• 成本分析

• 读者意见

使用中
• 3年的使用情况统计

• 成本分析

• 涨价幅度

• 利用率低，征求读者意见

• 与其他资源使用情况比较

• 采购馆员意见

续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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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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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评价方法

综合类资源
• 学科馆员+采访馆员评价报告
• 使用统计
• 读者意见

学科专业数据

• 学院师生/学科专家意见 （为主）
• 同行评价
• 使用统计
• 标杆对比（同类/标杆院校的采购情

况）

工具+专业资源集合

• 学院师生/学科专家意见 （为主）
• 同行评价（有专业特长的同行评价）
• 使用统计
• 标杆对比（同类/标杆院校的采购情

况）
• 服务商的产品分析报告



例如：Nano数据库价值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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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高校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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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图书馆资源采购需求论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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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体会与建议



• 馆藏发展政策与规划是数字资源评价的基础，要重视图书馆

馆藏发展政策的修订；

• 重视数字资源的评价工作，随着社会信息环境、读者需求的

变化，图书馆资源建设也在动态发展；

• 重视专业团队的培养，建立激励机制，提高评价深度；

• 数字资源的评价指标和侧重点应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的

发展变化不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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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科馆员工作内容定额及计算方法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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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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