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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1. 党和国家对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外文数据
库348个

“要加强学术资源库

建设，更好发挥学术

文献信息传播、搜集、

整合、编辑、拓展、

共享功能，打造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学

术资源信息平台，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

国人民大学时的重要讲话

（2022年）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滋养民族心灵 ,培

养文化自信的重要场

所”。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

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

（2019年）

我们要围绕国家文化发
展大战略，立足新时代
历史方位，凝聚奋斗力
量，加快推动高质量发
展和智慧化转型，扎根
中国大地，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高校图
书馆新形态，迈向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新
征程。



2. 时代赋予高校图书馆的新使命

外文数据
库348个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是对高校发展提出的战略要求，也是对

高校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方向。

高校图书馆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作用，是自主知识体系

成果的保存者、组织者和传播者。

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学术资源建设发将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能够整理、

组织、聚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创新成果，同时广纳体现世界各

种文明的经典文献，为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文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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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化变革带来新挑战

外文数据
库348个

伴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知识创造、知识交流、知识传播形态急剧变化，学术资源

建设面对更复杂的环境，择优更加困难。

信息资源泛在化

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构建

高质量学术资源体系需要更高的站位和眼光、更开放的态度。
跨学科融合研究

数字化环境下，高等教育变革加快，教育资源更加多样化，

既包括传统纸质资源，也包括在线开放教育资源，新的资源

形态还在不断出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教育资源生

产也将逐步转变为人机共同驱动的模式。

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走
向深入



外文数据
库348个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高校图书馆使命担当，积极应对数

字化变革挑战，牢牢抓住发展机遇，转变学术资源建设思路，

尤其是在外文学术资源建设上，紧紧围绕高校教学科研发展需

要，创新资源搜集、整理、挖掘、展示、利用方式，构建高质

量外文学术资源保障体系。



二、人图实践



 外文纸本图书以每年约6000种的增量持续进行
建设，以英文为主体，徳、法、俄、日、西班
牙文等小语种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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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

外文数据
库348个

纸本资源

 馆藏文献以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献

为主。截止2023年底，纸本馆藏

文献总量431万余册。

 其中外文纸本馆藏文献总量33.8

万册，涵盖英语、俄语、德语、

法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

语、希腊语等30多个语种；包括

外文期刊730种、报纸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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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国际政治等专题学术资源

收藏较完备，设有法学分馆、国

政分馆等学科专题馆。

GEMA 2 《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 BDFA《英国外交部外交
事务绝密档案》（部分）

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



 以文史哲为代表的基础学
科核心资源保障较完善，
重点套系持续订阅。

洛布古典丛书 GALE文学评论系列

《观象敦煌》

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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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

 外文红色文献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红色文献资源，

馆藏红色文献总计11754册，其中外文红色文

献1500余册，涉及英、德、法、俄、日、西等

17个语种。每一册文献都蕴藏着厚重的历史记

忆，是思政教育最好的载体。

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



《共产党宣言》

《共产国际报告》

列宁全集和选集（部分）

1937年第一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资本论》

部分外文红色文献精品



 外文特藏资源

特藏资源是高校图书馆发展中的重中之重，也是高
校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学科特色的具体体现。我
馆现收藏有著名学者藏书6万余册。

 路易·艾黎藏书是人图特藏资源中较
具代表意义的图书资源，其中外文藏
书5800余册，含英文、德文、俄文、
法文、西班牙文等16个语种。

 浦山赠书是人图特藏资源中又一特色
图书资源，所赠英文书611册，其中不
乏珍贵的作者签名本。

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

路易·艾黎藏书专架



。。。

其他

事实型

数值型

期刊

图书

69个，其中外文图书32
个。包括世界三大学术
出版商（Springer、
Wiley、Elsevier）相关
学科包图书，世界知名
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

74个，其中外文期刊库
60个。一流学科JCR核心
保障率达90%以上。

549个，其中外文的25个。涵盖经济、金融、社会、
产业等主题，

238个，其中外文的199个。
包括各类历史研究档案、法
律案例库、人物传记、研究
报告等。2022年采购AMD历
史与文化珍稀史料数据库集
成，单项金额超过500万。

98个，其中外文的34个。包
括文摘索引、工具、多媒体
等类型。

数字资源

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



提升核心学术资源保障水平，

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联合读者参与资源建设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高质

量的资源保障嵌入教学活动

服务于学校总体建设总体目标

2. 建设思路



2. 建设思路

• 围绕学校建设“独树一帜的人文
社会科学”总体目标

• 以学校构建“引领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卓越的基础学科、顶
尖的社科学科、创新的交叉学科”
的学科布局为文献资源建设引领
思路，服务好学校“双一流”建
设的需求

• 深度把握学校“十四五”规划和
校庆百年规划，提取关键词作为
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具体指导

服务于学校建设总体目标 与学校发展同频共振、同步发力、同向而行



提升核心学术资源保障水平，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开拓高质量学术资源获取渠道

外文

纸质

资源

获取

渠道

进出口商
推送月度书目和热点专

题书目；线上选书平台

知名出版社及其代理商
国际一流高校出版社；学科

专业社

采访平台提供的集成书

库

文专平台

业内展会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BIBF）等

校园书展 每学期在多个院系巡展

大码洋采购

以电子书资源（DDA与

EBA方式）进行补充

2. 建设思路



 与世界一流大学对标

结合学科专家、采访馆员意见，并分析学院教师的研究领域、当前研究热点，2023年专

题收藏社会学外文学术图书650种，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助力

人图馆藏 QS学科排名前列
高校馆藏

以社会学学科为例，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了3

次馆藏对比：

 QS排名前四的高校：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中于近5年的馆藏；

 美国知名高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等的社会学馆藏

 QS排名前五的高校：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馆

藏年份不限

2. 建设思路



 整理分析BCR（《外文学术图书引证报
告》），对未藏图书按BCR值和学科需求情
况作分级保障：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
基础通识级

 借助进出口商的特色服务，如核心书目服
务、学科资源分析服务，梳理学科经典资
源，制定系统的补藏计划，确保保障到位

 以核心出版社、核心作者、核心系列为抓手

2. 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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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协助建设学校暑期国际小学

期课程教参书特色平台。截至目

前，已为24个学院提供1168种教

学参考书电子版全文；

 注重教学类资源引进，包括各学

科教学案例数据库、国外课程及

教材数据库（如经济学、心理学

学科包教学资源）；

 有规划、分学科进行经典教材采

购，2021-2023年采购Cengage、

Wiley、牛津等社教材600余册，

助力一线教学。

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高质量的资源保障嵌入教学活动

2. 建设思路



联合读者参与资源建设

 多种读者荐购方式

我馆将读者荐购作为外文资源建设的重要方式，不断拓展优化读者荐购方式。

电子邮箱
微信服务群

荐购平台

图书馆主页留言板线上线下书展

人工接待
电话接待

学院资料室收集
调研座谈会

1 2

34

6 75

学科馆员

2. 建设思路



2014-2023 荐购外文图书总册数 3.4万册，参与荐购 2422 人次。

2022年，启用智能化荐购平台，至2023年平台共计收到外文原版

图书的有效荐购信息近500条。

2. 建设思路



25

 2024年起，将新书闪借、中外文图书荐购、期刊荐购、数据库荐购以及线上书展等模

块进行集成，探讨建设荐购闪借一体化平台。

 师生可以从平台中提供的25万中文图书、269万外文图书中择选进行荐购，也可以自

行填写荐购的图书信息，采访馆员会在3天内进行处理。

 所荐购书籍被图书馆接纳采购、到馆上架时，平台会发送邮件通知荐购人。

平台升级后，2个月内收到外文原版图书有效荐购数量月度增长达40%

2. 建设思路



26

 与院系联合举办学科专题书展，线下线上并行，
将近3年出版的新书送至师生面前

• 持续多年举办“您选书，我买单”校园书展，2013-

2023年师生通过书展荐购总册数达2.7万册；人文专题

展、法学专题展已形成校园品牌活动。

• 2023年起，与院系合作开展“学科专题书展进院系”活

动，成功举办了社会学专场、法学专场、政治学专场、

经管专场、人文专场、语言学专场、信息管理专场等学

科专题书展，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师生荐购图书3000多

种。

 学科专题书展走进院系

2. 建设思路

2024人文专场书展

2024语言学专场书展



 资源建设专题座谈会：精准定位学科需求

 调研问卷：广泛了解切实的需求

 深入开展需求调研

2. 建设思路

法政学部专题座谈会

外国语学院及国别研究学科专题
调研会

资源需求专题调研问卷



资源共享服务
学术资源需求

的即时满足
纸电协同服务

030201

3. 资源服务



纸电协同揭示

面向师生，提供一体化的纸电图书检

索、发现与访问获取服务。

纸电协同管理

依托图书馆管理系统、电子资源管

理系统实现对纸电图书的协同管理。

纸电协同采访
在图书采访中实现纸电一体化，即在采

访策略和实现路径两个层面实现纸电的

协调配合。

纸电协同服务

3. 资源服务



Sirsi

电子图书数据库

自建数据库

图书管理系统
书目数据

读者云书房

已购电子书书目数
据，如Springer、
Elsevier、哈佛剑桥牛

津等出版社电子图
书。

自建特色库书目数
据，如教参书平台、
红色文献等

纸本图书和电子书一体化显示，给读者更好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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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F现采活动

组织教师参与北京图书博览会，感受世界最前沿学术资源，现场采选全球最新图书。
来自12个院系的教师参加了2023年BIBF，共计采购图书190余种。

学术资源需求的即时满足

邀请教师到BIBF选书

3. 资源服务



 POD（按需印刷）荐购体验

为解决外文图书采购周期长的痛点，引入POD（按需印刷）荐购方式，结合
新一代荐购平台，为师生提供更快、更便捷的学术资源获取方式。POD可将
外文原版图书的到馆上架时间缩短近一半。

POD项目宣传现场

3. 资源服务



 电子图书触发采购（DDA）模式：读者即触即读

以ProQuest Ebook Central电子书库为例，该平台整合了全世界

1800多个知名出版社的学术电子书，采用读者需求驱动采购的方

式，读者在平台上浏览时长、下载等行为均可触发。2021-2023年

我校师生共触发外文图书1303种。

3. 资源服务



资源共享服务

 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是充分发挥馆藏作用的有效措施，也是实

现资源共享的重要手段。我馆作为中心馆承担着重要的资源共

享任务。2013-2023年以来，我馆提供外借图书服务3246册次，

提供文献传递2985篇次。

 未来将致力于推动建立全校及区域、行业内学术资源统一整

理、揭示、服务的协作机制，提升更大范围的学术资源共建共

享水平。

3. 资源服务



三、几点思考



深度嵌入学科

 学科发展沿革与交
叉融合

 师生协同共建的参
与意愿

 图书馆采访馆员人
力配置

平衡需求供给

 无限的学术资源需
求与有限的经费之
间的矛盾

 不同学科学术资源
配置

信息化势能转化

 图书馆领域的数据
治理——元数据规
范与应用

 应用系统与平台建
设

资源绩效评估

 新书的学术性评价
 “零借次”馆藏的

长尾评价
 数值事实型资源的

使用绩效评价

1. 把握高质量学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几个关键点



2. 读者需求是学术资源建设的中心

重视读者行为数
据，加强数据管
理，把握读者需

求大方向

依托大数据、用
户画像等技术、
充分挖掘读者需
求，提高学术资
源与读者需求适

配度

将不同类型文献

资源的建设权利

更多地让渡给读

者



3. 面向数字化变革积极转型是出路

• 支撑教学与科研，以服务未

来学习与新型科学研究范式

为导向

• 加强特色资源建设，学术资源

建设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

• 拥抱OA出版与开放获取，由学

术资源组织者转变为生产者与

协作者

• 发挥新技术在学术资源收集、

组织、揭示、发现、共享中的

作用



根据学校学科布局、学科建

设，规划学科资源建设方向，
制定学科资源保障策略。

学科资源规划能力

开展学术图书质量评估、

资源建设绩效评估、基于
用户使用数据的资源采购

方案分析等。

数据分析评估能力
关注并研究开放科学、数

字学术出版等业界发展态
势对图书馆的影响，应用

实施相关创新服务。

研究与实施能力

4. 采访馆员核心能力培养是基本保障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