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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题图书馆建设实践与启示

要要要以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法律研究中心为例

李桂芬

（深圳大学城 图书馆，深圳 518055）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专题图书馆建设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产物，也是图书馆事业创新的内容，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专题图书馆纷纷建成，文章通过专题图书馆实证研究，旨在为国内高校图书馆专题图书馆建设提

供借鉴。[方法 / 过程]利用文献调研法、典型案例分析法，在分析国内专题图书馆建设现状的基础上，以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法律研究中心为例，解读其建设背景、实践及特点。[结果 / 结论]专题图书馆建设有助

于促进高校图书馆形成资源及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在专题图书馆建设中，高校图书馆需积极寻求契机，确

定主题，注重与外力合作建设，加强宣传引导，构建立体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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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subject library is the result of the librarianship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special subject libraries have

been buil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ecial subject libra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thods/Process] Us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the typical case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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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专题图书馆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一个新时代的产

物袁 其又称为 野主题文献馆冶袁 是为满足读者对主题文

献信息的需求尧 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组织馆藏资源并

开展多样化的服务尧 实现图书馆功能的一种新型图书

馆[1,2]遥 成立于 2011 年 2 月的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法律研

究中心 渊以下简称 野法律研究中心冶冤袁 是由深圳大学

城图书馆 渊以下简称 野大学城图书馆冶冤 与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学院 渊以下简称 野国际法学院冶冤 共

同创建而成的中国首家按照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标

准要求创立的国际化图书馆袁 其首创之处在于院 以法

律专业英文印刷型资源及电子资源为主尧 中国图书分

类法和美国国会分类法并用尧 使用 LC 分类号与索取

号袁 与美国的法学院图书馆保持一致袁 是一个学术研

究型的专业图书馆[3]遥 资源以美国尧 中国与区域法律系

统尧 比较法尧 国际法及跨国法为侧重点遥 目前共有纸

本馆藏 10 797 种袁 数据库 44 种遥
经过 10 年的发展袁 法律研究中心在国际法方面的

馆藏资源目前在全亚洲名列前茅袁 笔者作为法律研究

中心的负责人袁 全程参与了法律研究中心的筹建到发

展的整个过程遥 文章以法律研究中心为例袁 通过梳理

其建设背景尧 实施方案袁 并在总结其建设模式及经验

的基础上袁 对国内高校专题图书馆建设提出思考袁 以

期对国内高校图书馆专题图书馆建设有所助益遥

2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法律研究中心建

设实践

2.1 建设背景

为了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化法律人才日益增

长的需求袁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于 2008 年着手创建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袁 其办学理念是把世界通行的美

国法律教育模式 渊J.D.模式冤 引入中国袁 为中国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法律人才遥 作为中国

大陆第一所按照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创立的法学院袁 北

京大学国际法学院自创立开始就致立于申请通过美国

律师协会 渊ABA冤 认证袁 以使其培养的学生与在美国

本土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一样具有在美国合法从事法律

职业的资格袁 而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对各个大学法

学院有着严格的认证体系和标准袁 其中对法学院的图

书馆也有专门的认证标准袁 美国大多数一流的法学院

都有一流的法律图书馆袁 而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在建

院之初并不具备这种标准的法律图书馆遥 因此袁 国际

法学院需要有一个符合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认证标

准的法律图书馆袁 同时袁 法律图书馆也是为了满足师

生法律研究的切实需求遥
大学城图书馆是深圳市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袁

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尧 清华大学尧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共同拥有的图书馆袁 国际法学院与大学城图

书馆进行了多次接洽与沟通袁 最终决定依托大学城图

书馆为国际法学院建设一个符合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domestic special subject librar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Shenzhen Uni

versity Town Library Law Research Center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its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its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subject libraries helps to promot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erms of resource and serv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sub-

ject libraries,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suggested to actively seek opportunities, determine library themes, cooperate

with external departments in library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guidance, and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service system.

special subject library; Shenzhen University Town libraries; law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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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准的法律图书馆要要要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法律研

究中心袁 既能协助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申请美国律师

协会 渊ABA冤 的认证袁 又能进一步完善深圳大学城图

书馆法律信息服务职能袁 同时也为深圳市广大企业尧
市民提供高标准尧 国际化的法律信息服务提供保障遥
双方计划用 5 年时间完成法律研究中心的建设袁 具体

建设内容包括院 一是资源建设袁 包含 50 000 册外文法

律图书以及相关法律数据库袁 并开发中英双语的用户

界面曰 二是需要 400m2 的图书馆空间用于图书存放及

阅览服务曰 三是用户培训尧 用于满足法律搜索技术的

讲授和训练遥
2.2 法律研究中心建设定位

法律研究中心是由大学城图书馆与国际法学院资

源共享袁 合作共建袁 并建设成为具有一流研究水平的

学术型法律研究中心遥 中心具备双语图书馆管理系统袁
提供信息资源的多种访问途径和舒适的学习研究空间袁
并拥有丰富的关于美国法尧 中国大陆法尧 香港法尧 欧

盟法尧 WTO 法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电子和印刷资料遥
法律研究中心是根据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评审标准

及其关于图书馆设立的相关要求建设遥 其首要目标是

支持国际法学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鉴于大学城图书馆

的公共服务职能袁 法律研究中心也为非国际法学院的大

学城图书馆用户进行法律学习与研究提供资源和服务遥
2.3 法律研究中心建设方案

2.3.1 法律研究中心资源建设

渊1冤 资源采购遥 根据国际法学院教学尧 研究过程

中师生的文献需要袁 国际法学院向大学城图书馆提供

法律类外文资源采购清单袁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袁
大学城图书馆负责采购的馆长与国际法学院相关副院

长签字确认 叶法律研究中心图书订购确认单曳 叶法律

研究中心电子资源采购 / 续订确认单曳袁 双方确认采购

清单后袁 大学城图书馆负责执行具体采购程序袁 并建

立资源采购记录袁 明确资金来源尧 馆藏地点尧 使用权

限等遥
渊2冤 资源加工遥 大学城图书馆依照现行图书馆标

准加工新购买的纸本资源袁 所有收藏在法律研究中心

的外文图书均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渊LC冤 进行

分类袁 使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号与美国国会图书

馆著者号组成的索取号袁 同时在书目数据中保留中图

法分类号与索取号遥
2.3.2 法律研究中心空间建设

法律研究中心要办出特色袁 不仅在管理与资源建

设上有其独到的地方袁 更在环境设计与氛围营造方面

突出国际化遥 大学城图书馆提供了 400m2 的场地作为

法律研究中心的专用场地袁 在与大学城图书馆整体风

格保持协调一致的前提下袁 并在与国际法学院进行充

分沟通的基础上袁 确定了法律研究中心的特色化的家

具与环境设计遥 法律研究中心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藏书

区域袁 在其周围设置阅览座位及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

台尧 咖啡厅以及其它共享交流空间遥
2.3.3 法律研究中心网站及 OPAC 管理系统

渊1冤 网站双语访问遥 大学城图书馆负责开发尧 管

理尧 维持并更新法律研究中心的双语网站及管理系统袁
包括电子目录尧 链接解析器尧 以及进入和使用法律研

究中心馆藏资源所要用到的代理服务系统袁 最终目标是

确保中英文用户能够轻松查找相关的电子和纸本资源遥
渊2冤 馆际图书互借 OPAC 管理系统遥 大学城图书

馆与国际法学院开发两馆间的馆际图书互借 OPAC 管

理系统袁 该系统应确保法律研究中心两个馆藏地点之

间的文献紧急互借以及短期互借能够顺利进行遥

3 法律研究中心建设的模式及特点

3.1 合作共建

法律研究中心建设对专业性要求较高袁 既需要图

书馆方面的专业知识袁 更需要法律方面的专长遥 而大

学城图书馆具有丰富的资源组织及信息服务的经验和

优势袁 而国际法学院则具备法学专业的研究专长袁 法

律研究中心是在大学城图书馆与国际法学院发挥各自

优势和专长的基础上袁 通过合作共建的方式开展建设

的遥 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和职责袁 大学城图书馆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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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学院就合作共建法律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袁 依

据合作协议形成法律研究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袁 方案包

括法律研究中心的资源建设尧 空间建设尧 服务模式尧
网站建设及 OPAC 管理系统尧 以及人事经费管理等遥
双方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法律研究中心建设遥
法律研究中心的文献资源采购经费由大学城图书馆和

国际法学院共同承担袁 大学城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国际

法学院每年都有专门的预算来保证法律研究中心的资

源购置及运作遥 大学城图书馆承诺在大学城图书馆年

度预算总额保持现有额度的情况下袁 每年至少耗资人

民币 100 万元为法律研究中心购置信息资源遥 国际法

学院承诺每年至少耗资人民币 100 万元为研究中心购

置信息资源袁 包括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的费用袁 聘请

图书馆管理专家 渊国际法学院聘用的人员冤 的费用袁
以及为把法律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水平的法律研

究中心并维持其世界级水平所需设备以及其它有形资

产的费用遥
3.2 充分共享

法律研究中心的建设涉及资源尧 服务尧 人员尧 空

间等要素袁 在其建设过程中袁 实现了合作双方在资源尧
服务尧 人员尧 空间等全要素的共享遥 在资源上袁 包括

纸质和电子资源袁 法律研究中心的资源由 4 部分组成袁
一是大学城图书馆单独采购的法学纸质及电子资源曰
二是国际法学院单独采购的纸质及电子资源曰 三是大

学城图书馆合资采购的纸质及电子资源曰 四是国际法

学院所争取到的国外友好的法律图书馆资源捐赠遥 法

律研究中心的所有馆藏资源均由大学城图书馆统一管

理与维护曰 在服务上袁 法律研究中心的服务政策由大

学城图书馆和国际法学院共同制定袁 法律研究中心的

馆藏在满足国际法学院师生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上袁 同

时也对大学城图书馆的其他用户开放遥 大学城图书馆

和国际法学院每年还会合作举办多场特色化读者培训

活动袁 以提升读者的信息素养与法律素养遥 法律研究

中心既要为国际法学院师生提供法律信息咨询服务袁
同时也要为非国际法学院用户提供法律信息咨询服务袁
通过国际法学院专家为公众提供成熟的法律信息服务袁

有效支撑了深圳乃至大湾区日益增长的国际化法律实

践需求遥 在人员上袁 法律研究中心作为大学城图书馆

的专题图书馆袁 日常运行与管理有大学城图书馆负责袁
并根据需要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袁 包括采编人员尧 图书

上架人员尧 咨询人员以及其它必要的物流工作人员遥
为保证法律研究中心的服务与资源建设及发展袁 国际

法学院派出 1~2 名具有法律背景的专职人员袁 作为法

律研究中心的专业馆员袁 并承担提出法律研究中心的

发展规划袁 与大学城图书馆各相关部门沟通协作袁 推

荐法学文献资源订购清单以及推荐相关学科文献资源尧
读者法学咨询尧 辅导尧 培训以及课题研究曰 在空间上袁
大学城图书馆可以使用法律研究中心空间举办特色化

读者活动袁 同时大学城图书馆内其它学习与交流设施

渊如培训教室尧 学术报告厅尧 会议室尧 展览厅尧 小组讨

论室尧 个人研究间等冤 都以公共资源的形式供法律研

究中心使用遥
3.3 深度参与

法律研究中心是按照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标准

要求而创立的国际化尧 学术研究型的专业图书馆袁 国

际法律信息资源建设是重中之重袁 而图书馆虽然有信

息资源组织及加工的经验袁 但缺乏国际法律信息资源

建设方面的经验袁 尤其是要满足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的标准袁 因此袁 国际法律信息资源建设是非常专业化

的工作袁 需要对国际法律信息资源和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的标准非常熟悉的专业人士全程深度参与遥 为

此袁 国际法学院聘请了有国外丰富法律从业经验的专

家担任法律研究中心的顾问袁 像法律研究中心首任顾

问就是康奈尔大学第 11 任校长雷蒙教授袁 他也是密歇

根大学法学院院长袁 法律研究中心顾问全程参与法律

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遥 此外袁 国际法学院的教师队

伍由来自美国尧 中国及欧洲的著名学者组成袁 他们具

备开发世界一流法学馆藏的专业知识背景与跨国视野遥
国际法学院拥有众多具备一流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的

教授专家全程持续深度参与法律研究中心的馆藏资源

建设袁 法律研究中心的所有资源均由国际法学院的教

授专家根据实际教学尧 研究与法学实践需求进行筛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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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经过严格的试用评估流程后纳入馆藏袁 在精准匹

配国际法学院教学科研信息需求的基础上袁 也为深圳

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国际合作所需的法律制度袁 提

供了高质量的尧 国际化的法律信息资源遥
3.4 注重国际法资源建设

法律研究中心是中国首家按照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标准要求创立的国际化尧 学术研究型的专业图书馆遥
其文献资源配置与服务均参照 ABA 认证的美国法学院

图书馆遥 法律研究中心的资源收藏以法律专业英文文

献为主袁 以美国尧 中国与区域法律系统尧 比较法尧 国

际法及跨国法为侧重点, 其国际法资源收藏位列亚洲前

茅遥 法律研究中心的纸本资源主要收藏法律类相关专

著尧 美国法律人员日常所需的经典工具书袁 以及按照

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培养法律人士所需的相关教材遥 电

子资源结合美国知名法学院的主流法律电子资源与北

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特定教研需要进行配置袁 其中有 5

种目前为全国独有袁 24 种为深圳地区独有遥 法律研究

中心纸本资源编目并用中国图书分类法和美国国会图

书馆分类法袁 使用 LC 分类号与索取号排架袁 与美国的

法学院图书馆保持一致遥
3.5 支持公共服务袁 搭建交流平台

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加国际

化以及面向新兴产业的法律人才尧 法律信息与服务遥
法律研究中心馆藏重点在于支持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

的国际化袁 并向公众开放袁 借助国际法学院具备一流

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的教授专家为深圳与大湾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提供成熟的法律信息公众服务袁 有效支持

大湾区日益增长的国际化法律实践需求遥 近年来袁 国

际法学院在金融服务监管尧 证券监管尧 知识产权尧 环

境法和比较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袁 对深圳地区尧 粤港

澳大湾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与商业实践都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遥 通过多种形式的研究与交流活动

的组织袁 法律研究中心也正在成为教授专家们尧 政商

人士与国际法学实践的研究者尧 服务需求者们探讨尧
沟通尧 解决问题的平台与桥梁遥

4 国内专题图书馆的建设现状

专题图书馆的基本特征是专业馆藏丰富尧 读者需

求特殊尧 馆员能力专业尧 服务特色鲜明袁 具体而言袁
其收藏特定门类的文献信息袁 经过专门训练的馆员袁
有专业需求的服务对象袁 提供有专业特性服务[4]遥
4.1 建设意义

专题图书馆的建设是图书馆在满足人民普遍均等

的基本文化需求的前提下而做的创新实践袁 其建设意

义在于院 ①有助于地方文化特色的发展袁 彰显本地文

化品位曰 ②有助于图书馆构建多元化尧 专业化尧 个性

化的服务体系袁 提高服务水平曰 ③促进图书馆文献信

息资源建设袁 有助于图书馆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馆藏袁
为提供特色的专业服务奠定基础曰 ④促进总分馆体系

建设袁 完善城市或地区文献布局袁 强化城市或地区的

文献保障能力曰 ⑤促进图书馆对于本地社会尧 科技尧
文化尧 教育尧 经济等发展的推动袁 有助于承担更多的

社会职责曰 ⑥促进图书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4]遥 中国较

早建设的专题图书馆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袁 像深圳

图书馆于 1994 年建立的时装专题图书馆尧 成立于 1992

年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室于 1996 年更名为上

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5]遥
随着文化部等五部委 叶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曳 和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曳 的颁布及其对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明

确要求袁 以及近年来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袁 国内部

分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及服务已具备一定的水平袁
再加上办馆经费比较充裕[6]袁 国内众多的公共图书馆袁
纷纷根据本馆及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尧 文化特色尧 实

际需求袁 探索建设适合自身主题及模式的专题图书馆遥
国内众多专题图书馆袁 其中以上海和杭州尤具特色袁
上海专题图书馆建设模式是在其总分馆建设背景下袁
并于 2000 年 12 月上海图书馆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城市

中心图书馆总分馆制袁 以构建特大型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和国际大都市图书馆为发展目标袁 并提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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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图书馆专题图书馆建设思路袁 由上海图书馆和

相关机构合作建设专题图书馆袁 所合作的机构包括区

级政府尧 区级公共图书馆袁 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袁 如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共建的生命科学主题馆尧
与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共建的上海视觉艺术主题馆

等袁 其目标是将市中心图书馆的总分馆和专题图书馆

交织成网[7]袁 据不完全统计袁 目前上海已初步完成建设

20 余家专题图书馆[8]遥 同样作为全国公共图书馆专题

图书馆建设的典范袁 杭州图书馆已建成音乐分馆尧 印

学分馆尧 佛学分馆尧 南宋序集分馆尧 茶文化分馆尧 电

影分馆尧 棋院分馆尧 运动分馆等 19 座专题图书馆袁 形

成了 野四维一体冶 模式袁 即以读者需求为中心袁 以特

色资源建设尧 图书馆空间设计尧 社会合作以及服务模

式设计为维度袁 实现一体化尧 多维度的专题图书馆建

设模式[9]遥 主题图书馆建设 野杭州模式冶 为国内主题图

书馆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10]遥
4.2 建设模式及特点

4.2.1 国内专题图书馆的建设模式日趋多元

建设模式主要包括 野馆中馆冶 野馆外馆冶 野独立

馆冶 野合作馆冶 等遥 野馆中馆冶 是最早的专题图书馆

建设模式袁 即在图书馆馆内特区区域设立袁 该模式可

以实现与图书馆主体的统一资源配置与管理袁 无需大

量额外的人力及经费投入袁 像深圳市盐田区图书馆的

海洋主题馆曰 野馆外馆冶 模式则是在图书馆总分馆建

设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袁 是在结合所在区域的文化

特征及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袁 在图书馆主体以外的区域

设立遥 该模式需要考虑专题图书馆选址尧 区域文化特

征及主题选择尧 空间设计及建设尧 日常运营及管理等袁
该模式需要图书馆额外的大量资金及人员投入袁 像深

圳市罗湖区图书馆在弘法寺建成的佛学图书馆遥 野独
立馆冶 则不依附于任何图书馆袁 有独立建制袁 国内目

前该模式的主题图书馆数量并不多袁 上海浦东新区政

府建设的国内唯一的傅雷主题图书馆属于该模式遥
野合作馆冶 则是由图书馆与其它社会机构合作共建袁 合

作方在 野合作馆冶 的建设过程中袁 通过充分发挥各自

的优势与专长袁 实现优势互补袁 通常达到 野1+1>2冶 的

效果袁 像上海图书馆和杨浦区合作共建的 野上海近代

文献主题图书馆冶 本文所涉及的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与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合作建设的法律研究中心[8,11-13]遥
4.2.2 国内专题图书馆建设主题丰富

有名人主题尧 历史文献主题尧 艺术主题 渊像音乐

馆尧 美术馆尧 粤剧馆尧 设计馆尧 时装馆等冤尧 儿童主题

渊像玩具馆尧 绘本馆尧 动漫馆冤尧 传统文化主题 渊像茶

文化馆尧 围棋馆尧 宗教馆等冤 以及各种专业及产业馆

渊像法律馆尧 工商馆尧 生命科学馆尧 鞋都图书馆尧 澜石

金属图书馆尧 陶瓷文献图书馆等冤袁 无论是什么主题袁
主题图书馆一定是建立在所在地域的文化尧 产业尧 研

究特色及需求的基础之上[7]遥
4.2.3 践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服务群体更加多元袁 目前国内多数专题图书馆尤

其是新建馆袁 除了具备丰富的尧 专业的尧 多类型的主

题文献信息资源以外袁 还为读者提供了舒适的阅读空

间尧 交流空间尧 娱乐空间尧 共享空间等袁 并提供了先

进的信息技术设备袁 比如 VR 体验设备尧 3D 打印设

备尧 咨询机器人尧 视频点播设备等袁 为读者提供以人

为本的阅览服务尧 专题讲座尧 专题展览尧 专题文献推

荐尧 支持专题研究尧 开展专题活动尧 提供深度咨询等[14]遥
专题图书馆除了服务与本题相关的专业从业人员或专

业研究人员以外袁 还服务于对本主题有认知需求的读

者以及广大一般读者群体[15]遥
专题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创新袁 也是图书馆体

系的有益补充袁 特别是当前文旅融合的背景为专题图

书馆的建设及发展提供了机遇遥 但当前专题图书馆建

设还存在一些问题袁 比如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区

域发展不平衡尧 受众面狭窄尧 资源利用率不高尧 经费

投入的持续性不足尧 合作方参与的深度不足尧 服务深

度不够等遥 另外袁 相较公共图书馆袁 国内高校图书馆

的专题图书馆建设并不多袁 仍在积极地探索之中[9,16-18]遥

5 国内高校专题图书馆建设思考与建议

随着中国高校 野双一流冶 建设的不断向纵深推进袁
高校图书馆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袁 为了更好的适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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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野一流大学冶 或 野一流学科冶 的定位与建设袁 更好

的发挥在学校科研尧 教学尧 学科建设尧 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支撑作用袁 高校图书馆需积极思考在新的历史背

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遥 专题图书馆为高校图书馆

的改革创新和服务转型升级提供了路径袁 高校图书馆

通过专题图书馆建设可以有助于其构建更加多元化尧
专业化尧 个性化的服务体系袁 同时促进图书馆文献信

息资源建设袁 有助于图书馆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馆藏

体系袁 同时在专题图书馆建设过程中袁 图书馆通过深

层次专题文献挖掘尧 专题图书馆空间再造以及相关活

动次推广等有助于图书馆的服务拓展和品牌塑造遥 专

题图书馆作为高校图书馆的有益的补充体系袁 在当前

文旅融合的背景为其建设及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遥 本

文以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法律研究中心为例袁 在梳理和

借鉴其建设理念及经验的基础上袁 为国内其他专题图

书馆建设提出以下参考建议遥
5.1 寻求契机袁 确定主题

主题选择是主题图书馆建设的关键和精髓 [12]遥 高

校图书馆要建设专题图书馆袁 必须要有明确的主题定

位及发展目标袁 这既决定了专题图书馆发展思路及其

发展的可持续性袁 又决定了专题图书馆在学校学科建

设尧 人才培养尧 科学研究中所体现的价值遥 高校图书

馆在主题图书馆建设时应根据学校的学科建设尧 自身

的资源特色尧 服务现状尧 服务对象特点及需求袁 积极

的寻求契机袁 选定适合自身实际情况且能满足服务对

象需求的主题遥 以大学城图书馆为例袁 由于大学城图

书馆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新型图书馆袁 在建馆之初袁 其

文献资源规模较小上袁 且没有自己的馆藏特色袁 为了

形成自己的馆藏特色袁 大学城图书馆不断寻求和创造

机会袁 大胆实践和探索袁 主动到院系了解师生要求袁
当了解到国际法学院的办学特色和需要建设法律图书

馆的时候袁 大学城图书馆紧紧抓住这个机遇袁 多次与

国际法学院沟通达成共识袁 共建法律研究中心袁 最终

建成了中国首家按照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标准要求

创立的国际化尧 学术研究型的专业图书馆遥 随着互联

网尧 信息化尧 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袁 图书馆的传统

角色以及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发生变化[19]袁
高校图书馆尤为如此袁 未来的高校图书馆需要进一步

重塑自我袁 不断超越其传统的发展模式袁 通过专题图

书馆建设来构建本机构高水平专题学术交流平台袁 彰

显本机构的办学特色尧 科研优势尧 学科优势袁 进而强

化图书馆在本机构的价值[18]遥
5.2 寻求外力袁 强化合作

图书馆未来的服务创新不仅要借助来自图书馆自

身的知识袁 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也至关重要[20]遥 与

利益相关者的跨界融合是一种趋势袁 专题图书馆建设

也应在跨界融合上进行开拓[8]遥 高校图书馆在专题图书

馆建设上应该开阔思路袁 寻求多方合作袁 主动寻求与

院系甚至是院系以外机构力量的合作袁 共同开展专题

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袁 通过发挥各方的优势和力量袁 共

建共享专题图书馆资源袁 开展高质量的专题活动袁 提

升服务能力袁 拓展服务深度遥 在合作共建专题图书馆

的过程中袁 要充分挖掘彼此之间的利益契合点袁 以实

现合作方的共赢袁 这也有助于提升合作方参与专题图

书馆建设的力度和深度袁 从而可以促进专题图书馆可

持续发展[21]遥 院系既是专题图书馆特色馆藏资源的来

源袁 同时也是特色馆藏的重要服务对象袁 专题图书馆

建设通过借助院系的资金尧 人力和活动支持袁 这同时

也有利于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 [22]遥 以大学城图书馆法

律研究中心为例袁 在文献资源建设上袁 单靠图书馆员

的能力尧 专业水平等来购买和搜集高质量法律类资源袁
难度相当大袁 通过国际法学院外籍教授的学识尧 人脉

及渠道袁 不仅获取到专业水准高的图书采购清单袁 还

有电子资源的采购渠道和需求清单袁 为此法律研究中

心引进 5 种全国独有外文法律类数据库袁 丰富了法律

研究中心的特色馆藏资源遥 此外袁 国际法学院不仅为

法律研究中心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袁 还为读者服务提供

支持袁 由国际法学院聘任具有国际法律专业背景的法

律研究中心专业馆员袁 为国际法学院的师生及其他非

法学院的师生提供了多元化尧 专业的法律信息服务袁
既满足了国际法学院的研究和教学目标袁 又丰富了大

学城图书馆社会教育及服务的职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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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强引导袁 扩大宣传

宣传对于专题图书馆建设也非常重要袁 通过宣传

可以增加专题图书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袁 当前有些专

题图书馆存在资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袁 通过宣传有助

于吸引更多有专题文献及服务需求的读者利用专题图

书馆遥 因此袁 在专题图书馆建设过程中袁 高校图书馆

需多策并举袁 全方位尧 多角度尧 深层次开展引导与宣

传袁 广泛的吸引师生关注及利用专题图书馆遥 一是通

过专题图书馆开展专题图书推荐尧 专题书展等与读者

需求密切相关的活动袁 并通过网站尧 微信公众号尧 小

视频等形式扩大宣传袁 提升师生对专题图书馆的知晓

率尧 参与率和满意度遥 二是通过专题图书馆推出一系

列专题文献的信息素养教育袁 比如一小时课堂尧 嵌入

式教学尧 预约培训尧 到馆辅导尧 数据库培训等多种模

式, 这些模式各具特色, 互为补充袁 旨在提升广大师生

的专题文献的信息素养袁 提高师生与专题图书馆的粘

合度遥 三是通过专题图书馆建立与本专题相关学科的

师生联系渠道袁 进一步推进相关主题的学科服务遥 以

法律研究中心例袁 大学城图书馆馆员与国际法学院专

业馆员每年都会利用多种途径向国际法学院新进师生

提供法律研究中心资源及服务的宣传与推广袁 比如新

生入学季尧 新进教师培训季尧 国际法学院学生 QQ 群尧
与国际法学院教师面对面交流等遥
5.4 构建服务体系袁 提升服务效能

专题图书馆建设涉及多方面的要素袁 包括主题选

择尧 资源及空间建设尧 运营管理尧 服务体系构建及实

施等遥 专题图书馆发展是否具有影响力尧 生命力以及

对读者的粘合力袁 其中关键要素就是科学的服务体系

构建及实施袁 该要素也直接影响了专题图书馆能否实

现可持续发展遥 高校图书馆在专题图书馆建设上应构

建文献资源尧 空间尧 特色活动以及专题文献挖掘及咨

询等立体化的服务体系袁 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遥 在文

献资源层面袁 除了提供传统的文献资源服务之外袁 还

要注重专题文献资源呈现服务尧 文献资源数字化尧 纸

质及数字文献阅览等袁 像陆家嘴金融图书馆建设了金

融知识服务平台袁 市民可通过平台学习金融类知识[23]曰
在空间服务层面袁 致力于打造与专题图书馆功能与定

位相融合的空间体系袁 使空间本身成为专题文化传

播的载体袁 此外袁 还要注重引进新的信息技术尧 环

境技术为读者打造舒适尧 智能尧 多元的学习尧 交流

及体验空间曰 在特色活动层面袁 可以主办或与合作方尧
其它相关专业机构共同承办有专题特色的论坛尧 讲座尧
沙龙尧 展览尧 参观等活动袁 在活动中要积极融入与

本专题图书馆相关的文创产品袁 以提升相关特色活动

的吸引力尧 影响力[24]袁 此外袁 还要积极地为与本主题

相关的研究人员尧 行业从业人员等搭建活动及交流平

台曰 在专题文献挖掘及咨询层面袁 高校图书馆应利用

自身在信息组织尧 挖掘尧 整理等的专业上的优势袁 开

展专题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深度挖掘袁 构建二次文献尧
三次文献[25]袁 并在此基础上袁 通过图书馆自身或借用

其他专业力量开展深层次的咨询服务袁 旨在使专题图

书馆真正成为支持该专题领域研究的信息平台尧 智库

平台遥

6 结 语

专题图书馆建设有助于促进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的广度尧 宽度尧 深度和厚度袁 形成资源及服务的核心

竞争力袁 有助于体现图书馆新的社会价值遥 深圳大学

城图书馆法律研究中心袁 是由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与北

京大学国际法学院资源共享尧 合作共建而成袁 充分利

用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专业的尧 国际化的法律人力

资源优势袁 并发挥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专业的图书馆

建设及管理经验袁 建成了中国首家按照美国律师协会

渊ABA冤 标准要求创立的国际化的学术研究型的专业图

书馆袁 法律研究中心既提升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

教学与学术目标袁 助力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迈向国际

化的步伐袁 同时也为深圳大学城师生以及深圳各界人

士提供高标准尧 国际化的法律信息资源及法律信息服

务提供了保障袁 其建设理念及经验也将为国内高校专

题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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