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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驱动下的高校图书馆转型实践探析

要要要以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为例

黄海晶袁 祝黎丽袁 刘威妍袁 黄冰洁

（浙大城市学院 图书馆，杭州 310015）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在智慧图书馆驱动下，图书馆转型已成为未来图书馆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明确目前高校图书馆转型

内容，分析转型发展遇到的普遍问题及挑战，为高校图书馆确定转型发展方向和寻找合适转型突破点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 /

过程]利用文献分析和可视化方法对高校图书馆转型研究现状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明析转型内容；使用案例分析法对浙大

城市学院图书馆相关转型措施进行实践剖析，总结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及挑战。[结果 / 结论]高校图书馆利用现代化技术

及手段已经尝试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转型改革，创新服务内容、提高馆员专业素养、合理规划空间、变革组织结构等，并

取得了一定转型成果；但转型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服务创新内容过于依赖技术，但技术管理不足导致服务开展困难重重；

馆员专业素养无法测定，是否能够满足转型要求未知；空间和资金不足，不能为读者提供更多创新创造空间；最后，组织结

构制度不完善可能导致工作开展止步不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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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当今经济不断快速增长尧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

环境下袁 图书馆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必将有一次颠

覆性改革[1]遥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知识聚集地袁 全力支

撑学习尧 教学与科研被普遍认为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袁
面对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的冲击和挑战袁 以及高校读

者不断变化的个性化需求袁 高校图书馆也顺应时势尧
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及创新服务理念袁 以期应对技术发

展的新形态和读者需求的新期盼遥
野智慧图书馆冶 概念是伴随着物联网不断发展袁 智

慧城市尧 智慧校园等研究的不断推进而诞生的遥 野智
慧图书馆冶 一词最早于 2003 年人机交互移动设备研讨

会上被芬兰奥卢大学 AITTOLA 等正式提出袁 他对于智

慧图书馆的定义是一个可以被感知尧 并且不受空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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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Fig.1 Analysis of key words co-occurrence

制的图书馆袁 其主要特点是互联尧 高效和便利[2]遥 这种

描述是从感知层面进行的遥 大数据尧 云计算尧 VR尧 5G

技术进一步推动了智慧图书馆的发展[3,4]袁 让读者体会

到了超高速的多媒体应用袁 提供更智能的空间服务袁
享受低延时高可靠的应用袁 帮助图书馆提供服务效率袁
为读者创造更多的开放性和扩展性的服务与应用遥 初

景利[5]认为智慧图书馆是驱动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主体动

力要素袁 是图书馆的新定位尧 新形象尧 新能力袁 是未

来图书馆的主导模式与最高型态遥
综上可知智慧图书馆理念的出现既为图书馆发展

指明了方向袁 同时也作为未来发展的驱动力袁 推动着

高校图书馆走向智慧转型之路遥

2 智慧图书馆驱动下的国内高校图书

馆转型研究现状

本文在中国知网上以 野高校图书馆 转型冶 野高校

图书馆 改革冶 野高校图书馆 变革冶 野图书馆 智慧转

型冶 等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袁 检索了截至到 2021 年

5 月 1 日近 10 年 渊智慧图书馆引入国内后冤 中文相关

文献并去除重复及无关文献后袁 共收集到 695 条相关

中文文献数据遥 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近年来 野高校图

书馆转型冶 的研究热点袁 本文使用 SATI 文献题录分析

工具对所有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袁 并将同义词

合并处理袁 利用 Net Draw 软件对频次位于前 100 的关

键词进行可视化展示后袁 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可以看到袁
智慧图书馆出现后袁 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研究主要集

中在图书馆服务转型与创新尧 学习空间再造尧 馆员定

位尧 组织变革等方面袁 尤其是在 野互联网 +冶 野大数

据冶 野数字人文冶 等环境下袁 服务模式由信息服务向

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逐步转变袁 转型方向也主要以智

慧图书馆为发展目标遥
因此袁 本文将从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转型内容院 服

务创新尧 空间改造尧 馆员转型和组织变革 4 个方面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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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实践案例袁 探讨分析目前

中国高校图书馆在转型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进展袁 以及

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之处袁 为中小应用型高校图书馆的

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3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转型实践分析

3.1 转型契机

2020 年教育部同意浙大城市学院正式转设为公办

本科高等院校后袁 学校开启了转型发展的新起点遥 学

院在 野十四五冶 规划中提出了 野数字赋能尧 智慧工程冶
的办学底蕴袁 建立数字方舱袁 努力建设智慧校园遥 在

智慧校园驱动下袁 各学院的学科内容及形式也悄然发

生了变化袁 师生对图书馆资源需求不断增多袁 对图书

馆服务效能和内容要求也逐步提高袁 现在需要图书馆

能够提供更多的创新空间以及更有助于学科发展的服

务内容遥 因此袁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在原有转型建设

基础上袁 引进先进技术及应用尧 主动转变服务理念袁
培养高素质馆员袁 打造智慧空间袁 变革组织结构袁 努

力为读者提供更为智慧的图书馆遥
3.2 转型内容及措施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在转型建设上主要从 4 个方

面实施院 一是服务创新袁 创新学习支撑服务袁 主动对

接科研支持袁 如开发论文收录检索系统袁 主动为科研

人员提供科研评价支持曰 引进能动学习空间尧 打造个

性化学习支撑服务袁 为师生虚拟仿真实践研究提供场

所和设备支持遥 二是空间改造袁 为满足师生多元化学

习需求袁 图书馆遵循绿色尧 可持续发展原则袁 将原有

的学习空间改造为多元化创新空间袁 提供更为人性化

与智能化的学习环境遥 三是馆员转型袁 提升馆员技术

能力袁 推进 VR 技术的学习与实践尧 深入学习专利知

识产权等遥 四是组织变革袁 建立跨部门服务团队袁 与

分院加强学科联系袁 主动发现更多个性化学科服务需

求袁 努力为师生提供更为专业和高质量的科研服务遥
3.2.1 服务创新

服务创新是高校图书馆转型的一个重要和关键环

节袁 也是转型的内在驱动因素遥 在全媒体大环境下[6]袁
媒体融合发展是篇大文章袁 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知识

媒介的传播地袁 要更新服务理念袁 改变传统服务模式

和手段遥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应专注于以 野读者为中

心冶 的理念袁 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带来的及时性尧
准确性尧 多样性等特点袁 及时获取读者需求袁 为读者

提供个性化尧 自助式尧 共享尧 集成性的资源与服务[7]袁
如主动推送个性化定制服务尧 建立从虚拟空间到实体

空间无缝链接的智慧服务环境[8]尧 利用 VR/AR 技术建

立虚拟书架尧 虚拟图书馆尧 将关联数据整合展现每一

篇文献的 野可视化冶 关系等袁 提升读者服务体验和质

量[9]袁 增加读者粘性袁 发挥高校图书馆最大效能等遥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及自身状

况袁 以及为助力科研服务更好的发展袁 一是引进了论

文收录检索发现系统袁 为师生提供便利的科研成果佐

证曰 二是打造 VR 能动学习空间袁 为师生提供全新的

泛在性尧 融合式的服务体验袁 助力智慧教学与科研遥
渊1冤 论文收录检索发现系统遥 查收查引服务是图

书馆的一项重要业务袁 也是助力科研评价的一个重要

环节袁 对于没有科技查新资质的中小型图书馆来说袁 本

校师生论文查收查引实际上是一项具有纷争的服务[10]遥
浙江省目前只有 3 所科技查新站袁 且 3 所科技查新站

服务方式均为在线填写委托单袁 由服务人员确认处理

后袁 通过现场取件或邮寄方式为申请人提供服务 [11]遥
但浙大城市学院教师在科研系统中提交学校内部科研

评审时只需要得到科研部认可情况下袁 教师没有必要

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申请并等待这项服务袁 尤其是在

野万物互联冶 智慧校园建设下袁 推动科技创新袁 使得科

研数据资源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袁 科研数据共享已经成

为不可忽视的趋势[12]遥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结合现状与科研部合作袁 引

进论文收录检索发现系统袁 主动为全校在职教师发送

论文收录通知袁 并实时推送袁 自动生成收录证明模板遥
如图 2 所示为收录检索发现系统使用流程图遥

论文收录检索发现系统主要包括查询尧 检索尧 获

取收录证明等功能遥 此系统也是学校科研部鉴定教师

论文发表的一个重要查询系统遥 并且袁 为了能让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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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收录检索发现系统

Fig.2 Discovery system of cited retrieved articles

师生第一时间获取论文是否收录袁 并及时提交科研佐

证等袁 收录检索系统采用了邮箱自动推送方式遥 这是

图书馆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的一次尝试遥
渊2冤 VR 能动学习空间遥 VR 技术是未来智慧图书

馆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袁 因为它可以使得智慧

图书馆 野被感知袁 并不受空间限制冶 成为可能遥 国内

高校图书馆 VR 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探索性研究袁 实

际应用阶段相对比较浅层袁 多以 VR 资源展示为主袁
结合图书馆或学校实际需求与工作而研发的项目不多袁
创新服务仍然处在初级阶段[13]遥 VR 能动学习空间[14]是

指利用 VR 技术袁 为读者提供体验尧 学习尧 交互为一

体的内容形式袁 提升学生学习效率袁 降低教育成本和

安全风险袁 创新图书馆学习支撑服务方式袁 同时提高

图书馆服务能力和影响力袁 促进图书馆智慧服务转型

升级遥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 VR 能动学习空间项目是智

慧化建设的其中一项袁 通过引进虚拟交互设备和资源袁
提供虚拟教学场景的同时袁 构建交互课堂袁 为师生提

供智慧化和个性化服务遥 如图 3 所示为 VR 能动学习

空间功能模块图遥
VR 能动学习空间功能区域设置主要分为 3 个部

分院 沉浸式体验区尧 内容资源创作区和信息素养培训

区遥 其中袁 沉浸式体验区该区域包含沉浸式 VR 大屏

交互显示产品和移动便携式交互显示产品袁 配套 VR

内容资源管理平台和相关内容资源袁 提供 VR 沉浸式

体验遥 内容资源创作区包含 VR 小组协同交互显示产

品袁 并配套虚拟现实创作工具和模型素材库袁 可协同

展示学生学习进程袁 老师随时观察尧 实时指导遥 信息

素养培训区包含录播直播设备和音响设备袁 可向读者

提供信息素养培训课程袁 实现实时课堂录播袁 积累信

息素养特色培训资源遥
很多高校在转型之初都以服务创新为目标袁 试图

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来增加服务创新内容袁 但这种方式

也会存在一些问题[15]院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袁 却因内

部人员能力不足和技能缺乏袁 或受限于读者的使用习

惯和固定印象导致服务创新进退维谷袁 使得图书馆在

服务上的提升和创新得不到最好的发挥遥 因此袁 在引

进先进技术和应用的同时袁 鼓励馆员不断学习袁 掌握

关键技能和专业知识袁 是当代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的

另一重要驱动力遥
3.2.2 馆员转型

高校图书馆员的能力和素质是图书馆提供高水平

服务的前提袁 也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遥 研

究发现高校图书馆员的服务能力包括专业性尧 服务态

度等袁 对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长久稳定关系有显著正

影响[16]遥 随着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袁 馆员角色也在转变袁
由普通馆员向学科馆员袁 再向数据馆员和智慧馆员转

型遥 杨沉等[17]提出了一种图书馆员新型能力院 由信息

技术尧 用户需求和图书馆生成驱动袁 具备数据尧 终生

学习尧 学术研究袁 以及发现和创造能力等遥 浙大城市

学院图书馆针对馆员发展转型袁 尤其是青年馆员袁 制

定了如下方针策略遥
渊1冤 开展馆员专业培训袁 培养馆员专业素养遥 学

术支持方面袁 鼓励馆员发表学术论文尧 申请科研项目尧
参加学术会议以及相关业务培训袁 提升馆员的专业素

养遥 图书馆积极尝试高新技术服务创新袁 对馆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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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专业技术培训袁 包括 VR 设备的维护及相关软件的

使用等遥
渊2冤 提高馆员核心竞争力袁 推进创新服务模式遥

业务支撑方面袁 馆内引入高效的软件与服务袁 部署智

慧图书馆系统袁 提高业务工作的自动化水平袁 降低馆

员重复劳动袁 解放馆员劳动力袁 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

到智慧服务中遥 电子资源平台中产生的大量用户数据

开放给馆员袁 鼓励馆员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袁 为之后

学科服务或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袁 主动定位学院

和用户个人需求遥
渊3冤 优化馆员考核制度袁 激励馆员自我提升遥 根

据馆员个体差异尧 成长周期等条件袁 制定个性化馆员

激励方案遥 如读者服务中心袁 在开展读者服务活动时袁
与分院或市文化厅等共同举办袁 让馆员在参与此活动

时获得一定的参与激励和文化激励袁 使得其能够获得

一种职场幸福快乐引子[18]遥 在此期间树立馆员的责任心

和事业心袁 不断提高实践能力袁 建立科学研究认知[19]遥
未来图书馆[20]应重视发展战略研究袁 并强化馆员

在大学图书馆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和跨界融合发展等遥
根据文献调研发现高校图书馆转型期馆员有三大能力

缺口院 一是缺乏对数据全面解析能力曰 二是不具备挖

掘知识的能力袁 探索意识不足曰 三是科研支持能力匮

乏袁 缺乏创新服务遥 这些能力缺口反映了中国高校图

书馆员队伍在学历层次尧 专业背景和系统培训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21]袁 如对馆员专业学习规划不足尧
缺乏层次感和多样性尧 针对性不强尧 学习和应用意识

有待提升等问题[22]遥 图书馆应该积极推进馆员能力建

设包括能力培育和能力发挥袁 构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

空间袁 根据馆员培养战略随时调整袁 将图书馆员的主

动性与平台的被动性相融合袁 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提供

图 3 VR 能动学习空间功能图

Fig.3 Functions of VR active learning space

VR能动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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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动画软件、含虚拟
交互制作系统
无线传屏：多人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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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切换

集群渲染系统：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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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Flow流体计算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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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区 内容资源创作区 信息素养培训区

VR产品交互；
VR产品体验；

VR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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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决策沟通袁 以满足用户需求和图书馆平台的迭

代更新遥 这些都是图书馆软实力的体现袁 也是内部转

型的重要手段遥 图书馆在提升软实力的同时袁 还需要

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袁 为读者打造为用户提供协作尧
交流尧 共享知识平台遥 服务创新和馆员转型是图书馆

内部转型的重要举措袁 而空间改造则是图书馆外部转

型的主要方式遥
3.2.3 空间改造

在传统图书馆发展模式与时代发展要求相矛盾袁
无法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前提下袁 图书馆空间改造

已经成为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23]遥 江芸等[24]对近

20 年图书馆空间研究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袁 发现空间

再造两个研究重点院 一是利用现代化建筑技术袁 打造

一个舒适尧 灵活的人性化空间袁 如日本多摩艺术大学

图书馆[15]利用坡道设计袁 建立了与公园直连的拱形结

构袁 让读者在学习之余能充分享受自然曰 二是利用物

联网尧 人工智能尧 5G 等技术为读者提供智慧化尧 多元

化服务袁 如南京大学图书馆智能图书盘点机器人服务[25]尧
清华大学图书馆虚拟导航服务等遥 目前越来越多的高

校图书馆建立写作与课业辅导中心[26]尧 多元文化中心尧
未来学习中心[27]等袁 以此来升华图书馆空间功能袁 营造

持续尧 严肃的学术氛围袁 引导学生不断去探索学习[15]遥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于 2004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袁

馆舍占地面积 2.8 万余平方米袁 在占地面积及资金有限

情况下袁 力求以读者需求为中心袁 为提供师生智能化尧
智慧化的物理空间袁 最大化空间利用率遥 因此空间改

造时主要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考虑遥
渊1冤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遥 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改造

要在考虑原有建筑基础上袁 使新改造空间与原有配套

设施及空间融合为一个有机体袁 同时也可以降低图书

馆原本承载的超负荷能耗等遥 因此袁 浙大城市学院图

书馆利用圆体锥形的玻璃墙设计袁 将原有的期刊区重

新改造为自习空间袁 充分有效利用自然光袁 使得图书

馆的光源可以根据天气和四季的变化随时调节光线和

通风袁 不仅增加了自习空间袁 读者还能够充分享受自

然时光袁 这次改造较好的体现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在图书馆中的应用遥

渊2冤 非传统服务功能延伸遥 非传统服务空间[28]正

日益成为图书馆空间改造发展的新方向遥 为了能为读

者提供更多的自助服务袁 图书馆在学习空间增设了自

助打印机袁 休闲区放置了自动贩卖机曰 为更好的推进

阅读推广袁 将原有的期刊阅读区改造为读书角袁 为读

者定期展览专题图书与期刊遥
渊3冤 动静空间科学合理布局遥 图书馆将动静空间

合理布局尧 平衡分布袁 既可以保证师生有一个安静学

习的环境袁 又可以为师生提供创造尧 创新空间遥 浙大

城市学院图书馆的动空间主要为有声阅读区尧 休闲区尧
研讨室尧 视听区等袁 这些空间主要设置在角落袁 或为

单独房间曰 静空间则是自习室尧 阅览室等区域袁 主要

分布在每层主体空间区域遥
渊4冤 开放性尧 交互性与可扩展性为一体遥 图书馆

为满足读者需求的多元化袁 在设计时每层都设置了休

闲区尧 学习区尧 讨论区尧 阅读区等袁 满足师生的协同

学习与实践遥
空间改造作为高校图书馆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袁

发挥实体场所和空间的价值是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的主

要发展方向袁 正如吴建中[29]提出的第三代图书馆认为袁
未来图书馆更趋向于以人文本袁 注重可接近性尧 开放

性尧 生态平衡尧 有机发展及资源融合遥
3.2.4 组织变革

信息技术的驱动虽然提高了图书馆管理效率袁 但

同时也促使了图书馆的组织扁平化袁 工作强度与技能

压力的增大袁 这对现有的图书馆组织结构无疑是一种

挑战遥 图书馆要在改变组织结构的同时袁 还要保证组

织结构的阶段性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遥
根据文献调研袁 目前高校图书馆组织机构划分方

式不一袁 可以将其按照结构划分为直线型 渊金字塔型冤
和扁平型[30]袁 采用直线型组织结构形式[31]袁 各部门业务

分工明确袁 各司其职袁 主要事务与决策由图书馆最高

领导把控袁 对各个主管部门人员的决策经验和创新能

力要求偏低曰 扁平形组织结构与原有的固化的直线型

组织方式相比袁 图书馆组织的灵活性和工作的流动性

得到了很好的改善[30]遥 在智慧图书馆驱动下袁 图书馆

未来组织构建的构想袁 未来图书馆的组织结构更偏向

黄海晶，祝黎丽，刘威妍，黄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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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32]袁 或矩阵交叉式组织结构遥 矩阵式组织结构

的特点时各部门交叉重叠袁 将职能整合重新划分袁 并

在此基础上成立临时小组袁 已完成部门交叉合作项目

等遥 针对学校发展目标以及图书馆现有的工作人员袁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做了如下 3 次调整遥

一是袁 按照职能将原有的部门重新划分袁 并对各

职能中心有针对性的分配工作曰 二是袁 浙大城市学院

图书馆为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信息素养培训及学科服

务需求袁 对馆内的技术骨干进行了重新组织规划袁 并

成立了 3 个跨部门团队学科服务团队尧 专利信息分析

团队和文化建设与阅读推广团队袁 分别负责学科支持尧
科研支持和阅读推广曰 三是袁 图书馆党支部根据党员

馆员日常工作内容及学科背景袁 制定分院联络人制度袁
每两到三位馆员负责联络一个分院袁 将图书馆最新推

广活动及相关服务推送到各个分院学工委和教工委袁
及时与师生沟通袁 挖掘他们的真实需求袁 推动图书馆

更好的发展学科和科研服务遥
组织变革是图书馆组织转型发展的基础遥 传统的

组织机构模式已经无法应对高校图书馆多元化服务内

容袁 图书馆组织变革势在必行 [33]遥 智慧图书馆下的高

校图书馆转型中袁 组织结构交叉是常态袁 部门之间的

工作内容和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袁 工作的纵向垂直化

流程越来越趋向于横向的网格化结构遥
3.3 转型成果及现状分析

上述转型的内容实施后袁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目

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袁 但实施过程中也遇

到很多问题和挑战遥
3.3.1 改变服务方式袁 提升服务效能

对高校图书馆来说服务内容要契合所在高校发展

目标袁 将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尧 智慧服务转变曰 服务

内方式要从被动服务转为主动服务袁 由纵向定岗服务

转变为交叉内容服务袁 服务理念的转变是此次服务转

型的核心遥
论文收录检索系统的引进不仅节省了教师时间和

成本袁 同时也提升了图书馆工作效率袁 丰富了图书馆

服务内容遥 这种服务方式既相对解决了论文滞后收录

问题导致的教师无法及时申请职称评定袁 又为教师解

决了校外申请查收查引服务的麻烦遥 此外袁 该系统因

采用本地存储方式袁 可为之后图书馆建立机构知识库

提供基础数据遥 但该系统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院
不能自动同步修改过的数据曰 不能同时检索作者的所

有被收录文献等遥
VR 能动学习空间对图书馆来说是一项耗时耗力的

大工程袁 从建立到完成历时 10 个月遥 目前数字建筑学

专业已在 VR 能动空间开设固定课程袁 并且该专业学

生在 VR 学习空间已顺利完成学期创作内容遥 VR 能动

空间也成为了虚仿项目固定征用的实验室遥 但图书馆

在 VR 建立筹备过程中发现存在两个亟需解决的问题院
一是管理人员短缺袁 VR 能动空间建立初期主要负责馆

员只有两位袁 且非专业设计及技术人员袁 因此在场景

设计及设备选购时非常吃力曰 二是实验室运行机制未

定袁 目前实验室虽然已在正常运行袁 但实验室的运行

机制因人员及管理问题还未制定详细的使用和管理计

划袁 目前采用是人工预约方式遥
图书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读者服务袁 同时

服务也是图书馆的根本任务[1]遥 树立创新服务理念袁 构

建创新服务体系袁 按照读者需求进行定位袁 主动迎求

改变袁 不断优化服务方式是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的必

经之路遥
3.3.2 变革空间布局袁 建立复合空间

高校图书馆空间改造是图书馆一项持续性工程袁
应尽量以满足现代化教学新需求尧 提升读者参与感为

目标袁 推动空间多元化复合发展袁 共享资源以节约资

金和空间袁 通过数据管理等技术向虚拟空间不断迈进遥
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自 2014 年开始先后进行了 3 次空

间改造袁 改造后效果如下遥
首先袁 对期刊空间的电源和自习位置的改造袁 提

升了读者体验感袁 增加读者的黏着性袁 使得图书馆入

馆量增加了 18%袁 提高了到馆率遥 这也是此次空间改

造的一个亮点遥 其次袁 自助服务区的设置使得图书馆

空间资源得到最大化配置袁 提高空间利用率的同时袁
节约了管理成本袁 为读者提供了便利遥 最后袁 预留的

可灵活调整空间袁 使得图书馆空间具有一定的扩展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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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以满足读者的波动性需求袁 这也是此次空间改

造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遥
3 次空间改造虽然在空间设计和灵活性上都有所扩

展袁 服务内容上也在不断创新袁 以满足读者不断变化

的需求袁 但由于空间和资金有限袁 对于更多的学术活

动中心和人文关怀空间还未规划遥 总之袁 未来图书馆

空间[34]创建不仅要用户友好袁 还需要提供具有学术启

发性与激励性环境袁 营造以读者为中心的美与和谐的

空间遥
3.3.3 拓宽馆员发展渠道袁 完善馆员评价机制

图书馆员队伍既是丰富的创新资源, 又可能是沉重

的转型负担[35]遥 因此馆员队伍建设问题是高校图书馆

转型的关键遥 不论是技术尧 还是服务上袁 浙大城市学

院图书馆员在自我学习尧 创新服务和职业素养上都在

循序渐进的推进袁 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才培养环境遥
技术上袁 VR 能动学习空间管理馆员已经基本掌握

VR 各项设备及使用袁 并能够独立对接分院袁 为分院解

决 VR 设备及相关软件使用中的问题袁 这对于图书馆

员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袁 也是尝试新技术的开端遥
服务上袁 主动积极参与信息素养培训课程遥 信息

素养是图书馆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袁 尤其

是高校图书馆更应该尽力将信息素养放到公共课程中袁
让读者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具有信息检索和获取有效

信息的能力遥 目前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每年定期举办

信息素养讲座袁 并鼓励所有青年馆员参与到信息素养

讲座中袁 让馆员能够在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的同时袁
也在不断提高和巩固专业素养知识遥

馆员评价是目前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的一个缺口袁
也是图书馆在对馆员制定全面发展目标时需要考虑的

一个重要环节遥 馆员评价[36]需要从馆员的真实需求出

发袁 建立合理的奖励机制袁 如给予其一定的目标尧 信

任尧 发展和保障激励遥
3.3.4 突破常规改革思路袁 构建合理组织结构

组织机构是图书馆实施战略规划的重要保证袁 是

基于对图书馆整体转型考虑的遥 以职能为标准重新划

分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图书馆工作效率袁 使得图书馆工

作任务的分配更有针对性袁 并且此新型组织结构具有

动态性和弹性袁 为未来图书馆职能拓展或新部门建立

预留了一定的空间遥 图书馆部门重新更改划分是浙大

城市学院图书馆组织变革的一次重大尝试袁 也表明了

图书馆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建立一个有机尧 创新的组织

结构袁 明确管理架构袁 建立长效的运作模式袁 才能在

未来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被时代抛弃袁 成为高校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遥
渊1冤 重新划分的组织结构是以读者需求为中心袁

并兼顾内外价值实现的遥 读者需求一直是图书馆发展

的驱动力袁 高校图书馆在为高校科学与教研等提供一

系列增值服务的同时袁 也要实现自身价值[32]遥
渊2冤 跨部门团队促进了部门间的协同合作遥 馆员

学科背景的丰富性使得图书馆得以开展更多的学科服

务和知识服务曰 部门的职能不同也让合作服务内容更

具全面性遥
渊3冤 分院联络人开展的工作目前还仅仅停留在为

分院教务办或学工办提供图书馆发布的活动信息袁 或

学科相关的动态信息遥
图书馆在组织变革的同时袁 首先要明确发展方向袁

规划发展战略袁 沿着图书馆职能定位和使命演变 [37]遥
除此之外袁 还需要考虑创新力和对环境的应变力袁 顺

应技术发展袁 及时调整战略袁 建立有机尧 立体和具有

高度适应性的组织结构[33]遥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目前智慧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转型现

状调研袁 以及对浙大城市学院图书馆转型实践分析袁
发现在智慧图书馆的驱动下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遇到

的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院 服务创新方面以技术创新为

主袁 但忽略了技术创新的背后还需要配备专业的技术

人员来维护新系统与新应用袁 以及合理的运行机制和

完善的规章制度曰 馆员评价机制的不完善袁 导致馆员

的专业素养是否达到图书馆智慧转型建设的需求成为

一个未知数曰 空间使用效果目前只能从入馆率来衡量袁
没有从读者更多的使用感受来评估[38]曰 改革机制及制

度束缚袁 使得图书馆的发展活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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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 高校图书馆转型后的质量评价如何开展也是未

来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环节遥
转型是图书馆发展永恒的主题袁 也是一道难题遥

教育部高教司调研员刘永强[39]在高校图书馆 野十四五

规划冶 微观层面的探讨中提到了高校图书馆要有战线

意识袁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求改变袁 由被动改变转

为主动出击袁 科学探索新型服务模式袁 加快智慧化尧
个性化的图书馆建设遥 智慧图书馆背景下高校图书馆

转型发展应该是自发型尧 主动型尧 创新型遥 高校图书

馆未来发展应推广以提高读者主动性和参与度为目标

的活动袁 建设以提供读者创新和激发活力为目的空间袁
培养能够适应图书馆智慧转型的智慧馆员袁 拓展和延

伸技术袁 开展更多智慧服务袁 力争为师生在其学术研

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提供全方位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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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Haijing, ZHU Lili, LIU Weiyan, HUANG Bingjie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Purpose/Significance] Driven by the trend of smart libraries, academic libraries'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primary

research topic of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what is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libraries ,

and summarize the major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merg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libraries, which can be

taken as references for academic libraries to decide their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seek breakthrough points in their

transformation. [Method/Process]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method, this paper performed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the keywords of research on academic libraries' transformation to find what is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by using cas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practice of the Library of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it can summarize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Results/Conclusions] Academic libraries have used modern technologies and means in their efforts to reform and realize

transformation in different aspects and fileds, like innovation of services, improvement of librarians' professional literacy, reasonable

layout of library space, and reform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service is too dependent on technologies and the insufficient technical management making it hard to carry out library services; it is hard

to measure the professional literacy of librarians, and decide whether librarians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ibrary transformation;

insufficient space and funding makes a library unable to provide more space for creative activities; at last, the imperfection of institution

system may lead to the stagnation of library work.

smart library; academic library; transformation; VR; sma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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