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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安院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研究*

□ 丁宇 / 广东警官学院图书馆 广州 510230

1 国内研究现状

学科服务是以学科读者为中

心，以学科馆员服务为基本模式，

背靠图书馆文献信息平台，依托

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面向各院

系、课题组和个人，建立基于图书

馆、院系协同的、面向一线的服务

机制。国外实行学科馆员制度较

早，最早发端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研

究型大学图书馆。中国对学科服务

的研究始于1989年，毋益人撰文介

绍了学科馆员制度 [1]。1998年，清

华大学图书馆率先实行学科馆员

制度，把学科馆员制度引入国内。

笔者于2011年2月25日查“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年代

范围为“1995-2010”年，以检索式

为“‘篇名=图书馆’并且包含‘学

科化服务’”或者“‘篇名=图书

馆’并且包含‘学科馆员’”、精确

匹配进行检索，结果为877篇，进

行图书馆学科服务研究的论文计

量分析[2]，如图1所示。 
显然，近10年来学科服务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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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每年发表的论文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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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书馆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和

热点。

公安院校学科服务研究涵盖

的内容比较多，涉及馆藏建设、馆

员的素质读者研究、服务的方式

方法等。笔者于2012年3月13日，以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

源，年代范围为“1983-2012”年，

以‘篇名=公安院校图书馆’，模糊

匹配进行检索，结果共有记录136
条，论文始于1987年的2篇，按以上

主要涉及的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

析，显示结果如表1。

据表1，从1980年代至今，围

绕着“公安院校图书馆”发表的论

文数量和质量都不容乐观，被“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共136
篇，其中发表在核心刊物的共13

篇。按时间顺序分析，前期更注重

馆藏建设研究，后期转向以资源、

服务、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并重研

究，加强了对服务和服务对象的研

究，尤其是20 05年明确地把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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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研究提了出来，显示转向以读

者为中心的趋势。调查显示“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最早的关

于学科服务方面的论文发表于20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录关于公安

院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的论文最

早发表于2005年，公安院校开始明

确关注学科服务的时间晚了约10
年，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公安院校图

书馆学科服务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空间相当广阔。

2 国内实践现状

在借鉴国内外部分高校学科

馆员制度成功实施的基础上，公安

院校也逐步开展起学科化服务方

面的实践工作。为了解全国公安院

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现状，笔者采

取QQ、E-mail、电话等咨询；并采

用主页查询、同行咨询等方式，逐

一进行调查了解。中国有4大中央

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
特别行政区，共34个省级行政区。

对34个行政区域、台湾地区进行调

查，了解到公安院校开展学科服务

的大致情况如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以

“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服

务、为公安院校服务、为公安机关

服务”为宗旨，对学科服务工作进

行了探索，为学科教师提供一些情

报资料查询方面的工作，目前做学

科服务的工作人员都具有研究生

学历，在工作中逐渐熟悉、精通学

校的各学科。中国刑警学院图书馆

根据学院学科建设，建立了学科导

航、学科信息门户、学科专业站点

主动推送、学科书目或者其他学科

信息资源的工作参考咨询服务。

江苏警官学院图书馆订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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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馆员的具体工作职责、学科馆员

联系的7个系部，开展定题服务、网

络学科资源导航等专项服务项目，

为部分学科提供快捷方便的网络

学术资源查询服务。

浙江警察学院图书馆确定担

任学科馆员及所联系的教学系部，

有明确的学科馆员工作制度，包括

学科馆员要求和服务内容等。

湖北警官学院图书馆学科服

务栏目列表介绍了各重点学科和精

品课程，并提供各学科“推荐书目

及其馆藏情况、电子书在线阅览”

的链接。

广东警官学院设立学科联系

人兼职岗位，两位工作人员负责一

个系的学科信息服务，不定期向系

部推送相应的学科信息，收集系部

的学科信息需求等；重点集中人力

建设学院重点学科视频专题库，如

禁毒专题教学视频资源库等，教学

科研人员反响很好。有部分学科联

系人还参与到了系部的科研中去，

还在积极探索更有效的学科服务

项目，努力创出公安院校学科服务

品牌。

香港警察学院图书馆作为警

队内以研究为本的知识中心，为警

队成员提供国际上有关警务知识

的最新研究和出版物，为警队成员

提供专业的协助，确保他们能最有

效率地寻找有用的信息，以便进行

各类研究活动。

通过电话、邮箱、Q Q等方式

的调查，从目前开展的活动来看，

服务内容不尽相同。有的开展了一

些具有实质性的基础性工作，如学

科馆藏信息推送、构建学科导航门

户网站、进行学科信息资源建设等

等。少数公安院校图书馆工作人员

开展了与教师合作，积极参与到具

体的教学、科研当中，为用户提供

深层次的知识服务，但大都没有设

立专职的学科馆员岗位，都是由各

岗位的工作人员兼任学科馆员。

3 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研究现状和实践现状

来看，可以看出我国公安院校图书

馆学科服务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认知不够，管理层缺乏

足够的重视，学科服务尚未得到推

广。调查统计获悉，所调查的50所
公安本、专科院校图书馆中，回答

“不知道图书馆有学科馆员制度”

的图书馆有28所，占比为56%，超

过二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图书馆

学科馆员制度、学科化服务在公安

类院校的宣传工作还不到位，管理

层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学科服务

缺乏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

第二，没设立专职学科馆员的

岗位，兼职学科馆员开展学科服务

有限。笔者调查的公安院校图书馆

大都没有设立学科馆员岗位，一部

分公安院校是采用普通馆员兼职

学科馆员实施学科服务方面的工

作，工作存在系统性和协调性较差

的问题，并且大都没有形成规范的

学科馆员遴选、职责及管理制度。

兼职学科馆员开展学科服务工作并

不普遍，甚至有的公安院校校根本

还没有开展该服务，与全国部分重

点高校相比，公安院校的学科服务

差距还很大。

第三，没充分利用网络，开展

的学科服务以传统学科服务为主。

勾学海、李丰华[3]在2005年对43所
公安院校进行网络调查显示：公安

院校图书馆的网络化建设程度有

所提高，但整体上与其他综合性大

学相比还是较低；学科服务开展不

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基本

上还是以传统学科服务为主，做的

工作大多是传统的学科参考咨询

工作、学科书目、学科馆藏的宣传

推送服务等，从事学科服务的图书

馆工作人员仍然是信息中介，没有

融入科研、教学过程，没有成为科

研教学不可缺少的伙伴。

第四，资金、人才不足。调查

的大部分公安院校在资金和人才

方面都存在不足的情况，资金缺乏

导致学科书刊资料短缺，无法购置

大型的纸质学科文献、电子专业

数据库和外文的纸质文献、电子数

据库，有些公安院校连最基本的

C N K I数据库资源都无法得到保

证；人力缺乏，师生人数与图书馆

工作人员的比例约为100:1，并且这

个1里面，只有一半左右是正式工作

人员，这种情况导致无法设立专职

的学科馆员，兼职学科馆员精力有

限，无法开展深入的学科服务。

第五，考核方法简单。公安院

校的学科服务项目在工作考核中占

的分量比较小，仅被看做兼职馆员

工作内容的一项，仅注重学科服务

馆员的工作过程，而轻视了效果考

核。目前高校学科服务尚未形成科

学的评估体系[4]。学科馆员工作评

价一般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粗

略统计和分析，定量评价主要是一

些可量化的基础工作；定性评价主

要是来自用户和管理者的反馈。此

类评估指标只能评价外在的、表象

的服务问题，而不能估价服务意识

等内在的、自身的服务问题，不能

真实地反映服务水平。

4 对策

公安院校在办学规模、办学模

式、学科设置、教学方式、教学对

象等与其他大学相比有其专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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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公安院校图书馆也有其特殊

用户的结构，学科专业更系统、更

集中、更专注于文献收藏，大多和

有关院系在一栋大楼里面，服务环

境特殊；规模都不是太大，容易形

成馆员和读者之间比较亲密的同

事以及师生关系，有良好的互动关

系。因此，必须立足现实，从公安

院校的实际出发，定位要准确，最

大限度地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贯

彻实用性等原则。为强化、深化公

安院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笔者从制

度、服务和资源几方面提出一些建

议，以供国内公安院校参考。

4.1 正确定位学科服务，提

高管理层认知

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核

心和龙头，成为大学建设的头等大

事。公安院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

献信息中心、教学、科研、学科建

设的重要支撑支柱，参与学校的学

科建设，增强学科文献保障能力，

为学科建设提供信息服务，是配合

公安院校学科建设的有效方式，把

学科服务融入到学科、专业和课程

建设之中，是公安院校图书馆建设

发展的内在要求，学科服务对公安

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提供互动、

及时、有效的服务，才能真正体现

图书馆的办馆水平和学术地位。开

展学科服务，必须依赖于一支高素

质的学科馆员队伍。学科馆员只有

系统地掌握公安学科专业知识，提

高素质，才能适应为学科建设服务

的新要求，因而学科服务是提高图

书馆学术水平和学科馆员业务技

能的有效途径，是馆员队伍建设的

内在要求。必须正确定位学科服务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办馆水平、学

术地位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学校

和图书馆管理层的认知。

4.2 建立校长负责制的管

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

鉴于现状，笔者建议公安院校

应该建立主管校长负责制的学科

服务管理模式，各个公安院校不

管设立的是兼职学科馆员还是专

职学科馆员，都应当建立配套的选

拔、管理、考核等制度。学科馆员

制度是实现专业化服务的重要制

度保障。虽然公安院校已经开始重

视学科服务，并在学科服务的人才

素质上投入了一定的成本，但学科

馆员的考核激励机制没有跟进，兼

职或者专职学科馆员要有奉献精

神和热忱的态度，特别需要建立一

套第三方参与的更客观、更注重服

务效果、更重视信息利用价值的考

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这是学科馆员

能否真正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的

关键。

4.3 加强行业合作模式，建

立学科化联合服务体系

在学科服务方式上，建议全国

公安院校加强行业合作，细化服

务分工，建立学科服务行业合作模

式。根据公安院校特点和设置原

则，笔者认为每所公安院校图书

馆不必追求“大而全”的学科馆员

制度模式，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

安院校学科服务团队。各地方公安

院校可以根据学校的学科专业设

置，只需建立各自学校的优势学科

服务队伍，并强化这种学科专业分

工，做大做强各自优势学科的学科

服务团队，如开展教师顾问和学生

顾问工作。由多家成员馆依据协议

建立起协作关系，充分利用各自的

信息资源特色和人才优势，通过一

个统一的平台，联合起来为用户提

供学科服务。

4.4 重点建设学科文献资

源，丰富学科服务的内容

丰富的学科文献资源是学科

服务的前提。专业馆在文献资源建

设上要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突出专

业特色，利用显在的馆藏纸质资

源、电子数据库以及网络资源等建

立以公安、法律等重点学科为核心

的学科资源体系，同时注意收录重

点学科的内部资料。此外，还应该

加强与本学科领域及交叉、相关学

科领域的文献资源的收藏工作，便

于读者使用。专业馆收集的文献要

达到“全、精、新”的要求 [5]，为教

学科研人员提供各学科检索服务、

馆藏目录服务、馆际互借服务、课

题查新服务、公安学科专业文献评

价以及推介服务 [6]、定题服务、课

题跟踪服务、个性化定制服务；为

高年级的本科生提供毕业论文文

献信息检索培训服务等全方位、多

层次的读者服务。

4.5 创新服务模式，构建学

科服务平台

由传统的面向特定院系改为面

向特定对象或团体的学科服务，同

时充分发挥学科馆员的智慧。积极

构建学科服务平台，利用网络平台

实施学科化服务已得到我国许多

高校图书馆的重视，公安院校图书

馆以自身条件也可开展一些如加强

学科导航、学科信息门户网站、学

科馆员网页、学科数据库、学科专

家网页及学科多媒体资源库、学科

信息共享空间[7]等方面的工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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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科服务平台的建立、维护和发

展需要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充

裕的资金，这对于一些技术能力不

强、经费紧张的中小型公安院校图

书馆来说，要自行搭建学科信息服

务平台还有一定的困难。目前，一

些数据库商已将学科服务平台作

为其开发目标之一。因此，公安院

校图书馆可以借助所购买的具有

提供个性化增值服务功能的数据

库，如CNKI、万方，“借鸡下蛋”

来搭建基于本校特色的学科服务

平台[8]。

4.6 加强馆员素质教育，开

展“以人为书”的交流方式

公安院校与综合型大学相比，

在物理空间和办学规模上比较小，

工作人员与读者易形成亲密的、良

好的互动关系，可以借鉴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开展的Living library[9]

活动的实例，提出“以人为书”的交

流方式，这要求公安院校图书馆要

高度重视馆员的教育、培训，切实

提高馆员的综合素质，这种方式可

以广泛运用到公安院校图书馆的

学科服务中，是拓展公安院校图书

馆信息服务的新方式，在充分发挥

公安院校图书馆优势、提升图书馆

功能方面有很大的促进。

5 结语

公安院校以培养适应中国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应

用型的公安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

不仅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的办学理念，还要突出公安教育特

色，牢固树立“服从、服务于公安

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需要”。公安

院校图书馆要围绕教学（包括在职

干警培训）、科研工作为中心，挖

掘读者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

服务内容，发挥第二课堂的优势，

培养高素质的公安人才，更有效地

服务于公安工作，才能使公安院校

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公安院校图书

馆应借鉴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科

服务的内容、形式和先进经验，逐

步建设具有内容丰富、全面细致、

立体化的学科服务模式，拓展充满

人文关怀的主动服务、柔性服务与

自助服务，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大

学的专业课程教学，积极开展科研

推动服务，强调无缝、动态、交互

式融入用户过程，将服务的触角延

伸到一切有用户存在的地方，推出

这种新型嵌入式学科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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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bject Services of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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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rt of Police College Library subject services is relatively late. With the subject services mostly in infanc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services, limited time for part-time subject librarians to carry out subject services. The subject services provided are mostly traditional 
in contents and forms, lack of funding, talent, and overall assessment methods. Learning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university subject servic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rrect positioning of the subject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cognitive of the management; addresses the presid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management mode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industry cooperation model to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 joint service system; to focus on building the subject literature resource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subject services; to innovate the service models to build the subject services platform;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librarians to carry out exchanges 
of people, books and so on,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domestic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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