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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研分析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图书馆的科研支持服务，其卓有成效和特色的服务方式包括选题指

导、资助指导、研究数据管理、数据存储、研究可重复性、维护学者履历、出版和版权、开放存取、机构知识库、

科研成果影响力评价等。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的经验为：契合科研生命全周期，提供个性

化服务，细化服务内容；全方位整合全校资源和加强全校部门合作；主管部门加强组织协调。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科研服务；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G251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22.03.005
引文格式：秦长江，杜正辉.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分析及启示[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2（3）：40-46.

秦长江1  杜正辉2 
（1.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洛阳 471000；2. 河南工学院图书馆，新乡 453000）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图书馆

科研支持服务分析及启示*

* 本研究得到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大学图书馆服务变革与创新”（编号：2021-CXTD-03）资助。

随着开放科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学术交流环境的转

变，高校图书馆须不断丰富科研支持服务的内涵并拓

展其外延，才能满足师生的新需求。而科研活动呈现出

生命周期的特点，笔者较为认同将科研生命周期分为4
个阶段：科研准备、科研过程、科研成果发表与共享、

科研成果保存与评价。所谓科研支持服务，即高校图书

馆为用户的科研选题、研究开展、研究数据管理、撰写

论文、传播和保存研究成果等科研活动的各个环节提

供各种文献和情报服务[1]。目前国外高校图书馆已经将

科研支持服务列为图书馆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将其

纳入图书馆的战略发展规划[2]。与此同时，国内高校图

书馆也认识到开展科研支持服务的重要性，涌现出一

批科研支持服务的研究成果和成功实践。国内关于科

研支持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①介绍国

外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的成功实践，为我国相关实践

提出有益借鉴[3-6]，如综合分析多所国外顶尖高校的科

研支持服务现状，分析特定科研支持服务（科研影响力

服务、版权服务等）；②调研国内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

服务现状，如整体分析数个有特点、学术水平高的高校

（多以“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

析，细化科研支持服务项目，总结当前高校图书馆科研

支持服务的典型特征），以新视角（如科研生命周期视

角、创客空间视角）分析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③国内

外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比较分析，多与来自美国、

英国、瑞士、新加坡等世界顶尖高校图书馆进行对比，

总结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的异同点，提出改

进我国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的策略；④探析科研

支持服务的模式、特点、人才培养机制等[7-8]。总之，已

有的研究多是综合多所顶尖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

现状，侧重于归纳异同点，少有基于科研生命全周期剖

析某个高校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全过程和整体状况，

而这恰恰是本研究的初衷和特色。

1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图书馆科研
支持服务概述

国内高校图书馆关于科研支持服务的实践正处在

探索发展阶段。而明尼苏达大学（以下简称“明大”）双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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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校区图书馆21世纪初就开始提供科研支持服务[9]，

已形成由学科专家、数据馆员、学院联络员等专业馆员

相互协作的良好机制，其科研支持服务机制贯穿科研

全周期，非常成熟且有特色，服务内容全面深入细致。

该图书馆提供快速获取研究信息和工具的各种途径与

方法，帮助研究人员规划、实施管理、传播和保存科研

成果。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根据科研生命周期理论，深

入了解和体验本校用户的学术科研需求“痛点”，在整

个科研过程中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针对性强

的科研支持服务，使明大的科研人员在科研的不同阶

段都能得到量身定制（主要体现在每项服务都有个性

化培训和学科馆员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的研究支

持。笔者从科研准备、科研过程、科研成果发表与共

享、科研成果保存与评价4个阶段深入调研分析明大双

城校区图书馆的科研支持服务，具体如图1所示。

具有创新性；②制订研究计划，包括研究目标、研究方

法、研究流程、获取数据方法、数据分析方法等方面；

③制定检索策略，获取主题相关的所有研究文献（包括

各种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和网络资源）及各种系统综

述工具；④进行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估，并确定提取、处

理数据的最佳做法。研究人员使用图书馆的选题指导

服务，可获取特定课题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研究趋势，

能有效提高资助申请书的质量。

2.2  申请科研经费资助指导服务

为帮助科研人员获取科研经费支持，明大双城校

区图书馆联合研究副校长办公室（Office for th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精选多个与申请资助相关的

链接及其详细的图文资助申请教程供研究人员参考，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一系列有特色的助研方案。明

大双城校区专门给图书馆等相关部门配置科研资助

协调员，帮助科研人员规划项目进度及资金安排等。

②各种科研基金搜索网址。如有全面的学者档案和研

究资助信息的Pivot、拥有美国各个基金会和部分国际

基金会的8万多个科研项目详细信息的在线基金目录

（Foundation Directory Online）、世界上较大的科研

资助数据库之一的SPIN等。③针对国际学生的专项资

助。④各个资助机构的详细介绍和要求等。图书馆联合

研究副校长办公室总结归纳了不同资助机构对基金申

请的各项要求和说明，如出版物的共享和保存要求、数

据管理计划要求、科研人员简历要求等。

研究项目申请书的质量和完整性对于获取科研经

费至关重要。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还为研究人员撰写

资助申请书提供以下帮助：①系统地研究全美各种较

为成功的在线写作服务，链接到普渡大学在线写作实

验室（Purdue Online Writing Lab）等比较成功的在线

写作服务网站；②提供有关科研申请的各种出版物的

印刷版和电子版，如《获取资助的艺术》《完成有竞争

力的申请书》《写一份成功的申请书》等；③提供在线

传授资助申请书写作经验的课程，该课程帮助科研人员

了解项目资助申请书的基本要素、撰写要求和提交资助

申请书的注意事项。同时免费开放获取经研究人员许可

的本校研究资助申请书，为研究人员撰写资助申请书提

供示例和样板。

图1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的科研支持服务项目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分析及启示秦长江，杜正辉

2  科研准备阶段的科研支持服务

2.1  科研选题指导服务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的选题指导服务通过提供证

据综合评价来实现。这种服务通过制定精准的检索策

略全面搜集主题相关文献和各种分析帮助研究人员获

取某一特定主题的研究现状，主要包括系统综述、范围

性综述、多维度分析、证据差距图等，这些分析都具有

可重复性的特点，可供研究人员在科研初始阶段参考。

证据综合评价服务主要内容有：①确定研究主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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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过程阶段的科研支持服务

3.1  数据管理培训服务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有经验丰富的学科专家提供

全面优质的研究数据管理培训服务，其服务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1）提供关于研究数据管理的通用在线课程（在

线课程服务主要是指解决通用的、常见的问题，个性

化培训服务更倾向于解决用户的个性化、深层次的需

求），主要内容包括以下4个方面。①管理研究数据的一

系列指导课程，如数据管理、风险管理、存储和备份、

有效的数据文件记录等。②由图书馆、人文技术与创

新工作室（Liberal Arts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Services，LATIS）、研究生院、研究副校长办公室、信

息学院（the Informatics Institute）合作，每年为研究

人员举办两次全面深入的数据管理新手训练营（Data 
Management Boot Camps），训练营提供基本数据管

理知识课程服务和实时在线研讨服务，这些内容均可

以录屏。研究人员可与数据管理专家讨论数据管理知

识应用到实际研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观看详细的数

据管理具体操作流程的课件，这些课件均有可回放、

可复制的功能。③每年春季，为入学的研究生举办为期

半天的以“数据管理的衔接”（Data Management in 
Transition）为主题的培训会，帮助研究生对其各个研

究阶段的科研数据进行无缝衔接。

（2）提供个性化的培训。如果通用在线课程不能

满足用户需求，那么用户可通过数据馆员获取个性化培

训，其内容主要包括：①数据管理基础知识服务，如数

据文件/文件夹命名和组织、数据存储/备份、数据文件

记录、数据文件归档等；②定性数据管理服务；③数据

共享服务，如数据共享方面的资金管理、存储库选择以

及有关科研数据共享的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准则等；

④敏感和受保护的重要数据的专项管理服务；⑤具体

详细的个性化数据管理计划服务。

3.2  数据管理计划服务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提供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s）的各种管理工具的简介及工具操

作指南。经过严格筛选，图书馆提供的数据管理工具

为2011年由加州大学等8所高校联合开发的免费开源软

件DMP Tool。DMP Tool帮助研究人员创建符合资助

机构要求的数据管理计划（通过使用向导、自动链接

资助者网站等快捷方式）。图书馆提供详细的数据管

理计划模板，包括：①数据类型和数据存储，如将产生

什么类型的数据、如何收集数据、数据是否可复制、是

否会使用已存在的数据、是否需要工具或软件可视化

数据、采用什么存储和备份策略；②数据组织、文档命

名和创建元数据，如文档命名和元数据创建使用什么

标准、使用何种数据标识符；③科研成果存储和知识

产权，如采用什么方式保护知识产权、数据访问是否存

在问题、数据归谁所有、数据是否有特殊的安全要求；

④数据共享与重用，如是否允许他人重用、如何共享

数据、是否有共享要求、使用何种工具处理数据、数据

在哪里出版；⑤数据保存和归档，如数据应保存多长时

间、数据存档后如何能长期查阅、由谁长期维护数据

等。图书馆还有一项更具特色的服务：在本馆支持下获

批的研究项目中，筛选非常成功的数据管理计划提供

给相关研究人员，供研究人员参考，以帮助研究人员核

查各自的研究数据计划是否满足不同资助机构数据管

理的具体要求。

3.3  数据存储与共享服务

为使明大双城校区的研究人员方便灵活地获取和

存储研究数据，图书馆提供免费在线数据存储库——

明尼苏达大学数据存储库（Data Repository for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DRUM）。DRUM由图书馆

和10多个学科委任的专家合作维护，确保DRUM正常

使用，同时确保用户上传的研究数据是适合长期访问、

发现和重用的数据格式。研究人员可根据研究需要访

问、获取、存储数据。

所有上传到DRUM的数据将分配给对应的学科策

展专家（subject-expert curator）审核。学科策展专家审

核的主要内容包括使用说明文档、元数据创建、数据质

量、托管链（chain of custody）、文件格式转换、数据共

享许可证明、数据引用DOI（data cite DOI）等。DRUM
已通过2021—2022年世界数据系统Core Trust Seal数
据中心的国际认证，通过安全备份、制定数据灾难恢复

机制等措施对数据进行长期保存，且所有数据集均经

过全面索引，以提高其可发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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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提高研究可重复性服务

研究可重复性的概念是研究人员将研究结果公开

发表后，对此研究成果感兴趣的其他研究者，使用相同

的材料和程序复制原研究成果的程度。明大双城校区

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可提供多种特色服务帮助研究人员

保持和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和严谨性，主要服务内容

有4种。①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如果是完全遵循各个科

研资助机构、出版机构和期刊的写作指南撰写的，那么

这些报告和论文就能提供完整真实、条理清晰的研究

过程与结果，有助于所有读者进一步运用、验证研究结

果。因此，图书馆设置、维护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写作

指南查找及使用专栏，创建“研究可重复性参考目录：

指南和示例”，提供所有类型的定性及定量研究报告和

论文写作指南，链接Equator Network等较为权威的写

作指南资源。Equator Network不仅有很多最新的报告

和论文指南，还链接了更多的报告和论文写作指南资

源，可以逐条指导用户检查拟投稿论文中是否涵盖应

有的写作内容和应遵守的写作规则，帮助用户进行高

效、高质量的写作与投稿，提高论文投稿的命中率和研

究的可重复性。②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规则来管理和验

证研究数据，提高研究数据的一致性与严谨性。③通

过明大的数据存储库DRUM共享研究数据、代码和材

料，增加研究的可信度。④面向学校全体研究人员，举

办研究可重复性相关主题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学科

馆员还可与研究者个人、研究小组和部门合作，就科学

研究可重复性和严谨性的各种问题，提供线下和线上一

对一的针对性服务。

4  科研成果发表与共享阶段的科研支持
服务

4.1  维护学者履历服务

建立和维护学者履历可以增加科研人员研究工作的

可发现性，可以使获取学者研究成果的准确性与成功率

得以提高，从而提高研究人员和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还

可促进跨机构的研究合作关系。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采

取以下提高研究人员学术认同度和影响力的方法：①促

进和帮助研究人员创建作者唯一标识ORCID ID（科研资

助机构、出版商和期刊、学术图书馆等常根据ORCID 
ID来跟踪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②协助研究人员在

谷歌学术、微软学术、ResearchGate、Academia.edu上
确认并标识其研究成果等；③建立学者机构知识库，

展示明大双城校区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并为全校研

究人员提供相互发现与交流的平台。

4.2  出版、版权服务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拥有专业的出版和版权计划

馆员，他们可为研究人员提供全面的出版和版权服务。

研究人员可咨询常见的4种出版和版权问题。①学术出

版选项。如大学图书馆、出版社、期刊等出版的流程、

方法、特点等。②出版类型和模式。如介绍开放获取订

阅、作者付费、混合模式等不同出版类型和模式的优缺

点及相关操作。③评估各种期刊和出版商的学术水准

与质量。④内容许可选项。图书馆出版和版权部门与学

校相关部门合作提供出版服务，支持明大研究人员在

机构库出版期刊、专著、教学大纲、会议记录和教科书

等，这些资源可供所有用户在非注册情况下免费查看

和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图书馆的出版和版权服

务不仅包括数字保存、网络托管、同行评审等，还涵盖

内容管理系统、规划知识产权、备份文件上传、ISSN和

DOI等标识符的创建及管理等，以上服务均为免费。图

书馆付费的增值服务有：出版物平面设计，按需出版打

印，开发定制软件，出版物排版、图表制作，出版物查

重、校对、索引编制，等等。

此外，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还将版权基础知识归

纳总结后放至图书馆主页，并印刷成册，供学校科研

人员参考使用。内容主要有：版权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如何获取版权，为什么要有版权法，公共领域的作品如

何使用，如何获得版权使用许可。还将常见的版权问题

分为4个版权主题，每个主题又细分问题情景，提供详

细的解答：①使用这个作品的要求、将现有作品用于教

学、学术研究以及在研究与教学中使用图像和多媒体

等不同情境，详细描述不同状态下使用的条件和范围

等；②拥有的版权，如创作者基本信息、课程材料所有

权、学术工具的拥有权和管理权等详细信息；③共享，

如对知识创意共享许可、开放教育资源进行详细描述；

④学生相关问题，如教师是否可以将学生作业、课堂笔

记和论文等分享给其他学生，为这些问题都提供了详

细的解答。此外，图书馆还提供一系列与版权相关的研

讨会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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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开放获取服务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的开放获取服务有很多特点，

其开放获取政策是根据本校特点并对美国哈佛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等知名大学的相关政策总结归

纳修改而成，成文后再得到教职员工代表大会的批准

执行。由于大部分开放获取期刊向作者收取高昂的文章

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且不明确公开文

章处理费的使用方式和价格设置标准，这大幅增加了未

获取资助的科研人员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论文的难度。

鉴于此，图书馆、研究副校长办公室和大学治理代表联

合决定于2019年6月30日停止对文章处理费的补贴，同

时积极探索免费开放获取的各种方式，将明大对开放

获取的资助专注于全球性、协作性、战略性的开放获取

服务。目前，图书馆的开放获取服务主要包括：①为争

取较低的文章处理费，图书馆争取并保持在全球知名

出版商、期刊和其他出版物的会员资格，并和出版商、

期刊以及其他出版物共同投资各种开放获取项目；②提

供免费公开获取论文的多种方式供全校科研人员参考，

如在线公开分享论文预印本、推荐在免费开放获取期刊

发表文章、按照出版商的规则免费共享论文等；③归纳

总结有关开放存取的各种问题并放入图书馆主页，内容

主要有“什么是开放获取”“具体的开放获取政策有哪

些”“这些政策如何使作者受益”等18个常见开放获取

政策问题；④通过多个明大运营的数字存储库促进开放

存取。此外，本校研究人员可通过图书馆的开放获取专

业馆员得到更深入更专业的一对一个性化服务。

5  科研成果保存与评价阶段的科研支持
服务

5.1  机构知识库服务

明大双城校区的机构知识库是由明大数字保护协

会（Digital Conservancy）牵头组织明大相关部门共同

建立，由该校图书馆长期管理，主要存储本校的学术著

作、学术论文、毕业论文、行政文件、各种报告、会议文

件、研究数据等。机构知识库为上传的数字成果提供永

久的URL链接并赋予其在谷歌检索中较高的权重，以

保证该成果被长期访问的可行性和较高的可见性。为确

保用户上传的研究成果的数据格式适合被长期访问、发

现和重用，由图书馆等9个单位合作开展明尼苏达大学数

字艺术、科学和人文项目（the Digital Arts，Sciences，& 
Humanities Program），该项目将研究人员与技术专家

通过网络联系起来，为希望在研究、教学中使用数字化

手段和技术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支持，以推进明大

的数字化项目。用户可直接提交研究成果，如遇到任何

问题，可联系对应的图书馆学科馆员进行处理。

5.2  科研影响力评价服务

众所周知，研究人员的学术地位与其科研影响力

呈正相关，个人、团体科研影响力与个人和团体获得的

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数成正相关。目前，关于科研影响力

的评价大多基于研究成果的引用数据，但科研影响力

具有多样性、广泛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因此较

难被准确衡量。为促进研究人员个人及成果影响的最

大化，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学科馆员协助研究人员衡

量个人、团体、期刊、出版机构等的科研影响力，提供

有关科研影响力各种指标数据的具体含义及优缺点。

对于个人科研影响力，图书馆主要从研究成果的引用次

数、下载量、h指数3个方面衡量；对于团队和部门的科

研影响力，图书馆多从研究成果数量、引用次数、团体

h指数、机构/学科排名4个方面评价；对于期刊影响力

评价，图书馆多从期刊影响因子、SCI期刊排名两方面

判断。以上判断科研影响力方法的局限性在于：①没有

标准方法汇总社交媒体、政府网站、同行网络论坛等

不同平台的引用次数、下载量；②忽略了非正式发表的

学术报告、讲座等。因此，作为传统科研影响力评价的

补充，图书馆补充替代计量（Altmetrics）这一方法，替

代计量主要通过影响故事（Impact Story）、Plum X、
Altmetric 3个工具测量社交媒体活动、媒体报道、政策

或评论的引用次数等，其缺点是：①测量的指标、数据

源、工具缺乏共识；②跨学科、跨机构之间的评价标准

不统一。因此，图书馆学科馆员将两种方法的评价结果

同时提供给研究人员。

6  经验与启示

6.1  契合科研生命周期，提供个性化服务，
细化服务内容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的一个突出特

点就是在整个科研生命周期中突出个性化服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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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深化各种服务手段和方式，细化各种服务内容，每项

科研支持服务不仅提供本校需求最旺盛的最佳服务和

操作指南，还以针对性极强的方式（线上文字/视频或

线下一对一）满足每位研究人员的个性化需求。而国内

高校图书馆针对研究人员个性化需求提供的服务内容

和方式不多，极少覆盖整个科研生命周期，效果也不

理想。

国内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科研支持服务目前多集中

在科技查新、查收查引等，也有部分高校开展了学科信

息服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及建立数据存储库等[8]，但

极少有高校开展研究数据服务、版权服务、开放获取服

务、研究可重复性服务。总体来看，国内高校图书馆无

论是已经普遍开展的比较成熟的服务项目，还是开展较

少或者极少的服务项目，都存在服务不深入、内容不全

面、针对性不强、用户需求满意度不高的问题。

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高校图书馆的

科研支持服务不是完全根据本校科研用户的科研需

求，更多是按照教育主管机构的倡导来开展的。例如科

技查新服务，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倡议下，前些年

不少高校成立科技查新服务中心，科技查新服务蓬勃

发展，随着国家科研项目管理政策的改革，科技查新

需求急剧下降，可是科技查新服务内容和方式并没有

随之变化，科技查新服务陷入尴尬境地。学科服务的

整体情况类似，各高校开展学科服务的内容主要是SCI
论文的收录、分区、引用以及ESI服务。随着国家“破四

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上述

学科服务的需求也开始下降，致使各高校花费财力（购

买ESI数据库等）、人力（培训馆员等）开展的学科服务

昙花一现。近几年高校开展较多的专利信息服务也是

如此。随着国家更加重视科技创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的国产化，教育部倡导高校开展专利信息服务、成立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举措是新时代的新要求。但部

分高校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一窝蜂”地开展专利信

息服务，由于没有理顺与学校科技处的知识产权管理

运营部门、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审查中心等部门的职能关

系，这项服务开展得也不理想。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给予的启示如下。

（1）高校开展各种科研支持服务，不应该盲目根

据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而应该根据本校的具体科研

需求，在深入了解本校真正科研需求的基础上，贯穿整

个科研生命周期开展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服务，深化服

务方式，细化服务内容，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

（2）开展各项科研支持服务的前提是必须有较好

的灵活度、细化度。以“科研影响力服务”为例，国内高

校图书馆普遍开展这项服务，很多“双一流”大学图书

馆提供机构竞争力、学科发展态势、学者学术产出绩效

等服务，效果较好，但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极少。如目前

国家大力倡导“破四唯”“推行代表作”，各个高校的

科研人员对代表作的服务需求非常旺盛，但是目前高

校图书馆普遍不敢、不能或者不愿探索开展此项服务。

同时，高校图书馆的科研影响力服务大多忽略了非正式

发表的论文、讲座等，“替代计量”仅停留在理论研究

阶段。虽然此类科研需求很集中，但很少有高校开展。

因此，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当根据科研生命周期的

不同阶段，积极开拓创新各个科研阶段的科研支持服

务。调查摸清本校的科研需求，推出针对本校需求的特

色科研支持服务。虽然不必强求科研支持服务面面俱

到，但对越来越旺盛的科研服务需求，必须主动应对。

对国外蓬勃开展而我国尚未广泛开展的服务，如科研

数据管理、研究可重复性、版权、开放获取等，应根据

本校的实际科研需求状况，有的放矢地抓紧开展，以提

高高校的科研竞争力和影响力。

6.2  整合资源，多方合作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科研支持服务的另一个突出

特点是校内多部门合作，善于整合资源。很多服务项目

都是通过整合明大多个相关机构的资源来开展的，如

数据管理新手训练营、数字艺术、科学和人文项目等。

国内高校图书馆通常被划分为教辅部门，单独依靠图

书馆很难完全满足研究人员需求。目前的现实情况是，

除了机构知识库、学者库等服务外，国内高校图书馆科

研支持服务大多是独自开展，由于不了解研究人员最真

实、最迫切、最旺盛的需求，图书馆的人员水平、资金

和影响力等相对欠缺，造成服务质量、效益、影响力都

不够显著。对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每开展一项新的

科研支持服务，都要做好前期调研，切忌“一哄而上”，

一定要尽力争取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学会整合校

内专业资源，与校内相关业务部门强力合作共同开展

科研支持服务。

6.3  主管部门加强组织协调

任何服务的核心都是人。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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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部门，馆员素养对于科研支持服务质量、用户满意

度至关重要。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高

校图书馆充分重视，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组织协调进行

培训，才能做好各项科研支持服务。例如，近些年在教

育部和高校图工委组织协调下，高校图书馆相继成立教

育部科技查新服务中心、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等，相

关服务在学校和社会上取得一定影响和声誉。不夸张地

讲，我国“双一流”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人员素质已经

不亚于国外名牌大学[10]。因此可以预见，如果教育部和

高校图工委组织协调，在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支持馆

员、版权支持馆员、数字技术馆员的专题培训，在高校

图书馆评估中明确设置数据馆员、版权支持馆员、数字

技术馆员等专业馆员的指标，那么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相

关服务都会逐步开展起来。总之，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专

业馆员细分度不高，多以学科馆员为主，馆员能力参差

不齐，不少高校图书馆尚未设置数据馆员、版权支持馆

员、数字技术馆员等岗位。只有教育部和高校图工委加

强组织协调，多措并举提高馆员业务素养，使开展的每

项科研支持服务都有对应的专业馆员支持，我国高校图

书馆开展的各项科研支持服务的满意度、信任度才会得

到大大提高，图书馆才会取得更大的效益和声誉。

7  结语

明大双城校区图书馆根据科研生命周期，在整个

科研过程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科研支持服

务。与此相比，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支持服务在服务

内容广度、服务方式深度、服务内容细化方面都有很多

不足。因此可以预见，高校图书馆认真汲取国外高校图

书馆的宝贵经验，结合各自高校实际，个性化地开展科

研支持服务，必将取得更大的效益和声誉，更好地支持

好高校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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