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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图书馆是我国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高校图书馆在不断探

索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途径、方法，如何发挥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优势服务好资源贫乏的农村地区成为研究者持续关

注的课题。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从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作者和内容主题等角度对1979 -2010年有关高校图

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文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及特点，为今后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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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libra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they keep exploring 
avenue and method to serve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t’s a sustained attention problems how to play the advantages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service 
the poor rural areas in resources. From the time distribution, authors and research topics, the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from 2002 to 2011 by using the 
bibliometric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fiel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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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引言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但广大农村

地区信息资源稀缺，农民在发展科技致富的道路上

亟需科学知识，因此，高校图书馆在服务好广大师

生的同时，应不断探索，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广大农

村地区，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信息服务，这已成为高

校图书馆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国内有不少学者对

图书馆服务农村的课题作过研究，例如，刘陆军在

其论文《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历程与启示》中

分4个阶段回顾图书馆服务新农村的历程 , 总结其各

个阶段的状况与问题 [1]，而后又在其论文《图书馆

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回顾和展望》中对图书馆服务新

农村建设的状况进行总结、分析和评价 [2]；张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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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问题的研究述评》中涉

及到高校图书馆向农村提供信息服务的研究 [3]。

本文利用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为检索统计工具，以“图书馆”和“新农村”作为

主题词进行主题检索，时间范围是1979-2010年，

检索日期是2011年8月12-15日，共得到386条数

据，经过人工审核，剔除不符合主题和重复的论

文，最后得到相关主题论文共92篇。文中对这些论

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进一步了解有关研究情况，

希望能为今后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研究提供一些数据

参考。

2 论文数量

表1列出了从1984年到2010年以来发表论文

数量的分布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对农村服务方

面的相关研究论文比较少，而且不同年度对其研究

的变化相当大。1979年到1993年间，除了1984年

有2篇研究论文外，其余年份没有一篇相关的研究

论文；1994-2005年间仅有11篇研究论文；2006年

以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这5年的发文量占到

总量的85.87%。

进一步分析表明，研究论文数量与中央文件

及政策有极大的关系。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

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在第四部分和结

尾两处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年

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纪

要》使用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

词 [4]，新农村建设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因此1984年

相关研究论文达到2篇。从1991年到2005年中央及

各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方针来建设我国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

作的决定》，1992年农业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

经济信息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1994年农业部提

出了跨世纪的农业信息化工程——“金农工程”，

1998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2001年农业部出台了《“十五”农村

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

见》，2005年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与此对应的是相关的研

究论文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发展势态。

2006年以后相关研究论文逐渐增多，这除了受

到中央每年出台“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外，

更重要的是，2005年“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

发表的《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服务武汉宣

言》和2006年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与河北省人

民政府在河北农业大学联合召开“高等学校为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座谈会”，会上强调农业院校

要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 论文作者特征

 3.1 作者所属地区

92篇研究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地区分布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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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论文所属地图分布图

从图1得知，华南地区是研究的主力军，东

北、华北、华东三地的相关研究几乎差不多，西南

地区相对薄弱，西北地区则最弱。而且每个地区里

各省的分布也各不相同，华南地区以广东、湖南为

龙头，河南、湖北也紧随其后，广西较少，海南没

有。东北地区黑龙江和辽宁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吉

林相对少些。华北主要集中在河北和北京，华东主

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江西三省，西北主要集中在

陕西，西南主要是四川和重庆两地。因此呈现出一

种地区研究分布不均匀而且每个区域内的分布也很

不均匀的一种状况。

 3.2 论文作者身份

从论文作者身份来看（表2），图书馆一线人员

表1  年度论文发表数量表

年度 1984 1994 1996 1997 1999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总计

数量 2 1 4 1 2 1 1 1 4 15 9 33 18 92

比例 2.17 1.09 4.35 1.09 2.17 1.09 1.09 1.09 4.35 16.30 9.78 35.87 19.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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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的主力大军，占到了总量的88.04%，作为信

息研究领头军，高校信息管理院系在这方面的研究

很少，只有4.35%，这与各自的工作和研究职责有

关。图书馆一线员工研究的就是如何更好地服务读

者，在满足本校读者的同时，把服务延伸到广大的

农村，而信息管理院系及高等科研院所通常研究的

对象是较为前沿的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等，因受

广大农村基本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成果很少能在

农村得以实施。现在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机

遇，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的基本

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希望今后信息管理院系及高

等科研院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表2  论文作者身份统计表

机构名称 数量 比例（%）

高等院校图书馆 81 88.04

高校信息管理院系 4 4.35

高等科研院所 4 4.35

其他院系 3 3.26

合计 92 100

4 研究主题

从论文的主题、关键词、摘要及内容来看，高

校图书馆对农村服务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新农村建设服务、为新农村提供信息服务、农村经

济文化建设、农村图书馆建设。

4.1  新农村建设服务

新农村建设是个很大的概念，涉及的面相对

广，研究者对高校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进行了

探讨、构想及思考，分析了新农村建设的现状，

论证了高校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必要

性、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服务的途径和

方法。农林高校图书馆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加突出，

如缪小燕在《农业院校图书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

思考》中介绍了北京农学院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

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做法 [5]。李英芝等在《农业院校

图书馆如何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分析了农业院校图

书馆的特点和优势，探讨农业院校图书馆服务新农

村建设的作用，提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

法 [6]。黄雪雄在《广东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建设新农

村服务的构想》中分析了广东农村基本情况及广东

农业院校图书馆的现状，阐述广东农业院校图书馆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优势和作用，

提出了广东农业院校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构

想 [7]。和艳会等在《农林院校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

设探析》中解读了新农村建设内涵，分析了农林院

校图书馆在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

动中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8]。

4.2 为新农村提供信息服务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具体，主要的研究对

象是农村信息服务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高校图

书馆参与农村信息服务建设的优势和重要性，高校

图书馆为新农村提供信息服务的具体措施方法以及

一些建议。在信息服务方面早期研究有代表性的是

1997年郑全太等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的《高

等农校图书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供信息服务的探

索》，文中探讨了高校图书馆为农村提供信息服务

的意义、实践和原则 [9]。后来何建新在2003年发表

的《农业院校图书馆与农村社区的信息服务》一文

中论述了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

的途径和方法，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10]。他在2007
年发表的《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建设新农村的信息服

务》从农业院校图书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信息

服务的角度，论述了目前为农村提供信息服务存在

的问题、农业院校图书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

供信息服务的优势、功能和方法 [11]。余雨在《关于

图书馆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思考》中从新农村建设

信息需求入手，提出图书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2]。吴

信岚等在2009年发表的《面向新农村建设的高校图

书馆信息服务》中对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信息需求状

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面向新农村建设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提出相

关建议 [13]。

 4.3 农村经济文化建设

在经济建设方面，研究最早的是1984年林德

胜提出农业图书馆要为农村商品经济服务，此后在

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大潮的带动下，对高校图

书馆服务新农村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构想，分析了

相关的理论依据和实践 [14]。文化建设是近几年研究

的热点，农村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文化建设

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研究者逐步开始注重农村文化

建设，他们对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进行了思考、探

索，研究了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分析了新农村

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高校图书馆

为此服务的可行性和优势，给出了具体服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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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措施。

 4.4 农村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机构。高校图书馆具

备丰富的信息资源，先进的服务技术，众多的专业

技术人员，而广大的农村图书馆则资源稀少、技术

落后，急需外界来帮助。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发

展，广大农村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大。因此如

何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和优势服务落后的广大农

村图书馆成了高校图书馆工作者研究的对象。

5  结语

从本文统计分析的结果看，高校图书馆服务新

农村的研究不容乐观，一方面是相关的研究论文比

较少，特别是2005年以前，虽然中央及各部委非常

重视新农村建设，但是高校图书馆并没有走出象牙

塔，受《武汉宣言》和“三部委和河北省联合座谈

会”的鼓励，高校图书馆将服务迈向农村，相关的研

究才逐渐增多。另一方面虽然研究内容覆盖了新农

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是研究不够深入，重

复性研究较多，服务的方式方法单一。在高校图书

馆服务新农村的历程中，农业院校图书馆一直是主

力军，在未来的服务道路上，希望农业院校图书馆

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和

先进的服务手段，促进对我国农村发展的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1] 刘陆军 .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历程与启示 [J].图

书情报工作 ,2010(3):93-96,80.

[2] 刘陆军 .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J].图

书情报工作 ,2010(9):96-98,95.

[3] 张学军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问题的研究述评 [J].

图书馆学刊 ,2008(3):4-7.  

[4] 王艳敏 ,谢子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回顾与

比较 [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8(6):55-59.

[5] 缪小燕 .农业院校图书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思考

[J].图书馆论坛 ,2007(12):119-121.

[6] 李英芝 ,王丽霞 .农业院校图书馆如何服务新农村建

设 [J].安徽农业科学 ,2007(33):10925,10927.

[7] 黄雪雄 .广东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构

想 [J].图书馆论坛 ,2008(4):32-35.

[8] 和艳会 ,孟雷 ,李和娟 .农林院校图书馆服务新农村建

设探析 [J].广东农业科学 ,2010(6):281-283.

[9] 郑全太 ,田亚波 .高等农校图书馆为农村小康建设提

供信息服务的探索 [J].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7(6):87-

89.

[10] 何建新 .农业院校图书馆与农村社区的信息服务 [J].

图书馆建设 ,2003(5):84-85.

[11] 何建新 .农业院校图书馆为建设新农村的信息服务

[J].图书馆建设 ,2007(3):86-88.

[12] 余雨 .关于图书馆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思考 [J].安徽

农业科学 ,2007(10):3509,3061.

[13] 吴信岚 ,张逸新 ,张群 .面向新农村建设的高校图书馆

信息服务 [J].兰台世界 ,2009(1):72-73.

[14] 林德胜 .农业图书馆要为农村商品经济服务 [J].图书

馆 ,1984(5):15-17.

（上接第45页）

[10]  关于“重视基层科技工作 ,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

建 议 的 答 复 (摘 要 )[DB/OL].[2012-03-02].http://

www.mof.gov.cn/zhuantihuigu/2012czysbgjd/2011lhjyt

hzy/201203/t20120302_632277.html 

[11]  各地财政大力支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DB/OL]. 

[2012-02-06].http://www.mof.gov.cn/xinwenlia-

nbo/quanguocaizhengxinxilianbo/201202/t20120206_ 

626010.html. 

[12] 农业科技政策研究课题组 .中国农业科技能否承担

起养活16亿人口的重任 [J].农村经济文稿 ,1998(6): 

1-19.

[13]  Fischler F.Future Evolution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R].England: Oxford Farming Conference, 1998. 

[14]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江苏财政不断加大农业科技

投入支持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DB/OL].[2012-02-

02].http://www.mof.gov.cn/xinwenlianbo/quanguo-

caizhengxinxilianbo/201202/t20120202_625585.html. 

[15] 马云泽 ,张倩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J].南

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3): 112-115. 

[16] 财收支合理重民生 稳中求进促改革——代表委员

谈预算报告政预算报告 [N].中国财经报 ,2012-03-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