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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享视角浅析图书馆学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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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是学科馆员的一种创造性知识活动，研究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

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分析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知识分享、学科馆员创新行为三者内涵的基础

上，构建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剖析团队创新氛围、知识分享、学科馆员创新行为

的跨层次关系。这一研究框架结论说明，学科服务团队通过营造良好的团队创新氛围，增进学科馆员知识分享意愿，

培育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等方面着手，可以实现团队创新氛围、知识分享、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跨层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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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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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brary subject service team is a kind of creative knowledge activity to subject librarian, and th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 service team innovation climate on subject librarian   innovative behavio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by analyses of  relationship of subject service 
team innovative climate, knowledge sharing and  subject librarian innovative behavior connotation,  built the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team innovative climate on subject librarian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analyzes cross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on team innovative climate, knowledge sharing, and subject librarian innovative 
behavior. By Conclusion of this cross-level research framework, subject service team should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of team innovation, enhance subject librarian’s willingness of knowledge sharing, the cultivation of 
subject librarian in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other aspects, the realization of team innovative climate, knowledge 
sharing, innovative behavior of subject librarian of cross leve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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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引言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实现服务创新，一项

关键的资源就是学科馆员的创新行为与能力。由

于学科馆员是学科服务团队中最活跃的因素，具

有引导作用，其创新行为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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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效果的优劣，因此学科服务团队管理者需要

认真考虑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塑造问题。在团队

咨询工作环境中，团队氛围紧张、学科馆员工作

繁重、专业技能影响、观念成分等种种原因导致

学科馆员创新行为与能力不能完全、自动展现出

来，存在着咨询压力与不确定性因素。但是，通

过团队创新氛围的影响作用能够改变这些因素。

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能够通过知识分享作用于

学科馆员的创新行为，提升团队创新绩效，也将

为学科服务团队创新管理与服务提供一定参考

价值。

学科馆员在学科专业与图书馆之间架起一

座相互沟通的桥梁，服务于教学单位（院系、学

科）、科研项目团体、教师、研究生等，是能够

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图书馆业务人员。每位

学科馆员负责一个或多个院系的联系，服务内容

包括联系、推荐、调查、编写、协助、评价、搜

集、鉴别和整理等学科资源与知识服务。学科服

务团队是学科服务更高层次的服务。图书馆根据

对口院系的知识咨询，以学科馆员为核心，从图

书馆其他部门抽调若干相关联的近缘学科知识背

景的图书馆员，临时组建学科服务团队，为用户

提供人性化、专业化、个性化深层的知识服务。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以服务创新为导向，通过学科服务团队的

协作实现学科服务效能的质变，支持知识创新与

服务创新 [1]；学科服务组成成员的来源广泛；以

互动合作为途径；学科服务团队成员中职责分工

各异，具有层次性 [2]；学科服务团队会根据咨询

问题的难易程度而相应发生调整；学科服务方式

的多样性，例如同济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由

学科馆员、咨询馆员和辅助人员组成，清华大学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成员包括学科馆员、教师顾

问、学生顾问等。学科馆员是图书馆学科服务团

队的核心成员。因此，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学科馆

员创新行为的问题，而不是团队的其他成员。一

名优秀的学科馆员应该具备熟练的信息处理能

力、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和接受能力以及团队的

协作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创新服务能力

等 [3]。目前，以学科服务组形式为主的学科服务

团队，逐渐发展为学科服务的重要方式 [4]。

根据行为科学理论，学科服务团队需营造氛

围，以刺激学科馆员创新行为，这是一种对团队

有利的行为。Amabile等 [5]认为团队创新氛围是

个体对其所处工作环境的知觉描述，是个体感知

到工作环境中支持创造性、革新性的程度。王雁

飞等 [6]团队氛围划分为伦理氛围、安全氛围、服

务氛围、创新氛围等类型。王仙雅等 [7]对团队氛

围、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和员工创新绩效三者关系

的整合性研究，把团队氛围划分为信任氛围、沟

通氛围、情绪氛围和公平氛围 4 个维度。学科服

务团队创新氛围是学科馆员感知到咨询情景中关

怀、支持、人性化、激情的表现。学科服务团队

创新氛围结构由学科馆员与团队关系、学科馆员

间人际关系、团队管理秩序 3 个层次构成，可划

分为信任氛围、认同氛围、开放性氛围、公平氛

围 4 个维度。信任氛围是指学科馆员感知到与团

队、其他学科馆员的人际信任感，相互支持、彼

此依赖的诚信。信任是知识分享的基础和前提。

信任化程度越高，学科馆员越愿意参与分享知识

活动。认同氛围是指学科馆员对其团队所处地

位、身份、资格的认知以及认同团队性质、领

导、文化、目标、宗旨、价值、规范等，具有强

烈的团队凝聚力与归属感。开放性氛围是指团队

的制度人性化、管理科学、思想自由、资源开

放，学科馆员可以聆听或吸收各自咨询技能，公

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展现自己的创意 [8]。公平包

括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学科馆员感知到团队的

分配制度公平合理和程序合法，他们愿意贡献自

己的知识，以获得团队的认可与支持。

本文拟从知识分享视角就学科服务团队创新

氛围对学科的馆员创新行为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2 基础概念

2.1 知识分享

所谓知识分享，是指以知识为中心，个体或

团队将自身所持有的知识贡献出来，力所能及地

为他人或团队提供帮助，或通力合作一起共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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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拓展思路、推行实施方案的互动活动 [9]。

知识分享主要是个体或团队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

识，通过某种方式转移给他人或团队，形成知识

以原有或新的形式展现的过程 [10]。知识分享是一

个复杂的交互过程，不仅包括向他人或团队传递

和转移知识，也包括从他人或团队处捕获知识。

实际上，学科服务团队知识分享是指学科馆员个

体（也包括用户，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与

团队等之间、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交流与

互动过程。知识分享往往涵盖知识贡献和知识获

取两种分享行为。知识贡献在于学科馆员的意愿

程度，愿意不愿意把自身持有的核心隐性知识无

偿贡献出来与他人或团队分享；知识获取是指学

科馆员通过某种方式捕获他人或团队持有的知

识，多表现为未知知识。这些未知知识往往是他

人的隐性知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是否分

享取决于学科馆员意愿，所以，知识分享属于自

愿性的行为 [11]。

知识分享需要得到咨询工作环境和特定文化

氛围的支持。团队成员自身特性（如专业背景、

文化程度、年龄、性别、心理成分等）差异也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知识分享。知识分享激励包括

物质奖励、级别与职称晋升、年终考核优秀、社

会关系融洽、自尊、认同和自我满足感等。因

此，学科服务团队知识分享主要关注学科馆员的

贡献与接受意愿 [12]。

谢荷锋 [13]的研究发现，良好的组织氛围对企

业员工的知识分享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并通过

案例检验了组织氛围中的创新氛围、公平氛围、

支持氛围、人际氛围和身份认同氛围 5 个维度对

员工非正式知识分享行为的激励功能，特别是公

平氛围和身份认同氛围对员工非正式知识分享行

为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2.2 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是指将有益的创新活动导入并应

用于团队中的个人行为 [14]。Seott和Bruee[15]认为

个体创新行为呈现为产生构想、寻求对其构想的

支持、将创意产品化。学科馆员在咨询服务过程

中，产生知识碰撞，激发新的创意或形成新的咨

询问题解决方案，从而为用户解决咨询问题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途径，主要包含产生创新构思和执

行创新构想两个环节。创新实质上就是发现未知

知识，或重构不相关知识的过程。在搜寻与思索

创意的过程中，学科馆员如果充分利用多元化和

异质的想法，就有可能形成创新成果 [16]，进而产

生多样的创新行为。

连欣等 [17]研究发现，组织创新氛围通过内部

动机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促进个体创新行为，工

作例行性对组织创新氛围与个体创新行为间的关

系起着调节作用。曹勇和向阳 [18]实证检验了企业

知识治理和知识共享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

曹科岩和窦志铭 [19]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组织

创新氛围为解释变量、知识分享为中介变量，构

建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次概念模型，并指出

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知

识分享是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跨

层次中介变量。张振刚等 [20]从个体特质和组织环

境感知两个视角对心理资本、创新氛围感知、知

识分享意愿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

探究。张振刚等 [21]基于个体特征与情境特征视

角，考察主动性人格、知识分享对员工创新行为

的影响，检验创新氛围对主动性人格与知识分享、

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魏江茹等 [22]

研究组织创新氛围对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构建

了以知识分享、知识整合为中介变量的个体创新

行为模型，丰富和发展了创新行为的研究。

3 学科服务团队、知识分享与学科馆员 

3.1 团队创新氛围与知识分享的关系

团队创新氛围对知识分享的影响，表现为约

束效应和激励效应。约束效应是指具有一定特征

的团队氛围通过影响行为人的主观规范。信任氛

围、认同氛围、开放性氛围、公平氛围对知识分

享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行为者的主观规范来

实现的，而领导和周围同事对知识分享行为的重

视和表率制约了个人行为的选择空间 [23]。 激励效

应是指具有一定特征的组织氛围，对行为人从事

某项行为（如知识分享）动机的影响。由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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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团队自身很难创造知识，主要通过学科馆员

个体或群体间的分享、交流知识，舒适、和谐、

共知、开放的团队氛围将有助于激发学科馆员分

享知识的愿望。因此，信任氛围、认同氛围、开

放性氛围、公平氛围对知识分享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然而，学科服务团队在特定情境下对学科馆

员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这主要取决于学

科馆员对其所处现实情境的判断。例如，从地位

的角度考察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与知识分享的

关系。在学科服务团队氛围和谐稳定的情况下，

处于高地位的学科馆员将感知到较高的心理安全，

拥有较多的自主权，乐意分享知识。对于低地位

的学科馆员，心理安全水平较低，拥有的自主权

较少，言行上趋向谨慎，不愿意贡献出自己持有

的核心隐性知识。毋庸置疑，知识是财富，意味

着权力和优越感，独特的知识保持自身竞争优势，

可以获取较高的回报，无私的分享知识有可能削

弱自身的优势和独特性，对自己以后的发展不利。

在学科服务团队氛围紧张、不稳定的情况下，高

地位的学科馆员担心地位受到威胁，更多地选择

自保，通过隐藏知识来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低

地位的学科馆员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自身地

位晋升的机会，会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心理安全

水平较高，乐意与他人或团队分享自己的信息和

观点 [24]。因此，特定的情境、动机对学科馆员知

识分享行为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采取激励措

施对团队内的知识分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2 团队创新氛围与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关系

学科服务团队整体环境决定了学科馆员创新

的积极作为或消极作为，提倡与消除这些因素需

要团队信息交流的开放和沟通水平，例如团队管

理者对创新的宣传和支持、个体关怀、激励机制

等。学科馆员之间的沟通渠道越畅通，就越能够

激发学科馆员相互之间的创新行为。所以学科服

务团队应为学科馆员创新行为提供恰当的空间，

营造友好的沟通氛围，加强知识的整合、转移、

吸收与应用。学科馆员在具有乐观、积极情绪氛

围的团队工作，会受到熏陶和感染，产生正能

量，增加工作热情，激发创新潜力。学科服务团

队认同感主要体现为团队内聚力。团队内聚力进

一步强化强有力的群体规范形成，学科馆员向心

力、集体荣誉感、团结意识、团队信念等逐渐增

强。所以，学科服务团队信任氛围、认同氛围、

团队开放性、公平氛围均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3.3 知识分享与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关系

近年来，知识分享与个体创新的研究大多集

中于个体知识分享意愿，很少关注知识分享与个

体创新行为的关系。在学科服务团队实践中，知

识分享不仅涉及学科馆员双方相互分享的意愿问

题，更重要的是突出双方执行知识分享的相关能

力。知识是个体创新的基础，知识结构不完善往

往会影响学科馆员个体创新行为。学科馆员知识

分享的意愿行为和能力越强，其展现的创新行为

越多。胜任咨询工作是学科馆员掌握其工作岗位

知识的过程。随着咨询工作胜任程度的提高，学

科馆员的咨询技能提升，其持有的知识量越多，

越有利于后续的知识溢出。也就是说，伴随着学

科馆员咨询工作胜任程度的不断加深，学科馆员

拥有知识存量发生变化，增大了知识分享的可能

性。另外，在学科服务团队中，人际关系也十分

重要，对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学科馆员

人际关系程度体现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彼此

间的关系越好，知识共享的态度也越积极 [25]。学

科馆员之间的合作、互动有助于探索式学习、协

作式学习，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不断产生的新

创意、新想法，变为现实。在通常情况下，学科

馆员捕获团队内外知识速度越快，其知识融合、

吸收、整合越高，在形成新知识过程中越有可能

在咨询工作中产生新思路、新方法，产生一系列

咨询创新行为 [26]。

3.4 团队创新氛围、知识分享与学科馆员创新行

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享是一个知识交流的动态过程。学科

馆员感知到的团队情境支持与倡导创新互动，不由

自主地产生合作分享的意愿，彼此之间开展自由、

开放的思想交流与经验分享，与其他学科馆员分

享自身持有的核心隐性知识。学科馆员所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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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得到团队或其他学科馆员高度认可，无形之

间获取满足感、成就感，这些内在的奖励将在很

大程度上提升学科馆员的工作热情，有助于萌发

创新性想法。同时，知识接收方分享到其他学科

馆员输入的隐性知识，知识流动加剧，知识捕获、

融合、吸收、重构，知识的接收方获取新的知识，

得到了有价值的知识，也有利于激发知识的接收

方的创新思维。所以，知识分享对学科馆员创新

行为的产生正向关系影响。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

围不仅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而且

通过知识分享间接影响学科馆员创新行为。

综上，构建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对学科馆

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如图 1 所示。

4 创新行为的跨层次实现机制

4.1 塑造良好的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

信任氛围、认同氛围、开放性氛围、公平

氛围对知识分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对学科馆

员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人际信任可以

降低学科服务团队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团队凝聚

力与认同感化解彼此分歧与矛盾；开放性的沟

通有利于学科馆员之间形成坦诚、畅所欲言、无

障碍的交流互动情境；团队公平氛围体现于成本

与收益的公正与合理，学科馆员的付出与回报一

致性。因此，学科服务团队积极主动地营造一种

相互信任、和谐、沟通顺畅和公平公正的学科服

务团队创新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科馆员创新行

为。这就要求学科服务团队时刻让学科馆员感受

到创新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感受到来自图书馆

管理者对创新的支持与倡导，重视学科馆员的专

业成长需要，通过创客空间、IC空间、研讨室等

形式，构建学科馆员有自我发挥的空间，关注创

新活动，极大地提升其创新的动力；团队运用榜

样、楷模的示范作用，宣传学科馆员创新业绩，

弘扬创新精神，引导更多学科馆员参与创新。

4.2 增进学科服务团队内外知识分享意愿

知识分享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知识分享也是一种利己

行为，特别是隐性知识分享，能够促进学科馆

员创新行为能力的提高。学科服务团队提高学科

馆员的创新行为能力，在于关注其核心隐性知识

分享。团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强化学科服务团队文化建设。团队文化

体现为团队凝聚力、向心力，易于形成共同的信

念，在很大程度上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直接影响

作用。学科馆员本身所持有的知识、理念、信

仰、思想等应是团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

团队文化方方面面，随着团队文化社会化的程度

提高，学科馆员的感知与认知水平越来越高，进

而形成友爱互助、和谐稳定的团队关系，这就为

知识分享提供了良好的团队分享氛围，学科馆员

愿意参与团队内外部知识分享交流，促进彼此之

间知识转移。此外，学科服务团队文化社会化程

度的不断加深，团队的共同愿景日益深入到学科

馆员认知层次，有利于提升学科馆员知识分享的

绩效 [27]。二是建立知识分享的激励机制。团队可

以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制度，鼓励学科馆员不断

提出自己的创意与想法，促进学科馆员间知识的

流动与分享。

4.3 培育学科馆员创新行为

信任氛围和公平氛围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

影响主要由知识分享所决定的。这就为学科服务

团队的知识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团队管理者重视

针对性、个性化地培育不同层次学科馆员创新行

为与能力。团队内部学科馆员之间关系融洽、相

互信任，有利于知识分享，例如根据承担项目需

图 1 团队创新氛围、知识分享与学科馆员创新行为跨层次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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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定期或不定期召集相关人员聚会，开展经

验交流活动。团队应制订与岗位相关的知识更新

制度、分级别举办研修活动、开展自我导向性学

习方法指导、创建聚集各类型培训资源的馆员专

属网站并加入常用实时交流平台加以促进知识分

享交流 [28]。另外，图书馆管理者应鼓励学科馆员

之间、跨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分享，鼓励学科馆员

向标杆人物学习，以提高学科馆员的知识获取、

吸收、转移和应用的能力，以创造性地解决工作

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29]。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是

学科馆员一种创造性知识活动，研究学科服务团

队创新氛围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分析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

围、知识分享、学科馆员创新行为三者内涵的基

础上，构建了团队创新氛围、知识分享与对学科

馆员创新行为跨层次研究框架，剖析了团队创新

氛围、知识分享、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跨层次关

系。这一研究框架结论说明，学科服务团队通过

营造良好的团队创新氛围，增进学科馆员知识分

享意愿，培育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等方面着手，实

现团队创新氛围、知识分享、学科馆员创新行为

的跨层次机制。

5 结语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实质上就是基于学科

馆员的知识整合、知识分享、知识转移、知识创

造活动，为高端用户（课题组、科研团队等）提

供深层次的知识支持。学科馆员创新行为在整个

服务团队中处于重要地位，学科馆员的动机、情

绪、知识结构、年龄、地域等或多或少影响着团

队咨询的效果。因此，研究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

围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本研究理论贡献在于对学科服务团队

创新氛围、知识分享与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跨层

次关系进行了剖析，着重探讨了基于知识分享的

团队创新氛围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发现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信任、认同、开放

性、公平）是激发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重要情境

因素，突破了以往有关氛围与员工行为单一层级

的研究范式。即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正向促进

学科馆员创新行为；团队创新氛围通过知识分享

这一中介变量，对学科馆员创新行为的产生正向

关系影响；知识分享会正向促进学科馆员创新行

为。这一研究揭示了学科服务团队创新氛围与知

识分享以及学科馆员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内在作

用机理，将对图书馆学科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提

供一个新思维、新方法，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

此外，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缺乏必要数据收集

与实证分析，有待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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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掌握着大量的科技文献资源，

但是其资源利用率偏低，并且服务功能相对滞

后。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民创新的

时代，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应该用积极、主动的

态度去转变科技情报服务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通过改革和创新，强化平台的服务功能建

设，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扩大宣传力度，提升自

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释放科技资源的活

力，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创业提供有

效的科技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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