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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探讨·

服务为本 面向科研
——所级文献情报机构在创新中的生存与发展

朱 涛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文献情报室 北京 100080)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实

施和推进，为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从传统型

向现代型的转变带来了机遇，新的信息技术

和服务手段迅速渗透到各级文献情报机构。

作为研究所一级的专业文献情报机构，在创

新工程中不仅要维持生存，更重要的是要考

虑如何发展的问题。要树立新理念，利用新

技术新机制，为各自母体机构的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等提供高效、可靠的信息服务。

l树立新理念

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中，研究所的工

作目标就是要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或在国际

上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

研究工作离不开信息服务，就像战士打仗离

不开武器一样。所级文献情报机构作为研究

所科技创新的支撑系统，只有以“提供世界水

平的信息服务”为目标，树立“服务一流，用户

至上”的理念，才能为我们的研究人员走向世

界创造一些条件。这并不是大话，这样的理

念会使我们有生存的立足点、有危机感，并成

为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树立这样的理念，能

促使我们学会换位思考，从用户的角度考虑

问题，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为科研人员提供

快速的信息服务。

2所级文献情报机构是中科院文献情报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是由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4个地区文献情报

中心和80余个研究院(所)文献情报机构组

成的三级文献保障体系。在该体系中，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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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情报机构受自己所在研究所的直接领

导，经费独立控制，独立开展工作，院文献中

心负责全院文献情报系统的业务指导和协

调。目前，以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为

依托，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是一个层次清晰、

充满活力的有机体。所级文献情报机构作为

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的一员，只有积极地参

与整个系统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才能使各

方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也只有这样，我们才

可能为一线的科研人员提供强有力的科研信

息保障和有效的服务。总之，联合和协作是

所级文献情报机构资源建设和服务发展的重

要形式。

基于这种观念，我们对于中科院文献情

报系统开展的新工作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响

应，发现问题则及时反映。我所在选择网络

版的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时，考虑到要有

全院联合服务的功能，选择了中科院多家研

究所选用的北邮电信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小用户版)。但是北邮小用户版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不厌其烦地多次与

北邮公司联系，希望他们对系统做进一步的

完善和改进。在遇到困难时，则及时和国家

科学数字图书馆项目管理中心沟通，大家一

起去解决问题。今年3月底，我所所有的书

。刊数据已经全部转入该系统，实现了图书馆

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完善了，会有更多的研

究所受益，大家也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

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为实现“资源到所，

服务到人”的目标，开展了～系列的工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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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都是快速反应，根据本所的实际需求进行

选择，并通过网络很快让所里的科研人员了

解这些资源和服务。目前，web of Science，

Elsevier，Springer等多种电子资源都到了研

究人员的桌面上；当读者在所里得不到所需

的文献时，就会使用“馆际互借和全文传递”

系统。我所有一个生物力学课题组，他们所

需的很多文献是生命科学方面的，通过馆际

互借和全文传递系统，90％以上的文献能够

得到满足。随着代借代查系统在网上的开

通，读者不出所大门的文献保障率有了实实

在在的提高。在一年多前，所里有一位学科

带头人曾经跟我说，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

时，那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曾经为他从日本

凋过一篇他所需要的文献，不到一周他就拿

到了。如今，这样的服务离我们也不远了。

3加强与科研人员的沟通和合作。建设有特

色的专业文献情报机构

研究所级的文献情报机构在资源收藏方

面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在有限的经费和空间

条件下，尽可能收全自己专业领域的核心期

刊、图书、会议录、内部资料、学位论文等印本

资源，同时，开通该专业常用的电子资源。

我所的图书委员会由11位各领域的专

家组成。通过定期召开图书委员会工作会

议，听取专家们对文献情报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在订购各种重要资源时，也请一线的科

研人员指导和推荐。为了加强与科研人员的

沟通与合作，通过计算机网络，我们建立了

“书刊推荐”、“论文提交”等活动数据库，通过

网络互动起来。中科院知识创新试点工作开

展以来，我所组织了“重要力学资源缺藏补

购”、“力学经典教科书推荐”、“老专家授课讲

义收藏”、“工具书更新”等资源建设方面的

活动，尽可能使收藏的资源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成为有特色的专业文献情报机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是我所第一任所

长，1938年一1955年他在美国从事教学和科

研活动时的手稿及打字稿作为特藏在图书信

息中心收藏。从这些原始资料中，能反映钱

先生当年创造性探索的全过程，能生动地表

现他作为一位杰出科学家的治学精神和治学

态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将钱先生

的手稿15000余页制作成光盘，供大家阅览，

对中青年科学家和青少年有极好的教育作

用。

所级文献情报机构的读者普遍层次较

高，大多能熟练使用计算机网络。我们也充

分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来加强与科研人员的交

流，利用网络来宣传图书馆的各项新功能，只

要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就将答案制作成网

页挂到网上，方便大家的查询和使用。

4建设精干的队伍。加强团队的凝聚力

随着院知识创新试点工程的推进，研究

所文献情报机构的岗位设置进一步凝练，加

上数字图书馆建设所带来的工作平台、加工

对象、加工手段等的转变，所级文献情报机构

的人员队伍不得不进行调整。只有建设一支

精干的小分队，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才能提供

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在岗位聘任时，选择服务意识强、善于学

习，有一定专业知识、计算机及外语水平的应

聘人员。目前，我所从事文献情报工作的人

员中，有33．3％的硕士、50％的本科生。

为了加强团队的凝聚力，在工作中尽可

能地创造民主、团结的气氛，大家每天在一起

愉快地工作，即使忙一点累一点也觉得心情

舒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安排工作时，一

定要了解每个员工的性格特点，注意“扬长避

短”，性格外向的人更适合做采访。

对工作人员要经常进行培训。有一段时

间，不断有新东西推出，比如新的图书馆自动

化管理系统、各种各样的中英文数据库、新的

“所务公开网”、新的数码复印机，作为工作

人员必须有学习能力，迅速接受并掌握新事

物。只有自己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读者面

前“百问不倒”。

我所设立了“管理助理”岗位，在全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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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招聘已完成学位课程的在学博士生和

硕士生，他们每周工作不超过6小时。图书

信息中心获得了2个管理助理名额，这些学

生悟性高，又有基础，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新

鲜血液。

5借园区改造之机。完成馆舍的改建

创新工程的园区改造，使很多所级图书

馆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馆舍改

建。在确定装修方案时，将原来的布局完全

打破，特地请一些在国外工作过的研究人员

提建议，并参观、调研了一些图书馆。在充分

考虑光线、网络、空间、方便读者、便于管理等

的基础上，选择了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新布局。

改建后的图书馆每个阅览座位都能上网，还

增加了晚间开馆、自助复印等功能，读者普遍

反映焕然一新，布局有创新。正如阮冈纳赞

说的那样：“虽然图书馆是个繁忙的场所，但

应为用户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用户在图书

馆应该有一种自由感⋯⋯”。

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全面推进，所级文

献情报机构还有更深层次的许多工作需要开

展，如何在创新中发展自己，将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

参考文献：

1孙坦，刘细文．关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

业务组织模式创新的若干思考．图书情报工作，

2003(2)：1lO一112

2贺培凤，王秀平．创新是图书馆立馆之本——图

书馆快速发展新路探索．图书情报工作，2002(11)：

88—91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情报学

硕士培养点2004年开始招生

接中国科学院通知，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申报的情报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科专业点已

获得批准，将于2004年开始招生。这是目前

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情报学硕士培养点。早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即请

院文献情报中心代为招收图书馆学、情报学

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97年与四川大学联合

申报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授权点，于1998年

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于1999年开

始合作招生。现在，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取得

情报学硕士点后，进一步完善了图书情报高

级人才培养的学科结构体系，必将进一步为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知识创新建设输送更多的

人才，为社会、尤其是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输送更多的人才。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业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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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情报学硕士点2004年开始招生

2003年4月，在专业局审核、专家通信

评议的基础上，经中科院学位委员会第3次

会议审议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申报的情报

学硕士点通过评审，于2004年开始招生。资

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是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正在建设的中国国

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系统的一个重要专业节

点。设立情报学硕士培养点，既符合中心的

创新方向，又将促进中心在国家西部大开发

与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为发挥

我院“三个基地”的重要作用贡献力量。目

前，中心正在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统

一要求，积极组织实施专业课程设置、培养方

案制定、指导教师遴选、招生宣传等工作，力

争为2004年招收新生做好准备。

(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业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