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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为宏观管理高校图书馆工作的

依靠力量、推动力量

□宋毅＊

首先我要对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图工委）成立４０周年表示热烈祝

贺，对４０年来高校图工委委员的辛苦付出和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高校图工委是高校图书馆工作最权

威、最高级别的专家组织。历届高校图工委的委员们尽心尽职、开拓进取，为推动高校图书馆的改革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发挥着“参谋咨询、指导引领、凝聚队伍、监督推动”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时代大背景下，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

献信息中心和学术机构，作为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服务新时代高等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尤为重要。昨天，吴岩同志代表教育部对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发展提出了要求，希望图书

馆充分发挥“存史、资政、预警、导研”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

高校图工委要把握这些要求，在具体落实中发挥关键作用，不断提高指导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一是要准确定位，尽职尽责。高校图书馆的使命和任务应当服务于高校的使命和职能。从这个层面理

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就是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的大环境、大趋势，高等教育的阶段性任务就是

高校图书馆面临的任务。当前，高等教育进入以全面提质创新为特点的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高速发展，人们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给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各位委员要

联系工作实际，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部署和要求上来；要强化责任意

识，找准图书馆发展和服务中的主要矛盾，让图书情报工作成为高等教育提质创新的重要力量，进而提出有

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教育部做好高校图书情报等方面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努力做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参与者、模范践行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是完善制度，创新机制。高校图工委要尽快完成《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实施指南》《普通高校图书

馆评价指标》的编制工作，让《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的精神落在实处，在指导高校图

书馆建设中发挥作用。各高校和有关单位，特别是主任委员和秘书处所在单位，要积极支持高校图工委委员

的工作。在工作制度方面，有不少专家组织探索出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要把工作年报制

度完善起来，根据教育部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年末报送年度工作总结。要建立信息通报

制度，鼓励高校图工委定期向教育部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提交政策咨询和调研报告。同时，也要加强与各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结合各学科特点共同开展研究，特别是如何为教学科研服务、参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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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才培养的问题。

三是要加强宣传，提升影响。图书馆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图书馆工作要勇于走向前台。我们要

策划一些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活动，提供一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服务，让领导和师生叫好，树立起新时代高

校图书馆的全新形象，为图书馆赢得声誉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高校图书馆的工作，既应继承图书馆千百年传统，又要适应新时代要求，既要体现图书情报专业特色，又

要紧扣人才培养中心任务，既要重服务，又要敢开拓。下面，我对高校图工委明年的工作提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推动“慕课西部行计划”。深入实施“慕课西部行计划”是我司明年的重点工作，其中文献保障

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要成立文献保障工作组，主动对接中西部教育振兴，整合优质文献资源，支援西部高

校文献资源建设和馆员团队建设。高校图工委要广泛发动全国高校图书馆积极参与，承担起帮助中西部高

校图书馆的责任，努力提高中西部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水平。

第二，试点建设“未来学习中心”。高校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在知识的碰撞、连接和交融中会发生新

的灵感和创造的冲动。我们计划依托高校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习中心”，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信息

资源、学习环境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人、空间与信息的三元交互，打造集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

学支持中心为一体的智慧学习空间，鼓励学生开展团队式、协作式、主题式学习，服务创新型人才培养。如果

把图书馆比作一个“知识巨人”的话，我们就是要培养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人才。

第三，研制标准促进服务转型。要结合《规程》开展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评价方法研究，重点关注质量问

题评估，如资源质量、服务质量等，让图书馆建设从注重数量向既注重数量更注重质量发展，促进图书馆提高

服务质量，关注读者体验，推动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转型。

第四，深入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文献检索等信息意识和能力，是我们图

书馆的专长，也是业务发展的需要。要发挥高校图工委信息素质教育的领导力作用，有效整合全国信息素质

教育方面的资源，加强研究和引导示范，促进各校之间的交流与经验共享，提升信息素质教育的整体功效。

第五，研究整体发展和运行机制。我们除了有全国高校图书馆，还有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Ａ－

ＬＩＳ）、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ＣＡＤＡ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ＣＡＳＨＬ）、外国教材中心，还有

各省市自治区图工委和文献保障机构。高校图工委要研究这些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与图书馆服务相

关的机构和项目，以及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等提供的共享服务等，结合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充

分发挥各级政府投资效益，探索我国高校图书馆整体发展和运行的可持续机制。

各位委员在高校图书情报方面有着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是推动高校图书馆工作发展的

“思想库”“智囊团”。高校图工委委员既是一种荣誉，同时更是一种责任。希望各位委员积极投身图书情报

工作实践，发挥好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作用，努力成为教育部宏观管理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的依靠力量

和推动力量、指导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的骨干力量和引领力量，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北京，１００８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５日

（责任编辑：支娟）

７７

努力成为宏观管理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依靠力量、推动力量／宋毅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Ｍａｃｒ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Ｓｏｎｇ　Ｙ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