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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的思考和实践
　　　———以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为例
■ 任平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目的／意义］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的学科服务工作有各自的特色，高校图书馆如何做好人文社科学科
服务值得探讨。［方法／过程］通过文献调研了解国内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研究和实践，总结人文社科学科特点，
重点介绍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实践。［结果／结论］长期存在的重理轻文的潜意识对人文社科学科服
务依然有负面影响。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实证研究偏少。清华大学图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践行全覆盖、个性

化、重细节、有情怀的学科服务理念，从基础工作开始，扎实推进，支撑学科发展，扩大学科影响，促进人文思想

的普及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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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人文
社科”）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元素，进入２１世纪以

来，国家益发重视其发展，采取了很多具体举措以繁荣

该学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高

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１］。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并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

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

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２］。

　　学科服务的根本任务是针对学科建设和发展、教

学研究的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与学科同呼吸

共命运。目前，学科服务已在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普遍

开展起来，成为提升图书馆软实力的一项重要服务。

但中国近代教育一直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偏爱科学

技术的集体潜意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图书馆的学科服

务体系建设，目前的学科服务研究和实践主要是围绕

理工科展开，人文社科学科服务还普遍较为薄弱。随

着我国人文社科的发展，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如何配套

跟进、全面提升，成为一个新课题，亟待深入思考和实

践探索。本文拟在梳理我国人文社科发展态势和调研

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研究实践基础上，以清华大学图书

馆哲学学科服务为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高校图

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进行思考和探讨，希望对我国

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能有所借鉴和参考。

２　我国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研究与实践
调查

　　笔者通过文献调研的方式，对国内人文社科学科
服务研究与实践情况进行了调查。在中国知网《中国

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新平台）“专业检索”界面输

入检索式“ＴＩ＝（文科＋人文＋文理科＋哲学＋中文 ＋
历史 ＋ＣＡＳＨＬ＋社会科学院 ＋特色数据库 ＋个案研
究）（学科服务 ＋学科馆员 ＋信息素养 ＋嵌入式 ＋
个性化＋读者需求＋服务需求＋文献需求 ＋信息搜集
＋需求调查＋使用行为 ＋文献求助 ＋交流行为）”（ＴＩ
＝题名），并限定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子集中
检索，得到论文 ８９篇（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
日），其中与人文社科学科服务较为相关的论文约２９
篇（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年各 １篇，２００９年 ５篇，
２０１２年３篇，２０１３年４篇，２０１４年２篇，２０１５年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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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篇，２０１７年５篇，２０１８年４篇）。这些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以下３个方面：
２．１　学科服务实践研究
　　吴玉荣等分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建立文科
学科馆员制度的必要性，就学科馆员制度提出建议［３］。

柴巧霞等通过问卷调查了安徽合肥地区５４０名文科本
专科学生，对安徽省文科学生信息素养培养提出建

议［４－５］。柳胜国对网络信息过滤方法做了介绍，并就

其在高校文科读者的个性化服务中的应用进行了讨

论［６］。曲艳华概述了哲学学科馆员应该具有的专业知

识结构［７］。彭玲玲等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文科专业特

点及图书馆语言组学科馆员的服务实践和工作体

会［８］。马磊等对景德镇陶瓷学院１００名文科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就提高文科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提出了改进

措施［９］。周建昌介绍了厦门大学图书馆通过建立“人

文社科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的情况［１０］。攸扬以云南

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为例，讨论了青年学科馆员的能

力建设［１１］，揭示了学科馆员特色服务品牌内容及实现

手段［１２］。苏秋侠介绍了扬州大学图书馆开展的面向

人文社科类学科专业的服务实践［１３］。王旭在参考兄

弟院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方式方法基础上，根据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体验和遇到的案例，分析出

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的异同点［１４］。张蒂等在

焦点小组调研基础上，依托ＣＡＳＨＬ本身的特点提出深
化学科服务的相关策略［１５］。蒋颖［１６］、刘颖［１７］、王秀

玲［１８］、孙辉［１９］、高颖［２０－２１］等分别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文社科专业用户需求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人员信息搜集的行为规则，介绍了中国当代史

学、哲学学科服务实践案例。

２．２　用户需求研究
　　格日勒等对高校人文学科各类型读者需求做了初
步分析［２２］。汤罡辉等以访谈的方式了解了中山大学

校内一名研究客家语言的日籍博士生对所需学科服务

的意见［２３］。莫建华以浙江工业大学５个人文社科类
省级重点学科论文的１７４９篇参考文献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科研人员的文献需求［２４］。林芳以广西师范大学

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比较了文理科教师电子资源与学科

服务需求的异同［２５］。王珏等对国内外人文学科用户需

求和信息行为特点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以江苏大

学赛珍珠文献资源中心的用户为例，选择扎根理论对人

文学科用户服务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２６］。

２．３　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王平以来自全国不同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的４２０

位人文社科科研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其对

网络交流行为、网络资源类型的信任程度以及开放存

取的认知［２７］。张萍等采用文献调研、问卷调查和访谈

方法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科用户的信息搜寻行为进

行了调研［２８］。冯向梅对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教师、学者

进行了线上和线下的行为调研［２９］。肖鹏以学界较为

知名的学术虚拟社区为研究对象，对人文研究者在线

文献求助与交流行为进行了研究［３０］。

　　从以上文献可得到人文社科学科的特点主要有：

①人文学者在家办公者较多，彼此合作较少；②文献内
容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③对文献依赖性大；④文科资
源尤其是外文文献保障率较低；⑤较为重视原始资源
与人脉资源；⑥使用中文文献偏多；⑦发表中文论文较
多；⑧信息需求呈现复杂、多元的特点；⑨除了常用的
综合型的数据库之外，对各种特色数据库有迫切需求；

⑩对纸质文献有明显倾向性，对电子资源也有很大需
求；瑏瑡对多语种文献有明显需求；瑏瑢数据库的使用技能
有待提升；瑏瑣对文本工具使用较少；瑏瑤对学科服务还不
太了解；瑏瑥学科馆员人手不足、专业素质有待提高等。
已开展的学科服务主要有：①常规服务：包括院系联
系、参考咨询、信息推送、举办讲座、资源建设、文献传

递等；②拓展服务：包括需求调查分析、科研信息行为
分析、学科热点和趋势分析、特色数据库建设、定题服

务、举办人文学科学术讲座等。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存

在的问题主要有：学科服务力量还较弱，服务基础还不

扎实，服务实践还显单薄，学科资源保障情况还不明

晰，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未能解决，服务策略还未得到落

实，服务研究多为观点性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较

少，研究较为零散、还未见针对某个学科的完整的学科

服务实践报道。

　　根据人文社科的学科特点，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实
践中积极探索人文社科学科服务模式，采取了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措施，基本建立起了一套可持续的、可移植

的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基本工作思路和方法，收到良好

的实际效果。

３　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实践
　　清华大学图书馆自１９９８年在国内率先引入学科
馆员制度，已形成了适合本校用户需求的工作思

路［３１］，在理工科已有丰富的实践。以 １９７８年马列主
义教研组成立为新起点，清华文科院系及相关机构陆

续恢复或建立，并获得快速发展；２０１７年国家社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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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的思考和实践———以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为例［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

（２４）：２７－３５．

金重大项目立项公示名单，清华大学以１３项的立项数
位列第二，超过了大部分传统文科类名校［３２］。随着清

华文科的复建和发展，人文社科学科服务逐步开展起

来，目前基本覆盖了我校所有的人文社科院系。哲学

被称为是“学科之母”，在人文社科中具有基础性地

位。下文以清华大学哲学学科为例，分享近几年的部

分学科服务实践案例。

　　清华大学哲学系始建于１９２６年，是中国大学最早
建立的哲学系之一。１９５２年院校调整时哲学系被并
入他校，２０００年５月复建，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美学等专

业。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发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
估结果》中，清华大学哲学学科评估结果为 Ｂ＋［３３］。
哲学学科是目前清华大学重点发展学科之一，２０１８年
１月，清华首聘了１８位文科资深教授，其中两位教授
来自哲学学科［３４］。

　　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目前还处于打基础
阶段，服务项目主要为院系联络、参考咨询、资源建设、

用户培训等常规服务，在服务中践行全覆盖、个性化、

重细节、有情怀的学科服务理念。

３．１　重视院系联络：建立直通渠道，一个都不能少
　　要服务，先“修路”。院系联络是学科服务工作的
关键环节。没有联系，一切为零；只有联系，才能“唱

戏”。建立直通渠道成为学科服务的第一要务，目标是

融入用户，用户在哪里，学科服务就到达哪里。秉持

“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学科馆员在每年的毕业季逐

个核查学生的在校状态，将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同学继

续纳入学科服务的范围，越是延期的同学遇到的困难

可能越大，学科馆员对其给予了格外关注。另外，应部

分校友和交叉学科用户的要求，将他们也纳入学科服

务范畴。直通渠道解决了文科用户地点分散的问题，

让学科服务直达每一位教师、博士后和研究生，使得每

一位师生的需求和意见能够被快速反馈给学科馆员，

大大提高了学科服务工作的效率。直通渠道有以下５
种：

　　（１）聘请教师顾问。学科馆员从教师顾问那里获
得院系发展规划、专业指导和帮助。

　　（２）和系办公室建立联系。保持常态联系，获得
帮助和支持。例如，系办为学科馆员提供教师、博士后

和研究生通讯录，帮忙收集师生圈选的纸版图书书目

等。

　　（３）建立微信联系。微信沟通的便利和图文并
茂，使之已成为重要的学科服务交流沟通方式，让随时

随地解答用户咨询变为常态。

　　（４）建立联系邮件组。邮件组覆盖所有教师、博
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按年

级建组。相对于微信方式，邮件组的好处是推送的信

息便于存档和查询，接收用户咨询问题后便于深度处

理。

　　（５）面对面联系。通过预约拜访、参加院系学术
讲座或学术论坛等方式与师生当面进行交流。

３．２　做好源头服务：培养用户使用学科服务的习惯
　　不少人文社科用户对学科服务还不太了解和信
任。例如，２０１５年，张萍等调查表明，在搜寻电子资源
过程中如果碰到问题，学生更愿意在同学之间寻求帮

助［２８］。学科馆员把培养用户使用学科服务的习惯列

为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用户使用服务的习惯能否养

成跟学科产品的好坏、服务流程是否友好和学科服务

切入点是否恰当密切相关，用户如果一入校就对学科

服务有良好的体验，养成使用习惯的可能性就大大增

加。由此，学科馆员选取“新入校”作为学科服务的关

键时间切入点，将新入校用户视为学科服务的源头，做

好新人服务。对每一位新来的教师和研究生，学科馆

员会发一封问候邮件，内容包括学科馆员联系方式、学

科服务内容、相关资源服务信息，通过温馨的话语、充

实的内容以及后续持续的专业服务让新用户了解服

务，增强体验，逐步养成使用学科服务的习惯。例如，

２０１７年秋季，学科馆员从教师顾问处了解到哲学系即
将从国外新引进一位年轻学者，当这位学者尚在国外

时，学科馆员即与其建立了联系，１０月７日即收到其
荐购的图书清单，１０月２７日即与其进行了当面交流，
后续在资源建设等方面经常征求其意见，积极开展合

作，及时解答问题，热心提供帮助。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这位
学者由于热心支持图书馆工作而被评为图书馆“读者

之星”，学科馆员也被这位学者风趣地称为他们的“保

护神”。这位学者使用学科服务的习惯基本养成，同时

也会起到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用户来了解和使用学

科服务。

３．３　加强资源建设：清点馆藏，优化结构，提高保障率
　　人文社科被称为“文献倚赖型学科”，文献是研究
的基础。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的收藏与国外世

界一流大学相比普遍存在差距，品种短缺，结构失

衡［３５］。众所周知，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清华文科被并
入其他学校，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也被调拨出去。清华

复建文科后，文科资源存在很大缺口。多年来清华图

书馆一直在加大人文社科类文献资源建设方面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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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例如，近５年（２０１４年至今）试用文科类数据库２１０
余种，订购４０余种，其中包含了不少哲学文献资源。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校哲学文献资源的保障率仍有待

提高，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资源建设被列为学科服

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学科馆员积极参与和推动哲学文

献资源的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３．３．１　分析馆藏质量，补购经典文献　俗话说：“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学科馆员对学科资源情况要做到心中

有数，才能够清楚可以烹调出什么样的“美味佳肴”。

目前，图书馆对馆藏图书质量普遍未做清查和评估，主

要从用户荐购或开展资源订购调查来获得一些碎片化

的信息。２０１７年初，学科馆员开始与清华哲学系合作
开展西方哲学文献的整理和馆藏查补工作，目标是希

望未来５年完成整个西方哲学基本文献的馆藏建设。
由哲学系提供参考文献书目，学科馆员承担整理与核

查工作，核查出的没有馆藏的图书提交资源建设部进

行查补。２０１７年完成１３４７种西方古典哲学图书和５０
余种期刊的整理和核查，涉及柏拉图哲学、希腊罗马哲

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早期希腊哲学等；整理出的１３４７
种图书中，仅有５７２种有馆藏（约占４２．５％）。清华图
书馆已补购了部分经典文献。例如，２０１７年订购了
《洛布古典丛书》（Ｌｏｅｂ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经典阐释》
（ＫｌａｓｓｉｋｅｒＡｕｓｌｅｇｅｎ）、《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
语言历史辞典》（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Ｌｅｘｉｋｏｎｚ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ｓｏｚｉａｌ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等丛
书。《洛布古典丛书》共计５３０余卷，采用独特的古典
原著语言（古希腊语或拉丁语）与英语译文相对照的

体例，几乎涵盖了全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经典

阐释》由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

费（Ｏ．Ｈｆｆｅ）主编，是为德国学界广泛使用的、最被认
可的对哲学经典进行阐释的研究论文集。《历史基本

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共计８卷，是国际
有名的、关于历史概念之历史的跨学科代表作之一。

２０１８年补购了Ｍｅｉｎｅｒ出版社的《哲学文库丛书》（Ｐｈｉｌ
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和《克尔凯郭尔研究专辑》（Ｋｉ
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ｅｒｉｅｓ）。《哲学文库丛书》
共计４７０余册，收录了哲学领域从古代至现代的经典
性著作，或是以作品的原本语言出版，或是翻译成德文

或双语出版。《克尔凯郭尔研究专辑》共计３７卷，１５
卷已有馆藏，对缺失的１２卷进行补购；索伦·克尔凯
郭尔（ＳｏｒｅｎＡａｂｙｅ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是丹麦宗
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

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西方哲学文献整理查补工作是清

华图书馆建设一流的西方哲学馆藏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同时也为掌握西方哲学书刊馆藏质量情况、为开展

参考咨询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学科馆员通过学科文献

的整理核查，对哲学学科和学科资源有了具体深入的

了解，同时增长了德语等小语种语言知识，有助于深化

学科服务［３６］。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院长万俊人教授了解该工作后在其微信朋友圈专门发

了一条微信并指示：“反对空谈！做扎扎实实的学术基

础功课！我为清华哲学同事点赞！马哲做了，西哲做

了，希望中哲、逻辑、伦理、宗教、美学、科哲都来做这项

基础工作，而且做好。文学、史学、科技史群科共举，步

步为营，当是真正之学术善功矣！为新清华更人文而

努力！”

３．３．２　开展资源订购调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在清
华图书馆资源订购中，用户意见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为此，学科馆员常常利用邮件组广泛开展资源订购意

见调查，得到积极反馈。例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学科
馆员就某种外国哲学数据库征询订购意见，当天就收

到１０余位师生的回复，其中教授占３３．３％，副教授／讲
师／博士生各占８．３％，硕士生占４１．７％。院系和图书
馆的这种密切配合是提高资源订购质量的重要保证，

以邮件方式开展调查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３．３．３　做好纸版图书和电子图书的统筹兼顾　哲学
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是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纸版

图书对哲学研究人员来说是刚需；数据库由于检索方

便快捷成为另外一种刚需。所以，对哲学学科来说，纸

版资源和数字资源要做到统筹兼顾两不误，齐头并举

两促进。一般来说，大套丛书优先订购纸版；如果经费

允许，可同时订购纸版和电子版，以满足文科用户对纸

版图书和电子资源的多元需求。

３．３．４　协调小语种馆藏结构　此处“小语种”指除英
语之外的所有其他外国语。哲学学科重视原典文献的

阅读，通过对原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分析，才能更准确

地把握哲学家们思想的本来用意和主张。刘承华认

为，原典阅读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因为人类文明

的发展是在无数原典的阐释和接续中进行的，只有在

原典中才真实而深刻地体现了创造的过程，蕴含着巨

大的创造张力，原典中的创造是紧贴着生命感性，伴随

着直接的生命冲动，因而其影响也强烈而深刻［３７］。很

多原典文献的文本语言属于小语种，清华图书馆逐年

增加小语种文献资源的订购，以满足文科用户对德语、

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小语种文献的特别需求。例

如，２０１７年以来订购了《古代文明百科全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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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的思考和实践———以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为例［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

（２４）：２７－３５．

（ＮｅｗＰａｕｌｙＯｎｌｉｎｅ，德英对照）、《神学百科全书在线》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ｅａｌ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Ｏｎｌｉｎｅ，德语）、《近代史
百科全书在线》（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ｄｅｒＮｅｕｚｅｉｔＯｎｌｉｎｅ，德语）
等小语种工具书数据库；２０１８年订购了《雅可比古典
研究在线》（ＪａｃｏｂｙＯｎｌｉｎｅ，古希腊语、英语）、《伊斯兰
百科全书在线》（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ｏｆＩｓｌａｍＯｎｌｉｎｅ，英语、法
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古希腊文法学家

辞典》（ＬｅｘｉｃｏｎＧｒｅｅｋ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ａｎｓｏｆ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古希腊
语、拉丁语）等工具书数据库，以及《古代哲学评论》

（Ｒｅｖｕ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ｎｃｉｅｎｎｅ，比利时出版，文本语
言为法语）、《瑞士博物馆》（ＭｕｓｅｕｍＨｅｌｖｅｔｉｃｕｍ，瑞士
出版，文本语言为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希腊

研究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ＥｔｕｄｅｓＧｒｅｃｑｕｅｓ，法国出版，文本
语言为法语）等几种小语种期刊。先后试用了《Ｃａｉｒｎ
法语数据库》（包括图书、期刊、工具书）、《日本百科事

典辞典数据库》（Ｊａｐａ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阿拉伯语和语言
学百科全书在线》（Ｈｅｂｒｅｗ，Ｊｕｄｅｏ?Ａｒａｂｉｃ，ａｎｄＭａｒａｔｈｉ
Ｊｅｗｉｓｈ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ｉｎＩｎｄｉａＯｎｌｉｎｅ）等小语种数据库。关于
小语种资源的订购，尚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一种观点

认为小语种资源用户少，有的图书甚至没有现成的书

目数据可以套录，应遵循尽量少买的原则，优先订购英

语类资源。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但门类繁多，

而且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虽然有些专业比较狭窄，甚至

冷僻，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是不可或缺的，甚

至被列为新兴的重点发展方向。用户多少、书目数据

有无不应成为决定因素，应根据学科发展的新动向，酌

情加大建设力度，满足学科新发展的需要，甚至让小语

种资源成为特色馆藏之一。

３．３．５　挖掘收集馆外资源，弥补馆藏不足　图书馆的
资源再丰富也无法满足所有研究的需要。学科馆员主

动收集整理馆外资源，并在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学科导航平台予
以揭示［３８］。

　　（１）积极推介ＣＡＳＨＬ哲学文献资源。为保障人文
社科文献信息资源的整体和可持续增长，教育部于

１９８２年和２００４年３月先后启动了“高校文科图书引进
项目”（简称“文专项目”）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文献中心”（简称 ＣＡＳＨＬ）项目，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教学和研究建设外文文献保障体系和共享服务平

台［３９］。ＣＡＳＨＬ订购了不少经典的哲学类丛书，例如，
《沃尔夫文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ｌｆｆ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自

Α至Ω第一系列：希腊拉丁古典文献学辞书、索引及
引得》（Ａｌｐｈａ?Ｏｍｅｇａ，ＲｅｉｈｅＡ，Ｌｅｘｉｋａ，Ｉｎｄｉｚｅｓ，
ＫｏｎｋｏｒｄａｎｚｅｎｚｕｒＫｌａ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等。

　　（２）引导用户利用其他馆资源。例如，《巴利语大
藏经》（Ｃａｎ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ｅｘｔｓｉｎＰāｌｉ）和《孟子学说及其
在宋代之振兴》分别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华南师范大

学图书馆有收藏，引导用户利用“他山之石”。

　　（３）收集整理有价值的免费哲学资源。《中国哲
学书电子化计划》［４０］、ＰｈｉｌＳｃｉＡｒｃｈｉｖｅ［４１］等哲学数据
库，运行稳定，内容丰富，是非常好的免费哲学资源，也

可弥补馆藏的不足。

３．４　做好参考咨询，开展信息推送
　　参考咨询是学科服务的日常工作，学科馆员除了
通过邮件、电话、微信方式解答咨询以外，还开展集体

答疑［４２］、微沙龙［４３－４４］、一对一答疑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增强用户对学科服务的体验，增进用户与用户之间的

交流，做有温度的咨询。哲学学科咨询的问题主要有：

原始文献查找（包括古籍、小语种图书、港台图书等）、

数据库检索技巧、校外访问、文献管理软件使用、资源

荐购、馆际互借服务利用等。学科馆员重视并做好每

一个咨询，集腋成裘，将之视为建立学科服务品牌和口

碑、培养使用学科服务习惯的良好机会。

　　学科馆员不定期地推送学科资讯，内容除了哲学
类资源以外，也同时推送历史、文学、社科、艺术、医学

等其他学科资源，拓展用户的知识面和学科视野。推

送途径有邮件、微信朋友圈和学科导航三种，用邮件推

送时，将内容标题用红、蓝、黑三种颜色字体标明相关

程度。推送方式分为集体群发和个性化推送；个性化

推送主要针对个人或课题组，不但信息精准，还往往在

后续产生高附加值的“衍生品”，让图书馆和用户之间

产生良性互动。例如，学科馆员发现《牛津格罗夫艺术

数据库》（ＧｒｏｖｅＡｒｔＯｎｌｉｎｅ）中包括了《牛津美学百科全
书》（Ｔｈ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就将该信息摘取
出来特别推送给从事美学研究的教授，引起教授对该

数据库的关注，并进而引发纸版《牛津美学百科全书》

的订购问题、工具书入藏方式的讨论以及数据库访问

等问题，引发的这些问题逐一解决后，图书馆的服务得

到进一步改进和优化。个性化推送需要学科馆员具有

主动的服务意识、敏锐的洞察力、灵活的处事方法和丰

富的经验，能让用户感受到馆员的用心和重视，从而对

图书馆服务产生信任感和好感。

３．５　积极开展嵌入式教学：能力、技巧、意识三位一体
　　根据调查，人文社科用户的信息素养水平参差不
齐，学科馆员通过讲座、答疑等多种形式来提高用户信

息素养水平，嵌入式教学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嵌入式教学是以学习者需求为中心，学科馆员作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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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主动通过嵌入学习者的学习共享空间，收集和分

析学习者的需求信息，并将这些需求与图书馆的资源

和服务结合起来，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嵌入式

服务自２００６年首先被国内图书馆采纳以来，国内图书
馆进行了不少的实践和研究［４５－４６］。学科馆员先后在

人文学院暑期外语培训、写作与沟通、医学科研伦理与

实践、哲学系博士生写作等数门哲学相关课程以及人

文学院博士生论坛中开展嵌入式教学，让学生通过教

学培训提高检索能力，掌握检索技巧，增强信息意识。

嵌入式教学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笔者分享以下几点

想法和体会：

３．５．１　重视对本科生的信息素养教育　图书馆的学
科服务很多是针对研究生以上用户开展，本科生常常

被忽视，而笔者受邀开展嵌入式教学的课程中有三门

都是本科生课程，其中，暑期外语培训和写作与沟通是

大一本科生课程，医学科研伦理与实践是大三本科生

课程。本科生对文献检索尤其是英文文献检索还不太

熟悉，在数据库选择、关键词确定、检索式构造、检索结

果利用、检索报告撰写等方面都还缺乏经验，需要学科

馆员引导其运用人文学科数据库来找到有价值的文献

进行研究。

３．５．２　重视案例教学和技巧运用　在嵌入式教学中，
学科馆员除了传授文献检索利用能力之外，还要着手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和一些小技巧的设计运用

就很管用。例如，在暑期外语培训课程中，学科馆员和

课程主讲老师沟通选取了“１６世纪葡萄牙和中国之间
的艺术和文化交流”案例进行演示。在检索关键词确

定过程中，采用提问法让学生提出各种可能的形式，但

检索１６世纪文献时检索词应该同时加上“明朝”，这一
点让很多同学没有想到，拓展了同学们的思路，激起了

同学们的兴趣。在医学科研伦理与实践课程中，学科

馆员和课程主讲老师沟通选取了“大数据及其在医疗

及医学科研中产生的伦理问题”案例进行示范性演示，

并设计了检索比赛环节，即学科馆员和其中一组同学

就检索结果进行比拼，检索比赛让同学们对学科馆员

既充满期待也感到压力，激发了同学们对课堂教学的

兴趣。学科馆员也通过多元的资料和详细的解读，让

同学们切身体会到掌握检索技巧和提高信息素养的重

要性。写作与沟通课程是清华大学于２０１８年秋季学
期开始新设立的面对大一新生的课程，旨在提高本科

生的写作、思辨和交流能力，如何有效获取文献、利用

文献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教学内容。学科馆员以“套

餐”形式嵌入课程开展培训，“套餐”包括参与课程设

计、提供数据库课件、点评课堂展示等。“套餐”量身

定制，“营养”全面，能很好地满足课程多层次、多方面

的需求。

３．５．３　重视博士生论坛交流平台　博士生论坛是学
校为博士生提供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人文学院博士

生论坛每年春季学期举办一次，每次约两天半的时间。

从２０１７年起学科馆员受人文学院研究生会邀请全程
参加该论坛活动。在论坛期间，学科馆员通过开展专

题讲座、个性化答疑推介图书馆资源和服务，通过参加

几十场学术报告会提升专业素养，通过和几十位师生

交流深入了解院系情况和需求，通过和同学们同吃同

住、休闲娱乐拉近距离。博士生论坛能够拓展学科馆

员的服务空间，进一步夯实学科服务的基础。

３．６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教育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共同普及与

传播来实现，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期以来

人们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８
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的通知。依据

《基准》，哲学社会科学界可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积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４７］。

３．６．１　合作举办系列哲学讲座，促进哲学思想的推广
普及　２０１７年以前，清华哲学系的讲座一般都在学院
内部进行，影响范围小，校园内公共哲学讲座也不太

多。例如，清华论坛自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举办第一讲，到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共举办７６讲，主题基本都是关于科
学、管理、经济等方面的，未涉及哲学［４８］。２０１６年 １１
月底，学科馆员在拜访哲学系教师顾问的时候，就合作

举办哲学讲座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自２０１７
年１１月开始，在学校及图书馆各方的支持下，清华大
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以下简称“文科馆”）与哲学系开

始合作举办系列哲学讲座，至今已累计举办１０余场，
包括冯友兰哲学纪念讲座、贺麟哲学纪念讲座、王玖兴

哲学纪念讲座、叶秀山哲学纪念讲座等，几乎场场爆

满［４９］。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日，教师顾问宋老师在其微信
朋友圈感叹到：“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学，应

该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阶梯教室灯火通明人头涌动开讲
座的模样。过去的一周让我有时光倒流３０年的感觉
……”讲座主持人范老师给学科馆员发来微信讲到：

“……我想，无论对于图书馆还是对于哲学系来说，这

２３

ch
in

aX
iv

:2
02

30
8.

00
46

5v
1

ChinaXiv合作期刊



任平．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的思考和实践———以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为例［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

（２４）：２７－３５．

次活动都很成功。……哲学讲座在新斋之内时，常乏

人问津，走入图书馆、面向校园时却如此火爆。感谢您

付出的努力！”哲学讲座在图书馆这个平台来开展，能

让更多用户感受到哲学和哲学家的魅力，激发更多用

户对哲学的兴趣，扩大哲学的影响，促进哲学的普及，

增强图书馆的学术气氛和校园的思辨氛围。在合办讲

座过程中，学科馆员需要和院系进行沟通，与院系的联

络更加密切；学科馆员还负责讲座宣传、协调和现场组

织等工作，也减轻了院系的工作量；院系师生对图书馆

学科服务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也由此进一步提高，对学

科服务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

３．６．２　策划哲学主题书架，营造哲学氛围　专题书架
是把不同类别下相同主题的图书集中起来进行展示，

供用户集中查阅，节省用户找书时间，营造氛围。文科

馆每年推出四期专题，部分专题与哲学相关，例如，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图书馆宣传月期间推出“探究生命伦理”
专题，２０１７年３月邓小平逝世２０周年之际推出“走近
小平”专题，２０１８年４月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离世２个
月后的清明节推出“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

颐”专题，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推出“中国道路，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专题等［５０］。专题书架设置在文科馆

一层总服务台西侧，每期书架展示３个多月，对来来往
往的用户能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在专题书架策

划和导语撰写过程中，学科馆员关注学界热点，了解哲

学藏书，阅读哲学文献，增进了对哲学学科动态和资源

的了解，也提高了自身的专业素养。

３．７　积极协助院系工作
　　学科馆员也积极协助院系开展工作。例如，２０１６
年起清华哲学系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开始建立合作关

系。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一号讲席教授赫
费先生来清华讲学，并做客“清华海外名师讲堂”，本

次“清华海外名师讲堂”由清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主

办，清华哲学系和文科馆协办，学科馆员参与组织工

作，积极协助。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图宾根大学校长一行访
问清华大学，并在哲学系老师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学

科馆员协助做好参观接待工作［５１］。

４　问题与展望
　　总的来说，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根据学
科特点，从基础工作开始，对用户用心，为学科尽力，通

过扎扎实实的工作逐步推进和提升。全覆盖的个性化

服务集精细化服务和综合效应于一体，推动学科和学

院的发展，提高学科和学院的影响力，学科服务的价值

得到用户的认可。同时，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历史、中文

等人文学科也推行类似的学科服务工作思路和方法，

同样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学科馆员对历史系研究

生新生开展的培训讲座已成为历史系研究生新生学科

专业教育公共活动之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学科馆员人手不足始终是制约学科服务全
面深入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全覆盖的个性化服务需

要学科馆员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做准备。例如，随

着人文社科资源建设力度的加大，图书馆新试用或订

购了不少人文社科类资源，其中不乏大型数据库和大

型丛书，学科馆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消化”

这些新资源。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存在重复出版或收录

的情况，版本也有所不同，学科馆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进行资源核查和评估。不论是管理层还是学科馆员，

都有必要充分认识人文社科的作用和发展态势，站在

更高的高度理解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工作的作用和意

义，更加重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工作，在人力资源上给

予更大支持，使得学科服务工作能够开展得更加全面

和深入。

　　其二，全覆盖的个性化服务需要学科馆员具有较
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对学科馆员来说是考验和挑战。

图书馆有必要更加重视人文社科学科馆员整体素质和

能力建设，以适应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工作发展的需要。

　　总之，随着我国人文社科的快速发展和“双一流”
方案的实施，加快探索和实践人文社科学科服务势在

必行，任重道远。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的责任越来越大，

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学科馆员一方面要

抓取契机，正视问题和不足，坚持学习，不断提高综合

素质和能力；另外一方面要勇于实践，敢于尝试，创新

思路，加强合作，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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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Ｊ］．图书情报研究，２０１８，１１（１）：４３－４９．

［２７］王平．网络学术交流行为的认知分析及启示———以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科研人员为调研对象［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３（５）：１１２－

１１８．

［２８］张萍，单向群，李伶，等．人文学科用户信息搜寻行为及对学科

服务的启示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Ｊ］．图书情报导

刊，２０１７，２（４）：３４－４０．

［２９］冯向梅．人文社科学者用户对学术型产品使用行为的实证分析

［Ｊ］．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７（１）：６１－６６．

［３０］肖鹏．人文研究者在线文献求助与交流行为研究：以“求助 －

应求”框架为视角［Ｊ］．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８（３）：７２－８０．

［３１］范爱红，邵敏．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

措［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１）：５６－６０．

［３２］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ＥＢ／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ｏｐｓｓ?ｃｎ．ｇｏｖ．ｃｎ／ｎ１／２０１７／

１１０７／ｃ２１９４６９?２９６３２３６０．ｈｔｍｌ．

［３３］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ｄｇｄｃ．ｅｄｕ．ｃｎ／ｘｗｙｙｊｓｊｙｘｘ／ｘｋｐｇｊｇ／．

［３４］清华首聘１８位文科资深教授———发力文科，一流大学再提速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ｔｈｕｎｅｗｓ／１０３０３／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０１２５１４１１２０５４３４３００３３／

２０１８０１２５１４１１２０５４３４３００３３＿．ｈｔｍｌ．

［３５］钟建法．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保障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０，５４（１１）：１０－１３．

［３６］文科图书馆完成上千册西方古典哲学文献的整理与核查［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ｈｓ．ｌｉｂ．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ｃｏｎ

ｔｅｎｔ／１１５７．

［３７］刘承华．原典阅读：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从芝加哥大学

“社会思想委员会”谈起［Ｊ］．教育与现代化，１９９７（２）：２７－３１．

［３８］清华大学图书馆人文学科导航［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

ｈｔｔｐ：／／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ｃｎ．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ｃｏｍ／Ｈｕｍｔｅｃｈ．

［３９］肖珑，关志英．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资

源共享服务［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８（５）：１１－１５．

［４０］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ｓ：／／

ｃｔｅｘｔ．ｏｒｇ／ｚｈｓ．

［４１］ＰｈｉｌＳｃｉＡｒｃｈｉｖ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ｐｈｉｌｓｃｉ?ａｒ

ｃｈｉｖｅ．ｐｉｔｔ．ｅｄｕ／．

［４２］文科图书馆开展“共享智慧，共同成才”集体答疑活动［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ｈｓ．ｌｉｂ．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９９９．

［４３］文科图书馆学科馆员在宣传月期间积极开展“走进院系”活动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ｈｓ．ｌｉｂ．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０４．

［４４］微沙龙：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术交流平台［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ｎｅｗｔｈｕ／１０２５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９２７０８４２５５２１０８７６９０４／２０１６０９２７０８４２５５２１０８７６９０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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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高校图书馆人文社科学科服务的思考和实践———以清华大学图书馆哲学学科服务为例［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

（２４）：２７－３５．

［４５］孙坦，初景利．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理论与方法［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４６］隋桂玲，刘晓峰，徐淑秋，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嵌入式学科服

务实证研究［Ｊ］．图书情报导刊，２０１８（１）：１９－２４．

［４７］李群．积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Ｎ］．中国社会科学

报，２０１６－０５－３１（５）．

［４８］清华论坛［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ｎｅｗｔｈｕ／ｎｅｗｔｈｕ＿ｃ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１．ｈｔｍｌ．

［４９］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主页－文图讲堂［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ｈｓ．ｌｉｂ．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ｌｉｓｔ．

［５０］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主题书架［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

２６］．ｈｔｔｐ：／／ｈｓ．ｌｉｂ．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ｅｌｆ．

［５１］彭刚会见图宾根大学校长 畅谈人文学术交流［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１１－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ｓｈｓｓ／１８３９／

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１１１６０９１９４６４０２８７１６５８／２０１８１１１６０９１９４６４０２８７１６５８＿．

ｈｔｍ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ＲｅｎＰ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ｖ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ｈｏ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ａｎｄｏａｇｏｏｄｊｏｂ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
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ｘｉｓｔｅｄｓｕｂ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ｖｅ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ａ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ｗ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ｆｕｌ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ｔａｉ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ｎｏｂｌｅ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ｓｉｃ
ｗｏｒｋ，ｉｔｔ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ｓｏｌｉ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ｐｒｏ
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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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智库研究》书讯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伟所著的《专业智库研究》一书，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正式出版。作者自２０１０年８月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从事管理和研究工作后，先后结合国家和上海的

战略发展与图情公共政策，组织开展了多项国家重大、重点课题研究和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研究，承担了上海市社会

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领军人物工作室的智库研究工作，组织编纂出版了一批研

究著作和辞典，撰写了一批研究论文，就国家和地方的战略发展和公共政策提出了一批决策咨询建议，从而对专业

智库问题有了深入的认知。本书汇集了作者８年来的研究心得，其中“基础理论篇”主要是关于智库的概念、类型、

功能等的理论探讨；“图情智库篇”主要是关于图书馆和情报事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决策咨询

篇”主要是对国家和上海市发展进行的一些调研和决策建议。

　　书名：《专业智库研究》

　　作者：王世伟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５２０－１００７－７／Ｃ·１７３

　　定价：５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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