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转型（DX）

关于大学图书馆未来的思考

吴建中 澳门大学图书馆



从计算机化或计算机辅助时代到数字化或数
据驱动发展的时代是一个质的飞跃，对于大
部分组织来说，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
的必然要求，也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1 数字化转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DC于2019年4月《全球半年度数字化转型
支出指南》（Worldwide Semiannu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pending Guide
）, 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将达到1.18万亿
美元，比2018年增加17.9%。

2022年中国50%以上的组织将通过数字化转
型，依靠新的商业模式、数字化产品与服
务实现业务增长。

数字化转型



新加坡：数位到底，用心服务

 新加坡政府在一份题为《数字政府
蓝图》的报告中，打出“数位到底
，用心服务”口号（Digital to 
the core, and serves with 
heart）

 数位到底——利用数据、连接及运
算，针对政府服务民众、企业的方
式以及公务员做事的方式进行改变

 用心服务——指政府不会因数字化
转型而失去人性，反而会利用数字
化转型来提升与民众互动的体验。



 国内外一流的大学已经步入数字化转型
的轨道。图书馆作为其“心脏”的功能
，也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适应大学整体的现代化进展。

大学：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DX）面向教学科研
Library should serve for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当图书馆流通数持续下降，当电子
资源购书经费比重持续上升，当用
户更习惯于数字化学习的时候，图
书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身发展重心
的转移问题了。

When book circulation decreases, 

budget for e-journal increases and 

users are more accustomed to 3C, 

library should readjust its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国际图联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委员会
IFLA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Section

支撑学习、教学和研究的图书馆
核心服务包含十一项：

开放获取转型

开放获取出版

开放数据管理

开放教育资源

开放源环境

开放科学政策

电子研究支撑

版权管理、图书馆管理新形态、
信息素养和员工新技能与培训。

Important topics
 open access transformati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open data management,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pen source environments,

 open science policies

 e-research support,

 copyright legislation,

 new shapes of librar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literacy,

 advanced skills and further training 

of library staff.



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八个新挑战
ACRL：8 challenging activities

 了解并满足个别用户在信息分析、识
别方面的信息需求

 创新全校园信息素养教育并融入课程
学习以加强信息素养技能

 选择、组织全媒体信息并促进其利用

 在掌握和利用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提出战略计划

 计划、安装、运行好计算机系统及其
电子资源设计并管理好网址

 加强与学院老师、计算机专家和教学
开发人员之间的合作

 促进同事间的有效团队组合

 参与并加强公共关系以促进和提升大
学图书馆经费

consult with individuals in analyzing, 

identifying, and fulfilling their information needs

create campus-wide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deliver classroom i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select, organize, and facilitate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a variety of formats

keep abreas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develop strateg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plan, implement, and administer computer-

based systems, electronic databases design 

and manage Web sites

collaborate with classroom faculty, computer 

specialists, and instructional developers

contribute to effective teamwork among 

colleagues

participate in and lead public relations efforts to 

promote and raise funds for academic libraries



高校图书馆影响力报告:增进基础研究与应用
Academic Library Impact: Improving Practice and 

Essential Areas to Research by ACRL/OCLC 

重点关注六个领域

 有关图书馆价值的推介

 将图书馆评价与大学目标结
合起来

 将图书馆数据融入大学数据
系统

 量化图书馆对学生成就的影
响力

 提升教学与学习

 与教育利益相关者合作

6 focus

1. Communicate the library’s 

contributions. 

2. Match library assessment to 

institution’s mission. 

3. Include library data in 

institutional data collection. 

4. Quantify the library’s impact on 

student success. 

5.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6. Collaborate with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2
两个案例

Two best practices



https://livingheritage.lin

coln.ac.nz/nodes/view/

5501#idx33156

新西兰林肯大学图书馆
Library, Teaching & Learning 2013

Learning and Teaching & Research 14

Flexible Learning Initiative 3

Content Services 13

Access Services 8

+Librarian and secretary



 图书馆原来有三个部门，即用户服务组、
藏书发展组和管理服务组，2011年合并后
改为现在的四个部门，即学习和教学组、
用户服务组、藏书发展组和管理服务组，
人数由原来的39人发展到47人，用户服务
组由原来的23人减少到14人，藏书和管理
两个组人数没有大的变化，但增加的学习
和教学组（人数20人）大部分是新人，来
自大学其他部门。

 2013年报的时候，人数减少到40人，减少
了初级人员，改组成学习、教学与研究组
（14人）、灵活学习项目组（3人）、内
容服务组（13人）、获取服务组（8人）
，再加上馆长和秘书。



员工共有700多人。用户服务213人，馆藏
管理168人，加起来381人，占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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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与建议

Suggestions



调整姿态，融入大学整体发展

 转变观念，融入大学整体发展体系，消除图
书馆与大学、实体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两
张皮”现象，追求整体性协调和整体性发展
。确立重点和优先顺序，根据现有条件有序
推进各类项目。

澳门大学图书馆不仅根据大学
的发展规划制定了五年战略规
划（2019-2023），而且在战
略规划的框架下订立年度计划。



抓住机遇，推进数字化转型

 过去图书馆的压力是“保刊”，现在是要“保电
子资源”，否则无法满足各院系对信息资源的最
低要求。由此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也必须整个调
整到适应电子和数据资源的运行模式。

 澳门大学图书馆采取横向组织和一专多能的办法
，在不改变原有组织形态的情况下，建立跨部门
的小组，如信息素养小组跨越了三个部门，主持
人小组成员要求一专多能，在原有的岗位职责不
变的情况下，增加活动主持的工作。即将建立的
研究服务组也将采取跨部门的做法，将各个部门
中具备研究服务潜能的员工组合起来。



重心转移，创新全素养教育

 Unesco提出“媒介与信息素养”这一概念，将它看成
是21世纪所有公民生存所必须的关键能力。IFLA发布
了《国际图联媒介和信息素养建议书》，强调“媒介
和信息素养由知识、态度以及各种技能组成，通过这
些技能可以知晓何时需要何种信息；从哪里并且如何
获取所需信息；发现信息时如何进行客观评价和有序
组织；并且以正当的方式加以利用”。

 澳大图书馆在主动深入院系，开设信息素养课程的同
时，积极编撰教材出版。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教学质
量，而且可以成为学校通识教育的教材。此外，澳大
图书馆还开设媒体工作室（Media Studio），发挥馆
员的专业优势，既为用户提供了各类工具和设施，又
起到了协助和辅导的作用。



資訊素養課程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



媒體素養教育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



澳门大学图书馆数据墙



澳门大学图书馆数据墙



澳门大学图书馆数据墙



请各位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