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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要再次迭代提升

Ø 未来图书馆
用户的需求是对知识的需求，多元化、个性化服务，线上线下结合，
智能化、数据驱动管理，文化交流与创新平台

Ø 传统图书馆
用户的需求是对文献的需求，基础服务，单一模式，人工管理为主，知识
存储与传播

师生文献需求与图书馆资源保障不足的矛盾

文献借阅 馆藏文献管理 参考咨询

情报研究与分析 数字图书馆与移动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

知识组织

智库研究与服务

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

服务能力 服务能力

馆内工作 与文献相关

事务性、技能性 知识、能力要求不高

中介性

师生对服务的需求与图书馆服务能力不足的矛盾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图书馆要走向高质量发展，从“有没有”“多不多”到“好不好”“强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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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高学历、高素质

面向用户需求 知识、创造

研究性

资源服务 物理空间

资源收集管理 线下学习支持 文化素养教育、教育
国际化

学校学科
布局

泛在化个性化
学习

面向社会发展的
学科服务

学科发展方
向与趋势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职业特点 职业特点

部分内容引用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初景利教授在公开讲座中阐述的观点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学术高地，更是思想创新、文化交融和社会进步的引擎

目标是培养全球领导者、推动知识边界扩展，并为人类共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AI技术赋能图书馆发展

研究型大学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  

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前列 “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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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生的向往地

拔尖创新人才的诞生地

全球尖端人才的聚集地

前沿科学探索、重大科技发现、
重大技术发明的原创地

人类文明进步先进理念
与文化的贡献地



     

锚定发展目标

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学校发展规划、师生需求，图书馆制定
相应的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通过资源、技术、人才、
空间和服务能力的全面协同，在这些方面形成合力，图书馆
才能成为支持教学、科研和学术创新、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

ü 对学习的直接支撑

ü 对教学的直接支撑

ü 对科研的直接支撑

ü 对战略的直接支撑

ü 对决策的直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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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为翼

馆员
为主

价值
为要

需求
为本

资源
为基

服务
为王

能力
为先

师生需求
图书馆

发展规划 以用户服务
为根本

文化
为魂

管理
为核

师生需求
达成度

国家战略需求

学校发展规划

创新
为根

图书馆



通过 “资源高效配置-服务效能革命-品牌全域渗透” 的三阶跃迁

图书馆从“资源提供者”进化为世界一流大学“学术生态赋能者”

全力以赴助力学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v 学校学科发展需求导向（勇担航天第一尖兵使命，立足航天、服务国防、
长于工程）

v 师生成长成才驱动

v 以现代化、智能化服务和管理体系建设为支撑

v 以学习学术资源中心、学习交流中心、知识服务中心、校园文化中心建设为抓手

v 建设党和国家满意、学校满意、师生满意的图书馆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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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
传承、文化浸润，成为
师生提升人文素养的首选地

校园文化中心
承载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传播交流中心

学科服务、人才服务
学术交流服务，成为
师生获取知识服务首选地

知识服务中心
提供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服务支持

图书馆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角色定位

购买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其他
方式及时按需获取，成为
师生获取学术资源首选地

学术资源中心
建设世界一流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学习交流中心
保障世界一流标准的学习环境支持

泛在学习、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
终身学习，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
习、协作式学习，成为
师生学习的首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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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中心建设——学术资源中心

从“资源堆砌”到“智慧运营”的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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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资源建设

构建“需求定义型”智能采购系统

• 动态预算优化模型：实时监测资源使用情况
• 精准采购、增量、降重

Ø 资源服务
特色资源智能加工

打造“场景化知识按需流动”生态

• 开源获取
• 智能问答检索系统
• 跨模态资源整合



Ø 学习支持：构建“自适应学习神经网络”

 智能学习空间感知：学习环境调整，整理空间布局

 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基于知识追踪算法

Ø 教学支持：协作创新，打造“AI + 教师”协同教研平台

 虚拟教研室协同系统

 实验设计智能助手

四个中心建设——学习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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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服务” 到“智能学习共生体”的学习生态重塑



2021-2024我校计算机科学万分之一学科潜力值逐年上升

v XXX方面是我校的优势研究，发文量与CNCI值均高于对标高校，
我们可以继续加深科研投入，拉开与他校的距离

v “XXXXXX”是我校主要发文方向，但CNCI值为X.XX，全球高被
引论文的CNCI值高达29.61，建议我校研究人员多关注高影响力
文章，需求创新点与突破点 XXX自2019年起，发表论文学科百分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合作没有形成网络，相

对孤立，需要加强合作，保证高水平研究的可持续性

我校计算机科学学科学者合作网络XXX发表论文射束图

计算机科学学科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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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我校与前万分之一国内高校及全球高被引论文研究热点影响力：

四个中心建设——知识服务中心

注：基于科睿唯安数据和工具



从“流程化支持”到 “认知化协同”的学术赋能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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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中心建设——知识服务中心

知识
服务2

1

3

学科服务

学术交流人才服务

Ø 学科服务：构建 “数据-知识-发现”智能转化链

 科研选题的智能化

 技术路线的智能化

Ø 人才服务：打造 “全周期学术成长数字孪生”

 青年教师学术导航

 研究生培养智能助手

Ø 学术交流：创建“无界化知识共生网络”

 跨语言实时研讨平台

 前沿趋势智能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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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项目

文化讲堂

英语讲中国事

Ø中华传统文化之服饰
Ø中华传统文化之传统商品
Ø中华传统文化之传统乐器

四个中心建设——校园文化中心

匠心讲堂
Ø 单霁翔《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
Ø 韩卫盟《有温度的敦煌壁画》
Ø 刘冬颖《不学诗，何以言》
Ø 许杰《显著与隐微-三星堆》

Ø 储节旺  《姜夔与赤栏桥》
Ø 陶然《诗歌散文的朗诵创作》
Ø 刘青华《阅读，成为更好的自己》

文化素养系列课
Ø与本科生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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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重新定义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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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数字化

传统方式

AI深度融入，生成新的服务

AI生成新的资源和新的服务，走向智慧化

各种类型服务

学习服务、知识服务、文化服务等多种类型的服务

电子化、数字化

电子化、数字化、网络采集方式，馆藏文献的形式和范
围都有所不同

传统文献、传统服务方式

传统的印刷型文献、传统的空间服务、传统的手工方式

智慧化

需求引领、技术推动，图书馆不断进化，服务不断升级



Ø 从 “功能集合” 向 “智慧生命体” 进化 Ø 新范式的特征

AI 重新定义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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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服务“预判型”供给

• 资源体系“自生长”机制

• 学习空间“自适应”进化

• 文化传播“情感化”连接

从“响应需求”到“定义需求”，如提前布局专题资源，引领
学术探索方向

AI持续优化资源结构，自建库自动吸收新产生的学术成果，形
成动态更新的知识生态

根据学习者状态实时调整环境与服务，构建“无感融入式” 
学术支持场景

通过数字孪生与情感计算，使文化传承从“信息传递”升维为
“价值认同”

AI 赋予图书馆三大能力

 感知能力

 认知能力

 行动能力

通过物联网与用户行为数据，实时理解学术需求与文化诉求

借助知识图谱与大模型，实现从数据处理到洞见生成的智能跃迁

依靠自动化系统与智能技术，快速响应需求并提供精准服务



六位一体推进发展新格局

需求精准感知 资源立体供给 技术深度赋能 服务主动嵌入 管理科学高效 文化浸润无声

需求为本 —— 
构建需求响应体系

资源为基 —— 
打造资源生态系统

技术为翼 —— 
构建智慧支撑中枢

服务为王 —— 
创新服务供给模式

管理为要 —— 
推行精益治理模式

文化为魂 —— 
深植精神文化高地

部署需求感知系统

组建学科需求团队

构建需求预测模型

建立分级响应机制

完善资源建设模式

丰富人文社科资源

提升资源使用效能

建设特色资源矩阵

推进系统深度整合

打造技术创新团队

完善技术落地机制

提高技术应用效能

强化三级服务体系

创新服务供给模式

打造精准服务矩阵

推进服务边界延伸

人才培养创新机制

可视数据精准管理

全域空间合理优化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挖掘优秀文化基因

打造文化记忆空间

构建文化传承体系

培育文化传播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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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重新定义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特征

2025-6-30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刘宏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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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现状

年龄分布

学历分布

u 1227所高校图书馆81.6%的馆长为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博士学位馆长所占比例是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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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38.5%

46.9%

10%

博士 硕士 本科 其他

3.8%

19%

37.7%
39.5%

29岁及以下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1269所高校图书馆

1273所高校图书馆

引自《2023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数据



面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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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图书馆人员和经费双减

Ø 馆员参与培训少，学术会议机会少

Ø 期刊论文越来越难发，核心期刊少

Ø 职称驱动，评职称标准越来越高

Ø 科研项目来源少

Ø 图书馆的属性和定位，服务机构还是学术机构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坐标轴标题

C9高校图书馆CNKI收录学术期刊论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浙江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

Ø 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低，研究弱



« 打破个体科研局限性 « 培育学术创新文化
组织化科研通过组建跨岗位团
队，整合多元专业背景优势

通过 “传帮带” 机制，如资深馆员
带领新人参与项目，将研究思维融入

日常工作

« 积累知识资产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知识资产，建立 
知识库，收录团队在读者行为分析、
资源评估等领域的研究报告、工具
模型，为新馆员培训及服务优化提
供支撑

« 完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
通过组织化科研建立 “项目申
报 — 成果培育 — 职称评审” 
全链条支持机制，提升团队研究
能力

« 融入学校科研体系
与院系、行业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承
担文献计量分析、专利挖掘等职能，

从 “服务配角” 转变为 “科研伙伴”

有组织开展科研活动

组织化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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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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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专家讲

“书香雅韵”经验分享讲座第1期 ——图书馆切入课程建设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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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馆员讲

“书香雅韵”经验分享讲座第 3 期 —— 图书情报类论文投稿、查重&科技查新深度解析



培训

Ø馆员参加线上培训，共同学习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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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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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共读、一起研究

好文推荐、分析点评

邀请专家、指导修改

学会找痛点、找热点

论文思路、共同研讨

Ø 定期举办论文研读活动

以研读促研究，以研究带服务，激励馆员具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意识



项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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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校内或馆内立项，团队完成学科分析报告

学科办立项经费支持，助力学科建设

• 《多维度评价分析一流大学（学科）发表论文质量》

• 《ESI学科（教师）贡献度及潜力学科分析》

• 《“一校三区”协同发展机制体制研究》

科工院立项经费支持，助力科研发展

• 《学校年度发文统计》

• 《有关专题文献调研》

学校发展需求，提升学术影响力

• 《基于ESI的哈工大计算机科学学科分析报告》

• 《基于2025QS大学排名的我校艺术与人文学科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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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项目成果为高校图书馆从
传统服务向智慧化、产品
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
提升了图书馆在科研支持
中的战略地位

积极开展项目申请

《产品化思维下的国内外开
源情报开发与利用机制研究》

科大讯飞高校创新研究专项

为高校建设未来学习中心
提供可复制的技术方案与
管理模式。丰富教育技术
学领域的人机协同学习理
论，构建AI时代的教育新
范式

《基于科大讯飞大语言模型
的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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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建设资助计划项目

带领师生重温哈工大八百
壮士精神，学习我国杰出
科学家以及老一代航天人
的先进事迹，弘扬科学家
精神，为国育百年良才

《科学家精神宣传教育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项研究项目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审专
家高度认可，为黑龙江省
乃至全国微纳机器人领域
的技术研发与专利布局提
供决策支持

《微纳机器人关键技术专利
分析研究》

2020 2020 2022 2024



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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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论文第一作者，SCI、SSCI、A&HCI奖励2000元，
CSSCI奖励1000元，北大中文核心奖励500元

Ø 省部级、国家级项目申请年获批，仅奖励当年，奖励
负责人，国家级、省级政府机构组织申报的项目或经
费总数超过1万元的项目，奖励1000元

Ø 奖励全国性学会各类获奖第一作者奖励1000元，全球
获奖奖励第一作者5000元

Ø 有其他重要影响力的获奖奖励1000元
     赵宁，2024 图书馆学者活跃度排名总榜单的 B 类学者



谢谢！

刘宏伟    2025.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