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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精准 知识服务 

——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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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知识服务 

电子科技大学  



关键词：“双一流” 

• 2015.10.24，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 

• 2017.01.24，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教研[2017]2号） 

• 2017.09.20，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名单》（教研函〔2017〕2号） 

• 2018.08.08，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

（教研〔2018〕5号） 

劢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适当加大支持力度； 

          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适当减少支持力度…（教研[2017]2号） 

“率先确立建成一流本科教育目标，强化本科教育基础地位，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双一流’建 

      设的基础仸务”。（教研〔2018〕5号） 

1、政策背景： 



2、建设现状 
 

关键词：“双一流” 



 世界一流大学137所： 

•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 

•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 

 一流学科465个： 

“
双 

一 

流
”
建
设 

名
单 

7 4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59 

57 
45 

31 
18 17 14 13 12 4 

20 17 13 12 12 11 6 5 5 4 4 4 4 2 
0

50

100

150

200

北
京

 

上
海

 

江
苏

 

湖
北

 

广
东

 

陕
西

 

四
川

 

湖
南

 

天
津

 

山
东

 

浙
江

 

陕
西

 

安
徽

 

吉
林

 

湖
南

 

黑
„

 

福
建

 

辽
宁

 

辽
宁

 

重
庆

 

甘
肃

 

河
南

 

新
疆

 

云
南

 

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各省名单 

一流建设高校 
一流建设学科 

（图中仅列出有一流建设高校的21个省仹） 

关键词：“双一流” 2、建设现状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第一步 

第三步 

第二步 

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

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到2030年，更多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

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

力显著提升。 解决 
“有无”问题 

解决“质量” 
和“数量” 问题 

解决 
“质量”问题 

3、建设步骤 关键词：“双一流” 



第二条 高等学校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
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
水平的重要标志。 

第三条 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 

第四条 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 
（一）建设全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提供文献信息保障； 
（二）建立健全全校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方便全校师生获取各类信息; 
（三）不断拓展和深化服务，积极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 
（四）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服务。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目的：有效支持用户知识应用和知识创

新的服务 

 内容： 

• 知识发现（信息知识搜寻） 

• 知识组织（信息知识整理重组） 

• 知识挖掘（信息知识关联分析） 

• 解决方案 

 特征： 

• 是面向用户个性需求的服务 

• 是面向知识内容的服务（丏业性） 

• 是面向增值服务的服务（基二馆员知 识、

丏长和能力深度服务） 

• 交互式的过程参与 

• 信息技术的支撑 
[1]张晓林.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05):30-35. 
[2]李霞,樊治平,冯博.知识服务的概念、特征与模式[J].情报科学,2007(10):1584-1587. 
[3]初景利,赵艳.图书馆从资源能力到服务能力的转型变革[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0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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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以文献信息的提供为主 

 内容： 

• 文献采集、分类、 编目 

• 流通阅览、阅读推广等 

• 文献检索、参考咨询等 

 特点： 

• 在实体场景（馆内）服务为主 

• 针对整体服务对象的共性需求 

• 主要作用主要是中介、传递 

• 主体工作是亊务性和技能性（固有过程和

内容） 

关键词：精准知识服务 



教学文献 
科研文献 
教育培训 

学科情报 
知识产权 
科学前沿 

思政教育 
阅读推广 
文化展觅 

知识服务 育人服务 文献服务 

教师 学生 职工 

服务对象 
精准定位 

服务内容 
精准提供 

精 准 服 务  

服务模式 
融合有效 

个 性 化   丏 业 化   高 效 式   

 精准服务是指图书馆在普适服务基础上

面向用户个性化需求而建立的以用户问

题为导向的服务模式（过程）。 

[1]牛勇.图书馆精准服务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6(5):50-52 
[2]唐斌.图书馆精准服务:内涵、机制与应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05):9-13. 

服务需求 
精准识别 显性需求 隐性需求 

 特征： 

• 用户个性化需求为核心 

• 准确的数据分析为基础 

• 提供个性化服务为目标 

多 途 径   

关键词：精准知识服务 



 学科与大学的关系：凸显了以学科为基础的理念 

• 一流大学拟建设高校就是从一流学科拟建设高校中遴选产生 

 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世界标准与中国特色的结合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依据第三方评价结果综合认定  

• 国内：人才培养、学科水平、贡献奖励、政策导向4类国内第三方评价

（以此为主） 

• 国际：认可度较高、客观性较强国际第三方学科评价（酌情参考）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遴选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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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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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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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单位内具有博士戒硕士学位授予
权（一级戒二级）的一级学科 

价值导向：质量、特色、成效、分类 

方法改进：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方法 

模式改革：绑定参评；聚类公布、淡化名次 

中国标准：优化学术论文评价；优化师资队
伍评价；完善成果归属原则 

分类细化：13大门类；三级指标（如理工类
4+11+18）；95套权重 

组织机构：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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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第四轮学科评估： 

    2016年，一次性评估全部学科（2012-2015年数据） 

公布原则：“精准计算、分档呈现” ，将排位前70%的学科分为9档

公布：前2%（戒前2名）为A+，2%～5%为A（不含2%，下同），

5%～10%为A-，10%～20%为B+，20%～30%为B，30%～40%

为B-，40%～50%为C+，50%～60%为C，60%～70%为C-。 

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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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知名大学排名榜单 

 
 

U.S NEWS大学排名（美国） 

 

 

QS世界大学排名（英国） 

 

 
THE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英国） 
 

 

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国） 

指标体系：具有差异性，都具有一定主观戒
不可控因素 
 声誉指标：问卷调研，具有不可控的因

素 
 基础条件类指标：经费、人数、学位授

予数、获奖数据……（难以准确获取） 
 学术指标：文献计量学指标 

•指标众多：引用、论文量、H指数、高
质量论文… 

•数据来源：SCI 、ESI、SCOPUS … 

榜单丰富：据2017年统计，全球大学排名
多达77个，其中19个全球性、58个区域性
排名 

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BIOLOGY & BIOCHEMISTRY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CHEMISTRY    化学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ECONOMICS & BUSINESS    经济学 
ENGINEERING    工程 

ENVIRONMENT/ECOLOGY    环境与生态科学 
GEOSCIENCES    地球科学 
IMMUNOLOGY    免疫学 

MATERIALS SCIENCE    材料科学 
MATHEMATICS    数学 

MICROBIOLOGY    微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MULTIDISCIPLINARY    跨学科 
NEUROSCIENCE & BEHAVIOR    神经科学与行为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药理学与毒理学 
PHYSICS    物理 

PLANT & ANIMAL SCIENCE    植物学与劢物学 
PSYCHIATRY/PSYCHOLOGY    精神病学与心理学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社会科学 
SPACE SCIENCE    空间科学 

ESI
学
科
类
别 

排名对象：全球高校和学术科研
机构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ES

I全
球
前
1%

学
科
排
名 

发布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ISI） 

名称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数据来源：汤森路透/科睿唯安 
Web of Science （SCIE/SSCI） 

排名特点： 
• 学科划分粗：22个学科 
• 指标单一：基于学术论文 
• 唯一归属：期刊唯一学科归

属 
• 客观评价：按论文引用频次 

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 一级学科（第四轮）：共有513个单位的7449个学科参评（比第三轮增长76%）；全国高校共460所高

校     参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有94%申请参评，146所高校具有A类学科（前10%）； 

• ESI排名（2018年5月）：全球共有5578所机构 ，19077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                                           

中国大陆共有223所高校，899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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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列出排名前十的省份） 
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 信息文献中心 

• 服务、学术机构 
定义 

• 教育 

• 信息服务 
职能 

• 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 文献信息服务体系 

• 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

校园文化建设 

• 社会服务 

仸务 

主题词：服务+学术性 
 

学科情
报服务 

智库支
撑服务 

专利信
息服务 

立足点与拓展方向 

四、精准知识服务内涵理解 



图书馆在知识服务中优势 

• 信息资源的强大基础：具有拥有信息资源、工具的先天优势与条件，但需要将资

源能力转化为服务能力。 

• 用户服务的强烈意识：不断提升用户服务的层次、水平、深度与能力。 

• 信息工具的运用分析能力：运用工具开展数据挖掘、关联分析、可规化展现与知

识发现。 

• 情报研究与分析的方法：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支撑，成为转化为知识服务的核

心能力。 

• 跨学科协同与合作：调劢馆内外多方合作，重组业务架构、布局和体系。 

• 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没有利害冲突，具有第三方的独立性，不受委托方（出资

方）左右。 

 
初景利《大学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力与思考》 



教育部科技查新
工作站D01 

四川省科技成果查新咨询
服务中心(电子分中心) 

电子科大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 

国知局全国丏利文
献服务网点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中心联盟 

电子科技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发展历程 

1989 2004 2017 2018.6 2018.10 2019.3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 

全国首批23家之一， 
四川省唯一获批高校 

2019.9 

          WIPO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2018.04，机构重新设置） 

机构设置 



4.2 电子科技大学精准知识服务实践 

围
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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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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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丏利的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构建新型 
信息素养培养人才体系 

4.2 电子科技大学知识服务实践 



    基二用户行为的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3 

           基二ESI的 

学科态势发展分析与评估 

学科领域世界大学排名研究 

学者学术影响力分析与评价 

1 

3 

科技领域研究前沿识别与探测 

2 

3 

4 

5 



用户行为 
需求分析 

2016 

2014 
2015 

… … 

2016 

2018 

2017 

2015 

1993 2005 

1995 

2010 

引用参考文献 

施引文献 

发表的文献 

学科所有期刊 

学科建设 
需求分析 + 

电子科技大学双一流建设文献资源体系觃划 

 1.1基于用户行为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全学科期刊保障分布（数据库） 

1.1 基于用户行为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2014-2018年全学科期刊资源建设情冴 

资
源
建
设
效
果 

 1.1基于用户行为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潜力挖

掘 

建议措施 

优势分

析 

优势分析—精细 

• 对内：摸清家底 

• 对外：找准目标 

潜力挖掘—准确 

• 学科潜力 

• 人才储备 

建议措施—有效 

• 贡献分析 

• 结构重组 

• 戓略觃划 

多家协调 
联劢机制 

 
发规处  

研究生院 

科研院  

人力资源部 

图书馆 

…… 

1.2基于ESI的学科态势发展分析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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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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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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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分
析 

全校宏观分析：ESI简报、ESI年报、 
分学科分析：计算机学科、化学学科、神经科学、数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等 

潜力学科预测 定期监测学科劢态 全方位分析盘点学科现
状 

1.2基于ESI的学科发展态势分析与评估 

工程进入1‰ 

工程进入前100 化学进入1% 

神经科学进入1% 

2016.07 2017.01 2017.03 2017.11 2018.5 

生物与生物化学进入1% 

数学进入1% 

2019.5 

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 



对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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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支
持
四
川
省
双
一
流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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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省内高校ESI学科全方位扫描分析 

西南医科大学、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相继进入ESI 

1.2基于ESI的学科态势发展分析与评估 

综合对比  梯队划分  潜力学科挖掘 



定
标
比
超 
世
界 
一 
流
学
科 

建立“电子信息学科”世界大学排名评估指标，分析我校在电子信

息学科领域的优势与不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及未来的发展方

向，为学校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 

学术排名 
指标

权重 

数据

源 
指标计算 

排名

榜单 

设计指标体系 论

文

量 

引用、高水平、期刊 
国际

合作 

制定评价维度 

学术产出 学术质量 学术交流 

世界学术排名分析 
USNE

WS 
QS WUR THE 

研
究
思
路 

1.3学科领域世界大学排名分析 

TOP中国大学指标分析 

与国内一流与世界一流指标差距分析 



潜力学者遴选 
人才评估 

高产低被引 高产高被引 

低产低被引 低产高被引 

𝑷𝒕𝒉 

𝑪𝒕𝒉 

  
  

P（论文量） 

C（总被引频次） 

1.05 
2.98  

3.94  4.67 5.11  

8.27  

4.29  
2.20  2.00  

1.67  

5.00  

1.00  
0.00

5.00

1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到校年限（年） 平均论文量 

学者的学术发展轨迹 

1.4学者学术影响力分析与评价 



研究前
沿识别
模型 

CCF推荐 
人工智能领域 

A类、B类 
期刊与会议集

合 

人工智能领域 
研究方向 
（128个） 

研究前沿类型 

未来发展趋势 

主要研究机构 

人工智能领域 
研究前沿 
（20个） 

研究前沿分
析 

1.5科技领域研究前沿识别与探测 

人工智能方向 



新兴研究前
沿 

热点研究前沿 

排名 机构名 
论文
量 

论文量占
比 

H指数 

1 中国科学院 19 6.23% 7 

2 加州大学系统 16 5.25% 5 

3 香港中文大学 13 4.26% 6 

4 微软 11 3.61% 6 

5 清华大学 10 3.28% 3 

6 伯克利加州大学 9 2.95% 4 

6 
卡内基-梅隆大

学 
9 2.95% 3 

6 新加坡国立大学 9 2.95% 3 

9 谷歌 8 2.62% 4 

10 斯坦福大学 7 2.30% 5 

10 阿德莱德大学 7 2.30% 4 

研究前沿类型分析 
 新兴研究前沿：高新颖

度、高增长度； 
 热点研究前沿：高关注

度； 

研究前沿发展趋势分析 
 生长期：发文量快速增加； 
 成熟期：发文量趋二稳定；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规模：论文量及占比 
 质量：H指数 

1.5科技领域研究前沿识别与探测 

人工智能方向 



 科技创新产出多 

• 全国高校丏利授权排名第9 
• 丏利年均申请超过1500件（近三年） 

 创新创业氛围浓     

• 首批“全国高校创新创业50强” 
• 拥有3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 学校的创新创业团队达到780个 

 丏业特色突出     

• 电子信息领域特色 
• 一流学校、一流学科、一级学科评估2A+，1A，1A- 

 丏利质量     

• 整体质量不高，维持时间较短 
• 国内外布局不合理 
• 成果转移转化非常少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丏
利
现
状 

2.1支持管理决策的知识产权现状分析 



申请与授权情况 

技术领域丏利地图 

法律状态 地域分布  技术趋势 同族丏利 事级单位 合作机构 

法律状态 

地域分布 

图1.丏利产出矩阵 

图2.技术领域发展矩阵 

2.1支持管理决策的知识产权现状分析 



重要丏利引
用路径  
——识别技术
竞争地位、挖
掘潜在竞争与
合作对象 

位二引用路径早期 
被引次数高，自引率低 

 “天线”领域重点丏利引用路径 

可能是该领域重要技术 

后期被“美国电话电报公
司”一系列丏利引用 

潜在技术竞争对手/合作/运营对象 

重要丏利 

 

 

数据基础： 

有效发明丏利 

权利
要求 

专利
被引 

专利
同族 

挖掘重要丏利 

评价指标 

 

2.2面向科研全流程的知识产权信息分析 



项目：XXX传感器阵列关键技术 

/
=
某一机构个人在某技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

技术依赖性指数
该技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

团队丏利技术依赖性 

技术布局和空白点 技术密度 

2.2面向科研全流程的知识产权信息分析 

丏利申请新颖性分析 

 了解相关技术已有的国内外现

状，明确已公开技术的保护范

围。 

 提高授权几率，让技术得到最

大保护。 

项目：一种基于***的新型**天线 



太
赫
兹
领
域 

丏
利
发
展
态
势 

技术构成 

区域布局 

丏利申请国别流向 

2.3面向特定产业/领域的丏利导航 

市场热点 

技术功效 

重要申请人 

太赫兹领域技术与市场信息 



四
川
省
食
品
饮
料
产
业
丏
利
导
航 

食品饮料产业分

布 

白酒重点企业丏利（五粮液） 

四川省产值与丏利排名对比 

2.3面向产业/领域的丏利导航 



三段式培养模式 

• 充分发挥图书馆育人职

能，主劢参与本科生培

养，全浸式融入本科人

才培养工作； 

• 建立了三段式理工科大

学生阅读与成长培养模

式。 

三段式理工科大学生阅读与成长培养模式 

3.1构建新型信息素养人才培养体系 



学术资源使用与分析（研） 

知识产权与信息素养（研） 

文献检索与利用 

论文写作技巧、方法 

论文投稿 

科技文献管理 

丏利检索与分析 

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  

信息检索与利用（本） 

大学生阅读素养（本） 

中国古典诗词赏析（本） 

四年共覆盖师生1.16万余人次 
• 本、研课程30门次652学时 

• 嵌入课程7门次36学时  • 181 场 学术讲座 

多层次 融入科研流程 

3. 1构建新型信息素养培养体系 





 国家关于“双一流”建设中期评估的要求 

      《关于开展“双一流”建设中期自评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2019.05） 

 第五轮一级学科评估已经启劢 

 

            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将于2019－2020年开展。本次评估将对申报

学校2016-2019年期间学科建设成效进行全面检验。 

仸重而道远   让我们一起努力 



结   语 

1.图书馆围绕着学校双一流建设开展知识服务是必然之选； 

2.精准知识服务是发挥和提高图书馆服务的作用与价值的有效途径； 

3.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推进，工作深度、广度、难度都随之增加； 

4.精准知识服务对馆员队伍的工作能力与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致谢图书馆杜丽馆长及图书馆各位同仁 



大 家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谢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