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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校特色资源的深层次服务模式研究 

关键词: 高校      特色资源     深层次服务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博硕士学位论文是高校教学科研的重要学术成果，是反映高校学术特点和学术水

平的重要文献资源。作为高校特有的学术资源，学位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泛

的用户需求。经过多年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高校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尤其在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方面，各校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数据提交保障机

制。与其它馆藏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相比，高校图书馆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具有明

显的持续性特点，各高校图书馆都在版权许可框架下积极开展与本校或本馆收藏特色

为中心的馆藏数据库建设。以《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为例，现

已经收录了中国海洋大学2005年至今可公开的学位论文全文，提供题名、作者、专业、

关键词、摘要和全文等字段的检索，并可按学科进行论文浏览。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除了建立本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外，还结合学校海洋水产特色建设了全国高校中

第一个以海洋为特色的（综合）文献资源数据库——《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

库》及收藏有涉海图书3.1万余册的海洋文库，还构建了水产养殖学科导航，涵盖国

内外重要水产资源，为水产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专业的信息平台，这些丰富的特色学

术资源构成了海大学术资源服务社会的强有力资源保障。 

然而，由于学位论文管理系统平台服务模式简单、系统封闭且只注重检索功能，

导致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仅仅作为一般的学术资源提供本校读者

检索和全文下载服务，尚未建立有效的集查询检索与学科服务于一体的学位论文深层

次服务模式。在利用学位论文元数据拓展其服务范围、开展深层次服务等方面还有进

一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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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学位论文数据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国内外学

位论文数据库的建设比较研究及对学位论文建设过程中技术探讨；(2)学位论文具有

特殊的开发利用价值；(3)学位论文著作权的探讨；(4)学位论文开放获取研究。 

在国外，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科研研究。如美国普渡

（Purdue）大学在挖掘学位论文深层服务方面，推出了一个Web 服务，涵盖了全州

所有大学研究者目录以及一个可以在搜索结果页面显示每一位研究者指导的学位论

文信息，为研究者和商业人士提供了一个获取学者以及其指导学位论文元数据的检索

平台，在推进研究成果商业化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Davarpanah利用伊朗大学图书馆

学位论文数据库中的数据，分析关键词与标题之间的相关性，并对学科趋势进行了预

测。William 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在该学位论

文系统中增加科研与教学的模块可提高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服务能力。 

由文献综述可见，国内对于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的研究已日趋成熟，但对学位论

文数据库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方面不如国外学者深层次的研究。学位论文作为高校的特

有学术资源，除了拥有支持学术研究之外，因其特有的原创、研究生培养以及与教学

关系紧密等属性，在社会服务、教学水平评估以及辅助决策支持等方面可以发挥其独

特的作用。 

本项目是基于高校特色资源的深层次服务模式研究——以学位论文数据库为例，

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对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资源有效开发、探索

学位论文数据库深层次服务的新途径、新模式，对推进图书馆利用特色学术资源（以

学位论文为例）开展深层次服务、提升高校特色学术资源全方位服务能力，使其在服

务社会、支持教学科研过程以及促进产学研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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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研究内容 

本研究在目前国内外对学位论文数据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基于我国高校特色资

源（以学位论文为例）的深层次服务模式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搜集国内外利用特色学术资源开展的拓展服务应用实例，借鉴国内外经

验，深入挖掘学位论文的特殊价值，为利用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科研研究提供实践参

考。 

2、在现有学位论文数据库所具备的提交、审核、发布、检索、下载等一般服务

功能基础上，进一步对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资源有效开发，探索学位论文数据库深层

次服务的新途径、新模式。 

 

2.2   研究方法 

本项目将通过文献调研法、案例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开展研究。研究

学位论文作为高校特有学术资源所具有的原创性、特色专业性及与研究生培养以

及与教学关系紧密等属性，对国内外利用特色学术资源开展的拓展服务应用实例

进行案例分析与研究，深入挖掘学位论文的特殊价值，探索学位论文资源在社会

服务、教学水平评估以及辅助决策支持等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作用的深层次服务

的新途径、新模式。 

 

2.3   研究过程 

2.3.1  文献调研 

借助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ProQuest、EBSCO 数据库等作为文献

来源，全面搜集并阅读国内外有关学位论文服务研究论文，了解国内外利用特色

学术资源开展服务的发展背景和研究现状。对已有的服务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掌

握不同服务模式的优缺点，为课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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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模式研究 

研究学位论文作为高校特有学术资源所具有的原创性、特色专业性及与研究生培

养以及与教学关系紧密等属性，通过对国内外利用特色学术资源开展的拓展服务应用

实例进行案例分析与研究，深入挖掘学位论文的特殊价值，探索学位论文资源在高校

重点学科建设、教学水平评估、辅助决策支持、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以及社会服务等

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作用的深层次服务的模式。 

模式一：从博硕士论文角度解析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学科热点研究状况 

由于研究生导师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是本学科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代表了该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以中国海洋大学重点学院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为例，通过分析2005-2015近十年的博硕士论文情况来解析该领域的学科建

设及研究情况：将论文按学科和年代分布、导师指导论文篇数、论文研究主题、论文

被引频次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是：该院以物理学为基础、以海洋技术为特色、

以电子、信息工程为重点，具有海洋探测技术和信息工程技术两大学科优势，卫星海

洋遥感、海洋声学探测、激光大气遥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与海洋交叉、

科学与技术融合的学科具有良好发展势头。 

模式二：以学位论文为例的文献计量及学术影响分析 

学位论文是高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能够反映出研究生对所学专

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能够反映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以中

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海洋探测技术专业2005-2015近十年的研究生学位论

文为例，对论文进行关键词统计，从高频关键词分布方面可见海洋探测技术专业研究

生的研究专业相对集中，但研究方向比较分散。利用中国知网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

库检索出部分涉海高校2015年学位论文，通过对学位论文获基金支持情况及论文被引

情况的分析，可以说明我校研究生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相同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

影响力。 

模式三：利用大学特有的学术资源开展决策支持服务 

学位论文作为学校教学科研成果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从某一方面可以反映学校

的教学科研水平，而且随着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招生比例的不断增加，基于学位论文数

据还可为学校职能部门提供客观翔实的科研管理和统计分析数据，能为学科发展、教

学过程管理以及教师评优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充分发挥学位论文在支持管理决策方

面的积极作用。以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15年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通

过分析学位论文的被引数据、论文下载次数统计，提出量化指标来考察教师的教学水

平，为衡量教师教学能力、评估学位论文质量等方面提供科学的统计数据，可进一步

完善学校管理部门对教师工作量化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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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四：从博硕士论文引文分析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学术阅读是研究生拓展专业知识基础、进行学术积累、跟踪学科前沿的重要手段，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从根本上提升了研究生文献信息应用能力。通过调查分析学位论

文 引文引用现状，研究其引用的规律及特点，揭示图书馆文献保障现状，从而为校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从中国海洋大学2013-2015年博硕士学位论文中

随机抽取200篇论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引文的文献数量、类型、语种、年代

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学位论文引文的引用特点与规律，了解研究生读者对各类

文献的需求和利用情况，建议丰富图书馆文献类型、拓展文献素养教育、加大数据库

建设尤其是特色资源数据库、深化图书馆服务特别是馆际互借服务，不断完善图书馆

的文献保障体系。 

模式五：利用大学学术资源开展社会服务 

利用大学机构知识库以及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学术资源作为混搭数据源，实现

大学学术资源的社会服务功能，是拓展高校特色学术资源服务范围的有效手段。华中

师范大学图书馆将馆藏特色资源学位论文数据库元数据混搭到研究生院门户网站，通

过专业查询显示某专业所有导师信息，点击某导师显示其历年指导研究生论文信息：

包括指导学位论文数量的变化、学位论文选题、研究方向、摘要、评价等信息，从而

有效增强考生填报志愿的针对性。  

 

3 结论与建议  

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增值服务功能模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学位论文数据

库一般服务功能模式所获取信息的进一步整合、提炼与开发。其目的是更深层次对高

校学位论文这一特殊的文献资源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拓展学位论文数据库增值服务功

能，可以尝试增加各学科信息资源整合查询功能、标签设置及推送功能、基于文献计

量的主题分析功能、引文数据库动态更新与可视化分析功能等。  

3.1 各学科信息资源整合查询功能 

学位论文包含多种信息，如作者及导师信息、学科方向、摘要、参考文献等，可

将各个学位论文中这些分散孤立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信息资源整合查询库，此

库包含如下功能：（1）各学科知名教授指导学位论文信息查询：按年代对各学科具

有声望性教授指导的学生论文进行分类，集中某导师在连续 N 年中所指导学生的学

位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方法挖掘学位论文的深层研究参考价值，通过浏览论文的题目、

目录、摘要、绪论、结论以及正文，从每篇论文中抽取主题词进行纵向追踪分析，判

断该导师的科研走向，同时结合该研究领域总的发展方向，进而预测该教师的科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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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需求，主动向其提供相关资料，开展针对学科带头人的个性化学科服务。（2）各

学科基金论文查询：将各个学科中不同年代的基金论文进行收集整理，按所受资助的

基金类别进行分类，分成国家自科基金论文，国家社科基金论文及省级基金资助论文

等几个类别，从而形成各个学科基金论文库，一方面便于读者查询，另一方有助于该

学科的研究者了解该学科基金论文资助的方向，为今后的研究者申请基金课题及了解

学科发展方向提供帮助。（3）各学科导航查询：对各个学科中的摘要信息按各学科

中的具体专业进行搜集、分类、组织和序化整理，方便用户按学科查找及了解相关学

科专业论文的信息。 

3.2 论文标签及推送功能 

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通常采用传统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 
分类，此种分类方式或因学生对《中图法》不了解，或因审核编目人员对论文内容不

了解，不能准确揭示论文内容和特点，影响用户从分类途径进行精细检索。建议增加

用户自定义分类，为学位论文设置主题标签。用户选择一定主题的标签对自己所提交

的文献资源进行标识，一方面，数据库用户可以根据查找标签实现对某一主题论文资

源的查询和收集；另一方面，数据库系统通过识别用户设置的论文标签了解用户关注

的研究主题和兴趣点，实现论文资源的定向推送功能。  

3.3 基于文献计量的主题分析功能 

利用统计学方法对相关文献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将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具有同一主

题的论文资源汇聚并通过共词分析揭示该主题下相关论文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以揭

示某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现状、发展过程以及研究热点趋势等，有利于科研人员精准快

速地找到该领域的核心文献和热点研究问题。 

3.4 引文数据库动态更新与可视化分析功能 

博硕士学位论文相较于一般论文而言，在特定研究方向上具有学术连续性，它不

仅体现一校的学术水平，而且在研究参考、科技情报获取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可通过

对数据库中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统一收集，建立引文数据库，并实现实时

动态更新。引入知识图谱技术，即以知识为对象，以引文分析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

为基础，以图形的方式对科学知识结构关系和演进规律进行揭示。此功能的应用可以

帮助科研人员从引文间的网状关系确定学科之间的亲缘结构，从而帮助其揭示学科动

态结构和某些特定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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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管理、服务方式不断改进和信息环境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充分开展学

位论文数据库拓展服务，在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学术资源服务的同时，能充分发挥图

书馆作为高等学校学术资源中心的优势。学位论文数据库增值服务模式的建立，有利

于教学科研人员及社会各方面对高校学位论文资源库多方位、深层次利用的需求。在

提升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利用效率的同时，实现推动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广泛交流和

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论文撰写情况： 

徐萍，李振玲. 基于高校特色资源的深层次服务模式研究——以中国海洋大学博

硕士学位论文库为例，图书情报工作（审稿中） 

 

5 参考文献 

[1]王东彦. 高校图书馆学位论文一体化服务的探索与实践[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

012(06):116-118. 

[2]李春卉. 国内高校学位论文管理与服务研究[J]. 图书馆学刊,2016,38(12):24-27. 

[3]李欣,于亚秀,刘婕. 基于 SRU 协议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拓展服务实践[J]. 情报杂志,

2011,30(07):142-144. 

[4]于亚秀,李欣,刘丹,张毅,陈枝清. 学位论文元数据 Open API 开发与应用[J]. 图书

与情报,2013(04):69-73. 

[5]张毅,李欣. 基于API技术的学位论文开放获取研究与实践[J]. 情报杂志,2015,34

(04):187-190. 

[6]郭璇. 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增值服务功能模式的开发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2,24(02):113-116. 


	234.pdf
	222.jpg
	333.jpg

	徐萍-农学中心项目结题报告.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