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 基于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的科研绩效分析及学科服务内容

及策略探究---以国内外 16 所高校为例 

关键词: 植物与动物科学；科研绩效；学科服务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2015 年 8 月，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1]。2017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三部委

又联合印发了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特别强调要以学科为基础，充分利用有影响

力的第三方评价，强化学科建设绩效考核[2]。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发布了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其中学科评估中数据筛查主要筛选出 ESI

高被引论文；山东省一流大学立项建设条件就把 ESI 前 1%学科数作为一项重要的

评判指标。2022 年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

见》中指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同

年 11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动山东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提出要实施一流学科建设“811”项目，完善学科梯队建设体系

[3]。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一流学科的培育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

支撑。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科建设的文献信息保障中心、资源集聚中心，在学科建设

过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本文以 ESI 植物与动物学科为例，探讨 ESI 植物与动

物科学在国内外顶尖高校的科研绩效指标，同时对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学科

服务内容进行了探究。学科服务模式单一化、内容趋同化成为大多数高校图书馆

的通病。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数智驱动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如何基于本校优势学

科的科研绩效情况精准的开展面向学院、面向师生的学科服务，如何创新服务内



容来适应高速发展的教学和科研需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文章拟对 16 所高校图书

馆开展的学科服务内容、服务模式进行探讨，统计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内

容的异同点，通过去粗取精探讨适合图书馆的学科服务策略，旨在通过优化学科

服务助力一流学科建设。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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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调研法：本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选取 CNKI 中国知网、百度搜索引擎，

检索与学科服务相关的文献资料， 了解国内外学者在学科服务方面开展了哪些研

究，探索学科服务的现状、进展及内容。 

2.2.2 网络调查法：通过网络调研法调研 16 所目标高校的图书馆主页，了解对标高

校图书馆开展的学科服务内容及服务特色。 

2.2.3 比较分析法：通过比较分析 16 所目标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内容，总结国内

外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服务，以期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尤其是我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开

展提供参考借鉴。 

2.3 研究内容 

课题报告选取了 11 所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排名全球前 1‰的国内高校以及全球

排名前 5 位的国外高校为目标高校，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科研绩效进行

评价分析，了解 16 所高校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的科研产出情况。同时，调研了

16 所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服务及学科服务内容，主要从资源支撑服务、研究支持服

务、学习支持服务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出国内高校图书馆应从研究数据管理、构

建学科信息服务平台两方面进行优化创新 

2.3.1 研究对象 

2022 年 9 月，山东农业大学（以下简称“我校”）的植物与动物科学首次进

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这是我校学科建设取得成效的有力体现，标志着我校科

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但是与国内外顶尖高校相比，仍然存在一定

的差距。根据 2023 年 9 月更新的 ESI 数据统计，进入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前 1%

的全球机构共计 1706 所，其中进入 ESI 前 1‰行列的国内高校 11 所，分别是中国

科学院大学（14 位）、南京农业大学（18 位）、中国农业大学（26 位）、华中农

业大学（29 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40 位）、浙江大学（44 位）、华南农业大

学（96 位）、山东农业大学（127 位）、北京林业大学（147 位）、福建农林大学

（149 位）和四川农业大学（153 位）。文章选取 11 所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

排名前 1‰的国内高校以及全球排名前 5 位的国外高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



分校（12 位）、瓦格宁根大学（15 位）、佛罗里达大学（16 位）、康奈尔大学

（17 位）和根特大学（20 位））进行对标分析，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

科研绩效进行评价分析，了解 16 所高校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的科研产出情况。 

2.3.2 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 平台作为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涵盖多学科领域，

收录了全球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国际学术期刊，笔者基于 Web Of Science 平台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简称 SCIE)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InCites Benchmarking & Analytics (简称

InCites B&A)平台和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期刊引证报告，简称 JCR)等工具对目标

高校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的科研产出情况进行分析统计。其中，SCIE 数据库主要

检索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论文的详细指标，目标高校的植物与动物科学的学科排

名、科研产出指标及其基准数据均来自 ESI 数据库；该学科的详细产值数据来自

InCites，文献检索类型为 Article 和 Review，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20 日，数

据范围涵盖 10 年 6 个月（201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6 月 30 日）的数据。 

2.3.3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科研产出分析 

2.3.3.1 宏观层面 

文章统计了 16 所目标高校在 2023 年 9 月份更新的数据中的 ESI 全球机构排

名、ESI 前 1%学科数以及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一年来的排名情况（表 1）。从全

球机构排名来看，中国科学院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排名在 8786 所机构

中位列全球百强，彰显出较强的综合硬实力；佛罗里达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戴

维斯分校、根特大学和瓦格宁根大学等其它四所国外高校的 ESI 排名位次在 100-

200 名之间，其综合实力远高于其他几所国内高校（除中国科学院大学外）；我校

ESI全球机构排名 1465 位，在所有对标高校中排名最低。 

从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一年来的排名情况来看，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

校、中国科学院大学、瓦格宁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在植物与动物

科学领域的全球排名在近一年来均稳定在前 20 的位置；南京农业大学和根特大学

在 2023 年 9 月也进入了植物与动物科学全球 20 强。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四所高校一直稳定在全球百强，华南农业大



学从 2023 年 5 月开始，也一直排名前 100 名。与 2022 年 9 月数据相比，排名进步

幅度前 3 位的高校分别是华南农业大学（31 位）、山东农业大学（28 位）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21 位）。 

从 ESI 前 1%学科数来看，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中国科学院大学、佛

罗里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 22 个学科均进入 ESI 前 1%行列，浙江大学（21 个）

和根特大学（20 个）的 ESI 学科数也不低于 20 个。我校有 6 个 ESI 前 1%学科，

分别是植物与动物科学、农业科学、化学、环境学与生态学、生物及生物化学和

工程学，与其它对标高校相比，在学科覆盖面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表 1 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一年的 ESI 学科指标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ESI 机

构排名 

ESI 植物与动物科学排名 ESI 前 1%

学科数 2022.9 2022.11 2023.1 2023.3 2023.5 2023.7 2023.9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114 11 12 12 13 13 14 12 22 

中国科学院大学 26 18 14 15 15 15 17 14 22 

瓦格宁根大学 230 13 13 13 14 14 16 15 17 

佛罗里达大学 110 15 15 17 16 16 18 16 22 

康奈尔大学 50 17 17 18 18 17 19 17 22 

南京农业大学 563 25 23 24 22 18 20 18 10 

根特大学 120 19 19 20 19 20 22 20 20 

中国农业大学 424 35 32 30 28 28 30 26 14 

华中农业大学 608 39 38 39 38 30 32 29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28 61 59 55 52 42 43 40 14 

浙江大学 52 60 60 59 54 44 46 44 21 

华南农业大学 829 127 122 120 111 99 100 96 12 

山东农业大学 1465 155 135 148 144 130 131 127 6 

北京林业大学 1055 / / / 166 149 151 147 9 

福建农林大学 1249 / / / / 153 153 149 10 

四川农业大学 1319 / / / / 155 157 153 9 

2.3.3.2 中观层面 

文章从中观层面统计了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 5 年的 ESI 发文量、发文被引

频次、高被引论文数和热点论文数等科研产出情况；分析以上高校的学科生产

力、影响力、创新力和发展力。 

（1）ESI发文情况 

ESI 论文数是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的 SCIE、SSCI 库中 12000 多种

期刊 10 年-11 年的论文滚动数据进行统计，ESI 论文数量的多少代表了某一段时间

内该机构的科研产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研机构的科研产出能力。文章分别

汇总了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2021 年 9 月、2022 年 9 月以及 2023 年 9 月我



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 5 年的 ESI 发文情况（图 1）。由图 1 可以看出，16 所高校

的发文量均处于连年增长的态势，增长量排名前 3 位的高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

学（3611 篇）、南京农业大学（2516 篇）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342 篇）。我校

2023 年 9 月发文 3074 篇，较 2019 年 9 月发文（1757 篇）增加了 1317 篇，论文增

长量在 16 所高校中位列 11 位。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增长量排名后四位的高校均

为国外高校，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970 篇）、瓦格宁根大学（884

篇）、康奈尔大学（823 篇）和根特大学（448 篇）。就论文总量而言，科研产出

排名前三位的高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9653 篇）、佛罗里达大学（9090 篇）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8906 篇）。 

图 1 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 5 年的 ESI 发文情况 

 

（2）被引频次 

通常来说，论文的质量越高其被引频次也较高 ,因此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文章统计了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 5 年的发文被引情况

（表 2）以及被引频次增长速度情况（图 2）。16 所高校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均呈逐

年递增的趋势，体现了 16 所高校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日益提升的学术影响力。

从被引频次来看，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在 5 年的被引量均遥遥领先于其它

高校，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展势头雄劲，由



2019 年 9 月的第 5 位上升到 2023 年 9 月的第 2 位。从被引频次增加速度来看，福

建农林大学连续 5 年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其它 15 所高校，增长速度连续四年均超

38%；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

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等 8 所国内农林高校的

增长速度连续四年均超 20%，在国际学术影响力上有了质的提升。 

表 2 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 5 年的 ESI 发文被引频次 

序号 学校名称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1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112118 122174 135000 146613 156989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62236 76156 95274 121305 151204 

3 瓦格宁根大学 104618 113312 127192 140635 149943 

4 佛罗里达大学 93636 97805 113054 122112 134730 

5 康奈尔大学 101572 103790 112402 121836 125561 

6 南京农业大学 49353 62628 79447 101043 124308 

7 根特大学 89467 98668 106956 113508 118006 

8 中国农业大学 50061 59554 71380 90396 108036 

9 华中农业大学 43391 54153 67039 85020 105056 

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1429 41509 54835 71616 91788 

11 浙江大学 42678 50429 61475 72125 86762 

12 华南农业大学 21577 27190 35620 45218 59528 

13 山东农业大学 17553 22161 29836 38225 48006 

14 北京林业大学 17197 21775 26740 34143 43002 

15 福建农林大学 9826 14553 21637 30656 42620 

16 四川农业大学 14196 18835 25383 32904 41713 

图 2 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 5 年的 ESI 发文被引频次增长速度 

（3）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论文是指过去 10 年发表的论文中，被引频次在该学科相同发表年的论

文中排名 1%的论文，代表了某一学科领域高质量、高影响力的经典文献，高被引



论文数量的多少体现了学科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文章统计了我校与 15 所目标高校

近 5 年的高被引论文情况（表 3）。瓦格宁根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连续 5 年超过

200 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校发表的文献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的高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论文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进一步反映了国内高校在该领域逐步

提升的学科竞争力；其中，相较于 2019 年 9 月，2023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大学

（150 篇）、中国农业大学（104 篇）和南京农业大学（102 篇）的高被引论文净

增均超过 100 篇，体现了 3 所高校在该领域巨大的发展潜力。我校高被引论文增

加了 51 篇，增长幅度在 16 所高校中排名第 9 位，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有待进一

步提升学科竞争力。 

表 3 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五年的 ESI 高被引论文 

学校名称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185 195 198 213 2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5 145 154 197 265 

瓦格宁根大学 240 236 250 258 253 

佛罗里达大学 131 133 159 164 164 

康奈尔大学 182 174 177 181 164 

南京农业大学 76 85 98 141 178 

根特大学 179 185 202 195 178 

中国农业大学 101 121 133 164 205 

华中农业大学 94 110 116 143 19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1 60 71 94 124 

浙江大学 80 97 104 131 163 

华南农业大学 27 38 54 62 84 

山东农业大学 18 32 37 52 69 

北京林业大学 25 37 45 48 58 

福建农林大学 30 36 55 68 87 

四川农业大学 17 28 28 40 46 

（4）热点论文 

热点论文是指过去两年在 SCI 和 SSCI 发表的论文中在近两个月的被引频次在

该学科排名前 0.1%的论文，代表着学科的科研创新力。文章统计了我校与 15 所目

标高校近 5 年的热点论文情况（表 4）。热点论文达到过 10 篇及以上的高校有 4

所，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2020 年 9 月和 2022 年 9 月）、瓦格宁根大学（2022

年 9 月）、中国农业大学（2023 年 9 月）和华中农业大学（2023 年 9 月），表现

出了出色的科研创新力。 

（5）篇均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是论文总被引频次与总论文数的比值，它是一个相对指标，是



反映机构科研竞争力和学科影响力的最重要指标[4]。文章统计了我校与 15 所目标

高校近 5 年论文的篇均被引情况（表 5）。16 所高校的篇均被引频次近 5 年均呈现

逐年递增的趋势，代表了各高校更加注重论文的质量，机构科研竞争力有了显著

的提升，学科影响力日益增强。瓦格宁根大学和浙江大学是唯二篇均被引次数超

过 20 的高校，其中瓦格宁根大学的篇均被引频次四年连续超过 20，在 16 所高校

中独树一帜，在植物与动物科学领域表现出强劲的学科影响力和不俗的科研竞争

力；浙江大学后来者居上，在 2023 年 9 月反超康奈尔大学，稳居第二，相较于

2019 年 9 月，篇均被引频次增加了 6.63，科研竞争力后劲十足。我校的篇均被引

频次在 16 所高校中的排名稳定在 10 位、11 位，学科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 4 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五年的 ESI 热点论文 

学校名称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4 4 2 6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4 10 8 11 8 

瓦格宁根大学 2 3 7 13 9 

佛罗里达大学 1 5 2 7 6 

康奈尔大学 5 4 4 7 4 

南京农业大学 2 4 2 6 7 

根特大学 3 6 6 8 5 

中国农业大学 4 5 3 5 10 

华中农业大学 2 4 4 2 1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 2 2 1 1 

浙江大学 0 3 4 7 2 

华南农业大学 2 1 6 2 1 

山东农业大学 0 0 1 0 2 

北京林业大学 1 3 2 3 1 

福建农林大学 0 1 4 5 4 

四川农业大学 1 0 0 0 0 

表 5 我校与 15 所对标高校近五年 ESI 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 

学校名称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14.13 14.72 15.65 16.62 17.63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3 11.03 12.36 14.02 15.66 

瓦格宁根大学 19.78 20.88 21.92 23.42 24.29 

佛罗里达大学 12.57 12.52 13.54 13.93 14.82 

康奈尔大学 17.87 17.55 18.24 19.08 19.3 

南京农业大学 10.79 12.09 13.84 15.78 17.53 

根特大学 15.65 16.91 17.79 18.6 19.14 

中国农业大学 11.67 12.9 14.17 16.3 17.87 

华中农业大学 12.29 13.85 15.63 17.81 19.8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31 9.43 11.12 13.03 14.99 

浙江大学 13.86 15.14 17.03 18.61 20.49 

华南农业大学 8.7 9.51 11.01 12.42 14.29 



山东农业大学 9.99 10.88 12.19 13.86 15.62 

北京林业大学 8.56 9.13 9.91 10.95 12.11 

福建农林大学 7.94 9.11 10.93 13.01 14.95 

四川农业大学 8.32 9.29 10.65 11.88 12.99 

2.3.3.3 微观层面 

文章运用 Incites 平台统计了 16 所高校从 201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

10 年 8 个月的数据（2023 年 9 月 29 日更新的数据），旨在进一步对比我校与 15

所目标高校在论文质量、作者水平等微观层面的指标情况。从论文数量来说，中

国科学院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排在了前三位，但是

TOP1%论文占比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瓦格宁根大学和

中国农业大学，TOP10%论文占比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

中国农业大学，反映了国内高校较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我校的 TOP1%论文、

TOP10%论文占比分列第 5、6 位，在 16 所高校中科研表现较为突出，不过仍需进

一步提升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质量，向国内外顶尖高校看齐。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

文百分比指标是评价高水平科研并能够展示某一机构论文产出在全球最具影响力

论文中的百分比情况，瓦格宁根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占据了高被引论

文占比前三的位置，而瓦格宁根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根特大学则在热点论文

占比中排在了前三位；我校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占比分列第 11、9 位，后续我

校应着重加强论文的科研影响力和创新力。 

文章还引入了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CNCI）这个指标，旨在消除不同出

版年论文的引文差异。一篇文献的 CNCI 是通过其实际被引频次除以同文献类型、

同出版年、同学科领域文献的平均被引频次获得的，其计算公式为： 

CNCI=C/E（其中 C 代表论文的被引频次；E 代表在全球范围内与该论文相同

学科、相同出版年、相同文献类型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 

一组文献的 CNCI 值是该组文献 CNCI 值的平均水平[5]，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p 代表组内的文献总数，i 代表被评估的实体（机构、国家/地区、个人

等）。如果 CNCI>1，说明该论文的学术表现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反之则说明该

论文的学术表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由表 6 可以看出，16 所高校在植物与动物科



学领域的 CNCI 值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 CNCI 值排在前三位的高校分别是华

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和瓦格宁根大学，代表了这 3 所高校论文的学术表现明显

优于其它高校；我校的 CNCI 值为 1.71，位列第 7 位，与其它高校差别不大。 

H 指数是物理学家 J.E.Hirsch 教授于 2005 年提出的一个混合量化指标，是评

价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常用指标之一，通常表示在学者发表的 N 篇论文中至少由 h

篇论文被引 h 次[6]。一般来说，高校中作者的 H 指数越高，代表了学者的学术影

响力越大，16 所高校中有 10 所高校的 H 指数均破百，瓦格宁根大学、加利福尼亚

大学戴维斯分校和我根特大学的 H 指数排名前三，而我校位列第 12 位，亟需提升

我校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表 6 2013-2023 年我校与 15 所目标高校发文指标 

学校名称 

论文数 

CNCI 

H

指

数 

论文

总数 

TOP1%

论文占比

（%） 

TOP10%

论文占比

（%） 

高被引论

文占比

（%） 

热点论

文占比

（%）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9056 2.36  14.61  2.29 0.03 1.38  132 

中国科学院大学 9764 3.39  18.82  2.71 0.08 1.67  124 

瓦格宁根大学 6228 3.63  21.66  4.06 0.14 1.86  140 

佛罗里达大学 9244 1.80  12.15  1.78 0.06 1.25  120 

康奈尔大学 6640 2.44  17.38  2.47 0.06 1.59  124 

南京农业大学 7189 2.98  21.95  2.48 0.1 1.78  106 

根特大学 6223 2.54  15.88  2.86 0.08 1.47  126 

中国农业大学 6136 3.63  23.04  3.34 0.16 1.84  112 

华中农业大学 5353 4.17  25.56  3.55 0.24 2.00  11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206 2.53  18.85  2 0.02 1.57  96 

浙江大学 4283 4.37  26.24  3.81 0.05 1.98  109 

华南农业大学 4221 2.35  15.40  1.99 0.02 1.65  83 

山东农业大学 3109 3.02  21.81  2.22 0.06 1.71  84 

北京林业大学 3604 1.94  12.18  1.61 0.03 1.33  70 

福建农林大学 2891 3.01  21.55  3.01 0.14 1.75  77 

四川农业大学 3266 1.71  16.14  1.41 0 1.42  75 

2.3. 4  16 所高校学科服务内容探究 

文章进一步统计了 16 所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服务及学科服务内容（表 7）。经

统计发现，文献资源服务、文献管理软件的下载与使用、信息素养教育、学科馆

员等服务内容是各高校图书馆都在开展的常态化服务。国内外在学科服务形式及

学科服务内容方面各有特色，文章主要从资源支撑服务、研究支持服务、教学支

持服务和学习支持服务等三方面阐述 16 所高校的服务内容的差异性和特色性。 



2.3.4.1 资源支撑服务 

16 所高校图书馆均为校内师生提供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服务，满足师生基本

的学术需求和科研需求。从资源服务内容来看，文献传递服务，EndNote、Express

等文献管理软件的下载与使用服务，自助借还、自助文印等自助服务是各高校图

书馆均在开展的资源服务。但在资源服务形式方面，各高校图书馆略有不同。从

可访问的电子资源呈现形式来看，国内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大都提供资源导航

方式浏览数据库，同时可以按照学科、数据库首字母、文献类型等方式归类检索

特定的数据库，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还设置了出版单位、数据库类别（开放获

取、自行采购、集中采购等）的分类索引[7]。与国外高校图书馆相比，国内高校图

书馆的资源导航方式略显单一。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按照学科领域

编制资源列表，包括 178 种学科指南、84 个学科，分门别类的将图书馆资源与学

科一一对应[8]。根特大学图书馆将本校购买的图书或者期刊分为 13 个学科大类，

并按照 70 多个国家的语言进行分组[9]。 

此外，大部分高校开通了馆际互借服务，旨在弥补本校资源难以满足学校师

生文献需求的不足，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北京林业大学依托北京地区高

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简称 BALIS），目前 80 余家图书馆成为 BALIS 成

员馆，读者可以获得各成员馆中文普通图书的馆际互借服务[10]。浙江大学图书馆

能为本校师生借阅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子库和中文图书基藏库近 20 年内出版的图

书原件（不包括最近 3 年的新书）；另外，可以借阅上海图书馆的参考外借图

书；同时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 10 所高校建立了馆际互借的文献服

务[11]。 

2.3.4.2 研究支持服务 

研究支持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为了满足学校师生的科研需求而提供的服务，国

内外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团队在支持学术研究提供的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内

高校图书馆目前停留在学科馆员层面，国外高校图书馆已经实现了由学科馆员向

数据馆员的过渡。除根特大学外，其余四所国外高校均提供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开展的数据管理计划（DMP）主要对贯穿项目

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的数据进行管理[12]。瓦格宁根大学图书馆设置了“嵌入式数据

馆员”，为研究人员提供有关研究数据管理的（特定学科的）支持和建议[13]。佛



罗里达大学图书馆数据馆员帮助研究人员制定有竞争力的数据管理计划，并提供

相关培训[14]。康奈尔大学的数据服务是面向全校推广实施，协助创建和实施数据

管理和共享计划[15]。此外，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还为学校师生提供

主要学科研究资源和工具的主题推荐服务，建有一站式检索期刊论文的平台，通

过 BrowZine 网站阅读图书馆授权的期刊文章，建立个人图书馆，方便访问[12]。康

奈尔大学图书馆馆员除了提供一对一有关研究课题的咨询外，还能提供包括市场

和行业研究、开发商业计划、财务数据和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主题的帮助[15]。 

国内高校图书馆主要为学校师生提供查收查引、科技查新、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学科服务和情报研究服务等研究支持服务。除北京林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

暂未开展科技查新这项业务外，其余 9 所高校图书馆均为研究人员提供科技查新

服务，旨在对项目的新颖性进行综合分析，为科技成果的鉴定、评估、验收、转

化、奖励等提供文献情报依据。其中，四川农业大学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依托查

收查引、科技查新平台开通了科技查新这项业务。同时，除北京林业大学、四川

农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外，其余 8 所高校均是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但

除了北京林业大学外，均在开展知识产权相关的服务，包括专利咨询、专利导航

和专利检索与分析等，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和地方经济与科技发展提供了高质

量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等信息服务。在学科服务方面，以用户需

求为中心，为每个学院配置相关学科背景的学科馆员，通过多途径收集师生对数

据库、文献资源的需求，不定期调研学校师生需求，开展数据库推广与专题培训

已然成为各高校图书馆普遍开展的常态化服务；学科发展态势分析、科研绩效分

析、科研成果动态跟踪服务等情报分析，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智力

支持和科研支撑服务。 

2.3.4.3 学习支持服务 

高校图书馆为在校师生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主要包括信息素养教学及培训讲

座、空间信息服务，在此基础上，国外高校图书馆还提供教参服务、开放获取、

出版服务等内容。从信息素养教学内容来看，国内高校图书馆大部分都开展了

《文献检索与利用》或者《信息检索与利用》等与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课程，中

国农业大学还开设了选修课程《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并设有信息资源管理一

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图书情报专硕点，为学校师生获取信息资源、培养文献检索



技能、后续科研论文的写作夯实了基础。国外高校图书馆将授课或培训内容注重

学生的版权保护意识和开放资源获取服务。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为

教师提供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简称 OER) 基本信息，重点介

绍与 OER 相关的平台、集合和存储库，帮助教师发现优质的 OER 内容，图书馆

专家可以帮助教师查找、评估和使用 OER；同时还为教师提供教学咨询和课程存

储，帮助他们制定策略，以确定支持其教学风格和保存课程学习成果的学习材

料，以及浏览版权和开放许可；并鼓励学生参与创建开放授权的教育资源[16]。佛

罗里达大学成立了学术搜索咨询和服务部，致力于提供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版权的合理使用（包括出版商政策、作者权

利），数据管理计划（包括数据的发现、管理计划和存储），数据科学与统计

（计量学、数据统计与分析），数字人文（多语言的数字项目、国际数字图书

馆），出版与归档（包括 OA 出版、公共访问授权），可视化分析，研究诚信等

服务[17]。此外，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为学生提供了

24 小时研修室，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提供信息空间或研讨间的预

约服务，为学校师生的科研、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表 7 我校与 15 所目标高校图书馆特色服务一览表 

学校名称 图书馆特色服务 

加利福尼亚大学

戴维斯分校 

1.24 小时研修室 2.馆际互借 3.研究与写作 （1）研究咨询可提前预约（2）学科资源和工具的推荐

（3）引文格式和引文管理工具的获取（4）数据分析与管理（5）开放获取出版支持（6）研究成果

的保存（7）设立学生研究奖 5.教学支持（1）通过图书馆资源量身定制课程指南（2）为课程储备图

书馆资源（3）开放教育资源 OER（4）预约/定制培训（5）版权与教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1.开放获取资源服务 2.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3.研修室预约 4.学习支持（1）信息素养（2）新生专栏

（3）软件工具 5.研究支持（1）开放科研服务（2）知识产权服务（3）情报研究服务（4）学术评估

支持（5）智能知识服务 LAB（6）科技查新与引用 

瓦格宁根大学 

1.研究数据管理 2.资源服务 3.文献管理软件的下载与使用 4.科学出版（1）图书馆支持开放获取出版

（2）利用文献计量软件衡量学者的影响力（3）引文和研究影响力分析 5.研究支持门户 6.各类资源

的培训 

佛罗里达大学 

1.24 小时研修室 2.学习和测试空间（1）自修室（2）预约在线考试监考 3.学术研究与咨询服务

ARCS（1）人工智能（AI）（2）版权与合理使用（3）数据管理（4）数据科学与统计（5）数字人

文（6）出版与存档（7）为 CTSI 提供出版和研究影响力服务（8）科研诚信（9）科学研究计量服务

（10）空间信息服务（11）系统评价（12）可视化服务 4.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服务 5.自助服务 6.教

师服务（1）ARCS（2）课程预约（3）版权服务（4）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5）信息专家（6）馆际

互借（7）信息咨询 

康奈尔大学 

1.信息咨询 2.残疾人服务 3.为新生提供个人图书馆馆员服务 4.研究支持（1）咨询服务（2）各类主

题研究支持（3）数据服务（4）文献管理（5）证据综合服务（6）学科馆员服务 5.教学支持（1）信

息素养教学（2）为教师提供教参服务（3）数字化与版权服务 6.学习支持：（1）文献资料的查找

（2）技术设备的支持（3）学生课程的储备（4）引文管理（5）研究导航 

南京农业大学 1.自助文印 2.文献传递 3.科技查新 4.查收查引 5.馆际借阅 6.读者培训 7.学科馆员 

根特大学 1.文献传递服务（ILL）2.资源分类导航 3.开放数据获取 



中国农业大学 

1.文献资源服务（1）馆藏资源（2）试用资源（3）共享资源 2.读者服务（1）馆际互借（2）文献传

递（3）信息素养教育（4）科研诚信教育（5）培训讲座 3.科研服务（1）查收查引（2）科技查新

（3）学科服务（4）知识产权服务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4.会展空间 

华中农业大学 
1.图书荐购 2.信息服务（1）科技情报服务（2）学科服务（3）文献传递（4）科技查新、论文查收

查引 3.知识产权服务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4.信息空间预约服务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1.文献资源 2.读者服务（1）馆际互借（2）信息素质教育（3）自助服务 3.学科服务 建有“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图书馆学科信息服务平台”（1）科技查新（2）查收查引（3）文献传递（4）学科服务

（5）知识产权服务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6）重要期刊查询 

浙江大学 
1.文献传递 2.自助服务 3.馆际互借 4.平台预约 5.教学与培训 6.科技查新服务平台 7.查收查引服务平

台 8.情报服务及研究 9.知识产权服务 10.学科服务 11.投稿指南 

华南农业大学 

1.科研服务（1）知识产权信息服务（2）原文传递（3）科技查新（4）投稿导引（5）论文数据统计

（6）学科资源统计（7）学科馆员服务（8）ESI 学科分析 2.教学培训（1）读者培训（2）文献检索

课（3）迎新专栏（4）毕业专栏 

山东农业大学 

1.自助服务 2.科研服务（1）学科服务（学科馆员、学科情报服务、学科竞争力分析）（2）知识产

权服务（教育培训、咨询服务、分析服务、资源导航）（3）咨询服务（信息咨询、原文传递、查收

查引）（4）机构知识库 3.学习支持（1）信息素养教学（2）信息素养活动（3）培训讲座 

北京林业大学 
1.馆际互借 2..BALIS 原文传递 3.自助服务 4.网络及信息服务（1）FTP 服务（2）座位预约（3）教学

与培训 5.互动沟通（1）留言簿（2）电话咨询（3）现场咨询 

福建农林大学 

1.科技查新 2.查收查引 3.文献传递 4.学科服务（1）WOS 论文月报（2）ESI 学科简报（3）高被引潜

力预测 5.研讨间 6.检索课教学 7.知识产权服务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8.联合借阅 / FULink

（1）FULink 学科服务平台（2）FULink 文献提供系统；FULink HD 高清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3）

FULink 学位论文管理平台（4）联合借阅系统（5）移动 FULink（6）书后光盘系统 

四川农业大学 
1.文献传递 2.馆际互借 3.学科服务（1）查收查引（2）学科进展报告（3）领域报告（4）中外文核

心期刊查询系统（5）高影响力论文（6）SCI 影响因子查询 

（注：数据源自各高校图书馆官网）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数据管理亟需提上日程 

纵观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内容，研究数据管理已经成为国外高校图书馆

普遍开展的信息服务内容，并交由专门的数据馆员去负责数据管理计划。加利福尼

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图书馆开展的数据管理计划（DMP）主要概述了如何在项目生命

周期的全过程管理数据，包括如何收集、分析、存储数据，数据类型大小、数据描

述等；利用 DMP 工具（用于创建数据管理计划的在线工具），通过该工具提供的

模板和资源来指导您完成创建符合资助者要求的数据管理计划的过程[12]。瓦格宁根

大学于 2018 年为研究人员制定了 DMP，通过在主席团和研究小组任命“嵌入式数

据馆员”，可以在整个研究周期中为研究人员提供有关研究数据管理的（特定学科

的）支持和建议。数据管理的实施改善了 WUR 的研究数据管理，优化了研究的可

用性和可重复性，并实现了 FAIR 的目标。因此，数据馆员在向开放科学的过渡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数据馆员的主要任务贯穿规划研究阶段、在研阶段、完成研究阶

段等三阶段，数据管理支持团队来自图书馆、IT 服务、文档与物流管理、公司治理

与法律服务的专家组成[13]。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数据馆员帮助研究人员制定有竞争

力的数据管理计划，并提供相关培训，包括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的存储、管理和共

享，通过与其他校内机构、研究所和单位合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基础设施支持

教师的研究、教学和学习；同时设置了数据管理工作小组、数据管理指南和数据分

类索引[14]。康奈尔大学的数据服务是面向全校推广实施，协助创建和实施数据管理

和共享计划，能提供数据存储、数据管理、编写数据管理（或共享）计划、下载

DMP 工具、共享和归档数据[15]。国内高校图书馆尚未开展有关研究数据管理的服

务，馆员亟需加强数据管理业务知识的学习并嵌入到科研服务的全过程，实现由学

科馆员向数据馆员的过渡，是今后图书馆服务内容优化的方向之一。 

3.2 整合构建学科服务信息平台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科技查新、查收查引、知识

产权服务、情报研究服务等几方面，通过浏览各高校图书馆的网站发现，不同的学

科服务内容放置在不同的模块，如果想要查找所需的服务内容获得相关的服务帮

助，需依次点击服务标题获取与服务相关的详细内容。比如有老师想进行论文的查

收查引、课题的查新需要下载相关的申请表格，然后将填好的表格再通过 Email 发

给图书馆，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图

书馆均是通过电子邮件委托的方式为学校师生提供科研服务。南京农业大学和华南

农业大学图书馆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委托和在线表单委托两种方式为学校师生提供服

务，其中在线表单委托可直接在委托平台填写委托人信息，图书馆工作人员检索完

成后申请人可获取到与纸质报告同等法律效力的电子报告，节约了时间成本。浙江

大学图书馆分别针对查收查引业务和科技查新业务开发了浙大查收查引系统和浙大

科技查新/定题系统，用户只需根据办理的业务登录相对应的系统，通过在线填写委

托表单即可提交给图书馆馆员办理相关业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建有学科信

息服务平台，该平台设置了理科技查新和查收查引模块，委托人根据检索需求填写

委托单，受理馆员根据委托人要求出具检索报告单。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作为福建

省高校数字图书馆（FULink）的联盟成员之一，依托 FULink 学科服务平台提供学



科服务[ ]。FULink 学科服务平台整合了知网、万方、WILEY、SCI、EI等主流的中

外文数据库，能为 86 家联盟单位的师生提供跨库统一检索、文献下载和文献传递等

文献资源保障服务，另外，还提供联合借阅服务、移动 FULink 服务、随书光盘服

务等服务，为全面建设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员工的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交流中

心提供服务支持。目前建有学科服务信息平台的高校不是很多，但学科服务信息平

台的建设能极大的提高馆员、学校师生的便利，尤其像 FULink 这种区域性的学科

信息服务平台，很大程度集约了信息资源，实现了跨地区图书馆的互惠互利、共同

进步。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1）完成《基于 ESI 学科建设的科研绩效分析及学科服务模式探究--以植物与动物

科学学科为例》分析报告，撰写与报告相关的论文一篇：《基于国内外 16 所高校学

科服务内容及策略探究》，目前正在投稿中，编辑部正在审核。 

（2）撰写课题衍生论文一篇：《基于 ESI 学科发展态势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优化

研究——以山东农业大学 ESI 学科为例》，已录用尚未发表。 

 

（3）撰写我校每两个月一期的学科分析报告--《我校 8 个 ESI学科分析简报》，定

期追踪我校 ESI前 1%学科、潜力学科发展动态及学科产出分析，为我校学科建设提

供智库支持。2024 年 1 月，我校农业科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成为我校

继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后第二个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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