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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erging the layout and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library expansion, more than a school library is widesprea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keley library management,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ject services based on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y management mod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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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校合并布局和结构调整之后，高校图书馆规模扩大，一校多馆的情况普遍存在。本文通过介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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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伯克利大学图书馆管理的经验，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总/分馆管理模式下的学科服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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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复合型人才的需求，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高教体制改革提上日程。1992 年起，按照“共建、

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中国高等院校合并布局和结构调整拉开序幕，2000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通过合并组建了一批文、理、工、农、医等各大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规模

较大的综合性大学。高校合并实质上是对教育资源的重组，高校规模扩大，复合型学科纷纷设立，高校

图书馆纷纷出现一校多馆的情况。多校区分馆、学科分馆、资料室之间面临协调、整合和变革，这是个

相对复杂且又势在必行的系统工程。 

2. 图书馆总/分馆管理模式溯源 

图书馆的总/分馆制由来已久，由欧美国家的公共图书馆兴起。为了公民的“公平的阅读”和“平等

获取信息”，根据服务的区域半径和人口数量，美国不少公共图书馆建馆之初，为了资源共享、服务效

益和地域影响，设立分馆的现象很是普遍，而且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的公共图书馆设立分馆的也不在

少数。目前西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度经过不断修正，已是非常完善。 
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度被高校图书馆借鉴、推广成“一校多馆”模式，即大学图书馆由一个总馆和许

多分馆以及(或)院、系资料室(或分馆)组成。美国高校图书馆规模最大的当属哈佛大学，设有侧重不同领

域的近百个分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设有各具特色的 20 多座分馆，英国剑桥大学设有包括各院系专业

图书馆在内的 90 多个分馆。 
高等学校图书馆被称为“大学的心脏”，多设分馆能提供教学和科研不可缺少的动力保障。 

3. 美国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经验借鉴 

伯克利大学是美国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伯克利图书馆设有主图书馆、分科图

书馆及附属图书馆，藏书超过 1000 万册。这三类图书馆的馆藏相互补充，共同满足伯克利大学教职员工

和学生的信息需求。 

3.1.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总/分馆设置 

1) 主图书馆 
包括纪念图书馆(Doe Memorial Library)、莫菲特本科生图书馆(Moffitt Undergraduate Library)、加德

纳密集书库(Main (Gardner) Stacks)、班克罗夫特图书馆(The Bancroft Library)。 
从功能上看，Doe 图书馆为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国际与地区以及 50 多个学科提供教学、科研咨

询与指导服务，是图书馆系统的行政中心。教学图书馆位于 Moffitt 图书馆内，其目标是通过教会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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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利用海量信息资源以增进其信息素质来协助他们取得成功。馆藏主要位于 Gardner 密集书库。

Bancroft 图书馆是使用量很高的图书馆，主要包括手稿、珍本和美国国内特藏。 
从馆藏特色看，Bancroft 图书馆突出马克吐温论文、古纸莎草纸等特色收藏。Doe 图书馆有校园内大

部分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馆藏。Moffitt 图书馆的馆藏主要用于满足新生和本科生的需求。 
2) 附属图书馆 
伯克利大学校园内目前有 10 个附属图书馆，它们具有特定的研究馆藏，通常都是伯克利大学研究所、

学术院系所需的唯一且难以查找的资料，主要用于教职员工的教学和研究需要，其中很多也对公众开放

使用。 
东亚图书馆包含一百万卷的东亚语言馆藏，数量位居美国高校系统前列，使伯克利成为美国东亚研

究的一个重镇。 
吉恩灰色哈格罗夫音乐库拥有超过 260,000 册的书籍、乐谱、录音、缩微胶卷和稀有材料。 
中文电子文献也很全面，中文数据库就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时期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国家哲社学术期刊数据库、台湾电子期刊服务网等。 
3) 系图书馆和阅览室 
伯克利大学许多系有自己的信息图书馆和阅览室，供本系教师和学生使用。 

3.2. 各馆特色学科服务和全面服务 

3.2.1. 数据查找和 GIS 服务[1]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在提供数据查找和 GIS 服务上投入诸多关注，主要服务内容见表 1：主分馆的特

色数据服务。 
除了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提供数据服务以外，伯克利大学校园内的数据服务还包括：D-Lab、地理空间

创新设施(GIF, Geospatial Innovation Facility)、IS&T 研究用数据管理资源(Data Management Resources for 
Research)、统计系咨询服务(Statistics Department Consulting Service)、UC DATA 等。 

3.2.2. 开放获取 
1) BRII (伯克利研究影响项目) 
BRII 是于 2005 年由一些伯克利学者和管理人员为了应对学术交流危机而发起的。伯克利大学致力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branch data services 
表 1. 主分馆的特色数据服务 

Doe 图书馆的图书馆数据实验室服务 

提供数值数据查找、推荐和获取 

提供软件支持，例如软件包 R、Stata、SPSS、SAS 和 Python 

数据分析方面的课程指导与工作站建设 

地球科学与地图图书馆的 GIS 服务 
世界各地的 GIS 数据，尤其注重旧金山海湾地区和加州北部地区的 GIS 数据收集 

地理信息门户网站 GeoData@UC Berkeley 的建设 

科学图书馆的数据管理计划和科研数

据服务 

提供帮助研究人员管理和存储其表格数据的开源工具 DataUp 

提供指导用户逐步构建数据管理计划的在线工具 DMPTool 

帮助用户简便获取和管理数字内容永久标识符的 EZID 服务 

http://gis.lib.berkeley.edu/
http://dataup.cdlib.org/
https://dmp.cdli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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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伯克利学术社区的研究利益最大化和推动人们利用知识去改善本地甚至全球的社会生活质量。为了

实现这两个目标，BRII 努力提高公众对伯克利大学学术成果的获取度。 
伯克利研究影响项目 BRII 支持愿意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便立即可以被所有读者免费阅读的

教师、博士后、研究生和研究人员。BRII 给伯克利作者报销开放获取出版费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给予

选择开放获取或付费获取出版的作者补助。 
2) eScholarship 网站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参与建设了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 eScholarship 网站，伯克利大学作者可以选择在

eScholarship 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交由出版商发布。 

3.2.3. 开放教育 
伯克利大学为了应对学生教材价格飞涨的关键问题在开放教育资源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2001 年，

伯克利教学技术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chnology Services，简称 ETS)创办了在线课程网站 
(http://webcast.berkeley.edu)，将课程和活动音频(包括.rm 格式和.mp3 格式等)以流媒体和播客形式免费对

外公布；2007 年伯克利大学正式宣布将全部授课录像上传到著名视频网站 You Tube 上，供公众免费享

用，并于 2009 年春天创建了关于教材和读者经济承受能力联合工作组。此外，伯克利大学还是 OCW 
Consortium 的会员并参与了 Opencast Community Project (一个发布视频和音频内容的开源平台)。校园讲

稿内容还将发布在 webcast.berkeley.edu、 iTunes University 和 YouTube 上。此外，伯克利大学校园内还

有 NSF 资助的技术促进科学学习中心，该中心通过知识整合环境(Knowledge Integration Environment)研
究计划开发了一个免费在线学习平台(Web-based Inquiry Science Environment, WISE)平台。 

3.2.4. 学科服务联动项目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未来问题委员会认为，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会是日益多样化和分布式资源的入口。

可以肯定的说，由于数字资源数量、规模和复杂性的迅猛增加会对用户的技术和知识增加更多负担，图

书馆的中介作用将更加重要，因此图书馆需要应对两方面的挑战：增强用户信息素养和方便导航和访问。 
图书馆发起或积极与其他部门联合执行了信息素质计划、数字素质计划(提供数字素质和传统研究工

具的培训和支持)、信息访问图书馆和内容组织项目、虚拟研究室项目(虚拟学习指导公文包开发等)。 

3.3. 伯克利大学总分馆管理模式的特色 

1)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所发文件和通知都会及时送达各分馆，分馆负责人也会把分馆工作的问题和成

效及时向总馆汇报。在行政管理上实现上行下达。 
2) 各分馆在业务上听总馆指导，但却各有侧重，相对独立，发挥程度很高。各分馆由专业图书馆馆

员管理，并由对应的院长、部门或研究单元主管负责。在业务上实现有的放矢。 
3)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为每个学科都配备有学科馆员，他们都有风格统一的个人信息服务主页，里面

有包括个性化资源推荐、文献管理、信息跟踪、预约咨询等服务栏目。学科馆员会参与听课，以更好地

提供咨询服务。在图书馆全面的学科服务项目中，还兼顾各馆的馆藏和服务特色。 
4)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搭建有学科服务综合平台，提供各具特色的数据支持和移动图书馆服务，并且

整合馆内资源，利用校内环境发动联动项目，扩展资源服务范围和服务群体，增强服务助动力。 

4. 结语 

目前我国高校的图书馆不管是分散办馆模式、统一办馆模式还是统分结合办馆模式[2]，不管是直线

式组织结构、网格式组织结构还是矩阵式组织结构[3]，对高校图书馆的建设者、管理者来说，都需要时

http://webcast.berkele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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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实践去磨合和完善。 
借鉴国外成熟的总分馆管理模式，为我国转变思想观念，理清办馆思路。在学科服务的开展方面，

也可以做到深层挖掘，有的放矢。 
1) 将分馆突显学科特色，设置学科馆员岗位，提供相应学科的深层次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开发。以多

层次服务方式为相关学科读者的教学、科研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4]。 
2) 鼓励学科馆员拓宽知识面，提高学科素质，加强高层次专业学科馆员的培养，注重学科馆员队伍

的建设，形成多层知识服务团队。 
针对各特色分馆的服务对象和学科特点，以特定任务为导向，细分成不同阶段的工作目标，有效组

合总、分馆的工作人员，形成多层知识服务团队[3]，并联合开展馆内服务计划。 
3)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设学科服务综合平台，跨越总分馆的时空限制，畅通学科服务的交流渠道。 
学科分馆可通过电话、E-mail、QQ、博客等渠道用直接咨询或在线回馈的方式与用户沟通，也可通

过 MOOC 课程教学、学科网络资源导航等方式提供咨询服务。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交流，顺畅地架起学

科馆员与用户之间的沟通桥梁是不变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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