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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组织机构设置现状进行调查，从共性、差异性和特点入手对其机构设置情况进行梳理
分析。并据此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组织机构改革总结了三点启示：用户需求是推动机构变革的主动力而非唯一动力；配套的馆

员成长机制是组织机构变革的关键；组建适应新环境、新需求的增长性机构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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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推动着高校图
书馆职能不断拓展。营销推广、空间服务、数字出版、科

研数据管理等不断丰富着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涵。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传统的机构设置已经不能完全保障当

下图书馆职能的高效运作，机构设置变革迫在眉睫。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就有学者开始关注高
校图书馆的机构设置问题［１］。进入 ２１ 世纪后，如何在
网络环境下建立适合图书馆职能需求的组织机构成

为学者关注的焦点［２］。他们着眼于高校图书馆重管

理轻服务的传统机构现状［３］，提出改革围绕“图书资

料”设计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倡导

“以人为本”，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条件，精简组织部门，

围绕用户需求重组图书馆机构［４］。当前，关于高校图

书馆机构设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知识服务、版权服务

等新的服务内容以及“双一流”建设、数字学术等新的

服务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机构的变革［５］。

全面深入的调研经验丰富的国外大学图书馆，对

我国高校图书馆机构变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相

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新加坡与我国文化同源，高等教

育和高校图书馆发展水平较高，对于当前我国高校图

书馆机构变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献调研发现，

近十年来，全面系统介绍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机构设置

的文章尚未出现。因此，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网络调

研方法，梳理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机构设置现状及特

点，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组织机构设置提供参考。

１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机构设置概况

１．１ 调研对象
新加坡目前共有六所公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ＮＵＳ）、南洋理工大学（ＮＴＵ）、新加坡管理大学
（ＳＭＵ）、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ＳＵＴＤ）、新加坡理工
大学（ＳＩＴ）和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ＳＵＳＳ）。近年来，
以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为代表的新加坡大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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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机构设置变革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网络调研发现，新加坡理工大学图书馆资源和空

间规模较小，人员配置相对简单；新加坡新跃社科大

学图书馆尚处于建设初期，目前主要以保障线上服务

为主，并通过与新加坡管理学院（ＳＩＭ）合作实现实体
图书馆的服务［６］。因此，本文选定其余四所公立大学

作为调研对象。

１．２ 机构设置情况梳理
１．２．１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ＮＵＳ 图书馆）

ＮＵＳ 图书馆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由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和
南洋大学图书馆合并而成，现有建筑面积 ３４，１７０ ㎡，
由八个图书馆组成，分别是中央图书馆、中文图书馆、

许春裕法律图书馆、韩瑞生纪念图书馆、医学图书馆、

音乐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和 ＥＡＩ（东亚学院）图书馆，其
中 ＥＡＩ 和许春裕法律图书馆位于武吉知马，其余六馆
位于肯特岗校园内［７］。

图书馆设一名馆长，四名副馆长，分别负责信息

技术与服务、行政管理、教育服务与学习创新、馆藏及

研究四方面工作。下设八个运行部门，分别是图书馆

管理（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馆藏部（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数字
学术传播部（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信息 技 术 服 务 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学习服务与创新部（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图书馆运营部（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资
源团队（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ａｍｓ）和图书馆技术支持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２．２ 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ＮＴＵ 图书馆）

ＮＴＵ 图书馆是亚洲著名的研究型高校图书馆，总
建筑面积 １５，４４０ ㎡，由一座“旗舰馆”李伟男图书馆
（Ｌｅｅ Ｗｅｅ Ｎａｍ ｌｉｂｒａｒｙ）、７ 所专业分馆和 １ 个图书馆前
哨（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ｕｔｐｏｓｔ）组成［８］。各个分馆具有独立的空

间特点和服务重心。

为实现“促使本校师生员工以最优方式融合到不

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中，以协助他们在教学科研中取得

成功”的目标，ＮＴＵ 图书馆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多次进行组
织机构调整。２００４ 年底整个图书馆组织机构从一个
功能配置系统转型为一个学科馆员系统，增设了图书

馆推广部和培训服务部，进一步加强了图书馆的外向

结构［９］；２０１５ 年在采编部、技术部、学术交流部、新媒体
部、中心服务部、综合管理部门等机构的基础上，强化学

科馆员职责，学科馆员负责馆藏发展建设、电子资源管

理、参考咨询服务、院系联络人、宣传推广和用户培训等

全流程服务［１０］。２０１７ 年创立“信息、知识、图书馆服务办

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１１］，以四个管理模块取代了严格的组织结构设
置：传 统 图 书 馆 模 块 （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ｓ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知识服务模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信息资源模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图 书 馆 管 理 模 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２．３ 新加坡管理大学图书馆（ＳＭＵ 图书馆）

ＳＭＵ 图书馆位于新加坡管理大学城市校园的中
心，有两个物理图书馆：李嘉诚图书馆和 Ｋｗａ Ｇｅｏｋ
Ｃｈｏｏ法律图书馆组成。与物理图书馆相比，ＳＭＵ 图书
馆更强调无缝获取的服务和无处不在的信息。馆藏

的大部分资源都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进行搜索和访问。

ＳＭＵ 图书馆全年提供广泛的信息素养计划，以支持
ＳＭＵ 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研究，培养其终身学习的
能力。研究馆员与教职员工紧密合作，以支持他们的

教学和研究活动，为他们提供获取最佳信息源的建

议，并通过开发将图书馆资源整合到课程中定制研究

指南［１２］。

ＳＭＵ 图书馆以成为全球领先的研究型图书馆为
目标，下设行政服务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艺术管理
（Ａｒ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图书馆分析（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学
习和信息服务（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信息
获取与资源建设（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技
术与创新（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学术传
播（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等部门。
１．２．４ 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图书馆（ＳＵＴＤ图书馆）

ＳＵＴＤ图书馆以独特的建筑空间而闻名，注重开
发学习和发现的创新协作空间。２０１４ 年，为激活图书
馆建筑背后的室外空间而设计的图书馆亭（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获新加坡总统设计大奖。

在 ＳＵＴＤ图书馆网站上没有关于机构设置的详细
介绍，但通过职工介绍的栏目我们了解到，该馆目前

设有数据分析与服务质量检测（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ＴＤ 历史记录／存储库／学术交流
（ＳＵＴ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ｓ）、资源发现
和访问（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ｃｃｅｓｓ）、内容开发／管
理／访问（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ｖｔ／Ｍｇｍｔ／Ａｃｃｅｓｓ）、数字倡议组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发 行 和 管 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研究服务和支柱支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ｌｌａ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用户参与和用户培训（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岗位，通过岗
位的设置情况，我们可以大体看出 ＳＵＴＤ 图书馆当前
的机构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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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机构设置中的共性分析
四所大学图书馆设有一些共性的机构，这些机构

虽然在各馆的名称和职责范围略有不同，但根据实现

的主要职能，可以分为行政管理、资源建设、技术支

持、用户服务、学术传播五个模块。其中行政管理模

块主要实现图书馆发展规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

理、对外沟通宣传等职能；技术支持模块主要负责图

书馆数字化建设方案的制定和实施、硬软件维护、新

技术开发、门户网站建设等；资源建设模块主要实现

馆藏建设规划、采访加工、馆藏数字化等职能；用户服

务模块主要实现用户（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管理、馆藏流通借
阅、空间利用、用户培训等职能；学术传播模块开展学

术出版、开放存取（ＯＡ）、机构知识库、科研数据管理、
学术影响力分析等服务。各职能模块在四所大学图

书馆中对应的机构名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共性机构设置情况

高校馆

模块     
ＮＵＳ 图书馆 ＮＴＵ 图书馆 ＳＭＵ 图书馆 ＳＵＴＤ图书馆（岗位）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部

技术支持 信息技术部
图书馆管理模块

行政服务部

技术与创新部 数字化方案

资源建设 馆藏建设部 信息资源模块 信息获取与资源建设部 资源发现和访问

用户服务 图书馆运营部 传统图书馆模块 学习和信息服务部 流通与管理

学术传播 数字学术传播部 知识服务模块 学术传播部 知识库与学术交流

  四所大学图书馆都注重学科服务的开展，都设有
资源团队（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ａｍｓ）或学科馆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团队成员不受部门限制，如管理大学图书
馆的学科馆员，来自技术与创新部、信息获取与资源

建设部、学习和信息服务部、学术传播部，他们按照学

科背景和个人专长划分若干小组，为对应的学科提供

资源和更深层次的服务。

１．４ 机构设置中的差异性分析
除以上五个模块的共性职能外。由于用户群体、

图书馆愿景和定位等的不同，各馆在机构设置上也具

有一定的差异性。

１．４．１ 图书馆数据分析和服务质量评估职能设置
不同

对图书馆数据客观准确的分析可以得出服务质量的

量化标准和数据，可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图书馆服务和用

户需求之间的差异，优化和改善图书馆现有服务。

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这项工作由

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具体职能包括图书馆运营数据的

分析、用户调研及相关数据整理、服务质量评估等。

管理大学和科技设计大学图书馆则设立了专门的图

书馆数据分析部。管理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分析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每两年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教职员
工和学生用户都可以对图书馆服务的各个方面进行

评分，该调查帮助管理大学图书馆提升现有服务并预

测用户的新兴需求［１３］。

１．４．２ 保障学习需求的机构不同

面向学生用户以学习为主的资源需求特点，国立

大学图书馆设立了“学习服务与创新部”，管理大学图

书馆设立“学习和信息服务部”，通过咨询服务、定向

项目、信息素养课程（ＩＬＰ）来支持学生用户的学术研
究和学习。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则通过图书馆前哨

提供通识性读物，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教学参考

书借阅并举办交流活动。

１．４．３ 用户参与和用户培训机构设置情况不同
国立大学和管理大学图书馆的学习与创新部、学

习与信息服务部通过开设信息检索课程、专题讲座的

形式承担用户培训的职能；管理大学图书馆设有对等

顾问（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ｅｅｒ Ａｄｖｉｓｏｒ）岗位，由高年级本科生担
任，为同学提供数据库培训、图书馆参观、图书馆使用

帮助等对等支持。研究表明，同伴辅助学习有益于为

学生提供支持性社交网络，并使他们能够从同伴那里

学习和获取知识。科技与设计大学则专门设置了用

户参与和用户培训岗位。

此外，管理大学图书馆有别于另外三家图书馆的

是，它因职能拓展而设立了艺术管理岗位，负责 ＳＭＵ
艺术收藏品的管理事务［１３］。

２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机构设置特点

２．１ 传统与增长职能并存，充分体现新兴服务
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的日益泛在化，推动新加坡大

学图书馆传统业务的持续深化和新兴业务的不断拓展。

从四所大学的机构设置情况来看，传统的业务部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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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精简：资源建设、技术支持等部门设置呈现出集成

化的特点，避免了机构冗余。同时，新兴业务的涌现直

接推动了新的机构设立：学术出版、开放存取、机构知识

库、科研数据管理、学术影响力分析等服务的开展催生

了数字学术传播部；学生学习与个人研究的需求，推动

图书馆空间服务、信息素养培训服务的发展，从而产生

了学习与创新支持部；图书馆营销理念的深化发展和阅

读推广服务的勃勃生机，以用户为中心、注重反馈的管

理意识，促成了图书馆营销部门建立。

２．２ 按照用户需求层次细化或整合业务机构
与国内高校机构设置变革之路相似，新加坡大学

图书馆依据业务流程设置部门的痕迹愈加淡化，围绕

服务设置部门的理念愈加清晰。与国内大多数高校

图书馆不同之处在于：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按照用户的

信息需求层次而非图书馆提供的服务项目进行机构

设置调整。比如，我国许多高校馆将文献借阅服务按

照提供的服务内容细化为流通部、阅览部、特藏部、期

刊部等，而信息服务部或参考咨询部则承担包括学科

服务、文献传递、定题检索、科技查新、查收查引、决策

支持、信息素养教育等多项职能。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对这两部分服务的部门划分

则另有特点：以国立大学图书馆为例，它将书库管理、

借阅管理、空间与设施使用、会员管理等服务进行整

合，设置图书馆运营部，同时按照用户信息需求的层次，

对信息服务进行细化，将信息服务中的信息素养教育、咨

询服务、基础用户培训和使用帮助等职能划分到学习服

务与创新部；将学科服务、开放存取、科研数据管理、机构

知识库、学术影响力分析、学术出版帮助等职能划分到数

字学术传播部。这种机构设置模式更加凸显了用户需求

的主体导向，使用户能够一站式获得整合化的资源与服

务，改善了用户的服务体验。

２．３ 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强大，重视图书馆营销推广
调研的新加坡六所公立大学图书馆均实行馆长

负责制，由馆长负责图书馆整体行政事务，下设行政

管理部（处）全面负责行政事务。不同于西方国家图

书馆细化行政管理工作的做法，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将

整个行政管理工作进行整合，行政管理部（处）的职能

非常庞大，包含：图书馆工作评估、流程改进、图书馆

战略规划、对外沟通与宣传、人力资源建设及员工培

训与发展等。管理大学图书馆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分

析部，收集、整理、分析图书馆运营的相关数据，为馆

员和用户提供馆藏情况、使用情况和其他数据，以评

价现有服务并预测读者需求，为图书馆决策制定提供

事实依据。

营销推广、对外交流、公共关系等是新加坡大学图书

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能，通过这一职能，加强图书馆

与外界的联系，提升图书馆社会形象，拓宽图书馆服务视

野，为自身发展获取支持。相对而言，目前国内高校图书

馆针对自身的营销活动较为分散，大多数侧重于阅读推

广，很少有专门的机构负责营销工作。

３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机构设置变革的启示

３．１ 用户需求是推动机构变革的主动力而非唯一动力
不论是基于用户需求层次划分的业务部门，还是

注重用户反馈分析的行政部门，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内

设机构的职能都紧紧围绕用户需求这一主线。这种

理念促成了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决策、业务、服务等工

作流程设计真正实现了扁平化，更多的馆员参与到直

接的用户服务中，整合化的服务一站式地提供给用户。

从历史上看，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大体都经历了基

于业务流程和基于职能拓展两个阶段的机构设置模

式。经验告诉我们，用户需求是推动图书馆职能变化

的直接动力，而职能变化又直接引发了图书馆机构设

置的相应调整。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实行组织机构变

革时，要充分体现用户需求，行政管理部门要建立与

用户的深入交流联系，注重用户使用体验和意见反

馈，以优化馆藏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量。业务部门

要建立更加扁平化的组织机构，使馆员充分参与到用

户服务中，以全面了解用户需求，并对用户需求问题

和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推动高校图书馆机构设

置改革的因素不单单是用户需求这么简单，技术的发

展、服务理念转变、空间建设的变迁等因素也是机构

设置变革的推动力之一。因此，对于高校图书馆来

说，找准自己的定位，进行全面的内外环境扫描：客观

准确地评价自身的技术、服务水平、软硬件水平，同时

结合所在高校、地区的信息需求水平等多种因素来制

定机构变革或重组方案。把图书馆与外界环境割裂

开来考虑机构设置是行不通的。

３．２ 配套的馆员成长机制是组织机构变革的关键
机构设置的变革必然对馆员的专业技能、综合素

质提出新的要求。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两次机构调整，打破了原有的部门界限，将所有馆员

都推向与用户密切联系和沟通的前沿。多职能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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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组织系统要求学科馆员提供馆藏发展、资源推广、

用户培训、参考咨询、嵌入研究等一站式服务，要求馆员

既要有极高的专业素养，又有较高的沟通能力。在这一

背景下，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采取多种措施帮助馆员尽

快适应变革：开展全员培训计划、设立学习奖学金；让年

轻馆员、新团队担任重要工作；让学科馆员拥有更大的

自主权等等。通过上述举措，促进馆员成长，从而保障

了新的机构模式顺利入轨并高效运行。

合理的组织机构模式应该能够发挥馆员的专业

技能和主观能动性，使馆员有足够的空间去实现工作

设想和目标。因此，我国高校图书馆在进行组织机构

变革或重组时，要建立配套的馆员成长机制，以帮助

馆员学习，促进馆员进行角色转变，激励馆员勇挑重

担，使其迅速适应新的组织机构运行模式。

３．３ 组建适应新环境、新需求的增长性机构是必然趋势
用户需求和外部环境的转变，促使高校图书馆不

断调整自己的机构设置以体现新的服务职能。对于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来说，数字学术传播、知识服务等

部门的出现都是图书馆职能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

预见的是，随着高校图书馆职能的不断拓展与创新，

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未来出现新的增长性机构设置是

必然趋势。

３．３．１ 图书馆营销管理部门．
随着信息服务的泛在化，图书馆的显示度逐渐降

低，为彰显图书馆职能，促进用户使用，建立专门的图

书馆营销管理部门势在必行。这一部门的建立有利

于将原来零星、松散的营销活动规范化、整体化，将阅

读推广、服务营销、对外交流等工作整合到一个部门，

使其成为图书馆自身服务的推销者［１４］。

３．３．２ 学术传播与出版帮助部门。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建立起机构知识

库，并依托机构知识库开展学术传播活动。随着学术

交流模式的变化，高校图书馆学术传播和出版帮助的

职能应当逐步成长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一，相关职

能部门的建立将有效促成学术出版与交流合作，为高

校师生开展学术活动提供保障。

３．３．３ 业务评估与用户行为分析部门
随着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对用

户需求与行为进行分析、预测从而评估图书馆业务运

行绩效，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业务评估与用户

行为分析部门可以将资源利用效益评价、服务满意度

评价、业务运行评价、项目流程及结果评价、用户行为

分析等工作进行整合，从而为图书馆发展和工作改革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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