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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数据馆员内涵，建立数据馆员能力素质模型，从制订培养计划、因需设置岗位、构建科学培
养体系、完善激励和考核机制等方面提出新时代医学院校图书馆加强数据馆员队伍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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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据科学兴起，数据密集型科研范

式逐渐成为发展态势。医学数据价值大，迫切需要

共享和利用，医学院校科研人员对数据素养教育培

训、医学科学数据管理等服务需求日益增强。医学

院校图书馆需要专业数据馆员才能满足科研人员数

据服务需求，能力素质高的数据馆员队伍是医学院

校图书馆开展数据服务的保障。本文在明确数据馆

员内涵和能力素质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医学院校图

书馆加强数据馆员队伍建设的策略，为提高新时代

医学院校图书馆数据服务水平和层次提供参考。

２　数据馆员内涵

２１　相关研究结果

数据馆员是新兴的图书馆员岗位名称。美国学

者Ｌｉｓｃｏｕｓｋｉ在１９９７年发表的论文中最早提出＂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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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一词并预测了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员职责
的转变［１］。２００８年 Ｓｗａｎ和 Ｂｒｏｗｎ从新型职业角度
命名数据馆员［２］。２０１２年数据馆员作为归纳图书馆
一组新的数据服务专职岗位名称被提出。有学者［３］

认为数据馆员是有效采集和管理数据、支持教研人

员利用数据创造新的研究成果的图书馆专职人员。

顾立平［４－５］通过归纳数据馆员的内涵和职责提出数

据馆员是为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是图书馆员职业

生涯发展方向之一。是掌握图书馆学理论、具有图

书馆工作实践经验、具备数据管理知识和技能、拥

有特定研究领域专业知识背景的数据管理人员。蔚

海燕等［６］认为数据馆员是能使用计算机进行数据管

理为用户提供专业数据服务的图书馆员。

２２　本研究对数据馆员内涵的界定

综上所述数据馆员是图书馆中为用户提供数据

服务的专业馆员。笔者认为数据馆员是图书馆顺应

时代发展，为满足用户新的需求———数据需求而培

养的专门从事数据素养教育、数据管理等服务的专

业数据人才，是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新阶段。相对于

学科馆员而言，数据馆员是更高层次的专业馆员，

包括统计数据馆员、数据可视化分析馆员、数据存

储馆员、数据管理馆员、数据服务馆员及研究数据

馆员等［７］。

３　数据馆员能力素质模型

３１　概述

美国学者理查德·博亚特兹提出的素质洋葱模

型形象展示了构成能力素质的具体内容及其重要程

度，由３层组成，知识／技能位于最外层，自我形
象／社会角色处于中间层，动机／特质占据核心
层［８］。数据馆员能力素质直接决定了图书馆数据服

务开展的质量。借鉴素质洋葱模型，笔者提出数据

馆员开展数据服务需具备的能力素质模型，见图１。

图１　数据馆员能力素质模型

３２　最外层

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最外层，包括图书情报、学

科、科研、互联网技术、数据管理等知识和技能。

其中医学院校图书馆数据馆员应具有生物医学相关

专业知识和技能。数据馆员将专业知识和技能深度

融合，筑牢开展数据服务的基础。

３３　中间层

包括独立工作、团队合作、统筹管理和人际沟

通等多方面能力、技巧。对内数据馆员要有运用自

身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与团队成

员协同合作的意识和精神，高效完成数据服务任

务。对外要有与研究人员及其团队进行有效沟通的

能力和技巧，掌握研究团队动态数据需求，提供精

准数据服务，获得研究团队认可。

３４　核心层

包括自主学习意识、积极主动服务精神、跨学

科视野和创新性服务等。数据馆员需要充满工作热

情，时刻关注有关数据服务的前沿知识，不断自主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解决数据服务各种问题。数

据馆员是复合型人才，跨学科是数据馆员的职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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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此外数据馆员必须具有创新精神才能不断提升

数据服务能力。数据馆员能力素质模型各个层面包

含的内容依由外到内顺序显示其在数据馆员能力素

质中的重要程度，越靠近核心层越重要。

４　新时代医学院校图书馆数据馆员队伍建设
策略

４１　制订数据馆员培养计划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强调高等学校应将图书馆专业馆员培养纳入学

校人才培养计划。２０１８年出台的 《科学数据管理办

法》明确提出法人单位应加强科学数据人才队伍建

设。国家政策法规为医学院校图书馆加强数据馆员

队伍建设指明方向。医学院校图书馆管理层应高度

重视数据馆员队伍建设，将数据馆员培养纳入到图

书馆工作战略规划中，制订科学详实的人才培养计

划，选拔培养跨学科数据人才，最大限度地为其提

供并创造学习发展机会，以此增强数据馆员职业认

同感，激发其主动学习、终身学习和主动服务意

识，增加创新性开展数据服务的魄力。

４２　因需设置数据馆员岗位

顾立平等［５］提出学术图书馆可以从本馆业务转

型和图书馆用户实际需求出发，立足本馆馆藏资源

设置数据馆员。因需设置专门数据馆员岗位有利于

顺利开展基于用户需求的数据服务。国外部分实力

较强的高校图书馆通常设置数据馆员专职开展数据

服务，如美国 “常春藤”高校中，康奈尔大学图书

馆设有８名数据馆员岗位，纽约大学图书馆设置５

种类型的科学数据服务馆员岗位［９］；英国爱丁堡大

学图书馆约有３０位数据馆员分布在与数据相关的

图书馆各部门［１０］；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配备３名

数据馆员负责开展数据服务，新加坡管理大学图书

馆配备２名数据馆员负责提供数据管理咨询与建设

服务［１１］。国内一流高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设

置数据馆员开展信息素养和数据咨询等服务［１２］；复

旦大学图书馆设立数据馆员岗位开展数据管理和学

科服务等工作［１３］。正是这些专业的数据馆员队伍为

数据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保障，使图书馆开展

数据服务水平较高、效果良好，用户满意度高。在

设置数据馆员岗位前医学院校图书馆要进行全校范

围广泛调研，结合学校自身特色和发展规划、立足

图书馆实际设置岗位。

４３　构建科学系统的数据馆员培养体系

４３１　继续教育培训推动传统馆员向数据馆员转

型　通过继续教育对图书馆员进行系统培训，提升

馆员数据素养，助力其向数据馆员转型，是医学院

校图书馆数据馆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方向。美国哈佛

大学图书馆面向馆员长期开设为期３个月的 “数据

科学家”培训，每周１次培训课程，每月１次实践

活动，带动馆员学习和使用最新技术，根据科研人

员数据需求提供数据服务［１４］。自２０１１年起美国普

渡大学图书馆在每年图书馆员培训中增加数据相关

培训内容［１５］。英国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开发面向馆员

的在线培训课程，同时鼓励馆员在参加数据管理项

目中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１０］。２０１７年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知识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图书馆学会

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

联合举办数据馆员培训班，积极推动各图书馆的馆

员向数据馆员转型。复旦大学图书馆在 ２０１６年创

立情报研究部定期开展馆员数据素养教育培训。在

通过继续教育培训使现有馆员向数据馆员转型的实

践中，多所医学院校图书馆可联合开发数据课程，

开展面向数据人才培训。此外鼓励馆员多参加专题

研讨会及图书馆学会年会、论坛、数据馆员沙龙等

进行学习交流以促进自身数据素养提升。馆员还可

在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等

平台自主在线学习。有条件的医学院校图书馆可以

组织选派馆员参加国际论坛，学习国外成功做法和

经验。

４３２　专业教育培养定制数据馆员　随着新时代

对数据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近年来部分国内一流

大学信息学院开设数据科学学位专业教育，例如武

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数据科学专业设有硕士和博士

学位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设有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本科专业。这些专业教育为医学院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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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培养数据馆员提供了新渠道。美国华盛顿大学信

息学院与本校 ５个专业联合提供数据科学硕士项

目，与招聘数据科学专业人才的公司合作开发跨学

科课程［１６］。国内医学院校图书馆可借鉴国外高校培

养数据人才做法，与国内一流大学信息学院、医学

专业合作开发课程，通过跨学科专业教育定向培养

数据馆员，提高数据馆员层次和级别，壮大医学院

校图书馆数据馆员队伍。

４３３　引进医学专业数据馆员　一般应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历，拥有图书情报学、医学、数据科学的

多学科背景，具有丰富的医学院校图书馆工作经

验，科研能力强，数据管理、数据素养教育等服务

能力高。这样可直接充实医学院校图书馆数据馆员

队伍，数据馆员可以快速高效地投入到图书馆数据

服务中去。在实际工作中专业医学科学数据馆员的

能力素质需要随着科研人员新的数据需求变化而不

断提升。通过定期开展针对性强的实践技能培训激

发医学科学数据馆员潜能，促进图书馆创新性数据

服务的不断深化。

４４　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和考核体系

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数据馆员开展数据

服务的积极性，完善的考核体系有利于不断提升数

据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医学院校图书馆应注重对数

据馆员进行绩效收入奖励，在职称评定和个人发展

中遵循服务能力强、用户满意度高的数据馆员优先

推荐原则，切实发挥激励机制的实效。制订科学的

数据服务能力考核标准，评估数据服务效果，对照

数据馆员能力素质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多

渠道、全方位进行考核，促使数据馆员重视不断提

升自身数据素养和综合素质、数据服务能力，满足

科研人员及科研团队动态数据服务需求。

５　结语

数据服务是医学院校图书馆创新服务的重要方

向。图书馆员在图书馆服务能力作用要素中占

７５％［１７］，专业化、高素质的数据馆员队伍是推进医

学院校图书馆顺利开展数据服务的强大动力。数据

馆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图书情报界广泛认

同。国内数据馆员队伍建设正处在探索起步阶段，

医学院校图书馆应抓住发展机遇，建设一支满足新

时代数据服务需求的数据馆员队伍，助力数据服务

快速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１　魏来，高希然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数据馆员的角色定位
［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５（５）：９０－９４．

２　李翠花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与重塑：从学科馆员到数
据馆员 ［Ｊ］．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９（５）：１０－１３，７５．

３　刘红菊，陈阳美国高校图书馆数据馆员岗位研究及思
考 ［Ｊ］．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９（１）：１３５－１４０，１４６．

４　李志芳英美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调查 ［Ｊ］．
图书馆，２０１９（１０）：８４－９０，９５．

５　顾立平，张潇月开放科学环境下数据馆员的实践探析
［Ｊ］．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２０（２）：６０－７４，１１２．

６　蔚海燕，范心怡研究型图书馆数据馆员能力需求及服
务内容研究 ［Ｊ］．图书馆，２０１９（４）：８５－９１．

７　蒋丽丽，陈幼华，陈琛国国外高校图书馆数据馆员服
务模式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５９（１７）：５６－６１．

８　慎金花，孙乔宣面向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员专利信息服
务能力建设研究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３６
（５）：７３－７９．

９　刘玉敏，张群中美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服务调查与分
析 ［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７，３７（１１）：１３２－１３８．

１０　李梅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数据服务创新与数据馆员新角
色———英国爱丁堡大学范例研究 ［Ｊ］．图书与情报，
２０１９，３７（３）：１２２－１３０．

１１　汪满容，刘桂锋，刘琼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
理服务调研与启示 ［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３６
（９）：６４－７１，２２．

１２　崔海媛，罗鹏程，李国俊，等一流高校研究数据管理
服务体系的研究与建设———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３７（２）：４２－４８．
１３　左志林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馆员研究 ［Ｊ］．图书馆建

设，２０２０，３０１（１）：１３８－１４４．
１４　郝媛玲，沈婷婷，高珊高校数据素养教育实践的思考

和建议———基于哈佛大学案例和我国图书情报人员访谈

的分析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５９（１２）：４４－５１．
１５　谌爱容国外数据馆员培训实践及其启示 ［Ｊ］．大学图

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３６（１）：７５－８２．
１６　肖希明，倪萍中美 ＬＩＳ教育中数据素养教育的调查与

比较分析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７．
１７　焦海霞由信息素养馆员向数据素养馆员转型：动因、

模式与路径 ［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２３）：３０－３６．

·８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