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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以智库服务为基础，探索医院图书馆服务新模式。方法／过程 构建数字图书馆平台，
提供丰富的医疗信息资源；开展临床医生用户画像研究，提供个性化精准信息服务；聚焦信息分析和研究，

为科研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将智库服务应用于医院图书馆实践，收集并分析实施效果。结果／结论 医院图
书馆智库服务模式实施后，馆员分析研究技能与综合素质明显提升，读者对图书馆智库服务认可度不断提

高，为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持，促进医院图书馆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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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数据科学等新技术在日常生活

中的应用，大量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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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直接影响高校医学院图书馆联盟体制下附属医

院图书馆的发展前景，对其未来生存模式产生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医院图书馆的定位从传统纸质藏书

楼走向以信息情报研究为中心的智慧思想库，智库

服务逐渐成为医院图书馆新型服务形式。本文尝试

在医院图书馆中以智库概念为创新服务探索方向，

以期为医院图书馆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体系、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为医院优势学科建设、智慧

决策、扩大品牌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持。

２　医院图书馆智库服务模式发展背景

２１　医院图书馆现状

通过调研复旦大学医学图书馆联盟和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图书馆联盟的附属医院图书馆情况发

现，近年来，９８％的传统医院图书馆存在采购经

费、文献资源、技术、人力、空间等方面短缺问

题，出现生存困境［１－２］。面对困境，医院图书馆迫

切需要分析原因和探寻对策，以促进自身健康

发展。

２２　医院图书馆需求调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 ５６位临床医生、

科研骨干、院领导等作为读者代表，组织座谈会，

了解其对医院图书馆的定位、服务内容、服务形式

等方面的需求。多数读者表示并不满足于纸质书刊

借阅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查新查引等

简单的文献信息服务。９５％的读者也不满足于医院

图书馆提供的远程检索中外文数据库和文献下载功

能；８５％的读者希望图书馆及时推送医疗学科领域

热点、前沿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７５％的读者需要

各类医院文献发表数据的分析和研究服务；７５％的

科研工作者希望提供专利方面的数据分析报告。

２３　医院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意义

图书馆是信息集散中心，是发展智库建设的首

选机构［３］。有研究［４］表明，在智库服务模式推动

下，国外医学图书馆已实现 “连接研究到实践”中

介机构功能，面向科研人员与临床医生提供系统

性、评论性文献检索服务。医院图书馆已经从传统

的资料存储库转型为信息情报研究中心，医院图书

馆智库服务主要面向医院临床、科研、教育、管理

部门，将大量数据资源信息，梳理整合成为知识，

再通过评估、分析、研究，最终形成有意义的情

报，为政策制定、人才选拔等各项决策提供咨询服

务，体现智库的智慧［５］。

２４　智库服务模式相关文献回顾与总结

在中国知网以 “智库 ＋高校图书馆”为检索

词，检索到９３１篇相关文献；以 “智库 ＋医学图书

馆”为检索词，检索到２９篇相关文献。时间范围

为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２３年３月。在高校图书馆智库

服务研究方面，胡姗姗等［６］从高校智库建设的角度

深刻分析开展智库服务的优势并针对深化智库服务

提出建议；曹玲静等［４］展示了国外智库图书馆新变

化，提出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借鉴其先进经验。在

医院图书馆智库服务研究方面，周慧［７］提出在医院

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方案，包括信息素质教育、

专题服务、微信服务等；王淑华等［８］提出医院图书

馆初步开展医学智库服务的实践经验；赖昕［９］针对

基于智库理念的医院图书馆服务意义、特点、策略

等进行理论研究。国内智库服务模式研究主要针对

高校医学院图书馆的战略目标、发展定位、发展路

径等；针对医院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模式探索与实

践的研究较少，且研究深度和广度有限。

３　医院图书馆智库服务实践

３１　依托高校医学院图书馆联盟，构建数字图书
馆平台

　　发挥资源建设优势是医院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

的基础。建立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综合数字图书

馆平台，包含文献、专利、工具等各类型数据库，

是开展智库服务的前提［９］。依托高校医学院图书馆

联盟，利用技术手段构建数字图书馆平台，整合４５
所高校图书馆医学文献资源与本院自购数据库资源

（如万方数据、中国知网、ＰｕｂＭｅｄ、Ｏｖｉｄ等），并

提供数据库远程访问服务。数字图书馆的建立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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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保存、传播和利用方式变革、智库服务模式

创新提供基础。

３２　构建读者用户画像，提供精准信息服务

基于读者检索、浏览或下载行为，以及馆员服

务记录，挖掘读者行为数据规律，构建读者用户画

像［１０］。馆员通过单体用户画像分析读者隐性需求，

主动联系读者，针对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等内容

进行深入沟通，为其持续推送该主题的前沿热点医

学信息，便于读者快速获取知识。医院图书馆通过

各科室用户画像，针对优势学科对图书馆资源建设

进行优化布局，进一步提高精准信息服务水平。

３３　聚焦信息分析和研究，提供科研及管理决策
依据

３３１　构建医院机构知识库　医院机构知识库体

系主要统计本单位发表的研究成果，便于数据的存

取、保存和管理，同时可为医院科研、人事等部门

的各项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１１］。构建医院机构知识

库，收录历年本单位职工发表的 《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ＣＩ）论文、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及著作信息，并对论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即时更新题名、作者、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引用报

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ＣＲ）分区、期刊Ｗｅｂ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号、期刊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ＤＯＩ）等信息。由图

书馆、作者、科研部门共同参与完善医院机构知识

库数据，为科研绩效、人才评估、学科发展评估、

政策制定等提供决策支持。

３３２　提供综合分析咨询报告　医院图书馆智库

服务提供学科发展趋势及情报可视化咨询报告，助

力医院科研部门综合分析与决策［１２］。基于医院机构

知识库，参考上海市市级医院科技论文评价体系、

全国医疗机构ＳＣＩ论文科研产出前３０位单位数据，

对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综合分析各临床科室及职工 ＳＣＩ论文发表情况，３

年间共出具综合分析咨询报告５５份。这些报告为

医院科研管理部门提供了动态评估、发展趋势方面

的数据决策依据，为创建高水平学科、提高医院区

域影响力及核心竞争力提供支持。专利成果也是医

院关注的焦点。医院图书馆利用 “壹专利”数据库

对２０所医疗机构专利成果进行统计，从专利申请

数量、授权数量、有效数量、合作数量、运营情

况、被引次数、所属主要技术领域等方面，分析本

单位专利 “转化慢”“转化难”等问题的原因，寻求

解决方法与措施，促进医院利用专利创造价值［１３］。

３３３　深入分析各类排行榜　利用第三方医院排

行榜进行分析研究，激发医院专科发展潜力。自然

指数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是全球顶级期刊排名指标，针

对论文影响力进行排名评估。分析比对本单位与对

标单位论文在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学、地球与环

境学４个学科领域的分布差异，以及与对标单位相

关科室的论文发表差异，发现本单位存在发表论文

学科领域相对狭窄的问题。因此鼓励医院临床和科

研人员参与有关单位合作研究项目，扩大论文投稿

范围，提升医院科研影响力。复旦版医院及专科声

誉排行榜和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是医疗机构学科水平

的参考标准。对比发现二者虽在评选方式、考量范

畴和赋值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围绕 “科研”展开。

图书馆统计两个排行榜近 ５年综合和专科评估数

据，将已获得名次和未获得名次的专科与优秀单位

科室进行比对，找差距补短板，进行趋势预测分

析。同时，医院图书馆协同临床科室针对论文发表

数据、专利数据等方面，将本单位重点科室与榜单

中标杆单位进行对比，助力提升学科发展水平，帮

助医院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１４－１５］。

３４　医院图书馆智库服务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图书馆智库相关服务的功能、模式、

实证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但由于医院图书馆大多规

模小、人员结构单一，对此类图书馆的智库服务研

究与实践仍存在很多空白。发展医院图书馆智库服

务模式的关键在于提升馆员专业技能与素质水平。

一是要求馆员的专业不局限于图书情报领域，还要

包括临床医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等专业人

员。为解决馆员结构单一问题，高校医学院图书馆

联盟在技术、人力方面给予强大支持。二是提升人

才队伍专业分析能力。通过高校医学院图书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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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对一专项指导，医院图书馆馆员在短时间内掌

握了各项智库服务技能［１１］，如熟练使用各种数据库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Ｖａｌ等）和文献管理软件，利
用计量学方法分析各医疗机构及各学科发展情况，

为医院科研提供计量分析研究报告，为医院建设优

秀合理的人才梯队、强大的科研平台、良好的学术

氛围提供有效数据依据，有利于提升医院学科发展

的质量与层次，保持医院核心竞争力。同时，职能

拓展为医院图书馆生存开辟了新路径。

３５　医院图书馆智库服务成效

医院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取得良好成效，主要

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一是馆员能力得到提升，在
医学院图书馆专家的指导下，医院图书馆馆员团队

能精准完成各类分析报告。二是助力医院科研绩效

提升，基于医院图书馆提供的 ＳＣＩ论文与专利数据
综合分析咨询报告，医院科技发展处为每个临床科

室解读学科优势与劣势，查漏补缺，提高学科科研

绩效。ＳＣＩ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长，从 ２０１８年的
４０５篇，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８９０篇；影响因子１０分
以上的ＳＣＩ论文在２０１８年仅有１２篇，２０２２年已达
到１１３篇。专利数量从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１０项增长到
２０２２年的２１５项。医院在复旦版中国医院及专科声
誉排行榜排名始终保持国内前５位、中国医院科技
量值位于国内前 １０位、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指数排名从
２０１８年第１３位上升到２０２２年第５位。三是读者对
图书馆的认可度大幅提升，图书馆数据库和智库服

务模式服务利用率较高。

４　结语

医院图书馆一系列智库服务实践活动，为医院

科研能力、学科建设和管理决策水平提升，以及医

院品牌效应加强提供了支撑。未来，医院图书馆智

库服务还有许多发展空间，例如关注智库服务相关

学科人才储备、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智库服务、完

善智库服务评价体系等。医院图书馆智库服务不断

创新，满足信息化时代读者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深

层次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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