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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驱动的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模型构建与实现*

□程娟 季寿孔 文雯

  摘要 图书馆战略规划既是理论更是实践的话题,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不仅是图书馆未来

工作的指南针,更是助力高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利器,因此,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必须与母体高

校的战略目标相匹配。文章梳理了国外图书馆及其相关机构战略规划与影响力的关系,并对我

国高校图书馆“十四五”战略规划进行调研分析,进而构建了影响力驱动的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

模型。该模型揭示了以影响力为驱动的图书馆战略规划与高校的战略目标实现匹配的机理,有

助于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该模型以某高校图书馆为案例,利用图书馆影响图(Library
 

Impact
 

Map,LIM)这一工具,详细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围绕学校主要目标与任务方面的战略匹

配及其实现程度,进一步优化图书馆战略规划,使其与学校主要目标和任务更加紧密契合。随着

“十五五”战略规划的到来,通过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制定与实施,高校图书馆将更有效地向学

校决策者展示其在支持学校发展中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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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规划为图书馆的发展指明方向[1],北京大

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在2022年“第十五届图书馆管

理与服务创新论坛”指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首

先是做好图书馆发展的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提供

不可替代性的贡献,创造独特的价值[2]。战略规划

应保持战略性与稳定性,关键点是如何在复杂的环

境中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自身的价值[3]。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ACRL)于2018年发布“高
校图书馆的影响:改进实践和研究的关键领域”,其
核心目的是展示图书馆的价值,因此,

 

ACRL提出

需要重视将图书馆影响力评价与机构使命相匹配的

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4]。价值与影响力是图书馆

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体现在战略规划的目标体系

构建、实施、评价的全过程[5]。《国际图联2019-
2024年战略规划》指出“图书馆需要让利益相关者

了解我们的价值和影响力”,并将“影响力”提升到愿

景层面,明确将提升全球图书馆话语权作为主要战

略方向[6];ACRL在2022年修订的“卓越计划”中,

将重点集中在利用协会优势,提升高校图书馆行业

影响力[7];北美研究图书馆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2023年公布的2023-
2026五大战略目标之一是“展示研究型图书馆对其

社区的价值和贡献”[8]。
国外许多高校图书馆将价值或影响力作为重要

的战略方向,如芝加哥大学图书馆2016-2019图书

馆战略规划方向之一是“咨询、创新和影响,扩展图书

馆在大学的影响力”[9];康奈尔大学图书馆2021-
2025战略规划主要方向是“增强图书馆对学术研究的

影响,促进学生成功与推进社会影响力”[10];哥伦比

亚大学图书馆2015-2020战略规划方向是“提升知

识、塑造话语……”[11];华盛顿大学图书馆2018—

2021战略规划方向之一是“提高地区话语权”[12]等。
笔者调研与访谈了我国25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馆长,统计结果发现,在战略规划中提到“图书馆价

值”的占比56%、“图书馆影响力”的占比高达92%,
表明大多数受访高校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中都不同程

度地包含了对影响力的关注和阐述。例如,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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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的主要目标为“……增长智慧、创造价

值……”;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主要目标为“……充分

挖掘和展示馆藏价值,……提升行业地位与影响

力。”;四川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对“图书馆价值”
与“图书馆影响力”这两个关键词均有清晰的描述;
武汉大学图书馆“十三五”战略规划的主要目标是

“……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业界影响

力
 

”,“十四五”战略规划主要目标是“……提升校内

影响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可见,目前我国“双
一流”高校图书馆对“影响力”的接受与重视程度基

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总而言之,国内外高校图

书馆界均彰显出对图书馆战略规划中展示或提升图

书馆价值、影响力或贡献的重视。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普遍强调与母体机

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的重要性,然而实际上,能够根

据母体机构的战略规划建立明确匹配关系并有效实

施的情况并不多见。许多图书馆虽然认识到与母体

机构战略目标协同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缺乏有效的机制和工具来确保这一协同关系的落地

和评估。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制定学校整体规划、
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等情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战略地

位和话语权往往难以比肩同为二级单位的学院或部

门,其原因是“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与高校整体的战略

规划不相匹配,或是图书馆难以向校领导展现自身

的价值[13]”。因此,本文阐述的重点是高校图书馆

的战略规划如何与高校整体的战略规划相匹配,以
展示高校图书馆对母体机构的价值。

1 影响力驱动的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模型

图书馆的价值在于日益多样化的影响力[14],国
际标准ISO16439:

 

2014《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影

响力评估的方法与流程》中,将图书馆影响力界定为

“个人或群体因接触图书馆服务而产生的差异或变

化”[15]。高校图书馆的价值首先要与其所服务机构

的使命和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上级组织的使

命[16]。因此,高校图书馆影响力是指高校图书馆根

据学校的建设目标与使命,从用户的需求出发,提供

的服务使用户、学校及社会所产生的变化。高校图

书馆的战略规划必须与学校规划目标相一致,以实

现用户的价值期望。只有“影响力”能够将图书馆的

宗旨和目标与高校母体目标关联起来[17]。可见,影
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实施是图书馆价值实现的最优

过程。柯平教授指出,对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研究必

须构建具有实用价值的战略规划模型[18],基于此,
本文构建了能够展示图书馆的价值、并可量化图书

馆对学校贡献的战略规划模型,即影响力驱动的高

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模型(见图1)。

图1 影响力驱动的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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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模型路径分析

本模型对常规的图书馆战略规划路径赋予了新

的内涵,即通过证据或数据的影响力驱动,提升图书

馆战略规划对学校目标实现的贡献度。具体步骤为:
第一,首先进行战略环境分析。影响力驱动的

图书馆内部环境分析必须深入了解大学的现状与未

来发展[14]及图书馆支持机构战略目标的状况,即图

书馆影响力现状分析。现状分析能够为图书馆战略

规划的愿景、使命、目标提供证据支撑。图书馆的外

部环境分析应体现图书馆的优势,充分发挥合作效

应,将合作利益最大化。
第二,影响力驱动的战略愿景与使命是建立在

图书馆内部核心业务和学校使命保持一致的基础

上,并且愿景必须是可测量、可量化和可实现的[17]。
第三,影响力驱动的规划目标是将图书馆的愿

景转化为可衡量的规划目标,再依据这些目标,将图

书馆的核心业务与学校的规划目标进行具体匹配,
这是战略规划过程的关键部分。

第四,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不仅是对图书馆

目标与学校目标和使命一致性的静态度量,更应该

是对过程的检测,即将具体目标实现的业务流程与

对学校目标、使命的实现效果和影响相对应,度量图

书馆具体目标完成程度。
第五,影响力驱动的规划评价是为了增强目

标实现效果,即以图书馆战略规划愿景、目标和任

务完成程度,评价图书馆战略规划进展和衡量目

标制定的有效性,并在出现问题时及时调整核心

业务。

1.2 模型实现工具

本模 型 通 过 评 估 工 具———图 书 馆 影 响 图

(Library
 

Impact
 

Map,LIM)实现图书馆战略目标与

学校目标、主要任务有效的匹配和实施,LIM 是由

图书馆影响力研究专家梅根·奥克利夫(Megan
 

Oakleaf)创建,杨百翰大学的霍尔特(H.Zaugg)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修订[17]。LIM是目前能将影响力驱动

的图书馆战略规划与学校建设目标和使命相匹配并

进行有效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其通过将图书馆核心

业务与大学建设目标与关注领域相映射,评估图书

馆的核心业务与大学目标、使命的一致性程度,以及

图书馆的某项服务对学校战略目标实现的贡献程

度。此外,LIM 提供了直观明了的框架,便于理解

和沟通,因此也被冠名为“图书馆服务的数据地

图”[19],该地图可以跟踪其服务的影响,并根据反馈

进行调整。LIM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基于数据或证

据的收集对图书馆服务影响力现状进行分析,在此

基础上才能确定预期影响力要达到的目标。
 

2 影响力驱动的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实证分析

高等学校的发展规划、愿景目标是高校关于未

来事业顶层设计与发展的蓝图,具备全局性、前瞻性

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20]。高校图书馆在制定自

身的战略规划时,应充分了解、摸透、吃准学校的战

略规划内容及意图,使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与学校战

略相匹配、相一致,其战略规划的内容、实现步骤、时
间节点都应和学校战略紧密联系[21]。图书馆领导

层要考虑图书馆应该如何支持大学的核心优先事

项,同时提升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力[22]。有鉴于此,
本部分基于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模型,以某高校

(A高校)及其图书馆(A馆)“十四五”期间的使命与

目标为例,进行模拟分析。

2.1 A馆的战略规划环境分析

A馆的战略规划环境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对A高校的战略规划目标与主要任务分析,二是对

A馆的影响力现状分析。

2.1.1 A高校2021-2025年战略规划分析

A高校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实
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办学体制,入选湖北省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A高校2021-2025
年的愿景与总目标是“立足武汉、服务湖北,面向

全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建设在国内有影

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城市大学”,根本任务是“全面

落实立德树人”。以下通过编码分析获取 A高校

的核心优先事项,利于对 A馆与 A高校目标实现

关系一致性的分析。
(1)2021-2025年A高校战略规划目标与主要

任务

依据A高校2021-2025年战略规划文本,获
取A高校目标与主要任务内容(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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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1-2025年A高校战略规划目标与主要任务初始编码情况

范畴 原始语句

人才培养

一流本科———“四新”专业建设、专业结构优化、工程教育、教学技能、教学项目、教学大赛、学科竞赛、实践教学、产

学研用融合、在线课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学评估、质量评价;学生教育———“五育并举”(其中“音、体、美”具有

专业优势)、育人环境(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健康成长、高素质人才、学生管理新模式、创新创业精神、合作能力、

实践应用能力、就业创业指导、学生科研;研究生培养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科建设
重点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与生态学;优势特色学科———数字建造与爆破工程、光电材料与技术、新医科;

学位点———博士学位

科技创新
有组织的科研、协同创新、科研团队、科研项目、重点实验室、重点工程、文科科研、科研平台、学术论文、成果获奖、

项目经费、地方高校、专家库、特色智库

教师队伍 人才引进、人才资源信息库、学科带头人、高端人才、拔尖人才、青年教师、职称职级

社会服务
合作、成果转化、智力服务、社会咨询、社会培训、区域发展、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实验平台、城市音乐文化、市民大

学、学习型城市、乡村振兴、品牌、博士服务团

学校治理与

服务保障
智慧化校园、教育教学信息化、数据治理平台、档案资源、文献资源、资源保障与共享、图书馆服务能力

  从表1可知,范畴所对应的是 A高校的使命,
 

原始语句对应的是A高校战略规划中的主要任务。
(2)A高校重点关注领域

在表1的基础上,对战略规划目标与主要任务

进行开放性编码,从原始语句中提取若干初始概念,
获取重点关注领域(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结果

范畴 初始概念

人才培养
本科研究;学生综合素养(“五育并举”),学生成长成才(健康成长、能力培养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教师教学(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与优化、教学技能、教学项目等)

学科建设
重点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与生态学);机构品牌

 

(优势特色学科、数字建造与爆破工程、光电材料与技术、新

医科)

科技创新
教师研究生产力(有组织的科研、协同创新、科研团队、科研项目、学术论文、成果获奖、项目经费);科研平台(重点

实验室、重点工程、文科科研、科研平台、地方高校、专家库、特色智库)

教师队伍 教师招聘(人才引进、人才资源信息库、学科带头人、高端人才、拔尖人才);教师晋升(青年教师、职称职级)

社会服务 教师研究生产力(成果转化);本地与社区建设、社会包容、国际参与

学校治理与

服务保障
智慧化校园(教育教学信息化、数据治理平台、档案资源、文献资源、资源保障与共享、图书馆服务能力)

  从表2可知,规范后2021-2025年A高校重点

关注领域是学生综合素养、学生成长成才、教师教

学、重点学科、机构品牌(学科)、教师研究生产力、科
研平台、教师招聘、教师晋升、本地与社区建设、社会

包容与国际参与、智慧化校园、本科研究等方面。针

对A高校的这些重点关注领域,A馆进一步了解学

校相关部门围绕学校目标与主要任务的建设现状及

未来发展的可行性,以评估图书馆在支持这些领域

时所能提供的服务能力和助力程度。同时,A馆结

合具体项目,与利益相关者展开深度合作,以提升服

务效果。

2.1.2 A馆影响力现状分析

利用LIM评估工具于2021年对A馆影响力现

状进行分析,即对高校重点关注领域和图书馆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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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进行交叉分析。在每个交叉数据点上,图
书馆根据交叉数据点的实际状况,从数据收集、使用

和传播的六个级别中进行选择(见表3注)。具体方

法为,确定A馆30名直接负责图书馆核心业务的

工作人员,每位工作人员都需明确各自职责领域中

A高校重点关注领域相关的数据收集情况。为得到

12项图书馆核心业务数据,再选择不同部门的2-3
名图书馆工作人员共同承担评价图书馆核心业务的

责任。当这些负责评级的工作人员评分不同时,只
使用最高的评分。评级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21年A馆核心业务和A校重点关注领域之间的部分评分表

高校重

点关注

领域

图书馆核心业务

文
献
资
源
服
务

空
间
资
源
服
务

阅
读
推
广
服
务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文
化
活
动

咨
询
服
务

信
息
服
务

学
科
知
识
服
务

融
媒
体
服
务

社
会
服
务

数
字
资
源
共
享

数
字
图
书
馆

学生综

合素养
Y Y Y Y Y Y CB N Y CB Y CB

学生成

长成才
Y Y Y Y Y Y CB N Y CB Y+ CBW

科研平台 N N N N N N Y Y N CBW Y CBW

智慧化校园 Y Y N CB N Y CB CB Y CB Y Y

教师招聘 CB N N CB N CB CB CB N N Y Y

教师晋升 Y CB N Y N CB Y Y N N Y Y

本科研究 Y N N CB N Y Y Y N N CBW Y

教师教学 Y CB N CBW N CBW CBW CBW N N Y+ Y

重点学科 Y N N CBW N CB Y Y+ N N Y Y

教师研究

生产力
Y CB N Y N Y Y Y+ CBW N Y+ Y

社会包容与

国际参与
Y Y CB CB CB CB CB CB Y Y Y Y

机构品牌

(学科)
Y N N CBW N CB CB Y+ N N Y Y

本地与社区

建设
Y N N CB CB CB Y N CB CBW Y Y

注:Y++表示“是的,有影响,我们有证据/数据,我们已经向利益相关者传播了影响。”

Y+表示“是的,有影响,我们有影响的证据/数据。”
 

Y表示“是的,我们相信这个重点关注领域和这个图书馆服务、专业知识或资源之间存在影响关系。”
 

CBW表示“如果我们做得更好或不同,可能会有影响,我们想收集数据。”
 

CB表示“如果我们做得更好或不同,可能会有影响。”
 

N表示“不,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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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馆的愿景与使命

在对A馆战略规划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A
馆的愿景为“……彰显图书馆对学校的独特价值,显
著提升图书馆对学校的贡献度、显示度和影响力”。
基于这一愿景,其使命是“助力学校的战略目标,支
持学校达到其学习、教学和研究效果,为学校的学

习、教学和研究活动做出贡献”。A馆的愿景与使命

是在深入对标该馆的核心业务与学校使命、目标及

主要任务的基础上确立的。当 A馆的愿景与学校

的目标与使命相一致时,这一愿景便转化成了一个

具体的描述,清晰地勾勒出A馆在未来如何致力于

实现A校的最高价值,以及这一过程中A校可能呈

现出的面貌。另外,通过使命宣言,图书馆领导层与

图书馆员基于共同的价值观,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努力。

2.3 A馆的规划目标

A馆战略规划设计团队通过深入研讨后,将其

愿景转化为可衡量的规划目标,并与2021-2025年

A高校重点关注领域进行匹配(见表4)。

表4 图书馆规划目标与高校重点关注领域对照表

图书馆主要目标 高校重点关注领域

优化文献资源结构与空间资源类型,提升资源服务影响力与学

习支持服务影响力

学生综合素养

学生成长成才

科研平台

智慧化校园

提高服务能力与水平,促进深度协作,提升教学及科研支持服务

影响力

教师招聘

教师晋升

本科研究

教师教学

重点学科

教师研究生产力

打造特色服务品牌,提升品牌影响力

社会包容与国际参与

机构品牌(学科)

本地与社区建设

  由表4可知,A馆的主要目标分为提升资源服

务影响力与学习支持服务影响力、教学及科研支持

服务影响力、品牌影响力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与高

校重点关注领域的关系是:资源利用对学生成长成

才、师生科研的影响;教学及科研支持服务对教研成

果的影响;服务品牌对学校(社会)品牌的影响等。
虽然这种划分显得有些绝对化,但有益于图书馆目

标的实现。

2.4
 

A馆规划实施流程分析

对于规划实施即规划实现的行动过程,肖珑称

之为突破、激发、执行的降维行动[23]。
 

A馆的“降维

行动”具体体现为:确定2025年预期影响力,其目的

是将图书馆的愿景与目标进行量化并有效实施,其
过程首先是在A馆战略规划环境分析“2021

 

年图书

馆影响力现状评分表”的基础上,确定预期影响力。
为了提高预期影响力的完成率,在2021-2025年规

划实施过程中,可选择某一年份(例如选择2023年)
测评2025年预期影响力完成情况,2023即为中期

影响力。通过中期影响力评级可获悉预期影响力完

成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影响力状况合理调整核

心业务,促进预期影响力目标的实现。2025年的预

期影响力是由图书馆战略规划设计团队与 A校各

学院及学校重点关注领域涉及的部门共同制定,利
益相关者包括A高校9个学院的教授及科研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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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学生处、人事处及社会服务部的业务骨干共计

13人。具体方法为在2021年战略规划评分表基础

上,利益相关者根据图书馆的战略目标,提出对

2025年的影响力评级期望,图书馆再根据自身能力

与条件确定预期影响力等级(见表5)。

表5 2025年A馆核心业务和高校重点领域之间的预期影响力表

图书馆

主要目标

高校重

点领域

图书馆核心业务

文献资

源服务

空间资

源服务

阅读推

广服务

信息素

养教育

文化

活动

咨询

服务

信息

服务

学科知

识服务

融媒体

服务

社会

服务

数字资

源共享

数字图

书馆

优化 文 献

资源 结 构

与空 间 资

源 类 型,
提升 资 源

服务 影 响

力与 学 习

支持 服 务

影响力

学生综

合素养
Y++ Y++ Y++ Y++ Y+ Y+ CBW CBW Y+ CBW Y++ CBW

学生成

长成才
Y++ Y++ Y++ Y++ Y+ Y+ Y CB Y+ Y Y++ Y

科研平

台
CB CB CB CBW CB CB Y+ Y+ CB Y Y+ Y

智慧化

校园
Y+ Y++ CB CBW CB CB Y Y Y+ CBW Y+ Y++

提高 服 务

能力 与 水

平,促 进

深 度 协

作,提 升

教学 及 科

研支 持 服

务影响力

教师招聘 Y CB CB Y CB Y Y Y CB CB Y+ Y+

教师晋升 Y+ CBW CB Y+ CB CBW Y+ Y+ CB CB Y+ Y+

本科研究 Y++ CB CB CBW CB Y+ Y+ Y++ CB CB Y Y+

教师教学 Y+ CBW CB Y CB Y Y Y CB CB Y++ Y+

重点学科 Y++ CB CB Y CB Y Y+ Y++ CB CB Y+ Y+

教师研究

生产力
Y++ CBW CB Y++ CB Y+ Y+ Y++ Y CB Y++ Y+

打造 特 色

服 务 品

牌,提 升

品 牌 影

响力

社会包容

与国际参

与

Y+ Y+ CBW CBW CBW CBW Y CBW Y+ Y+ Y+ Y+

机构品牌

(学科) Y++ CB CB Y CB CBW CBW Y++ CB CB Y+ Y+

本地与社

区建设
Y+ CB CB CBW CBW CBW Y+ CB CBW Y Y+ Y+

  从表5与表3的比较可知,A馆的战略规划目

标与任务的重点是向利益相关者提供证据,说明文

献资源服务、空间资源服务、阅读推广服务、信息素

养教育以及数字资源共享对学生综合素养和成长的

影响,以及文献资源和学科知识服务对教师研究生

产力的促进作用。

2.5 2024年A馆影响力评价

A馆选择2024年为时间节点进行中期影响力

评价(表略),测评2025年预期影响力完成情况。

2024年中期影响力评价是A馆规划实施流程分析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评价由图书馆战略规划设计

团队根据2024年图书馆影响力实际状况进行评级。
针对具体的项目目标或对应指标,图书馆可以计算

其完成率,并以影响力评价的效果为依据进行衡量。

2021-2024年A馆影响力评级变化情况以三种方

式进行比较。首先,分析2021年与2024年每个代

码的交叉数据点总数和占总数的百分比。其次,检
查分配给交叉数据点的代码的变化模式,并比较每

个代码类别在数据收集和使用方式上的移位(负、
正、无移位)。例如,2021年被分配为 N的代码中,
有多少在2024年被分配为 Y++、Y+、Y、CBW、

CB或N。最后,检查每个图书馆服务或高校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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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每个代码选项的更改模式。
(1)2021-2024年A馆整体代码比例变化情况

2024年评级人数、评级规则以及评分表的交叉

数据点总数与2021年相同,总数的百分比用于比较

2021年至2024年之间的变化(见表6)。

表6 2021年和2024年评分表代码对比

时间 Y++ Y+ Y CBW CB N Total

2021

0 6 60 13 32 45

0% 4% 38% 8% 21% 29%

156

2024

2 19 49 8 16 62

2% 13% 31% 5% 10% 39%

156

  由表6可知
 

Y、CBW 和CB代码分别下降了

7%、3%和11%。Y+和Y++代码分别增加了9%
和2%。结果表明,部分图书馆服务与高校重点关

注领域存在相关影响逐渐被找到数据。
(2)2021-2024年A馆影响力交叉数据点的代

码变化情况

统计交叉数据点的代码变化情况,即当一个代

码从一个更容易识别、使用和共享的代码转移到一

个更不容易识别、使用和共享的代码时(例如:从Y
+到Y),就会发生负移位,正移位则相反,无移位表

示2024年分配的代码与2021年分配的代码相同

(见表7)。
表7 2021-2024年交叉数据点的代码变化情况

评级
2024 百分比

Y++ Y+ Y CBW CB N 负移位 正移位 无移位

2021

Y++ 0 0 0 0 0 0 0% - 0%

Y+ 1 5 0 0 0 0 0% 1% 3%

Y 1 14 33 0 4 8 8% 9% 21%

CBW 0 0 7 3 1 2 2% 5% 2%

CB 0 0 5 5 9 13 8% 6% 6%

N 0 0 4 0 2 39 - 4% 25%

注:百分比来自于交叉数据点之和。Y++不会产生正位移,而N不会产生负位移,均用“-”表示。

  由表7可知,负移位占所有代码的18%,而正

移位 占 所 有 代 码 的25%,无 移 位 占 所 有 代 码 的

57%。结果表明,25%的图书馆服务与高校重点关

注领域存在相关影响逐渐被找到数据;18%的图书

馆服务与高校重点关注领域之间被认为没有影响或

影响力降低。
(3)2021-2024年A馆每项服务代码比例变化

情况

在图书馆服务视角下,检查交叉数据点的代码

比例的变化(见表8)。由表8可知,在2024年图书

馆服务中的一些服务代码比例变化表现为:
 

Y++、

Y+
 

比例提高,表明这些服务对高校重点关注的一

部分领域有影响;
 

N
 

比例提高,表明这些服务对高

校重点关注的一部分领域没有影响。使用相同的方

法,研究高校重点关注领域的变化(表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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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2021-2024年交叉数据点代码图书馆服务变化情况汇总

图书馆服务 Y++ Y+ Y CBW CB N

文献资源服务 = ++ -- = = +

空间资源服务 = + - ++ - -

阅读推广服务 = ++ - - -- +

信息素养教育 = ++ - - -- +

文化活动 = ++ - - -- +

咨询服务 = ++ - - -- +

信息服务 = = ++ = -- ++

学科知识服务 = = = = -- ++

融媒体服务 = = - = = +

社会服务 = = + - = =

数字资源共享 ++ + -- - + =

数字图书馆 = + - - + +

注:++表示超过10%的增长,+表示0%至10%的增长,=表示无变化,-表示0%至10%的减少,--表示超过10%的减少。

  (4)2024年A馆战略目标完成情况

以实际2024年A馆核心业务和高校重点关注

领域之间的部分评分表与2025年A馆核心业务和

高校重点关注领域之间的预期影响力表进行对比,

2024年实际评分表交叉点等级达到或高于预期影

响力表中对应交叉点等级。例如,实际评分表中交叉

点等级为Y,预期影响力表中对应交叉点等级为
 

CBW
 

或
 

Y,则赋予该交叉点为1,反之则为0(见表9)。
由表9可知,2025

 

年战略规划目标在2024年

的完成率为22.49%。因此,A馆在战略规划目标

完成率不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图书馆服务项目,包
括增加新的服务项目,优化一些服务项目等。同时

A馆也认识到在选择中期检查的时间节点时,确定

在战略规划实施的中间时间段(2022-2023年)更
为合适,这样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提高战略规划目标

的完成率。到2025年战略规划结束阶段,图书馆决

策者将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沟通,宣布较满意的

影响力评估结果,并主动接受利益相关者的评判和

反馈。

3 结论与启示

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能够将图书馆的核心业

务与高校战略目标进行有效匹配和分析,从而让图

书馆决策层全面评估各个核心业务工作的有效性。
该规划不仅提供了图书馆服务的广阔图景,还支持

在战略规划的主要目标与具体任务之间进行必要的

战术调整。推进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的制定与有

效实施,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3.1 树立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设计理念

通过对我国25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馆长调

研与访谈可知,虽然我国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中均

提及“影响力”,并将“影响力”作为战略规划的主

要目标,但大多数战略规划文本中缺乏对目标的明

确量化描述,同时这些文本通常会将愿景和战略目

标混为一谈,很少对愿景、使命和战略目标进行明

确的区分。然而,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在其《迈向

2020年———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中对

这三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和区分。据该馆馆

长介绍,该战略规划是由两位美国资深专家共同参

与,花费较长时间编制完成。在“十五五”战略规

划来临之际,高校图书馆应首先树立影响力驱动的

战略规划设计理念,即与高校目标、使命相匹配,
陈述可量化的愿景。在此基础上,提出可实施且可

评估的战略目标,并将这种理念贯穿到图书馆各部

门,让每位馆员知晓,明确各自业务工作将来可能

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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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2024年战略目标完成情况汇总

图书馆

主要

目标

高校重

点关注

领域

图书馆核心业务

文
献
资
源
服
务

空
间
资
源
服
务

阅
读
推
广
服
务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文
化
活
动

咨
询
服
务

信
息
服
务

学
科
知
识
服
务

融
媒
体
服
务

社
会
服
务

数
字
资
源
共
享

数
字
图
书
馆

完
成
率

优化文献

资源结构

与空间资

源类型,

提升资源

服务影

响力与学

习支持服

务影响力

学生综

合素养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23.08%

学生成

长成才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23.08%

科研平台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7.69%

智慧化

校园
0 0 1 1 0 1 0 0 0 0 1 0 38.46%

提高服务

能力与水

平,促进

深度协作,

提升教学

及科研支

持服务影

响力

教师招聘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5.38%

教师晋升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5.38%

本科研究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7.69%

教师教学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38.46%

重点学科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23.08%

教师研究

生产力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23.08%

打造特色

服务品牌,

提升品牌

影响力

社会包容

与国际

参与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30.77%

机构品牌

(学科)
0 1 0 0 0 1 1 0 0 0 0 0 23.08%

本地与社

区建设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23.08%

完成率 0.00% 38.46%30.77%30.77%15.38%30.77%38.46%30.77% 0.00% 7.69% 30.77%15.38%22.49%

3.2 开展高校图书馆影响力评估

图书馆的预期影响力是建立在对图书馆影响力

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现状分析”实际上就是图书馆

影响力的评价。我国高校图书馆均开展了以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为依据的绩效评

估,也有一些高校图书馆基于LibQUAL+开展了

质量评估,如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首次开展

针对所有服务的用户满意度调查[24],但到目前为

止,我国鲜有高校图书馆开展影响力评价。图书馆

的战略规划不能仅停留在“扩大影响力、彰显价值、
争取话语权、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等这类定性化表述

上,而应将影响力贯穿于战略规划的全过程,以实际

数据或证据来证明其对学校的贡献。

3.3
 

推动各层级影响力的逐步提升

每个高校图书馆因经费、人员、基础设施等条件

存在的差异,其服务优势与服务特色各不相同。因

此,在战略规划具体目标内容或预期影响力决策上

要层级分明,对于具有高影响力潜质的服务项目,要
提供证据或数据,并向利益相关者传播影响;对于可

提升的影响力服务项目,要努力收集证据或数据;对
于潜在影响力服务项目,要与学校重点关注领域相

关联;对于完全没有影响力服务项目,要及时调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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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另外,在新增服务项目上要对照学校重点关注

领域进行分析,否则,增加成本而收效甚微。总之,
高校图书馆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分层级设立目

标,渐进式提升影响力的层级,以形成合力提升图书

馆的整体影响力。

4 结语

高校的战略目标是与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相一致,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
力“双一流”建设,通过有效的举措,为师生提供全面

的专业知识,以及高相关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目标中

的大多数都可以通过图书馆核心业务特别是服务来

实现,图书馆应该努力证明其服务与机构的成功之间

的联系。应用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模型,并借助图

书馆影响图(LIM)等分析工具,能够将图书馆战略规

划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务实和实用的操作方案。我国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应该向更能证明对利益相

关者贡献、影响力驱动的战略规划文本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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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tegic
 

planning
 

of
 

academic
 

libraries
 

serves
 

not
 

only
 

as
 

a
 

core
 

compass
 

guiding
 

the
 

future
 

work
 

of
 

libraries
 

but
 

also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dri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mpact-driven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ademic
 

libraries
 

and
 

proposes
 

a
 

model
 

to
 

facilitate
 

i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
 

questions 
 

library
 

strategic
 

planning
 

is
 

recognized
 

as
 

a
 

topic
 

that
 

involv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libraries 
 

where
 

there
 

is
 

an
 

urgent
 

issue
 

in
 

ensuring
 

the
 

alignment
 

between
 

the
 

libraries
 

strategic
 

planning
 

with
 

the
 

overarching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ir
 

parent
 

universitie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strategic
 

planning
 

of
 

academic
 

libraries
 

during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strategic
 

planning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ts
 

impact 
 

Based
 

on
 

these
 

insights 
 

it
 

developed
 

a
 

model
 

for
 

impact-driven
 

strategic
 

planning
 

in
 

academic
 

libraries
 

to
 

effectively
 

align
 

library
 

strategic
 

planning
 

with
 

university
 

strategic
 

objectives 
 

Methodologically 
 

this
 

paper
 

employed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rough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strategic
 

planning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China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strategic
 

planning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librar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the
 

proposed
 

model
 

elaborated
 

on
 

how
 

impact-driven
 

library
 

strategic
 

planning
 

aligns
 

with
 

university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ensure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specific
 

academic
 

library 
 

utilizing
  

the
 

Library
 

Impact
 

Map
 

 LIM 
 

tool
 

to
 

assess
 

the
 

librarys
 

strategic
 

alignment
 

with
 

the
 

universitys
 

primary
 

goal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while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alignment
 

between
 

the
 

librarys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e
 

universitys
 

main
 

objectives
 

and
 

tasks 
 

there
 

still
 

remains
 

considerable
 

room
 

for
 

optimiz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oint
 

out
 

that
 

a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era
 

approaches 
 

academic
 

libraries
 

should
 

further
 

refine
 

their
 

strategic
 

planning
 

through
 

impact-driven
 

approaches
 

to
 

align
 

more
 

closely
 

with
 

the
 

universitys
 

priorities 
 

Through
 

this
 

process 
 

academic
 

libraries
 

can
 

more
 

effectively
 

demonstrate
 

thei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supporting
 

university
 

development
 

to
 

decision-makers 
 

thereby
 

garnering
 

additional
 

support
 

and
 

resources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service
 

impact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Strategic
 

Planning 
 

Impact 
 

LIM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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