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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背景



中国药科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学风优良、在药学界享有盛誉的教

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2017年9月21日成为教育部一流学

科（中药学）建设高校，是我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之一。

背景

2018-2019年中国药科大学最新学科排名：

（1）软科2018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我校药学世界

排名40，国内高校排名第一；

（2）2018QS药学与药理学学科排名，我校位列

51-100区段，国内高校排名第二；

（3）2018U.S.NEWS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排名，

我校位列40，国内高校排名第四；

（4）最新一期ESI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排名，我

校位列55，国内高校排名第一；

（5）最新一期（2018.5.1~2018.4.30）自然指数

排名我校位列内地高校45名。



Part2
一流学科建设与
图书馆服务



A

B

C

重心转向为学科建设服务、资源建设将更关注资源结构的优化、

更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益、资源体系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学科资

源建设与学科服务进一步融合。

A 资源建设部

注重图书馆学科空间建设，可建设学科分馆服务于一流学科，推

介学科资源。同时，将资源利用情况反馈给资源建设部，便于调

整资源采购方向。

B 读者服务部

学科服务以学科为服务对象，改变那种传统的学院为服务对象的

模式，协助资源建设部对资源进行评估。围绕学校一流学科开展

服务，包括相关学科在国内、国际竞争力等。

C 参考咨询部/学科服务部

一流学科建设与图书馆服务



Part3 决策支持服务



决策咨询服务对象及内容

根据校办要求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主要提供学科分析报告，共

提供学科分析报告10余份。

校办/校

领导

根据我校一流学科建设规划，提供《中国药科大学学科建设与

发展分析报告》，分析我校高原学科和高峰学科。

改革办/

学科办

根据个人需求提供学者分析报告，用于学者申报课题、奖项的

支撑材料。
个人

决策

咨询



服务对象之一：校办/校领导



服务对象之一：校办/校领导



服务对象之一：校办/校领导 中英、中美、中澳



服务对象之二：改革办/学科办/“双一流”建设办公室

报告背景：

2017年12月15日，中国药

科大学召开了推进“双一流”

建设部署会。集全校之力，努

力建设世界一流的药学学科群，

以药学和中药学为龙头学科，

以化学、生物学和基础医学为

支撑学科，构建以药学为主导、

多学科交叉融合、结构合理的

学科体系，以世界一流药学学

科群建设辐射带动多学科的协

同发展。受改革办委托对我校

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一份分析

报告，分析我校的高峰学科和

高原学科。



服务对象之三：个人



科技成果奖



Part4 数据支撑服务



根据校办要求提供各类学科排名数据，包括包括QS、U.S.NEWS、ARWU、ESI、自然指数等学

科排名数据，也包括其他数据包括：高水平论文、医药行业数据等，根据校办要求提供的数据做成

PPT供校级领导使用。

校办

实时提供各类学科排名数据，包括QS、U.S.NEWS、ARWU、ESI等学科排名数据，2018年寒假

为研究生院“优势学科验收”提供各种学科数据，包括学科排名数据、优势学科论文数据等；2018年

7月23日要求图书馆提供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8所学校的ESI前3%论文（中药学）。

研究生院

提供给宣传部与我校学科排名有关的数据，写成新闻报道在学校主页、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

包括QS学科排名、ARWU学科排名、ESI学科排名及自然指数排名等。

宣传部

数据支撑服务对象及内容



服务对象之一：校办（2016、2017）



服务对象之一：校办（2017、2018）



服务对象之二：研究生院



服务对象之三：宣传部



服务对象之三：宣传部



Part5 服务困境与对策



面临困境

服务内容深度困境

学科数据服务内容不够深入，一些工作只是
简单的数据提供和整理，对图书馆来说有一
定的危机感。

01

02

服务可取代性困境

学科数据服务中许多服务都不具
有独占性，数据都是公开的，其
他部门同样可以获取并进行分析。

03

04

服务团队建设困境

面对服务转型与变革，高校图书馆缺少创新
人才，包括大数据分析人才、科研数据管理
人才等。

科研数据服务困境

对于科研数据服务比较难渗透，
图书馆助力一流学科的重点和难
点工作。 面临

困境



解决对策之一：图书馆成为真正数据中心（数字学术中心）

数据
中心

机构

知识库
科研

人才库

校内

部门库

学科

数据库

科研

项目库

科研

数据库

部分高校已经建有机构知识库，

存储本机构成果（论文、专利

等）。

存储全球学科人才库，便于

学校学科人才引进。

建立与学科有关的科研项

目（国家、省部级及行业

等）。

面向校内行政部门以及

学院的部门库。

存储所有学科数据，包括学

科排名、学科分析报告等。

存储学科科研人员科研数据。



解决对策之二：注重图书馆服务宣传推广

图书馆服务宣传途径包括图书馆主页、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这些宣传途径均为

综合性宣传，包括馆内新闻、阅读推广、资源推介、信息素养、学科服务等。试验微

信公众号：cpukyzc（药大科研支持服务）。



解决对策之三：适应需求重组图书馆部门

创新部门一：

 研究支持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科与知识产权服务部（同济大学图书馆）

 情报分析与研究部（同济大学图书馆）

 平台与数据服务部（同济大学图书馆）

 情报研究中心（中国农工业大学图书馆）

 战略情报研究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学科知识服务中心（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学科服务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创新部门二：

 学习与研究支持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情报研究部（复旦大学图书馆）

 研究支持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情报服务部（浙江大学图书馆）

 情报研究所（山东大学图书馆）

 情报服务与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图书馆）

 情报研究咨询中心（兰州大学图书馆）

 学术评价与分析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图书馆）

为了适应新的服务需求，高校图书馆需要对部门进行重组，一种是保留原部门

（比如参考咨询部），成立新部门；一种是采用大部制，保留原有部门功能，增设新

部门。采用大部制的高校图书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

馆等。

近几年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主页升级，凸显出图书馆支撑“双一流”建设的动向。



解决对策之四：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西湖大学招聘

提供学科数据服务需要一支专业团队，目前，大多高校图书馆主要靠传统咨询部

门的咨询馆员承担此类工作，也有部分高校图书馆开始招聘数据分析人员，加强人

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根本。

上海交通大学招聘



解决对策之五：图书馆学科合作成为趋势

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比较成熟，主要体现在是在资源共建共享方面，为了更好的服务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图书馆应尝试学科合作，共同为学校一流学科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包括联合开发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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