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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清点工作 
 

自 2007 年图书馆从北陵校区搬迁至道义新校区以来，藏书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自动化信息管理

系统也进行了更换，期间整理下架了部分图书，还根据学校要求调拨给北方科技学院 12.7 万册图书。

为了准确掌握我馆现行流通使用图书的情况，搞好读者借阅服务工作，制定未来藏书建设发展规划，

在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体馆员的共同努力下，于 2011 年 7 月 6 日—27 日，利用每周三、周六和放

假前的闭馆时间，全面进行了图书清点工作。本次共清点了 8 个图书借阅室和 2 个基藏库的图书。 

为了做好此次图书清点工作，图书馆进行了深入调研，详细了解了兄弟院校图书馆清点图书的组织、方式和实施办法，

汲取了多方经验，并根据我馆藏书的特点，召集图书借阅部、技术部、采编部主任和其它业务骨干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准备。同时，得到了兄弟院校图书馆和图书供应商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图书采集

器，保证了此次图书清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此次图书清点工作实施前，为了能够达到预期效果，馆长于金召开全馆大会进行动员，强调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号召全体馆员发扬图书馆不畏困难，勇于奉献的优良传统，要求馆员积极认真、各司其责，保质保量地完成图书清点工作任

务，为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打好基础，为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根据图书清点工作计划的安排，借阅部主任李若总体负责本次图书清点的全面实施工作，包括人员分组，架位分工，问

题图书汇总，根据每个图书借阅室的书量，将全体馆员分为 16 至 22 组，每组设小组长负责图书清点具体工作和数据汇报；

采编部主任刘淑华负责向兄弟院校图书馆和图书供应商协调图书采集器，保障图书清点工作按计划进行；技术部主任刘玉英

和郝婷婷负责图书清点数据信息的收集、汇总、整理及设备的维护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楠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就图书

清点工作的具体要求，对全体馆员进行了作业前培训。 

本次图书清点工作先以 305 室作为试点，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测试劳动强度，计算工作进度，为

接下来的清点工作总结出快捷高效的办法。期间，馆领导为此召开了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各组组长从实际出发，各抒己见，

分别介绍了清点工作的一些经验，同时也指出了清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大家交流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了整体清

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依据此方案一举完成了图书清点的工作任务。 

在这次图书清点工作中，馆领导亲自上阵，以身作则，积极地发挥了带头作用。各组馆员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有负责

下架的、有负责翻页的，有负责扫描，有负责上架的，有整理数据的，有提供给养的，整个图书馆呈现的是你追我赶、奋勇

争先的热烈的劳动场面，清点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有的组为了加快进度放弃了间歇时间，有的组甚至饭都没顾上吃，

每个组都想抢先干完，但哪一个先干完的馆员都没走，而是主动帮助那些没干完的同志，直到清点工作全部完成才一同离开。

每天清点工作结束，图书借阅部主任还要对各组在清点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图书进行登记汇总，以便日后归纳处理。之后，

技术部两位同志要对所有采集器上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汇总，以保证数据不被丢失。同时，要对采集器进行充电维护，

确保第二个工作日能够顺利使用。大家克服了满是灰尘的环境，克服了高温酷热的天气，所有的环节都井然有序，所有的馆

员都尽职尽责，再次展现了图书馆团结奋进、勇于挑战、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本次图书清点工作历时 8 天，涉及 10 个库室，清点图书 50 余万册。其中，查出异常书刊 87 册，非本馆书刊 5775 册，

另外还有基藏库 A 有 34000 册书刊暂时未做调拨，条码号不存在图书 6467 册，光盘数据 2013 条，空条码号书刊 204 册，学

位论文 475 册。 

此次图书清点使我馆对流通使用的图书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及时发现了存在数据问题的图书，并对此进行了及时地

修改，保证了数据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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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作者：[英]特里•伊格尔顿 

本书对十个西方常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终结了；马克思

主义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但是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

梦想；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是最无用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马克思主义相信国家是万能的；过去四

十年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作者：朱镕基 

本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 348 篇，约 123

万字。收入照片 272 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 30 件。编入《实录》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同志出席

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他直接主持了财

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

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南方出版社，作者：王伟 

   作者用超脱常规的经济学、军事、国际关系思维客观深刻地解构了当前国际格局背后的利益格局以

及大集团之间的微妙博弈。本书同时受到多名专家学者的击手称赞，江晓原老师将作者称为“本年度最应

被请进大学校园讲课的人”。 

这本书是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当下的第三只眼睛。——杨锦麟  凤凰卫视主持人；

理解今日的世界格局，是为了开创明日属于中国的新格局。——江晓原  上海交大著

名学者；世界格局是个很俗的词，大学里的国政专业的人老是讲，但却讲不过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

会讲，但讲不出道理。第一次听人讲格局，讲得这么通俗、这么有趣，用经济学的原理，把世界的变迁，

讲得津津有味。——张鸣  人民大学教授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召开期刊研究工作年会暨全国高校图书馆第十三届期刊工作学术研讨会 

    2011 年 6 月 23 日—25 日，教育部高校图工委期刊研究工作年会暨全国高校图书馆第十三届期刊工作学术研讨会在南京

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 70 余所高校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期间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叶继元教授、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委员会顾问刘瑞兴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张静波、Springer BioMed Central 公司王丹青女士分别作了题为《期刊文献/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图书馆期

刊管理的防灾意识与措施》、《基于期刊引文数据库的学术影响力测定》和《开放存取背景下出版社与图书馆的合作》的主

题发言。此次会议还收到了来自全国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的 140 多篇会议征文。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召开三届三次工作会议 

2011 年 7 月 27—28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三届三次工作会议在云南师

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十二五期间高校图书馆发展展望”。图工委委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工委秘书长、香港

学术图书馆联盟成员馆负责人、特邀嘉宾等共 73 位代表与会。  

综合报告阶段的四位演讲人及其报告题目分别是：北京大学朱强馆长之“CALIS 三期建设进展汇报”及“高校图书馆事

实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西南交通大学高凡馆长之“‘211'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状况年度报告”，CADAL 管理中心陈海英

女士之“CADAL 项目工作进展与计划”；香港城市大学景祥祜馆长之“香港学术图书馆联盟（JULAC）的发展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陈进馆长、清华大学原馆长薛芳渝教授、武汉大学燕今伟馆长、重庆大学彭晓东馆长、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冯渊副院长、四川大学马继刚馆长、南京大学洪修平馆长，分别代表图工委下设的服务创新工作组、

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组、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组、信息技术应用工作组、高职高专图书馆工作组、队伍

建设工作组、期刊研究工作组作了年度工作汇报，并对本组和图工委的下一步工作规划提出了建设

性意见，展望了十二五期间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好书 

推荐 

业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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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看期刊数据库 

博看畅销期刊数据库（电信镜像：www.bookan.com.cn;

联 通 镜 像 ： www1.bookan.com.cn; 教 育 网 镜 像 ：

www2.bookan.com.cn）作为现今最大最全的人文畅销期刊数据库，收录 3000 多种畅销期刊，日更新量达 80-100 种，与纸刊

同步面世。期刊数据库主要分为 10 个子数据库，收录涉及时政新闻、管理财经、家庭健康、文摘文学、时尚生活、文化艺

术、休闲娱乐、教育教学、学术学报、科学技术等。博看网提供原貌版、文本版、语音版等多种阅读方式，以满足不同读者

的阅读需求。过刊回溯数据到 2006 年。 

博看数据库具有以下特色： 

⒈ 大刊名刊：收录 3000 多种畅销期刊，内容优质、名刊荟萃、文章云集。 

⒉ 原貌呈现：原貌版保留刊物图片、文字全貌，按目录、篇章整刊呈现。 

⒊ 文本下载：文本版提供复制、粘贴功能。 

⒋ 更新及时：日更新量达 80-100 种，原貌版与文本版同步更新，与纸刊同步面市。 

⒌ 版权稳定：重视版权保护，与 2600 多家期刊社逐一签约授权，服务稳定。 

⒍ 在线阅读：无需下载阅读器，即可在线阅读，使用方便、快捷。 

⒎ 个性服务：免费为用户打造专属电子期刊阅览室，自由选刊。 

⒏ 精确统计：提供强大后台管理统计系统，精确统计读者阅读行为。 

⒐ 热点精粹：编辑遴选每日热点，精心呈现名刊精粹。 

⒑ 一键互换：实现原貌版和文本版一键互转。 

⒒ 我的书架：任意收藏自己喜爱的期刊和文章。 

⒓ 打印功能：可实现搜索结果、阅读页面打印功能。 

⒔ 个性设计：根据需求选择字体大小、背景颜色。 

⒕ 增加互动：设计读者留言板块，增进多种交流互动。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 

陈进，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 Iowa 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日本东京

工业大学客座教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 1 项。先后

主持包括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国家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

在内的数十个科研课题，著有专著 4 本，发表学术论文 240 余篇，其中被 SCI 和 EI 收录 80 余篇。 

陈进被图书馆界称为“最具 2.0 精神的馆长”，他创立了 “资料随手可得，信息共享空间；咨询无处不在，馆员走进学

科；技术支撑服务，科研推进发展。” 的服务理念。在管理上按照“一切站在用户角度，最有效服务读者”的原则，大胆改

革，将过去的 13 个部门整合为 3 大部门，即读者服务部、技术服务部和行政管理部，读者服务部将资源存放和服务团队按

照生医农理、工、文科布局，服务团队由学科馆员、咨询馆员以及阅览室管理员组成，以团队协同方式为读者提供全方位、

学科化服务。 

陈进还提出 IC²的理念，即将“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IC1)”和“创新社区(Innovation Community，

IC2)”以相互促进的乘法关系结合起来。“着力强化的是学术创新支持与文化素养拓展，从而形成平方级的服务效能提升。”

他表示，当前更加注重馆员参与 IC²服务的过程培养出积极阳光、奋发向上的图书馆人精神。 

2008 年以来，以“提升信息素养教育，助力精英成长”、“拓展创新基地，嵌入学研过程”、“融入学科团队，助推教学

科研”为主题，推出了三期“IC²创新支持计划”。建立起 15 个“IC²创新支持计划”学科服务基

地。陈进对 IC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包括将院系基地从实体空间延伸到网络平台，在院系网站、学

术社区等建立网上创新支持基地；充分利用 Web2.0 工具，例如引进 LibGuide，在图书馆门户主要

搭建支持交叉学术创新需求的网络社区，建立和维护各个学科的资源与服务互动网页；建设交叉

研讨教学中心、媒体创新实验室、写作指导中心、创意出版中心，建设学术支持资料特色馆藏等

建议。                                                                                          陈进  

名家专栏 

资 源 

介 绍 



第4版                                          沈航图苑                                        2011年 10月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896 年，目前位于闵行、徐汇和卢湾三大校区的四所图书馆形成多

分馆协同服务模式。推行“藏、查、借、阅、参”一体化服务机制，注重信息素养教育，传承学术

精髓，弘扬校园文化，积极开展学科化服务，主动发挥学术交流中心和知识加工中心的作用。四所

图书馆的定位分别为：新馆作为主馆，定位为“理工生医农科综合馆”；包玉刚图书馆定位为“人文

社科综合分馆”；包兆龙图书馆定位为“管理与社科分馆”；医学院图书馆定位为“医学分馆”。至此图书馆总面积约为 6.37

万平米，阅览座位约 6324 席。此外，由中宣部牵头、教育部主管、上海交通大学筹办的钱学森图书馆，正在建设中，拟定

于 2012 年建成开馆，现已由中央宣传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创建了“资料随手可得，信息共享空间；咨询无处不在，馆员走进学科；技术支撑服务，科研推进

发展”的服务理念，以学科服务为主线，使至 2010 年底，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 308 万册，期刊 5000 余种，电子期刊 3.9

万余种，电子图书 182.5 万余册，学位论文 155.4 万余篇，电子数据库 367 个，此外，多媒体资源馆藏总量达 8.4TB。支持

通过网络 24×7 的馆藏目录、电子文献、馆际互借、参考咨询、文献征订、新书刊报道等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是国际图联(IFLA)成员馆，并与国内主要图书馆、信息中心和美、英、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图书馆

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在交通、材料、机电、能源、信息、管理及农业等学科领域形成馆藏文献特色。同时承担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华东南地区中心、上海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管理中心、

上海中心图书馆交大分馆等职责，是具有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科委双重资质的科技查新工作站，还是全国首个设在图书馆的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合理配置和协调资源，引进先进理念与服务技术，为师生提供良好的书刊资源以及知识服务支

撑平台，成为学校高质量的文献信息服务中心、高水平的信息咨询中心和精神文明建设基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目

标是：建成服务主导型、信息立体化覆盖的数字图书馆。 

      

    老馆（1919）       包兆龙图书馆（1985） 医学院图书馆（1987）  包玉刚图书馆（1992）      主馆（2008）     钱学森图书馆（2012） 

 

& 苗亚春、赵飞、盖天龙、包晗代表图书馆参加学校组织的党史知识竞赛。 

& 图书借阅部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参加学校组织的一站式服务，进行联合办公。 

& 采编部刘淑华、俞天岩、包晗利用假期，对图书清点部分存在数据问题的图书进行修改。 

& 技术部刘玉英、姜质峰、郝婷婷假期负责主机房维护工作，保证了各数据库的正常运行。 

& 图书馆组织馆务会成员参观国际教育学院，学习他们的管理理念和文化建设工作。 

& 图书馆聘请保卫处老师为全体馆员做安全教育培训。 

& 期刊阅览部走访了机电工程学院等 7 个二级学院，征求了各二级学院专家的意见，并根据专家的意见有效地整合了纸

质期刊和电子期刊，避免重复购入，停订外刊 32 种，节省经费 30 余万元。 

& 还书台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包括工作台、护栏、书架、“总还书咨询台”烫金字、隔离带、规章制度、闭馆投书箱、

滑道保温安全窗等，面貌焕然一新。 

& 图书借阅部为方便教师读者，开展了图书信息提示服务。 

& 馆长带队，孙敏、刘玉英、杜亮、邓学军一行 5 人先后到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

馆、中航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信息资源部、cnki 中国知网总公司访问调研。本次调研主要是特色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与服

务，现代化手段应用等内容，通过“看”、“听”、“问”、“谈”、“比”等方式，取得了预期效果。 

& 图书借阅部新生入馆培训工作结束，共做培训 58 场次，参加培训新生 3480 人次，参与培训的馆员 14 人。 

& 图书借阅部举办了第三届“爱馆敬业”知识竞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一等奖 1 组，二等奖 2 组，三等奖 3 组。 

& 图书馆工会举办了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第一届羽毛球比赛，地点：校羽毛球馆。 

精品 
图书馆 

图书馆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