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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性化信息服务是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已成为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特色服务的主要模

式，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向着主动性、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章阐述了对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认识，以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分析了农业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现状及必要性，提出了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所采取

的措施，以适应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需求，能够更具体、准确，有效地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更好地服务于吉林省的农业

科研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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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t has become the main mode of the special service of libraries in agricul
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personalized service of libraries is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initiative
and diversi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libraries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which taking the library of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s an example, ana
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necessity of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in agricultural libra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aken to carry out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so as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oday. The library can be more specific, accurate, effectively to carry out personal
ize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to better serve the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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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科技信息也急剧

增长，数字化信息资源海量推送，读者要及时、准

确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信息资源难度加大，传统的

图书馆服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读者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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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图书馆必须转变服务模式，突破创新，积极

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这是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

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引领读者获取有效

文献信息的正确方向。

1 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个性化信息

服务的认识

个性化信息服务是“因需而异”的，图书馆在

充分了解农业科技人员对科技信息需求的基础

上，针对读者信息需求的不同特点，利用馆藏的

优势资源和数字化信息资源及现代化的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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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为不同的科技人员选择合适的文献信

息，进行个性化特征分析，制定特色的知识信息

策略，提供并传递给读者用户一种多元化的集成

信息服务方式。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的创新服务

秉承了“以读者为中心，服务三农”的理念，形成

了专业程度高、针对性强的服务模式，对图书馆

开展个性服务意义非常重大。

2 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个性化信息

服务现状和必要性

2.1 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现状

20世纪 90年代末，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关高

校最早启动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并为高

校师生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特别是美国康奈尔

大学图书馆开发的My Library个性化信息服务系

统最为知名，它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个性化信息

服务技术，开创了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先河。

除此之外，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北卡莱罗纳

州立大学图书馆、伦敦经济学院的HeadLine、新加

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等在个性化服务研究中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个性化服务系统日趋完善 [1-2]。

国内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起步较晚，但

是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先进技术不断成熟与

完善，最主要的是国外成熟的知识创新服务技术

的涌入，加快了中国数字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

研究与开发，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例如清华大学

和清华同方共同主办的 CNKI工程、北京大学的数

字图书馆和浙江大学的My Library等也是闻名遐

迩 [1-2]。

虽然我国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的个性化信息

服务的开发起步晚，还存在种种问题，但是该领

域的研究和发展引起了图书馆界的高度重视，在

大力推进数字化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广泛应用

中，应加强宣传，拓宽途径，满足多层次和不同类

型的农业科技人员需要。

2.2 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必

要性

吉林省是国家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是我国建院时间最早的农业科研单位之

一。农业科学院不仅要为全省粮食的高产、优

质、高效提供技术支撑，还要为农民脱贫致富提

供可靠的途径。农业科技专家不仅要到试验地进

行田间调查、授粉、繁育以及开发等工作，还要下

到基层服务于农民，给农民开展培训和讲座。因

此，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不能及时了解关注国内外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

动态。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项目所属领域国内外

同类研究的进展情况和本学科专业或相关专业领

域的历史、现状、学术前沿以及发展趋势，很难找

出课题学术创新点，不利于课题研究。这种“因

需求异”问题决定了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服务方

式必须创新与突破。因此，农业科技专家迫切需

要我院图书馆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充分利用农业科

技文献资源，图书馆必须根据农业科技专家的需

求提供多元化文献信息，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制定

个性化的特色服务模式，采用主动的、纵深的服

务方式。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图书馆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馆藏

文献重点以农业科学、生物科学为主，兼顾其他

学科文献，并购买了中文全文和部分英文全文数

据库，近几年图书馆通过加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和由吉林省各大高校图书馆组织成立的省图

联盟，共享共建，不断拓宽文献资源获取渠道，开

展了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3]。

3 农业科研单位图书馆开展个性化

信息服务采取的措施

3.1 改变服务模式，适应图书馆个性化服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

的不断提高,读者对信息需求特点越来越广泛化、

专业化、高层次化。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不再

单一表现检索借阅，开始向知识开发服务模式发

展。他们不仅需要书刊文献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更多的需要获得经过再次整合加工的二次文献，

其需求越加具体化、多样化。例如：吉林省农业

科学院图书馆除开展传统的服务模式外，还积极

探索主动服务模式，如施行借用外力的思路，结

合利用“国家农业图书馆”和吉林农业大学图书

馆及加入“吉林省图书馆联盟”三种途径，扩大合

作范围、拓展文献资源，提高文献服务质量。面

向现代化的信息环境，以新的方式组织、整合、选

择、传播信息，建立了辐射型的开放服务系统 [3]。

从单一的、被动的、传统的、封闭的服务模式走出

来，把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开展多元化的、开

放式的多种形式的知识服务模式 [4]。树立图书馆

的新形象，加强读者凝聚力，使图书馆的服务工

作得到不断完善，在改革的过程中得到良性的发

展。

3.2 建立专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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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提出在面向课题组的个性

化信息服务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科研人员的信

息需求和信息获取习惯，通过想其所想、知其所

知，供其所缺、得其所信，设计出让科研人员能够

接受的服务方式 [5]。

以我院玉米所育种课题“国家玉米工程中心

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春玉米区商业化育种技术

研究与示范”为例，经过交流与沟通，发现课题组

人员希望了解目前国内外有哪些机构和专家从事

春玉米育种方面研究和进展，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成功经验以及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同时希望成

立一个能够交互式的共享平台在课题组小规模范

围内实现资源的共享。图书馆针对专家提出的意

见，组织成立专题跟踪小组，开展了该课题个性

化服务，特别对北方玉米育种技术体系的研究现

状，及时收集了有关文献，通过电子邮箱等形式

传递给该课题组。同时建立专题“春玉米区商业

化育种技术研究与示范”文献档案，并跟踪课题

研究过程，收集整理文献，定期推送信息产品，形

成了专题小型数据库，这种针对课题人员开展的

不同科研项目研究阶段和不同形式的多方位服务

手段是个性化服务内容的亮点 [5]。建立完成文献

档案专题库，一方面是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形成

专题特色，为今后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工作的

顺利开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3.3 建立专家个人数字化图书馆

通过调研了解全院各个学科的学科带头人现

状，为他们构建个人数字化图书馆。个人数字化

图书馆不仅包括专家自己及其领导或是合作团队

的一切科技论文、著作、专利、学术成果以及主持

或参加的项目，还包括专家和他的团队需要的各

类信息资源。个人数字化图书馆不仅方便自己管

理掌握个人的学术成果，还能让平台的知识信息

共享，并影响到本领域其他专家和团队认知，进

一步提高了个人及团队的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

力。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承担着国家级或省部级农

业科研课题，其特点就是技术难度大，科技含量

高，对专业知识要求不仅专、深，而且知识面要

广，还需对相关课题进行跟踪。为了农业科技创

新发展实现新的突破，图书馆及时关注了解国际

国内最新的农业技术、发展动态和市场等信息，

寻找新的创新点。这将对图书馆的知识信息来源

的广度和深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3-4]。

2009年，图书馆对全院 50名学科专家建立了

个人数字化图书馆。方便个人及时了解和掌握新

项目立项、研发，从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为

研发提供强大的信息服务保障，进一步提高了个

性化信息服务质量和准确性 [3-4]。专家个人数字

化图书馆对学科热点推送、机构科研能力评价、

同类机构科研追踪等，为个人在科研工作中提供

了更多个性化的服务，实现了“信息找人”的主动

服务方式。

3.4 改变服务手段，技术创新突破

信息时代是展现个性、倡导创造力，突破创新

的一个新契机。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并

定制个性化的信息产品成为图书馆信息服务的重

中之重。总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服务水平以及图书馆的设施、技术手段和信息资

源结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6]。

服务手段创新，一是建立完善内部管理体

制。高效的管理制度与良好的服务手段息息相

关，以“读者为中心，服务三农”为宗旨，短时间内

完成高质量服务、缩短服务流程，改进服务方式，

形成一套具体、系统、合理的服务体系，改善信息

服务手段，实现信息找人，扩展服务深度和广

度 [7]。二是实施信息产品推送。根据读者的需

求，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读者需要的信息自动推送

给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发布。并及时与读者沟通交

流，做好产品推送的记录、整理分类和研究。经

过双方反复推敲和商榷，选择并优化信息资源，

突出时效性、准确性、完整性等特征，并将其打包

通过 QQ、微信、电子邮件、传真或复印邮寄等方

式进行推送 [8]。信息推送服务打破了传统的信息

获取方式，减少了科研人员查阅文献的工作时

间。开展好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读者获取信息的

效率有所提高。

技术创新是符合农业科学发展的需要，同样

也是农业图书馆事业发展良策，创新技术平台不

仅提供高质量的网络文献，也实现了信息数字

化、网络化、虚拟化 [7]。我院图书馆借助国家农业

图书馆共享平台及吉林省各个高校图书馆建立的

合作联盟，积极创新，实现共享文献资源。

3.5 建立学科馆员制度

图书馆的信息人才队伍是个性化信息服务的

关键所在，是知识和智力的载体，更是一支技术

过硬的复合型的人才队伍。目前开展个性化信息

服务，需要图书馆除具备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方

式，还要向多元化、开放化发展。

由于人才匮缺和经费的制约，（下转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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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市现在主要的旅游模式是一日游或者两

日游，旅游产品形式单一，没有办法把游客留

住。为了丰富和龙市的旅游产品形式，需要深度

挖掘朝鲜族特色文化，以朝鲜族特有的文化为基

础，创新旅游模式，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和龙旅游。

5.2.4 政府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环保意识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地生态环境逐渐被破

坏。政府应加大对环境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应政

策和措施，增强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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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4 页）我院图书馆的服务团队难以达到理

想的水平，为了保证个性化服务的实施和质量 [1]，

馆内采取了“包所服务”措施，并效仿兄弟院所建

立“学科馆员”队伍。农业图书馆应组建一支高

水准的“学科馆员”团队，一是信息人员要积极参

加技能培训，掌握学科馆员专业知识。二是信息

人员要有现代化的服务理念，适应新环境，吸收

新思维，转变新观念。三是掌握电脑检索、网络

信息筛查等技术方法，并具有相当水平的情报专

业知识和较为广博的农业知识以及较高的外语水

平。同时还要提高收集、整理、分析网络信息的

能力，更要不断地了解、跟踪学科发展动态，熟练

运用现代信息手段从事各层次信息服务，充分发

挥信息导航员的作用 [1-3]。

4 结 论

开展好个性化服务是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

做好读者服务工作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今多元

化复杂环境下，建立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面临着

诸多问题。因此，首先需要图书馆转变思维，突

破桎梏，创新服务模式和理念，不断寻求新思路、

新方法；其次不仅要加强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个人业务素质，还要加强软件和硬件以

及高科技信息平台安全建设，力求将个性化信息

服务的理论知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把握机遇，

迎接挑战，深层次探索不同农业科研课题的各个

阶段，为科研人员提供针对性、专指性和有效性

为一体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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