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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2003）及评估办法的说明 

 

 一、根据教育部教高 [2002] 3 号文件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为加强对高等学校图书馆建

设的指导和检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组织拟订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以下简称“评估指标”）。 

二、对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的评估一般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或教育委员会来组织实施，由各地高校图工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

情况制订实施细则和具体评分办法及分值。教育部在适当时机组织专家组进行检查指导。各地既可以开展全面评估，也可以开展专项评估。 

三、评估指标设置主要依据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限于经验及参考资料的不足，肯定有不尽合理、完善

之处，有待于通过评估实践，在获得各地的反馈意见后，再组织专家进行修改，使之趋于合理、完善。 

四、《规程》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有的是作为当前必须具备的水平，有的是今后随着事业发展和工作进步应达到的目标。评估的目的就

是检测目前已达到的水平及找出尚未达标的差距，从而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高等学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难

以用完全一致的标准去衡量，因此，评估指标的设定及分值的计算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灵活性，在实施上注重可操作性。各地可在实施评估

时自行确定和调整。 

五、考虑到不同高等学校在发展上的不同要求，建议按“985 高校”、“211高校”、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分为四类，可以采取不同的权

重或记分标准，也可以在总评时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划分不同的分数段。 

六、评估指标设三级，一级指标采用 100分为满分分值。二级和三级设权重，按权重来确定分值。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各地评估时

的侧重点会有不同，二级指标未给出权重。各二级指标的分值是其下各三级指标实测分值乘以权重系数所得分值相加之和；一级类目的实得

分值是二级指标的分值乘以权重系数所得分值相加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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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时，各地可对二、三级指标的权重系数自行确定或调整，也可以对三级指标中的具体项目进行增项或减项，每项的分值及计分

方法也由各地自行确定。 

八、进行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很难全部以定量来计分，但是评估指标又必须量化，才能测出一个比较一致的分数来进行比较。因此，

在评估中对某些指标也可以采用分两步走的办法，即：第一步先给一个模糊量化的等级概念；第二步从这个模糊量化界定的数量范围内（如

A等界定为 90—100分；B等界定为 80—89分等等），给出一个相对恰当的分数。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2003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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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2003年 2月 12日） 

 

一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内涵说明及评分标准 

A.办馆条

件 

100 A1体制  A11领导体制 0.40 有主管副校长，图书馆工作委员会、馆长符合《规程》的相关

规定 

A12组织机构 0.40 机构设置适应工作需要、符合“精简”“效能”的原则，部室负

责人称职 

A13图书情报工作整体化 0.20 统一的业务和服务制度，分馆制 

A2队伍建设  A21队伍建设规划及落实 0.40 有无定编，实行聘任制，岗位资格和职责，在职培训和进修 

A22人员数量 0.20 符合定编的情况（是否超编或缺编），年龄结构 

A23人员素质 0.40 学历结构，学科结构，职称结构（2:4:4） 

A3经费  A31校拨日常运行费 0.60 是否列入预算，占学校办学经费（不包括基建、科研）的比例

（5%），增长情况 

A32其他来源经费 0.20 与校拨正常经费之比（20%及以上，10-20%，10%以下） 

A33经费使用情况 0.20 是否按预算执行，接受审计情况 

A4馆舍  A41独立馆舍 0.30 有无独立馆舍，生均建筑面积（2.0平方米/生） 

A42阅览座位 0.30 阅览座位与学生数之比（1: 4） 

A43设施与环境 0.40 有无防寒防暑防灾设施，阅览室照度，绿化、美化情况 

B.文献资

源建设 

100 B1馆藏量  B11馆藏情况 0.30 中外文书年更新率（新书品种与馆藏种数之比），中外文现刊订

购量（种数与读者数之比），（电子版去重后按 1: 1换算） 

B12生均文献量 0.50 a.生均册数（100册）; b.近五年的生均年购新书量（5:4:3）

（电子版按 1: 1换算） 

B13文献资源特色 0.20 有无特色资源，特色资源所占比例 

B2 加工、整  B21加工周期 0.20 书、刊及其它文献从收登到提供服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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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B22标准化程度 0.20 采用标准的情况（采用哪些国际/国内标准），符合标准的程度

（1-3级） 

B23 质量 0.10 数据差错率（1%） 

B24揭示报道 0.30 各种资源的报道（包括新书报导、数据库介绍等），总馆、分馆、

资料室资源报道，资源整合 

B25数据库建设 0.20 自建数据库情况，机读目录（占馆藏目录）比例 

B3 保存维护  B31纸质文献典藏管理 0.30 一般文献、特色文献、珍贵文献的保护、保存、清点 

B32其他载体文献管理 0.30 缩微资料，磁、光介质资料等文献的保护、保存、清点 

B33数据库维护与更新 0.40 备份情况（在线、近线、离线，增量备份、总体备份，各种备

份的周期），更新情况（是否按不同数据库的更新周期及时更新） 

B4 资源共建  B41文献购置协调 0.40 集团采购，外刊订购协调等 

B42文献加工合作 0.60 联机编目，特色数据库，数字资源等 

C.自动化、

网络化、数

字化建设 

100 C1硬件  C11服务器 0.25 CPU主频，CPU个数，内存大小，是否满足需要 

C12工作站 0.25 分别用于读者服务和业务工作的数量，满足程度，完好率 

C13网络设备 0.25 交换机容量，主干带宽，桌面带宽，接点数，满足程度 

C14其他设备 0.25 （存储、打印、扫描等） 

C2系统软件  C21操作系统 0.30 系统类型，版本，是否满足需要 

C22网络管理系统 0.35 同上 

C23数据库管理系统 0.35 同上 

C3应用软件  C31集成管理系统 0.30 功能完备程度，网络服务能力，开放程度， 

C32 WEB应用 0.50 功能完备程度，维护更新情况，服务可获得性、便利性 

C33数字图书馆应用 0.20 有无系统，系统功能，实用程度 

D．读者服

务 

100 D1基本服务  D11 开馆时间 0.30 读者可获得图书馆服务的时间（借阅时间 70小时/周；网上访

问时间 140小时/周） 

D12 开架率 0.10 开架服务的书刊文献占全部馆藏文献的比例（60%） 

D13 生均外借/下载量 0.20 年读者借书量（册/人），年下载电子书刊量（点击量/人） 

D14 网上服务 0.40 通过网络提供的服务项目（逐项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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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信息咨询

服务 

 D21 信息咨询 0.40 咨询服务项目（逐项算分），年定题或专题服务量（个） 

D22 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0.35 年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量（次或页），需求满足率（60:70:80%） 

D23信息编译报道或推送 0.25 年印发或网上发布的编、译篇（条）数（期数）或推送服务人

数（信息量） 

D3信息素质

教育 

 D31 读者入门教育 0.20 年接受教育读者数（人次），读者手册编制情况 

D32 文检课教育 0.40 年开课次数，听课人数，通过考试人数，是否专门教材 

D33 校园文化建设 0.20 年办讲座数，办宣传栏数 

D34 学生参与服务  0.20 年使用学生工（时）数，学生服务效果 

D4读者评价  D41 读者问卷调查 0.30 年调查次数，调查结果，改进情况 

D42 读者座谈会调查 0.30 同上 

D43 读者意见箱 0.40 年实物意见箱收集意见数，电子意见箱收集意见数 

E．科学管

理 

100 E1规章制度  E11 业务规章制度 0.35 完备程度，版本更新情况，执行情况 

E12 服务规章制度 0.35 同上 

E13 管理规章制度 0.30 同上 

E2民主管理  E21 馆员参与决策 0.50 参与制订发展规划、规章制度，参与人员聘任、晋升等 

E22 馆员参与管理 0.50 年度考核、总结等透明、公开，实行民主监督 

E3业务统计  E31 统计数据 0.50 完备程度，准确性 

E32 档案资料 0.50 完备程度，系统性 

E4学术研究  E41 学术成果 0.40 年发表学术成果量（篇或个），人均数，获奖情况 

E42 科研课题 0.40 年完成课题量（个），课题级别，人均数 

E43 学术组织成员 0.20 参加学术团体情况，任职情况，参与活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