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统计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的目的 

二、做好图书馆统计 

三、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收集及分析平台 

                      —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 

四、下一步工作 



记录高校图书
馆的发展状况

和发展历程 

为高校图书馆
的评估（个体
评估和整体评
估）提供基础

数据 

分析和把握高
校图书馆的发

展趋势 

助力高校图书
馆的宏观管理

和决策 



资源、服务的变化要求统计规范必须与时俱进 

由以办馆条件为中心转向以服务绩效为中心 

由引导办馆条件向引导提高服务质量转变 

统计规范的变化日益体现数字图书馆的特点 



1、统计规范设计的出发点由以办馆条件为中心转向以服务绩效为中心。 

以往的统计普遍类似于图书馆资产清查，将馆藏量、建筑面积等作为统计的重点，
是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本位意识的反映。随着办馆理念的进步，目前国内外高校图书
馆关于统计的共识是，要从重点统计资产向重点统计服务绩效转变。因此不断增加
和服务质量密切相关的统计项目，比如年增新书量、人均新书量、文献下载量等，

随着服务方式的变化和创新，这些统计项目还会不断进行调整。 

2、统计规范的导向由引导办馆条件攀比向引导提高服务质量转变。  

统计实际上一种导向，统计规范的设计是图书馆理念的折射。如果以资产统计为中
心，势必引导图书馆之间攀比办馆条件，鼓励硬件竞赛。如果以效益统计为中心，
则引导图书馆在服务质量上进行竞争，努力做到以人为本，千方百计改善服务。目
前国内外已充分认识到统计的导向作用，努力将最先进的图书馆建设理念落实到统

计工作，使其导向更正确，不至于和新理念产生矛盾乃至冲突。 



3、统计规范越来越体现数字图书馆的特点。 

随着图书馆快速地向数字图书馆转型，目前图书馆的所有业务都在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改
造，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网络化的资源和平台，统计规范必须反映这个特点，所以
数字资源数量、文献传递数量等和数字化服务有关的项目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统计规范中。

随着信息技术、服务方式的变化，统计规范将处于不断的动态调整之中。 

4、资源、服务的变化要求统计规范必须与时俱进。 

数字资源购买方式不一，规模庞大、类型复杂、内容交叉、优劣杂陈，可多用户并行检索，
这些特点使得关于数字资源的统计决非像统计纸本资源那么简单，如果不加规范，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而得出不同的数据。因此集思广益，与时俱进地修订统计规范就成了当

前图书馆统计工作开展的前提。 



图书馆统计评估标准要与图书馆实际工作相结合 

图书馆统计标准制定后, 需要及时地推广和应用, 否则就

失去了其作为统计标准的意义（我国参照ISO2789: 

1974制定了GB /T13191- 91，使用效果不理想） 

图书馆的类型多种多样，所处背景不同，服务于不同用
户群的图书馆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征，适合的统计评估

指标也不尽相同 





高校事实数据库（旧版）：http://www.tgw.cn:28080/ 

 

http://www.tgw.cn:28080/


 采用前两个版本（1999-2004版，2005-2009版）的高校事实数据统计

指标； 

 用户数 

理论上，教育部批准的2753所高等学校的图书馆都是用户（截至2010年8

月30日）   

全国普通高校（共2035所）、全国成人高校（共366所）、全国民办普通

高校（共350所）、全国民办成人高校（共2所）  

实际上，2009年只有468所高校图书馆填报数据，最多的2003年，

有697所高校图书馆填报数据。 

 



1999年534家 

2000年360家 

2001年573家 

2002年586家 

2003年697家 （最多的一年） 

2004年462家 

2005年358家 

2006年302家（最少的一年） 

2007年521家 

2008年628家 

2009年468家 



 已发布报告：《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2006、2007、2008、2009）均收入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06—
2009年版，蓝皮书性质，每年图书馆学会
年会前出版。） 

 已发布排行榜：2004—2009普通高校图书

馆基本数据排行榜（见图工委网站
www.tgw.cn）。2005和2006年的数据被

收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和《中国
图书馆年鉴》。 

 发布的项目各年略有不同，每年均发布的主
要有4项：建筑面积（总面积、在建面积）、

购书经费（总经费、纸本和电子资源各自经
费）、人员（在编、临时、硕士、博士）、
现代化程度（电脑、服务器、无线网） 

 

 注：目前旧版事实数据库仅供查阅2009年及以前的资料。  

http://www.tgw.cn）。2005和2006
http://www.tgw.cn）。2005和2006
http://www.tgw.cn）。2005和2006
http://www.tgw.cn）。2005和2006
http://www.tgw.cn）。2005和2006


旧版
使用

问题 

填报率不高； 

准确率不高（除面积、人员、总经费、电脑数相对准确

外，其他项目很容易发现明显错误，导致不能公布）； 

个别类目设置不科学，修订不及时； 

填报规则不精细（多元理解导致数据不准确）； 

导出、分析、比对等功能不完善，不便数据的开发利用。 



高校事实数据库（新版）：http://www.tgw.cn:18080/Index.action 

 

 

http://www.tgw.cn:18080/Index.action


‣ 指标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

（2011年版）》 

 根据学校类型设置了三类推荐的填报项目版本 

• 高职高专类 — 精简版 

• 一般院校 — 基本版 

• 985/211院校 — 扩展版 

 扩展版填报项最多，基本版次之，精简版最少； 

 上述对应仅为推荐填报，学校在填报数据时，亦可就高

填报，但不能就低； 

 三类版本均包含11个统计大项，如史图所示； 

 详细的填报项目及填报细则可登录 新版教育部高校图书

馆事实数据库系统 查看。 

 
 

 

 

 

 

http://www.tgw.cn:18080/
http://www.tgw.cn:18080/
http://www.tgw.cn:18080/


用户类型 旧版系统功能 新版系统功能 

图书馆用户 

1)数据输入 
2)数据查询：基本数据查询、年度数据查

询、项目年份比较查询 
3)用户信息管理 

1)数据填报（可自行选择填报版本）； 
2)信息查询：图书馆基本信息和年度数据查询（可查询所有系统用户数据）； 
3)统计汇总：可查看全国/本省发布的各类排行榜和统计报告； 
4)数据分析：本馆年度数据查询、本馆跨年度数据（多统计项）比较，结果可导

出（excel形式）； 
5)增删个性化填报项； 
6)用户信息管理 

省图工委用户 

1)数据查询：基本数据查询、年度数据查

询、项目年份比较查询、静态排行榜查询、

项目排行榜、未填数据图书馆查询 
2)用户信息管理 

1)发布本省通知通告（可同时邮件推送给本省高校用户）； 
2)信息查询：同上 
3)统计汇总：查看全国发布的各类排行榜和统计报告；生成/发布/管理本省排行

榜和统计报告； 
4)数据分析：馆际数据比较、馆际数据排名分布、历年馆际数据比较（均为本省

范围内），可导出和打印结果； 
5)用户管理：本省高校用户管理(新增/停用/修改/并馆等)、自身信息管理； 
6)省个性化填报项 

全国图工委 

1)图书馆管理 
2)权限设置 
3)数据维护 
4)消息发布 
5)排行榜生成 
6)数据查询 

1)发布通知通告（可同时邮件推送全站用户）； 
2)信息查询：同上 
3)统计汇总：生成/发布/管理排行榜和统计报告（全国范围）； 
4)数据分析：馆际数据比较、馆际数据排名分布、历年馆际数据比较（全国范

围），可导出和打印结果； 
5)用户管理：省图工委用户/高校用户/自身信息管理（新增/停用/修改等）； 
6)数据维护：填报项维护、系统各类参数设置、数据库最小订购单元维护、

CALIS代码表维护等 

收费用户 预留用户 预留用户 



序号 系统功能 图书馆用户 省图工委用户 高校图工委用户 

1 数据填报 √     

2 信息查询 √ √ √ 

3 查看排行榜/统计报告 √ √ √ 

4 发布/管理排行榜/统计报告   √ √ 

5 发布通知通告   √ √ 

6 数据分析 √ √ √ 

7 (个性化)填报项管理 √ √ √ 

8 用户管理(增/改/并馆等) √ √ √ 

9 数据维护     √ 

  注：三类用户各项功能的作用范围不同：图书馆用户为本校范围；省图工委用户为本省范围；高校图工委则为全国范围。 



图书馆用户页面 



省图工委用户主页 



高校图工委页面 



 新版本具有SaaS功能 

 为省图工委提供各省独立的管理平台； 

 方便各图书馆管理及保存本校统计数据； 

 新版增强了数据分析功能 

 图书馆历年情况比较 

 馆际情况比较 

 统计指标排行榜 

 系统更人性化，配置更灵活 

 图书馆用户增删个性化填报项； 

 省图工委个性化填报项管理、本省排行榜、统计报告、通知通告及用户管理； 

 高校图工委各类数据维护 

- 填报项目动态维护； 
- 数据库最小订购单元维护； 
- 各类参数配置等 

 



 数据分析功能 

    三类用户均有

此页面展示功能，
区别仅在于作用
范围。 



 个性化的填报项管理 

    图书馆用户和省图工委用户均可

设置个性化填报项目，旨在更方便
地利用高校事实数据库统一管理和
保存本校/本省数据；打造本校/本
省事实数据收集和分析平台。 



 更灵活的系统配置 



1 强化统计 

统计指标第三版的完善 

- 电子资源的计量 

- 新旧统计指标的关联 

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的利用 

- 历叱数据的整理（将图书馆历年的数据都在新平台中统一揭示） 

2 宣传培训 

通过讲座或持续性的培训，提升图书馆对《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
指标》的正确理解 

通过推广，促进高校图书馆有效利用事实数据库 

 



3 合作研究 

加强和国内外标准化组织的合作 

对统计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为学校、地区、国家层面的决策

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