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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容与方法 

1. 采用文献研究和调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区域高校图书馆

信息服务的现状，理清了信息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明确

了高校图书馆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需求。 

2. 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完成了区域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设计思

想、主要功能和整体架构研究。 

3. 运用过程管理的思想，研究了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业务流程。从

过程系统的整体目标出发，根据联合信息咨询业务流程的特点及

其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分析确定了服务流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4. 在联合信息服务系统整体架构设计和服务业务流程设计的基础

上，完成了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软件建构、测试、部署及上

线运行。 

5. 研究了区域联合信息咨询服务过程中成员馆应共同遵循的服务协

议、服务规范，以约束和指导信息咨询馆员开展服务，确保联合

信息咨询服务的高效和优质。 

6. 分析了联合信息咨询服务与知识产权的关系，研究了服务过程中

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联合信息咨询服务中进行知识产权

管理的方法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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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了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运营管理与维护模式，主要包括联盟

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成员馆间的利益关系及联盟服

务系统与成员馆已有的服务系统/管理系统的融合与衔接等多边

关系管理。 

二、 结论与对策 

1. 通过文献分析与实际调研，结合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馆

员的数量与专业结构，确定联合信息咨询服务应该在科技查新、

论文收录引用、文献/专题服务、情报分析、学科服务、期刊论文

投稿指南、培训服务和网上咨询服务八个方面开展工作。联合信

息咨询服务范围的界定，为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平台功能模块

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2. 提出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基本设计思想：基于分布式馆藏资

源和人力资源，开展多馆协同合作模式的网络化服务，为成员馆

提供一个共享的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平台。 

3.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平台的整体架构设计如图 1 所示。以用户

的需求为目标，咨询服务流程为导向和约束，实现管理中心、机

构成员馆、不同岗位馆员的信息咨询服务流程顺畅执行或自动流

转。系统由服务门户接受咨询委托，具体业务处理由接受任务的

图书馆完成相关服务，后台管理实现人员、业务、数据的管理与

统计。 

科技查新 收录引用 学科评价 情报分析

专题服务 专利分析 专业培训 网上咨询

管理中心

机构成员馆

咨询馆员

机构人员 任务分配

权限管理 状态管理

统计分析 财务管理

业务处理 后台管理

服务门户

联
合
信
息
咨
询
服
务

咨询服务结果

用户需求委托

 

图 1. 区域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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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业务

流程的调查与研究，梳理形成了高校区域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基本

业务流程框架如图 2 所示。 

（1）流程的层次划分与梳理：从流程参与者角度分为委托人——机

构管理员——项目管理员——服务馆员——机构会计 5 个层次，各个

层次均具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 

（2）业务工作的总体流程框架梳理：业务的委托、受理、任务的分

配、任务处理与结果审核，直至缴费、提交报告并存档。 

 

图 2.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业务流程 

4. 考虑社会用户和教育网用户访问需要和系统的简单、易用的体验

效果，区域性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采用浏览器/服务器的网络结

构模式（B/S 模式），将系统功能实现的核心部分集中到服务器上，

减轻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和工作量。服务系统采用 Java 程序编

写，开发的安全性高，线程易控制且可以直接调用现有模块组件，

具有较强的跨平台等优势。在系统框架开发时还采用了 Grails 的

插件系统。 

5.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平台通过了白盒测试、黑盒测试及压力测

试，满足基本设计功能要求，表明该系统具备部署条件。根据系

统的开发软件环境和运行要求，配置了平台的软、硬件，设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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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平台的网关、端口、防火墙等网络环境，完成了平台部署，实

现了广域网安全访问。 

6. 针对部署后的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组织了北京科技大学图书

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首都医科大学

图书馆、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化工大学图书馆开展了试用。

重点考察了系统的响应速度、页面布局、操作流程的顺畅度、运

行结果是否准确、功能是否齐备等直接关系使用体验的内容。依

据试用反馈意见进行了系统细节调整和功能完善。试用完善后的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于 2014 年 10 月全面更新上线运行，对外

开展服务。 

7. 通过对联合信息咨询服务中的委托、受理、服务操作、服务结果

的提交与反馈进行全流程控制研究，确保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高

效和优质。其中，重点研究了各类服务委托的填写内容、检索的

范围要求、数据及文献的分析方法和标准、服务结果的撰写要求

等影响联合信息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 

8. 在分析联合信息咨询服务与知识产权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服务

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提出联合信息咨询服务中进行知识

产权管理的方法与措施，具体包括统筹规划、采用相关的知识产

权声明规避风险、考虑版权费用预算及对馆员进行知识产权知识

的培训，从实际工作出发讲解在地区高校联合信息咨询服务工作

中如何遵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时研究如何保护用

户隐私，避免出现知识产权的问题。 

7. 对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运营管理与维护模式进行研究，包括：联

盟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管理、联盟目标与联盟绩效管理、联盟

中的经济管理，确保调动成员馆的服务积极性，推动联合信息咨

询服务的顺利开展。 

8. 制定了区域高校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相关规范与制度，协调成员

馆的工作与利益关系，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促进北京高校

区域联合信息咨询服务良性循环发展。包括《BALIS 联合信息咨

询中心章程》《BALIS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协议书》《BALIS 联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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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经费补贴办法》《BALIS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规范》《BALIS 联合

信息咨询服务评估办法》等。 

 

三、 成果与影响 

1. 完成了课题研究内容 

本课题严格按照立项申请书的内容开展各项研究，通过理论研

究、联合信息服务系统平台的建设及成员馆的使用实证研究，基本实

现了区域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的目标，达到了聚合区域高校的文献资

源、学科、人员、专项信息服务等优势，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借助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增值的知识服务，实现高校图书馆

间信息咨询服务的网络化、规范化、标准化共知共享共服务的目的。

达到预期目标，在国内具有新颖性，有利于区域联合信息咨询的管理

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2. 课题成果已上线应用 

本课题的重要成果“联合信息咨询系统”边研究边服务，在经过

长期研究和测试试用完善，于 2014 年 10 月全面更新上线运行，对外

开展服务。（网址：http://balis5.ustb.edu.cn，系统主页如图 3 所

示） 

 

图 3.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主页 

 

3. 课题成果的推广使用 

课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保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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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BALIS）联合信息咨询中心应用，作为中心的服务平台，目

前已有 40 多个成员馆参与服务（见图 4），其中教育部直属院校图书

馆 13 个，中央部委所属院校图书馆 8 个，北京市属本科院校图书

馆 12 个，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 7 个。985 院校图书馆 5 家，211 院

校图书馆 15 家。成员馆中参与信息咨询服务的馆员总数达到 200 余

名。在立足为北京地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支持的同时，不断拓宽

校外服务，服务对象不仅限于京津冀地区，还为山西、浙江、山东、

内蒙古、广东等地区的用户提供了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图 4.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成员馆查询页面 

 

4. 实际应用效果 

随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完善，利用平台委托和受理的服务项

目数量均不断增长，自 2013 年以来，累计为广大用户提供科技查新、

论文收录引用等各类服务 8000 余项，为用户申报科技项目立项、鉴

定、报奖及个人学术评价、职称评定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材料。2015

年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共提供科技查新、论文收录引用、情报分析

等服务 4000 余项，为用户申报科技项目立项、鉴定、报奖及个人学

术评价、职称评定等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撑，促进北京地区图书馆信

息服务实力和水平的提升，创造较好的社会效益。各年度服务数量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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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年度服务数量统计 

 

四、 改进与完善 

1. 问题与不足 

受研究周期和研究深度的影响，根据实际系统应用情况与反馈意

见，发现系统的功能与用户的需求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如：系统的

在线处理能力、智能化水平、原文的定位在线处理等等问题。区域联

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研究与改进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系统的维

护和升级也是一个不断反复的工作。后续研究工作应将继续进行，不

断深入完善。 

 

2. 改进与完善 

今后如果继续开展研究，将加强（1）系统平台对相关文献资源

元数据的统一检索、原文定位等功能研发，进一步提高系统各项服务

流程的在线智能化处理能力。（2）以改善用户和馆员的使用体验为主，

结合系统应用、页面视觉、交流互动等综合感受，改进系统前台使用

和后台服务界面，使服务的全流程更简易、高效地满足用户和馆员的

使用需求与习惯。（3）注重新技术、新媒体的应用，将移动服务、微

信平台融合于服务过程的用户沟通、需求提交、过程查询、网上支付

等，方便用户随时随地享受咨询服务。通过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全

面提升北京高校区域联合信息咨询服务流程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服

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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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细目 

1.区域高校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完成构建并已正式上线运行 

主页网址：http://www.balis5.ustb.edu.cn 

主页截图如图 6 所示： 

 

图 6. 联合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主页 

2.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8 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7 篇，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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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成果形式 成  果  名  称 字数
出版或发表

时间 

出版单位或发表

刊物名称、 期号
刊物级别 获奖或转载情况 决策采纳 

1 
季淑娟,刘恩

涛,王晓丽 
学术论文 

北京高校区域联合信息咨询

服务全流程的规范控制研究
9100 2015.12 

图书情报工作. 

2015(24) 

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来源刊 
暂无 是 

2 
季淑娟,董月

玲,张丽英 
学术论文 

高校学科学术表现与影响的

文献计量评价分析 
7800 2013,01 

科技管理研究. 

2013(1) 

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来源刊 
暂无 是 

3 
季淑娟,王晓

丽 
学术论文 

高校区域性联合信息咨询服

务的系统架构研究 
7900 2013.05 

大学图书馆学

报. 2013(3) 

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来源刊 
暂无 是 

4 
孙会军,左文

革,季淑娟 
学术论文 科技查新合同规范化研究 9400 2013.10 

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2013(10) 

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来源刊 
暂无 是 

5 

杜璟,左文

革,王超,季

淑娟 

学术论文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查

新报告撰写规范》分析比较

研究 

8000 2013.08 
图书情报工作. 

2013(16) 

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来源刊 
暂无 是 

6 
王晓丽,董月

玲,季淑娟 
学术论文 

论科技查新的技术标准与质

量控制 
6500 2014.05 

科技管理研

究.2014(10) 

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来源刊 
暂无 是 

7 
王晓丽,季淑

娟,王瑜 
学术论文 

发挥查新人员在学科服务中

的作用 
5500 2014.12 

图书情报工作. 

2014(S2) 

北大中文核心 

CSSCI 来源刊 
暂无 是 

8 
黄芳,季淑

娟,黄肇隽 
学术论文 

地区高校图书馆联合信息咨

询服务中的知识产权研究 
4700 2012.11 

医学信息学杂

志. 2012(11)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暂无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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