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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生态系统的解构与重构 （胡文静等）

iSchool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魏小飞等） 005
010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三个维度及其定位 * （李世敏）

014 基于知识位势的图书馆知识整合中知识获取研究 （袁红军）

延迟对图书老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邵瑞华等） 018
022 英文图书出版社整体质量评估———以上海图书馆为例 （张建亮 倪蓉蓉）

026 城乡儿童课外阅读环境比较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和库区为例* （姚海燕 邓小昭）

国外农民信息服务消费研究综述 （韩秋明） 029
2014 年度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四国国家标准的比较分析 * （刘恬渊等）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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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数据素养浅论 （王春生）

047语义网环境下书目信息资源的组织———实践方法与发展方向探讨 （郭哲敏）

053商业网络分析指标与高校图书馆背景融合构建研究 * （孙晓瑜等）

《艺文类聚》 类目体系中的知识秩序建构逻辑研究 * （曲莎薇） 057



定价：20.00 元 （全年 240.00 元）

刊号：
ISSN1005－8214
CN64－1004/G2

平罗县图书馆组织开展防震减灾讲座及演练 （009） 泾源县图书

流动服务车方便群众看书 （033） 盐池县图书馆公益讲座丰富孩子暑

假生活 （037） 石嘴山市图书馆开展助残主题活动 （056）

读者·作者·编者 英文要目 （IV） 下期要目 （IV） 编后 （封三）

三
大
类
型
图
书
馆
事
业

2015 年 第 9 期 2015 年 9 月 30 日出版

专业史苑

经验交流与基层工作

103
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精选文摘 （第 61辑） （本刊编辑部）

数字图书馆·技术平台

动
态·

资
料

061 农村基本公共信息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研究 （杨 诚）

064对高校图书馆、中学图书馆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考

———晋江市图书馆共享联盟模式 （郑君平）

068清真寺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 （张新月）

基于导生制的混合式新生入馆教育模式探究 * （周 频） 072
076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探究———以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为例 * （刘 方 翁东风）

公共图书馆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方案研究 （冯红娟等） 079
4C 营销理论在图书馆微博服务中的运用———以重庆图书馆为例 （王祝康） 083

087 运用回归模型构建随书光盘共享平台 * （王 冉）

090 近代江南堪舆书市场研究 * （何 伟 史献浩）

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考 （王国平） 096

县级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实践及策略———以府谷县图书馆为例 （刘静宁） 100



荫 组织内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之环境因素研究综述 倪国栋等

荫 电子政务服务整合现状及其模型构建研究 李 芳 许德山

荫 信息贫困形成的经济学机理 相丽玲 牛丽慧

荫 SoLoMo 理念与长株潭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分析 周永红 陈 思

荫 “俄罗斯科学遗产”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贺延辉

下
期
要
目

001 005 029

042 047

（No．9，2015）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

struction of library ecosys-

tem in Big Data Era（HU

Wen-jing，et 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

tem for iSchool（WEI Xi-

ao-fei，etal）

Review of foreign farm-

ers’information service

consumption（HAN Qi-

u-ming）

Elementary discussion

on data literacy（WANG

Chun-sheng）

The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semantic

web———on the method and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practice（GUOZhe-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