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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into smart librari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the smart library librarian competency model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percep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mart library librarian competency. The qualitative integr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used to extract 24 elements 
of competency and build a hypothetical model of intelligent librarians' competency. Based on the user perception perspective,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etency model of intelligent librarians with professional beliefs as the core layer, business competence as the middle 
layer,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skill reserves as the surface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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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 从用户感知视角出发构建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
型，旨在为提升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提供借鉴。综合运用定性综合集成、问卷调查法提取 24 个胜任力要素并构建智慧图
书馆馆员胜任力假设模型，借助 SPSS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验证并修正模型。论文基于用户感知视角建立了以
职业信念为核层，以业务能力为中层，以知识结构、技能储备为表层的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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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智慧城市作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

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中，为使作为社会信

息资源重要枢纽的图书馆跟上城市发展步伐，“智慧图书馆”

的建设被提上日程并逐渐成为图书馆领域的研究热点。智慧

图书馆是新时代背景下读者用户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盼 [1]。

目前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定义尚未统一，主要有感知说、模式

说、人文说、要素说和智能说五种代表性观点 [2]，其中传播

最广的是智能说，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与先进智能

技术的统一体，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技术基础 [3]，

围绕用户需求提供智慧服务的新型图书馆。随着图书馆中智

能技术的发展、普及与应用，精简馆员数量、提升馆员质量、

培养智慧馆员成为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必然选择。智慧图书馆

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智慧馆员，但馆员具备哪些能力才能在

满足用户智慧服务需求的同时胜任智慧馆员角色，如何区别

【基金项目】2016 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大数据环

境下智慧城市信息服务融合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16K092）。

【作者简介】邹凯（1965-），男，中国湖南娄底人，湘潭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事智慧城市、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曹丹（1996-），女，中国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智慧图书馆研究。

蒋知义（1971-），女，中国四川蓬溪人，湘潭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硕士导师，从事智慧图书馆、公共信息服务研究。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4i10.5945



160

财经与管理·第 04卷·第 10 期·2020 年 10 月

同一岗位上表现优秀与表现一般的智慧馆员，是当前智慧图

书馆馆员培养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用户

感知视角出发，结合定性综合集成、问卷调查、因子分析等

方法，探讨智慧馆员作为智慧图书馆中高专业水准的综合能

手应具备的胜任力要素并构建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

以期推动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研究。

2 相关研究述评
2.1 胜任力相关研究

胜任力的概念由 DC Mcclenlland[4]1973 年提出，他认为

胜任力是在组织工作中反映在绩效优秀的个体身上的基本性、

决定性的个人特征，应该通过个体胜任力而非传统的智力测

验来全面的反映组织中特定工作岗位上个体的能力，并提出

了冰山模型，认为冰山上部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冰山下部的社

会角色、自我概念、特征和动机是从整体层面上区别绩效优

秀者和一般者的关键要素。在冰山模型基础上，Boyatzi[5] 在

其著作中强调在绩效评价中系统分析的重要性，并将岗位需

求、工作环境和员工能力对于绩效的影响相关联丰富了胜任

力建模理论。O Nordhaug 等 [6] 归纳了具有普适性的多项胜任

力要素，构建了涵盖元胜任力、标准胜任力等 6 个胜任力维

度的胜任力模型。

LM Spencer[7] 提出了涵盖基准性素质和鉴别性素质的素

质冰山模型，模型中鉴别性素质的评估与提升难度高于基准

性素质。随后，RE Boyatiz[8] 基于胜任力理论进一步构建了洋

葱模型，洋葱模型将个性及动机划分为核心层，体现了个体

的工作驱动力与本质特性；将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划分为中

间层，展现了个人的自我评价、社会属性；将技能和知识划

分为最外层，是个体所拥有的各项信息以及解决任务的能力，

相较于素质冰山模型，洋葱模型更为强调各胜任力之间的层

级关系，且该模型中核心层对中间层和最外层有驱动作用。

目前，各胜任力模型在管理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但图情领域的胜任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9]，

智慧图书馆领域的胜任力研究更是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2.2 智慧馆员胜任力相关研究

智慧馆员是智慧图书馆的建设者，也是智慧图书馆与用

户沟通的桥梁，其胜任力水平直接影响着智慧图书馆建设进

程和用户满意度。智慧馆员胜任力的研究起源于 21 世纪初，

伴随着智慧图书馆的发展逐渐步入研究者视野。经文献梳理，

可将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研究分为面向理论分析的研究和

面向实践应用的研究两个部分。

2.2.1 理论分析层面

在理论分析方面，主要借助经验总结、文献研究等方法

对智慧馆员胜任力需求进行理论研究。I M Johnson [10] 在对其

过往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主张智慧图书馆要想将自身服

务融入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必须培养能管理现有体系、具备

献身精神、把握信息需求、传播信息技术的智慧图书馆员。

Baryshev 等 [11]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探讨了从电子图书馆到智慧

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认为智慧馆员应该能对硬件、服务和互

联网的进行专业化使用，从而改变用户互动形式，提供更好

的图书馆服务。

G Cao 等 [12] 剖析了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混合图书

馆和智慧图书馆四个图书馆发展阶段基础上，提出了智慧馆

员应该具备的智慧能力和智慧意识。侯明艳 [13] 明确了高校智

慧图书馆馆员的新定位，并强调应着重发展馆员智慧科研和

教学能力。王金娜 [14] 基于文献研究构建了由基础、核心和竞

争能力三层能力构成的金字塔形能力结构，并分析了管理、

流通服务等不同岗位对智慧馆员的具体能力需求。李校红 [15]

在梳理相关研究基础上，从公共图书馆智慧服务角度出发，

提出智慧馆员要应合理安排资源、提供个性化服务并努力掌

握新技术。

2.2.2 实践应用层面

在实践应用方面，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专家调查法等

方法进行胜任力特征和胜任力模型分析。

Howard K 等 [16] 运用专家访谈法对澳大利亚 GLAM 部门

未来信息专员人才进行了需求分析，探讨了图书馆对馆员当

前和未来技能和知识的需求，认为对图书馆的热情和理解是

未来智慧的图书馆员能力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

JP Chigwada[17] 在参考专家意见基础上，提出 21 世纪图

书馆员将经历传统图书馆员、数字图书馆馆员及智慧图书馆

员三阶段角色转变历程，并分析了学习能力、解决新技术难

题能力等方面的馆员能力提升需求。

郑怿昕等 [18] 在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基础上，设计了目

标层、准则层和子准则层的三类智慧图书馆馆员核心能力指

标体系，并对各类指标层层分解。

陈凌 [19] 在分析智慧馆员胜任力要素基础上，借助专家

调查法对要素进行修正并确定各要素权重，提出了智慧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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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周玲元 [20] 利用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将

智慧馆员的胜任力作为智慧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

探讨，认为智慧馆员的服务态度、素质能力、服务效率对于

智慧服务质量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胜任力相关研究已有一定规模，但从胜

任力角度探讨智慧馆员胜任力的相关研究还有待推进。现阶

段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两方面的智慧馆员胜任力研究均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部分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对智慧馆员胜任力进

行探讨，所获结论主观性较强，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拓展，

部分研究视角集中在图书馆角度即智慧服务供给方角度，探

索用户对于智慧馆员能力需求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用户感知视角构建

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以期弥补目前用户视角下智慧

馆员胜任力研究的不足，为提升馆员队伍整体胜任力水平提

供借鉴。

3 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假设模型构建
3.1 胜任力要素提取

为 提 升 胜 任 力 要 素 选 取 的 科 学 性 和 可 靠 性， 以 RE 

Boyatiz[11] 所构建的洋葱模型中各胜任力维度为依据，参考 C 

Harris[21] 和 D Walsh[22] 对定性综合集成法提出的方法论指导选

取确定胜任力要素。

3.1.1 选定定性综合集成研究目标

选定定性综合集成研究目标，通过检索收集相关文

献。为扩大文献参考来源，在中国知网、百度学术 Web of 

Science、谷歌学术等数据库中采用滚雪球方法收集智慧图书

馆馆员胜任力、核心能力、综合能力研究相关文献，剔除重

复文献后，共获得中国文献 86 篇，全球文献 29 篇。

3.1.2 分析文献内容，筛选高质量文献

基于现有文献内容，从中筛出对本研究有价值的文献。

考虑全球研究成果在中国的适用性、全球文献内容与主题相

关性、文献的可参考性等因素，并去除重复文献后共保留 31

篇有效文献。

3.1.3 基于洋葱模型确定胜任力要素

识别文献中概念及要素等内容，参考洋葱模型各维度内

涵，确定胜任力要素。通过对表达相近的能力词组进行同义

词转换、归并并集成汇总以进一步筛选提炼胜任力要素，经

整理得到如表 1 所示的胜任力要素。

表 1 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要素提取

序号 胜任力要素 要素来源

1 个性化服务意识 侯明艳 [13]、刘乾凝 [23] 等

2 主动服务意识 侯明艳 [13]、谭璐 [24] 等

3 培养用户智慧意识 许春漫 [13]、刘乾凝 [23] 等

4 信息安全意识 IM Johnson[10]、许春漫 [25] 等

5 沟通理解能力 N Oza[16]、郑怿昕 [23] 等

6 科研教学能力 陈凌 [19]、许春漫 [25] 等

7 组织管理能力 谭璐 [24]、PT Kaufman[26] 等

8 环境适应能力 IM Johnson[10]、王金娜 [17] 等

9 团队合作能力 张芳 [19]、PT Kaufman[26] 等

10 坚持不懈精神 王金娜 [14]、金敏婕 [27] 等

11 开拓创新精神 陈凌 [19]、程煜 [29] 等

12 积极进取精神 IM Johnson[10]、王彩虹 [28] 等

13 终身学习精神 G Cao[12]、JP Chigwada[17] 等

14 自我变革精神 程煜 [29]、张庆普 [33] 等

15 图书情报专业知识 侯明艳 [13]、谭璐 [24] 等

16 外语知识 孙利芳 [2]、M Halder[30] 等

17 管理学知识 谭璐 [24]、PP Campus[31] 等

18 计算机网络知识 G Cao[12]、M Halder[30] 等

19 图书情报专业知识 侯明艳 [13]、金敏婕 [27] 等

20 信息资源服务能力 陈凌 [19]、金敏婕 [27] 等

21 大数据处理能力 PP Campus[31]、郑章飞 [32] 等

22 智能设备运维能力 李校红 [15]、陈凌 [19] 等

23 新技术应用能力 孙利芳 [2]、李校红 [15] 等

3.2 胜任力要素修正

用户感知，是指用户基于一定评判标准对某一目标进行

的主观判断。探究智慧馆员胜任力的用户感知，有助于挖掘

用户对智慧馆员胜任力的真实需求。为从用户视角出发客观

提炼和修正智慧馆员胜任力要素，根据表 1 中的胜任力要素

面向用户设计并发放调查问卷。为提升要素修正的合理性，

面向读者用户、图书馆员和图情领域专家采用问卷形式开展

网络预调研。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78 份，其中包含读者用户

51 人，图书馆员 18 人和图情领域专家 9 人。问卷回收 73 份，

剔除答题不规范的调查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 70 份，问卷回

收率、有效率分别为 93.59%、89.74%。根据预调研情况，修

正表述不准确、难理解的胜任力要素问项，并根据问卷中开

放性问题反馈，增加“其他学科知识”和“推广营销能力”

两项胜任力要素，最终确定的 24 项胜任力要素如表 2 所示。

修正后的胜任力要素体现了用户、馆员和专家对于智慧馆员

胜任力要素的真实感知，为构建智慧馆员胜任力模型提供了

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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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胜任力假设模型构建

根据用户感知视角出发确定智慧馆员胜任力要素及其释

义，结合洋葱模型相关理论，将 24 个胜任力要素划分为如图

1 所示的职业意识、业务能力、心理特质、技能储备、知识

结构 5 个胜任力维度，并构建涵盖核层、中层和表层的智慧

图书馆馆员胜任力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3.3.1 模型核层——“职业意识”维度

模型核层为“职业意识”维度，涵盖了馆员在智慧服务

中展现的与“智慧馆员”这一职业的职业魅力相关的深层次

且较难被用户感知的胜任力要素，对于馆员服务行为和其他

胜任力维度有驱动作用，包括个性化服务意识、主动服务意识、

培养用户智慧意识、信息安全意识。

3.3.2 模型中层——“心理特质”与“业务能力”

维度

模型中层为“心理特质”与“业务能力”维度。“心理特质”

是指对馆员个人的所展现的内在心理特点的认知，包括坚持

不懈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终身学习精神、

自我变革精神。“业务能力”维度是基于智慧馆员所扮演的

社会角色而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性胜任力维度，其胜任力要素

与用户、图书馆管理人员、其他馆员等智慧馆员直接相关，

包括沟通理解能力、科研教学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环境适

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推广营销能力。

3.3.3 模型表层——“知识结构”与“技能储备”

维度

模型表层为“知识结构”与“技能储备”维度。“知识结构”

是智慧馆员在其职业领域中反映在馆员不同学科知识储备上

的胜任力要素，包括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外语知识、管理学

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和其他学科知识。“技能储备”维

度是馆员运用所学知识处理智慧服务过程中与信息资源、技

术、设备、数据有关工作的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维度，包

括信息资源服务能力、大数据处理能力、智能化设备运维能力、

新技术应用能力。

表 2 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要素及其释义

编号 胜任力要素 胜任力要素释义

A1 个性化服务意识 在智慧服务中提供具有价值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A2 主动服务意识 面向用户能积极主动提供智慧服务

A3 培养用户智慧意识 帮助用户明晰智慧服务需求，培养用户智慧思维

A4 信息安全意识 树立信息保密观念，坚守信息道德，保护用户隐私

A5 沟通理解能力 与用户保持有效沟通，把握其内在真实需求

A6 科研教学能力 熟悉科研、教学流程，具备一定科研和教学辅助能力

A7 组织管理能力 合理组织和协调图书馆内各方关系，实现组织目标

A8 环境适应能力 适应动态变化的新兴技术、用户需求和智慧图书馆环境

A9 团队合作能力 服从团队安排，树立团队意识，积极与其他馆员合作

A10 推广营销能力 树立营销理念，在服务中维护并宣传良好的智慧图书馆形象

A11 坚持不懈精神 能坚持不懈的完善自我、服务用户、建设智慧图书馆

A12 开拓创新精神 从用户实际需求出发积极为用户提供所需资源及服务

A13 积极进取精神 保持昂扬的智慧服务态度，追求高质量智慧服务目标

A14 终身学习精神 主动、持续、稳定的更新自身知识储备

A15 自我变革精神 敢于适应新环境，勇于改变现状，不断推陈出新

A16 图书情报专业知识 掌握参考咨询、采编等图书情报专业知识，把握研究动态

A17 外语知识 掌握基本外语阅读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A18 管理学知识 掌握管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应用于图书馆智慧管理过程

A19 计算机网络知识 掌握计算机及网络操作技术相关知识

A20 其他学科知识 夯实统计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掌握其他学科知识

A21 信息资源服务能力 信息资源的即时检索、加工处理、鉴别判断、传递展示能力

A22 大数据处理能力 大数据采集、挖掘、分析能力与大数据工具的应用能力

A23 智能化设备运维能力 保障智能化设备正常运行并及时处理设备异常情况

A24 新技术应用能力 不断掌握和运用智慧时代涌现的新兴技术和智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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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假设模型

4 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假设模型验证
4.1 数据收集

为使初步构建的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假设模型能充分

体现图书馆用户的真实想法，采用电子问卷形式面向学生、

教师、科研人员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图书馆主要用户群

体开展最终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初步构建的智慧馆员胜任

力假设模型中 24 个胜任力要素为依据，采用 Likert7 级量表

形式编制问卷 , 问题选项“非常不赞同”“基本赞同”“有

点赞同”“中立”“有点不赞同”“基本赞同”“非常赞同”

分别赋值“1、2、3、4、5、6、7”。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22 份，采用行列删除法筛选问卷数据，在对存在漏填和填

写时间过短情况的问卷予以删除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284 份，

有效问卷率达 88.20%。在性别方面，参与调查的男女性人数

基本相近；在学历方面，本科学历占比最大，接近样本人数

的一半，硕士以上学历占比达 39.44%，表明样本填写人群受

教育较高；在年龄分布方面，样本的年龄分布在 20 岁以下占

比 21.12%，20 ～ 30 岁占比约 50.70%，样本人群总体上较为

年轻。

4.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反映了数据的可靠性与一致性，采用 Cronbach’α

系数检验问卷信度。24 个胜任力要素总的 Cronbach’α 系数

为 0.930，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α 也为 0.930，均大于 0.7

的标准要求，表明问卷有较高信度，能对问卷做进一步分析。

效度反映了数据的有效程度，借助 KMO 与 Bartlett 球

形检验对 284 份样本数据予以效度检验。本次问卷的 KMO

值为 0.915，大于 0.8 的标准要求，证明问卷的题项之间存

在共同因子。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4015.555，自由度为

276，相应概率显著性均为 0.000，达到显著性水平要求。

4.3 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有助于剔除不合理要素、提取因子并判

断样本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借助主成分分析法采用特征值大于 1 且不限制个数

的要求提取公因子，公因子提取结果如表 3 所示，各胜任力

要素的的共同度在 52.9% 至 77.6% 的范围内，平均共同度为

64.1%，满足 Kaiser 准则的标准要求，表明胜任力要素的信

息丢失程度在合理范围内，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3 公因子提取

胜任力要素 初始 提取

个性化服务意识 1 0.599

主动服务意识 1 0.643

培养用户智慧意识 1 0.565

信息安全意识 1 0.604

沟通理解能力 1 0.765

科研教学能力 1 0.708

组织管理能力 1 0.68

环境适应能力 1 0.776

团队合作能力 1 0.616

推广营销能力 1 0.673

坚持不懈精神 1 0.699

开拓创新精神 1 0.602

积极进取精神 1 0.689

终身学习精神 1 0.551

自我变革精神 1 0.529

图书情报专业知识 1 0.648

外语知识 1 0.585

管理学知识 1 0.594

计算机网络知识 1 0.619

其他学科知识 1 0.582

信息资源服务能力 1 0.705

大数据处理能力 1 0.637

智能化设备运维能力 1 0.612

新技术应用能力 1 0.711

采用特征值大于 1 且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大于 0.4 的

要求萃取公因子 ，最终萃取的公因子数为 4，变量解释的

总方差结果如表 4 所示，4 个公因子方差分别为 21.911%、

17.634%、13.224%、11.363%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4.132%，

能较好的解释所提取的 4 个公因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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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公因子，所获得的正交旋转因

子载荷矩阵如表 5 所示。根据旋转成分矩阵确定的公因子结

果，可知共得到 4 个公因子，即 4 个胜任力维度，部分维度

涵盖的胜任力要素与原假设模型不同，表明原假设模型对于

胜任力维度的划分没有得到验证，需要对初始胜任力模型进

行修正。

表 5 旋转成分矩阵

胜任力要素
公因子序号

1 2 3 4

沟通理解能力 0.851 

环境适应能力 0.818 

科研教学能力 0.789 

组织管理能力 0.773 

推广营销能力 0.767 

团队合作能力 0.734 

开拓创新精神 0.650 0.401 

终身学习精神 0.641 

积极进取精神 0.811 

坚持不懈精神 0.766 

主动服务意识 0.736 

培养用户智慧意识 0.685 

信息安全意识 0.677 

自我变革精神 0.647 

个性化服务意识 0.441 0.611 

图书情报专业知识 0.767 

计算机网络知识 0.705 

外语知识 0.700 

管理学知识 0.691 

其他学科知识 0.663 

信息资源服务能力 0.817 

新技术应用能力 0.783 

大数据处理能力 0.775 

智能化设备运维能力 0.732 

4.4 模型修正

从表 5 可知，部分探索性因子载荷结果与智慧图书馆馆

员胜任力假设模型存在一定出入，因此对模型进行内部要

素整理与维度命名调整，以进一步确定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

力模型，修正后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见图 2。

4.4.1 公因子 1 上共载荷 8 个胜任力要素

由于开拓创新精神在公因子 1 和公因子 2 中均出现了大

于 0.4 的载荷值，但由于其在公因子 2 上载荷值更大，为了

更全面概括公因子，将其划分到公因子 2 上。相较于胜任力

假设模型，公因子 1 涵盖了原有假设模型“心理特质”维度

下的开拓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精神。表明用户更倾向于认为

此两个要素是馆员基于其社会角色而应具备的业务能力，因

此将此两个要素重新命名为开拓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此外，公因子 1 还载荷了胜任力假设模型中“业务能力”维

度下旋转载荷系数大于 0.4 的沟通理解能力、环境适应能力、

科研教学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推广营销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等全部 6 个要素，故对于公因子 1 的命名沿用假设模型中

的“业务能力”。

4.4.2 公因子 2 上共载荷 7 个胜任力要素

相较于胜任力假设模型，公因子 2 载荷了假设模型中“职

业意识”维度中的主动服务意识、培养用户智慧意识、信息

安全意识和个性化服务意识 4 个全部要素，且由于个性化服

务意识在因子 2 的载荷大于因子 1 故将其划分到因子 2 上。

此外，公因子 2 还涵盖了“心理特质”维度的积极进取精神、

坚持不懈精神以及自我变革精神，这表明用户对于“职业意

识”中馆员出于职业意识所表现的胜任力和和“心理特质”

维度馆员出于内在精神的认知所展现胜任力感知区别性不强。

鉴于以上 7 个胜任力均反映了用户对于智慧馆员在持续而坚

定的内在想法和服务内在驱动力方面的胜任力要求，将修正

后的公因子 2 命名为“职业信念”。

表 4 变量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1 9.356 38.985 38.985 9.356 38.985 38.985 5.259 21.911 21.911

2 2.613 10.888 49.873 2.613 10.888 49.873 4.232 17.634 39.545

3 1.954 8.142 58.015 1.954 8.142 58.015 3.174 13.224 52.769

4 1.468 6.117 64.132 1.468 6.117 64.132 2.727 11.363 6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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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公因子 3 上共载荷 4 个能力要素

相比于初始能力模型，公因子 3 涵盖了图书情报专业知

识、计算机网络知识、外语知识、管理学知识、其他学科知

识等 5 个全部胜任力要素。从用户视角来说，智慧馆员知识

结构越丰富，对于其智慧服务需求的满足度越高，鉴于公因

子 3 保留了初始能力模型中的“知识结构”的全部胜任力要素，

将公因子 3 仍然命名为“知识结构”。

4.4.4 公因子 4 上共载荷 4 个能力要素

公因子 4 保留了初始能力模型中信息资源服务能力、新

技术应用能力、大数据处理能力和智能化设备运维能力全部

4 个能力要素。这些要素从用户感知角度反映用户对于智慧

馆员在技术能力方面的需求，故沿用初始能力模型中的的维

度名称，将因子 4 命名为“技能储备”。

图 2 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

从图 2 可知，在修正后的胜任力模型中，职业信念、业

务能力、知识结构和技能储备 4 个胜任力维度间存在层次关

系，模型从里至外依次为职业信念、业务能力、知识结构和

技能储备，圆环越靠内，越难观测、评价和发展。为检验探

索性因子分析所获得的四个胜任力维度的信效度，需对 4 个

维度的数据予以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6。在信度方面，

4 个胜任力维度的 α 系数在 0.826 ～ 0.923 范围内，均大于 0.7

的标准要求，修正后的胜任力模型信度较好。在效度方面，4

个维度的 KMO 值在 0.759 ～ 0.904 范围内，均在 0.7 以上。

因此，可推断修正后的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较为合理。

表 6 修正后胜任力模型信效度分析

胜任力维度 项数 α 系数 KMO 值

职业信念 7 0.888 0.895

业务能力 8 0.923 0.904

知识结构 5 0.837 0.850

技能储备 4 0.826 0.759

5 结论

本研究从用户感知视角出发在定性综合集成结果基础上

参考用户、馆员和专家三方意见初步拟定胜任力假设模型并

开展问卷调查，根据问卷因子分析结果确定智慧图书馆馆员

胜任力要素及所属模型维度，得出以下结论：

5.1“职业信念”是智慧馆员胜任力模型的核心层面

的胜任力维度

智慧馆员职业信念指导智慧服务实践，是智慧馆员提供

智慧服务的内在驱动力。在该维度下，载荷系数大于 0.7 的

三个要素分别为积极进取精神、坚持不懈精神、主动服务意

识，说明用户赞同智慧馆员应该在始终保持积极进取、坚持

不懈精神的同时，积极主动地面向用户提供智慧服务。此外，

培养用户智慧意识、信息安全意识、自我变革精神、个性化

服务意识的载荷系数均在 0.6 ～ 0.7 范围内，说明在智慧社会

中，用户较期盼馆员能帮助其发掘智慧意识，具备较强的信

息安全警惕性和较强的主动变革意愿，能不断创新服务内容

和方法，提供更具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全面培养和提高

馆员的职业信念不仅是智慧社会对馆员个人作为社会公民的

能力要求，而且是智慧图书馆对馆员身为建设者和参与者的

胜任力期望。

5.2“业务能力”是智慧馆员胜任力模型中间层面的

胜任力维度

该维度中沟通理解能力与环境适应能力的载荷系数均大

于 0.8 可见即使在智慧图书馆时代，信息资源的互通不能取

代人的交流，技术的发达不会降低对馆员的环境适应能力的

要求用户作为智慧服务对象，非常认可智慧提升馆员理解沟

通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重要性。科研教学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推广营销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载荷系数均在 0.7 ～ 0.8 之

间，说明基于用户感知，智慧馆员队伍除了在科研和教学服

务上不断提高专业水准，还应较传统馆员能具备更高的情商，

更适应环境变化，更妥帖处理与用户、内部馆员、其他馆员

及外馆之间的关系。此外，开拓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的

载荷系数均大于 0.6，表明用户赞同智慧馆员积极开拓创新，

保持终身学习习惯，以提供智慧特征更为明显的图书馆服务。

以人为本和方便读者是智慧服务的基本原则，馆员应全方位

提升业务能力以成为解决用户问题和提供智慧服务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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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知识结构”是智慧馆员胜任力模型表层的重要

胜任力维度

该维度下的图书情报专业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外语

知识的载荷系数大于 0.7，表明用户认为即使发展到智慧图书

馆阶段，图书情报专业知识也在馆员知识结构中居于首要地

位，且由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智慧服务中的不断

渗透，智慧图书馆用户人群不断扩大，用户对智慧馆员的计

算机知识要求和外语知识也将更上一层楼。此外，管理学知

识、其他学科知识的载荷系数均在 0.65 ～ 0.7 范围内，智慧

服务过程中，馆员会面临复杂的智慧管理难题也会面对用户

多学科知识需求，故用户也较为认可智慧馆员应夯实管理学

知识和其他多学科知识基础。完备的知识结构是馆员开展智

慧服务的基础，也是用户评价馆员智慧服务效果的重要因素，

其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智慧馆员应对纷繁复杂的用户需求时

的反映速度，馆员需不断完善知识结构以为成长为更具智慧

的图书馆员。

5.4“技能储备”也是智慧馆员胜任力模型表层较为

重要的胜任力维度

在该维度中，信息资源服务能力的载荷系数大于 0.8，

新技术运用能力、大数据处理能力和智能化设备运维能力的

载荷系数均大于 0.7。这说明智慧时代极大促进了馆内信息资

源的开发利用，提高了馆员新技术服务要求，用户均认为未

来的智慧馆员应提升信息资源收集、处理、分析等方面能力

并能熟练掌握和应用出现的新兴技术。此外，随着智慧时代

图书馆数据库容量不断扩大及智能化设备的广泛应用，用户

也赞同馆员在提升大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保障馆内智能化

设备的日常运行。为应对智慧化的图书馆服务、数字化的图

书馆管理和智能化的图书馆设备设施对馆员技术能力提出的

挑战，智慧馆员须持续丰富自身技能储备。

6 结语

本研究构建的智慧图书馆馆员胜任力模型反映了各胜任

力维度间的层次关系以及用户对于不同智慧馆员胜任力要素

的差异化需求，有助于为图书馆编制智慧馆员胜任力提升和

评价方案、制定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增强智慧图书馆用户粘

性提供参考。但论文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胜任力要素

通过定性综合集成和问卷调查获得，定性综合集成对象和问

卷调查对象均有一定可扩展性。其次，在理论上所构建的胜

任力模型仍需要在馆员能力评估和能力提升的实践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在后续研究中，拟扩大胜任力要素选取范围，在

实践基础上完善胜任力模型，并选取具体的图书馆作为研究

对象开展实证研究，建立更具指导性和针对性的智慧图书馆

馆员胜任力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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