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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版《ISO11620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效指标》初探

张 轶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 200031]

[摘 要]ISO/TC46/SC8最新公布的《ISO11620：2023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效指标》与先期公布的《ISO2789：

2022信息与文献 国际图书馆数据》共同构筑起了最新的图书馆业务绩效考评整体框架和具体业务指标系统。此

前国内翻译引进该标准2008年版本，形成了《GB/T29182-2012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效指标》，但随着形势的发

展，已不能满足目前图书馆绩效评估的需要。基于对《ISO11620：2023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效指标》与其2014年

版本之间的内容差异分析，探讨此次更新的意义，提出国内采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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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到202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

zationforStandardization，ISO）、第46技术委员会信息与文

献（TechnicalCommittee46-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

TC46）、第8分委员会质量统计与绩效评估（Subcommittee

8-Quality-Statisticsandperformanceevaluation，SC8）先后更

新了其所制定的《ISO2789：2013》

①

和《ISO11620：2014》

②

这两个标准

[1-2]

。ISO/TC46/SC8所制定的国际标准主要涉

及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出版社及其他相关行业。在其

制定并现行有效的12个国际标准中，直接与图书馆相关的

占7个，其中包括这两个最近更新的标准。

笔者将主要就《ISO11620：2023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

效指标》与其2014年版本之间的差异展开初步探讨，为国

内图书馆界组织下一步的引标和采标工作提供参考。

1《ISO11620》的版本变化及其研究

现状

1.1《ISO11620》与《ISO2789》的关系

《ISO2789》是一个关于图书馆数据统计工作的全面指

导性标准，为构成图书馆服务的绝大多数元素

③

提供数据

统计意义上的标准化定义和标准化计数程序。《ISO11620》

主要用于对所有类型图书馆的业务绩效（Performance）进行

标准化的评估，其表现形式是各种用于评估图书馆绩效的

标准化指标。这些指标大多基于《ISO2789》所提供的元素

范围，在统计元素的定义和计数程序基础上，进一步提供

相应绩效指标的计算方法，通过指标的计算结果来量化评

估图书馆的实际绩效水平。

通过以上对《ISO2789》和《ISO11620》基本情况的简

单介绍可知，前者实际上是后者得以产生的母体，而后者

则是前者的延伸和实际应用。事实上，《ISO2789》最早诞

生于1974年，之后经历了1991、2003、2006、2013和2022年

的5次更新。《ISO11620》的第一个版本于1998年制定，此

后经历了2003、2008、2014和2023年的4次更新。该标准

的每一次更新都是跟着《ISO2789》的最近一次更新进行，

而且其更新时间差越来越小。从2013年开始，这两个标准

的变化基本遵循《ISO2789》更新后一年《ISO11620》更新

的规律。由此亦可管窥两部标准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

图1基本反映了《ISO2789》《ISO11620》以及图书馆工

作目标、宗旨之间的关系。从层次上来说，图书馆宗旨显

然居于最高位，其下依次是工作任务、绩效指标和基本元

素，层层降低。但反过来看，《ISO2789》所规定的图书馆基

本元素又处于最核心、最基础的地位，《ISO11620》所规定

的绩效指标必须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实施，而图书馆的具

体工作任务又必须在展开绩效考核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最

终在完成了这些具体的工作目标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图书

馆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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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ISO2789》《ISO11620》和图书馆工作目标、宗旨的逻辑关系

1.2《ISO11620》的基本内容

《ISO11620：2023》由5个部分组成：前言、引言、正文、

附录和参考文献。其中正文部分由范围、参考标准、术语

和定义、绩效测试

④

，以及本标准中绩效指标的制定原则和

描述框架5个部分组成。附录为绩效指标的具体描述，即

本标准最为核心的部分。

附录中所描述的绩效指标采用平衡计分卡（Balanced

DcoreCard，BSC）法，从“资源、获取和基础设施”（Re�

source，accessandinfrastructure）、“利用”（Use）、“效率”（Ef�

ficiency）、“潜力与发展”（Potentialsanddevelopment）4个方

面进行考核，其中每个方面又分别从“馆藏”（Collection）、

“获取”（Access）、“设施”（Facilities）、“员工”（Staff）和“总体

情况”（General，2014版之后新增）5个维度制定详细的指

标。以上4个方面、5个维度的指标构成了本标准所规定的

图书馆绩效指标框架，具体可见图2。

图2《ISO11620》的图书馆绩效指标框架

1.3《ISO11620》的版本变化和国内采标情况

ISO/TC46/SC8于1998年制定了《ISO11620》的第一个

版本，共56页。2003年进行了第一次版本更新，这次更新

由两个标准组成：一个是 1998年版本的修改版《ISO

11620：1998/Amd1：2003》，共13页；另一个是专门针对电

子图书馆服务的技术报告《ISO/TR20983：2003》

⑤

，共32

页。2008年，上述两份标准合并更新并形成了第4个版本

的标准，即《ISO11620：2008》，该版本共86页。2014年第

五次更新，形成了《ISO11620：2014》，共100页。2023年是

第六次也是最近的一次更新，《ISO11620：2023》的总页数

为135页。综上所述，该标准在1998年到2023年之间一共

经历了4次更新，形成了6个版本的相关标准。

国内图书馆界对《ISO11620》的制定和发展比较重

视。2012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等

单位的学者，翻译引进了《ISO11620：2008》，最后以《GB/T

29182-2012》的形式对该标准进行了等同采用，共76页

[3]

。

该标准于2012年12月31日发布，2013年6月1日开始实

施，作为直接采标ISO国际标准的权威性文件。该标准对

标的2008版本的《ISO11620》在此后已经两次更新，目前

其内容存在不少过时和缺漏之处。

1.4《ISO11620》的研究现状

国内图书馆界对于《ISO11620》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018年之前，因此其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于该标准2014年

及之前的版本。姚晓霞和陈凌

[4]

最先介绍了该标准1998年

版及其在欧洲委员会EQUINOX项目中的运用。易程和李

春

[5]

基于系统工程统计模型对该版本进行了深入剖析。陈

远方

[6]

对《ISO11620/Amd1：2003》和《ISO/TR20983：2003》

在图书馆员工动态绩效考核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姜

倩、楚存坤、刘静

[7]

和余胜

[8]

对该标准2008年版本的基本情

况作了介绍。彭磊、徐德辉

[9]

和陈信

[10]

则分别从军校图书馆

的应用及标准版本变化角度对《ISO11620：2014》进行了研

究。国际方面，PierreYvesRenard

[11]

则对《ISO2789》和

《ISO11620》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深入探讨。

《ISO2789：2022》和《ISO11620：2023》公布之后，国内

外尚无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对其进行研究。

2《ISO11620》2023版与2014版的

比较

2.1 标准框架的改变

2023版《ISO11620》在结构框架上相较于2014年版本

有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将原先正文部分的第4节和第5节进行重组并

新增了部分内容。2014版的标准，其正文第4节为“标准及

描述框架”（Criteriaanddescriptiveframework），第5节为“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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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标的使用”（Usesofperformanceindicators）；2023版正文

第4节改为“绩效测试”（Performancemeasurement），第5节

改为“本文件中的绩效指标”（Performanceindicatorsinthis

document）。

新版本的正文第4节变化较大。首先新增两个小节的

篇幅，专门论述了质量管理（Qualitymanagement，此为新标

准的4.1小节）以及绩效管理（Performancemanagement）在

质量管理中所处的地位（此为新标准的第4.2小节）这两个

问题。随后将2014版的第5节“绩效指标的使用”进行增

删和修改后整体迁移过来作为第4.3小节。之后又新增了

4.4小节，专门就“绩效测试”和“影响评估”这两个概念进行

了比较。新版本标准第4节的这一变化体现了制定者对于

图书馆绩效指标在绩效管理乃至整个质量管理体系中的

地位，以及关于绩效测试与影响评估之间关系的新思考。

此外，原先的第4节现在成为第5节中的主体部分（即

新版本标准的5.2和5.3小节），内容也有部分增删和修

改。而在这一主体部分的前面还新增了“5.1总体情况”这

一小节，专门就该标准中绩效指标的应用范围及其可靠性

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其二，将2014版的附录A“图书馆绩效指标一览表”

（Listofperformanceindicatorsforlibraries）改为正文中的第

6节。同时相应地将2014版中的附录B“图书馆绩效指标

描述”（Descriptionofperformanceindicators）改为附录A，而

该附录也成为新版标准中唯一的附录，也是该标准最核心

的部分。新版本附录A在其内部框架上删去了2014版本

中第4节“潜力与发展”中的第2小节“馆藏”部分，其余均

未改变。

2.2 标准用语及术语和定义的改变

相对于《ISO11620：2014》，新修改的《ISO11620：

2023》在行文用语上出现了一些整体的规范性改变。比

如将原先的“internationalstandard”统一改称为“docu�

ment”；强烈建议将原先不够规范的“patron”“customer”等

用语统一规范为“user”；除一些特定场合之外，普遍用“dig�

ital”代替“electronic”等。但是其最主要的改变体现在对于

术语及其定义的增删和修改方面。具体如下。

（1）分别将“获取”（access）和“访问”（visit）这两个术语

拆分为“虚拟”（virtual）和“物理”（physical）两部分来定义。

（2）新增以下27个新的术语及其各自所对应的定义：

“资本支出”“闭架”“保护”“数字馆藏”“数字服务”“教育服

务”“活动”“固定熟练水平”（Fixedlevelofproficiency，

FLP）、“功能性识字能力”（Functionalliteracy）、“功能性计

算能力”“影响力”“信息通信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熟练度”

“信息通信技术技能”“非直接用户”“图书馆研究”“图书馆

员工研究刊物”“移动设备”“非用户”“长期保存”“参考咨

询服务”“续借”“研究支持”“修复”“特殊馆藏”“稳定状态”

“无工作人员开放时间”。

（3）删除“电子服务”条目。

（4）在“室内利用”条目下新增“图书馆内利用”表述；

在“运营开支”条目下新增“重复性开支”表述。

（5）修改“质量”和“贵重资料”的定义。

以上术语和定义的变化在正文第6节和附录A中也都

得到了进一步体现。接下来结合绩效指标的变化对其应

用作进一步分析。

2.3 标准所列指标的增删和修改

基于图2的基本框架，根据对《ISO11620：2023》正文

第6节和《ISO11620：2014》附录A中所列绩效指标情况的

比较，对其主要增删和修改情况进行讨论。

2.3.1 资源、获取和基础设施

（1）“馆藏”部分。新增“A.1.1.5每一特殊馆藏中的数

字化百分比”指标，其任务（objective）是“评估图书馆在通

过数字化形式将其特殊馆藏公开过程中的目标完成度”。

（2）“设施”部分。在“用户人均座位数”（Userplaces

percapita）指标的任务中，将“评估为人群提供用户座位数

量的充足度”改为“评估图书馆内用户座位的可利用性”。

“可利用性”相较于“数量的充足度”，其表述外延更广且更

为精炼和简明。

新增“A.1.3.4与其他所有开放时间平均外借数量相

比，在最近新增开放时间中的平均外借数量”指标，其任务

是“评估图书馆额外开放时间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响应用户

外借资料的需求”。

2.3.2 利用

（1）“馆藏”部分。在“馆藏流通率”指标的任务中，删

去下述文字：“这个指标也可以用来评估图书馆馆藏对所服

务人群的满足率”。

新增“A.2.1.2过去三年中新增纸本出版物利用率”指

标，其任务是“评估对新到纸本刊物馆藏的需求程度”，借此

来决定图书馆应该在购买这些纸本刊物上分配多少资金。

删除“人均内容单元下载量”指标。该指标可能容易

与本部分的另一个指标“每份数字化文件的下载次数”产

生混淆，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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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部分。新增“A.2.2.2通过移动设备访问线

上目录百分比”指标，其任务是“评估图书馆通过移动设备

服务项目接触用户的能力”。

新增“A.2.2.7用户参与功能性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培

训课程并达到固定熟练程度的百分比”指标，其任务是“评

估图书馆功能性识字能力

⑥

和计算能力

⑦

培训所达到的程

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s，SDG）的第4个目标“优质教育”的第6个分目标4.6提

出：“到2030年，确保所有青年和大部分成年男女具有识字

和计算能力。”该指标即来自此项分目标。

新增“A.2.2.8用户参与信息通信技术（ICT）培训课程

并开发出其目标技能的百分比”指标，其任务是“评估图书

馆信息通信技术培训所达到的程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第4个目标的第4个分目标4.4提出：“到2030年，大幅

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技术

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该指标即来自此项

分目标。

A.2.2.7和A.2.2.8这两个指标紧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制定，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3）“总体情况”部分。新增“A.2.4.2包含非直接用户

在内的图书馆服务人群百分比”指标，其任务是“通过辨识

隐藏用户来揭示图书馆影响力的总体传播情况”。该指标

是对“A.2.4.1服务目标人群比率”的有力补充。其中的“非

直接用户”指的是未在图书馆注册但通过注册用户利用图

书馆服务的用户。

新增“A.2.4.5问卷调查中知晓图书馆者的百分比”指

标，其任务是“评估图书馆为其所服务人群知晓的程度”。

新增“A.2.4.6问卷调查中认为其机构、组织、社区、地

域或国家拥有一座图书馆重要者的百分比”指标，其任务

是“评估图书馆所提供特定服务的价值是否为其潜在用户

所认可”。

新增“A.2.4.7影响力感知”指标，其任务是“评估用户

从图书馆整体或图书馆不同服务感觉受益的程度”。该调

查结果受用户主观感受影响较大，仅供图书馆参考之用。

上述新增指标主要依赖读者调查获取数据，都是用来

深入分析图书馆对用户影响力的重要参数工具。

2.3.3 效率

（1）“馆藏”部分。无实质性修改。

（2）“获取”部分。删除“文献采访时间的中位数”指

标，同时保留“文献加工时间的中位数”（Mediantimeon

documentprocessing）指标。被删除的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向

图书馆提供文献单位的工作效率，与图书馆自身工作效率

关系不大，将其从本标准中删除是合理的。

（3）“员工”部分。删除“文献采访支出与员工成本比

率”指标。因为此项指标与采访工作关系大，所以受文献

提供方因素影响更大，而与图书馆员工实际工作绩效相关

度不够高，故被删除。

将“员工外借与文献传递能力”的任务由原先的“用于

评估图书馆外借与文献传递服务效率”，改为“用于测试在

特定时间（通常为一年）内每个员工的平均外借业务量。

该指标示范性地展示员工能力。”这一更改是为了与其上

一条指标“员工文献加工能力”的任务描述相匹配。

新增“A.3.3.6每次外借的员工成本”指标，其任务是

“评估图书馆外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的效率”。

（4）“总体情况”部分无变化。

2.3.4 潜力与发展

（1）删除“馆藏”部分及其所包含的唯一一个指标“电

子馆藏支出占信息提供服务开支百分比”。此项指标被删

除的原因与前几条被删除指标类似，也都是因为它受到采

访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而与图书馆自身绩效关系相对较

小所致。

（2）“员工”部分。删除“图书馆员工提供电子服务百

分比”指标。“电子服务”概念已经被更多细化的概念所替

代，而且这些细化的概念在新标准中也衍生了下列相应的

指标群，该指标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新增“A.4.1.4员工用于教育服务时间的百分比”指标，

其任务是“提高利用图书馆和信息的技能”。

新增“A.4.1.5提供研究支持图书馆员工的百分比”指

标，其任务是“评估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支持所投入人力

资源的程度”。

新增“A.4.1.6每名专业员工所拥有的研究性刊物数

量”，其任务是“评估图书馆对图情研究及其他学术研究的

投入程度”。

（3）“总体情况”部分。新增“A.4.2.3每次活动在媒体

中得以展现的刊物数量”，其任务是“评估图书馆举办活动

时赢得媒体关注及与之相应的大众兴趣的程度”。

2.3.5 指标变化情况

笔者指出了相对于2014版标准，2023版《ISO11620》

在具体图书馆绩效指标上的增删和修改之处。其列表归

纳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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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ISO11620：2023》相对于《ISO11620：2014》的指标变化情况

绩效指标所属类别

资源、获取和基础设施

数量小计

利用

数量小计

效率

数量小计

潜力与发展

数量小计

数量总计

新增指标

每一特殊馆藏中的数字化百分比

与其他所有开放时间平均外借数量相比，在最近新增开

放时间中的平均外借数量

2

过去三年中新增纸本出版物利用率

通过移动设备访问线上目录百分比

用户参与功能性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培训课程并达到

固定熟练程度的百分比

用户参与信息通信技术（ICT）培训课程并开发出其目标

技能的百分比

包含非直接用户在内的图书馆服务人群百分比

问卷调查中知晓图书馆者的百分比

问卷调查中认为其机构、组织、社区、地域或国家拥有一

座图书馆重要者的百分比

影响力感知

8

每次外借的员工成本

1

员工用于教育服务时间的百分比

提供研究支持图书馆员工的百分比

每名专业员工所拥有的研究性刊物数量

每次活动在媒体中得以展现的刊物数量

4

15

删除指标

0

人均内容单元下载量

1

文献采访时间的中位数

文献采访支出与员工成本比率

2

电子馆藏支出占信息提供服务

开支百分比

图书馆员工提供电子服务百分比

2

5

指标任务内容发生修改

用户人均座位数

1

馆藏流通率

1

员工外借与文献传递能力

1

0

3

与《ISO11620：2014》相比，《ISO11620：2023》总共新

增了15项指标，删除了5项指标，同时对3项指标的任务描

述进行了较大的改动。

2.4 小结

根据《ISO11620：2023》前言部分的陈述，该标准相较

于2014年的版本主要进行了3个方面的新增和一个方面

的删除。

（1）遵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相关内容，新增

图书馆培训参与的相关指标。

（2）新增图书馆意识和影响力相关指标。

（3）新增员工研究及研究支持相关指标。

（4）删除过时指标。

回顾上述分析，新版本标准基本上是遵循其前言部分

的表述进行修改的。综合性分析归纳如下。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于2015年9月25日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提出，具体包括17个目标

[12]

。其中第4

个目标“优质教育”同本标准的新增内容关系密切。在新

增术语和定义中，“教育服务”“固定熟练水平”“功能性识

字能力”“功能性计算能力”“信息通信技术”“信息通信技

术熟练度”“信息通信技术技能”这7条均与此项要求密切

相关。反映到指标体系中，“利用”部分新增的“用户参与

功能性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培训课程并达到固定熟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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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百分比”和“用户参与信息通信技术（ICT）培训课程以

发展其目标技能的百分比”以及“潜力与发展”部分新增的

“员工用于教育服务时间的百分比”3项指标也均与此息息

相关。可见，新版标准紧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

图书馆开展提升用户基本素养的教育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

图书馆意识和影响力方面，在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部

分，新增的“影响力”“非直接用户”和“非用户”3个术语均

与此内容相关。在新增指标之中，“利用”部分新增的“包

含非直接用户在内的图书馆服务人群百分比”“问卷调查

中知晓图书馆者的百分比”“问卷调查中认为其机构、组

织、社区、地域或国家拥有一座图书馆重要者的百分比”和

“影响力感知”这4项指标以及“潜力与发展”部分新增的

“每次活动在媒体中得以展现的刊物数量”这一项指标都

是按照上述修改要求所制定的。加强公关意识，让更多用

户知晓和使用图书馆服务，这也是新时代图书馆一项非常

重要的任务。

员工研究及研究支持方面，新标准定义和术语部分的

“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员工研究刊物”和“研究支持”3个新

术语是其具体体现。结合具体指标的制定，“潜力与发展”

部分提供了“提供研究支持图书馆员工的百分比”和“每名

专业员工所拥有的研究性刊物数量”这两项新增的相关指

标。很明显，新标准强调了图书馆员开展专业研究活动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图书馆员工的学术生命及其对图书

馆事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一点值得国内图书馆界，尤其是图书馆管理者深思。

除了上述可明确归类到新版本标准所公开宣称的新

增内容之中的变化外，其他一些新增的术语和指标也都反

映了图书馆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体现了时代进步之下文

化传承、数字化技术发展以及移动通信应用等方面对图书

馆业务提出的新要求。

3 2023版《ISO11620》的指导意义

及引进建议

作为ISO/TC46/SC8最新更新的两项标准之一，《ISO

11620：2023》体现了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图书馆绩效评估工

作的新发展和新趋势。它与先期更新的《ISO2789：2022》

共同构筑起了最新的图书馆业务绩效考评的整体框架和

具体业务指标系统。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

展纲要》

[13]

。这份纲领性文件为在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了统筹推进标准化建

设的新要求。该文件的“发展目标”部分明确提出“标准化

开放程度显著增强。标准化国际合作深入拓展，互利共赢

的国际标准化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密切，标准化人员往来和

技术合作日益加强，标准信息更大范围实现互联共享，我

国标准制定透明度和国际化环境持续优化，国家标准与国

际标准关键技术指标的一致性程度大幅提升，国际标准转

化率达到85%以上。”此外，这份文件的其他部分也多次提

到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的关系问题，即“深化标准化交流

合作。履行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员国责任义务，积极参与国

际标准化活动……分享我国标准化经验，积极参与民生福

祉、性别平等、优质教育等国际标准化活动，助力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利用标准化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

实施标准国际化跃升工程，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

兼容。”由此可见，加大力度引进国际标准已经成为具有国

家战略意义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国在2012年曾经基于《ISO11620：2008》翻译引进

并制定了《GB/T29182-2012》。这份国家标准为此后十年

间我国图书馆评估定级等具体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坚

实的科学依据和有效的业务指导。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

推移，其所对应的国际标准已经更新了两个版本，内容有

了很大的丰富与发展，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也在最新

的标准中被删除

⑧

。相比之下，旧有标准非但落后于2023

年的最新国际标准，甚至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完全不能

同2014年版本的国际标准相提并论。此外，在我国图书馆

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GB/T29182-2012》已不能充分满足

新形势下国内各类图书馆绩效考核的实际需要，图书馆界

亟须一套新的适应新时代图书馆建设要求的绩效评估标

准。具体来说，新标准中所增加的读者素质教育、图书馆

业务推广以及员工能力培养等相关指标正是我国现行图

书馆评估标准中欠缺但又非常重要的部分。如能像2012

年时对《ISO11620》的最新版本进行等同引进，无疑将有效

弥补上述缺漏，对我国今后的图书馆绩效评估工作具有极

大的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最新版《ISO11620》中所提供的绩效指标体

系是经过国际图书馆界长期实践所形成的，同时添加了最

新研究成果的智慧结晶，具有广泛的普适价值和切实的可

操作性。为了与时俱进且更好地推动新时期我国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促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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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行业国际标准转化率的提高，国内相关单位应尽快组织

翻译该标准并进行等同采用。

注释：

① 《ISO2789：2013信息与文献 国际图书馆统计（Infor�

mationanddocumentation—Internationallibrarystatis�

tics）》，更新后的名称为《ISO2789：2022》。

② 《ISO11620：2014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效指标（Infor�

mationanddocumentation—Libraryperformanceindict�

ors）》，更新后的名称为《ISO11620：2023》。

③ 根据《ISO2789》所给出的定义，这些元素指的是“图书

馆提供给其用户的所有类型的资源和服务”。

④ “绩效测试”（Performancemeasurement）是《GB/T29182-

2012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效指标》（以下简称“《GB/T

29182-2012》”）中的译法。中文术语除新出现者，均

采用《GB/T29182-2012》的译法。

⑤ 《ISO/TR20983：2003信息与文献 电子图书馆服务的

绩效指标（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Performance

indicatorsforelectroniclibraryservices）》。

⑥ 识字能力（Literacy）指使用书面文本理解、估算、利用

和从事社会协作以实现其目标，以及开发其知识和潜

力的能力。

⑦ 计算能力（Numeracy）即在成年人生活的一系列环境

之中从事和管理计算需求而获取、利用、转译和沟通

计算信息与思维的能力。

⑧ 《ISO11620：2008》中共有 45项绩效指标，《GB/T

29182-2012》对此予以全面继承；《ISO11620：2014》

的绩效指标数为52项；最新的2023版绩效指标数增

加到了62项，比2008版本增加了17项.考虑每一次

版本更新时绩效指标数都有增有减且有改动，所以新

版本相对于2008版实际增加和改动的绩效指标数绝

对不止于此。此外，2008版标准的术语和定义数量为

46个，2014版为57个，2023版为85个，扩充幅度更加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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