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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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应从藏书规划、电子文献的入藏、虚拟馆藏、特色馆藏的建设等方面加强藏

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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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已经突破了传统文献

资源范畴，扩展、延伸为一个内容更为丰富、形式多样的新

型图书馆藏书体系，藏书已从单一的传统文献资源扩展到

包括传统文献资源、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资源等多种媒

体在内的、涵盖范围较广的各类信息资源。馆藏结构也由

传统的物理 -现实馆藏进入虚拟 -现实混合馆藏，使图书馆

在信息服务中拥有更为完善、坚实的后盾，为更好地满足

用户不断提高的信息需求奠定了物质基础。高校图书馆

在信息环境下，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做好图书馆

的藏书建设，以提高读者的文献信息保障率。

一、馆藏结构体系

(、馆藏特色

馆藏特色是一个图书馆在藏书建设方面有别于其他

馆而形成的各自独立的特色，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其

特色的形成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由几代图书

馆人艰辛劳动而形成的，是与学院的办学模式、办学特色

相符合的，因而我们在修订藏书规划时一定要考虑到本馆

的特色，不要把自己的特色都改掉了。

!、修订藏书规划，适应形势发展

藏书规划是高校图书馆为了做好自己的图书采购工

作而组织有关专家专门修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新

技术革命的到来，势必会与形势不相符，因而应组织有关

专家定期对藏书规划进行修定，确定学校重点学科与一般

学科、各种载体类型及各种文献的入藏比例。

$、办学模式、专业设置

高校图书馆是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其藏书结构与学校

的办学方针、办学模式、专业设置相吻合。随着学院的升

格，学院的专业设置有了一些变动。图书馆的藏书规划应

依此作适当的调整，及时调整图书馆的藏书规划，适当加

大新增专业的图书文献的采购，提高所购文献的学术性，

适当增加研究性、学术性文献资料，尽快建立、完善新专业

的文献资源体系，满足学院教学、科研的需要。

二、调整各类文献收藏比例以实现藏书规划，

优化结构

(、超文本、多媒体文献的收藏比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网络化的

发展，文献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单一纸质型变为

印刷型、电子型和缩微型等多种载体形式并存。超文本、

多媒体电子文献越来越多。作为文献信息中心的图书馆

的藏书规划要一改过去单一纸质文献的局面，有计划、有

目的地增补有关电子文献、多媒体资料的采购规划。但电

子文献、多媒体资料自身的不足又使得其无法完全取代印

刷型文献，因而藏书规划应调整好印刷型文献与电子型文

献的比例，资金投入比例也应在藏书规划中加以确定。

!、优化馆藏结构，加大电子文献的收藏

+# 年代以来，计算机多媒体迅速发展，电子类图书、

期刊相继出现，由于电子类文献集“图、文、声、像”于一体，

而且具有种类多、体积小、容量大、检索方便、读取速度快、

传播流通快、多用户共享，便于上网实现资源共享等特点，

从而解决了图书馆复本少、拒借率高、购书经费紧张、藏书

空间不足的矛盾。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印刷型版本一共

有 ," 册，而制成电子文献后，只有 " 张光盘。入网费比起

购买书本式光盘载体来说十分低廉，而且是按需索取信

息，随用随取，只对所取用的信息付费，如国家馆用于购买

检索刊物和光盘每年近千万元，而 ./0 联机检索系统入网

费仅需 !## 元左右节约不少经费。电子文献的优点决定

了其发展迅速的趋势，有专家预测超文本、多媒体技术将

是 !( 世纪的一大信息特征。然而，印刷型文献历史悠久，

无需借助任何设备在各种环境下可以随时阅读，保存寿命

长，而有的文献需要永久保存，因而印刷型文献不会退出

历史舞台，仍然是藏书建设的最主要部分。因此高校图书

馆应优化自己的馆藏结构，逐渐加大电子文献的入藏力

度。面对市场上如此众多的电子文献，高校馆如何购进

呢？本人认为：首先，必须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学院教学、

科研的需要。其次，要对计划引进的光盘质量，厂家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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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学科覆盖范围，核心期刊收录情况，数据更新周期，

界面友好情况，检索途径，售后服务等逐一进行详细、认真

的调查研究，从而确保光盘的质量，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光

盘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加强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引进。

光盘磁盘等电子类图书、期刊容易在校园网或局域网上阅

览流通，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在购买光盘时，应与本地

区、本系统高校图书馆、情报机构互通信息，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浪费。

!、加强虚拟馆藏建设

计算机通讯技术使得高校图书馆的馆藏不再是单指

存放在图书馆内，具有实际拥有权的各种文献载体的集合

（现实馆藏），更大部分应是馆外网络上的信息资源（虚拟

馆藏）。网络信息资源丰富，存取利用方法简便，传播方式

多样。据统计，全世界已有 "## 多所图书馆和 $## 多个学

术机构将其数据在互联网上开放。%&’()&(’ 发布题录、文摘

型的文献信息、有关领域的研究开发或生产动态等信息，

人们通过上网，可以免费或付费方式借阅到 %&’()&(’ 网上

的信息及其他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资料，以满足其多种需

求。但是，由于网络资源的无限、无序，信息资源质量参差

不齐，检索工具难于有效使用，所有这些又给读者上网检

索、利用网络资源带来许多困难。作为文献信息中心高校

图书馆应在充分了解本馆读者需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搜集网上的免费资源。通过对网上资源的搜集、加工、组

织、链接，建立馆外电子资源系统，方便读者上网检索、利

用，节约读者上网时间，充当读者网络信息导航员，向读者

提供各种网上检索手段。高校馆应从采购经费中拨出一

定数额经费用于购买需付费的网络资源，加强其虚拟馆藏

建设，使之成为本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特色馆藏建设

馆藏特色既能体现其独特的专业特色又能体现其专

业文献的优势。高校馆应充分利用自己所处社会环境及

本馆的核心馆藏，根据学院专业设置、办学模式开辟有利

于学院发展的各种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并提供特色服务。

*、建立合理的藏书评价体系

藏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能

力。为了提高图书馆的藏书质量，更好地为读者服务，高

校图书馆应建立合理的藏书评价体系，通过多渠道收集读

者的反馈意见。如定期召开由学生代表、教师代表、科研

人员代表参加的读者座谈会，发放藏书质量评价问卷调查

表，开设网上读者意见栏等途径，征集读者对图书馆藏书

质量的评价。通过对藏书质量的评价，了解馆藏结构是否

合理，各学科比例是否适当，哪些图书文献冗余率高，哪些

文献读者借阅较多，复本量如何，图书资料的缺损情况怎

样，是否应及时补充等。高校图书馆在全面了解本馆藏书

质量的前提下，制定下一年度的藏书发展计划及新的采购

计划。高校图书馆只有定期对藏书质量进行评价，才能节

约经费，提高馆藏质量，满足广大读者的多种需求。

"、培养适应新环境的藏书建设的专门人才

在网络环境下要做好高校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必须有

一支与之相适应的人才队伍作保证。在新的信息环境下，

图书馆员除了具备传统文献的采集、整理、加工、存贮、开

发等方面的知识外，还应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网络基础知识，收集、组织、加工网络信息资源的能力与手

段，较高的英语阅读能力。高校图书馆要获得这方面的人

才，一方面应重视对人才的引进，招聘一些高素质的综合

型人才；另一方面应具有培育适应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使得图书馆人才乐于在高校图书馆工作，稳定图书馆人才

队伍，同时应重视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有计划、有目的、

分层次地做好在职人员的知识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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