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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探讨

朱国华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基于地方高校特征和环境的分析，探讨高校图书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

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层次、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建议。地方高校图书馆在为经济建设服务

的具体措施方面。应体现层次特色、重点特色、地方特色和联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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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图书馆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如何根据自身的特点并发挥其优势为

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地方高校的特征与地方高校图书

馆服务环境分析

地方高校的“地方性”是地方高校的性质特

征。地方高校是由地方或地方政府出资、为当地

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大学，

“立足地方、面向地方、服务地方”必然是地方高

校的首要办学宗旨之一，也是地方高校的责任与

义务。而图书馆作为地方高校的一部分，它的生

存与发展无疑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方高校的“服务性”是地方高校的任务特

征。地方高校对地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

面的联系、影响和贡献，是通过服务来实现的，而

以服务为宗旨的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地方的各种联

系，更是主要通过服务来实现的。

地方高校的“地区性”是地方高校的位置特

征。地方高校则是以省级以下城市为主要选址对

象，大多数地方高校所处之地都是经济较发达的

地区，与其相对发达的经济相比，信息服务业的发

展则显得相对缓慢和滞后，地方高校所处环境的

用户，其信息意识相对薄弱，信息市场规模有限。

地方高校的“层次性”是地方高校的地位特

征。在“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为主”三种

层次的选择上，大多以“第二类、第三类”为定位。

从人才培养来讲，地方院校是以培养适应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应用型的专门人才

为主要任务；从科研工作来讲，以研究和解决地方

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为己

任⋯。

二、地方高校图书馆为地方经济服务

的能力透视
’’

’

地方高校的特征决定了其图书馆特征，也决

定了其信息服务的特征【2J。为了从重点院校图

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特别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实践

中得到启发，从地方高校图书馆为地方经济建设

服务的探索中寻求规律。我们曾对江苏省范围内

的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0所全国十所

重点院校和南京工程学院等10所地方高校图书

馆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的内容涉及到组织建

制、信息资源保障、服务功能、服务方式等与地方

经济建设服务相关的四个方面，现将调研的结果

及其比较情况分析如下：

1．组织建制比较

调查表明，在lO所全国重点院校图书馆中，

都有完善的发展计划与工作目标，都有直接负责

对外服务的部门和窗口，服务队伍完整、素质高

(其中平均数量为11人，中高级以上比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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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本科以上学历达100％)；然而在10所省属

地方院校图书馆中，只有一家有基本的发展计划

与工作目标，只有三家有直接负责对#1-f11／务的部

门和窗口，服务队伍不够完整、素质较低(其中平

均数量为4人，中高级职称以上比例只有50％，

本科生以上学历仅占40％)。

2．信息资源保障比较

调查表明，在lO所全国重点院校图书馆中，

生均拥有纸质文献数量达到100册以上、引进著

名中文数据库和外文数据库数量均在5个以上，

自建与地方经济相关的特色数据库的达到9所；

然而在lO所所省属地方院校图书馆中，生均拥有

纸质文献数量达到100册以上的只有一所，自建

地方经济相关的特色数据库的只有两所，没有一

所高校图书馆引进的中文与外文数据库数量达到

5个以上。

3．服务功能与服务方式比较

为了直观地比较重点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高校

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与服务方式，现列表如下(见

表1、表2)：

表1 重点高校与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功能比较

状况对比

比较项目 10所全国 10所省属

重点院校馆 地方院校馆

注：A类服务为“基本信息服务”，包括：文献流阅服

务、信息报道服务、文献传输服务、代查代检服务等；B

类服务为“用户教育与引导信息服务”，包括：知识导航、

用户教育、网上咨询服务等；c类服务为“高层次信息服

务”。包括：定题跟踪服务、项目论证、科技查询服务等。

表2重点高校与地方高校图书馆服务方式比较

状况对比

比较项目 10所全国 10所省属

重点院校馆地方院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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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研究和上述比较，地方高校图书馆

的信息服务工作在整体服务水平上较之重点院校

有很大的差距，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认

识不到位、保障不得力、功能不完善、个性不突出、

效益不显著”等几个方面，需要根据地方高校与

地方经济建设的特征，寻求最佳切人点。

三、地方高校图书馆为地方经济建设

服务的基本取向

为经济建设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必由之路，

地方院校图书馆应当根据其服务优势，体现其服

务特色。

1．在服务内容上的抉择上体现层次特色

由于地方高校图书馆的上述特征与现状，决

定了其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内容的取舍上必须有

所侧重、有所选择，体现层次特色，而不能全面开

花。要针对地方信息服务中的薄弱环节、用户特

点、用户要求，有选择的开展信息服务。总体来

讲，应根据地方高校图书馆资源条件和服务能力，

按照“C类服务一十B类服务-+A类服务”反层次方

向，递进选择服务项目，找准为地方信息服务的结

合点和切人点。

2．在服务对象的抉择上要体现“重点特色”

地方高校图书馆的现状，决定了它的服务不

可能面面俱到，应将重点置于经济建设领域。总

体来讲，以上述“C类信息服务”面向整个地方经

济领域；对于上述“B类信息服务”应根据能力有

所选择；对于上述“A类信息服务”应侧重于在地

方工作的本校毕业生。诚然，各个学校图书馆的

情况不同、条件不同，信息环境不同，可以有不同

的方案选择。

3．在信息保障的抉择上要体现“地方特色”

针对地方高校“地方性”的特点，图书馆必须

建立和形成与地方密切相关的特色信息保障体

系。从建设范围来看，围绕特色工业、特色农业、

特色文化做文章，包括：重点建设与本地经济、科

研密切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源；重点收藏与地方历

史、文化密切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源；重点收藏历代

地方贤达著作及其作品的研究资料；从建设形式

来看，可建设与本地特色密切相关的特色数据库。

我院图书馆建立的江苏省JAuS二期项目“滩涂

经济资源文献中心”就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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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道路的抉择上体现联合特色

一是依托院系专家，建立特约学科联络员制

度。在地方高校图书馆专家型咨询馆员严重不足

的情况下，建立特约学科联络员制度，依托院系的

专家实现其部分信息参考咨询服务的职能无疑是

一个明智的选择。在信息资源建设、服务项目的

取向、服务内容的深化、咨询问题的解答等带有明

显学科专业倾向且现有咨询馆员无法履行的职责

范围，都可以借助于院系专家的力量来实现。特

约联络员制度的建立，可以充分发挥地方高校高

素质专业人才的优势，加强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二是横向协作，建立经济建设服务的地方联

盟。建立服务的地方联盟，则是一个城市、一个区

域众多地方高校图书馆信息参考咨询服务的横向

协作和联合。这种联盟包括信息联盟、人才联盟

和服务联盟，最终形成信息共享、人才共用、服务

共担的格局。由于地方院校图书馆的地位、性质、

任务等状况基本相同，形成联盟具备现实性与可

能性，并且有利于优势互补，发挥整体效益。我校

图书馆正在实践的与盐城其他地方高校和地方公

共图书馆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以实现该联盟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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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纵向联合。建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合作

机嗣。纵向联合的思维来自于合作参考咨询服务

的理论。既然合作参考咨询服务的形式是未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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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延伸服务，建立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

务的现实通道。为满足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实

现“信息参考咨询馆员、教学科研人员、企业需

求”的三个结合，将信息服务延伸至经济建设的

主战场，将是地方高校图书馆为地方经济建设服

务的最终选择。参考咨询馆员在为地方经济建设

服务过程中，既了解社会经济技术所面临的问题，

又掌握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文献信息，同时又

了解能够解决问题的专业教师和科研人员，通过

咨询馆员的牵线搭桥和有效服务，可以建立直接

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有效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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