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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业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问题的探讨

摘　要　目前 ,专业图书馆在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上还存在着认识、经济体制、技术条件、业务条

件以及资源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实现专业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应做到 :更新观念 ,统一认

识 ;建立专业图书馆协调委员会 ;建立合理的馆藏布局 ;建立文献工作标准化体系 ,积极开发和利

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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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in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of document resources in special libraries , such as idea , economic mechanism , technological con2

ditions , operation condition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 the author recommends

updating idea , establishing 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 rationalizing library collections , standardizing li2

brary operation and utilizing new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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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图书馆建立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存在的

问题

1. 1 　认识问题

对于共建共享 ,有的人持观望态度 ,认为好则虽

好 ,但为时尚早 ,等等再说不妨。有的人夸夸其谈 ,一

旦需要实际行动 ,却无法排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本

位主义思想 ,患得患失 ,生怕自己吃亏。有的领导因

经费拮据、人员紧张、工作繁忙 ,滋生“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思想 ,这在实施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中表现出

较大的随意性。

1. 2 　经济、体制问题

我国专业图书馆分成事业、科研、高校、工会等几

个系统 ,还未实行一元化领导 ,所以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的口号喊了多年 ,却无一权威机构能出来牵头 ,仍

旧各行其事 ,我行我素 ;负责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组

织机构制定不出指令性计划和部署 ,成员馆对其令可

听可不听 ,可行可不行。由于松散联系的组织树立不

起威信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没有可靠的组织保障 ;加

之共建共享既要获取文献资源 ,又需要投入资金 ,因

此使许多馆望而却步。

1. 3 　技术条件、业务条件问题

由于资金、认识等原因 ,一些专业图书馆对先进

设施的投入较少 ,各馆自动化和现代化技术的装备参

差不齐 ,一部分馆形成了完备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一

部分馆在着手建立自己的计算机系统 ,存在着机型繁

多、系统不一、语言障碍、人机界面不友好、软件开发

相对滞后、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等问题。

业务条件主要指业务工作的标准化 ,它是开展资

源共建共享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编制

出的软件就会缺乏统一规范 ;如果标准过细 ,又会引

起僵化。如何掌握这个分寸 ,不断完善标准 ,将不同

类型的文献统一在一个格式中 ,是今后需要不断研究

的课题。此外 ,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不同语种、不同

类型的文献资料 ,以什么形式使其合理分布 ,这是从

现在起就应慎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因为同一数量、

同一质量的文献布局在不同地区、不同馆内甚至不同

房间其实际效用是大不一样的。

1. 4 　馆与馆之间的差异问题

因历史和现实的背景各异 ,基础和实力有别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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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资金渠道不同 ,各专业图书馆总经费和购书经费一

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经费相对充足的馆 ,规划和实

施共建共享时就会得心应手 ,否则就较尴尬。一般来

说 ,对于共享的需求 ,中小型馆比大型馆更迫切 ,其积

极性也更高。在共建共享实践中 ,大型馆承担较多的

借出任务 ,相应负担较重、受惠较少、麻烦较多 ,而中

小型馆麻烦较少、受益颇多。这种差别影响着各馆的

态度和热情 ,难以形成定势恒温 ,致使专业图书馆文

献资源共建共享难以稳步、健康发展。

1. 5 　区域问题

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专业图书馆开展文献资源共

建共享 ,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利用目前的交通和

通讯设施 ,需要支付不小的费用和耗费相当的时间。

成员馆不管囊中如何 ,参与共建共享工作 ,都要考虑

机会与成本的经济因素 ,注重相互联络、复制文献 ,及

包装、邮寄、传递等费用。只有花少量的钱且无需花

费太多的时间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才能切实可

行。否则 ,就成为花架子 ,好看不好用 ,流于形式。

1. 6 　资源分配问题

文献资源蕴含的信息、知识是一种生产资源 ,谁

更多地拥有、利用它 ,谁就能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

上、科学技术上获得更多的利益 ,由此而引发的占有

信息资源的竞争就是难以避免的。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实质上是一个信息资源的分配问题。先进信息技

术的应用大大地扩展了人们获取、贮存和传递信息能

力 ,同时 ,也带来了诸如知识产权、单位利益、数据安

全等问题 ,从而增加了资源分配的复杂性。因此 ,信

息资源分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策问题。哪些资源

可以共建共享 ,哪些不能共建共享 ,共享的范围多大 ,

程度如何 ,方式怎样等等 ,都取决于信息政策。

2 　专业图书馆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措施

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必须具备 3 个先决条件 :

任何成员馆都能满足多于以往的需求 ;利用方便 ;省

时 ,省力 ,节省经费。

(1)更新观念 ,统一认识。彻底转变一些人特别

是领导人头脑中的“大而全”、“小而全”、“部门所有”

等陈旧思想。从现在起 ,一步一个脚印 ,扎扎实实地

由小到大 ,由点到面 ,逐步探索 ,为专业图书馆乃至地

区、全国的联网奠定基础。

(2)建立专业图书馆协调委员会。由学会或协会

出面会商科研、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医药等系统的

领导 ,组建各系统专业图书馆工作协调委员会。采用

集中统一原则 ,实现行业化管理 ,建立合理的网络系

统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使共建共享在机构上有保障。

由协调委员会制定共建共享总体发展规划、战略目标

和实施方案 ,制定共建共享章程 ,规定成员馆享有的

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可运用物质或精神手段来平衡大

小馆的利益关系 ,达到调动各馆积极性的目的 ;各成

员馆以馆藏比例 ,定期向协调委员会交纳一定数额的

共建共享经费。在协调委员会统一管理下 ,实行集中

采购、联合编目。建立专业图书馆的查目中心 ;开发

出更简便、更适用、更省时省力、更易于操作和维修、

稳定性更强的高层次系统等项工作 ;采用发放专业图

书馆通用借阅证 ,建立各馆之间的互借制度 ,提供文

献资料复制品和合作咨询等内容。

(3)建立合理的馆藏布局。首先 ,在协调委员会

的统一领导下 ,开展馆藏文献调查 ,对各成员馆收藏

的文献类型、学科、语种、数量、分布情况、文献利用情

况、对决策和研究的文献保障情况 ,各单位的收藏重

点和所形成的特色进行详细调查。在摸清家底的基

础上 ,研究制定各馆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方案和组织

实施方案。其次 ,根据调查结果 ,统筹规划 ,适当分

工 ,通过分工协作 ,减少重复和遗漏收藏 ,扩大学科覆

盖面 ,力争用有限的经费获取最有效的馆藏。根据各

馆的性质、任务和服务对象 ,突出各馆的收藏特色。

建立各自不同的文献资源收藏中心和开发中心 ,按地

区、行业、系统组建不同的协作网。

(4)建立文献工作标准化体系。文献工作标准化

是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个基本条件。要实现共建

共享 ,就要建立一个强制的、全面的文献工作标准化

体系。由专业图书馆统一规范文献分编 ,实行统一分

类和编目 ,健全专业图书馆统一的文献检索体系。为

将来实现系统、地区、全国乃至全球联网 ,打下坚实的

基础。

(5)积极开发和利用新技术。未来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的发展是与新技术密不可分的。专业图书馆要

加大投入 ,完善软硬件配套 ,加强数据库建设 ,积极创

造条件 ,逐步建立专业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和各种数

据库 ;应积极创造条件 ,加快专业图书馆之间的网络

建设 ,并力争早日和 CERN ET 联网 ,使专业图书馆与

全国的文献信息机构联成一个整体 ,并可使用因特网

上的数据信息。积极开展用户培训 ,不断提高用户文

献检索与利用能力 ;加快建设一支适应文献资源管理

自动化需要的专业人员队伍。向服务形式多样化、功

能集成化、渠道网络化、范围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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