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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
研究的综合探析

摘　要　对 1995～1999 年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的内容、时空和著者分布进行了统

计分析。5 年中研究的热点是区域机制和网络机制 ,对可操作性的一些机制研究较少。有 21

种主要刊物发表该领域论文 ,其中核心刊物 3 种。论文著者分布分散 ,没有形成专深研究著者

群。参考文献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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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代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成为我国图书情报界关

注的问题。但是 ,有研究者认为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存

在理念上的误区 ,质疑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孕育文献信息共享

机制的土壤 ,现有社会体制是否能导致文献信息共享 ,认为

业内人士对文献信息共享往往理论上赞同、行动上漠视 ,使

之长期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状态[1 ]。文献[2 ]也认为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存在问题 ,没有共建就不可能实现共享 ,并且认为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社会性实际运作机制没有形成 ,因

此 ,1999 年 1 月的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会议百余

家文献信息单位所达成的共识和签署的相关文件将难以形

成持续有效的社会实践。纵观 90 年代我国业内研究者对文

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研究的成果 ,确实有大量研究是对该领

域存在问题和对策的宏观一般论述。好在除此之外不乏具

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运行机制和措施的研究 ,这些研究为今后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际运行机制的形成奠定了

技术、制度层面的社会实践基础。

本文对 1995～1999 年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

制研究的内容、时空和著者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 ,以此评价

和探讨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过去、

现状和发展趋势 ,以利于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理论研

究和社会实践。

1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调查统

计方法

　　根据文献[ 3 ]的 G255 各种文献和 G2592 图书馆事业

两类报道的内容 ,记录和统计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运行机制的研究论文 ,可基本掌握自 1995～1999 年有关文

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论文的数据。从中可以

了解我国 90 年代后期该领域的研究规律。

2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统计分析

211 　内容分布

表 1 　90 年代后期国内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运行机制研究的文献数量及内容分布 　

篇 , %

内容类别 数
量 比例 内容类别 数

量 比例

机制综论 8 819 文献类型机制 3 313

区域机制 18 20 文献资源保障机制 3 313

专业机制 9 10 经济机制 4 414

单位系统机制 7 718 政策机制 2 212

应用现代化技术

实现共建共享
5 516 知识产权机制 2 212

计算机网络机制 14 1516 标准化问题 2 212

非计算机网络机制 6 617 调控机制 1 111

馆际合作、互借机制 6 617 总 　　计 90 100

　　从表 1 所列数据看出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

制的研究内容可划分 15 项。划分时 ,如果论文内容同涉及

专业与地区、单位系统与地区时 ,以地区为主 ;同时涉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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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网络、单位系统与网络时 ,以网络为主。另外 ,论文内

容涉及网络的 ,分为计算机网络与地区、机构等非计算机网

络两种类别统计。

通过表 1 所列数据了解到 ,5 年中文献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内容最被关注的方面是文献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区域机制 ,共 18 篇 ,其次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的计算机网络机制共 14 篇。网络机制和区域机制两类

加起来的数据显示出它们是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

制中最为有效的机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区域内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十分重要 ,而网络是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的组织形式或技术实力的支持基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的专业机制、单位系统机制是指在某一专业范围内或

某一系统的图书信息机构实行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5

年中两类的研究论文分别为 9 篇和 7 篇 ,在各类内容中所

占比重居中 ,说明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在某一专业领域

或某一行业领域实施的有效性。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

行机制研究的综论类有 8 篇论文 ,但不属于机制中的具体

某一种 ,所以归综论 ,数量所占比重居中。有关文献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的馆际合作、互借机制和应用现代化技术实现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不包括计算机网络) 两类 ,分别有

6 篇和 5 篇 ,所占比重虽然不高 ,但前者是传统机制 ,后者

为新兴机制 ,两者可以说是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用

运行机制。其余运行机制 ,包括文献类型机制、经济机制、

保障机制、政策机制、调控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问题

都有研究者涉及 ,但数量不多。不过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

这些研究论文为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事业迈出坚实

的步伐做了开拓性工作 :提示了业内人士要考虑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的经济利益、文献资源保障、政策和行政管理

与干预等互相牵制的问题。

212 　时间分布

表 2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时间分布

篇

内容类别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合计

机制研究综论 1 3 2 2 8

区域机制 2 3 7 1 5 18

专业机制 2 4 1 1 1 9

单位系统机制 2 2 2 1 7

续表 2

内容类别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合计

应用现代技术实现

共建共享

3 1 1 5

计算机网络机制 3 4 3 2 2 14

非计算机网络机制 1 3 1 1 6

馆际合作、互借机制 1 5 6

文献类型机制 1 2 3

文献保障机制 2 1 3

经济机制 3 1 4

政策机制 2 2

知识产权保护 2 2

标准化问题 2 2

调控机制 1 1

总 　计 9 20 29 12 20 90

表 2 显示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研究的时间分

布状态。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整体呈波浪式增长趋势。5 年

中 ,1997 年为最高峰。1998 年比 1996 年的研究论文数还

少 ,但 1996 年以后 ,每年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研

究均多于 1995 年以前。从 15 项研究内容来看 ,前 7 项研

究内容 5 年中每年都有人在研究 ,从未间断 ,说明这些内容

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第 8 项内容是文献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传统性研究内容 ,表现为 1996 年有 1 人研究 ,到 1999

年突增研究论文篇数 ,显示了该机制在共建共享机制中的

生命力和在实践中的适用性。第 9 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的文献类型机制早在文革前就有所实施 ,比如由北京图

书馆牵头的《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为西文期刊在全国

范围内互借提供了方便 ,80 年代又重新编辑出版 ,参加单

位甚多 ,十分有利于西文期刊的共享。但在 1995～1998

年 ,对该机制的研究所占比例很低 ,似与其成熟程度有关 :

比较成熟 ,研究量减少。后 6 项内容属具体运行机制的研

究 ,实用价值较大 ,但成熟度小、涉及该领域研究人员较少 ,

其中大部分研究在 1997 年出现 ,只有标准化问题在 1999

年才被提出 ,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提出了新

的研究问题和领域。

213 　空间分布

表 3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空间分布

刊 　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合计 刊 　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合计

大学图书馆学报 1 3 1 5 图书馆杂志 1 1 1 3

福建图书馆学刊 3 3 文献信息论坛 1 1 2

河北科技图苑 2 1 3 现代情报 2 2

河南图书馆学刊 2 1 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1 1 2

江苏图书馆学报 2 1 3 西北高校图书馆 2 2

山东图书馆学刊 3 3 信息窗 1 1 2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 2 1 1 1 5 医学图书馆通讯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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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刊 　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合计 刊 　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合计

情报资料工作 1 1 2 中国信息导报 1 1 2

图书馆建设 2 2 中国图书馆学报 1 1 2

图书馆学研究 1 2 3 刊载 1 篇相关论文期刊 6 3 10 5 6 30

图书馆学刊 1 2 2 5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 2
总计 9 20 29 12 20 90

　　从表 3 可以看出 ,1995～1998 年刊载文献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论文的期刊共有 51 种 ,其中 21 种在 5

年中刊载 2 篇以上 ,30 种只刊载 1 篇。刊载 5 篇的期刊是

《大学图书馆学报》、《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图书馆学

刊》,平均每年都有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

论文出现在这 3 种刊中 ,可以认为它们是该领域的核心期

刊。表 3 所列 21 种期刊 ,可以作为有关研究共建共享运行

机制的人员检索和论文投稿的主要目标刊物。

214 　论文的作者分布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运行机制研究的著者分布较

分散。该领域研究论文的著者 5 年中共有 87 人 ,其中绝大

多数研究者在这期间只发表 1 篇相关论文 ,发表 2 篇以上的

仅 3 人 ,其分布情况见表 4。

表 4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

研究论文的著者分布 篇

姓 　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合 　计

肖希明 1 2 3

王兰英 2 2

李晓梅 2 2

总 　计 3 4 7

从表 4 可以看出 ,3 位著者的研究论文集中于 1996、

1997 两年。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虽然有

很多人关注 ,但无人专注于此 ,这令人感到遗憾。

3 　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论文统

计分析的评论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区域机制和网络机制是 5

年中的研究热点 ,表明两者是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文献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最被关注的是在区域范围内如何实现共

建共享和网络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有着强有力的支持

两方面。实现全国范围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必须首先

在某一区域内实施 ,然后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连接起来 ,最

终实现全国的共建共享。在技术上 ,重要表现之一是网络

化 ,包括计算机网络和非计算机网络。依靠网络才能实现

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有研究者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经济机制、文献

保障机制、政策机制、调控机制等进行了研究 ,虽然研究论

文数量不多 ,但属于开拓性工作 ,提示我们不能忽略文献信

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经济、文献保障、政策和行政管理、知识

产权保护、标准化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将有利于文

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社会实践。

5 年来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呈波浪

式增长趋势 ,表明该领域对图书信息机构的重要意义。

1997 年是研究论文数量最多的一年 ; 1998 年下降没降至

1995 年的最低点 ,1999 年回升。研究的增长趋势表明 ,在

当前书刊涨价、信息激增、社会的信息生产和需求加大等情

况下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具有很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虽然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实现共建共享有种种不利因素 ,但

客观上要求考虑共建共享的可能性 ,并对技术层面上的运

行机制问题加以关注。

5 年中刊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论文

的期刊 51 种 ,其中主要期刊 21 种 ,21 种中仅有 3 种是该领

域的核心期刊。这 21 种期刊可视为主要空间 ,刊载 5 篇的

《大学图书馆学报》、《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图书馆学

刊》可视为核心空间。这可以为研究者检索和发表相关文

献提供数字上的依据。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运行机制研究的著者分布分

散 ,没有形成核心著者群体 ,论文集中在 1996、1997 两年 ,

1998 年后没有继续发表相关成果。该领域缺少主要著者

群体 ,鲜少有人全力于此项研究。这一专门领域是研究的

薄弱方面 ,甚至有空白 ,需要更多的人对之加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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