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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双喜

摘　 要　 中文电子书发售是当前大陆图书馆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难题，馆配商推出单种零售平台服务来应

对。 本研究以书目比较法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各平台图书的时段、上书时滞，对国内三类中文电子书平台进行具

体细致的比较，以分析当前馆配形势，探讨解决之道。 数据表明近年来零售的电子新书量已超过数据库包库采

购。 目前，馆配商平台在纸本书出版一年内基本无法采购到相应的电子书，出版社第二至四年内才可能会渐次发

售电子本，而面向个人用户的零售平台则能提供一些短时滞的电子本。 高校馆可以率先采取“单纸本”策略，以

消除出版方惜售电子本的心理。 馆配商可借鉴个人定位平台的运作方式，以提高热门电子书的供应时效。 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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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５ ｔａｂｓ． ３５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ｂｏｏ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０　 引言

电子书节省空间，便于使用和管理，以用户

驱动（ Ｐａｔｒ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ＤＡ） 方式购置

电子书，实现纸电配合，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文献

资源建设的趋势。 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建设经

费、物理存储空间压力日益增加，迫切需要实现

资源转型。 购买电子书，让渡物理空间，才能实

现空间再造；节省加工纸本所需人力物力，才可

更好开发其他项目。 目前图书馆正在推行的各

种运动，实际上都与电子书购置相关。 资源建

设仍是图书馆当前的立足基础，电子书购置不

仅是资源建设问题，也是关乎图书馆发展全局

的关键。 目前，各国图书馆都在推行纸电配合

的实践，美国在探索图书馆联盟间电子书的联

合采访，并设计出相关模型［１］ 。 但相当长时期

内，国内图书馆中文电子书采购一直受到馆配

模式的阻碍，仅限于包库购置，图书馆被剥夺选

择权，电子书自主购置始终无法实现。
近年来，供应商在中文电子书单种零售方

面进行新尝试，各种平台不断出现。 当当、京

东、亚马逊分别推出数字馆、京东电子书刊、
Ｋｉｎｄｌｅ 电子书店等，主要针对个人用户服务。 馆

配方面，北京人天书店“畅想之星馆配中文电子

书平台”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正式发布，第 １ 期《中文

电子书目录》上线［２］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浙江省新华

书店集团“芸台购”上线［３］ 。 同月，湖北三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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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８

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推出“田田网”，近来发展

出“云田智慧平台”。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厦门外图集

团有限公司“知识宝” （ ＨｙＲｅａｄ） 云阅读也向大

陆推出台版电子图书。
中文电子书的单种馆配将是决定国内图书

馆未来馆藏走向的关键因素。 但它能否撬动数

据库与纸本商原有利益格局，将电子资源馆配

业务从多方掣肘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图书馆需

要以主动的姿态，扶持、引导这一业务，使之契

合自身发展需要。 当前文献资源建设者急需理

论指引，以把握电子书馆配形势。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教育部正式将电子书作为馆藏资源纳入学校办

学评估指标体系［４］ ，这一决策更凸显了当前馆

配电子书的重要性及理论探索的现实紧迫性。
笔者希望通过对中文电子书几种销售模式的详

细比较，结合纸书借阅次数分析，厘清当前馆配

形势，设计切实的纸电配合方案，促成图书馆界

的共识与行动，开创电子资源建设与图书馆工

作的新局面。

１　 研究综述

从主要服务对象看，当前电子书供应商可

分为馆配与非馆配两类。 从电子书销售模式

看，馆配商又可分为包库发售和单种零售两种。
本文所论属于馆配商评估及电子资源组织领

域，国外学界于此已有多种探讨。 例如，他们研

究电子书馆配平台的获取性能［５］ 、时效［６］ 、书目

题名组织［７］ 、主题覆盖情况［８］ ，调查读者使用倾

向［９］ ，进行订购模式调研［１０］ 和工作流程调整［１１］

等。 国外电子书的 ＰＤＡ 实行较早，推行顺畅，这
些研究大都全面、深入而细致。

国内中文电子书馆配时间不长，理论研究

相对滞后，对电子书馆配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

几大数据库供应商上，或将电子书目与纸本书

目进行比较［１２］ ，或在数据库之间进行比较［１３］ 。
２０１４ 年之前，每年只有一两篇文章涉及电子书

单种馆配问题。 ２０１５ 年被称为电子书元年［１４］ ，
文章量有所增加。 ２０１６ 年《新华书目报》刊发 ６

篇文章，专门探讨电子书单种馆配及“纸电同

步”问题。 但这些短文大多来自报纸，传达馆配

商的理念和决心［１５］ 。 篇幅较长者多是对单种馆

配平台（如畅想之星［１６］ 、芸台购［１７］ ）特点的详细

介绍。 深入探讨的论文也有一些，但总量很少，
２０１５ 以来每年不过 １０ 篇。 例如有研究者对“畅

想之星”与超星产品进行比较，认为从提高内容

管控度和所有权而言，前者更适合优先选购［１８］ 。
有研究者对全国 ９０ 家核心出版社进行细致调研

和分析，考察出版方电子书的零售意向［１９］ 。 总

体而言，当前研究缺少对电子书全局性的考察。
研究者对包库、零售、纸本和个人定位平台产品

都有过类内比照或者两两比较，但没有将这四

类数据放在一起总体分析。 本文希望通过对四

类数据的调查，以利于全面了解当前电子书馆

配形势，了解各类平台优劣及合作前景，避免后

续研究雾里看花。
国内较早的馆配研究多介绍外国 ＰＤＡ 经

验［２０］ ，但国内环境与国外差异较大，中文书馆配

研究更要立足国内实际。 目前出版社电子书的

技术模式、营运平台没有针对机构用户进行设

计，即使有些馆利用平台采购电子书，但规模有

限，没有结构性意义［２１］ ，纸电同步建设还是任重

道远［２２］ 。 谢寿光提出纸电一体化方向、专注专

业领域、建立开放平台、致力标准共建、营造双

赢机制等建议［２３］ ；刘术华、谢强认为图书馆应融

入产业链，将公益性、有版权、长期保存等特色

融合到电子书服务［２４］ ；刘华提出应培养可靠的

遵守协议的高水平书商［２５］ ；袁芳则认为需要基

于纸书和电子本的捆绑销售以培育市场［２６］ ；王
凤满以为应将当当、卓越等零售商引入 ＰＤＡ 领

域，倒逼书商改变捆绑式销售模式［２７］ 。 这些思

路颇多真知灼见，但部分论断缺乏足够的依据，
或者仅仅进行方向性泛论，可信但无法操作，反
复宣讲而无实效。 面对当前馆配困境症结，图
书馆自身应采取何种策略，促成何种态势来引

导局面？ 当前的理论研究缺乏精细剖析和具体

设计。 本文希望就此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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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和过程

２．１　 研究问题与比较对象

本研究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各平台电子图

书发售量、合作伙伴、选中情况、时效、对目标馆

的适应性；目标馆对纸本、电子书的购置顺序与

数量。 讨论重点在于各平台电子书供应时效。
因为与数据库包库采购的体量优势相比，时效

性是馆配商零售书的最大长处，也是纸电同步

的关键。
研究拟采用书目比较法，进行四类书目的

比较：数据库平台（下文称“ Ａ”类）、单本零售平

台（下文称“ Ｂ 类”）、非馆配的个人图书消费平

台（下文“ Ｃ”类）的电子书目，以及目标馆藏纸

质书目。 Ａ、Ｂ 类属于馆配商书目，Ｃ 类属非馆配

书目。

２．２　 实施思路

２．２．１　 样本选择

Ａ 类数据来自数据库供应商，特征是只以包

库形式供应电子书，其中有书生之家、超星、方
正等公司，而超星市场占有率和产品使用情况

相对比较靠前［２８］ 。 此处选择其中一家作为代

表。 Ｂ 类数据来自单种电子书馆配平台，电子书

可以单本挑选，主要服务于图书馆，其中有浙江

新华、湖北三新、北京人天、中国图书进出口公

司等。 本文选择其中三家作为对象（下文称 Ｂ１、
Ｂ２、Ｂ３）。 文中会将 Ｂ 类三家电子书目合并成总

书目，以反映零售馆配书与纸本关系。 Ｃ 类数据

来自非馆配电子书平台，其电子书可以单卖，主
要是面向个体消费者。 其中有京东、亚马逊、当
当等，本文从中选择一家进行分析①。

电子书是后起事物，纸电配合的讨论须以

纸本为基础和参照，而纸本问题须与馆藏书目

相结合。 因为馆藏目录有借阅次数的记载，比
书目便于掌握使用情况。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

能较为实际地讨论纸本与电子本的合作。 华东

师范大学图书馆致力于学术性馆藏的收集，人
文社会科学书种较为齐全，文献利用情况有一

定代表性。 所以选择其作为纸本代表，从中抽

取样本。
２．２．２　 数据获取

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统（下文称“系

统”）设置问题，无法实现借阅信息的回溯以输

出同一馆藏的分时借阅数据。 笔者采取如下办

法：以入藏日期距笔者导出信息日期的时长确

定馆藏所属时段和入藏年数。 将同一书种各馆

藏借阅次数归并，得到书种借阅次数。 将其除

以入藏年数，得到每种图书年借阅次数。 将入

藏时段按一定时距划分，统计不同时段图书借

阅次数，以此代替同一书种不同时段借阅次数。
这种做法会因书种不同而存在误差。 但一般而

言，质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图书才能被选中。 一

定时期内，一定层次出版社图书质量相对稳定。
笔者选择的时间跨度较长，馆藏纸本和数据库

图书种数都达到六位数。 样本量大，且仅用于

趋势性判断，误差可以忽略。
同时，笔者无法逐一查询平台每种电子书

的发售日与对应纸本出版日之间时距。 若平台

没有标注，则采取如下办法：默认出版日期为电

子书发售日期。 用笔者统计日期减去纸本出版

日期，以其时距确定该纸本电子版所属时段。
再将相同时段图书进行汇总分析。 单种电子书

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选择 ２０１０ 年后的电子书

数据作为样本，使比较对象趋近合理。
另外，笔者无法在同一时刻登录系统并同

时完成所有数据的输出工作，各平台图书种数

和纸本借阅次数的截止日期存在一定时差。 但

如果样本量比较大，执行相同标准，数据用于预

测大概趋势，则这些误差可以忽略。

２．３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过程

本项研究从 ２０１５ 年底开始，分为四个阶段：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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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８

（１）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底，分时段

整理华东师大图书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入藏的纸书

数据，得出每种书年均借阅数据等信息。 因为

图书编目工作迟于订购，加上寒假时段，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底的编目数据大致体现的是 ２０１７
年前的图书信息。

（２）２０１７ 年 ３ 至 ４ 月，整理 Ｂ 类平台书目，
计算上书时间与出版时间的时距。

（３）２０１７ 年 ４ 月，整理 Ａ 类图书信息。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没有新增数据库，故 Ａ 类书目数据

亦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
（４）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整理 Ｃ 类平台的图书

数据。
（５）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进行书目比较和分析，先

后进行两次匹配。 先匹配 ＩＳＢＮ。 早期图书没有

ＩＳＢＮ 的，做综合字段信息比较，著者、题名、出版

社、出版年各字段信息都一致才算匹配。 这需

要对书目字段信息进行统一。 除出版日期的统

一外，其他工作包括：①转换书目字体，改繁为

简。 ②去掉著录形式（著、编、撰情况）信息，有
两个以上著录者情况的，只保留第一个。 ③统

一出版社信息。 包括纠正书目讹误，如将“西冷

印社”改回到“西泠印社”。 将简称改成规范全

称，如“西南财大出版社”改成“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 重组前后机构若是一家，则统一为一

家，如“中信出版社”与“中信出版集团”。 若机

构重组，一分为几，则区别为几家，如“上海古籍

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与“上海三联出版社” 等。
若图书属于联合出版，只统计第一个出版社。
④统一日期格式。 日期采取“年月日”格式，视
需要确定精确度。 Ａ、Ｂ 类比较只需到月，Ｃ 类统

计则精确到日。 有些平台数据无法精确到日，
则统一为每月的 １ 日。

以上两种方法都无法匹配的，则视为无效

数据。 书目中有字段信息缺失的，尽量从各种

数据源查找补足，无法补足的，视作无效，以排

除干扰。

３　 数据及其分析

３．１　 总体数据

笔者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整理出 Ａ 类电子

书目 １ ２３６ ８３４ 条，其出版时间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的 １３８ ５４５ 条。 同日，整理 Ｂ 类三家供货

商单本馆配电子书目 ２８１ ４７０ 条，其中 Ｂ１、Ｂ２、
Ｂ３ 所提供条数分别为 ２１４ ５００、５４ ２７５、１２ ６９５，
去重归并后得到 Ｂ 类总书目 ２１４ ９５０ 种。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登录系统，整理出华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馆藏中出版时间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纸本书

目 ２０５ ６１６ 条。 其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Ａ 类电子图

书与同期纸本书目匹配 ６ ９９０ 条，占比 ３ ４％；Ｂ
类电子书总目匹配 ３０ ５０６ 条，占比 １４ ８％。

３．２　 Ａ、Ｂ 类数据比较

将出版日期在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Ａ、Ｂ 两类

电子书目进行对比，得到重复条目 ３ １４７ 条，占
Ａ 类同期数据书目的 ２ ２７％，占 Ｂ 类的 １ １１％，
重复比率很小。 这说明重复性不成为购买包库

书与单种书的障碍，购置 Ａ 类产品后，仍然可买

Ｂ 类产品。
３．２．１　 出版社状况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数据，２０１０
年总局登记出版社 ５８１ 家［２９］ ， ２０１５ 年 ５８４
家［３０］ 。 Ａ 类平台电子书出版年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出版机构有 ５８２ 家，Ｂ 类平台 ５５３ 家。 这

些机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间出版的图书被以 Ａ 类

（包库）形式提供 １１３ ８１８ 种，以 Ｂ 类（单本馆

配）形式提供 １９４ ０７１ 种。 看来包库公司业务

几乎涉及所有出版社，而尝试单本零售馆配的

出版社数量稍少，但本时段单本总量仍大于包

库总量。
笔者曾对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纸书

的出版社进行过统计，发现前 １５０ 家出版社提供

了 ７４ １％以上纸本图书［３１］ ，属于纸书 “核心出

版社”。 以此为准进行统计，发现这 １５０ 家出版

社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在 Ａ 类平台可供电子书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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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６８８ 条，Ｂ 类平台可供 １００ ２４２ 条。 Ｂ 类远大

于 Ａ 类，这表明核心社单种馆配电子书数量也

超过了包库书。 现将前 ６０ 位核心出版社产品在

Ａ、Ｂ 类平台的电子书种数情况整理成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部分出版社包库、零售电子书数量比较表

出版社 量 Ａ 量 Ｂ 出版社 量 Ａ 量 Ｂ 出版社 量 Ａ 量 Ｂ

中国社会科学 ５ ４ ８０７ 北京师范大学 ３１ １ ４６１ 九州 ２０７ ２６４

社会科学文献 ７８８ ２０ 清华大学 ２１５ ４ ４３７ 厦门大学 ４５４ ５６１

北京大学 ４ ０８８ ９０４ 中国经济 １ ６６２ １ ０５１ 光明日报 ５２３ ８３３

人民 ２０７ ９９ 上海三联书店 ２ １５１ 中国法制 ２３１ １ ８９１

法律 ２３ ７７２ 经济管理 ９５３ １１ 中国文史 ３１５ ５４８

科学 ２５４ １４７ 南京大学 ６２３ ５７４ 上海外语教育 ７ ５２

经济科学 １８ ３２４ 中国政法大学 ２５７ １ ０４６ 东方 ５０３ ４４２

商务印书馆 ３０ ３１５ 上海译文 １５０ ２０ 重庆 ６６５ １ ５６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５７ ３ ５３２ 武汉大学 １ ４４９ ８３４ 文化艺术 ２９１ ２３８

中华书局 １７ ６０１ 长江文艺 ７７ ４５２ 世界图书公司 ８５ ７６

上海人民 １ ０８９ １ ２２７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５５５ ５８３ 花城 １７９ ６１８

人民文学 １５８ ２８１ 三联书店 ０ ８０ 民族 １５２ ２６

知识产权 １２ １３６ 文物 １０８ ０ 云南人民 ５８９ ２ ３９０

高等教育 １１０ １５ 中信 １６５ ２４９ 中国财政经济 ３９６ ２ ６１９

作家 １６２ １ ３００ 江苏文艺 ４２３ ４１１ 华东师范大学 ０ ７１３

上海古籍 ２７６ ７０９ 上海文艺 １８６ １８０ 江苏人民 ４０４ ６６７

浙江大学 １ ９０８ ６ ３７１ 中国金融 ６ ９ 教育科学 １６ １４

译林 １４６ ４７２ 上海社会科学院 １６８ ７１９ 百花洲文艺 ２６３ ７６４

广西师范大学 ８ ５５１ 中央编译 １ ０７７ ２ ３５２ 新星 １２９ ９６

复旦大学 １ ４４０ １ ７５４ 上海交通大学 １ ４４７ １ ４８８ 山西人民 ３３７ ３５６

　 　 注：“量 Ａ”表示以包库数据库形式出售的电子书数量，“量 Ｂ”表示以单本馆配方式的供书数量

　 　 表 １ 中 Ａ 类平台电子书供书 ２６ ０９６ 种，Ｂ
类供书 ５５ １７５ 种，Ｂ 类书数量领先。 相同出版

社两种模式发售电子书数量不一，有些甚至差

别很大，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等，Ａ 类产品只出现几种至几十种，但
Ｂ 类就有几千种。 进一步统计发现，Ａ 类供书量

大于 Ｂ 类的出版社为 １９ 家，Ｂ 类大于 Ａ 类的为

４１ 家。 这表明更多核心社倾向于以单种方式进

行馆配。

３．２．２　 时段供书情况

将 Ａ、Ｂ 类平台电子书目与华东师大图书馆

藏纸本书目分别进行匹配，若能匹配，说明该书

适合馆藏，即为“选中”。 将选中电子书目从统

计日期往后逆推，起算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为反映时效，第一个时段为半年（由统计日

逆推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后面每个时段为一

年，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共计 ７ 年 ８ 个时段。
统计各时段两类方式供书种数，得出表 ２（表 ２ 中

每个时段起始日期为 １１ 日，结束日期为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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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Ａ、Ｂ 类平台电子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出版时间与种数分布表

时段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１７ ４

２０１６ ４—

２０１７ ４

２０１５ ４—

２０１６ ４

２０１４ ４—

２０１５ ４

２０１３ ４—

２０１４ ４

２０１２ ４—

２０１３ ４

２０１１ ４—

２０１２ ４

２０１０ ４—

２０１１ ４

Ａ 种数 ０ １ １ ５３０ ５ ３６９ １０ ６８９ ２６ ８０３ ３１ ５５０ ３７ ８９６

Ｂ 种数 １３６ ７１１ １９ ２１６ ２６ １０９ ２９ ２３６ ２６ ７８１ ２３ ０２２ ２０ ２２６

Ａ 选中 ０ ０ １７５ ６８１ １ ０８２ １ ２０８ ８７８ １ ３３７

Ｂ 选中 ５２ １ ００３ ４ １３４ ５ ３６３ ５ ９９７ ４ ２８８ ３ ０５３ ２ ４４０

　 　 表 ２ 显示的是 ７ 年来 Ａ、Ｂ 类平台包库与单

本馆配业务在各个时段供应的电子书情况。 数

据显示，Ａ 类供书量逆推到第 ５ 年才开始超过 Ｂ
类。 之前四年数量一直低于 Ｂ 类。 在选中数量

上，Ｂ 类 ７ 年中远超 Ａ 类。 也可以说，在前 ４ 年

内，包库电子书无论是总量还是选中数量上，都
比不上零售书。

３．３　 Ｂ 类数据分析

对 Ｂ１、Ｂ２、Ｂ３ 有出版机构信息的电子书目进

行整理，计算三家各自选中书目的出版机构数

量。 从可以供应电子书的出版社数量、各社可供

电子书数量与电子书被选中数量几方面比较三

家单本电子书馆配商的不同供货特征。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三家馆配平台电子书情况比较表

公司
电子书出

版社数量

电子书选

中种数

纸本前 １５０ 社

选中种数

纸本前 １５０ 社有电子书

供应的出版社数

纸本前 １５０ 社中有电子书

选中的出版社数

Ｂ１ ５４０ ９５９ ４２２ １４４ ４２

Ｂ２ ３２２ ９ ０１８ ７ ６６４ １０９ ８９

Ｂ３ ３７８ ３ ２９６ ３ ０３５ １３１ １０３

　 　 从电子书出版社数量看，通过 Ｂ１ 提供电子

书的出版社达到 ５４０ 家，数量遥遥领先；从电子

书的选中数量看，Ｂ２、Ｂ３ 数量超过 Ｂ１。 纸本图

书出版社前 １５０ 位中，１４４ 家通过 Ｂ１ 供应电子

书，数量领先，但有选中电子书目的出版社数量

却远低于 Ｂ２、 Ｂ３。 这说明 Ｂ１ 覆盖面较广，而

Ｂ２、Ｂ３ 电子书目更适合高校馆配。 这种区别与

公司业务的方向、重点有关，涉及与合作伙伴间

的信赖度、利润分配等，也说明出版方目前对不

同公司有所选择和侧重，平台商还能争取更大

的发展空间。
对 Ｂ 类三家选中电子书目进行合并去重，

得到选中总目 ３０ ５０６ 种，统计核心出版社前 ２４
位的电子书供应情况，仍按照表 ２ 方法进行时

段统计，将每个时段各出版社可供单本馆配电

子书的数量列出，详见表 ４。
从表 ４ 可以看出，所有平台中半年内只有 ２

家出版社提供电子书，一年内增加到 １３ 家。 一

年后，各社开始陆续提供电子书。
表 ４ 只能反映出版社时段供书量，其与该社

适配纸书出版量的比率需要另外显示。 兹将电

子书供货总量前 ２０ 位的出版社按表 ２ 方法分时

段计算，将各出版社各时段可供电子书数量与

华东师大馆该社年均购进纸本量对比。 华东师

大图书馆纸质馆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其比

例可以看出当前对单本馆配态度较为积极的出

版社的电子书实际供应情况。 其百分比数据如

表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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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部分纸质书核心社电子书单本馆配种数时段分布表

序

号
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１７ ４

２０１６ ４—

２０１７ ４

２０１５ ４—

２０１６ ４

２０１４ ４—

２０１５ ４

２０１３ ４—

２０１４ ４

２０１２ ４—

２０１３ ４

２０１１ ４—

２０１２ ４

２０１０ ４—

２０１１ ４

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４０ ３７４ ９０１ ８６４ ７１８ ４１６ ２３６ １１３

２ 社会科学文献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３ 北京大学 ０ ２ ４ ４ １ ５ ６ ５７

４ 人民 ０ ０ ０ ４ ３ １６ ３ ３

５ 法律 ０ ０ ０ ８ ２３ ５５ ２５ ５２

６ 科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７ 经济科学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８ ３７ １７

８ 商务印书馆 ０ １ ２９ １０ １１ ３５ １４ ２４

９ 中国人民大学 ０ ５５ １８５ ２３５ １６２ １１２ ８９ １１６

１０ 中华书局 ０ ０ １０９ １１６ ６８ ２０ ０ １

１１ 上海人民 ０ ２９ ６５ １３４ １９０ １３１ ５５ ３８

１２ 人民文学 ０ １５ １６ ６ １３ ８ １７ ２６

１３ 知识产权 ０ ３ １３ １５ ２ ０ １ ２

１４ 高等教育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５ 作家 ０ １８ １４７ ６５ ７６ ３８ ７６ ６６

１６ 上海古籍 ０ ６ ９９ １０２ ９４ ６２ ５６ ３４

１７ 浙江大学 ０ ２ １５７ ２１１ ２１０ ２１４ ２２２ １２３

１８ 译林 ０ ２１ ５９ ３５ ７２ ２４ ５ ２

１９ 广西师范大学 ０ ０ ４ ２１ ８１ ４５ ４３ ３６

２０ 复旦大学 ０ ０ ２ ２３ １１６ １１０ ９５ ８６

２１ 北京师范大学 ３ １０ １４６ １２４ ７８ ７５ ２５ ２１

２２ 清华大学 ０ ０ ３０ １０２ １１７ ５３ ６８ ９８

２３ 中国经济 ０ ０ ２０ ６３ ９８ ４４ ３９ ２４

２４ 上海三联 ０ ４ １７ １２ ７ １ ０ ６

　 　 从表 ５ 可以看出，半年内前 ２０ 位出版社只

有两家（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可以提供电子书，分别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年均纸本进书量的 １３ ５％和 ６ ３％。 一年内

有三家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比例超过 ２５％，５ 家

（暨南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宁夏人

民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

社）超过 １０％，另有 １３ 家超过 ５％。 相对大陆出

版社总数和高校馆适藏图书品种数，目前这个数

据量非常小。 如果通过这三家平台，图书馆一年

内无法获取核心出版社的绝大部分电子书。
但表 ５ 显示，一定时限后，一些核心出版社

会逐渐发售一些电子书。 纸本出版的第二至四

年，是这些电子书发售比例最高的时段。 例如，
第二年暨南大学出版社电纸比上升到 ７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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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出版社可供单本馆配电子书与华东师大馆年均纸本进书量分时段比例表（％）

出版社 半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国社会科学 ６ ３ ２９ ５ ６８ ７ ６４ ８ ５５ １ ３１ ９ １７ ８ ８ ２

浙江大学 ０ ０ ５ ３９ ２ ５３ １ ５３ ４ ５４ ４ ５６ ５ ３１ ３

中国人民大学 ０ ９ ７ ３２ ７ ４０ ６ ２８ ６ １９ ４ １５ ７ ２０ ５

中央编译 ０ １４ ８ ６６ ７ ７７ ９ ６３ ９ ２９ ５ ３７ １ １５ ６

上海人民 ０ ５ ０ １２ ２ ２５ ７ ３６ ９ ２５ ９ １０ ６ ７ ６

中国政法大学 ０ ８ ６ ３２ ８ ３６ ０ ８１ ９ ５４ ２ １２ ３ ２ ３

作家 ０ ５ ７ ４６ ３ ２０ ８ ２４ ０ １２ ０ ２４ ０ ２０ ８

北京师范大学 ０ ２ ０ ４１ ７ ３５ ４ ２２ ３ ２１ １ ６ ９ ５ ７

暨南大学 ０ １０ ２ ７１ １ ４２ ３ ６５ ３ ５１ ２ ２５ ６ ３０ １

上海古籍 ０ １ ４ ２３ ２ ２３ ９ ２２ １ １４ ５ １３ １ ８ ０

上海社科院 １３ ５ ５７ ０ ５５ ２ ５５ ２ ６４ ４ ２５ １ ４ ３ ０

宁夏人民 ０ １２ ３ ６３ ６ ７３ １ ５３ ２ ９２ １ ５７ ９ ２３ ７

复旦大学 ０ ０ ０ ６ １ ６ ３６ ０ ３１ ７ ２５ ３ ２２ ０

云南人民 ０ １ ６ ３８ ５ ４３ ９ ４１ ２ ２８ ２ ２１ ７ １４ １

南开大学 ０ ２５ ８ ２６ ６ ９６ ９ ６４ ６ ４６ ８ １１ ３ ８ ９

中国财政经济 ０ ０ １２ ４ ３５ ２ ４８ ５ ４７ ６ ５９ ９ ９８ ９

中国传媒大学 ０ １１ ５ ４０ ６ ６７ １ ４９ ４ ３３ ５ ４６ ８ ２４ ７

西南财经大学 ０ １２ ７ ６２ ３ ７６ ２ ３９ ４ ７７ ５ ５２ １ ４９ ５

中国经济 ０ ０ ９ ５ ３０ ４６ ７ ２１ ０ １８ ６ １１ ４

清华大学 ０ ０ ０ １０ ２ １５ ６ ６ ３ ２ ３ ４ ０

第三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增长到 ７７ ９％，第四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增长到 ８１ ９％。 这些社对

发售电子书持较为积极的态度，部分电子书与

纸质本的时滞相对较小，部分电子书的 ＰＤＡ 购

置可以逐渐操作。 多年以来，图书馆购买电子

书都是以包库形式实现，电子本滞后于纸本多

年。 目前形势下，图书馆已经可以单本挑选部

分电子书，且时滞相对较短，逐渐有了一定的

自由。

４　 讨论与分析

对以上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当前大陆电子

书馆配形势，提出笔者观点，供各方批评。

４．１　 各类电子书平台比较

Ａ、Ｂ 两类电子书目的比较结果显示，２０１０
年后，无论电子书总量、年度电子书供应量、核
心社电子书供应量还是选中量，Ｂ 类产品都已超

过 Ａ 类。 若要获取新近电子书，Ｂ 类方式是更

好的选择。 前 ６０ 家核心出版社中，有 ４９ 家更加

倾向于 Ｂ 类发售方式。 另有调查显示，９５ ３％的

出版社愿以单种方式向图书馆发售电子书，仅
有 ４ ７％愿以包库方式提供电子书［１９］２５ 。 电子

书供应数量的差距，加上核心出版社意愿，表明

数据库独大的局面正在破除。 图书馆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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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可以渐次摆脱被迫打包的处境，有更多自

主选择，图书馆要努力促进这种转变。
Ａ 类平台的优势在于以往积累的文献。 由

于多年经营，数据库平台积攒了巨大的电子书

体量。 有研究表明，电子格式的旧“经典”深受

某些用户群体的喜爱［３２］ ，Ａ 类电子书中有很多

权威社经典名作的数字版，这些书未来还有用

武之地。 同时，数据库供应商若善用体量，转攻

专题电子书搜集、库内内容揭示和信息关联，进
而拓展到库间关联，为研究者提供学术谱系、背
景和线索的追溯，展示“发现”系统的威力，起到

“１＋１＞２”的效果，会具有更大价值。 若 Ｂ 类优

势在“新”，Ａ 类则当在内容上求“专” 求“全”，
技术上用“专”用“全”。

Ｃ 类公司服务对象主要是个人用户，但它们

已有为图书馆提供电子书的案例。 例如，亚马

逊中国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宣布与 ８ 家合作者共同为四

川、云南 ２２ 所农村小学捐建电子图书馆，每馆

配 ５０ 台 Ｋｉｎｄｌｅ 阅读器［３３］ 。 宁波诺丁汉大学图

书馆［３４］ 、上海海关学院图书馆［３５］ 都使用了

Ｋｉｎｄｌｅ 阅读。 从管理角度看，Ｃ 类电子书需用指

定终端，尽管有 ＰＣ 版，但注册和同步设置等会

引起使用和借还管理的不便，阻碍它们在馆配

业的发展。

４．２　 图书馆的策略

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单种馆配电子

书的发售有两个特点：一是纸本好卖的电子书

不容易得到；二是时滞大，一年内基本不发售相

应电子本。 其原因应与纸本预期购买数量有

关，出版社担心早发售电子书会影响纸本销量。
同是文学类图书，二线出版社电子本容易得到，
权威出版社却秘而不宣。 因为出版社料定这些

纸本要热卖，图书馆读者众多，会多买纸本。 理

科书时效性强，新的理论、技术、方法刚出现时，
图书会热卖，所以理工科单本馆配的电子书寥

寥无几；教学辅导型图书需要量大，馆藏会多置

纸本，可获取比例也很小；研究性、资料性图书

受众小，一般学术馆一个复本即可，可获取比例

大。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我国显得特别

突出。 当前欧美图书馆界在讨论的是“如何组

合”纸电图书，电子书获取已经不是大问题。 而

我国图书馆界讨论的是“如何可能得到”单本中

文电子书，节奏上明显落后。 知名高校馆也无

法进行这方面的实践。 电子书出版社既不愿把

书的电子版给数据库供应商，又不想很快拿出

来做单本馆配。 旧局正在打破，但良好的新格

局还未形成，需要各方面引导。 在当前馆配形

势下，高校馆应率先采取措施，及早主动实行

“单纸本”策略，以节省人力、物力、存储空间，主
动引导馆配格局，迎接纸电配合时代。

国外电子书单种馆配比国内顺畅，原因之

一是版权保护环境好，其二是复本政策的影响。
国外图书馆纸本采取单复本政策，馆藏一般只

买一本，使用量大的图书靠缩短借阅期提高利

用率。 图书只买一本，纸电销售无冲突，电子本

秘藏没多大必要。
除加强版权保护措施外，国内馆要在复本

政策上达成共识并积极行动。 若高校馆率先采

取单纸本政策，逐渐消除出版方期待图书馆多

买纸本的观望态度。 纸电销售利益几乎均等，
电子本发售不影响纸本利润，阻碍高校馆配电

子书发售的坚冰或许就会消融。 目前国内大部

分高校馆都在减复本，有些馆已采取单纸本，有
些馆复本率正在向单复本迫近，操作可行性很

强。 但当前减复本的做法还是本能、被动和局

部的，高校馆若从利益链制衡的角度出发，站在

未来纸电协调、功能转型的高度，共同实行单纸

本政策，或许能加快电子书发售速度，促成馆配

市场新格局。 局面从高校馆打开，其他馆也可

受惠。
但是，以上述方式执行单纸本策略，也存在

一些缺陷。 一是约 ５％纸本入藏的第一年，就会

有较高借阅量，单纸本不能满足需要。 二是纸

本入藏后，若 Ｂ 类单本馆配商不能提供电子本，
图书馆应该如何面对。 若采用传统方法再补纸

本，会给图书馆经费和物理存储继续施压。 一

个纸本外加电子本，是目前较为理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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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 Ｂ 类电子书至少有一年时滞，有些电

子本多年后才会被发售，或干脆不发售。 这是

目前单种电子书馆配最关键的难题。 解决了

它，中文馆配才能真正走进纸电配合时代。 在

这方面，可以考虑向 Ｃ 类平台寻求解决之道。
纸书从出版到上架，要经过目录制作、采选

和运输、验收和编目加工，其中会产生时滞。 长

短受各种因素制约，一般在 １ 至 ６ 个月不等。 电

子本时滞若在 ６ 个月之内，勉强与纸书上架速

度相等。 因此高借阅图书电子本发售时滞控制

在 ６ 个月内应是最低要求。 以此为标准，笔者对

Ｃ 类平台高借纸本匹配情况进行分析。
以华东师大图书馆数据为例，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输出的馆藏数据中，２０００ 年 ２ 月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间年借阅次数 ２７ 次以上的图书共计 １ ４８２
种。 年借阅 ２７ 次，意味着除去约 ９０ 天的寒暑

假，单本馆藏每 １０ 天就流通一次。 将这些数据

与 Ｂ、Ｃ 类平台分别匹配，Ｂ 类匹配到 ３３１ 条，Ｃ
类 ５０４ 条。 统计 Ｃ 类平台 ５０４ 条电子书上市时

间，发现纸本出版日期至电子本发售时距短于 ６
个月的书目 ２０９ 条（同日发售的 １１２ 种、电子书

提前发售 １４ 种），占高借阅图书总数的 １４ １％。
进一步统计发现，２０１３ 年以后出版的高借阅率

图书 ３３３ 种中，Ｃ 类网站上有 １５９ 种，其中时滞

在 ６ 个月内的有 ５８ 种（含提前 ４ 种），同期占比

１７ ４％。 这个比率并不高，但比起 Ｂ 类平台半年

内鲜有电子本上市的情况，已经好很多。 由此

也可看出 Ｃ 平台比之 Ｂ 的优势，其对电子书“时

新”的追求不遗余力，取得电子书快速发售权的

优势毋庸置疑，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Ｂ 类公

司的不足。 图书馆与其合作，或馆配商借鉴其

经验，可能会降低热门书的馆配时滞。 只有解

决这一问题，大陆中文电子书馆配业务才会迎

来真正的春天。

５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数据的比较和分析，本文得出如下

结论：①适合高校馆配的零售电子书在可供书

增加种数上超过包库书，馆配旧格局正在打破。
②目前零售电子书无法与纸本同步，绝大多数

书一年内无法采到电子本。 馆配市场格局新旧

转换之际，高校馆可率先采取“单复本”策略，共
同行动，消除出版方惜售电子书的心理，加快电

子书发售。 ③面向个人用户的平台能提供一些

热门书小时滞的电子本，可在一定程度弥补馆

配商缺陷。 馆配商应吸取其经验。
因为涉及数据较多，本文目前只能做宏观

勾勒，无法对所有内容进行详细论述，留下不少

缺陷。 后续研究会继续朝以下方向展开：①继

续关注单种书发售平台运行动态和各出版社对

三种发售方式的态度，根据馆配形势变化采取

对策。 ②对各类平台做细致分析。 如分析馆配

零售平台数据，比较各平台的获取特征，供图书

馆选择利用。 比较个人定位平台与机构定位平

台，配合抽样问卷等，分析两者配合的前景。 对

个人定位平台运营方式、利润分配方式进行考

察，为馆配商提供参考。 ③已实行 ＰＤＡ 的图书

馆，可从借阅数据分析读者的使用体验与偏好，
同时与包库书、纸本进行比较，进而调整采访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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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ａｎ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４－２４］．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ｂｊｈｔｃｍ．ｃｏｍ ／ ｃｂｚｙ ／ ｚｈｚｘ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４５１８９．ｈｔｍｌ．）

［ ４ ］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补充通知（教发司［ ２０１７］ ２６１号）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１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ａｌ． ｅｄｕ． ｃｎ ／ ｔｊｐｇ ／ 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１０２２． （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ｄｏｉｎｇ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

（ＮＯ． ［２０１７］２６１）［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１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ａｌ．ｅｄｕ．ｃｎ ／ ｔｊｐｇ ／ 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１０２２．）

［ ５ ］ Ｍｕｎｅ Ｃ， Ａｇｅｅ Ａ． Ａｒｅ ｅ－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ｂｏｏ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６， ２８（３）：１７２－１８２．

［ ６ ］ Ｌａｇａｃｅ 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Ｂｏｏ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ｗｏ ｎｅｗ ＮＩＳ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ｇｅ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Ｊ］ ． Ｓｅｒｉ⁃

ａｌ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６， ７１（３ ／ ４）：１５５－１５７．

［ ７ ］ Ｒｏｇｅｒｓ Ｋ， Ｙｏｕｎｇ Ｂ， Ｗａｔｓｏｎ Ａ． Ａｎ ｅｂｏｏ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ｂｙ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ｍ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ｂｒａｒｙ ＰＤＡ ａｎｄ ＹＢＰ

ＤＤＡ ｅｂｏｏｋ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ｓｈｉｐ，２０１７， ２９ （２）：８４－９２．

［ ８ ］ Ｍｏｕｌａｉｓｏｎ Ｓ Ｈ， Ｂｒｅｎｄｌｅｒ Ｂ Ｍ， Ｋｏｈｎ Ｋ．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ＧＢＴ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

７３（３）： ４３２－４５０．

［ ９ ］ Ｋｅｎｔ Ｐ Ｇ．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ｅｏｏｋ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ｔ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６（４）：

１３７－１４２．

［１０］ Ｓｅｗｅｌｌ Ｂ Ｂ， Ｌｉｎｋ Ｆ 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ｌｏａｎｓ ｏｆ ｅｂｏｏｋｓ ａｓ ａｎ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ｔｏ ＩＬＬ： ｐａｒｔ ｔｗｏ［ Ｊ］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７， ３４ （１）：３４－３９．

［１１］ Ｒｉｄｅｎｏｕｒ Ｌ， Ｊｅｏｎｇ Ｗ． Ａｒｅ ｗｅ ｔｈｅｒｅ ｙｅ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ｗａｉｔ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ｉｔｌｅｓ［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６，３５（２）：１３６－１５１．

［１２］ 许继新，吴志荣．社会科学类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馆藏学术性书目对比分析［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

（ １１）：６９－７２．（Ｘｕ Ｊｉｘｉｎ，Ｗｕ Ｚｈｉｒｏ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ｂｏｏｋ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３（１１）：６９－７２．）

［１３］ 曹秀丽，张泸月，谭英．高校图书馆电子书阅读和利用统计分析———以四川师范大学电子书数据库为例

［Ｊ］ ．四川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０－ ７３．（ Ｃａｏ Ｘｉｕｌｉ，Ｚｈａｎｇ Ｌｕｙｕｅ，Ｔａｎ Ｙ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 ｆ ｔｈｅ ｅ⁃ｂｏｏｋ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０１６（３）：７０－７３．）

［１４］ 李晓． 邹进：２０１５年，是图书馆电子图书的元年［Ｎ］．新华书目报，２０１５－１－９（ Ａ１６）．（ Ｌｉ Ｘｉａｏ． Ｚｏｕ Ｊｉｎ： ２０１５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Ｘｉｎｈｕ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２０１５－１－９（Ａ１６）．）

［１５］ 毛艳琴．不转型 无未来：湖北三新第一届馆配核心出版社高层峰会的启示［ Ｎ］．新华书目报，２０１４－０７－１８

（Ａ０９）．（Ｍａｏ Ｙａｎｑｉｎ．Ｎｏ ｔ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ｎ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ｉ⁃

ｅｎｔｅｄ ｐｕｌｉｓｈｅｒｓ ｏｒ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Ｈｕｂｅｉ Ｓａｎｘ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Ｘｉｎｈｕ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８

（Ａ０９）．）

［１６］ 顾洁．馆配电子书创新服务体系研究———以畅想之星馆配电子书为例［Ｊ］ ． 山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６（３）：４６－

１２０



段双喜：高校中文电子书馆配形势与纸电配合策略
ＤＵＡＮ Ｓｈｕａｎｇｘｉ：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８

４８，１０３．（Ｇｕ Ｊｉ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ｂｏｏｋ：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Ｓｔａｒ［Ｊ］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０１６（３）：４６－４８， １０３．）

［１７］ 郑琪．基于读者荐购策略（ ＰＤＡ） 的云服务平台架构研究———以“芸台购”云服务平台为例［ Ｊ］ ． 图书馆学

研究，２０１６（２３）：２７－ ３７，９１．（ Ｚｈｅｎｇ Ｑｉ．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ｌｏｕ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ｔｒ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 ＰＤ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 ａ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Ｙｕｎｔａｉｇｏｕ” ｃｌｏｕ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 ． Ｒ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３）：

２７－３７，９１．）

［１８］ 仲明．面向图书馆的电子书服务模式与服务平台研究［Ｊ］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７（７）：４３－４６ ／ ８５．（ Ｚｈｏｎｇ Ｍ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ｂｏｏ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７（７）：４３－４６ ／ ８５．）

［１９］ 肖婷，张军．中文电子书馆配研究———基于全国９０家出版社的问卷调查分析［ Ｊ］ ．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７

（１５）：２２－ ２７．（ Ｘｉａｏ Ｔ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ｂｏｏｋ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ｐｒ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１５）：２２－２７．）

［２０］ 张甲，胡小菁．读者决策的图书馆藏书采购———藏书建设２．０版［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 ２）：３６－ ３９．（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 Ｈｕ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Ｐａｔｒ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ＤＡ）： ｎｅ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 ２）： ３６－３９．）

［２１］ 秦俭．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数字化趋势与出版社的应对［ Ｊ］ ． 出版发行研究，２０１５（ ９）：９２－ ９４． （ Ｑｉｎ

Ｊｉ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ｐ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Ｊ］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９）：９２－９４．）

［２２］ 江水，黄蕾．“纸电同步”馆藏建设任重道远：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白晓梅谈资源建设话题

［Ｎ］． 新华书目报，２０１６－１１－０４（１２）．（ 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ｉ，Ｈｕａｎｇ Ｌｅｉ．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 ｓ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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