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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资源保障与共享的出路
——文献保障中心藏书界定公式与两级文献保障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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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献资源保障与共享的根本出路在

于构建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构建个馆核心藏

书保障体系同时并举,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

可。从宏观角度出发, 面向全社会读者, 以地

区的或全国的甚至更大规模的文献资源完备

或较完备保障为目标的文献资源系统, 它由

各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及承担此项任务的图

书馆和文献情报中心 (所)组成。也有从微观

角度出发主要为本馆读者提供核心藏书保障

的个馆文献资源系统。文献资源保障中心建

设不好, 各馆核心藏书建设就有后顾之忧,

“大而全”、“小而全”和自给自足的封闭自守

格局就难以打破, 全国为数众多的个馆的沉

重藏书负担和经费严重短缺的矛盾就难以解

决。反之, 个馆核心藏书保障体系建设不好,

流通率高的书刊也依赖文献保障中心, 不仅

中心会不胜负担, 而且由于情报传递的时滞

与费用增大, 用户也不堪财力、人力之重负,

即使是中心的文献很完备, 也无济于事。文献

资源的保障与共享必须是文献资源保障中心

的文献完备性, 可获得性和个馆核心藏书的

可近性, 易获得性相结合。我们曾讨论过个馆

核心藏书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 并提出核心

藏书保障体系的藏书界定公式[1 ] , 今再推出

文献资源保障中心藏书界定公式, 并在继承

图书馆学界文献资源布局研究的基础上, 另

从这个界定公式角度讨论文献资源布局, 提

出建立国内书刊“国家级——大城市级”、进

口文献“国家级——特大城市级”两种两级文

献资源保障中心的意见, 诚请图书情报界专

家同行予以教正。

1　各级文献保障中心的藏书界定公式

各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的藏书可分为常

用藏书, 次常用藏书, 少用藏书和偶用藏书。

我们根据书刊使用可能性的大小将藏书或需

补充藏书N 划分为 n1、n2⋯nn 个部分, 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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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若干年内各部分的藏书流通率分别为 l

(n1)、l (n2) ⋯ l (nn ) , n i 和 l (n i) 分别为第 i 个

藏书部分的数量及其以N 为分母的藏书流

通率。

文献资源布局是有层次性的, 按情报传

递的空间距离大小和满足文献需求的高低程

度, 各担当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任务的文献保

障中心有高低层次区别。读者通过文献资源

保障体系获取 1 册次所需文献的平均费用,

从本级文献保障中心取得 为 f1, 从高于这一

级文献中心的取得的为 f2。

购置 1 册书刊的平均费用为 g。

那么, 各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 藏书界定

公式是:

n ig≤N l(n i) (f2- f1〕 (1)⋯⋯⋯

凡符合本公式条件的 n i 应由本级文献资源

保障中心提供保障。

反之, 凡符合公式

n ig> N l (n i) (f2- f1〕 (2)⋯⋯⋯

条件的 n i, 可由上一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提

供保障。

2　各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的藏书流通分布

特鲁斯威尔 (R·W ·T ruesw ell)在读者

行为模式的研究中提出“80ö20 律”理论: 总

流量的 80% 一般是由 20% 的馆藏所提供

的[2 ]。庄子逸、陶涵或也根据斯劳特 (Slo te)

《图书馆藏书剔除》一书的抽样统计著文指

出: 25% 藏书提供了流通的 75% , 50% 的藏

书提供了流通的 90% , 75% 的藏书提供了流

通的 98% , 100% 的藏书提供了流通的

100% [3 ]。根据这种以书刊流通率高低划分藏

书部分的方法, 藏书的流通分布情况大体上

如表 1 所示。
表 1　藏书流通分布

藏书部分 n1 n2 n3 n4

藏书N (% ) 25 25 25 25

流通 (% ) 75 15 8 2

　　国外的一些图书馆的统计表明,“呆滞书

刊”约占全部藏书的 30%～ 40%。从国内一

些图书馆报导的数字看,“呆滞书刊”的比例

达到 50%～ 80% , 几乎是国外统计数的一

倍[4 ]。据此估计, 若以书刊流通率高低划分藏

书部分, 各部分的流通率也将呈表 1 式地递

减分布, 只是各部分的藏书流通率会更低。我

国引进书刊利用率较低, 利用率高的单位也

不超过 30% , 平均有 70% 的书刊处于无人问

津的状态[5 ]。1988 年北京图书馆的流通率仅

为 2217% [6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科学

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中文自然科学图书从未

流通的品种占 47189% [7 ] , 该院文献情报中

心 1985～ 1989 年的外文图书流通平均仅为

31% [8 ] , 李锦芳也报告说, 该中心 562 万册藏

书, 年流通册次从未超过 100 万[9 ]。根据这些

具有文献保障中心性质的统计数字估计, 文

献资源保障中心的藏书流通分布也不会超过

表 1 水平。如果国家级以下的文献资源保障

中心能遵循“文献资源布局要和各地区、各部

门科研、教学、管理等人员的知识水平、情报

需求及情报吸收能力相适应, 同各地区的工

农业生产相适应”[10 ]的原则, 不采购不符合

本地区特点的出版物, 并加强选书研究, 实行

科学选书, 这些中心也会达到或接近表 1 藏

书流通分布水平。

3　国内书刊的保障

根据文献保障中心藏书界定公式, 书价

高低的影响颇大。据调查, 1992 年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外文进口图书平均单本书价

884111 元, 32 开本书的单面价格平均已达到

1184 元[11 ] , 而国内当时图书平均价格只有

10 元上下。由于国内外书价相差是这样的悬

殊, 在讨论文献资源保障的时候, 很有必要将

国内外书刊分开来进行
311　中国藏书流通率较低, 取藏书 (N ) 流通率达到

1 时为计算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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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1 方式将所需 (补充) 藏书N 划分

为 n1, n2, n3 和 n4。

先假设有市级、省级、国家级三级文献资

源保障中心, 那么, 根据公式 (1) 和 (2) , 市级

文献资源保障中心的补充藏书 n1, n2, n3 和

n4 应分别符合下述公式条件:

n1: N ×25% ×g≤N ×75% × (f2- f1)

0125gN ≤0175 (f2- f1)N (3)⋯⋯

n2: N ×25% ×g≤N ×15% × (f2- f1)

0125gN ≤0115 (f2- f1)N (4)⋯⋯

n3: N ×25% ×g≤N ×8% × (f2- f1)

0125gN ≤018 (f2- f1)N (5)⋯⋯

n4: N ×25% ×g≤N ×2% × (f2- f1)

0125gN ≤012 (f2- f1)N (6)⋯⋯

凡不符合公式 (3)、(4)、(5)、(6) 而符合

下述公式条件的藏书可由上级文献保障中心

提供保障:

n1: 0125gN > 0175 (f2- f1)N (7)⋯⋯

n1: 0125gN > 0115 (f2- f1)N (8)⋯⋯

n1: 0125gN > 018 (f2- f1)N (9)⋯⋯

n1: 0125gN > 012 (f2- f1)N (10)⋯⋯

各个市级文献保障中心所需藏书的 g 值

和各市读者获取文献所需费用的 f1、f2 值是

有差异的 , 现尚没有对这些值进行过测算,

但据 g、f1、f2 的估计值用公式 (3)～ (10) 进行

估算, 市级文献保障中心的 n1、n2 和 n3 藏书

分别符合公式 (3)、(4)、(5) , 应由市级中心提

供保障, 而 n4 符合公式 (10) , 可由上级中心

提供保障。我们的估算证明了国内出版物建

立市级保障中心是很有必要的, 这种中心应

在大城市建立, 初期数字可控制在 70～ 100

个。
312　市级文献保障中心藏书

现在来讨论市级文献保障中心的 n4 藏

书: 0125gN > 012 (f2- f1)N。n4 原应由上级文

献保障中心提供, 可节省 0125gN - 012 (f2-

f1)N。这个可节省的钱估计在 2N～ 3N 元之

间。但是, 反过来看, 如市级中心再多花 2N～

3N 元, 可提供 100% 的流通, 是个多么诱人

的目标! 那么, 2N～ 3N 元倒底是多少钱呢?

据报到, 现在全国年出书近 10 万种, 期

刊 7011 种[12 ]。但是, 即使是国内出版物, 不

是国家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 不可能也无必

要全部收藏。我国文献资源布局的完备性不

是指对所有文献的完备, 而是对文献所含情

报的完备和对我们所需要的有价值的文献的

相对完备。许多研究表明, 含有新情报的文献

约占现有文献总数的 25% , 图书馆只要购入

这 25% 的文献就能保证近乎 100% 的情报完

备性[13 ]。关键问题在于科学优化选书。欣赏、

消遣用书, 由于阅读目的的明确性和需求对

象的明确性最差[14 ] , 对文献的完备性要求也

最低, 可替代性较强, 可以严格精选, 而且这

种精选对读者还具有指导性意义。另外, 这部

分书刊对情报系统可近性要求很高, 大部分

通过方便的基层图书馆和书店解决, 很少能

够到较远的文献保障中心去获取, 这就更说

明对这部分书刊的采购可以从严掌握。普及

读物, 一般地说, 其阅读动机的强烈程度和需

求对象的明确程度都较研究用书和学习级藏

书低。应大减同类书雷同品种, 可进行较严格

的精选。研究用书和学习级藏书是文献保障

中心藏书的主要对象, 而后者因具有指定性

和选择性的特点, 也须进行适当的选择。即使

是要求情报完备性最高的研究用书, 也有沉

余情报的筛出问题。现在虽年出书近 10 万

种, 但通俗读物占压倒优势[15 ] , 1988、1989 年

使用中国标准书号 ( ISNB ) 出版的新版科技

书 (种) 仅占其出版总量 (种) 的 11% , 其中还

有大量科普、通俗读物[16 ] , 1992 年科技图书

年出版量 18000 余种, 其中高水平学术著作

仅约 2300 种[17 ] , 80 年代社科出版物平均仅

达 4500 种左右[18 ]。凡此种种, 为地方级文献

保障中心藏书提供了很大的筛选空间。不仅

如此, 我国年重印图书约占总出书种数的

1ö3 [19, 20 ] , n2, n3, n4 藏书应实行单本政策 (损

失者可补购或到国家级文献保障中心复印补

—11—

王积和: 中国文献资源保障与共享的出路
W ang J ihe: T he w ay O ut fo r Docum ent Resource A ssurance and Sharing ⋯



充) , 也都会使N 值变小。经过以上各种分

析, 如果做好选书工作, 2N～ 3N 的数值不算

大, 对一个大城市来说, 是不难解决的。市级

文献保障中心只要再多花 2N～ 3N 元, 就可

大大提高情报系统的可近性, 并由此可大大

减轻其他各个馆藏书压力和节省各馆的更多

资金[21 ]。

这样的市级文献保障中心要照顾附近辐

射地区。有了这样的中心, 国内书刊省级文献

保障中心就不必另行建立了。所以国内出版

物文献保障中心只设立市级和国家级两级就

可。

国家级中心虽然建设在北京, 应收全国

内所有出版物, 提供市级中心偶尔遗漏的和

不足的文献的最后保障。事实上北京图书馆

完全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 达到 100% 的

保障效果[22 ]。
313　市级保障中心的资金筹措

上面是粗略的理论计算。现实要更复杂

一些。问题是公式右边是用户的花费, 替他省

下来并不交与文献保障中心, 中心多花的不

是 2～ 3N 元, 而是 0125N 元。不仅如此, 原来

购书经费少的城市 (目前这样的城市占多数)

可能 n3, 甚至 n2 藏书都无力全部采购。这样

的城市若需建市级中心可能在原购书经费基

础上还要增加 20 万元甚至 30 万元以上。不

过, 既然已经证明了建立国内出版物市级保

障中心是合理的、合算的、方便的, 就要设法

筹集资金, 至少要朝这方面努力。实在筹不足

资金的, 建议采用下列办法: (1) 与情报用户

的单位签订收费文献保障协议, 中心提供一

定的文献保障, 用户的单位将省下的到更远

地方去获取文献的费用的一部分提交给中

心, 使双方在经济上都受益。 (2)建立了市级

中心, 本市各个图书馆就可放心地只购本馆

的 n1 藏书, 能省下很多资金[23 ] , 将其一小部

分提交给中心, 供其建设市 n4、n3、n2, 反过来

再为各馆提供他们无法做到偶用书刊保障,

这样, 双方都受益。这是最好的藏书协调和资

源共享方式, 是这种协调与共享的现实的光

明之路。 (3)有条件的城市, 可由一个馆承担

市级中心任务; 没有条件的城市, 可由 2 个、3

个或 4 个馆协作承担。购书经费特少且连上

述三个解决办法都实行 不了的城市, 可尽量

建设 n1、n2、n3, 余下 2% 或更多的流通由最近

的有条件的大城市文献保障中心给解决。

4　进口书刊的保障

取藏书N 流通率达到 1 时为计算时限,

进口书刊的 g 值在数百元之上, 通过估算, 市

级和省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的 n1 进口藏书

不符合公式 (3)而符合公式 (7)。这就是说, 市

级和省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连购置 n1 进口

藏书 都不合算, 更不要说 n2、n3 和 n4 藏书

了。事实上, 由于进口书刊价格太高, 即使是

仅购置 n1, 其耗资之巨, 也是省市级文献保

障中心所无力承担的。进口书刊省、市级文献

保障中心在目前国力有限、经费严重不足的

情况下可以不设立。当然, 若将省、市级中心

的 n1 进口藏书的 25%N 再按流通率高低细

分成若干部分, 会有符合 n ig≤N l(n i)
(f2 - f1)

的 n i, 但那样 l(n i) 的数值会太小, 作为个馆核

心藏书保障还可以, 作为需具备一定文献完

备程度的文献保障中心, 则满足地方文献流

通需求的程度太低, 到这样的中心去不能完

全解决问题, 还需去国家级文献保障中心补

全, 费两遍事, 反倒增加了情报传递的费用。

虽然大区级文献保障中心进口书刊的

n1 也不会符合 n ig≤N l(n i)
(f2- f1) 条件, 但中

国幅员辽阔, 不能不考虑情报系统的一定的

可近性, 在科技、教育、经济发达的科技人员

集中并具备文献收藏优势的地理分布合理的

特大城市 (如首先是上海、成都, 其次是广州、

西安、沈阳、武汉) 设立符合辐射区域需要的

区域性进口书刊保障中心, 主要满足本区域

的大部分文献需求, 还是有必要的。

其他城市虽不建进口书刊文献保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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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但应加强藏书协调, 根据自己的财力, 尽

力收藏重要的流通率高的或符合个馆核心藏

书界定公式 n ig≤N l(n i) f [24 ]和符合本文公式

(1)条件的进口书刊精品。

国家级进口书刊文献保障中心设在北

京。文献是一种资源和财富, 一个国家的文献

保障能力首先表现在提供文献的完备程度,

然后才是数量的普及与均衡布点。这样, 以追

求文献完整收藏为目标的国家一级布局就成

为国家文献资源建设的中心和关键, 各国都

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宏观的国家一级的布

局[25 ]。本文 4 节的估算结果为这一论点在进

口书刊的合理性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由于

本文建议的文献资源布局层次减少了, 除个

别特殊学科外, 只有国家级文献保障中心提

供国内的最后文献保障, 从而使国家能够集

中力量搞好这最后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

设, 尽速达到每年引进 20 万种图书和 5 万种

期刊的文献满足目标。国家级文献资源保障

中心应开展好代查代复印等服务, 降低 f2 的

数值, 减轻地方的经费压力和扩大馆藏的压

力, 并使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功能得到充分

的发挥。在特大城市级文献保障中心、其他城

市藏书协调和个馆有限的适度的文献可近

性、易获得性配合下, 重点建设国家级文献保

障中心进口书刊保障体系, 早日改变“利用国

际联机检索终端检索出来的文献线索, 大约

有 40%～ 50% 在国内很难或无法找到原始

文献”[26 ]的现状, 保一活救大家死, 符合藏书

界定公式, 符合现阶段国情, 是解决中国经济

发展所需文献资源问题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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