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1998 年第 4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刘兹恒　张久珍

论 图 书 馆 资 源 共 建
ABSTRACT　Coopera t ive con struct ion of lib rary resou rces is b sasd

on resou rces sharing. O n ly if w e con struct resou rces coopera t ively, can w e

m ake resou rces sharing mo re effect ive. A s a system engineering, coopera2
t ive con struct ion of resou rces includes a sub system of m anagem en t of co2
opera t ive con struct ion, a sub system of opera t ion s and a sub system of stan2
dard isa t ion.

KEY WORD S 　Coopera t ive con struct ion of resou rces. R esou rces

sharing. L ib rarian sh ip.

CLASS NUM BER　G253

　　20 世纪后半期, 社会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图书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时代变革中也经历着

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文献数量急剧增加, 文献价格

不断上涨, 单个图书馆越来越难以满足本馆读者的

信息需求;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图书馆

的传统面貌, 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

等新的图书馆概念和形象相继产生。为了共同满足

整个社会的文献信息需求, 图书馆之间联合起来, 实

行资源共享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又

恰恰能帮助图书馆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从技术

上支持图书馆的资源共享。然而事实上, 资源共享的

思想在我国虽已被提出了很久, 但时至今日, 它仍未

成为图书馆界的自觉行动。处于困境中的图书馆虽

然有了资源共享思想的指导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支

持, 但仍未走出困境, 反而又有了新的难题。本文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建设资源共享物质基础的角度,

提出资源共建观点, 主张建立适宜的资源共建系统

来支持资源共享。

1　资源共享——资源共建

本文提出的资源共建是在资源共享的思想上发

展起来的, 它是对资源共享的补充与拓展, 其目的是

提供另一种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以促进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具体来说, 提出资源共建是基于如下几方

面的考虑:

1. 1　资源共享更多的是代表一种思想, 而资

源共建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工作方式
资源共享思想的产生源于图书馆在经费、空间

等压力下无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也无法完备收

藏不断增加的文献, 图书馆需要结合成一个共同体

来走出这种困境, 以打破各个图书馆的馆藏界限, 从

而通过共享各个图书馆的馆藏来实现对读者的信息

服务。但是资源共享作为一种思想只是告诉我们可

以去利用他馆的资源, 但他馆有哪些资源可用, 可用

的资源有多少却是盲目的。资源共建正是为解决这

个问题才应运而生的, 它从资源共享的基础——资

源的建设方面进行统一规划, 分工建设, 形成各馆不

同的资源特色, 有目的地为共享提供所需的资源。因

此, 它更具体、更接近图书馆实际工作, 也更符合图

书馆的工作规律。

1. 2　资源共享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结果, 而资

源共建更多的是指示一个过程
资源共享是图书馆为摆脱困境而树立的目标,

它仅仅发生在图书馆资源利用这个环节上。然而没

有资源共建何来资源共享? 资源共建应该发生在图

书馆文献的采购、加工、储存、维护等一系列环节上,

它为充分的、真正的资源共享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资

源共建与资源共享的关系正如传统意义上图书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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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建设与利用的关系。不同的是一是发生在一馆之

内, 一是发生在各个图书馆组成的共同体之内。我们

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图书馆馆藏建设是图书馆一切工

作的基础, 是读者利用的前提。因此, 在微观意义上

的藏书建设向宏观意义上的文献资源建设转变的时

代背景中, 我们不难理解资源共建对于资源共享的

重要意义。

1. 3　资源共享更多的是展示一种理想可能,

而资源共建更多的是展示一种现实实践
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资源共享的必要性, 尤其是

近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迅速发展, 进一步促

使图书馆界比以往更加强调资源共享。但是, 新技术

的应用并不意味着资源共享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

尤其是现在, 人们一边在强调实行资源共享, 一边又

在纷纷建设自己的数据库和通讯网络, 不同地区、不

同系统之间重复建库、重复建网的现象比比皆是。难

道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各自为政”吗? 而且这种新

形式的各自为政在实践中产生的危害更大, 因为它

的代价比传统意义上的文献重复收藏要高得多。在

这种现实条件下我们所谓的资源共享只能成为一种

美好的愿望。因此, 只有提倡资源共建, 从图书馆资

源的共同建设入手, 在当前才更具现实意义, 资源共

建是通向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必由之路。

1. 4　资源共享更多的是表示一个解决问题

的原则, 而资源共建更多的是表示一种解决

问题的方法
为了帮助图书馆在新的信息环境中克服现实困

难, 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人们要求实行资源共享。目前

的资源共享工作仅仅局限于互相了解各个图书馆的

馆藏信息并通过馆际互借来获取其他图书馆馆藏。可

是传统环境中的图书馆藏书建设存在很多不利于资

源共享的障碍。例如, 图书馆要么是追求“大而全”, 图

书馆之间文献的重复收藏率很高, 无法实现资源的优

势互补 (因为重复收藏对于资源共享没有任何意义) ;

图书馆要么是迫于经费、空间的问题而只顾收藏重点

文献或核心书刊, 对其他一些虽利用率不高, 但却十

分重要的文献不予考虑, 这就使得同一类型图书馆的

馆藏越来越相似, 你有我有大家都有, 你没有我没有

大家都没有。可见, 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本身就

非常不利于资源共享的实现。而这些障碍又不可能立

刻得以清除, 使资源共享这个原则只能高高地凌驾于

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之上, 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着力图解

决问题又难以解决问题的尴尬局面。资源共建在这种

情况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资源共建要求图书馆

在发展馆藏之初就走到一起来, 共同协商与规划文献

资源建设, 合作的起点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各

个图书馆只有在共建资源的基础上才能共同致力于

资源共享目标的实现。

2　资源共建系统

如何进行资源共建? 我们认为资源共建是一个

涉及到图书馆很多工作环节的系统工程, 它应该包

含资源共建管理子系统、资源共建业务工作子系统

和资源共建标准化管理子系统等若干子系统, 同时

有的子系统又设有分系统。进行资源共建就是要落

实各个子系统所要承担的职能。

通常, 资源共建系统的结构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共同建网分系统

共同建库分系统

共同发展馆藏分系统

联合编目分系统

技术资源管理分系统

设备资源管理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分系统

标准化工作子系统

资源共建业务工作子系统

资源共建管理子系统

资源共建系统

　　下面我们具体论述各个子系统的特点及其所承

担的职能。

2. 1　资源共建管理子系统
该系统主要实施对整个资源共建系统的宏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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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促进各个图书馆的合作工作顺利进行。其主要职

能是使资源共建各个部门协作、协调。资源共建管理

子系统需要对人力资源、设备资源、技术资源进行统

一管理。需要明确 , 资源共建已经不再局限于图书

馆馆藏本身, 而是拓展到人力、设备和技术等方面。

2. 1. 1　人力资源管理分系统
图书馆工作在新的信息环境中需要高素质的人

才, 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管理技能和信息技术

操作技能。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整体素质偏低, 难以适应新技术环境, 阻碍了图

书馆工作的顺利发展。因此, 在资源共建系统中人才

的共同培养和共同使用是很有必要的。当某一个图

书馆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可以及时通过管理子

系统从其他图书馆中获取人力帮助。

2. 1. 2　设备资源管理分系统
现代网络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工作需要投入巨大

的资金来购入一些必不可少的设备, 包括计算机软

件、硬件和计算机通讯设备等。这些现代化设备价格

很高, 而单个图书馆的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这必然要

求图书馆在资源共建过程中共同建设资源共享所需

要的设备资源。

2. 1. 3　技术资源管理分系统
当前, 高新信息技术正不断渗透到图书馆工作

之中, 而对新技术的吸收和应用是图书馆功能提高

的关键。由于我国图书馆在自动化、网络化方面的发

展很不平衡, 为了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 技术资源管

理分系统将立足于整体, 让技术实力较强的图书馆

给予其他图书馆以技术上的帮助, 从而带动各个图

书馆协调发展, 最终提高我国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整

体功能。

2. 2　资源共建业务工作子系统
该系统涉及到各个图书馆开展资源共建过程中

的各项业务工作, 又包括如下分系统:

2. 2. 1　共同发展馆藏分系统
进行资源共建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馆藏的合作

发展, 要在系统的统一协调安排下分配给各图书馆

一定的收藏范围, 让诸馆各负其责, 采集共同藏书中

属于自己收藏的部分, 以形成整体完备的文献资源

体系。尤其是在当前电子出版物迅速增长的情况下,

更需要图书馆之间互相协调, 以便在用户需要时能

保证使用, 同时又能省去较大的收藏空间和磁盘空

间, 减少一大笔维护费用。

2. 2. 2　联合编目分系统
联合编目工作在图书馆中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

史。资源共建业务工作子系统需要把这部分工作纳

入到资源共建这个大系统之中来, 使其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该分系统主要是促进各个图书馆共同编制

联合目录、机读目录和联机书目数据库, 目的在于为

资源共享提供查询和检索的工具。

2. 2. 3　共同建库分系统
资源共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各个图书馆共同

建设数据库。在传统图书馆向电子图书馆转变的过

程中, 一项重要工作是把传统的纸张介质的馆藏经

过数字化转换成光、磁介质的馆藏。这是一个庞大的

工程, 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任何一个

图书馆都不可能独立承担起这项艰巨的工作。例如,

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 400 万册馆藏文献, 到目前为

止才刚建成 20 余万条的书目信息数据库。而建设全

文数据库更需要巨大的投入。所以图书馆共同建库

是资源共建成败的关键。没有完备的数据库作支持,

再先进的计算机网络也无法发挥其迅速传递信息的

功能。

2. 2. 4　共同建网分系统
计算机信息网络是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的基础

设施, 是资源共享的基础保障。图书馆共同建网好比

是铺好一条通向资源共享的“路”。信息网络建设是

一项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作, 单凭某一个

图书馆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共同建网是一项事关

资源共享深度与广度的系统工程。首先需要成立一

个强有力的网络控制中心来规范和协调各馆的网络

业务工作。网络中心由各个图书馆选出的人员组成。

共同建网还要求图书馆服从网络中心统一的建网原

则和建网方法。

3　标准化工作子系统

标准化工作贯穿于资源共建系统的各个环节,

同时又发生在各个图书馆之间。它是进行资源共建

和实现资源共享必不可少的工作。标准化工作体现

在馆藏发展标准的确立、联合目录编制的规范化、数

据库建设的标准化以及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标准化

等方面。显然, 资源共享要求资源共建是一个开放的

系统, 而系统的开放性必然又要求系统具有可兼容

性和可移植性。没有标准化, 资源 (下转第 81 页)

—05—

第 24 卷第 116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7 月
V o l. 24. NO. 116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Jul. , 1998



和与办馆效益相关的功能、规模诸方面。再看

文献 2, 研究时间跨度长达 40 年, 又是述评

性文章, 只有 5 篇文献被引作事实支持, 足见

该专题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

从文献类型角度看: 引文支持方式分布

及其在不同类型文献数量上的差异也能说明

一些问题。述评性文章平均引文率总是最高,

在情理之中, 文献 4 引文频率高达 90 次, 且

引文支持方式分布面广, 权威性材料多, 其学

术价值毋庸置疑。3 篇理论研究型文献选题

立意各有所长, 立论或经典论据支持旁征博

引、或事实数据支持资料翔实, 这是本学科高

水平论文的重要标志。

6　几点说明

6. 1　引文支持分析研究对文后参考文献著

录的要求

(1) 规范引文范围。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应以直接引用为主, 间接引用须与文献内容

关系密切, 切忌滥引。

(2) 规范引文排列顺序。文后所列参考

文献, 直接引用文献先排并按顺序与正文脚

标中序号一一对应, 然后再排列间接引用文

献。

6. 2　对引文支持分析研究者的要求

研究者除了应具备数学、统计学知识外,

还应注重写作知识的学习、运用。进一步还要

注意借鉴方法论、心理学等知识, 从文献集合

的联系研究深入到作者集合的联系研究中

去。

6. 3　引文支持分析研究有待深化

本文涉及问题面广量大, 篇幅所限, 论述

难免空泛; 许多概念、观点的提出尚属雏形,

水平所限, 推敲不够, 表述难免不当; 所举实

例, 资料匮乏, 失之过简, 分析难免牵强。因

之, 谓题名为“论纲”。由于“引用”是一种复杂

的思维过程, 存在着大量主客观原因造成的

差异, 尽管引文支持分析深化了引文分析, 但

要真正系统理清“引用”机理, 还要深入实践,

完善理论, 不断探索, 拓展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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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就失去了保障。因此在资源共建的各个环节中

加强标准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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