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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 电子化、数字化信息和高速信息网络的

发展使学术交流经历着又一次重大革命性变化, 使

学术交流的“正式”和“非正式”形式逐渐统一起来,

信息使用者和生产者的区别逐渐模糊, 时空和许多

客观条件对学术交流和研究工作的限制逐渐淡

化[1 ]。电子函件、网络会议、电子布告栏等逐渐取代

信函、电报、电传, 成为学术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

美、英、澳大利亚等国家网络用户中的 92% 都使用

电子函件[2 ], 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员上网用户中的

98% 每周至少使用一次电子函件[3 ]。美国 8 大高校

的文理 6 大学系教师中, 利用因特网查检文献目录

数据库和其他馆藏目录的达 55%～ 60% ; 由于网络

使用而改变合作行为以及利用网络合作写过论文的

各为 47% ; 而与从未谋面的人合作工作过的占

29% [4 ]。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教学、教育手段方法发生

重大变化, 坐在家里上学、上班已成为现实。美国在

家里上课的学生从 1990 年的 40 万人增加到最近的

120 多万人[5 ]。美国院校技术预测调查显示: 68% 的

院校认为将有更多的课程利用电子材料, 47% 的院

校认为更多课程将通过远程教学进行, 34% 的院校

认为更多的作业将由电子形式完成 [6 ]。我国的远程

教育在北京 101 中学和南京大学也已开通。

作为图书馆馆藏来源的出版界, 电子化步伐越

来越快。从 1975 年计算机排版系统问世以来, 电子

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迅速发展。现在世界上绝大多

数二、三次文献都有电子版, 世界上的网络电子刊物

也迅速发展到近 5200 种 (h t tp: öögo rt. ucsd. eduö

new jourö98. 2. 26)。许多传统印刷型科学出版物也

在开发电子版, 如 Sp ringer 出版社 1997 年 3 月开始

通过网络发行印刷刊物的电子版, 并计划 1998 年秋

完成 400 种杂志的网络电子版 (Sp ringer Science on2
line, h t tp: ööeink. sp ringer. de) ; 美国联邦政府发布

的信息到 1998 年将极少以印刷型出现[7 ]; 出版社、

信息服务公司和高校图书馆合作提供全文数据库的

做法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单位出现 [8 ]。

在信息电子化、数字化的大潮中, 电子文献也成

为图书馆收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图书馆设

立了电子阅览室, 并在购买电子文献的同时, 也在对

馆藏文献进行回溯转换。美国国会图书馆计划到

2000 年将把 500 万件馆藏数字化[9 ]。电子图书馆的

试验正在美、英等发达国家积极试行[10 ]。美国密歇

根大学信息学院开设的因特网公共图书馆 ( IPL ) 到

1998 年 3 月 17 日整 3 周岁了[11 ]。

电子出版物已成为发达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我国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些大

型图书馆都在积极研究和引进电子文献, 同时创造

条件对馆藏资源进行电子数字化转换。面对世界上

不断增加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 尤其是电子出版物

优良性能的诱惑, 经受着经费短缺和书刊价格急剧

上涨困扰的图书馆, 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尽最大可

能满足持续增长的读者 (用户、客户) 需求, 是图书馆

工作尤其是馆藏建设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 在当前

馆藏建设中, 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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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馆藏价值论和需要论

在图书馆馆藏建设中, 历来有价值论和需要论之

争[12 ]。在入藏购买力严重下降, 图书馆满足读者需求的

能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 面对想要的是今天而不是明

天的需要, 并且有其他信息提供者可供其做多种选择

的读者, 处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领

导和工作人员, 应更多关注的是技术评价和信息分析,

而不是一般的采购, 图书馆应更加关注资源利用的增

值因素。图书馆的价值不再主要以其所拥有的馆藏规

模、深度和广度来衡量, 而是以它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所

有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来衡量。文献目录系统数字

化、全面正文检索与对非机读材料的深度开发将改进、

增强这种能力。图书馆能利用广泛分散的不同形式的

一、二次文献, 在相当广大的范围里实现院校和图书馆

间的协调收藏保管, 在馆藏组织和保管大量依赖资源

共享、网络化系统和合作努力的情况下, 除少数大型研

究图书馆和特色图书馆外, 绝大多数图书馆的采购将

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的[13 ]。从保证急需中追求高质量馆

藏是基本准则, 寻求长远保存价值的馆藏必须以此为

前提, 量力而行。

2　图书馆的收藏职能和服务职能

收藏是服务的基础,M ooers 定律 (信息的使用与

查检和获取所需信息的方便性、及时性成正比) 即使在

电子环境下也仍适用, 用户对计算机的使用与他们和

计算机存放点的距离及同一台计算机的合用人数成反

比[14 ]。本馆收藏的资料是读者首选目标。然而, 任何一

家图书馆都没有能力单独承担收藏那怕是仅为本馆服

务对象所需的全部文献的任务。对于单个图书馆来说,

这是一个不得不作选择的问题: 收藏必须紧密地围绕

为满足本馆读者主要需求服务的宗旨来进行。在高校,

除少数大型研究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外, 应主要根据

教学需要组织收藏[15 ]。由于技术发展淡化了馆藏地和

使用点之间距离的限制与获取时滞的不便, 或许图书

馆所面临的最戏剧化的改变是图书馆的角色将逐渐转

型为主要的资讯来源者[16 ] , 图书馆的服务职能将更加

强化, 并包括对全社会的所有需要者提供服务。第 25

届国际出版者协会 ( IPA ) 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 承认

以任何介质(包括数字化介质) 的出版物是国家的科学

与文化活动和成就的主要记录, 存放于国家图书馆是

保护它们的保证。出版者无论是在强制的或自愿的基

础上都应确保国家图书馆的存放[17 ]。其它负有收藏人

类科学与文化活动和成就的记录的机构——图书馆、

信息服务机构、文博单位等应通过分工合作、互依互补

来共同承担其收藏职能, 以最佳的成本ö效益比来调控

收藏和服务职能, 使其达到精致的动态平衡。

3　本馆采购和合作采购

至今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 仍然

是图书馆服务基础的图书馆收藏面临着严重挑战。一

方面, 异地查检利用和电子版二、三次文献数据库的普

遍使用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并增加了对源文献的

需求; 另一方面, 习惯于手到擒来的利用方式的读者更

多地受到因本馆入藏萎缩造成持续居高不下的拒借率

的困扰。美国调查发现, 在本馆馆藏目录中查到的藏书

但却借不到的高达 1ö3～ 1ö2[18 ]。我国图书馆的拒借率

甚至更高, 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项索借调查发现, 拒借

率高达 2ö3。另一方面, 馆藏书刊利用率不高极为普

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统计表明: 购进新书中相

当大比例的书无人借过, 相当多的甚至没有打开过, 这

种现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方面尤为明显。该馆

1975 年馆藏 80 万卷, 35% 的藏书提供了流通量总数

的 90% ; 1993 年馆藏达 170 万卷, 其中 17% 的藏书提

供了相同比例的流通量[19 ]。南京大学图书馆近年里的

统计表明, 常用的 25 万册图书提供了外借总量的

90% ; 从包括院系图书馆、资料室在内的全校看, 占

350 万册藏书总量 11% 多一点的常用书刊满足了全校

流通量的 80% 的需要。

拒借率居高不下而馆藏利用率较低的矛盾是普遍

现象, 主要采购本馆读者利用率高和本单位重点需求

的核心馆藏, 并通过合作采购、分工进行特藏采购, 尽

可能减少低效益书刊重复采购是图书馆采购工作的基

本策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4 个开设博士学位的分校

的图书馆组成联合体, 在它们的馆藏书目中, 重复收藏

的只有 60% ; 而在对外馆际互借中借进材料的 50% 可

在联合体内解决[20 ]。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研究区的高校

合作网共享机读目录中, 只有一个馆收藏与其他馆无

重复的图书达到了 76% [21 ]。美国 4 个大学研究图书馆

1990～ 1992 年调整新订刊物中, 只有一个馆订购的占

94. 4% [22 ]。日本文部省对大学图书馆的实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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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250 个大学图书馆中按分类进行文献收藏的 9

个中心馆(占总数 3. 6% ) 接收了全部馆际互借复印件

总数的近 30% [23 ]。美国和加拿大医学图书馆统计表

明: 馆际互借申请以年增加 7. 7 万件的速度增长, 到

2004 年总数预计可达 250 万件[24 ]。1994 年底到 1995

年底的一年间, 通过OCL C 处理的馆际互借达 850 万

件[25 ]。在电子出版物和在线数据库的采购方面, 多校联

合合作购买比单个院校独自采购要便宜得多[26, 27 ]。

我国至今仍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文献资源保障体

系, 除高校期刊订购协调取得局部成果外, 图书馆仍处

在各自孤立发展藏书的状态, 文献资源重复和缺漏并

存, 馆际互借手段和效益均很低。建立地区和全国性协

调分工的联合采购体系尚需很大的努力。

4　购进文献和购买服务

传统的图书馆是为到馆读者服务。信息技术和网

络的发展已彻底打破了图书馆以墙壁围隔的封闭式的

藏书和服务方式, 而是把图书馆推向时空限制淡化、用

户自由度越来越大、可用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真正开放

型。用户通过计算机网络可实时查检利用世界任何地

方上网的资料, 有的出版社可根据用户需要现场单本

印刷, 不必再等待邮寄的整期出版物。有人预测, 到

2020 年除少数研究图书馆继续维持大量记录收藏外,

多数图书馆将主要起靠近用户群体、方便用户使用的

网络服务节点作用, 把大部分精力和资金用在提供信

息资源的电子利用上[28 ]。异地电子查检利用已成为收

藏发展方针之一, 许多图书馆通过购买服务而不是增

加文献购置经费来弥补收藏的不足, 这一趋势在发达

国家图书馆里已显现出来。

所谓购买服务, 主要是指有偿地获得利用非本馆

收藏的特许权来为读者服务。除传统馆际互借外, 主要

是指通过商业性信息服务机构获取所需论文等信息

(包括印刷型和电子型)。美国研究图书馆通过馆际互

借获得的资料量在 1986～ 1994 年间翻了近一番[29 ]。

1992 年的调查发现, 有 72% 的图书馆利用以传真为基

础的付版权费的商业性文件传递服务[30 ]。1994 年美国

研究图书馆中提供馆外查检利用的数量增加 26% [31 ]。

OCL C 馆际互借系统处理的申请从 1979 年的 30 万

件、92ö93 年度 650 万件, 到 1995 年达 850 万件[32, 33 ]。

美、加医学院校包括馆际互借、文献传送、数据库查检

利用和版权交易在内的查检利用费占图书馆总经费

(包括工资) 的百分比由 1992ö1993 年度的 2. 7% 增加

到 1993ö1994 年度的 12. 9% (约占除工资外的图书馆

经费的 25% ) [34 ]。

事实证明, 对利用率低的文献采取购买服务的方

式在经济上更合算。根据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调查,

每处理一件馆际互借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和间接费用)

约 30 美元, 其中借入单位花费约 19 美元, 借出单位花

费约 11 美元[35 ]。通过商业信息服务机构(如FA XON ,

UM I, IS I,U nCover 等)每获取一篇论文的平均直接费

用在 10～ 21 美元之间[36, 37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系统

各校图书馆通过建立“快递联合体”使馆际互借费用减

少近一半, 平均每件 9 美元左右。通过对联合体内购买

刊物和购买服务的比较研究发现: 采取何种方式取决

于馆际互借费用、刊物订购费、预期的刊物使用次数和

馆内刊物使用成本等因素[38 ]。

购买服务的其他影响因素中包括: 一是剥夺了读

者的浏览权, 而浏览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

L oughbo rough 大学图书馆对经济学和电工、化学方面

的刊物和论文使用数据调查发现, 在读者所找到的文

献中通过浏览而找到的达 53% [39 ]。其次是随着购买服

务的增加, 出版物发行量减少, 刊物价格必然上涨。调

查表明, 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在专业图书馆为之服务

的科学家中, 个人订购刊物种数从 6. 2 减为 2. 6, 同期

刊物的图书馆订购价格增长 7 倍以上, 其中 50% 是个

人订购减少所造成的[40 ]。第三是购进刊物的所有权终

属本馆所有, 读者使用方便, 且可多次免费使用。

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 即使购买服务方便可行,

图书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下列 4 类文献还是要

采购的: 大量使用且必须随时备于手边的; 使用量虽不

大, 但需要时无法买到或借到的, 或随时可取得但费用

高得接近购进收藏的; 作为特藏收藏的材料以及合作

采购中本馆分工承担收藏的材料。

A cadem ic P ress 的总裁Bo lm an 认为, 最终所有

的研究成果都将发表, 关键是它们在哪里发表。在最严

格的同行评审下广泛发行的有名望的刊物将会继续保

持印刷型, 对于科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是非

常自然的[41 ]。购进文献和购买服务的适当平衡, 将在市

场经济机制下逐步清晰起来。

5　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数字化)文献

至今, 图书馆馆藏绝大多部分都是印刷型文献, 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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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品和声像资料一直起补充和强化作用。随着电子(数

字化) 文献的发展, 馆藏中这部分文献正在迅速增加。

二、三次文献的电子版已相当普及并逐渐取代印刷型。

1994 年美国 75 个研究图书馆中收藏M edline 数据库

的多达 70 个, 被这些图书馆收藏最多的前 10 种数据

库全都是文献检索数据库, 居第 10 位的是 SC I, 有 34

个馆收藏[42 ]。在我国, 中文文献检索数据光盘已基本配

套, 全文数据光盘也开始发行。

随着电子出版业的发展, 图书馆收藏中电子文献

的比例无疑会不断提高, 但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 印

刷型文献的总量不但不会减少, 而且在继续增加, 图书

馆馆藏仍将以印刷型为主。哈佛大学图书馆 1995 年度

报告指出:“挑战, 不是以虚拟图书馆取代至今一直存

在的图书馆”。“我们不是从纸型走向比特(b it) , 更可

能的挑战是把数字化信息统一到大规模的纸型收藏

中”。在为学科专业服务的最古老的研究图书馆中, 电

子材料现在和不远的未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43 ]。在美

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 2000 万件文献中, 数字化文献大

约只有 3 万件[44 ]。美国 10 大高校(B ig T en U nivs)和

芝加哥大学等 12 所大学组成的高校合作委员会联合

体中, 到 1998 年 2 月收藏的电子刊物共 142 种

(h t tp: ööejournals. cic. net)。作为电子图书馆服务领

头馆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年购印刷型文献经费

为 580 万元, 年进印刷型专著 2. 5 万种[45 ]。

电子出版物(数字化信息) 的普及和虚拟图书馆的

全面运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第一, 除版权问题外, 首先是原始文献的全文电子

出版物数量极为有限。1997 年初科技和医学方面的供

应商提供的在线全文源文献 2107 种, 其中学术刊物约

220 种, 仅占美国出版的科学刊物的 3% , 且几乎都是

印刷型刊的文章图像或仅有正文[46 ]。美国研究图书馆

协会的材料证明, 在常见的 10 万种刊物中, 可用的电

子刊物仅 3000 种, 即使这 3000 种, 也不能都提供整刊

的电子版, 许多情况是通过某种其他办法提供有限使

用的。专著方面的电子版大多是版权过期的, 我们已经

拥有的大多数书籍永远不会被数字化, 甚至现在电子

排版的一些图书, 在未来作为电子产品在商业上也是

不可行的[47 ]。美国院校研究图书馆协会主席这一席话

是很发人深省的。

第二, 电子出版物在质量上还不能与印刷型相提

并论。单纯的电子刊物大多缺少印刷刊那样严格的评

审和质量管理, 因此在学术评价和诸如职称评审、晋升

及终身任职评审中, 大多得不到与印刷刊相同的待

遇[48, 49 ]。而印刷刊的电子版, 许多仅有A SC II正文而

没有图形、图像和特殊字符, 且大多数是仅供文章而不

是全刊[50 ]。

网络电子刊物的问题更多。首先缺乏统一的标准,

各种刊物的数据格式繁多复杂, 语言不同, 除A SC II

外, 大多要求有专门软件甚至专门硬件。其次是不稳

定, 据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等出版的两种电子刊物目

录, 从中选取有评审制的 131 种电子刊物, 按其目录给

出的信息查到率只有 45% , 以查得电子刊物中论文列

出的参考文献给出的一切可用信息去查找这些被引用

的文献, 成功率只有 51. 8% , 也就是说, 竭尽所有办

法, 仍有近半数的参考文献无法查到[51 ]。

第三, 用户利用文献的习惯和设备的局限。在美、

英、澳大利亚等计算机非常普及的国家里, 大多数学者

仍习惯于用印刷刊物[52 ]。即使通过电子形式获得的资

料, 大多数人 ( 75% ) 还是看激光打印出来的纸型

稿[53 ]。澳大利亚一些采用无纸电子办公的单位调查表

明, 10 年间用纸量反而增加 4 倍[54 ]。1996 年 11 月 15

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J·B illington 在南京大学的报

告会上回答笔者提问时谈到: 电子形式方便快捷, 要了

解最新动态是电子型文献好; 但真正做学问、搞研究还

是用印刷型文献好; 倘若两者只能择一收藏, 则宁可收

藏印刷型文献。1996 年 4 月美国全国性抽样 1015 人

的调查表明, 对图书馆各种工作重要性程度排位, 第二

位是购买新书 (72% ) , 第四位是提供计算机和联机服

务(60% ) [55 ]。

从设备和利用上看, 当前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

美国拥有计算机的家庭达 43% , 购买个人计算机的人

中 1ö5 是为上因特网[56 ], 科学家和学者的办公室和家

中都有计算机。美国拥有因特网节点总数的 59% , 用

户占 66%。广大不发达国家(地区) 所占比例极低, 印

度8. 5 亿人口只有 6 个因特网节点[57, 58 ]。即使在美国,

真正利用电子文献尤其是电子正文的也不多。1994 年

秋,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对会员的调查表明, 在回答者中

利用计算机网络阅读正文的不足 1ö3 [59 ]; 对美国东南

部 6 所大学调查显示, 回答者中使用网络的不足 2ö3

(65% ) , 而利用网络查检异地数据库的仅有 42% 左

右[60 ]。美国生物化学学报的图书馆订户中, 订购联机版

的仅 350 家, 而订购印刷版的却超过 4400 家[61 ]。

第四, 电子刊物的价格并不便宜。目前处于试验阶

段的电子刊物价格较便宜, 有的甚至于免费, 但随着发

行量的变化, 价格必然上升。并行发行印刷版和电子版

的一些刊物, 两者择一的订购价差别很小。美国化学会

—62—

第 24 卷第 118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11 月
V o l. 24. NO. 118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N ov. , 1998



对其最早发行电子版的 3 种刊物在 1997 年开始收预

订费, 会员的因特版订费是印刷刊费用加 26 美元, Sci2
ence 的全服务电子版会员订购费在最高价上另加 12

美元[62 ]。美国院校研究图书馆协会主席W. M iller 提

醒人们: 所有可获信息表明, 电子查检利用将增加我们

的花费而不是减少[63 ]。比利时安特威普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J·Co rthou ts 根据E lsevier 公司的TUL IP 电子

图书馆计划实施情况认为: 当地管理大量数字化收藏

比管理印刷型更艰难, 花费更大[64 ]。

6　电子(数字)化的未来和当前读者的需要

信息电子化、数字化势所必然。无论人们怎样预

测、争论电子、数字化文献能否或何时取代印刷出版

物, 可以肯定的是电子数字化文献将较快地增长。对

此, 图书馆不得不考虑如何为未来电子化作准备, 不

得不从本来就很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来进行电

子化、网络化建设。但面对着想要的是今天而不是未

来需要的信息的读者, 以满足其需要为宗旨的图书

馆更要面对现在。身处艰难而又极富挑战的时代, 以

目前需要为主而适当兼顾即将到来的需要是图书馆

唯一可接受的馆藏建设理论基础。美国一大批高校

图书馆在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花在网络上的费用

一般控制在业务预算的 4% 左右[65 ]。鉴于我国目前

的经济发展水平,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使用远未普及

的现实, 重硬件轻软件、重通信网络建设轻信息资源

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必须并

能够为可预见的未来需要作准备并在各种载体的文

献信息的共知、共建、共享方面发挥主干作用的是得

到各级政府经费支持的少数大型研究图书馆。我们

认为, 图书馆面临的变化是剧烈的, 但仍是渐进的。

我们有时间做较精细的成本ö效益比计算, 以当前本

单位读者需要为重点, 做出合适的馆藏建设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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