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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
管理及其发展研究

摘　要　21 世纪 ,高校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必须面向现代信息技术系统的要求 ,按作业需求而

设 ,按管理目标而定。比如图书馆可设文献信息整理部、文献信息服务部、信息技术部。文献

资源建设布局也应与数字图书馆建设一并考虑。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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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thinks that operation system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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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have departments of document information arrangement , department of docu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department of IT. The development of document resources can be considered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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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211 工程”建设中 ,高校图书馆如何变革现有的

管理模式 ,走出一条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道路 ,是值得我们

研究的一个课题。

1 　高校图书馆现状

111 　办馆条件明显改善

80 年代前 ,高校馆舍面积小 ,外观亦单调 ,1980 年高校

图书馆总的建筑面积只有 132133 万 m2 ,相当多的图书馆

没有独立的馆舍。1990 年以后 ,高校图书馆进入一个空前

发展的新时期 ,国家投入的文献购置费逐年增长。据《中国

图书馆年鉴 1999 年》统计 : 1997 年 ,高校图书馆文献购置

费已达 41615 亿元 ,是 1980 年的 8 倍多 ;馆舍面积已达

627181 万 m2 ,是 1980 年的 4175 倍 ;藏书总量达 4168 亿

册 ,是 1980 年的 214 倍 ;工作人员增到 4113 万人 ,是 1980

年的 2139 倍。高校图书馆办馆条件明显改善。

112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1994 年 ,中国教育科研网开通 ,有 682 所高校图书馆

使用计算机 ,约 200 所高校图书馆组建局域网 ,建立自动化

管理系统。1998 年 3 月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 网

络正式启动。现已建立了一个全国文献信息中心和 7 个地

区文献信息中心 ,依托现代化的设施 ,已连通 61 所高等学

校 ,使 CERNET 网上文献信息资源可共知共享。同时 ,围

绕“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需要 ,有针对性地引进了一

批文献数据库 ,建立了一批具有中国学校特点的文献与专

业数据库。重点建设的学科中文文献保障率达到 95 % ,外

文文献保障率提高到 80 %。

113 　高校图书馆自动化步伐加快 ,进展显著

进入 90 年代 ,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 ,由研制开发

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国内开发的一些管理系统软件实现了

商品化。例如 ,深圳图书馆的 ILAS 系统 ,北京息洋电子信

息研究所的息洋图书馆集成系统 ,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

馆管理系统”,深圳大学图书馆的微机局域网系统 ,大连的

博菲特系统 ,江苏的汇文系统等。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

学图书馆、上海交大图书馆则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软件 ,经汉

化改造后使用。全国一大批高校图书馆实行了自动化管

理。

近几年 ,各种局域网、校园网、地区网等图书馆网络建

设方兴未艾。如北大、清华、中科院等三家图书馆共建的中

国教育与科研示范网、国家教委的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 ,

已有 100 所高校入网。相当多高校图书馆组建各种类型、

功能的网络 , 使图书馆藏书结构、文献加工、管理与读者服

务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数据库建设成绩显著。高校图书馆除引进一批数据库

外 ,还自建书目、期刊目录、文摘、全文数据库等 ,其中以书

目数据库为最多 ,全国已有 200 所高校图书馆建立了 250

个数据库。清华大学 1996 年 12 月出版《中国学术期刊 (光

盘版)》,它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集成化学术期刊全文电子

检索系统 ,入编期刊已达 3000 多种。不少高校设立了中国

学术期刊文献检索咨询站 ,加入全国性的学术期刊文献检

索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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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服务方式多样 ,服务内容深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发展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有了许多发展与改进 ,主要是

变封闭为开放 ,变被动为主动 ,变集中为分散 ,变浅层为深

层 ,变单一为多样 ,变静态为动态 ,变单层为多层 ,变单功能

为全功能等等 ,对一些重大科研项目 ,采取跟踪和一条龙服

务 ,跟踪到取得经济效益为止。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也不断

深化 ,特别是随着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 ,图书馆的参考咨

询、信息服务将逐渐以整本书刊为单元的服务转向以专题、

知识单元为基础的服务 ,将以馆藏为基础的服务转向以获

取的资源为基础的服务。

2 　高校图书馆存在的问题

211 　经费投入相对不足 ,信息资源质量明显下降

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

收入。因各种原因 ,近几年财政对绝大多数图书馆的经费

投入年增长率只在 2 %～5 % ,有的甚至是零 ,大大低于同

期约 10 %年均经济增长率。80 年代中后期以来 ,书价每年

以 20 %～50 %的幅度上涨 ,在全国 14 大类商品中 ,涨幅仅

次于食品 ,居第 2 位 ,使原本对图书馆投入经费不足的问题

更加突出。许多图书馆已买不起书 ,只能望“书”兴叹。这

种状况制约着图书馆规模与发展。

212 　缺乏产业化的观念

根据社会产业的划分 ,图书馆应属于第三产业 ,但人们

往往只把它看作是传播文化的意识形态部门 ,而忽视了它

的第三产业的属性。长期以来 ,由于其服务是无偿的 ,在经

济上不仅依靠国家包办 ,而且在意识上也是缺乏产业化的

观念 ,以致对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业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必要

的投入。各高校网上可利用的资源匮乏 ,网上自己拥有产

权的、利用价值较高的信息数据库少 ,校园网上往往 E2
MALL 和 BBS 利用率居前。对现有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不够 ,许多文献资源被长期闲置。迄今为止 ,我国高等院

校还没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成功地进行商业运作的信息

服务企业或机构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213 　图书馆馆员还不具备作为信息员的素质

信息资源的开发建设离不开人 ,而人又是关键中的关

键。但是现在的许多图书馆中 ,人员的知识层次和职称结

构很不合理 ,还不具备作为信息服务人员所需的素质。高

学历、高技能、高职称者少 ,不能充当网络环境下为读者服

务的信息员职责。

214 　自动化建设各自为政 ,调控不力

目前 ,高校图书馆自动化建设进程日益呈现混乱状态。

从宏观上看 ,整体的规划与协调不能有效落实 ,图书馆各自

为政、孤立发展的状况依然如故。各馆引进的计算机硬件

和机型繁多杂乱 ,不利于移植。管理软件种类多样 ,从运行

环境、设计模块到系统功能、操作指令都不尽相同 ,通用性

不强 ,各系统间低水平重复开发 ,重复建库现象时有发生。

所有这些 ,不仅造成人、财、物的浪费 ,也为相互间的合作和

联网制造了障碍。从微观上看 ,各馆的建设工作多是考虑

眼前利益、近期功效 ,而放松长远发展需要 ,推行标准化不

足 ;或者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而不顾工作质量的监督和管

理 ;或者贪图方便省事 ,而将著录标准或项目内容任意简

化、改造 ,甚至有的一直将错就错 ,沿用非标准格式。所以

现行的自动化集成系统 ,其数据准确性、标准化根本难以保

证。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3 　面向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管理模式与发展

方向

311 　重组新的机构模式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组织机构一般是以文献管理为中

心 ,按文献类别或工序而设置。通常设有采编部、流通部、

阅览部、期刊部、技术部、参考咨询部等 ,它适应了手工作业

方式。早期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也是以这种模式为基础 ,所

实现的计算机管理仅仅是对手工处理的模仿和翻版。在面

向信息高度集成管理系统和网络环境下 ,这种模式不但难

以运作 ,而且成了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应用和发展的

障碍。把不同类型文献的采购、加工、整理及服务相分离 ,

彼此缺乏联系 ,既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又不利于文献整

理的标准化、规范化 ;部门划分过细 ,机构臃肿 ,效率低 ,且

相同部门功能重叠 ,遏制或削弱了同种功能的整体发挥。

高校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必须面向现代信息技术系统的

要求 ,按作业需求而设 ,依管理目标而定 ,而不是将计算机

系统简单地贴到原来的机构模式上。在新的环境下 ,必须

审视图书馆机构设置的出发点 ,采取简单灵活的粗放模式 ,

重建有机的组织机构。

就国外的发展趋势看 ,主要采用两分法、三分法及图书

馆与计算机中心合并的方式。两分法是指将图书馆的业务

分成两块 ,即成立信息存取部和信息传递部 ;三分法是指图

书馆组织机构由 3 个全新的部门组成 ,即信息资源与服务

部、知识管理中心和互动式学习实验室。还有的正在尝试

专门委员会管理、项目管理等新的组织管理形式。

在网络环境下 ,高校图书馆应机构重组 ,理想模式有以

下两种 :

第一种是功能式部门分工。它是集咨询功能、信息检

索功能和文献功能为一体 ,用户只需坐在自己计算机终端

前 ,就可直接下载或通过在线订购 ,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期刊

文献或其他文献。

(1)将中、外文书刊的采访、编目、交换、典藏调配等工

作合在一起 ,组建文献信息整理部。

(2)将书刊的流通、阅览与参考咨询等工作合在一起 ,

成立文献信息服务部。信息服务部是将原来流通部、阅览

部、期刊部所属的阅览室、参考咨询部等合并而成。该部在

接待读者阅览的同时 ,适当集中人力资源 ,利用现代化技术

手段开发馆藏信息资源及网上信息资源 ,为读者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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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布局上可采取业务工作相对集中的方式 ,如将文

科文献集中在一层楼上 ,将理工科文献集中在一层楼上 ,采

取开放式管理 ,能打通的阅览室都打通。

(3)融合图书馆系统维护、软件开发与硬件维护等功能

为一体 ,成立信息技术部。该部门包括计算机网络维护人

员、计算机软硬件的维护人员 ,还包括多媒体阅览室和电子

检索室的管理人员。该部门的职责是 :保障计算机网络的

顺利运行 ,保障计算机各种应用系统的正常使用 ;根据读者

需要 ,及时调整多媒体阅览室和电子检索室的软件 ;提高全

馆专业人员计算机操作能力和检索系统的应用能力。

第二种是矩阵式组织。它是在传统功能性分工的阶层

式组织基础上 ,加上学科等专项管理小组 ,以发挥利于协调

的优点。这样 ,原组织与专项小组成行列交叉方式 ,形成矩

阵式组织结构。

首先将图书馆的采访、编目、流通、阅览、期刊、咨询等

程序整合为一体 ,设置若干个工作流程组 ,如采编组、信息

服务组、系统处理和数据库管理组等 ,再根据学校情况依某

个学科或几个学科的文献建设成立若干个“专项管理小

组”。每一个“专项管理小组”设置专业馆员一职。专业馆

员必须具备有关的专业学位和文献信息管理的专业学位 ,

负责联系相关的学科或学院 ,购置相关学科文献 (包括购书

费预算、选订图书、对所购图书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等工

作) ,承担咨询和指导阅读、辅导学生进行联机检索和利用

各种数据库的任务及负责文献的馆际互借等工作。专业馆

员的下面设置业务人员职位。业务人员在专业馆员指导

下 ,从事文献管理、分编和区分学术文献的借阅期限等工

作。每一组再配备一些从事文献整理和看管的服务人员。

图书馆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临时性的工作小组去完成临时

的特定的工作任务。

312 　实施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

现代化管理思想的核心是突出了人的管理 ,充分认识

人是管理中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因素。图书馆人力资源

管理就是以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振兴图书馆事业为根

本出发点。在工作中 ,我们要把握以下三点 : (1) 重视干部

队伍建设。馆级领导必须热爱图书馆事业 ,敢于坚持原则 ,

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 ;中层干部必须是业务骨

干 ,既精通本部门业务 ,又热爱图书馆事业 ,积极肯干认真

负责。(2)加强专业队伍建设。(3)实行定员、定岗、定责制

度。引入竞争机制 ,实行全员聘任 ,坚持严格定编 ,科学设

岗 ,实行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竞争上岗的劳动优化组合。

313 　建立多元化的文献资源建设格局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注

入了新的活力 ,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在网络环境下 ,高

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出现了新的特点 : (1) 馆藏文献类型

多元化。既有传统的纸质藏书 ,又有电子形态的 CD2ROM ;

既有物理形态的文献载体 ,又有虚拟形态的网络出版物。

(2)藏书内容专门化与特色化。高校图书馆只能有针对性

地选择本校重点学科或专业的文献加以收藏 ,形成学校富

有特色的藏书体系。(3) 藏书采集方式发生变化。既可以

传统的方式订购书刊 ,也可通过网络采集各种信息。(4) 藏

书布局模式变化。各图书馆以网络为纽带相互连接 ,单个

图书馆既拥有自身的独立馆藏 ,又可通过网络传输信息 ,与

多个图书馆或网络资源中心结成合作伙伴 ,形成一体化的

网络空间和多种层次的资源协作网。高校图书馆要根据教

学、科研的实际需要 ,制定出合理的文献资源收藏策略 ,调

整采集方向 ,在继续加强印刷型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的同

时 ,积极订购电子出版物 ,加强数据库的引进、开发和改造 ,

通过合作开发馆藏文献资源 ,逐步向数字化馆藏方向进展。

314 　充分开发与利用本馆的特色资源

全球出版物日益剧增 ,而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有限 ,馆藏

不可能包罗万象 ,只能形成鲜明的特色馆藏。比如围绕本

校重点学科或专业 ,收集该学科或专业的文献 ,从而形成具

有本校学科特色的研究级甚至完整级文献。要全面收藏本

校文献 ,包括学位论文、教职工和学生的论著、校内各种刊

物和出版物 ,这是反映各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极好的物证 ,所

以许多学校有本校文库、专藏等。

315 　提高读者服务工作水平

加强读者服务工作 ,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要 ,是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 ,高校图书馆读者

服务工作的特点是 :读者服务对象社会化 ;读者服务内容多

样化 ;读者服务方法现代化。

316 　采用智能化的馆舍建筑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也体现在馆舍建筑上。这一建筑

应当是一座智能大厦 ,在其内部构成上应是一个功能强大

的计算机信息管理和网络服务系统。数字图书馆大厦的智

能化应包括 :通信自动化系统 ;数字图书馆信息综合管理和

服务系统 ,即办公自动化系统 ;数字图书馆大楼自控系统 ,

即智能大厦的楼宇自动化系统。此外 ,还要考虑到它与大

学师生的办公室、实验室和宿舍之间的信息联网与服务信

息的系统互联。

317 　朝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数字化图书馆 ,又叫数码图书馆 ,英语是 Digital Li2
brary ,是指利用现代先进的数字化技术 ,将图书馆馆藏符号

信息 (文字、图像等模拟信息)数字化 ,通过国际互联网络上

网服务 ,供用户随时随地查询 ,使处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用户

能够方便地利用大量的、分散在不同贮存处的信息。简言

之 ,数字图书馆是以数字形式存贮和处理信息的图书馆 ,是

将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等合而为一的信息服

务系统。

从 1994 年开始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开始数字图书馆

的试验建设。我国也开始了数字图书馆的实践。由于各高

校馆的发展水平不一致 ,各馆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确立

数字化图书馆的进程。

以笔者所在馆为例 ,介绍一个实际运作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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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图书馆内部业务管理系统进行更新。引进

国内较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如 ILASII 以及必要的网络

设备、服务器和应用软件集成 ,尽快建成一个技术先进、开

发性能好、投资合理 ,与国内外网络互联 ,并能长期稳定、可

靠运行的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

———改造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并升级。实施图书馆结构

化布线 ,在图书馆内形成一个高速的信息网络 ,并在图书馆

与校园网之间形成一条 100Mbps 的信息高速通道。

———建立一个光盘网络系统。提供客户机/ 服务器的

动态连接访问 ,支持 Web 方式对光盘塔的访问 ,实现互联

网上对光盘塔和硬盘阵列数据库的查询 ,为校园网用户提

供国内外最新文献信息检索服务。

———建立一个文献信息检索中心。实现互联网信息查

询、馆藏书目数据库查询、光盘数据库查询和电子出版物阅

览。

———建立一个多媒体视听阅览室。使读者能通过多媒

体教学光盘进行自习 ,并具有教学功能和局部的视频点播

功能。

———建立图书馆万维网导航服务系统。按学校学科设

置 ,引导学校相关教学与科研人员不断追踪国内外最新的

教学与科研成果。

———根据学校特点 ,建立一些具有学科特色的专题全

文数据库 ,如本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数据库、校报电子文库、

重点学科 (如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专题文献数据库等。

———采用先进的业务管理系统 ,对学校图书馆和各院、

系资料室进行统一管理 ,在此基础上建立本校虚拟图书馆。

———成立技术部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对外提供网络服

务和数字资源服务 ,包括经过网页发布信息、网上资源的收

集和整理、数字光盘信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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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庆祝建党 80 周年馆藏珍贵革命文献展览”隆重推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 ,“国家图书馆庆祝建

党 80 周年馆藏珍贵革命文献展览”近日推出。目前国家馆

共藏有革命历史文献 15000 余种。本次展览精选了 200 余

种实物对外展示 ,基本上是具有珍贵价值和特殊意义的藏

品 ,很多是首次面世 ,被党史专家称为“无价之宝”。其中包

括五四时期出版的《新青年》创刊号、《每周评论》等进步文

献、中共创建时期出版的部分文献 (1923 年 5 月前出版) 、

大革命时期出版的部分党、团报刊、土地革命时期出版的部

分文献、国外 1949 年前出版的反映中共党史的部分文献

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1937 年 11 月出版的《毛泽东自

传》初版本 ,比起前一时期在陕西西安发现的“最早”版本还

要早 ,登载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珍贵的照片资料。

《共产党宣言》国内现存最早的中译本 ,出版于 1883 年、

1888 年的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本次展览是国家图

书馆第一次向社会全面、集中地公开展示丰富的革命文献

馆藏。展览受到党史研究者、历史爱好者的欢迎 ,得到广大

参观者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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