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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选择准则比较研究
摘　要　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建设 ,在目标、原则、方针和策略等方面 ,有极大的相似性。虚拟

馆藏建设在虚拟信息资源的生存状况和使用环境方面有特殊性。实践中应掌握实体馆藏和虚

拟馆藏建设选择准则之间的差别和侧重点。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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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体馆藏选择准则研究及述评

实体馆藏选择准则研究 ,一直得到国内外图书

馆界的重视。许多专家学者 ,根据实体馆藏的性质

和特征 ,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选择准则。最

有影响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 ,美国拉特列奇和斯温德

勒的研究成果。他们建立了一套图书馆实体馆藏选

购模型和馆藏等级判定表。在选购模型中 ,他们提

出了所依据的 6 个选择准则 :主题 ;知识含量 ;潜在利

用率 ;与馆藏的关系 ;出版者 ;文种 [1 ] 。

从 1989 年开始我国图书馆界陆续发表了关于实

体馆藏选择准则方面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具有代表

性的是张炎烈的《文献的品质分析与价值测量》,胡

修琦的《选书标准与模型》,王积和的《拉·斯氏选书

标准及其改进方案》。张炎烈在文章中提出了 8 个选

择准则 :学科类 ;知识含量 ;生态价值 ;信息活性 ;与

馆藏的关系 ;文献类型 ;记录符号 ;载体形态[2 ] 。胡

修琦提出了 6 个选择准则 :主题 ;学术价值 ;潜在利用

率 ;价格 ;特色与协调 ;著者与出版社[3 ] 。王积和根

据重点馆藏与一般馆藏的区别 ,分列了各自所涉及

到的选择准则 ,如重点馆藏的选择准则是内容范围、

知识情报价值和利用的可能性 ;一般馆藏的选择准

则是内容范围、知识价值和利用的可能性 [4 ] 。此外 ,

还有栗霞提出的 6 个选择准则 :主题 ;知识含量 ;潜在

利用率 ;与馆藏的关系 ;书目提要 ;文种[5 ] 。游丽华

提出了 7 个选择准则 :学科分类 ;学术水平 ;信息活

性 ;与馆藏的关系 ;作者 ;出版者 ;书价 [6 ] 。

这些选择准则 ,对实体馆藏建设大有帮助 ,但有

些只能算是在建设实体馆藏时应注意的方面 ,不构

成实体馆藏建设的必备准则。所谓实体馆藏的选择

准则 ,是指图书馆采选人员在进行实体馆藏建设时 ,

确定实体信息资源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所必须考虑的

准则。因此 ,从实体馆藏选择准则的本身来讲 ,它应

分为本质准则和外在准则。

本质准则包括诸如以上所提及的主题、学科类、

学科分类、知识含量、内容范围、学术水平、学术价

值、信息活性、知识情报价值、知识价值等。显而易

见 ,本质准则体现的是实体信息资源的价值。

主题、学科类、学科分类这 3 个选择准则所反映

的实质是采选人员在进行实体馆藏建设时 ,首先应

判定的所选择的实体信息资源中隐含的知识信息属

性。所谓知识信息属性 ,即是待选实体信息资源的

知识信息性质和特征。

知识含量、内容范围、学术水平、学术价值、信息

活性、知识情报价值、知识价值等都是在要求体现实

体信息资源的知识信息含量和知识信息活性。知识

信息含量指的是待选实体信息资源的学术水平的程

度 ;知识信息活性则是要考虑待选实体信息资源的

学术水准的状态。实体信息资源所反映出来的知识

信息属性、知识信息含量和知识信息活性构成了实

体馆藏选择的本质准则。

在实体馆藏选择的过程中 ,首先应该关注实体

信息资源的本质准则 ,然后才是其他的选择准则。

只有真正掌握了实体信息资源的本质属性 ,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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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确定所选的实体信息资源的质量。但是 ,构成

实体馆藏选择准则的外在准则也不能忽视。

中外图书馆学者和专家所提及的外在准则有 :

潜在利用率、与馆藏的关系、书价、文种、生态价值

(即著者与出版社) 、文献类型、载体形态、记录符号

等。其中有些不属于选择准则的准则 ,如文献类型、

载体形态、文种及书价等 ,在实体馆藏选择的过程中

处于附属地位。因为某种信息资源其知识含量和使

用价值都很高 ,不论其类型和载体形态如何 ,即使价

格昂贵 ,又不是母语或常用语种 ,也应当通过其他途

径 ,设法选择入藏。但是以上提及的潜在利用率、与

馆藏的关系及生态价值等外在准则却一直受到图书

馆采选人员的重视。

所谓潜在利用率 ,是反映读者所需要的某种特

定知识信息的信息量程度。采选人员在选择实体信

息资源时 ,必定要考虑它们隐含的知识信息是否是

读者迫切需要的 ,还是一般需要或者根本不需要。

与馆藏的关系 ,指的是所选的实体信息资源是

否是原有馆藏体系的补充 ,是否能使原有馆藏体系

更完善。在实践中 ,往往是将待选的实体信息资源

所反映出来的知识信息含量和知识信息活性进行比

较。如果与原有馆藏中同种类实体信息资源的知识

信息属性相符 ,且比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知识信息活

性和知识信息含量大 ,必然选定入藏 ;反之 ,如果只

是简单重复 ,则不应考虑入藏。与馆藏的关系这一

外在选择准则的实质是 ,待选的实体信息资源所反

映出来的知识信息含量和知识信息活性 ,与原有馆

藏中同种类实体信息资源的知识信息相关程度。

生态价值这一外在选择准则 ,历来得到采选人

员的重视。因为它们是衡量馆藏质量的重要依据之

一。

正像实体信息资源所反映出来的知识信息属

性、知识信息含量和知识信息活性构成了本质准则

一样 ,实体信息资源所反映出来的潜在利用率、与馆

藏的关系、生态价值就构成了实体馆藏选择的外在

准则。

综上所述 ,实体馆藏选择的本质准则和外在准

则构成了实体馆藏选择准则的总和。它们是优化实

体馆藏建设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准则。

2 　虚拟馆藏选择准则研究及述评

近年来有了许多关于网络信息资源评价及虚拟

馆藏选择准则方面的著述 ,并提出了一些关于虚拟

馆藏的选择准则。

我国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如罗春荣等根据因特

网上的信息资源产生、组织、传递与使用的特性 ,提

出了 3 个方面 14 个选择准则。第一方面内容含有实

用性、全面性、准确性、权威性、新颖性、独特性、稳定

性等。第二个方面含有导航设计、信息资源组织、用

户界面、检索功能、连通性等。第三个方面含有技术

支持 (成本) 、连通成本[7 ] 。吴云标认为影响虚拟馆

藏信息资源利用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

特网的技术特征 ,可分为网络信息资源自身的因素

和网站的因素 ,并认为网络信息资源自身的因素包

括了内容和形式特征两个方面 [8 ] 。通过这些影响虚

拟馆藏信息资源利用因素的分析 ,吴云标建立了一

个虚拟馆藏选择的范围准则的一般框架 ,作为虚拟

馆藏选择准则的基础[9 ] 。在此基础上 ,又进一步提

出了 16 个质量评价准则 : (1) 相关性 (所选资源应与

用户需求密切相关) ; (2) 实质性 (所选资源应具有实

质性内容) ; (3)精确性 (所选资源应经得起检验和核

实) ; (4)完整性 (所选资源应使虚拟馆藏在相应的主

题范围内完整无缺) ; (5) 独特性 (在符合虚拟馆藏的

范围政策下 ,无保留地选择独特资源) ; (6) 时间性

(所选资源应具有准确的时期 ,并及时更新时间敏感

的信息) ; (7)合理性 (所选资源应公平、真实、客观并

一致) ; (8)优先选择使用多媒体的资源 ; (9)优先选择

网页版面友善、易用、规范、统一的资源 ; (10) 所选资

源的责任者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权威 ; (11) 所选资

源的文本应满足基本的写作要求 ,引用与参考文献

正确、可靠、有效 ; (12) 优先选择受到好评的资源 ;

(13)优先选择标准软硬件设备或提供多种利用方式

的中文或多语言的价格便宜的免除版权的资源 ;

(14)优先选择能持续可靠进入的资源 ; (15)优先选择

维护良好的资源 ; (16) 优先选择提供用户支持的资

源[10 ] 。

我国不少学者提出的虚拟馆藏的选择准则 ,集

中围绕着 : (1)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评价及确定 ; (2)

网络信息资源网站优劣的评价与选择 ; (3) 操作使

用。如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评价及确定的选择

准则有 :收录范围 (包括广度 ,即相关主题资料涵盖

面 ;深度 ,即所收资料的时间范围 ;多种格式的资

源) ;责任者 ;内容的 (合理性、相关性、实质性、精确

性、完备性、针对性、可靠性、实用性、全面性、准确

性、权威性、新颖性、独特性、原创性、稳定性)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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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类型 ;可接受的信息源 ;可接受的信息的学术

水准 ;信息资源和网站的时效性及更新速度 ;信息质

量 (学术水平、可信度、内容的连续性、写作质量) ;适

用性 ;编排设计 (结构、互动性、助动性) ;同其他信息

的关系 ;与现有馆藏的互动性。涉及到网络信息资

源网站优劣的评价与选择的准则有 :图形与多媒体

设计 ;网页版面的美观 ;网站建立的目的与使用对

象 ;网站的相关评论与评价 ;网站被访问的次数和频

率 ;被其他网站链接的数量 ;建站机构的权威性和知

名度 ;权威机构公布的上一年度最佳网站 ;网站传统

媒体的重要程度 ;网站的稳定性、连续性、查检性 ;帮

助性 ;快捷性等。涉及到操作使用的选择准则有 :可

操作性与连通性、导航设计、信息资源组织、用户界

面、检索功能、易用性 (连接速度快、界面友好、无空

链和死链) 、软件要求、成本、费用等。

实质上 ,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评价及确定的选

择准则 ,揭示的是待选虚拟信息资源的本质属性 ;网

络信息资源网站优劣的评价与选择的准则 ,考察的

是待选虚拟信息资源网站的生存状况 ;操作使用的

选择准则反映的是待选虚拟信息资源的使用环境。

根据图书馆虚拟馆藏建设的目标和宗旨以及特

点要求 ,图书馆虚拟馆藏的选择准则有其特殊性。

虚拟信息资源的本质属性是图书馆虚拟馆藏建设的

核心 ,虚拟信息资源的生存状况是图书馆虚拟馆藏

建设的质量保证 ,虚拟信息资源的使用环境是图书

馆有效便捷利用虚拟馆藏的条件。这三者构成了图

书馆虚拟馆藏选择准则的总和 ,它们紧密联系 ,并具

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3 　结论

实体馆藏和虚拟馆藏组成了当代颇具特色的复

合馆藏。它们都是现代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的有机组

成部分。不论是实体馆藏建设还是虚拟馆藏建设 ,

都是现代图书馆根据读者阅读需求 ,而进行的知识

信息资源发掘、组织和管理工作。在选择准则上 ,它

们有极大相似性 ,但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馆藏建设原则、方针和策略方面 ,二者都要坚

持面向用户 ,藏为了用及坚持特色馆藏建设等。在馆

藏选择方面 ,坚持信息资源的本质属性的学术性和知

识价值。比如实体馆藏要求知识含量、学术水平、学

术价值、信息活性、知识情报价值等。虚拟馆藏同样

也要求学科专业性、学术水平及价值、适用性、时效性

等。由于虚拟信息资源的特点 ,在信息资源的本质属

性上 ,必须强调它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虚拟

信息资源与实体信息资源的最大区别是 ,它看得见摸

不着。因此 ,它的生存状况 (即网站的质量)就显得格

外重要。这与实体馆藏选择准则之一的“生态价值”

有相似之处。网站是虚拟信息资源的发布媒介 ,就像

著者与出版社是实体信息资源的出版发行者一样。

但因为网站是虚拟信息资源的依托 ,是虚拟信息资源

的“载体”,虚拟信息资源的生存状况对虚拟馆藏建设

显得更为重要。在信息资源的使用环境方面 ,实体信

息资源借助于纸质和其他介质 ,对于使用根本不存在

问题。但对于虚拟信息资源来讲 ,其使用环境的问题

有其特殊的意义。虚拟信息资源的特点决定着虚拟

馆藏建设的性质与特征 ,所以对待选虚拟信息资源的

生存状况 ,即网络信息资源网站优劣的评价与选择和

待选虚拟信息资源的使用环境的选择准则 ,就显得格

外关注。尤其是待选虚拟信息资源使用环境的选择

准则 ,这是与实体馆藏所涉及到的选择准则有着明显

的区别 ,应予以重视。

对于虚拟馆藏和实体馆藏的选择准则的研究 ,其实

质是对当前复合馆藏的选择和利用的质量控制研究。

参考文献

1 　[美 ]L·拉特列奇等著 ;翁勇荣摘译. 图书馆藏书选购模

式与藏书等级制度. 国外图书情报工作 ,1992 (4)

2 　张炎烈. 文献的品质分析与价值测量. 中国图书馆学报 ,

1994 (2)

3 　胡修琦等. 选书标准与模型.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2 (4)

4 　王积和. 拉·斯氏选书标准及其改进方案. 大学图书馆学

报 ,1993 (2)

5 　栗霞. 专业图书馆书刊选购模型的建立. 见 :第三届进口

图书采访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1993

6 　游丽华. 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采访模型的初步研究. 图

书情报工作 ,1995 (4)

7 　罗春荣等. 因特网的信息资源评价.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01 (3)

8 　吴云标. 影响虚拟馆藏利用的因素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 ,

2001 (5)

9 　吴云标. 资源采集管理政策. 图书情报工作 ,2001 (8)

10 吴云标. 资源选择的质量评价准则. 图书情报工作 ,2001

(12)

翁勇荣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主任 ,副研究馆

员。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邮编 210094。

(来稿时间 :2002201208)

—77—

翁勇荣 :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选择准则比较研究

Weng Yongr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ection Criteria for Material and Virtual Colle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