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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馆重点学科文献信息资源配置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本文从高校图书馆在

重点学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意义、构建重点学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措施、重点学科馆藏发展策略、优化

高校重点学科图书资源途径等方面分析国内的研究现状，从图书馆资金分配、馆藏剔除、优化馆藏举措等

方面概述国外的研究现状，以期对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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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快速发展，电子资源的冲击，读者需求的变化，购置资金的限制，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兴盛，

对高校图书馆重点学科信息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了新要求，所以对高校图书馆重点学科文献信息资源优化配

置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国内外图书馆界各方面工作均存在着差异，深入了解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重点学

科文献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现状，有利于学习借鉴其长处并发现自身不足之处，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

本文以 Fulink 平台为数据来源，以“篇名”=重点学科、“摘要”=图书馆为检索字段进行模糊中文

检索，共检索到 388 篇研究论文，除去重复及与主题无关文章，剩下 304 篇文章。以“标题”=subject

collection、“全部字段”=library 进行模糊外文检索，共检索到 196 篇外文，除去重复、主题不相关以

及中英文以外的文章，剩下 104 篇文章。笔者在认真研读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对其主要观点作了系统的梳

理。现将这些文章的代表性研究内容总结如下：

1 国内研究现状

1.1 高校图书馆在重点学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意义

有关高校图书馆在重点学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意义的阐述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许多

研究者的观点是在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的。于维娟
[1]
认为，重点学科的文献资源建设是

重点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保障，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重点学科的文献资源具有导向作用，能够引导学生的

专业学习方向，帮助教学和科研人员了解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方便研究选题；二是重点学科的文献资

源能够为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最新的科研信息，加速科研进程，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崔嫣红
[2]

认为，文献信息资源是重点学科前沿研究的突破口，只有掌握了学科领域的最新信息资源，才能了解该学

科领域的前沿，才能研究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李斌秋
[3]
在文章中提到，重点学科建设与发展，除了需

要高素质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同样也需要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系统的全面支撑。如果

没有系统的、完善的文献信息资源做保障，教学和科研人员不能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研究信息，重点学

科建设就会停滞不前，科研也就会失去其先进性。

归纳现有的研究观点，高校图书馆在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非常重大。没有文献信息资源

的保障，就没有重点学科与学校的发展。

1.2 构建重点学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措施

汤雅童
[4]
以渭南师范学院为例，分析其用户文献需求特点，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对重点学科结构进行

分析，调整采访策略；优化馆藏结构，突出专业特色；加大数字资源建设等构建合理科学的文献资源保障

体系措施。

蒋岩波与生修雯
[5]
以江西省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为例,从资源采购计划要有针对性,凸显本校学科特

色；构建并形成一个以纸质资源为基础、以数字资源为保证、以共享资源为补充的三级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明确地方高校图书馆联盟的未来发展方向；建立有效的联盟评价体系这 4 方面，探讨地方高校图书馆如何

构建重点学科区域性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牛琳琳与刘波
[6]
提出，利用竞争情报理念构建重点学科资源保障体系。

冉曙光
[7]
的硕士学位论文《应用型本科院校重点学科文献资源保障研究——以沈阳工程学院为例》，



分析当前应用型高校文献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从文献采购准则，制定符合重点学科发展的馆藏文献资源

建设发展政策，人力资源保障建设，文献需求调查及反馈机制，广泛收集文献信息、灵活文献采访渠道，

调整文献采购策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文献采购策略，以建立一个适合应用型本

科院校重点学科发展需要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吴晓燕与陆地
[8]
认为，信息资源体系的建立需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得到保障：保障文献购置的支撑能力，

优化馆藏结构，优化硬件设备。

综合众多研究者对重点学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措施的探讨，可以看出重点学科的文献资源保障是高校

图书馆工作的首要任务，图书馆须根据用户需求，分析自身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调整重点学科

文献资源的藏书结构，并从保障文献购置的支撑能力、优化馆藏结构、优化硬件设备等方面来进行重点学

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

1.3 重点学科馆藏发展策略

任通顺
[9]
在《高校图书馆参与重点学科建设之探讨》一文中，提出了重点学科专业藏书的一流水平目

标。

杨玲
[10]

认为，完善重点学科文献采访机制，构建多层次的重点学科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以及加强个性化

服务平台的构建，是高校图书馆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的必由之路。

徐慧
[11]

通过对滨州医学院图书馆订购期刊种数与重点学科建设需求的比较分析，指出重点学科建设的

期刊资源配置应合理订购纸质期刊和期刊数据库，搜集整理开放获取期刊资源和试用数据库，开展馆际互

借和文献传递服务。

唐野琛
[12]
等人通过对广西财经学院图书馆东盟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现状分析，认为东盟文献信息资源建

设应遵循针对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兼顾多种载体文献形式原则、文献信息共建共享原则；提倡加强东盟

文献信息资源的整合，建立东盟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息导航库，加强东盟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设立

东盟文献信息资源学科采集馆员制度。

吴卫华
[13]
等人对河北联合大学重点学科教师所发表论文的引文量、引文类型、引文语种、引文年代等

方面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图书馆可根据文献使用的高峰时间段合理布局，适当调整馆藏，另外应加

强外文期刊尤其是国外著名期刊的购置和订阅，或考虑在图书馆订购图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通过馆际互

借、文献传递等途径来缓解馆藏外文资源的不足。

冯涛
[14]

深入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与省级重点学科所属的资料室，收集调查文献收藏、需求及使用等数

据，分析贵州师范大学有关文献收藏单位对本校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的支撑力度，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

建立贵州师范大学重点学科文献收藏单位与重点学科之间的互动平台；2.加强重点学科的核心藏书保障；

3.重视电子文献与印刷文献的优势互补。

潘亚英
[15]
在对常州工学院图书馆重点学科馆藏文献资源结构进行评价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广泛调

研，建立学科档案，制订合理的文献资源建设规划；了解学科动向，与专业教师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调整

藏书结构和计划，形成适合学校学科档案的“核心出版社”采购模式；适当加大外文资源经费投入；重视

学科核心期刊的收藏；构建适合重点学科建设的特色馆藏等建议与措施。

许俨宁
[16]
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 985 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重点学科的相关性研究》，以我国的

39 所“985”高校图书馆为样本,同时选取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这两所国外著名高校的图书馆做对

比,调査这两所图书馆拥有的特色资源,尤其是学科特色资源现状及其国家级重点学科情况。作者在利用

SPSS 统计分析工具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其重点学科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建议围绕高校

重点学科开展特色资源建设。

曲岩岩与童旭
[17]

以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学科”为例，提出高校图书馆完善特色重点学科文献资源的具

体策略。具体策略包括：1.加大特色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经费投入比例；2.重视与国内外同行业研究机

构建立长期有效联系；3.提升文献资源建设人员的服务质量。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于重点学科馆藏发展策略的研究，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观点。虽然



各有不同，但在完善馆藏采访机制、馆藏建设现状分析、资源共建共享、整合资源等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

1.4 优化高校重点学科图书资源的途径

陈京莲与罗兰珍
[18]
认为，有效优化高校重点学科图书资源途径有：1.成立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管理

委员会；2.深入调研，确定文献资源需求。

刘良璧
[19]
认为，确定重点学科文献采集步骤，采取成立采集咨询小组、坚持专家选书制度等有效措施，

充分利用现有馆藏建立具有学科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是高校图书馆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的必由之路。

桂秀梅
[20]
等人分析了高校图书馆馆藏现状，提出构建合理化馆藏建议。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合理利

用经费；二是与学科专家及其科研团队沟通，确定重点学科文献采集范围；三是加强文献传递与重点学科

导航系统建设，丰富馆藏资源；四是加大对电子资源的投资力度；五是构建本校重点学科教师文库。

《高校重点学科图书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基于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馆藏质量评价的实证分析》
[21]

与

《基于馆藏利用分析的高校重点学科馆藏资源优化配置实证研究》
[22]
都是出自隋秀芝等人，前者通过对浙

江理工大学图书馆馆藏质量评价的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几点馆藏建设优化策略：1.逐渐形成对馆藏质量进

行定期分析和测评的机制；2.加强重点学科文献资源保障率；3.适时加大外文文献所占比例；4.合理协调

电子书与印刷型图书采购，两者要做到互为补充；5.适当控制复本量。后者对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馆藏利

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以下几点馆藏建设优化策略：1.建立长效的馆藏利用评价机制；2.提高馆藏文

献的时效性；3.确定合理的复本量。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为了更好地为重点学科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认真做好重点学科

馆藏质量的分析，合理利用经费，成立文献采访小组，保证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的数量和质量，是其义

不容辞的任务。

2 国外研究现状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牵扯到的第一问题就是资金分配问题，国外很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

究。

美国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学者 Mott Linn
[23]

于2007年介绍了各种用于图书馆资源分配的资金预算体

系的基本原理。每个预算体系各有千秋，为图书馆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费预算作用提供参考。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David Baker
[24]

于 1990 年底针对图书馆资金分配问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审查英

国大学图书馆当前的预算拨款模式。

马来西亚 Tunku Abdul Rahman 大学的 Kim Hong Yeoh 与马来西亚大学的 Kiran Kaur
[25]

对《高等教育

研究》2000 年至 2005 年的 202 篇文章进行了定量分析。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出版发行物，作者群，

学者之间的研究合作，以及引文分析，以为小型图书馆尤其是经费尤为有限的小型图书馆的馆藏发展提供

参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Scott Stebelman
[26]

在研究论文中建议昂贵的参考馆藏的购置是整个采访群体共

同决策的产物，同时鼓励学科馆员为参考馆藏的采购预留一定资金。文中还介绍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图书馆

的做法：每年该馆的学科馆员都应提供一份优先采访书目，通过这种方式以确保最重要文献信息资源的采

访，也不会对应该购买什么而产生分歧。若是大类学科(即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求提交总

学科及其各分支学科优先采访书目。因此，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每一个学科馆员所采选的资源数量大致相同，

并且都是按他们各自提交的优先采选书目顺序采选的。此外，每一年都要为一些学科预留一部分专项资金，

例如今年为心理学和教育类预留专项经费，明年为语言学和哲学等预留专项经费。尽管需要确保每个学科

相对公平，但还是需要为意料之外的昂贵的出版物预留一部分资金。

印度的 P.K. Sudarsan
[27]
于 2006 年提出基于绩效的资源分配模型。该模型有两个组成部分：基础部分

和绩效部分。

馆藏优化配置涉及到的另一关键是馆藏剔除。美国的 Stanley Slote
[28]

在《Weeding Library

Collections-II》一书中介绍了 5种剔除馆藏的方法。第一种馆藏剔除方法是基于馆藏剔除人员对每本书

做出的价值判断。这种剔除方法较为主观，书籍是剔除还是保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第二种馆藏剔除



方法是基于书籍的年龄，依据印刷日期、获得版权日期或购买日期。当然被剔除的都是年代久远的书籍。

第三种馆藏剔除方法着眼于馆藏的流通周期，用户不经常借阅的书籍应被剔除。第四种馆藏剔除方法是根

据公式或计算模型来决定馆藏的去留或存储方式。第五种馆藏剔除方法综合考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

例如既考虑到书籍的流通周期，又考虑到书籍的物理性能等方面。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 Loriene Roy
[29]

介绍了图书馆馆藏剔除规则。每个馆员负责书库的一

定范围，逐一审查书架上的每本书。基本规则：如果对是否剔除某一书籍持有质疑时，请不剔除它。丛书、

多卷书适用的规则：如果多卷书中仅有一册书籍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有所流通，那么一整套书籍都应保留下

来。对于没有流通记录的书籍，将其入库时间视为流通截止日期。若无入库时间，则将其出版发行时间视

为入库时间。在剔除馆藏工作人员确定了所要剔除的 10％馆藏后，馆员还需要重新审查这 10％的馆藏，

以确保没有误删任何一册文献。同时，图书馆员也依照一定标准来审查图书，剔除馆藏的工作人员将被保

留下来的图书视为下轮馆藏剔除工作的剔除对象。这些标准是：1.馆员认为具有情感价值的文献信息资源

可被保留下来；2.作者认为深受公众喜爱的文献信息资源也可被保留下来；3.读者表示最近有兴趣阅读或

将在不久的将来有兴趣阅读的文献信息资源不可被剔除。书籍流通周期是一个方便实用的标准，是公众对

某册书是否感兴趣的最好说明。作者在文中还介绍了馆藏剔除实践操作的概况。馆藏剔除工作人员并没有

协助其他馆员从卡片目录中删除馆藏记录。在五六个小时里，一位训练有素的馆藏剔除工作人员至少可以

剔除 1000 册图书。此外，为期 8 个月的实验表明基本上没有用户借阅已被剔除的馆藏。因此，馆藏剔除

工作人员不必放慢工作进度以跟上目录修订的步伐，可以剔除馆藏在前，修订目录在后。

国外图书馆改善馆藏配置的做法主要是基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例如 Jackie Bronicki
[30]

等人提倡

基于对馆藏质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完善馆藏，包括对馆藏流通数据、用户信息行为、馆藏生命周期、用

户引文等进行定量定性分析。

加拿大渥太华医院图书馆的 Alexandra Davis
[31]

等人虽然能看到图书馆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更多的资

源，更好的服务；同时，他们也怀疑读者能否实打实的享受到这些好处。因此，他们对该医院合并前后的

图书馆馆藏进行了调查，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数据分析，对上述问题以及纸质资源转变为电子资源所导致的

馆藏资源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是：电子资源以及用户对电子资源的满意度、误解度、迷惑感以

及期望值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最后，作者提出了通过重新分配资金、开发资源等措施来完善馆藏。

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教授 Sarah Anne 与 Murphy
[32]

对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教师在 2003 年至 2005

年间发表的 6815篇有关科学学科论文中的 253604篇引文进行分析（学科包括医学、体育以及应用科学等），

了解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图书馆各科学学科捆绑采购馆藏的使用情况，讨论其捆绑采购附加资源的价值。作

者得出的结论是：期刊的捆绑采购能促进图书馆馆藏的规范化。

伊朗 Tarbiat Modares 大学 Alireza Hasanzadeh
[33]
教授于 2011 年牵头以本校的本科生、研究生、教

职工等 4442 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设计出一款用于帮助图书馆利用遗传

算法进行资源分配的决策支持系统。

对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方面，美国的 Kovacs 在《The Kovacs Guide to Electronic Library

Collection Development: Essential Core Subject Collections, Selection Criteria, and Guidelines》
[34]

一书中列举了多个建设电子图书馆的成功案例，介绍了特定学科领域的馆藏采选标准和评估准则，阐述

了商务与就业、医疗卫生与医药、法律信息与社会科学、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等重点学科领域内的核心馆

藏来源以及资源选择与资源评估工具等。

总的来说，国外研究者关于重点学科文献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内容还是相当丰富和全面的，不仅

涉及图书馆资金预算分配问题，还详细分析了图书馆馆藏剔除规则，提出了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优化

馆藏配置的做法等，这些措施可操作性较强，值得国内大学图书馆借鉴。

3 结语

从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可以看出，国内外有关高校重点学科文献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成果均

较为丰富。国内的主要研究内容有高校图书馆在重点学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意义、构建重点学科文献资



源保障体系措施、重点学科馆藏发展策略、优化高校重点学科图书资源途径等方面；而国外的主要研究方

向有图书馆资金预算分配问题、图书馆馆藏剔除规则、优化馆藏措施等。从现有的研究资料可看出，国内

从事上述相关研究的研究者绝大多数是高校图书馆馆员，缺乏图书馆学教学和科研带头人的积极参与，且

研究规模和研究深度尚有欠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亦较少。其次，国内实证性研究较少，多数研究只是理

性地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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