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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探讨’

曾莉红

(重庆工商大学 图书馆.重庆400020)

    〔摘要」强调提出了在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的根本是提高信息资源的建设

水平;指出了进一步加强信息资源建设尤为重要，它是提高服务质量的直接依托和根本保证，

也是衡童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的主要标准;在此基拙上，从信息资源建设的角度，分析了

目前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的信息资源针对性不强、个性化信息资源建设不够

两个方面的问题，并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加强网络信息资

源收集、整理，加强特色数据库建设3条对策。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信息资源;对策

    [中图分类号〕G25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一0595(2007)03一0158一03

    服务是图书馆永恒的主题，是图书馆的核心

价值观。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

供更好的服务质量。21 世纪是信息时代，是充满

竞争的时代，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展给图书馆的

发展注人了青春和活力，同时也激荡读者需求的日

益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

量，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一、加强信息资源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提

高服务质量的根本。

    当今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招生

规模日益扩大，新兴专业不断出现，高校之间的教

学和科研实力竞争激烈，社会对人才培养有了更

多、更高的要求，这些都为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在互联网络日益繁

荣、信息资源载体多样化、信息数量剧增与更新加

快的当今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如何适应高校发展

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成为我们

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对此，已引起图

书情报界的高度重视，许多专家学者从提高馆员素

质、更新服务观念、加大对读者的宣传力度、开展用

户需求调查、实行开放式管理、加快图书馆馆藏资

源数字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但笔者认为，新

形势下加强信息资源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图书

馆提高服务质量的根本是提高信息资源的建设水

平。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宝库，面对高等教育的

新变化和新要求;面对知识信息剧增和信息载体多

元化的时代发展;面对信息传播网络化、即时化的

新形势，能否进一步发挥其宝库作用，图书馆作为

知识与知识利用之间的桥梁能否体现其自身价值，

满足读者的需要，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首先应

取决于馆藏信息资源本身。信息资源的建设情况

是提高服务质量的直接依托，是图书馆适应发展的

前提条件、物质基础和根本保证，也是衡量高校图

书馆信息服务水平的主要标准。

    近年来，各高校图书馆顺应时代要求，其发展

应当说是迅速的，在馆舍新建扩建、馆藏信息增加、

信息资源数字网络化、管理现代自动化等方面投人

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众多

高校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利用率低，服务质量有待

提高也是不争的现实问题。诸如:不惜重金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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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基本无人问津，学生借书证上借还书记录

少得可怜，一些电子阅览室成了娱乐休闲之地，过

刊阅览室更是门庭冷落等等现象较为普遍。究其

原因，这里从信息资源建设的角度主要分析两个方

面的原因。

    (1)信息资源针对性不强，无法满足当今高校

读者多样化发展的要求。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是多样化的:有在学校科研院所从事科学研究的学

术带头人、学术骨干等，他们是学校的科研主力，更

多需要的是某个专业领域、某个课题领域的定题信

息、定题服务等;有一线教师，他们有教学、科研的

双重任务，其中的中老年教师专业知识面广，教学

经验丰富，承担着一定的科研任务，更多的关注专

业领域中最新学术动态信息，而中青年教师更多处

于教学一线，教学经验相对不足，对信息的需求不

仅局限于专业领域，更需要信息资料具有新颖性、

广泛性和系统性，往往需利用很多学科领域的方法

和成就，希望能在图书馆查阅到综合性文献，还希

望能尽快掌握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和

新进展;有学生群体，新生往往很难找到真正适合

自己看的书，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高年级学生有

较为明确的阅读目的，除了选择专业性书籍外，他

们还通过多种渠道的自主学习，充实自己的知识结

构，还有部分“考研”群体更多的需要“考研”信息和

“考研”知识。诸如此类，现行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

源建设上应当说还无法很好满足读者这种多层次、

多样化的需求，虽然众多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

设上已投人了大量资金，但针对性建设不够。

    (2)个性化信息资源建设不够，无法满足对信

息时代读者知识信息的高度选择性要求。信息最

大的特点就是认识主体的高度选择性。特别是在

当今信息时代，信息“爆炸”、质量良芬不齐，给人们

有效选择和利用有价值的信息带来了诸多不便，读

者对信息资源的选择性要求更为突出。这就必然

要求图书馆要为读者筛选、整理、加工并提供个性

化的、有价值的、经过深度加工的信息。图书馆开

展深层次的信息加工，借鉴、参考、继承有针对性的

知识信息，按照特定用户的需要，形成“综述”、“述

评”、“研究报告”之类的信息产品，应当成为新形势

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创新内容。如果不注重读者

对知识信息的选择性要求，不注重在信息资源建设

中对信息资源进行有序化、浓缩化、精细化建设，即

使有足够大量的信息资源，可能也无法被有效利

用，也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因此，目前读者对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需求

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也是专业化、精品化、个性化

的，高校图书馆要提高服务质量，体现自身价值，必

须进一步加大信息资源建设力度。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下面三点对策。

    二、加强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建设

    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建设，就是要活化馆

藏，使文献增值，使文献中的知识信息得到充分应

用和推广，从而提高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就是

要通过对文献信息资源的提炼、浓缩和提升，提高

文献信息资源的针对性、专题性，满足当今高校读

者多样化的发展要求。目前某些高校图书馆用重

金订阅的学术期刊无人问津、过刊阅览室门庭冷落

等等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

发建设不够，一方面是大量投人资金增加的馆藏信

息资源利用不好、利用不够，另一方面是读者所需

文献信息资源不足。因此，现实对高校图书馆文献

信息的要求更多的是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

图书馆的直接服务对象是本校的教师、科研人员和

学生，要想使高校馆藏文献信息具有针对性和实用

性，就必须对读者的文献信息需求进行调查，按照

不同的目的和要求，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不同方

式、不同深度的整理和加工，使其增值，为读者提供

有针对性的专题性、课题性等文献信息资源。

    高校的专职科研人员、一线教师、各类研究生

等，他似一方面需要及时、广泛地获取最新的学术

信息，同时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专题性的，甚至课

题性文献信息资源。花重金购进信息资源固然重

要，但是开发好、利用好文献信息资源才是建设的

关键所在。

    三、加强网络信息资源收集、整理，促进

网络信息资源馆藏化建设

    在当今网络时代，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内容更

多的是开发网络信息资源和通过网络为读者提供

服务。高校图书馆加强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是时代

必须。网络信息资源是在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

开展信息服务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由于网络

信息资源的海量和动态性、无序性、复杂性、广泛性

的特点，检索利用十分困难，在用户使用的检索方

法、可支配时间、上网费用、传输速度、疲劳等因素

的影响下，使得海量的、杂乱的网络信息利用受到

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读者花费大量时间可能还找

不到所期望的信息。因此，加强网络资源建设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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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应该是加工、控制网络信息资源，对各类网络信

息进行收集、组织和加工整理，形成有针对性、专题

性的网络信息产品，达到将网络资源馆藏化的目

的，这样便于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有针对性

的有价值的网络信息，从而提高用户的查全率和查

准率。所以”网络资源馆藏化”是图书馆针对本校

的读者需求在网络环境下所必须从事的一项具体

而又实在的工作。加强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应对网

络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和研究，可分专题进行二、三

次文献信息产品的再生产和再创造，可对各种分

散、无序的网络信息进行有效搜集、筛选和整理，把

大量无序信息变成有序信息。

    四、加强特色数据库建设，满足个性化

发展需要

    高校图书馆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加强特色数

据库建设以服务于读者是大势所趋。各高校图书

馆根据本馆的性质、功能和馆藏情况，建设有自己

特色的文献数据库，向读者提供特色化、精品化、个

性化的信息服务。在当今信息时代，不同渠道、不

同载体形式的信息纷至沓来，为人们有效选择和利

用信息带来了诸多不便，加强特色数据库建设，开

展特色化服务将会更好地满足网络社会读者日益

个性化的需求。在文信息源建设中，应彻底转变

“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加强分工协调和特色

化建设，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在

特色数据库建设上，各高校图书馆经过长期的学科

建设，在自己的重点学科领域已显示出独特的优

信息来源。因此，高校图书馆要建设具有自我特色

的文献信息数据库，首先是要根据学校的重点学科

领域，结合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需求，重

点收藏、重点建设、优先投人那些专业性、学术性、

权威性的文献资源，逐步形成特色数据库。例如，

可建立本校的重点学科科研成果数据库、教师论文

数据库、研究生学位论文数据库，等等;其次，高校

图书馆在开发有自身特色的数据库时，还要引进全

球各种信息资源建立自己的特色数据库，应结合本

校的重点学科、文献资源特色优势，开发网上的特

色信息资源，以进一步形成自己的馆藏特色。可将

庞杂无序的网络资源进行选择、下载整合、浓缩，使

之有序地按照用户特定的需要进行组织，满足个性

化的读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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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成为各高校图书馆建设专业特色数据库的主要

        Discussiononintensifyinginformationresourcesconstruction

oflibrariesin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
              ZENGLi一hong

(Libra砂.Cho，gqingTechnology andBusinessUni优rsity.Chongqing400020.Ch汇。a

Abstract:Innewsituation，thebasisforpromotingservicequalityoflibrariesinhigherlearningin-

stitutionsistopromoteinformationresourcesconstructionlevel，itisveryimportanttofurthercon-

solidateinformationresourcesconstructionwhichisthebasicguaranteeanddirectdependenceforpro-

motingservicequalityandistheindextorneasureserviceIeveloftheIibraries.Basedonthis，from

theangleofinformationresourcesconstruction，theproblemsareanalyzedsuchasweakdisciplinema-

terialconstructionintheaspectofinformationresourcesconstructionandwithoutindividualizedinfor-

mationresources.Threecountermeasuresareheldsuchasstrengtheningdevelopmentofinformation

resourcescollectedinthelibraries，strengtheningcollectionandmanagementofnetworkinformation

resourcesandstrengtheningspecificdatabaseconstructionaccordingtothetwoproblems.

Keywords:librariesof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readerservice;informationresources;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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