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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与采编 







图书馆如何通过信息网络化的技术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在更加注重读者服务的现代图书馆中，如何提升新书

到馆速度来扩大图书馆影响力、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 

面临着多学科，多方向，多使用群体的数据分析 1               

2               

3 



① 为了达到精确采购的效果，在面临多样化需求过程中，需要对行业数据进行标

签化管理 

 

② 不断完善及丰富有特定代表意义的标签库，在定制化需求中能通过标签化的数

据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标签化管理 

1 
文史类 

2 
涉海类 

3 
少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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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每年出版40余万个品种，当年出版新书20余万种，而图书
馆每年的采购均量在2到5万个品种，其中既包含当年新书，也
包含往年的缺藏、补漏和追加副本。如何在这么庞大的数据基
数内，精准定位到本馆所需书籍，也是一直以来各图书馆的难
题。 
 



图书馆编目数据标准包罗万象，为了能加快到馆

速度，提高图书馆编目加工的效率，尽可能缩短

上架周期，实现一周到馆并流通的目标，都对批

量编目加工工具有着强烈的需求。 

※ 现行的大部分系统编目工具都是几十年工作
习惯和模式累积下来的，核心问题就是只能进行
单条数据处理而不能批量操作。 

批量编
目加工 

机器执行保
障准确性 

更高的效率 
和速度 

批量套路及
规则执行 

※ 各馆由于不同的本馆发展沿革，编目规则都
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在数据套录之
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编目制作工作需要完成，而
这一部分工作恰恰是消耗时间的。 
 





※  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上的需求及偏好，会逐步形成各馆独特的采购模型，作为后续采访工作总的指 

导意见，同时能帮组图书馆员在海量信息中，准确、快速的发掘与馆藏建设目标吻合的精准采购数据； 

专业读者需求 发现优势学科 

定制采购模型 

供应商评价体系 领域细分标签 

采购数据分析 学科分类对照 



※ 学科服务其本质是对学科需求的挖掘，通过馆藏现状的分析与学科分类体系的对应，发现差异化需求
并制定未来学科建设方向，同时面向专业读者及学科带头人的需求发掘，也会成为今后学科服务建设的
基本工作； 

基础数据 

需求挖掘 

学科分类体系 
馆藏差异化分析 

专业读者需求 
学科带头人建议 

学科排名及发展方
向  



※ 资源采购本身就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历史采购行为数据，从历史采购行为及读者行为数据中去发掘
更为真实的资源建设需求，结合优势学科的建立，通过学科分类体系、出版社学科优势、更具指向性的
专业读者数据以及供应商评价数据，让资源建设方向能与品种直接产生关系，为采购模型的建立提供客
观的数据支撑； 

采购行为分析 

出版社学科优势 

读者行为数据 

专业领域标签 

书籍评价 

供应商评价体系 



※ 学科资源建设除了建立采购行为偏好之外，还需要有专业的学科建设团队、经费等等条件，在资源
分布无法均衡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优势学科大馆的带动作用、学科建设优质数据的分享就显得尤其重要； 

学科建设大
馆带动作用 

学科资源分
布不均衡 

学科专业人
才紧俏 

软硬件设备投入
不足 



※ 采购模型的建立是资源建设方向的客观描述，能从技术层面让图书馆在资源采购方面更符合资源建设需求，
资源建设的核心依然是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图书馆正在经历“以图书管理为中心”到“以读者服务为
中心”的转变，就需要更多的与读者互动，了解读者需求；通过读者征订、读者荐购、荐购直邮、你选书我
买单等方式，拉近图书馆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能够切实参与到资源建设的过程中来； 





※ 通过对基础数据的共享，各馆编目规则的定制，机器自动完成对编目数据的二次加工，才能切实提
升在当下图书馆批量采购的背景下的编目执行效率，发挥区域联编的核心作用； 

可配置的数字化规则  纸质规则/编目经验 

批量套录批量执行 单条套录/单条加工 

自编自审/准确度低 

规则执行度不可控 

机器编目、人工审校 

统一标准严格执行 

   制定规则 批量套录 批量执行    人工审校 数据打包 



※ 批量编目加工工具，通过对图书馆编目规则的整理，以程序化的语言模拟编目行为并自动完成编目，将原有的
人工单条编目转变成批量的机器编目+人工审校的模式，可提供多种数据套录源的批量套录接口，也可完成馆藏地、
条码号、索书号的分配，根据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对索书号进行自动跟号，极大的提高馆藏编目的效率，从而实现
到馆新书一天上架的目标，让新书更快的与读者见面； 



※ 在批量编目加工工具的帮助下，编目数据的转换所需的时间及人工成本极大的降低，在区域数据共
享的编目体系下，则会更大程度的提升了编目效率； 





※ 通过探讨资源建设指数，模拟采购行为偏好，在标签化数据的驱动下，能通过高质量的算法推送， 
形成与资源建设指数相匹配的资源清单，采购行为更加智能与精准； 



※ 通过信息化工具，更多的拉近读者距离，更好的提供读者服务，在优势资源建设的同时也满足读者
的阅读需求，及时的掌握及了解读者动态，将图书馆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能方便更快捷更系统化有
落实到资源建设中来； 



         

※ 行业资源和各馆的优势不再是一个个孤

岛，而是以一个整体互联的模式，更好的互

通有无，用全行业的力量，帮助每一个图书

馆都能更全面的完成资源建设。各行各业学

者、专家的经验分享，成为行业资源建设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