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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 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础 

• 图书馆的资源都是有用的 

 只有未用的资源，没有无用的资源 

 资源需要长期积累 

• “所有”与“所用”并重 

 “所有”已不能满足数字时代读者的文献信息需求 

 “所用”不可能作为数字时代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的唯一手段，
甚至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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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对传统纸质文献采访的挑战 

 

• 信息资源变化：数量剧增、内容丰富、失控无序 

• 信息载体结构的多样化           图书馆资源结构变化 

• 信息传递方式变化          用户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化  

• 信息表达形式变化            读者阅读习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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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瓶颈 

• 经费、关税、汇率、书刊价格的自然涨幅  

• 《公共图书馆法》颁行后，配套的法规、细则，如文献交
存细则、文献处置条例迟迟没有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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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纸质文献与数字化文献的选择 

• 前提：图书馆的定位 

– 国家总书库 

– 履行国内外图书文献收藏和保护的职责  

• 读者需求导向 

• 遵循馆藏历史，维护重点资源、特色资源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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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纸质文献与数字化文献的选择 

• 成本效益原则 

– 要考虑数字化文献与印刷型文献的价格比； 

– 对订购印刷型期刊与利用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的价格进行比
较。 

• 信息安全与长期保存的问题 

• 利用率问题 

• 固定资产管理问题  

• 其他需考虑的因素：远程访问、元数据  

2019/9/3 12 



2.1 纸质文献与数字化文献的选择 

• 纸质文献与数字化文献可以优势互补，相辅相成 

• 根据本馆的性质与服务任务、读者的实际需要、本馆的馆藏基础和技
术设备条件等因素，设计科学合理的馆藏文献资源结构，兼顾“拥有
”和“存取”，兼顾印刷型文献和数字化文献的购买。 

• 国家图书馆的选择 

 图书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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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 进一步增强中文文献的国家保障 

• 选择性地入藏国外重要文献 

– 地理范围：全球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远近。重点是周边国家和地
区。 

– 学科全面：除了军事、地质、医、农等与其他图书馆协调的的少
数学科外，其他所有学科都要覆盖。 

– 语言全面：各种语言都是入藏对象。重点是各大语种。 

– 类型全面：研究型、学术类为主，辅以实践、应用类的图书，少
量大众娱乐类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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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元化资源的协调建设 

建立多载体互补+异质保存的体系 

• 数字资源 

– 优点：使用便利，节省空间，功能强大  

– 缺点：长期保存问题，易受环境影响，安全性差 

• 缩微文献 

– 优点：内容独特，高容量，保存期长，安全性强  

– 缺点：阅读器较贵、使用不便、无链接及参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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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特色资源建设 

• 实体文献：结合馆藏实际建设特色资源库 

– 分析现有学科的特点，在保持学科完整性的基础上，围绕热点问
题、国家重大关切问题选择创新性选题和特藏资源专题库建设，
如“一带一路”国家文献战略保障体系建设， 

– 策划热门专题选题：一带一路专题、中国学专题、亚洲及中国法
专题、图书馆学专题、核专题、地质专题、医学农业专题；非洲
出版物专题；地图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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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特色资源建设 

• 国图公开课 

• 中国记忆 

• 馆藏特藏资源 

• 网络政府公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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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 
 
•资源挖掘： 

词表的语义转换：中分表的SKOS模型 
非结构化数据的挖掘：视频资源关联数据 
数字化家谱的标引与本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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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语义检索、语义关联、知识可视化和知识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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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文献采访工作 

• 建立多面向、立体的馆藏体系： 

• 即涵盖实体资源、数字资源、网络资源和活态记忆

资源及其他新媒体资源的现代馆藏体系 

• 不断完善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的协调互补，使馆藏

资源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合理。 

总结 



THANK  YOU 
 

zhangv@nl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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