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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广东省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现状进行调研，并对数字资源利用状况进

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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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图书馆也逐渐由

只收藏纸质图书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向纸质图书与数

字资源相结合的数字图书馆形态过渡。近几年，全

国高职院校图书馆都在大力建设数字资源，广东

地区的高职院校图书馆也不甘其后，有的高职院

校图书馆收藏的纸质图书总数与数字资源总数的

比例达到 1： 1，甚至数字资源收藏数量已超过

纸质图书，数量上的增长必然会带来质量上的提

高。但是，伴随着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数量

的与日俱增，经本课题组调研了解，这些数字资

源的利用率却不尽如人意。如何进一步改善图书

馆数字资源的利用状况，让数字资源能够更有质

量地为读者提供服务，成为摆在图书馆员面前需要

解决的重要问题。

1 广东地区部分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
资源建设状况调研

为了解广东地区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

总体情况，考虑到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最大特征是职

业性和实践性，作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广东地区不同

行业的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进行调查。这二十所高

职院校图书馆分别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顺

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图书馆、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

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图书馆、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司法警

官职业学院图书馆、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广东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图书馆、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行政

职业学院图书馆、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河

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广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和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

笔者采用的调查方式是通过访问这二十所高职院

校图书馆的网站，了解这些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建设的情况。

1.1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数字资

源总数情况

在这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中，购买5种以上数字

资源的图书馆有17所，占调查总数的85%，有1所高职

院校图书馆开通的数字资源的数量多达27种（其中读

秀和超星数量各算1种），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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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数字资源总数量情况
X=图书馆数；Y=开通数字资源种数

1.2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中文数

字资源数量情况

中文数字资源主要指中文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

例如“中国学术期刊网”、“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

等。在这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中，购买2种以上中文

数字资源的图书馆有17所，占调查总数的85%，有1所
高职院校图书的中文数字资源的数量甚至多达7种。可

见中文数字资源是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见图2所示。

图2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中文数字资源数量情况
X=图书馆数；Y=开通数字资源种数

1.3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外文数

字资源数量情况

外文数字资源主要指外语类数据库，例如

“Science Online”、“大英百科全书”、“新东方多

媒体学习库”等。在这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中，购

买2种及以上外文数字资源的图书馆有4所，占调查总

数的20%。从数量上看，图书馆购买外文数字资源的种

数要少于中文数字资源，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的读者

主要是大专学生，他们对科研的需求不明显，因此对

外文文献需求不多，见图3所示。

图3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外文数字资源数量情况
X=图书馆数；Y=开通数字资源种数

1.4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专题数

字资源数量情况

专题数字资源主要是依据各个院校的专业情况进

行采购的，例如“网上报告厅”、“软件通”、“公

元图片数据库”等。在这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中，

购买2种及以上专题数字资源的图书馆有13所，占调查

总数的65%，有1所高职院校图书开通的专题数字资源

数量多达17种。可以看出高职院校图书馆普遍比较重

视专题数字资源的建设，见图4所示。

图4 二十所高职院校图书馆开通专题数字资源数量情况
X=图书馆数；Y=开通数字资源种数

2 数字资源利用现状及分析

2.1 数字资源利用现状

总的来说，目前广东地区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

源建设的形势较好，各高职院校图书馆基本能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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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专业特色建设一定规模的综合类和专业类相结合

的数字资源版块。为了解广东地区高职院校图书馆数

字资源利用的具体情况，根据高职院校图书馆在读者

需求和服务功能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笔者以广东外

语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以下称“我院图书馆”）为

例，对其数字资源的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映广东地区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

现状。

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我院图书馆主页访问总

量为917904人次，其中各数字资源访问量情况如表1。

电子图书（超星电子图书） 9796 16857 72%

电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 10907 23026 111%

维普中文期刊 2842 6206 118%

光盘（博文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21225 115796 446%

《英语在线》辅助教学系统 21061 4497 -79%

网上报告厅 4096 7515 83%

软件通 713 2734 283%

公元集成教学图片数据库 1044 1495 43%

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1396 2128 52%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未正式开通 4124 100%

读秀知识库 1066 3021 183%

合计 74146 187399 153%

2010年度我院图书馆各类数字资源的访问量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升。访问量同比增长率最高的5种数字

资源分别是：“光盘（博文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软件通”、“读秀知识库”、“维普中文期刊”和

“中国学术期刊”。其中访问量较高的五种数字资源

分别是：“光盘（博文非书资料管理系统）” 、“中

国学术期刊”、“电子图书（超星电子图书）”、

“网上报告厅”和“维普中文期刊”。这五种数字资

源的日均访问量分别是：“317次”、“63次”、“46
次”、“21次”和“17次”。访问量较高的数据库主

要是综合类数字资源，这些资源适合我院各个专业读

者的需要，因此其读者群和需求量比较大，访问量也

比较高。特别是光盘资源库，由于该资源的主要内容

是图书馆随书附送光盘，读者在图书馆借到有附送光

盘的图书时，都需要在这个数据库上寻找光盘信息，

因此它的访问量就特别大。

2.2 数字资源利用状况分析

笔者在对广东地区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情况的调查中发现，高职院校图书馆普遍都购买了电

子图书和电子期刊。考虑到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作为

独立的资源个体，在内容上与纸质图书具有相似性，

并且它们没有副本量的限制，可以单独计算，因此，

笔者着重对我院读者利用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的情况

进行分析，并将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的利用情况与纸

质图书的利用情况进行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出高职院校目前数字资源的整体利用情况。

据表2统计，2009年度我院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总

数为243682册，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的访问总次数分

表1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访问量情况
（单位：人次；数据来源：我院图书馆网站后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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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9796人次和13749人次；2010年度我院图书馆纸质

图书借阅总数为220855册，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的访

问总次数分别为16857人次和29232人次。2009年度读

者总数为7849人，书库开放时间为255天；2010年度读

者总数为8293人，书库开放时间为241天；电子图书与

电子期刊每日均提供服务。下面我们以2010年度电子

图书、电子期刊与纸质图书借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见表2所示。

2010年度人均借阅次数 28.4 2.0 3.5

2010年度日均借阅次数 916.4 46.2 80.1

2010年度读者借阅总数 220855 16857 29232

读者借阅总数同比增长率 -9% 72% 113%

项目 纸质图书 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

表2 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与纸质图书借阅情况的对比

与2009年相比，我院纸质图书的借阅量略有下

降，而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访问量有大幅度的提

升，这说明在我院图书馆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下，通过

开展数字资源培训等一系列活动，读者对图书馆资源

的利用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图书，而是逐步接受和

习惯于利用数字资源。

虽然2010年度我院图书馆读者阅览电子图书、电

子期刊总次数的同比增长率分别高达72%和113%，但

是这个高增长率主要得益于2009年的相应指标基数比

较低。2009年度我院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率还处于

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就使得2010年读者借阅总数的增

幅在数值上看起来比较大。而从绝对数量上来看，电

子图书、电子期刊与纸质图书的差距还非常大。由表

2可以看出，从读者借阅总数上来看，2010年度我院图

书馆电子图书的读者阅览总次数只是纸质图书借阅总

数的7.7%，即使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加起来的读者阅

览总次数也只是纸质图书借阅总数的21.1%。从人均借

阅次数上来看，2010年度我院图书馆电子图书的人均

借阅次数只是纸质图书人均借阅次数的7%，加上电子

期刊的人均借阅次数，也只达到纸质图书人均借阅次

数的19.4%。从读者日均借阅次数上来看，2010年度我

院图书馆电子图书的日均借阅次数仅是纸质图书日均

借阅次数的5%，即使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加起来的日

均借阅次数也只是纸质图书日均借阅次数的13.8%。

通过对比我院图书馆数字资源与纸质图书的利用

状况可以看到，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状况

并不乐观，大多数高职院校图书馆普遍存在数字资源

建设热情高，利用率低的尴尬局面。虽然有很多高职

院校图书馆也开展了资源培训活动，但效果却不尽如

人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这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

的因素造成的。客观上高职院校的学生读者普遍信息

检索能力较弱，计算机应用水平不高，对资源的需求

也不像本科院校的学生那样强烈。主观上大多高职院

校图书馆采取的培训方式比较单一，难以引起学生浓

厚的兴趣；对图书馆馆员的培训不够深入，不能为读

者提供准确快捷的解答；数字资源建设完成后，后续

推广跟进的力度不够。

3 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一些提高数字资源利用

率的建议与对策，希望能为兄弟院校图书馆资源建设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3.1 及时总结，保留有效的数字资源推

广项目

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经过几年的发

展，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同时，图书馆对数字资源的

推广手段在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后，也逐渐形成了

一套较为有效的资源推广形式。当前高职院校图书馆

普遍采用的数字资源推广形式主要有：每一年或两年

举办一次图书馆宣传月活动、结合世界读书日开展的

主题活动、与各系部联系开展的走进系部活动、面对

各班学生代表和图学委的读者召开座谈会、数字资源

宣传推广周活动、新生图书馆知识培训、开展信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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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课程等。图书馆通过这些活动向读者推广数字资

源，并介绍数字资源的使用方法，使高职院校图书馆

所购买的数字资源能更好地满足读者阅读、教学和科

研的需要，对宣传和推广数字资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

用。应该及时总结这些宣传推广模式，保留有效的数

字资源推广项目作为图书馆常规工作。

3.2 扩大影响，印发免费资料宣传数字

资源

为了使更多读者利用好馆藏资源，图书馆还需要

有针对性地对本馆新增加的数字资源作积极的宣传。

图书馆可以印制一些免费索取的小册子，介绍馆内的

数字资源的内容和使用方法，摆放在图书馆入口处。

还可以在校园宣传栏申请一个图书馆专用的进行宣

传，从不同角度宣传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3.3 不拘一格，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针对

性的读者培训

高职院校的学生读者普遍信息检索能力较弱。开

展读者培训不仅可以最大限度促使数字资源利用率的

提高，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读者的信息素质。读者培

训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除了在图书馆的一些主题活

动中嵌入数字资源培训讲座外，还可以采取其他针对

性的培训方式。比如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网站

这个平台，建立网上培训课程，内容涉及数字资源的

检索技巧等。网络培训课程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并可反复学习，是读者培训的重要发展趋势。再比如

举办每周一小时讲座；在新生讲座中加大介绍数字资

源的比重；分系部有针对性地开展数字资源讲座（例

如在音乐系主要着重介绍音乐类数字资源）；结合主

题班会活动开展数字资源讲座等。由图书馆馆员亲自

示范如何对各种数字资源进行查找、浏览和利用，对

有需要帮助的读者可以一对一进行辅导，使他们能真

正享受到数字化图书馆所带来的极大便利。

3.4 积极争取，联系系部开设检索课程

高职院校学生普遍是大专层次学生，他们比综

合性大学学生年龄偏小，计算机应用水平也稍弱。许

多读者面对种类繁多的数字资源，往往手足无措，真

正能利用好数字资源的读者不多。通过信息检索课程

可以向学生们传授检索资源的一般方法与技巧，是提

高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率的有力措施。根据作者的了

解，目前虽然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信息检索课程，

但是这些信息检索课程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学

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各高职院校需

要进一步提高对信息检索课程的重视程度，加强与系

部的联系，力争各系部将该门课程定位为限选课程或

通用必修课程。

3.5 通力合作，加强馆员培训保证读者

咨询

高职院校图书馆由于底子薄，财力不足，人力也有

限，很多情况下，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数字资源容易，

却难以做好与数字资源相关的读者咨询工作，这使得图

书馆读者在使用数字资源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找谁

询问。读者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慢慢也

就失去了使用数字资源的兴趣。因此，应开展多种形式

的读者咨询（例如实时咨询QQ、图书馆BBS、读者咨询

值班岗等方式），尽量做到读者对可以采取的咨询方式

人尽皆知。同时数字资源咨询工作不能只依靠一个或两

个人，图书馆要加强对图书馆馆员的培训教育，使得每

个图书馆员都能参与到读者咨询工作中去。

3.6 注重实效，常做读者调查进行资源

评估

高职院校图书馆资源采购部门往往会出现对资

源信息掌握不足，从而使大量出版信息脱离的现象；

同时采购人员也因为受到专业的限制，采购的数字资

源不尽合理。为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数字资源建设的

针对性，最好的办法是做读者调查，将读者的想法及

意见及时反馈给资源采访部门和技术部门，适时调整

馆藏，使更多的读者能找到真正所需要的数字资源。

读者调查既可以解决图书馆面临的资源评估问题，也

让读者通过回答调查问卷了解图书馆有些什么数字资

源，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4 结束语

提高高职院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率不可能

57



http: // www.dlf.net.cn

2011年第7期（总第86期）

资源建设

一蹴而就，需要高职院校图书馆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高职院校图书馆要克服自身不足，努力降低人力、物

力、财力等因素的影响，借鉴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成

功经验，根据高职院校的实际，逐步引进优质数字资

源，并改进我国高职院校数字资源的推广方式，争取

多种方法并用，并不断争取条件付诸实施，切实考虑

读者的需要，最终使图书馆购买的数字资源得到最大

限度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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