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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

现状及对策*

摘要：在信息社会，电子文献资源对高校图书馆建设、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各高校

图书馆应该更加重视电子文献资源的建设。通过对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情况进行调查，掌握了

本地区电子文献资源的分布情况，分析了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希望为本地区高校图书

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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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文献资源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

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新兴事物，对电子文献资源

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组织，从不同的角度给出

了不相同的定义，例如：黎刚在论文中给电子文献资源

的定义为：“电子文献资源是以社会信息化为基础的，

是用电子数据的形式把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

形式的信息存放在光、磁等存储介质中，并通过计算机

或网络通信等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新型媒体工具，包

括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电子报纸以及各种数据库等，

从载体形式看又包括电子出版物、光盘出版物、声像资

料三种。”[1]随时间的发展，由于人们对电子文献资源

的认识不断加深，人们对电子文献资源的定义就会不一

样，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电子文献资源的定义也

会不同。人们对电子文献资源的定义非常多，每个定义

都有其合理性，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定义。虽然大家对电

子文献资源没有统一的认识，但电子文献资源本身的特

性，满足了广大师生的信息需求，保障了教学与科研的

需要，是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方向，所以各

高校图书馆都非常重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为了解重庆

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现状，本文通过访问各

高校图书馆主页、电话咨询等方式，对各高校图书馆电

子文献资源进行调查，掌握了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

献建设的总体状况和电子文献资源的分布现状。我们

期望从重庆地区电子文献资源建设现状中发现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从而促进本地区电子文献资源建设更好

的发展，最终实现本地区电子文献资源的共建、共知、

共享[2]。

2 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现
状

重庆共有高校67所，其中本科院校22所（公办15
所、民办独立学院7所）、高职专科院校37所（公办22
所、民办15所）、军校3所、成人高校5所。本文于2012年
8月15日-9月8日对67所高校图书馆进行调查，共调查出

41所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情况，其余的26所
高校中，13所高校图书馆网站无法打开，13所高校图书

馆无法找到图书馆链接。本文对重庆41所高校电子文

献资源建设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

资源建设情况，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取得很大的进步，在

所调查的图书馆中，有5所高校数据库超过了50个，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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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重庆高校图书馆中外文电子文献资源数据库采购（单位：个）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重庆民生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序号 学校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第三军医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序号 学校 级别 中文 外文 总数 级别 中文 外文 总数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民本

民本

民本

民本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80

41

36

40

37

32

34

29

15

21

16

7

4

6

14

5

3

12

9

7

5

76

44

20

10

13

16

10

13

16

7

0

1

0

0

0

1

0

2

0

0

1

156

85

56

50

50

48

44

42

31

28

16

8

4

6

14

6

3

14

9

7

6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民专

民专

民专

民专

民专

民专

民专

民专

5

4

5

4

4

3

2

2

0

1

1

1

6

5

1

3

1

1

1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5

5

4

4

4

2

2

0

1

1

1

6

5

1

3

1

1

1

0

注：表中中文指中文数据库，外文指外文数据库。

所高校拥有30到50个数据库，特别是重庆大学和西南

大学，数据库数目分别是156和85个，其电子文献资源

量非常丰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大量的

高校图书馆拥有的数据库数量非常少，有9所高校只有1
到2个数据库，数据库数量在10个以下的有25所高校，占

到所调查高校的62%。这些数据说明，重庆地区部分高

校，由于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发

展迅速，而一定数量的高校图书馆却发展缓慢。

2.1 重庆高校图书馆中文电子资源建设现状

从表1可以看出，重庆高校图书馆中文数据库采购

的数量比较多，50个数据库以上的高校有1所，即重庆

大学。30-50个数据库的高校有6所，占所调查高校的

14.6%，10-30个的有6所高校，占所调查高校的14.6%，

10个以下的有28所，占所调查高校的68.3%。从统计中

可以看出，电子文献资源特别丰富的图书馆只有重庆大

学图书馆一家，比较丰富的图书馆所占比例也不高，而

大多数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都非常匮乏，馆藏资源差距

非常大。在表2中，我们统计了本科院校与大专院校中

文电子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情况，其中17所本科院校

拥有420个中文数据库，平均每所高校拥有24.7个中文

数据库，而24所大专院校只拥有80个中文数据库，平均

每所高校只拥有3.3个中文数据库。在表3中我们统计了

重庆公办与民办高校中文数据库建设情况，从表中我

们可以看到29所公办高校拥有454个中文数据库，平均

为15.7，而12所民办高校只拥有46个中文数据库，平均

只有3.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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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庆高校图书馆本科与大专中外文数据库

引进统计表（单位：个）

外文
平均数

13.3

0.2

中文
平均数

24.7

3.3

外文
总数

227

5

中文
总数

420

80

学校
总数

17

24

调查项

级别

本科

大专

表3  重庆高校图书馆公办与民办中外文数据库

引进统计表（单位：个）

外文
平均数

8.0

0.04

中文
平均数

15.7

3.8

外文
总数

231

1

中文
总数

454

46

学校
总数

29

12

调查项

级别

公办

民办

2.2 重庆高校图书馆外文电子资源建设现状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重庆地区高校图书馆外文电

子文献资源建设的具体情况，其中重庆大学与西南大

学采购外文数据库分别为76个和44个，其资源拥有量

非常丰富；采购外文数据库数量为10-20个的高校有7
所，1-10个的高校有7所，其他的25所高校没有外文数据

库，没有外文数据库的高校占所调查高校的61%。从表

2可以看出17所本科院校共有227个外文数据库，平均拥

有24.7个，24所大专院校共有5个外文数据库，其外文平

均拥有量为0.2个。从表3可以看出29所公办高校共拥有

231个外文数据库，平均拥有量为8.0个，12所民办院校

共有外文数据库1个，平均拥有量为0.04个。

2.3 重庆高校图书馆自建电子文献资源建设

现状

重庆高校图书馆共自建数据库37个，包括西南政

法大学专利信息数据库，重庆医科大学临床检验诊断

学知识平台、人文社会科学信息门户，重庆师范大学的

文艺学市级重点学科、动物生物学重点试验室、特殊教

育数据库、激光研究数据库等11个数据库。而其他的自

建数据库大多为自建的本校学位论文数据库和光盘数

据库。

2.4 重庆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有一定程

度的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对于有一定经济实力、办学规模较

大、人力资源丰富的重点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丰富的馆

藏，且采购了较多的专业特色数据库。一般本科院校也

根据本学校实际情况进行了特色馆藏建设。重庆科技

学院的石油专业是学校的重点专业，所以该校采购了中

国石油文献数据库、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SPE）会议

论文、国外石油文献文摘数据库、重庆邮电大学通信行

业标准全文数据库，重庆医科大学及第三军医大学采

购了大量的医学数据库。可以说馆藏特色化有了一定程

度的发展。

3 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存在的
问题

3.1 资源建设不平衡

重庆高校数据资源建设非常不平衡，以重庆大学

和西南大学为首的本科高校拥有大量的数据库，而数

量众多的大专院校平均只拥有3.3个，外文数据库只有

0.2个，可以说几乎没有；公办院校平均拥有中文数据库

15.8个，外文数据库8.0个，而民办院校只有3.8个和0.04
个，外文数据库也几乎没有。重庆大学一所高校的数据

占有量几乎是所有专科院校数据库总和的2倍，由此可

以看出各高校之间数据库拥有量差距悬殊。对于民办

院校或大专院校来说，少量的电子文献资源无法保证

学校正常的科研与教学的需要，阻碍了学校的发展。

3.2 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同化

现象严重，“千馆一面”，覆盖面不广

在表4中，我们统计了重庆高校电子文献资源的采

购情况，我们列出了重庆建设排名前10位的中外文数据

库，我们发现有些中外文数据库重复率非常高，例如超

星图书被采购25次，维普期刊被采购24次，CNKI期刊

被采购23次。外文数据库中，ACS数据库被采购了8次，

EBSCO Reserch Database被采购了8次，SpringerLink
被采购了7次。重庆高校各自为政，没有从长远发展考

虑，缺少规划与统筹，对市场状况和用户需求缺乏深入

调研，盲目跟风，买进一些内容大致相同的数据库，对

电子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缺乏整体观念、形成了“大而

全”、“小而全”、“千馆一面”，特色馆藏并不突出，文

献收藏重复与残缺不齐的现象较为严重。其原因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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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重庆高校图书馆中外文数据库重复采购统计表（单位：个）

中文数据库 重复数

超星图书

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

万方中国数字化期刊群

读秀学术搜索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

国研网

书生之家全文图书

EPS

25

24

23

13

13

11

11

11

10

10

外文数据库 重复数

百链外文学术搜索

ACS

EBSCO Research Database

SpringerLink

金图国际外文数字图书馆

博图外文数字图书

Emerald

SpecialSciDBS

EI（Engineering Index）

PQDD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8

8

8

7

6

4

4

3

3

3

馆际合作意识和整体化建设意识不强所致单一的馆

藏结构。面对信息量大、服务方便快捷的信息门户，

图书馆以自身馆藏丰富性服务于读者的优势正在弱

化，在这样的背景上，图书馆馆藏资源走特色化建设

就非常有必要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不能单单从图书

馆的馆藏规模和广度来衡量，而是以它能为读者提供

的服务能力为标准，这就要求图书馆应该放弃求大求

全的心理，努力提升本馆自身资源的优势，形成特色、

亮点，构建别具一格的特色馆藏。如果每个高校图书馆

都能构建符合自身情况的特色馆藏，本地区电子资源的

覆盖面也会更广泛，同时也会提升本地区电子文献资源

保障能力。

3.3 自建数据库少，质量不高，没有统一的

标准

从统计数据来看，重庆市高校图书馆自建电子文献

资源非常少，总数量为37个，但除去各馆自建的随书光

盘和学位论文系统，具有本馆特色的自建资源非常少，

信息资源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滞后，建设速度

缓慢，多数高校图书馆未对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引起足

够重视，并且图书馆在建设电子文献资源的时候所采用

的平台与各种标准并不一致，为后来的信息资源的整合

与共享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4 重庆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对
策

4.1 电子文献资源建设

（1）重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

重庆部分本科高校及大部分大专院校，电子文献

资源数据库的数量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大专院校，电子

文献资源数量非常少，所以这些高校必须重视电子文

献资源对学校的支持作用，加强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只

有各个高校拥有比较多的电子文献资源，后期的电子文

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才有意义，如果资源非常匮乏，其

整合与共享也只能是“无米之炊”。

（2）减少重复建设，构建特色馆藏

高校在采购数据库时，应在深入了解本校的专业

结构和未来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掌握学校教学、科研

对电子文献资源的需求，结合本校用户的实际需求情

况，购进使用量较多的数据库，停止订购对本校教学和科

研作用较小的数据库，引进适合本校发展的数据库。在

采购之后要对资源的使用情况、内容更新速度、检索系

统及功能、以往用户对其评价、价值与成本核算、售后

服务以及系统存储功能等进行评估，从而构建适合本

校发展的特色馆藏，尽量避免各高校资源采购的同化

现象。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任何图书馆单一的采购方式

都无法完全满足自身的需要，只有区域内各高校合作，建

立起多元化、分层次的资源购置体系，才能促进各馆个

性化、特色化的发展，才能满足信息资源需求异性化的

需求，也才能提升本地区电子文献资源的可获取性和区

域文献保障能力，同时才能减少资源浪费[2]。

（3）加强资源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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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高校要做到电子文献资源采购完全不

重复是不现实的，对重复率较高的电子文献资源，图书

馆应该参加资源集团采购。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
等都在组织电子文献资源的集团采购。重庆地区高校

图书馆也可以组织本区域电子文献资源的集团采购。

通过集团采购，第一，可以降低采购成本，节约谈判时

间，提高采购效率。第二，可以获得良好的售后服务和

技术支持。各成员馆可根据自身需要，要求资源提供商

修改并完善检索系统和统计功能，提供检索指南，单独

设计读者习惯的检索界面。第三，联合各高校力量敦促

数据库商帮助解决电子文献资源长期保存问题。例如

SpringerLink数据库以前是不建立本地镜像的，通过集

团采购，国内高校可以建立本地镜像，打破数据商对资

源的垄断地位[3]。

4.2 加强电子文献资源整合

在加强本地区电子文献资源建设的同时，必须对本

地区电子文献资源进行整合。由于不同的电子文献资源

各自独立的数据库结构和检索发布系统造成了“信息

孤岛”，各数据库既相对孤立又交叉重复，给用户使用

数据库带来极大的不方便，大大降低了资源的有效利

用率。用户希望通过一次性检索实现对所有数据的访

问，我们称之为“一站式检索”，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

们必须通过相关技术对各相对独立资源系统中的数据

内容、功能结构及其互动关系进行类聚和重组，重新结

合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效能更好、效率更

高的新的电子文献资源体系。也只有通过整合，才能

使用户快速发现本地区哪些馆收藏所需要的电子文

献资源，通过馆际互借实现自身需求，所以说整合直

接关系到资源是否能被高效利用[4]。也只有通过整合才

能减少资源浪费。以各校自建随书光盘为例，重庆地区

数十家图书馆都自建本馆的随书光盘系统，各馆都要

采购软件及硬件，同时加工的随书光盘重复率也非常

高，其费用也非常高，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例如

重庆科技学院，其自建随书光盘资源已有1.5T。随着

光盘资源的增多，其存储空间日益枯竭，对其进行整

合势在必行。

4.3 加强电子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加强图书馆之间电子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是图书

馆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共建，才能逐步改变大而

全、小而全的建设模式，通过紧密协作，在互惠互利的

基础上制定高校电子文献资源建设的整体目标[5]。在重

庆地区，电子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发

展，图书馆联盟也不断发展，重庆市高校数字图书馆目

前拥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成员馆23
所，致力于推动本地区资源共建共享，取得一定成绩，但

距离用户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在加强本地区资源建设

及资源整合之后，要实现电子文献资源的共享，本地区

可以构建文献传递系统，实现文献自动或者人工的传

递，从而达到信息资源的真正共享。因此，重庆地区图

书馆联盟仍要加大力度，实现本地区资源丰富化、各馆

资源建设特色化、系统平台智能化，提升本地区电子文

献资源的“可知”能力和“可获取”能力[6]。

5 结语

重庆地区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我们

也要看到电子文献资源分布具有不平衡性、不合理性。

只有各馆重视电子文献资源建设，参与本地区电子文献

资源共建、整合及共享活动，才能使本地区电子文献资

源更加丰富，更具特色，才能提升本地区电子文献资源

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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