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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42份我国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规划文本中的信息资

源建设策略进行建设定位、建设内容、建设目标值分析，发现各公共图书馆普遍能将自身定位为文献信息资源保

障中心，关注各类信息资源的建设，尤其是数字资源建设，以及资源建设方式、资源购置经费等问题，较大部分公

共图书馆已通过设置建设目标值测量信息资源建设策略落实情况。“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策

略中可关注信息资源建设对“知识中心”“学习中心”建设的支撑作用、版权等与数字资源建设相关的法律问题、数

字资源质量、经费分配、用户调查、馆藏评估等内容，明确建设目标值指标的内涵和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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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技术赋能视阈下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编号：18CTQ006）资助。

作为“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

阅及相关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1]，信息资源是公共图

书馆履行职责和开展服务的基础。在我国，信息资源建

设不仅被视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往往是图书馆战略规划的一个关键

组成部分[2]。柯平等[3]认为通过战略规划推动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是国际公共图书馆界的重要经验，实践证

明，发展规划是我国各级政府管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三大手段之一，对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从文本整体结构和内容角度

对国内外图书馆战略规划进行介绍和分析的文献较

多，尽管对信息资源方面的内容多有涉及，但总体上比

较有限。姜晓曦等[4]对国外9所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战略

规划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公共图书馆印本资源和电子资

源并重建设、共同保存，并与其他组织合作进行长期保

存；资源内容广泛；资源获取渠道主要有购买、交换、

接受捐赠、共享、免费获取等；不够重视与资源建设相

关的法律问题。江洪等[5]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世界范围

内4类35家图书馆的战略规划文本进行分析发现，这些

图书馆资源类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断丰富资源获取

渠道和资源数字化对象、完善资源长期保存措施，而财

政缩紧对资源引进方式产生了影响。张黎等[6]采用文本

分析法从资源、服务、技术、教育、人员5个维度对国外

20所高校图书馆的战略规划资源建设及相关内容进行

分析，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通过加速数字资源建设、为

教学科研发展提供支撑等方式加强自身的资源建设。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四五”规

划编制之年，本文以我国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为

切入点，专门研究其中的信息资源建设策略，进而发现

我国公共图书馆近五年信息资源建设的定位、内容、目

标等方面的特点，概括各公共图书馆“十三五”时期信

息资源建设的重点，可以丰富我国公共图书馆资源建

设策略研究。笔者发现，由于长期以来对用户信息需求

图书馆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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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套路化，客观来讲，现有的信息资源战略规划呈

现出相对简单化的趋势。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进

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和评估公共图书馆“十三五”

时期发展状况奠定研究基础，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制定

“十四五”规划及“十四五”时期信息资源建设策略提

供参考，推动相应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深入构建。

1  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42份我国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为

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中的信息资源建设策略

进行研究。

1.1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通过一系列程序对文本进行有

效推论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可以用于揭示机构的

关切点[7]。本文旨在通过对选取的公共图书馆“十三五”

规划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和推论，揭示我国公共图书馆

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关注重点。可见，采用内容分析法

与本文研究的问题较为契合。

1.2  研究样本

笔者选取了《图书馆行业中长期战略规划选编：

“十三五”时期（上）》与《图书馆行业中长期战略规

划选编：“十三五”时期（中）》收录的42份我国副省级

以上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作为研究样本。此外，

《广州图书馆2016—2020年发展规划》中的“广州图

书馆2016—2020年发展规划指标体系”未收录在《图

书馆行业中长期战略规划选编：“十三五”时期（中）》

中，但该指标体系是广州图书馆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且与本文研究内容关系密切，因此将该指标体系也作为

研究文本。这些规划于2015—2017年先后发布，实施

期为2016—2020年。参照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

书馆评估中必备条件评估标准的区域划分方法，将选

取的“十三五”规划所属的公共图书馆按东部、中部、

西部划分（见表1）。可见，这些规划样本来源已基本覆

盖我国各地区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样本有一定的

代表性。

1.3  分析框架

通过对42份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文本中的信

息资源建设策略内容进行整理和初步分析，确定分析所

采用的框架（见表2）。主要将“十三五”规划中的信息

资源建设策略相关内容分为建设定位、建设内容、建设

目标值3个方面进行梳理，同时记录规划的基本概况。

表2 “十三五”规划中信息资源建设相关内容分析框架

建设定位

文本内容分类 具体陈述

建设内容

建设目标值

……

……

……

……

……

……

……

……

……

……

文献信息保障中心

资源类型

资源建设方式

经费保障

调查与评估机制

各类信息资源建设

资源数字化

入藏完整率

资源购置经费

用户调查

发展规划

名称

级别（省级/
副省级）

区域（东部/
中部/西部）

发布时间

2  研究结果

根据分析框架，对42份“十三五”规划文本中的信

息资源建设策略相关内容进行建设定位、建设内容、建

设目标值分析，发现各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

特点。

2.1  建设定位分析

在42份规划中，有41份有关于信息资源建设定位的

相关陈述。虽然各个公共图书馆的陈述不尽相同，但总

体可以概括为“文献信息保障中心”（见表3）。其中，

宁波市图书馆将“建成宁波地区文献保障中心”[8]作

表1  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来源统计

省级

副省级

9

9

9

3

10

2

28

14

图书馆级别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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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目标，成都市图书馆将“城市文献信息中心”[9]

作为功能定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将“建设广东总书

库”作为重点任务[10]。可见，各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能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整个文献信息保障体系中的重要

地位，自觉地将自身资源建设准确地定位为文献信息

保障中心。

此外，在内容分析过程中，还发现有一些公共图书

馆将“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作为发展使命，如广州图

书馆将“终身学习中心”作为其六大使命之一，致力于

为公众终身学习提供信息资源[11]；长春市图书馆将“市

民终身学习中心”作为其五大使命之一，旨在为公众提

供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的信息资源[12]；大连市图书馆将

“知识中心”作为其三大使命之一，旨在收集、保存和

传播知识[13]。可见，这些使命的实现，不仅需要文献信

息保障作为基础，更要作为核心。

2.2  建设内容分析

选取的42份“十三五”规划中，关于信息资源建设

策略的内容陈述大致可分为资源类型、资源建设方式、

经费保障、调查与评估机制4个方面。统计分析时，同一

份规划中，对同一具体建设内容的陈述，按一次计算。

如同一份规划中，在专题文献建设的陈述中，罗列了各

种不同的专题，专题文献建设的陈述次数计为一次。根

据统计分析，这4个方面的建设内容被累计陈述了360次
（见表4）。

表4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内容陈述

资源类型

资源建设方式

经费保障

调查与评估机制

数字资源（35）、专题文献（34）、地方文献（30）、纸质文献（19）、古籍（4）、视听资料（4）、多语种文献（3）

征集（24）、图书馆采购（23）、数字化（18）、交存（17）、资源共建共享（14）、交换（14）、受赠（14）、

图书馆自建（13）、读者决策采购（11）、复制（9）、多平台多终端建设（8）、缺藏补藏（8）、剔旧（5）、

竞拍（4）、协同采购（3）、备份（2）、用户自制（1）

数字资源购置经费占总资源购置经费的比例（9）、资源购置经费分配（7）、争取资源购置经费

每年持续增长（5）、某类资源专项购置经费（1）

评估机制（12）、调查反馈机制（9）

129

188

22

21

建设内容 具体陈述（次数） 累计陈述次数

（1）资源类型。资源类型的陈述可分为数字资源、

专题文献、地方文献等7个方面。其中数字资源累计陈

述35次，主要涉及电子图书、数据库、网络资源等，如杭

州市图书馆设立电子图书、自建数据库建设目标值[14]；

浙江省图书馆“加强原生数字资源建设”[15]；重庆图书

馆“启动网络信息资源采集与保存”[16]；安徽省图书馆

“建设重心从偏重纸质资源向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并

重、传统数字资源与原生数字资源并重”转变[17]。各图

书馆普遍重视数字资源的建设，除电子图书、数据库等

传统数字资源的建设外，部分图书馆也开始重视网络资

源等原生数字资源的建设。专题文献累计陈述34次，涉

及考试资料、音乐、老照片、重点学科、科技、纪录片、

电影、地方产业等专题，如广州图书馆注重收藏职业资

格考试相关文献，拓展收藏音乐等资料，并将纪录片、

电影、微电影、口述史等影像资料作为新的资源类型进

行建设[11]。地方文献累计陈述30次，如上海图书馆（上

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在建设地方文献时注重家谱、

碑帖、年鉴、地方志、历史史料等特色馆藏建设[18]。

（2）资源建设方式。资源建设方式的陈述可分为

征集、图书馆采购、数字化等17个方面，可见各馆积极

表3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定位陈述

文献信息

保障中心

信息资源保障中心、文献信息中心、文献保障中心、信息资源保障中心、

信息资源的重要基地、区域信息资源与服务保障中心、区域文献资源的

集成中心、区域性文献保障体系、文献信息资源总库、文献信息资源

保障、总书库、文献信息资源收藏与开发利用中心、文献存藏总库等

17 12 12 41

建设定位 具体陈述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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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资源建设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读者决策采

购、竞拍、用户自制等方式得到图书馆的关注。如湖南

省图书馆探索建立基于PDA的读者决策采选模式[19]，

长春市图书馆在补充和完善特色馆藏时采用交换、赠

予、拍卖等方式[12]，辽宁省图书馆重视并鼓励用户上传

自制资源[20]。

（3）经费保障。经费保障的陈述可分为数字资源

购置经费占总资源购置经费的比例、资源购置经费分配

等4个方面，如福建省图书馆力争在规划期内逐步将数

字资源与纸质资源的经费结构比调整到4:6[21]。

（4）调查与评估机制。调查与评估机制的陈述可

分为评估机制和调查反馈机制两个方面，其中评估机

制包括馆藏评估制度、馆藏评估体系、数字资源评估

指标体系、第三方评估等；调查反馈机制包括资源采

购专家咨询制度、用户需求反馈、用户行为收集与统计

分析等。

2.3  建设目标值分析

设置目标值有利于图书馆通过量化目标的设置推

动发展规划实施，获得相关支持，也可以作为规划实施

效果的评估依据。在统计分析中，对表述相近，但单位

不一致的指标作为不同指标计算，如地方文献藏书（万

种）、地方文献藏书（万册）计为两个指标。据统计，在

42份规划中，有29份规划设置了信息资源建设的目标

值，共涉及84个具体目标值指标（见表5）。各类信息资

源建设、入藏完整率和资源购置经费的目标值指标数

量分列前三位。

表5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目标值设置情况

各类信息资源建设

入藏完整率

资源购置经费

资源数字化

用户调查

包括总藏量、人均藏量、新增藏量、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视听资料、专题文献、数字资源等

包括省级/地市级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非公开发行的期刊、中文图书品种、中文期刊、省级以上党报等

包括总资源购置经费、纸质资源购置经费、数字资源购置经费、数字资源购置经费占总资源购置经费的

比例、经费增长率、地方文献购置费、专题文献购置费等

古籍、民国文献、特色文献、缩微胶卷等

用户对馆藏的满意度

55

12

10

6

1

建设内容 具体指标 指标总数/个

（1）各类信息资源建设。各类信息资源建设的目

标值指标共有55个，绝对值指标居多，有馆藏量总量

（万册件）、电子图书（万册）等；均值指标次之，有人

均藏书量（册件）、年人均新增馆藏量（册件）等；相对

值指标最少，有少儿图书年入藏占比（%）、外文原版

纸质期刊的比例（%）等。最常设的指标是数字资源总

量（TB），有6个公共图书馆设置了该指标，目标值方

面宁波市图书馆为大于100TB[8]，长春市图书馆、杭州

图书馆均为大于120TB[12,14]，陕西省图书馆为不少于

150TB[22]，重庆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均为300TB[16,23]。

与数字资源相关的目标值指标主要以数字资源的总容

量作为测度指标，从整体上衡量公共图书馆拥有的数

字资源量，很少有以数字资源的品种、类型等作为衡量

标准的目标值指标，如杭州市图书馆设置了自建数据库

（个）目标值指标[14]、河北省图书馆设置了新建地方特

色数据库（个）目标值指标[24]。

（2）入藏完整率。入藏完整率的目标值指标共有

12个，涉及地市级公开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的入藏

完整率等细化指标，其中地市公开发行的期刊入藏率

（%）是最常设的指标，有3个公共图书馆设置了该指

标，目标值均为100%。对于入藏完整率主要关注的是交

存制度要求的视角，而且是对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期

刊的入藏完整程度的衡量，不包含非公开出版发行的

文献（如灰色文献）。此外，浙江省图书馆还设置了中文

图书品种达到当年出版新品的比例（%）[15]这种从馆藏

信息资源整体视角考量入藏完整率的目标值指标。

（3）资源购置经费。资源购置经费的目标值指标

共有10个，涉及总资源购置经费、经费增长率等细化指

标，各类资源经费的分配是各公共图书馆关注的重点。

其中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的占比更是重中之重，数字资源

购置经费占总资源购置经费的比例（%）为最常设的指

标，有12个公共图书馆设置了该指标，目标值范围介于

20%~50%。各公共图书馆该指标的目标值存在较大差

异，目标值极差达到30%。如深圳图书馆计划数字资源

经费投入占比不低于20%[25]，而陕西省图书馆计划将

数字资源购置费在全馆文献总体购置费中的占比提升

至50%[22]。厦门市图书馆还设置了年均地方文献购置费

（万元）、年均华人华侨专题文献购置费（万元）两个

基于“十三五”规划的我国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趋势研究谢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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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购置经费指标[26]。

（4）资源数字化。有18份规划关于资源数字化的陈

述，但只有6份规划设置了资源数字化的目标值指标，其

中珍贵古籍数字化（部）是最常设的指标，从细化指标

可见，各公共图书馆除对古籍数字化的重视外，民国文

献、缩微胶卷、特色文献等资源的数字化也得到关注。

如重庆图书馆设置了民国文献数字化98%、缩微胶卷转

数字化100%、珍贵古籍数字化达30%的目标[16]；长春市

图书馆计划完成3 000余册特色文献的深度数字化[12]。

（5）用户调查。虽然在建设内容中，各公共图书

馆“十三五”规划中关于馆藏评估制度、第三方评估、

用户需求反馈等调查与评估机制方面的内容陈述累计

21次，但只有广州图书馆设置了用户对馆藏的满意度

（%）[11]作为用户调查的目标值指标，说明对于用户调

查的具体实施情况的测量指标还未成为各公共图书馆

目标值设置的关注点。

此外，从84个目标值指标整体分析，普遍存在未明

确指标内涵、统计口径和方法，各馆之间目标值指标难

以进行横向比较等问题。

3  我国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趋势
分析

通过对选取的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中的信息

资源建设策略内容进行建设定位、建设内容、建设目标

值3个方面的分析，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相

关问题进行反思，并对制定“十四五”时期信息资源建

设策略提出建议。

（1）关于信息资源建设定位。“收集、整理、保存

文献信息”是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责[1]，各公共图书馆

“十三五”规划中能依据自身职能准确地进行信息资

源建设定位，但主要还是着眼于履行基本职责层面，并

未充分将信息资源建设与自身的愿景、使命有机结合起

来。信息资源保障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和核

心，“十四五”规划中应进一步明确如何发挥图书馆作

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中心对履行“知识中心”“学习中

心”等使命的支撑作用，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制定信

息资源建设策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专业技能和资源

优势，朝着支持用户学习和创造知识的方向发展[27]。同

时，还要重新审视数字文明时代下的公共图书馆信息资

源建设定位，不断拓展收集和保存的人类文明记忆的

范围，使公共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体现文明发展的多样态

和时代性[28]。

（2）关于数字资源建设。各公共图书馆“十三五”

规划中都注重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普遍

朝着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并重方向发展，原生数字资

源开始得到关注。数字资源建设策略中涉及建设哪些

类型的数字资源、采用什么方式建设，以及数字资源

建设目标、数字资源购置经费、数字资源评估指标等问

题。数字资源类型方面，仍以电子图书和数据库为主，

只有极少量图书馆提及原生数字资源建设。数字资源

建设方式方面，以采购为主，也有关注自建、共建共

享、用户自制等，并未关注建设过程中的版权等相关法

律问题。数字资源建设目标值指标方面，各公共图书馆

普遍关注数字资源的总量（TB）目标，极少从资源的品

种、类型、结构、更新率等维度设置目标值指标。数字

资源建设经费方面，大部分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

中均注重提高数字资源购置经费占总资源购置经费的

比例，但在目标值设置上存在较大差异。数字资源评估

可以理解为包含在馆藏评估制度、用户需求反馈等调查

与评估机制中，极少有策略涉及专门对数字资源进行

评估。在制定“十四五”时期信息资源建设策略时，应

进一步关注原生数字资源建设、应对版权等与数字资

源建设相关的法律问题、多维度提升数字资源质量，研

究数字资源评估方法，重视用户反馈，并科学理性分配

数字资源购置经费。

（3）关于建设目标值。建设目标值既有利于推动

规划落实，也可以用于对规划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大部

分公共图书馆已经通过设置建设目标值作为信息资源

建设策略落实的抓手，但目标值指标设置中也存在一

些问题，如虽然在各类型资源建设策略中，专题文献主

题广泛，地方文献突出本地特色，但只有一个图书馆设

置了地方文献、专题文献购置费目标值；对于入藏完整

率的衡量主要是从交存制度视角，集中对公开出版发

行的图书、期刊入藏完整程度的衡量，不包含非公开出

版发行的文献（如灰色文献），也少有从馆藏信息资源

整体视角考量目标值指标。虽然在建设内容中，样本中

半数的公共图书馆规划有用户调查与馆藏评估机制方

面的内容陈述，但只有一个图书馆设置了相关目标值，

这也表明各公共图书馆“十三五”规划中对用户调查、

馆藏评估等问题关注度还不高。制定“十四五”时期信

息资源建设策略时应进一步明确目标值指标的内涵、

测量和统计方法，提高目标值指标的科学性、系统性、

合理性。如细化资源购置经费分配目标值指标，丰富入



2020年第4期（总第191期） 15

藏完整率目标值指标，明确馆藏评估、用户调查方法和

目标值等，使这些指标能有效地推动信息资源建设和

测度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实施效果。在确定目标值时，

既要对标国内外公共图书馆，也要结合用户需求、自身

事业发展阶段及发展条件，避免目标值过低或过高，以

充分发挥目标值对资源建设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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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被引分析报告2017》按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领域划分为50个学科，综合分析各个学科的高影

响力论文、研究热点与前沿、高影响力期刊、高影响力作者和高影响力科研机构，并以关联图谱的方式展现了多种

学术关系，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发现并跟踪研究热点，有利于期刊编辑部监测本刊学术影响力，有利于科研管理

机构评估科研能力，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期刊编辑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的参考工具书。

该书以“中国知识链接数据库”为依托，数据覆盖我国6 000余种期刊的论文及引文。书中分学科揭示了高影

响力的学者、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医院等）、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术期刊、图书、外文期刊和会议录，

并采用共词分析、共被引分析和合著分析等方法绘制出各学科的前沿主题分布以及作者、机构和期刊间关联的知

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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