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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基础。通过实地调研山西传媒学院图书馆的资源配置和利用现状，提

出针对性的资源优化改进措施，以期提高资源建设质量，调动读者阅读馆藏文献的积极性，推动高校资源优化配

置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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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资源配置是指在高校图书馆资源分配为既定的条

件下，图书馆应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简言之，即

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使之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1]。高

校学科建设与图书馆教学科研支持服务离不开图书

馆资源建设，优质的资源配置是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基

础 [2]。高校图书馆能否可持续地为读者提供服务，能

否将有限的资源以最优配置的方式呈现给读者，都将

考量高校图书馆未来的生存价值与活力[3]。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1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资源配置相关研究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源配置现状与

问题和资源优化配置策略两方面。

文献资源配置现状与问题的研究：倪弘等 [4 ]以

“985”高校为研究对象，对纸质文献的图书类别、出

版机构等进行统计与分析；吴汉华等[5]统计了山西省高

校文献资源年度购置费及经费支出数据，对高校图书

馆配置现状进行分析；刘婧[6]以江苏省为例，从本科高

校图书馆的经费配置分析图书资源建设特点；Bronicki
等[7]从馆藏流通、用户信息行为和引文量的数据对高校

图书馆资源配置情况进行效用分析。

资源优化配置策略的相关研究：常进等[8]以兰州大

学图书馆为对象提出基于用户信息行为的多校区图书

馆服务模式的配置策略；沈晓梅等[9]分析了暨南大学多

校区图书馆资源共享现状，提出相关的资源优化配置

对策；朱丽莉[10]从学科建设和读者需求的角度探讨文

献资源优化配置策略；周金娉等[11]构建高校图书馆资

源优化配置模型，提出资源结构布局和资源使用效益

两个层面的优化配置对策；Sudarsan[12]则提出基于绩

效的高校图书馆资源优化配置策略。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围绕图书馆资源配置开展

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部分学者基于二手数据（文献分

析、官方数据平台）得出图书馆资源配置问题或提出对

应的优化策略；部分学者通过搜集个案一手数据（经

费收支、资源利用现状等）进行实证研究，且只涉及图

书馆资源的实际配置情况或读者利用情况。而基于一

线工作馆藏数据，同时从资源配置和利用现状入手，提

出优化配置策略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将在综合借鉴

同类研究的基础上，以山西传媒学院图书馆的资源建

设实践为研究案例，对图书馆文献资源配置和利用情

况进行调查，剖析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提出优化对策和

建议，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为其他高校图

书馆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借鉴。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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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书馆资源配置现状分析

山西传媒学院是一家以艺术学、文学为主干，艺、

文、工、管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公办传媒类

本科院校。学校图书馆始建于1983年，现有馆藏纸质图

书102.61万余册（学生人均112册），2014年以来年均读

者借阅率达到1.2万次，是一所较有代表性的应用型高

校图书馆。本文以山西传媒学院图书馆2018—2020年
的文献资源为研究数据，开展高校纸质图书利用情况

的调查与研究。

2.1  学科文献资源空间布局合理，但数量配
比较差

学科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工作的基础。学校图

书馆依据中图分类法进行文献排架，空间分布上结合

学校优势学科逐层聚类。根据传媒院校专业特点，将播

音主持、新闻传播、影视制作、动画艺术等学科相关文

献归于艺术专业类图书类别，青年读者普遍喜爱的文

学类专设“文学图书阅览室”实行开架借阅服务，并将

其分别规划在便捷的较低楼层区域，空间布局人性化

且合理有效。

表1所示为该馆学科文献资源统计情况。不难看

出，纸质文献资源方面，图书以平均每年11万余册的速

度递增，期刊的订阅量相对平稳。调研发现1 026 100册
馆藏图书覆盖了中图分类法的22个基本大类，但学科

分布不均衡。数量最多的为I（文学）和J（艺术）大类，

册数占比分别为29.10%和17.17%，这充分体现了传媒

艺术院校学科的鲜明特征；其次为K（历史、地理）、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和B（哲学、宗教）大类（占

比分别为10.26%、8.31%、7.17%）；F（经济）和H（语

言、文字）较少，仅占5.66%和3.96%，这就忽视了经济

类和语言类图书作为基础文献的重要性。

表1  学科文献资源统计

2018

2019

2020

年  度

738 800

978 800

1 026 100

纸质图书累计/册

748

740

772

期刊/册

14

17

25

可用数据库/个

55 300

232 000

44 600

年进纸质图书/册

3

4

5

订购数据库/个

120 000

120 000

208 000

电子书/册

2.2  电子资源种类少

由表1可知，订购数据库和可用数据库数量逐年上

升，近年来注重电子图书订购，2020年增加8.8万册电

子书馆藏，艺术专业库和综合库相结合体现了传媒院

校的学科特征。然而，目前订购数据库只有5个（中国知

网、艺术鉴赏数据库、中新金桥软件通、新学术外文数

字资源阅览室和读秀学术搜索），相比其他艺术本科院

校，电子资源种类较少；订购的外文数据库中仅有50种
外文期刊，且与本校专业相关的种类较少，造成在校师

生使用受限，难以全面接触学科前沿文献。

2.3  特色资源载体受限

音像资料构成了馆藏的鲜明特色，突出了传媒行业

亮点。音像资料共15.01万盘，时长约30万小时。其中，

影视剧占比最大（61.49%），影视剧录像带、光盘以及

录音带有9.23万盘，总时长约19万小时，题材涉猎范围

广；较为珍贵的影像资料有时代久远的国内外专业获奖

作品、本校毕业生优秀作品等。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

实物音像资料逐渐消失，读者借阅光盘或录像带到指

定设备播放观看的阅览模式已不复存在，但由于久置

不用，光碟资源受温度、光照等环境因素影响，很多已

无法使用，造成资源流失。盘活现有媒体资产，将其数

字化处理、开发和存储，对珍贵音像史料进行抢救性修

复，无疑是更好保护、更便捷管理、更顺应读者需求的

必然选择[13]。

3  图书馆资源利用率分析

笔者基于进馆人次、图书借阅量、阅览室阅读人

次、期刊阅读人次4项数据考量馆藏纸质文献资源利用

率，电子资源利用率则依据数据库访问量和电子图书下

载量。本研究基于以上文献资源的相关流通数据进行

分析（见表2）。

高校图书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武晓宇，庄晓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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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较明显地看出，2018—2020年入馆人数累计

达94.95万人次，图书借阅累计24 231册次。2019年较

2018年纸质文献利用率呈上升趋势，但2020年明显下

降。由于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

“疫情”）影响，图书馆于2020年5月开放并严格实行

读者分流入馆制度，因此各项流通数据均有不同程度

的减少。

3.1  各学科文献的图书借阅率悬殊

参考学者的研究方法[14]，本校的专业覆盖中图分

类法共有14个学科类别的图书，对纸质图书平均年度

借阅量分类统计。依据借阅频次分布特征可划分为高、

中、低3个图书借阅类别。其中排名前三的J（艺术）、

I（文学）和T（工业技术）大类图书为高借阅率图书，

借阅频次占图书馆年借阅总数的83.26%；K（历史、地

理）、F（经济）、B（哲学、宗教）和H（语言、文字）大

类图书为中借阅率图书，占比为14.42%；D（政治、法

律）、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O（数理科学和化学）为低借阅率图书，仅占

2.31%。统计结果显示，各学科文献的借阅频次悬殊，

社科类图书借阅率远远高于自科类图书，借阅总量排

名靠前学科的图书其知识内容能够较好满足艺术读者

休闲娱乐、综合素养提升以及学术研究的多重需求，从

而具有更好的适用性。自然类图书中仅T类图书为高借

阅率，这与本文所调研学校为应用型传媒大学，且融媒

体技术、动画设计和节目制作软件应用较多具有紧密

的关联关系。

3.2  科研类电子资源利用率降低

2018—2020年提供的数据库数量（包括订购数据

库和可用数据库）呈逐年增长态势（见表1），访问量

依次为775.8万次、2 365.97万次和1 122.19万次。由此

说明，数据库访问量并没有因馆藏提供量的增加而增

加，相反在2019年大幅上涨后受疫情影响大幅下降。

2019—2020年电子图书的下载量保持上升趋势（分别

为9.85万次和15.62万次），可见，疫情不仅影响了物理

空间馆藏的利用率，更重要的是对读者阅读心理造成

影响，导致读者整体线上线下教学、科研、学习的需求

减少，却对娱乐放松的电子书的阅读兴趣有所增加。

3.3  资源共享服务满足率高，外文电子资源
供不应求

对2018—2020年文献服务的读者请求量（分别为

713篇、1 027篇、8 249篇）和文献传递量（分别为665
篇、924篇、7 620篇）进行分析，二者整体处于上升趋

势，请求量以年均313.1%的速度增加，占总请求总量的

83.4%；同时图书馆提供资源共享服务的满足度占比相

对较高，传递满足率在90%左右且大体稳定，可见订购

数据库数量有限，用户只能通过文献传递服务获取所

需文献。

另外，文献传递的外文文献需求量占比较高，占总

请求的68.4%，这与目前我国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开放有

关，而外文资料的获取难度相对更大。更加说明虽然文

献传递服务可以大大节省图书馆购置资源的费用，实现

资源共享，却难以满足读者对外文文献的大量需求。

3.4  文献推广服务的参与度不高 

图书馆借助校园学生社团“独来独往”读者协会，

结合读者兴趣，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的文献资源推广活

动，以提高读者阅读的综合素养，助推图书馆文献资源

建设。

图书馆在2018—2020年均推出文献荐购服务，即

由读者向图书馆推荐购买某种文献资源，由图书馆予

以采购并加工后上架流通供读者借阅，也称为“图书荐

购”。虽然该举措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参与其中，但

荐购服务渠道（传统的书面、电话、网站、微信公众号

和电子邮件）存在三大问题：图书馆系统荐购数量无限

制，给采访人员带来压力；过程烦琐，且需在年度统一

表2  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率

2018

2019

2020

年  度

385 700

405 300

158 500

进馆人次

385 700

405 300

158 500

阅览室阅读人次

-

98 500

156 200

电子图书下载量/次

10 325

10 254

3 652

图书借阅量/册次

7 758 000

23 659 700

11 221 900

数据库访问量/次

28 000

33 000

25 400

期刊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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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文献时方能进入订购环节，读者等待时间长[8]；读

者提交的荐购信息不齐全，导致实际购买到的文献比

率较低。长此以往削弱了读者荐购和阅读馆藏文献的

积极性，降低对图书馆的信任感。

虽然每年开展不同主题的读书月系列活动且种类

较多，但参与度较低。通过访谈发现，个别读者认为文

献推广活动较类似且形式单一，可有可无。此外，图书

馆自2015年开通并运营官方微信公众号以来，不断围

绕馆藏文献资源开展线上服务，坚持每两周制作新书

推荐和夜读推送，并与官网网页同时发布特色新书简

介、推荐理由及馆藏地点，以提高馆藏利用率。但经深

入调查，图书馆微信平台尚未开通读者借阅和续借基

本功能，缺乏便捷性和实操性，未能满足读者对文献资

源的本质需求。

4  资源优化配置改进措施

4.1  以学科文献资源建设为重点

图书馆应做到文献资源采选的精准化，采选前多

维度评估已有资源并充分调研所需资源，对照馆藏实

际和学科发展调整采访策略。例如，将本校最新学科

评估结果中学科排名作为调整馆藏采购的依据；与国

内同类型院校的学科馆藏数据和采访数据进行比对分

析，以找出同类学科馆藏总量和质量与目标院校的差

距，为文献资源订购提供数据决策支持，也为下一年度

学科文献资源经费申报工作提供依据。

4.2  平衡书刊 、电子资源采选的价值和需求

在追求教育部教学评估要求的基础上，图书馆电

子资源的采选工作首先应将“采选需求”作为基本保

障；其次兼顾“采选价值”，加强资源自身价值的评判，

注重读者应该阅读的书刊和电子资源，加强图书馆的育

人职能。只有以平衡资源采选的价值和需求为出发点，

才能正确处理好馆藏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资源的短期

价值和长期价值、读者个体需求和群体需求，以及评估

达标和培养人才之间的关系。

4.3  实现音像馆藏资料数字化处理和利用

首先，建立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实现内容提取，进

行数字存储。将音视频资源加工整合成高码率节目制

作资源和低码率的检索资源；编目馆员对采集数据进

行合规编目；对重要镜头捕获关键帧便于检索和查阅，

最终实现音像内容资源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输和

智能化应用[15]。其次，将数字资源进行切分或融合，对

内容信息进行挖掘，生成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更好地

为读者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及时对珍贵音像资料进行

抢救修复，具体可采取前期物理修复、数字化修复、数

据挂接与保存等措施，发挥音像馆藏资料效用，凸显传

媒类院校图书馆馆藏特色。

4.4  创新新媒体下文献推广服务

在推广资源建设上，将馆藏资源推广与媒体平台

相融合，加强对媒体平台资源的存储和管理；在推广服

务方式上，完善到馆活动和云端推广活动相结合；在

推广内容上，实现高质量、有特色、有看点、有趣的活

动主题，积极拓展馆藏文献推广与读者兴趣相融合的

理念[16-17]，这是真正实现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推广工

作的意义所在。

4.5  借鉴文献荐购服务新模式——“新书直
借”服务

借助“新书直借”新模式，该项借阅新模式是近年

来文献建构活动的延伸，这就给高校图书馆很大启示。

高校图书馆可推出文献荐购特色服务：凡是本校读者，

在图书馆指定线上线下书店下单，无须付款，书店现场

办理借阅手续后，直接邮寄到读者手上，到期后还回图

书馆；同时图书馆可向书店设定规则，限制读者下单范

围，真正在规则内实现书店新书直接借。还可通过新书

直借系统，根据读者借阅历史有效控制可借册数，实现

读者即挑即借，无须等待，进而调动读者享受新书直借

服务的积极性；同时节省馆内物理空间，提高资源建设

经费的合理利用。

5  结语

图书馆资源配置是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文化服务

中心与情报信息中心职能发挥的基础，以支持学校教

学与科研、满足师生的文献资源需求为初衷和根基。

本文从不同维度对高校图书馆资源配置的利用现状进

高校图书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武晓宇，庄晓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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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计与分析，对现象背后凸显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总

结，并提出优化建议。但本文在研究对象上只选取了一

所高校图书馆作为样本进行个案研究，在样本选择的

典型性、代表性上还有一定的不完善之处，研究方法上

也存在进一步优化、完善的空间，需要后续研究中加以

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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