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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is the key link in improving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and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literature. Although China’s public librari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service system,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human	factors	and	external	objective	
factors. Therefore, how to screen out the high-quality literature resources from the increasingly rich information resource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for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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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献资源建设是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文献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尽管中国公共图书馆在服务体
系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受到各种人为因素和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文献资源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如何在
日益丰富的信息资源中筛选出高品质的文献资源，成为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急需解决的问题。论文通过深入研究分析了当
前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有效策略，以期能为文献资源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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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公共图书馆建设也取得较

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免费开放，为群众提供了更多

阅读的机会。公共图书馆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不仅

维护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权利，也满足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

设的需求，为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奠定了基础。

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文献资源的建设至关重

要，文献资源建设是促进资源共享的重要方式，也是扩大文

献资源范围的有效途径。因此，相关部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加强文献资源的建设，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以更好地完

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体系。

2 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类型还局限于传统文献资源
当前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类型仍过于依赖传统文献资

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服务功能的拓展和提升。传统

文献资源主要包括纸质书籍、期刊、报纸等，这些资源具有

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构成了丰富的知识体系，对于传承

文明、传播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1]。然而，在数字化、网络化、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传统文献资源的建设模式已无法满足读

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方面，纸质文献资源采购、保存、维

护的成本较高，且占用空间大，这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可持续

发展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传统文献资源在更新速度、检索

效率、资源共享等方面存在局限，难以满足读者快速获取有

效信息的需求。

2.2 图书馆存储空间有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的爆发式增长，图书馆面临着

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源管理和保存任务。然而，受到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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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施限制，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尽管许多图书馆

努力拓展空间、提高服务质量，但仍然难以弥补存储空间有

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储存空间有限导致图书馆在

文献资源建设中的选材受限，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图

书馆往往需要对采购的图书进行筛选，剔除一些冷门或重复

的书籍。这样一来，读者在寻找特定领域的专业资料时，可

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书籍，由于

空间限制，可能无法被图书馆收藏，这意味着无法满足读者

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和购买所有有价值的图书和资料。另一方

面，储存空间有限还使得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中的更新速

度受限。随着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新书不断涌现，但图书馆

受空间所限，无法及时更新藏书，这不仅可能导致读者错过

一些热门新书，还可能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滞

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公共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中

需要面对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存储空间来满足读者需求的

难题。

2.3 图书馆文献资源缺乏科学管理
长期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存在

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

率低。

首先，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缺乏科学管理将影响公众

的阅读质量。一方面，图书馆没有建立起全面的文献资源管

理体系，缺乏有效的分类和组织机制，导致文献资源的浏览

和借阅效率较低。另一方面，由于文献资源建设不科学，可

能导致图书馆藏书与读者需求脱节，使得公众难以借阅到符

合自己兴趣和需求的书籍 [2]。长此以往，公众的阅读兴趣和

积极性将受到打击，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阅读氛围。

其次，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缺乏科学管理将制约图书

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过程中，缺乏

专业人员对藏书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容易导致重复采购、

过期文献等问题，不仅浪费了公共财政资金，还可能导致图

书馆藏书质量下降，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此外，由于

文献资源管理不规范，图书馆在整理、维护和更新藏书时存

在困难，进一步加剧了文献资源的浪费。

最后，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缺乏科学管理可能导致地

区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图书馆资源配置不均，

加剧了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平衡发展不仅限制

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普及，还可能加大社会贫富差距，影响

社会公平正义。

2.4 重复建设严重，文献同质化明显
长期以来，图书馆在采购、建设过程中，忽视了文献

资源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导致大量珍贵文献被淹没在冗余

的、重复的资源中，这种现象不仅浪费了公共财政资金，也

使图书馆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一方面，重复建设的主

要原因是政策层面的推动。近年来，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力度加大，各地纷纷加大对图书馆建设的投入，但在实际操

作中，部分地区过于追求数量和规模，忽略了图书馆内涵建

设，导致文献资源重复采购、重复建设。此外，图书馆之间

缺乏有效的协作和资源共享机制，各自为政，重复劳动。另

一方面，文献同质化现象的产生也与出版社的商业化有很大

关系，在市场竞争下，出版社为追求销量，倾向于出版热门、

畅销书籍，使得图书馆采购时难以获得独特、具有学术价值

的文献。与此同时，图书馆在采购过程中，往往侧重于满足

读者的一般需求，忽视了文献的深度和独特性，这种现象也

加剧了文献资源的重复建设和同质化。

3 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有效策略

3.1 建立完整的文献信息处置机制
在不断增长的文献资源中，要确保有效地整理、管理

和利用这些资源，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文献信息处置机制至关

重要。首先，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确定权威机构或专家团

队负责文献信息的采编工作，保证文献资源的准确性和及时

性。其次，应建立文献资源的分类、标注和索引标准，以便

读者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同时要重视文献资源的

更新和维护工作，及时清除过时和无效的信息，保持资源的

新鲜度和有效性 [3]。最后，公共图书馆应建立以读者需求为

导向的文献资源建设体系。这意味着图书馆在采购、收藏、

整理文献资源时，要充分考虑读者需求，以满足读者个性化、

多样化、全面性的信息需求。

为此，图书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展定期问卷

调查，了解读者需求和满意度；二是加强与各类读者群体的

沟通交流，掌握其信息需求特点；三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对读者借阅行为进行分析，为文献资源建设

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建立完整的文献信息处置机制，公共图

书馆能够更好地提供高质量、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源，满足读

者的需求，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3.2 培养专业人才，高效管理文献资源
首先，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

基石，图书馆应该加强招聘和培养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

才，如图书馆管理专业的高材生或具有相关经验的图书馆学

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才可以提供专业的图书馆服务，包括

评估和采购合适的文献资源，进行文献馆藏管理和分类，以

及帮助读者找到他们所需的信息。此外，公共图书馆还需加

强对在岗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通过定

期举办各类专业培训班、讲座等形式，使员工不断充实新知

识、新技能，以适应文献资源建设的新要求。

其次，图书馆应该通过建立高效的管理系统来确保文

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维护。这包括建立文献馆藏管理系统，

确保文献资源的有序存放和处理，以及建立合理的借阅和

归还制度，以便读者可以方便地访问和使用图书馆的文献

资源。

最后，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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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管理，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

率和周转率。例如，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采用大数据

分析等手段，实现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智能化管理，提升读者

服务水平。通过培养专业人才和高效管理文献资源，公共图

书馆可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学习和研究需求，提高图书馆服

务的质量和效率。

3.3 推动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
推动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有助于保护珍贵文

献，纸本文献在保存、使用过程中易受环境、时间等因素影

响，导致破损、褪色等问题。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将这些

珍贵文献转化为数字化资源，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降

低维护成本。此外，数字化资源便于传播和共享，有助于提

高文献的利用率 [4]。

首先，图书馆可以加强与出版社和数据库机构的合作，

通过购买电子图书和订阅数据库的方式来丰富馆藏资源。图

书馆与出版社和数据库机构的合作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需要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

价值的内容，这无疑增加了检索成本，而通过合作，图书馆

可以采购具有学术价值、实用价值的电子图书和数据库，从

而为读者提供精准、高效的知识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加

强与出版社和数据库机构合作的过程中，图书馆也需要关注

版权问题，在数字化时代，版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图书馆

在购买电子图书和订阅数据库时，应确保合法合规，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此外，图书馆还需关注数据安全问题。在与数

据库机构合作的过程中，确保读者个人信息的安全和隐私保

护至关重要。

其次，图书馆可以积极推动数字化扫描和转录工作，

将纸质文献转化为电子文献，提供多样化的访问方式。随着

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线获取信息。图书馆

可以将数字化文献上传至官方网站、移动应用等平台，方便

读者随时随地查阅。同时，还可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推荐服务。如此一来，图书馆将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之地”，而是充满活力、与时俱

进的知识传播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还需不断创新服

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例如，可以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讲座、沙龙等活动，吸引读者参与；通过与高校、研究机构

等合作，推动学术资源的共享与传播，甚至可以尝试与商业

机构携手，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市场，实现文化价值的最

大化。

最后，图书馆还可以建设自己的数字化文献库，并制

定科学的数字保护策略，确保文献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可持续

使用。

3.4 建立图书馆文献资源知识共享体系，加强馆际

之间交流合作
在信息时代，图书馆需要面对大量、多样化的文献资源，

而不同图书馆之间也可以互相补充和共享资源。因此，图书

馆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共享平台，将各个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整合在一起，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互通。首先，构建统一的书

目数据库是实现知识共享的基础，书目数据库能够整合各图

书馆的文献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读者可以通过检索系统获

取到各馆的文献信息。中国在书目数据库建设方面已取得显

著成果，如国家图书馆的 CNMARC 数据库、CALIS（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等。在此基础上，各图书馆应积极

参与地区性、全国性的联合目录建设，不断完善书目数据库，

为知识共享提供坚实基础。其次，可以搭建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平台，实现文献资源的实时共享。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是图书馆界传统的合作方式，但在信息化时代，这种模式得

以焕发新的生机。通过网络技术，图书馆可以将请求馆际互

借的文献迅速传递给读者，大幅缩短了借阅时间。最后，图

书馆还可以与国内外其他知识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拓展文献

获取渠道，为读者提供更多优质资源。

4 结论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需要从多个层面

展开深入思考。只有不断创新思维，才能使公共图书馆在新

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在这个过程

中，公共图书馆应注重差异化发展、数字资源建设、合作创

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不断提高文献资源建设的质量与

效益，不断推动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全民阅

读、终身学习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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