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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根据国外储存图书馆的实践、国内对此课题的研究以及我国 /三级文献保障制度 0和
/两大步 0的构想目标,针对上海地区各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馆藏空间不足的危机,提出建立

上海地区高校联合馆藏体系的构想, 并对体系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低利用价值文献的确定、文献

的所有权及文献的数字化等关键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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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pract ice of depository library and the construction goal for / China s' three
- level literature guarantee system 0 and / twom ajor steps0, and w iths thew idespread crisis of lack

of space for university library s' collection in Shanghai area, the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the jo in t

library co llection system in Shanghai area, and puts forw ard the so lution to the prob lems such as the

identifica tion of the low value of the literature, the ow nership o f dig ita ldocum ents and document d ig-

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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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目前, 高校图书馆馆藏空间不足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普遍的问题, 根据对上海及周边地区 20余家高

校图书馆馆藏空间利用情况的调查, 60%以上的图

书馆表示目前馆藏空间已非常紧张, 另外 40%左右

的图书馆表示对未来馆藏空间不足危机的担忧。

一般情况下, 高校图书馆解决馆藏空间不足的

途径主要有三种: 一是对藏书进行复选, 也就是对馆

藏利用价值低的文献进行剔旧, 以腾出部分有效架

位, 便于新书的上架流通。但是一方面由于教育部

对高校图书馆藏书总量及生均新书品种方面的评估

要求, 另一方面图书馆如何确定何种文献利用价值

比较低, 可以被剔旧, 缺乏实际操作方式的指导, 如

果仅从文献借阅率的高低去考虑, 则存在着一定的

风险, 因此高校图书馆都不会轻易对藏书进行剔旧;

二是建设密集型书库, 密集书架藏书量约为普通标

准书架藏书的 1. 5至 2倍,可以将利用率低, 但有保

存价值的文献, 比如稳定性、连续性相对较弱的期刊

或借阅率比较低的部分图书调拨到密集型书库 ,以

缓解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 建设密集型书库对于

解决书库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倒不失一种比较有效

的办法, 但是密集型书架造价也非常昂贵, 而且存放

在密集型书库的图书, 如果没有自动化运输系统支

持, 查找起来相当费时费力,会给读者的存取利用带

来一系列的不便; 三是再建新馆。但是馆舍空间的

扩大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如果仅仅从解决

馆藏空间不足 ,每个高校都考虑再建造一个新馆的

话, 不如借鉴国外寄存图书馆或储存书库理念,建造

一个地区联合馆藏中心, 将高校图书馆中部分利用

价值低的文献集中存放, 不仅可以解决所有高校图

书馆馆藏空间不足的问题,节约经费, 而且还可以拓

展新型服务功能,最大范围地实现资源共享。

2 国外储存图书馆的实践
在国外, 大学联合馆藏体系已得到很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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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储存图书馆的建立。储存图书

馆的概念, 首先是埃里奥特#查尔斯 ( CharlesW illiam

E liot, 1834- 1926)提出的, 主要是指专门以收藏罕

用图书和未用图书为其主要职能的图书馆 。经过

一个世纪的努力,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

储存图书馆, 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储存图书馆

系统, 对于解决馆藏空间不足,实现资源共享起到了

非常好的作用。

目前储存图书馆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以

芬兰为代表的寄存图书馆, 另一种就是哈佛大学图

书馆建设的储存书库。

21 1 芬兰的寄存图书馆
在 1989年, 芬兰为了解决大学图书馆馆藏空间

不足的问题, 建立了国家集中的寄存图书馆 ( Na tion-

a l Reposito ry L ibrary, 简称 NRL) , 其主要功能是接

受、储存从其他图书馆转送来的所有有用的文献,经

去重后, 存储一册复本供馆际互借。NRL是通过密

集储藏来节约空间, 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在

13年中 NRL共收藏书刊 250万册, 相当于大学图书

馆馆藏总和的 15% , 这些书刊的使用是完全免费

的, 在大学图书馆联合书目中都可以查询到, 当有读

者需要时, NRL就将复本以电子形式 ( PDF )传递或

通过邮寄出借, 满足率达到 98%。对于 NRL, 由于

运行成本非常低, 每年不到 130万欧元, 因此芬兰政

府也不必为这些文献的存储花费太多, 其资金直接

来自政府拨款。

21 2 哈佛的储存书库
1985年, 哈佛大学为了解决 90多个图书馆的

馆藏不断增加, 图书馆建筑的物理储藏空间不足的

日益突出问题, 在离剑桥市 30英里以西的马萨诸塞

州建了一个高度密集式的储藏书库 (H arvard Depo s-i

tory, 简称 HD)。在建筑设计上, HD采用模块式设

计, 即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储藏单元。到 2003年, H D

共建立了 6个储藏模块, 藏有 500多万种文献 ,其中

有 480万册图书。由于 HD是高密度储藏库, 为了

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储藏空间, 送达 HD的文献, 首先

按照大小进行分选, 然后将其存放到适当的书架上,

即图书依据尺寸而不是主题或作者来排架。同时书

架高度几乎可到达仓库顶棚, 从而避免了图书馆常

见的空间浪费, 整个仓库使用可以升降的机械起落

梯。HD按照条码来识别和跟踪每一个送到 HD的

文献, 所有记录均储存在计算机系统中。HD的藏书

采取闭架式, 只有工作人员才可进人。索取请求可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实现。据介绍, 从 HD建

立到 2004年 5月, 仅有 3本读者请求的、存放在 HD

的书未找到 。

3 上海高校联合馆藏体系的设想

31 1 体系的构建

目前为止, 我国尚未出现储存图书馆, 但是图书

馆界已开始了储存图书馆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 为我国储存图书馆的建立提供了诸多有益的

设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三级保障体制 0和 /两大
步0的构想。 /三级保障体制 0是基于国家三级文献

资源保障体制 ,授予每级文献资源中心以储存图书

馆职能, 收集、整理各级行政区内各图书馆的剔旧文

献, 并提供该区域读者利用,进一步形成全国范围内

的储存图书馆系统。 /两大步0的做法, 即按照国家

行政系统 (或行业 )的隶属关系, 建立各行政系统

(或行业 )的储存图书馆, 然后, 在此基础上实现全

国范围内的联合,逐步建立储存图书馆系统 。

根据国外寄存图书馆的实践、国内对此课题的

研究以及国内 /三级0和 /两大步0的构想目标, 针对

上海地区各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的现在或未来馆藏

空间不足的危机,本文建议建立上海地区高校联合

馆藏中心, 作为各高校图书馆共享低利用价值文献

的保存馆, 完全由政府投资建设。

联合馆藏中心以书目信息为核心、为纽带,以协

作收藏低利用价值文献的各图书馆为要素, 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视为各高校图书馆的一个共同拥有的分

馆, 其服务模式与高校相协调,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将

各高校图书馆积存的大量低利用价值的纸质文献集

中于联合馆藏中心, 在高校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以

实现对低价值文献的利用的最大化。

31 2 体系的设计及功能
联合馆藏中心在设计上可以借鉴国外的储存图

书馆模式, 采取密集型存储方式, 以便存储更多的文

献。其运作模式也可借鉴芬兰寄存图书馆的模式,

各高校图书馆定期将馆藏低利用价值的纸质文献,

如, 中外文图书、中外文期刊或报纸资源等, 运送到

联合馆藏中心, 经去重后,仅存储一册复本供馆际互

借, 这个复本的存储可以采取密集书架的形式,方便

有读者借阅时随时存取, 另外的复本按照图书馆来

源, 借鉴国外的自动化储书箱系统集中密集存放。

联合馆藏中心的主要功能: ( 1 )对所有存储复

本建设统一的联合书目数据库, 方便读者通过联合

馆藏书目检索系统进行查询。存储在联合馆藏中心

中的所有资源 ,对于各高校图书馆的读者来说都是

免费的, 读者通过联合书目检索系统查询后, 可以通

过联合借还系统填写详细预约借阅申请或通过电话

申请, 所借图书将通过馆际快递系统到达读者所在

的高校图书馆 ,然后由图书馆通知读者来馆办理借

书手续, 还书时也只需还到读者所在的图书馆即可;

( 2)对所有存储复本进行数字化扫描, 并建设数字

化馆藏数据库 ,当读者所借图书已出借或读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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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图书时, 联合馆藏中心可以将所需文献以

PDF格式传递给读者。

4 几个关键问题
41 1 低利用价值文献的确定
构建低利用价值文献的上海地区高校联合馆藏

体系,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难题就是: 如何确定哪

些文献是低利用价值。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 大多数方式是通过对文献的借阅率进行统计,然

后将低借次或零借次的文献确定为低利用价值的文

献。但是由于图书馆收藏文献的学科面非常广 ,特别

是综合性高校图书馆对文献的采选基本上是全学

科, 对于不同学科专业的图书, 其时效性是不同的,

如理工科图书的半衰期一般要比社科类图书短, 而

同是社科类图书的半衰期也不尽相同, 如经济类的

图书的半衰期相对教育或文学艺术类的可能要短,

因此, 对于某些时效性较长的学科专业文献来说,今

天不被读者利用, 并不意味着以后就没有利用价值,

是低利用价值的文献; 对于某些时效性较短的学科

专业文献, 可能其到馆时间不长,并且具有较高的借

阅率, 但是其未来的利用价值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延

续而增加, 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低利用价值的文献。因

此,本文认为,仅从文献的借阅率这个角度对文献是

否具有利用价值做出判断而不考虑学科文献的半衰

期,得出的结论就会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如果首先

对各学科 /文献半衰期0进行测定, 然后在此基础上

分别对各学科所有出版时间超过半衰期的文献的借

阅率进行统计, 然后将低借次或零借次的文献认定是

某学科低利用价值文献的确定方法会更为科学合理。

41 2 文献的所有权

构建低利用价值图书的地区联合馆藏体系, 对

于高校图书馆来说, 存放在异地联合馆藏空间的本

馆文献的所有权问题也许是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首先, 在高校教学评估中,馆藏总量和生均占有文献

量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其次,现在利用率比较

低的文献, 也许随着学校学科专业的调整或增加,将

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图

书馆及时将这部分文献调回来补充学科馆藏文献

量; 其三,文献的潜在价值无法估量, 高校图书馆根

据实际情况, 对存放在异地的馆藏自主调整就显得

相当有必要。

因此, 联合馆藏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 应当尽量

考虑到高校图书馆的实际情况, 在密集书架上仅存

放一个复本以供读者借阅, 为了方便上架, 联合馆藏

中心有权按照本体系采取的索书号系统对此复本进

行重新取号并通过 RFID系统对此复本进行精确查

找定位导航, 但是原则上要保留原文献的索书号和

财产号。而对于其他复本则按照图书馆来源, 依据

所在高校图书馆的索书号体系, 集中存储在自动化

储书箱中, 以方便高校图书馆随时自主存取。同时

高校图书馆可以将联合馆藏中心作为本馆的一个分

馆, 对于需要存储在联合馆藏中心的低利用价值文

献可以在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中保留财产帐 ,只

是在状态上将这部分文献调拨到联合馆藏中心 ,可

以方便图书馆根据实际需要对文献进行调配处理。

41 3 文献的数字化
通过对联合馆藏资源的数字化, 建立数字化馆

藏数据库, 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读者对低利用价值

文献的利用率 ,促进资源共享。但是要对所有文献

都进行数字化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是一项非常繁复的工程。

为了迅速、高效、低成本地完成联合馆藏资源数

字化工作, 联合馆藏中心可以与专业的图书资源数

字化机构合作或者委托其代为加工, 如世纪超星公

司、北京书生科技有限公司等。这两家公司不仅在数

字化软件开发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 如超星公司开

发的 PDG制作系统,功能十分强大, 制作成本较低,

基本上能满足馆藏数字化和利用, 书生公司开发的

书生全息数字信息制作系统,集信息的完美再现、便

捷的检索、较低的制作成本于一体。而且这两家公司

通过多年与图书馆的合作, 数字化馆藏量已经达到

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联合馆藏中心将所有馆藏资

源全部重新数字化, 势必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浪费

极大, 也不符合体系建设的初衷。如果与这些公司进

行合作, 就可以避免已经数字化资源的重复建设, 对

于已经有数字版本的文献,联合馆藏中心可以采取直

接购买的形式, 只需花费很小就能拥有; 对于没有数

字化的资源,也能以较少的成本来换取数字版本。这

样既可以加快联合馆藏资源数字化的进程, 同时也能

节省成本,以最小的经费投入,换取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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