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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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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是以三线典藏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核心就是发挥三线典藏制优势，避开

其劣势，形成动态的、流动的馆藏布局，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益，提高图书利用率。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应遵

循科学原则、藏以致用原则、可操作原则和时效原则，机制的运行需要做好调研、馆藏数据统计和分析、设立

动态典藏调配岗，并按照有序的方法进行操作。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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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伴随着高校扩招和重组升级，有的高

校图书馆为了充分满足用户需求在新校区内建立了

新馆，有的高校也因合并而形成校区分散、馆舍分散

的新格局，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会给图书馆的馆藏

管理带来巨大挑战。考虑到文献资源采购经费总量

和各分馆的物理存储空间有限、各分校专业设置的

不同以及专业的整合及不断调整布局等等因素，传

统典藏制度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尽管很多高

校图书馆采用“一卡通”、“通借通还”等方式进行跨

校区借阅，但运输成本昂贵，图书归还上架耗时较

长，不利于读者对这些馆藏图书的及时利用，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整体提高。在图书馆

全面实行全开架开放式的服务模式下，笔者结合其

它馆的作法，就如何及时、高效地保证对现有馆藏及

不断购进的新书进行合理的调配利用，对图书馆动

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进行探讨。
1 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内涵

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是以三线典藏制为基础

建立起来的，在认识动态馆藏管理内涵之前，有必要

回顾一下三线典藏制( 见图 1) 。三线典藏制是图书

馆学重要的经典理论之一，是以美国图书馆专家 R．
W． Truesovel 提出的藏书利用的“二八率”为理论根

据的。根据这一理论，三线典藏制是按照读者的借

阅需求和借阅方式进行布局的，它反映了文献利用

分布高度集中与相对分散的规律。三线典藏制是按

图书的新旧程度及读者利用率的高低，结合服务方

式，把馆藏图书分为利用率最高、较高、较低的 3 个

不同层次，分别组织一、二、三线书库的方法
［1］。一

线书库实际上为开架阅览室，所藏之书为利用率最

高的图书，藏书通常不外借; 二线书库为闭架或半开

架书库，所藏之书为利用率比较高的图书; 三线书库

为典藏书库，所藏之书是利用率比较低甚至是无人

利用的图书。三线典藏制是依托分科开架借阅方式

来实现的，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使读者可以在同一区

域内按类查找所需图书，使读者与书之间尽量达到

零距离，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提高了借阅率，降低了

拒借率。其局限在于馆藏文献利用率统计因种种客

观因素的不断变化而难以确定，馆藏文献三线调整

周期较长，馆藏文献典藏分散，馆藏的品质和数量因

时间原因必然造成图书馆多数的资源只用于满足与

服务较少的借阅需求，这都极大地限制了读者对馆

藏文献的及时有效利用。

图 1 三线典藏制简图

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是把读者服务流通工

作与典藏工作相融合的机制，以围绕一线书库管理，

以一线对外服务“窗口”作为调查读者藏书利用情

况的平台，围绕新书如何发挥极致的资源效力而开

展的工作，以图书的利用率、流通率、馆藏的容量为

标准，以客观真实地反映读者的需求为工作出发点，

以满足读者不同层次需要为目的，摈弃原有的馆藏

工作流程，克服旧的藏书调配方式的缺陷，减少各种

主观因素不利影响，将旧有的馆藏建设从单纯静态

的配置或单一配置扩展为多渠道信息资源的组织和

管理
［2］。此种管理机制已经把“以人为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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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质就是发挥三线典藏优势，避

开其劣势，形成动态的、流动的馆藏布局。无论是到

馆的新书还是已典藏到各借阅区、书库内的既有藏

书，都必须根据利用率进行随时、灵活的动态调整。
经过调整，使各借阅区内的藏书布局更合理，能够更

好地发挥效益，提高图书利用率( 见图 2) 。通常来

说，动态管理可视为: 调查研究→现状分析→拟施计

划→监测反馈→指导调整→评估提升等步骤程序。
此程序的有序运行，不断在阶段区域中通过线、环的

变化，使之逐步形成整体螺旋上升的动态循环脉络。
它具有变动性、激励性和创造性特征，发挥着自然管

理的效能。

图 2 动态更新馆藏管理示意图

2 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应遵循的原则

2． 1 科学原则

馆藏资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馆藏资源管

理也是一个相对稳中有序的管理。任何违背馆藏资

源建设规律和无原则的资源动态管理都是不科学

的。在实行馆藏动态管理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学校

的学科设置和布局外，还要考虑到读者对馆藏的利

用和图书馆自身的客观因素。一方面，动态馆藏管

理中的动不是盲动，是讲究规律的动，它要针对固定

和特定的内容进行调控，保证动而有序。同时，图书

馆对“度”的把握与运用，要注意应时性和应势性;

另一方面，动态馆藏管理中的动是要讲科学依据的，

馆员或图书馆不能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主观想象

而一味变化。图书馆只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掌

握可信准确的依据，才能做好相关馆藏的调整。
2． 2 藏以致用原则

合理配置馆藏资源的目的就是“藏以致用”，图

书馆要紧紧围绕一个“用”字，使藏书流动起来。判

断某书是不是旧书就是看其在读者借阅的实践活动

中是否具有流通活力，是否还有读者借阅，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应
［3］。把那些知识新颖、流通率高的图

书，留在新书借阅中心供读者阅览和短期外借; 把那

些流通较慢适合长期外借的图书，从新书借阅中心

下架转移到专业图书借阅库。

2． 3 可操作原则

在执行动态馆藏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其管

理方案的可操作性。一要动而有据，有明确的操作

对象。二要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有效。三要省事省

力，不能重复地无休止地将馆员的精力束缚在烦琐

的组织和排架具体事务之中。
2． 4 时效原则

在动态馆藏管理过程中，动态馆藏管理要求讲

究时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保持馆藏及时

更新，即保持一二线书库的图书资源新颖、及时，更

新图书以让新的资源尽快与读者见面，最大限度地

发挥出其优势。二是保证馆藏快速移库下架，即

在不影响平时正常开馆的情况下，尽快下架滞书，

腾出架位，及时完成一二三线书库的“吐故”与“纳

新”。
3 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运行

图 3 动态更新馆藏管理相关事务工作图

3． 1 搞好调研工作

建立科学馆藏检测手段，搞好读者调查是最有

效的途径之一。了解读者需求有多种途径和方式，

图书馆可以通过 QQ、E － mail、BBS、图书馆互动平

台、网页查询、电话、走访和问卷反馈及时了解各院

系的专业设置和布局动态，了解读者对馆藏建设及

布局的意见。不同层级的馆员应经常深入到读者群

体中去，特别是要深入到新设立的院系部读者群体

之中，随时掌握读者真实需求，发现馆藏资源类型、
载体及利用率与老化的问题，调查结果及时反馈，根

据图书馆工作的侧重点，通过研究，理顺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制定切实可行、可用的新措施和制度，形成

一条新的管理线索，然后经过指导调控，建立起新的

平衡和稳定，确保图书馆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3． 2 做好流通数据统计

要实现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必

须做好相关馆藏数据的统计工作。做好馆藏图书的

利用情况记录和统计工作，可以为及时更新图书和

随时下架以及进行藏书的优化布局提供数据依据，

使下架图书准确，避免重复劳动，保证动态更新馆藏

管理机制运行动而有据。对于馆藏数据的统计，通

常有三种方式: 一是利用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每个馆的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应该都有统计模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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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查询功能，利用其系统可以统计出馆藏文献的

借阅情况数据，以图书外借、归还次数多少，说明图

书的利用率情况，如外借、归还次数越高，就越适合

短期外借，适用于新书借阅中心馆藏; 反之，较适合

在专业书库馆藏。二是采用对外借图书加盖归还日

期章。图书被外借、归还的次数越多，加盖的日期章

就会越多，图书调配人员可以很轻松地通过日期章

的多少判断出每一本书的利用情况，并根据利用率

的高低进行不定期的灵活调配。三是做好整架记

录。统计出每天馆员整架时书架的乱架情况记录。
乱架越严重的图书就是读者感兴趣的图书，利用率

较高; 反之无人问津书架上的图书，就是藏书利用率

低的图书，适合长期外借，适合调配到专业书库的图

书。最后将统计的结果以表格的形式详细罗列出

来，作为动态更新馆藏的参考依据，统计数据详细程

度和准确度将直接影响动态更新馆藏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
3． 3 设立动态典藏调配岗

以前大多图书馆对馆藏文献的典藏权归结于采

编部门中的某个人兼任，一般情况下，新书到馆以

后，都是由采编部的工作人员根据典藏工作细则，对

加工图书进行藏书分配，分配之后，除了平时进行

图书的剔除工作及调整工作外，藏书一般都不再进

行流动，在图书利用的各个环节需要进行二次、三次

甚至多次的再调配也就流于形式。一方面的原因是

没有设立专岗，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典藏人员对馆藏

的利用率和读者的需求缺乏及时了解。其实，对藏

书的利用情况最有发言权的是图书流通阅览的一线

服务部门。只有他们在读者服务工作中能最直接地

观察到图书的利用率。因此必须将典藏权从采编部

门转换到一线对外服务部门，并在一线部门设立动

态典藏调配岗，由典藏馆员或馆藏组织员随时不断

地根据藏书的利用情况进行动态调配，使每一本藏

书都放在能够被充分利用的借阅区或书库内，发挥

最大效益。
3． 4 运作方法

在原有馆藏的基础上，对即将入藏到借阅区的

新书分配思路是: 先放入新书专架供读者就地阅览

或短期外借，凡是读者借阅过的新书都不再归回到

新书专架，而是典藏到借阅区内固定架位中供读者

借阅。经过一个月的使用( 具体时间因馆而异) ，只

要是还留在新书专架上未被读者借阅过的新书，就

是利用率相对较低的书，这部分书就由专人再进行

二次调配典藏，每种书除留下一本供读者借阅 ( 同

时作为基藏书入藏) 外，其余的复本直接调配到流

通借阅区供读者长期借阅。这样，新书专架起到了

确定新书利用率、分流图书的作用。同样的原则，在

流通借阅区内也设置新书专架，除了放置由采编部

直接典藏来的高复本的新书之外，还放置从一线借

阅区调配来的短期外借限制下利用率不高的书籍供

读者借阅，由专人对流通借阅区内的书籍进行利用

情况观察，并将利用率低的图书调配至库藏借阅区，

为今后更多更好的藏书腾出空间。反过来，如果在

二线流通借阅区及三线典藏区发现利用率较高的图

书，可以将它们再调配到一线或二线流通借阅区，逆

向流动，形成动态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对藏书的动

态调配管理( 见图 2) 。
在多分馆模式下，当文献资源到达典藏部门后，

典藏人员需要根据本校学科专业布局进行初次分

配，并在有一定复本保障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多出的

复本分配到其他分馆，满足各馆用户之需。初次分

配后，由于用户需求的多样化，有些文献资源通过馆

际互借或文献传递的方式在各分馆间跨区流通。图

书馆随时对这些异地图书的流通数据进行详细、科
学的分析和判断，如果跨校区借阅只是个别现象则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文献的通借、通还，最后回归

原处; 如果是反复出现的群体性借阅而且借阅率高

于原馆的借阅率则就近上架; 如果跨校区借阅率和

原馆都很高，则要考虑增加复本、缩短借阅周期或提

供电子版图书供网上阅读
［4］，同时将信息反馈给典

藏部门，一方面作为今后典藏工作的参考依据，另一

方面通过再次分配予以纠正，让典藏分配更加科学

合理
［5］，如图 4 所示。对于公共资源的调整，对跨校

区利用率高的图书建议就近上架，这样做能缩短上

架时间，提高借阅率。对于专业学科资源则相对较

稳定，它是以各校区学科设置为主来进行馆藏布局

图 4 分馆环境下动态更新馆藏管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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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文献资源规划和初次分配首先考虑的因素，若

出现专业学科资源跨校区借阅率较高的情况，则说

明该类专业学科资源具有交叉性，建议对复本在各

馆进行灵活调配。对于各分馆内部的动态更新馆

藏，参照一馆操作方法进行管理。
4 结束语

对于动态更新馆藏管理机制在图书馆的运用和

研究，需要我们在不断地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加以总

结和改进，在馆藏资源动态管理过程中，经历顺畅、
动荡、稳定、适应和平衡是正常的，它还需要我们进

一步加强对基于动态典藏机制的馆藏评估体系优化

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动态更新馆藏管理

的科学性，进而使图书馆馆藏形成整体螺旋上升的

动态良性循环，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提高馆

藏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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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echanism of Dynamic Update on Library Collection
Peng Rui Yang Zhenbin Zeng Xin

(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 412008，China)

Abstract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dynamic update on library collection is based on the three － levels book collection system，which
of the core is to br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 levels book collection system into full play，avoid its disadvantages，form dynamic
and flowing collection layout so as to get better benefit and improve the book utilization ratio．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should follow
scientific principle，principle of preserving for the use，operational principle and effective principle． The operation of the mechanism
depends on investigation，statistics of book collec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duty post． Finally，the operation methods of the mechanism
are introduced． 8 refs．
Keywords Library collec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dynamic update． Three － levels collecting books system． Book utiliza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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