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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塑
论高校知识中心型图书馆的建设

——评《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

书名：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
建设

作者：尤春花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价格：20元

建设图书馆是人类传承文化的途径之一，图书馆是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成果的重

要载体，在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高校文化建设

中，图书馆的建设也非常重要。服务读者是图书馆永远的核心，也是其社会价值的直

接体现。建设和完善图书馆的各项功能，对高校整体建设也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工作的主线。本书紧扣高校知识中心型图书馆

建设和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两条线索展开，以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对图书馆

人才队伍管理、资源建设管理、知识管理、经费管理等进行了探析，还对图书馆服务

理念、服务体系、服务模式、服务标准等进行了研究。同时，作者借鉴了部分国内外

优秀图书馆在管理和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出以国际质量标准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研

究视域前沿而长远。本书紧随时代变化，紧密结合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给图书馆带来

的挑战，探索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在管理上的有效措施，探求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上的

创新。针对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者从外部环境、内部控制

及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设策略。它的出版，不仅适合广大图书馆读者阅

读，也可以作为图书馆学等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一书重点强调了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的现

实意义。特色信息资源建设指的是根据特定个人或单位的需要，科学、有序地提供给

用户所需要的信息资源。想要做到有“特色”，首先要力求资源上的“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这—特点不仅是高校图书馆的特点，也是其他类型图书馆应有的信息资源

特点。图书馆建设一直是信息资源保存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和努力，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书籍阅读量和学术资源累积量已经显著增加。在高校知识

中心型图书馆建设的理念引导下，图书馆的服务和阅读方式也不断地完善，以期满足

读者从纸质阅读到电子书阅读，再到多元化个性阅读的需要。高校知识中心型图书馆建设体现了新时期所具有的鲜明特点，

它是图书馆建设的最终目标。知识型图书馆的建设想要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就要优化资源配置，全方位提升硬软件水平。

特色信息资源是图书馆的核心资源，而知识中心型图书馆的建设还包括特色纸本文献资源建设、自建特色数据库建设等等。

这些数据库是高校重点学科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整理，而这种知识型图书馆一旦建设完毕，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版权。在特色图

书馆的建设过程中，资源的分配要根据高校具体所需进行灵活的调整，从而确保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及时I生，力求为用
户快速高效地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源。高校知识中心型图书馆建设还十分注重学科和专业知识的差别。在《高校图书馆特色信

息资源建设》一书中，作者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引导高校图书馆建设者和管理者根据自身各个学科和专业的不同，设立有

侧重的学科信息服务中心，采取更有效的方法搜索专业资源，采用电子化信息技术建立科学化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把资料

整合出来，达到链接分布的多样化，进而构造全面缜密的信息资源系统，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方便的服务。

《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一书不仅全面介绍了高校知识中心型图书馆建设的措施、方法、途径、核心资源等

内容，还从专家选书机制的合理性入手，认真分析了如何建设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在21世纪这个以科技为主导力量的

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想要建设自己的特色资源，只靠自身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现代社会是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等各种交

叉的社会，各个学科的专!l匕发展也具有着融合f生和渗透I生。部分图书馆建设者和管理者在专业方面也还有所欠缺，所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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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所谓专家机制，指的是聘请校内教授和校外有资质的专

家，共同组建图书馆信息建设委员会，积极广泛地吸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并把这些

意见作为资源建设的依据。专家学者们都是曾经工作在教育科研一线的人员，对高

校各个专业十分了解，因此，专家们所提供的资源信息应该成为高校图书馆特色建

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也有利于推进高校科研工作的不断创新和全面发展。

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建设作为高校建设的中心之一，必须要做

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改进，从而让图书馆真正变得有特色、实用性强、方便收

集各种资源。在高校建设中必须采用各类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多元化的信息途径

为用户提供所需信息。高校建设者和管理者可以以《高校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

作为理论依据，采取书中提及的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不断在学习中提升自己。同

时，该书的丰富内容也可以为各大院校的学生提供资料参考，A-有,i艮强的实用意义。

(陈子建／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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