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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紧缩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优化及策略路径研究∗

———以华东理工大学为例

□梁茹　李建霞

　　摘要　文献信息资源是高校图书馆保障师生教学科研需求的基础.经费紧缩背景下,如何

进行文献信息资源的精准优化建设一直是高校图书馆研究的课题.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２０
年经费大幅消减后,通过“减”“砍”“缓”等具体措施优化文献信息资源配置,支持学校教学科研发

展.文章据此分析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痛点及内外兼修的化解策略,并由此构建文

献资源建设“全流程”路径设计框架;提出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应沿着“统筹—优化—协

作”的三层次演进路径,最大限度实现读者的需求保障,为同类高校图书馆应对经费紧缩提供借

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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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是高校办学条件的基本保

证,而经费的持续稳定保障则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

引擎.２０１５年«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强调文

献信息资源不仅要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也
要服务于学科建设.在经济向好及教育投入稳步增

加的形势下,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在过

去４０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了以数字资

源为图书馆馆藏主体的时代,有力地支撑了高校教

学科研及学科建设.２０１７年,随着«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的颁布和一批

高校进入“双一流”建设实施阶段,文献资源建设更

成为高校图书馆助推“双一流”建设的基础.然而,
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普遍没有实现与所在高校经费预

算的同步增长[１],同时受疫情及经济形势影响,经费

缩减正成为高校图书馆在新一轮发展中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变量[２].在未来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要

完成“双一流”着力打造学科领域高峰的目标,引领

高校提高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将对图书馆文献资

源的有效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

化“危”为“机”、“危”中寻“机”[３],全面优化提升文献

资源保障水平,成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普遍面临的

难题.

２　文献回顾

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是图书馆开展各项服务的

基础.从２０世纪末“纸本为王”到电子资源逐步发

展成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体,固然是得益于计算机

和网络技术的成熟,但同时也不可否认这一阶段国

家经费大量而持续投入所发挥的资金引领和决定作

用[４].然而,有专家统计发现,２０１６年至今我国高

校图书馆的总经费在全校总经费中的占比平均仅为

０．５％左右且普遍呈下降趋势,前景堪忧[１].对于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部门而言,经费无法保持稳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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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及增长势必带来馆藏建设策略和订购模式的一系

列变革.梳理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１)经费分配问题.数字时代的文献资源

建设面临着“纸本”与“电子”资源经费分配的平衡困

境[５];在强势的电子资源蚕食下,纸电资源经费如何

再分配及纸电同步的实施路径研究,成为学者关注

的焦点[６];韩曾丽等的研究证实,文献资源经费投入

与高校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及学校排名有极强的相

关性[７];魏豫州等认为图书馆应根据学校的目标定

位、办学层次、学科建设来优化配置纸电经费比

例[８].(２)建设模式研究.经费短缺与使用效益低

下在文献资源建设中交织并存[９],马越指出目前粗

放型的建设模式导致图书馆对资源内容的选择不够

精准,主张以客观数据为依据,进行精准订购[１０];赵
玮佳等从外文数据库建设实践出发,分析资源使用

情况和订购思路[１１];申雅琪等从经费分配、合同管

理、模式变革等多维度提出“双全”的文献资源建设

应对模式[１２].(３)资源定价讨论.２０１４年程焕文教

授提出的“十问数据商”开启了我国图书馆界对期刊

数据库定价的讨论和思考[１３－１４];陈学宇认为数据库

商的超高定价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榨取经济利润的剥

削性行为,直接损害了用户的利益[１５];杨华等从数

据库市场交易的博弈角度,引入上市公司年报分析

法来寻求新的博弈思路[１６].
总体来看,国内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经费

调整应对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探究及预测层面,建设

模式研究多关注精准订购和馆藏资源的使用评价,
资源价格讨论则多是基于市场、法律等层面的探究

和商榷,来自现实操作的文献则少之又少.因此,本
文拟通过案例分析与理论凝练,将馆藏纸电资源的

建设优化实践、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的痛点及内外

兼修的化解策略分析、“全流程”路径设计框架构建

等作为研究重点,以期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由传统数量型向精准型转变进行有益尝试,同时也

为经费紧缩背景下其他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设

提供借鉴参考.

３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优化案例

在经济向好及经费投入稳步增加的形势下,高
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总体呈现出全力保障的良好态

势,但面对经费紧缩的情况,文献资源建设则要对照

预算及战略目标,分析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预判其

发展态势,合理制定应对策略.文章以华东理工大

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华理馆)为例,探讨经费紧缩情

况下如何进行纸电协同、数据库筛选、学科包精准订

购,以及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与数据商在谈判中进

行博弈,从而以有限的经费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的文

献信息需求.

３．１　华理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现状

作为国家首批２１１重点高校,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华东理工大学的图书馆馆藏经费先是经历

近２０年的稳步增长,经过起步、发展、快速发展,然
后遭遇２０２０年因经费压力带来的变局,可以说是走

出了一条非常典型的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发展

路径.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经费(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电子资源 １４１６ １５４３ １６９９ １４１６ １２９０ １４９９

纸质资源 ５１５ ５０２ ４７４ ２９６ １１６ １３５

纸电合计 １９３１ ２０４５ ２１７３ １７１２ １４０６ １６３４

　　从表１可知,２０１９年华理馆的纸电资源经费投

入达到２１７３万元人民币的峰值,印刷型中外文图书

和期刊虽因数字资源的快速增加,导致经费占比逐

年减少,但也保持了４７４万元的订购规模,电子资源

经费虽然无法与“百亿俱乐部”高校比肩,但都能在

原订购规模基础上,每年有一定额度经费购买新增

资源,到２０１９年华理馆外文数据库已达４５个左右,
集齐了Elsevier、Wiley、SpringerNature、Taylor&
Francis、SAGE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

产品、SCIE等知名文摘索引数据库,配置了与本校

学科发 展 契 合 度 较 高 的 学 协 会 数 据 库 如 ACS、

SCIFINDER、RSC、IEL等,中文库除知网、万方、维
普、超星外,连中华数字书苑、中文在线等也悉数购

入.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化学化工、材料、机械工

程、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经济、管理等学科专业为重

点的纸电协调发展的文献资源体系.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华理馆年度总经费呈逐年

下降趋势,其２０２０年经费比上一年度缩减近四分之

一,２０２１年更是滑落到２０１２年的水平,尽管随后两

年略有回升,但仍远低于２０１９年的峰值.来自教育

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的统计显示,华理馆２０１９
年度总经费为２２６０万元,居全国５８位,上海第７
位,２０２０年总经费为１７７２万元,较前一年下降了

２１．６％,年度总经费居全国８８位,２０２１年总经费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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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７万元,较前一年下降了１８．９％,居全国１２６位.
经费减少而文献资源涨价依旧,尤其是外文库逐年

涨价,价格基数越来越高,再叠加汇率涨幅,要保持

原有的订购规模显然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对馆藏

资源的订购模式进行优化调整.

３．２　经 费 紧 缩 背 景 下 华 理 馆 文 献 信 息 资 源 优 化

实践

优化思路:重点保障一流和基础学科,优先倾斜

交叉和特色学科,兼顾扶持新兴学科,以“经费”为牵

引,以“数据”为驱动,以“算法”为手段,支撑经费分

配、采购模式优化变革等决策布局,使文献资源建设

更加精准.

３．２．１　纸质资源调整优化

纸质资源是图书馆持续购买用以更新馆藏来满

足用户需求的传统资源,近年电子资源获取的高便

利性逐渐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纸质文献的利用

率越来越低成为不争的事实,加之纸质资源增长带

来的馆藏空间压力,在经费紧张的形势下,减少纸质

文献的经费投入成为必然的选择,见表２.
表２　华理馆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纸质资源建设经费(万元)

经费名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外文图书 ５５ ５２ ５４ ５１ １１ ３

中文图书 ２５２ ２４７ ２５１ ２０２ １０４ ８７

外文期刊 １７１ １６６ １３９ ２７ ０ ３５

中文报刊 ３７ ３７ ３０ １６ １ １０

　　可以看出,２０１９年以后,华理馆纸质中外文图

书、期刊资源的经费投入大幅下降,甚至在２０２２年

中文图书的经费降低到８７万元.面对如此紧张的

经费情况,买哪些、调哪些、减哪些都需要以数据为

驱动进行精准化资源建设.
(１)控制中外文图书订购

优化依据:根据学校教学科研对资源的需求内

容、类型与特征,结合现有馆藏资源与使用效率,确
定纸质资源建设重点、馆藏复本数量及各学科的经

费投入比.
优化措施:①精减额度.对２０１５年以来图书入

库情况及借阅流通数据进行分析,统计读者对各种

图书的借阅种类和频率,结合荐书系统、专家教授意

见等多维度分析读者的阅读热点和倾向,提取热门

图书类目,再依据本校各院系的读者人数和类别,按
照一定的计算模型最终确定重点保障学科的经费投

入比例及各类图书的采选额度;②精选品种.统计

发现,近５年入藏的纸质图书中有相当一些类目的

图书借阅率非常低,甚至０借阅的图书也不在少数.
经过对低借阅率图书的数据分析,首先将其品种数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然后对零借阅种数较高的

类目标示预警,在新书征订时谨慎选择;③以电代

纸.统计纸电文献的利用情况和读者荐购数据,以
需求为导向对纸电图书的资源配比进行调整和优

化,优先对价格昂贵的外文原版书做“减”法,逐步尝

试以电子书替代纸质书,即只要有电子版的外文原

版书则“砍”掉纸本.
优化结果:华理馆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图书经费呈现

大幅下降(见表３),纸质图书的订购经费从２０１９年

的３０５万元缩减到２０２２年的９０万元,购书册数缩

减４２１０１册.
表３　华理馆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图书资源建设情况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图书经费(万元) ３０７ ２９９ ３０５ ２５３ １１５ ９０

图书册数(册) ６６１９８ ５９６０６ ５８６３６ ４５３５１ ２１０９９ １６５３５

　　(２)削减中外文期刊订购经费

优化依据:根据纸电同步在期刊文献中较易实

现这一事实,通过纸电权衡的方式来缓解经费投入

不足的问题.
优化措施:①效益控制.统计分析馆藏资源的

纸电匹配情况,对馆藏中无电子资源补充的纸质期

刊,再利用引文检索工具查阅该刊本校引文数据,提
取前５年本校发文所列参考文献中引用率较低且影

响因子不高的期刊目录,根据经费预算选择是否停

订;②品类控制.华东理工大学日语、俄语原版期刊

采到率低且覆盖面窄,资源类型也多以休闲、文学及

语言研究类为主,其内容对教学科研的支撑度较差.
囿于经费压力,将日语和俄语期刊、休闲新闻报道类

外刊一律停订;③以电代纸.如今电子资源已成为

图书馆的主流资源,基于其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本
馆将纸本期刊目录与在订数据库和 OA资源品种进

行查重比照,提取出数据库已收录或网上可免费获

取的期刊目录,停订其纸本资源;④延迟付费.２０２１
年华理馆的总经费仅１４３７万元,差不多跌落到了

１０年前的水平,为缓解压力,从２０２１年开始,本馆

将期刊预付制改为当年付款.
优化结果:２０２０年仅减刊就节约经费约１２６万

元,通过减少纸质资源,将电子资源经费占比从

２０１９年的７７％提升至２０２１年的９１％,２０２２年保留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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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中文纸刊仅２２９种,外文期刊４９种,都是从

创刊年开始收藏、学科特色与本校研究传统匹配且

利用率极高的期刊(见表４).
表４　华理馆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期刊资源建设经费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期刊经费(万元) ２０８ ２０３ １６９ ４３ １ ４５

期刊种数(种) １９５４ １７０７ １３６３ ５１９ ３７ ２７８

注:２０２１年期刊订购费处低位是因为将期刊预付制改为当年付款.

３．２．２　电子资源调整优化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使电子资源建设成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

重.经费充裕的时候高校图书馆都是全部配齐、整
库购入,导致一些馆藏资源内容“同质化”以及与读

者需求契合度不佳,致使高校图书馆常为相当一部

分不需要的资源买单.因此,结合资源内容进行精

准选择,探索以用户需求和使用情况为依据的最经

济、最合理的配置方式,成为提高经费利用率的资源

建设途径.
(１)精减数据库

优化依据:数据库价格持续走高,日益成为图书

馆资源建设经费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数据库优化

需要坚持需求导向、协调互补原则,并综合考虑资源

质量、购买成本、使用效率及学科契合度等进行文献

资源建设决策.
优化措施:①成本控制.利用数据库购入成本、

价格涨幅、是否在协议方案内,停库后是否永久使

用、是否为集团采购、价格涨幅等商务数据,结合访

问量和下载量、发文和引文情况、用户满意度等指

标,进行“调控”,淘汰掉一些经费无法支持且重要程

度“一般”的数据库,一定程度上盘活资金存量资源.
如２０２１年停订的 WSN、BegellHouse数据库,单篇

成本都在４０元以上,SAGE数据库２０２０年篇均下

载成本达３７元,且在学校的访问量和利用率一直不

高,访问量 TOP１０的期刊中除１种涉及商科、１种

涉及社会学外,其余皆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

与技术等领域期刊,均有可补充替代资源.②归类

替代.根据内容特色、学科契合度,将数据库聚类横

向对比分析,如归类总结为化学化工类、法律类、商
业经济类、休闲娱乐类等,将重复度高的数据库聚

类,走访调研师生用户,分析读者需求;再结合核心

保障率、使用成本、是否可替代、是否有协作馆提供

资源共享等几个维度将数据库进行排序,按必须保

障、可以停订和停订三个模块,据每年经费下达实额

按照资源的排序逐级向下覆盖,优化同类型数据库

及同类单一学科数据库,优先选“停”利用率不高、内
容过时、更新缓慢以及重复度高、同质化严重的

资源.
优化结果:２０２１年停订了 SAGE、WSN、IOP、

BegellHouse等４个数据库,共节省经费近８０万

元;２０２２ 年 停 订 CUP、APS、CELL、Emerald、

Endnote等３０个数据库平台,节约经费２９８万元.
(２)精选订购模式

优化依据:精准化的订购与差异化的价格策略

是提升图书馆资源建设效率的重要手段.目前的数

字资源绝大多数都是采用整库订购模式,统计发现

资源使用的“二八”甚至“一九”现象在全文数据库中

非常突出,在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售价的数据库中,支
持学校８０％—９０％使用率的往往只是上千种期刊

中的几十种,在２０＋学科包中８５％的使用量集中在

７、８个学科包中,这意味着图书馆有限的经费还在

为相当一部分本校并不经常使用的资源买单.
优化措施:①订购博弈.面对数据库商变相涨

价、捆绑销售、双重收费等行为,提升图书馆的价格

谈判能力是有效开展文献资源建设实践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的重要举措[１６].但由于知识资源的公共

产权属性已异化为市场产权[１７],从而导致电子资源

的定价呈现模糊性,对于不同的图书馆而言,价格往

往也不透明.因此,华理馆专门成立资源建设和规

划部门、文献资源采购小组,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和方法,准确识别用户需求、精细评估服务绩效,并
结合高校图书馆的联盟议价,分析制定图书馆文献

资源建设战略和标准,配合采编部与数据库商开展

价格谈判与订购博弈.②精准采选.在明确重点保

障对象、重点学科、课题组或团队的基础上,结合读

者需求变化、数据库价格涨幅等因素动态调整资源

采购单元和品种,打破以“整库”为对象的订购模式,
转而向以学科包或更小单元的精准思路进行资源筛

选,甚至单刊订购.
优化结果:基于与数据库商长期续订所维护的

友好合作关系,在允许延迟付费、精准订购等方面争

取一定程度的利益,如 SCIFINDER 并发数调整,

EBSCO只订购 BSC一个学科包;在与某数据库进

行减学科包续订方案讨论过程中,从“续订５个学科

包,减少约７０％的期刊数量、损失２０％的资源保障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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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价格仅下降约３万美元”的方案,经过多轮博弈,
达成“续订１０个学科包,减少一半期刊数量、损失

１１％的资源保障率,价格下降５．２万美元”的最终方

案,从而以精准订购最大程度满足用户需求.
(３)改变付款节奏,节约现金流

优化依据:经费持续缩减,既要最大限度保障资

源订购的连续性,又要缓解当年经费压力.
优化措施: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在采招政策允许范

围内与供应商、代理商沟通,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web版、ACM、AIP等库的预付款制改为当年付款.
优化结果:２０２０年,图书馆共有１２个数据库未

在本年度支付款项,总金额约３７６万元;２０２１年,有

１３个数据库未支付款项,延至２０２２年完成续订支

付工作,总金额约３１３万元,极大缓解了当年经费压

力,也为学校节约了现金流.

４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痛点及化解策略

经费经过近四年的大幅削减,华理馆文献资源

可以说是已经被精简到最基本保障的程度,面对诸

多未知变数,单靠削减资源的精准优化已无可施展

空间.因此,需要对目前尚无法克服的资源建设痛

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化解策略.

４．１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痛点

４．１．１　资源价格持续上涨

经费紧缩与资源价格逐年增长的矛盾是许多高

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首要的挑

战来自纸价上涨导致的图书定价上涨,国家新闻出

版署数据显示,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全国图书出版的定价

总金额增长幅度依次为８．７３％、０．２２％、２０．８９％[１８].
其次的挑战来自数字资源尤其是外文数字资源的逐

年涨价(年均自然涨幅约为５％—７％)[１９],叠加考虑

汇率变化、国际环境等影响及每年５％—１０％的通

货膨胀,导致图书馆资源购买力的不断下降和经费

效率的自然缩水,也加剧了数据库订购经费投入的

不稳定,更遑论增长了[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
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继续缩减,高校图书馆将无法建

立起全面服务教学科研的资源体系,一定程度上将

制约图书馆的多元化发展[２０].

４．１．２　商业数据库的市场垄断

经费紧缩背景下,数据库资源的市场垄断已成

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面临的壁垒和障碍.这主要

源于商业数据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数据平台居于数字出版产业链上游,在服务与产品

定价方面占据主导地位[２１],例如,Elsevier通过打通

上中游产业链而集内容、平台、知识服务于一体,受
其他企业的制约较小,中国知网则通过整合中文学

术期刊与“独家授权”核心资源的规模化运营,对上

下游形成强势话语权[１６],而图书馆位于产业链下

游,其计划性经济的运行模式和数据库商市场化的

运行模式之间断裂[２２],在交易条件和交易模式中缺

乏自主性,使得图书馆不得不在合作中被迫接受数

据库高定价、持续涨价及相关不合理合约[２３].

４．１．３　图书馆对商业数据库的过度依赖

科研人员对商业数据库的高度依赖,导致作为

专业文献信息资源采选与服务机构的图书馆对数据

库平台过度依赖,也使数据库商依托其资源优势形

成了事实上的学术垄断.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建设中

以长合约换取所谓“优惠价”和“折扣价”,常常使数

据商的产品通过“导入—使用—依赖”策略,让图书

馆成为被动的甲方,从而增加数据商疯狂涨价的筹

码[１６],这使得本就经费紧张的图书馆雪上加霜,只
能选择被迫接受、短暂僵持或停订.实际上数据商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各种垄断方式已经阻

碍了知识的有效传播.

４．２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痛点化解策略

如前所述,华理馆基于读者需求和资源评估的

精准资源建设优化可发挥的作用已非常有限,而长

期困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痛点仅靠一馆之力又

无法消除.未来学界应将策略的重点置于内外兼修

的途径上,借助外在力量来提升数字资源自主权、创
造多元化竞争市场,削弱国外商业数据库的资源垄

断、推动数据库商业模式调整;依靠内在修为来拓展

资源建设路径.这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价格上

涨的问题,但对缓解经费紧缩和文献信息保障压力

仍是有所助益的.

４．２．１　借力出版业国际化,提升数字资源自主权

目前,科技期刊正在从内容出版转向信息的深

度挖掘应用,谁拥有最先进的数字出版平台,谁就可

以掌握科研成果的出版首发权及底层数据[２４].«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构建国家科研论

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这也是国际形势对数

据安全和自主权提出的要求[２５].英文期刊作为国

际学术交流的载体,在提升国际影响力、加强科学话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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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在内容输出上,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研成果发表

市场,论文总数和高被引论文数都在大幅提高[２６].
其次,随着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启动,我国英

文科技期刊的出版规模、传播能力、学术影响力均呈

现加速提升的态势,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中国英文科

技期刊有４３５种,２０２２年新入选 ESCI数据库的期

刊有３１种,新入选Scopus数据库的有８２种[２６],中
国已具备一流科技期刊发展的行业底气.再次,

２０２２年６月我国自主建设的数字出版平台SciOpen
正式发布上线运营,平台资源已与国际通用搜索引

擎、出版标准化组织、重要学术索引数据库等实现顺

利对接,国内科研工作者可以免费获取[２５],这为打

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数字资源出版和传播集成平

台建设[２７]、抢占国际科技话语权[２８]、逐步摆脱对国

外数据出版发行平台的依赖提供了支撑,也为文献

资源建设模式变革、经费效率提升提供了最直接的

驱动力.

４．２．２　依靠市场竞争,削弱数据库商的垄断地位

为避免同质化竞争并巩固优势,数据库商往往

集中某一学科领域的优质资源,用差异化错位布局

叠加数 字 化、平 台 化 发 展 来 形 成 规 模 化 资 源 垄

断[１６],以便在谈判中掌控数据库的定价、涨价话语

权及合同签订的控制权[２９].未来图书馆将在经费

有限的情况下面临开展用户服务和支持开放出版等

多重挑战,而要求数据库商自我变革是不现实的,若
想彻底化解困境,除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试用

平台咨询和评估采选方案来助益图书馆的价格谈判

外,还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创造多元化的市场及环

境,来倒逼数据库商进行改变,从而以卓有成效的方

式打破垄断[３０].随着“独家授权策略”逐步被期刊

出版者放弃和出版物来源的增加,单一购买模式已

经被突破,捐赠、租用、链接甚至自动获取等都将成

为新兴的资源建设模式[４].高校图书馆是数据库商

的核心客户,联盟主导的采购为价格谈判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一旦市场

发生改变,商业数据库为寻求新的生存模式,其定

价、涨价及合同签订也将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

４．２．３　发展长期保存,优化传统资源建设模式

以“购买使用权”为主的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模

式,对商业化市场渠道高度依赖,致使“卡脖子”文献

资源难以稳定保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数

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已成为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３１].２０１８年,DRAA 已明确规定了对所购

买数据库的长期保存权.随着长期保存所涉及的存

储技术、资源标识、服务触发、仿真再现、安全认证等

诸多问题解决方案的逐渐成熟,长期保存必将成为

常态[４].高校图书馆应提高长期保存意识,积极参

与国家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建设.一方面应依据学

校发展规划主动识别和预测重点保障领域与学科;
另一方面应积极运用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加强信

息资源加工、组织与服务模式的探索,做好买断资

源、OA 资源、可合法获取的数字资源的本地长期保

存,不断推进智库、新媒体、可视化图谱等新兴资源

建设,建立健全动态契合用户需求的资源长期保存

管理机制,逐步优化传统资源建设模式.目前,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三 个 机 构 节 点 已 实 现 Springer
Nature、Wiley、Elsevier、Taylor& Francis四大重

要商业出版社资源长期保存的全面覆盖[３２].

４．２．４　推进共建共享,拓展资源建设路径

经费紧缩背景下,为缓解资源逐年涨价的压力,
减少对商业数据库的过分依赖,图书馆界应在协调

建设、联合服务、顶层设计方面积极运作,探讨如何

运用全新的管理思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强有力的

组织架构[３３],统一标准,推进共建共享,拓展资源建

设和经费来源.首先,应充分发挥全校各院系及研

究团队的整体力量,比如争取学院的“双一流”建设

经费,加强与院系分馆、资料室的合作联动和共建共

享,扩展信息资源检索平台功能和内容,盘活校内资

源;其次,可加强与其他高校馆及合作机构馆在纸质

资源、数字资源层面上的合作共享,通过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等方式增加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体量,扩
大资源学科覆盖面;再次,应引导用户合理利用

NSTL、CALIS、CASHL、CADAL以及 BALIS、JAＧ
LIS、FULink 等全国及区域平台,拓展资源获取

路径.

４．２．５　参与开放获取,降低对商业数据库的过度

依赖

商业数据库对数字资源的排他性体现于“提供”
“获取”的控制力上,如果数据资源的提供和获取能

够被替代,将大大降低数据商对信息交流过程的控

制[３４],而 开 放 获 取 将 颠 覆 传 统 期 刊 订 购 商 业 模

式[３５],削弱图书馆对商业数据库的过度依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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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间全球开放获取论文从３３．３％
增加到５０．３％.高校图书馆应在传统文献采集的同

时,积极探索开放存取资源的整合导航平台建设[９].
虽然出版社及数据库商对学术成果版权的攫取,对
开放存取和 OA资源自由获取造成了一些冲击[３６],
但实践中已有很多图书馆也在门户网站提供 OA资

源的揭示和查询利用.目前华理馆的资源建设和预

算编制也逐步纳入了 OA 资源.

５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优化路径

５．１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优化整体设计

框架

从华理馆的实践,基本上可以管窥我国高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况.受经费紧缩影响,图书

馆文献资源建设必须由传统的粗放型向精准型转

变,需求驱动和数据驱动的建设模式将成为主流.
按照国家“过紧日子”的要求,未来高校图书馆经费

预算将继续面临较大压力,为有效满足日益多样化

的用户需求,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优化应重点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读者需求的精准把握

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求是资源建设优化的最终

目的.图书馆应通过用户调研及读者信息行为分析

来获取读者重点关注资源、荐购资源、文献传递资源

等方面的客观数据,精准提取读者的现实需求.受

学术交流环境变化及新文献资源产品更新周期加快

的影响,读者需求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图书馆

可通过重点关注本校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

科的 资 源 短 缺 情 况,并 参 照 ESI、JCR、Scopus、

BKCI、中外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等评价工具,将本

校重点学科的核心资源与标杆院校馆藏资源对标,
以发现对本校学科发展有引领性支撑的重点潜在资

源需求[１０].如华东理工大学２０２１年拆分理学院,
正式成立物理学院和数学学院,为准确掌握新学院

发展所需的图书资源,华理馆通过统计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理

科图书资源保障情况,发现学校新办基础学科馆藏

资源的差距及潜在需求.
(２)资源效率的综合评估

馆藏利用效率是资源建设优化的依据.在经费

有限的条件下,精准掌握馆藏资源与读者需求的匹

配程度及成本效益是提升馆藏资源建设质量的首要

目标.通过对资源使用效率的全面综合评估,可以

了解用户资源需求满足及馆藏发展状况,从而使图

书馆以最小的经费投入来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需

求.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效率综合评估可以从馆藏使

用率、满意度测度、服务效率评估等多层面展开[３７],
也可进行同等级图书馆之间的比较.如华理馆结合

使用统计、馆员、专业师生及来自DRAA、出版社、第
三方报告等手段,据此选择确定核心资源、重要资

源、一般资源和停订资源的等级,再结合经费划拨情

况,决定是否将其纳入采购计划.
(３)采购方案的合理选择

资源采购方案的选择将影响到经费的预算和合

理使用.高校图书馆需要结合经费现状,以读者需

求和效率评价为牵引,从优化经费分配、精细管理采

购合同、定价模式谈判、采购方案评估[１２],多维度全

面科学决策并合理选择相应的采购方案.比如可探

索采用按品种、学科、主题等进行“细粒度、多模态”
的资源建设模式,必要时还可将大的期刊包转为购

买专业性更强的小期刊包,为用户提供有针对性、差
异化的资源.

(４)应对变局的动态调整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核心”资源停售停供

情况时有发生,而各类复杂性和颠覆性技术的出现,
也给图书馆的服务提升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２０２０
年７月１日«人民日报»发文强调“过紧日子”不应是

短期的应对举措,而应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图书馆

人更应该未雨绸缪,思考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

针对新发展阶段高校图书馆的目标、任务,通过赋能

存量、做优增量、把握变量[２],变被动为主动,实现资

源的供需动态平衡,为应对新的文献资源建设困境

寻找新思路.
据此,笔者围绕华理馆文献资源建设实践、痛点

及化解策略,通过单馆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凝练,
构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优化“全流程”设计框

架,尝试为同类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设计框架如图１所示.

５．２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优化演进路径

在图１的整体设计框架之下,高校图书馆文献

信息资源建设优化应经历“统筹—优化—协作”三个

层次的路径演进.即通过“读者需求”和“资源评估”
的前端统筹,匹配生成“采购决策”的中端优化,再到

基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痛点化解的后端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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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优化“全流程”设计框架

沿着数据驱动、精准建设、动态拓展、智慧调整、反
馈、协调的闭环进阶,实现文献资源建设优化与需求

保障.
(１)统筹端,以“需求”＋“效率”为牵引,包括了

对读者需求调研和馆藏资源评估的统筹,是高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高质量建设的前提,也是数据驱动和

精准化建设的出发点;
(２)优化端,基于读者需求和资源评估的纸电

“预算”＋“资源”精准建设优化,是采购决策的关键

环节,也是用户需求保障的核心支撑;
(３)协作端,以“内修”＋“外借”的破局之策,应

对不确定经济环境并化解长期困扰图书馆文献资源

建设的难题.高校图书馆应根据内外环境变化通过

多方协作来动态拓展经费、资源获取渠道,根据用户

需求及战略发展趋势主动进行智慧化应对选择.
其中,统筹端和优化端是华理馆经费紧缩背景

下文献资源建设的实践总结,而协作端则是针对资

源建设痛点及环境变化所提出的未来应对策略,该
建设路径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价值和人文智慧,对
促进资源建设优化与服务保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与实践价值.

６　结语

历经四年经费紧缩的资源建设优化实践,在与

数据商尤其是国外数据库商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深

刻领悟到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
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
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

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３８]这一指示的高瞻远

瞩和高屋建瓴.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数智时代,
数字出版及环境的快速发展和科学研究范式的不断

演进,使图书馆面临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资源建设

转型和更严峻的经费挑战.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高校图书馆需要以学校战略及行业标杆为指引,结
合环境、政策、需求、趋势、产业链分析把握变局[２],
研讨创新数字环境下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方法,提
升文献资源建设质量,最大化满足用户的多元化、个
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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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OptimizationandStrategicPathofLiteratureInformationResources
DevelopmentinUniversityLibrariesUndertheBackgroundofBudgetConstraints

—ACaseStudyof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LiangRu　LiJianxia

Abstract:Literatureinformationresourcesarethebasisforuniversitylibrariestomeettheteachingand
researchneedsofteachersandstudents．Underthebackgroundoftightbudget,howtoaccuratelyoptimize
theconstructionofliteratureinformationresourceshasalwaysbeenthesubjectofuniversitylibrary．Based
ontheexampleofhowthelibraryof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ptimizestheallocaＧ
tionofliteratureinformationresourcesandsupporttheteachingandresearchafterthedrasticreductionof
fundingsince２０２０,thispaperanalyzesthemajorchallengesoftheconstructionofliteratureinformationreＧ
sourcesinuniversitylibrariesandthestrategiesofbothinternalandexternalcultivationbyconstructingthe
“wholeprocess”pathdesignframeworkofliteratureresourceconstruction．Thepaperputsforwardthatthe
constructionofliteratureinformationresourcesin universitylibrariesshouldfollow thethreeＧlevel
evolutionpathof“overallplanning,optimizationandcooperation”tomaximizetheprotectionofreaders
needs,andprovidereferenceforsimilaruniversitylibrariestocopewiththebudgetc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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