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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思维看哈佛图书馆的重组

———兼论国内高校图书馆分馆制建设中的核心问题

□范晨晓　杜远东　韩松涛

　　摘要　哈佛图书馆曾经历两次重组，重组中坚持不变的内容同样应该被关注和研究。这些

内容包括：把纸质文献作为主要的学术资源进行收藏，保持知识的专长性和多样性，以及分散独

立的学术图书馆体系。由此，研究提出国内高校图书馆分馆制建设中的关键内容：分馆独立采访

政策的重要性，整合图书馆现有相关角色的解决方案即重新定义院系学科专家、图书馆学科文献

专家以及采访人员 职 能；同 时 建 议 成 立 分 馆 学 术 资 源 委 员 会 来 整 合 学 科 与 图 书 馆 的 资 源 采 访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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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２年，哈佛图 书 馆① 作 为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学 术

图书馆，为了适应“一个令人兴奋 的、未 知 的 数 字 信

息新世界”，认为“要想继续保持图书馆的卓越地位，
就必须做出重大改 变”［１］，于 是 对７３个 独 立 图 书 馆

进行了重组，２０１３年 又 在 此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再 重 组。
这两次重组，在国内曾引起较大反响，大多数研究者

都以哈佛图书馆改革中的变化来讨论多分馆制大学

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和应 对 策 略。如 王 亚 林、张 耀 蕾

《哈佛大学图书馆：重组失败后的再重组》介 绍 了 哈

佛图书馆如何合并重复职能机构，形成领导小组、内
阁、专门委员 会 三 方 协 作 的 图 书 馆 领 导 机 制［２］。李

秀娟《尼奥式突围：转型中的图书馆———基于哈佛图

书馆重组的思考》［３］、申蓉《哈 佛 大 学 图 书 馆 改 革 及

启示》［４］等则认为国内图书馆 可 以 借 鉴 哈 佛 改 革 经

验而有所改进。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哈佛图书馆的改革，

即哈佛图书馆在改革中未被改掉 的，即 其 持 之 以 恒

的东西，也应该被重视和研究，所以 本 研 究 题 为“逆

向思维看哈佛图书馆的重组”。

２　哈佛图书馆重组后“持之以恒”的内容及启示

哈佛图 书 馆 在 其《大 学 图 书 馆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以下简称《报告》）中认为，哈佛图书馆存 在 信 息 技

术系统缺乏统一标准、协 作 困 难、效 率 低 下 等 问 题，
为了顺应新时代必须要发展出新的优势和更加灵活

的组织结构［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重组前，哈佛图

书馆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术图书馆之一，重组后，
哈佛图书馆地位更加 稳 固。因 此，国 内 图 书 馆 界 不

仅要关注哈佛图书馆“变”的地方，更应 该 去 探 寻 哈

佛图书馆始终不变的部分。

２．１　学术藏书对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

图书馆界一直流传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著名

信息学家兰开斯特的一个预言，即人类社会到了２１
世纪，就 会 进 入 一 个 无 纸 的 信 息 时 代。“无 纸 化 社

会”“图书馆灭亡论”甚嚣尘上，不少图书馆为了摆脱

这种所谓的困境，纷纷将经费向数字资源建设倾斜，
认为已经到了数字时代，很少需 要 或 不 再 需 要 纸 质

资源馆藏。但是中国图 书 馆 学 会 副 理 事 长、国 际 图

联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焕文教授却发文疾呼：“我

们整天只在看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又发展到了

＊ 通讯作者：范晨晓，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９２１－３６４４，邮箱：ｃｘｆａｎ＠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① 哈佛大学图书馆体系庞大，对外一般统称为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文章沿用此名称的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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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水平，多么先进。可是，我们基本上不看最本质

的东西，美国所有大学图书馆的纸 本 采 购 从 来 没 有

停止过，而且藏书一直在不断增长”［６］。同时他多次

撰文强调：“特色纸本资源是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安

身立命之本。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无特色即无特

点，无特点就无生命力。在 信 息 资 源 日 益 同 质 化 的

今天，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依靠什么吸引学者，又依靠

什么确立其学术地位？自然是‘人无我有’的特色纸

本资源”［７］。
哈佛图书馆作 为 世 界 一 流 高 校 图 书 馆，一 直 强

调学术藏书对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哈佛图书馆在

其报告中指出，“研究是哈佛大学 的 首 要 任 务，因 此

哈佛的图书馆藏书必须得到相应的支持和资助。哈

佛的图书馆对学术的义务超越了任何特定的时间或

偶然的情况。这些藏书对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来说

是最重要的”，“没有图书馆，研究型大学就无法推进

其研究和教学的使命。哈佛图书馆包含了我们的学

者用来产生新知识的信息。图书馆对于协助教师发

展课程和 为 学 者 提 供 适 当 的 资 源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哈佛图书馆的藏书是学术机构所拥有的 最 大 藏 书

……其馆藏超过１６００万 册 书 籍 和 物 品……哈 佛 一

直认为，这对当代和未来几代学者 的 教 学 和 研 究 支

持至关重要，这也直接决定了哈佛 大 学 作 为 一 流 研

究型大学的声誉。而所收集的资料是各分馆集中努

力的结果”［５］。可以想见，这里所指的藏书主要是指

纸质学术资源。
哈佛图书馆的重组报告尽管有很大篇幅在讨论

数字化建设和共享服务，但更应该 值 得 大 家 注 意 的

是，哈佛图书馆并没有否定学术藏 书 对 于 哈 佛 图 书

馆的意义，反而是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潘秋玉曾对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进

行分析，总结得出“尽管数字资源的涌现对纸质文献

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在当前环境下，纸质资源仍是多

数图书馆必不可少的重 要 元 素。此 次 调 查 发 现，印

本资源依然受到图书馆的关注，一 些 图 书 馆 制 订 了

需求驱动采访、剔旧等政策或方法，并与数字资源一

起作为图书馆实施或参与长期保存项目的对象”［８］。
也就是说一流大学图书馆仍把特色纸质资源作为重

要的学术资源。

２．２　保持知识专长和多样性

国内学者在涉 及 哈 佛 图 书 馆 重 组 时，往 往 着 眼

于哈佛各图书馆的“各自为政”。但是可以看到哈佛

图书馆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改革“应该保留哈

佛各分馆分散的知识专长这一 特 色，但 也 要 集 中 管

理和整合基础设施，以实现最高 效 率”，同 时 他 们 在

报告中不止一次提出，“保持知 识 专 长 和 多 样 性，这

是哈佛现有体系的核心优势”“应该注意维持大量特

色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旨在为特 定 读 者 提 供 专 门 的

图书馆服务”“由于杰出的馆藏是长期 建 立 起 来 的，
我们特别有责任发展现有的专 业 领 域，在 不 忽 视 学

术发展领域的同时，保持哈佛图 书 馆 最 著 名 馆 藏 的

卓越性”［５］。这 些 论 述 无 不 在 表 述：哈 佛 图 书 馆 是

在保持各分馆特色的基础上去 整 合 机 构 和 系 统，进

而开展数字化建设。
哈佛图书馆改革，根据馆藏内容、主题或服务领

域等方面的特点，将各独立图书 馆 划 分 为 五 个 关 系

组（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分 别 为：（１）侧 重 实 践 应 用 学

科的图书馆，包括法律、商 业、教 育 和 政 府 学 院 的 图

书馆；（２）专注于物理、生命科学领域，可以共同承担

研究责任的图书馆，包括医学院 图 书 馆 和 科 学 图 书

馆；（３）围绕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包 括 威 德 纳 和

拉蒙特等图书馆；（４）艺术和文化类的 图 书 馆，如 美

术、建筑、音乐、戏剧和电影；（５）保存特藏的图书馆，
如霍顿图书馆和大学档案馆。时任哈佛图书馆高级

副教务长的玛丽·李·肯尼迪（Ｍａｒｙ　Ｌｅｅ　Ｋｅｎｎｅｄｙ）
在《图书馆重组时间表公布》一文中提出，关系组将继

续致力于“培育各图书馆的专长，并促进与教师及其

工作的紧密联系”［９］。
因此，保持知识 专 长 和 多 样 性 是 哈 佛 图 书 馆 现

有体系的核心优势之一，也是成 就 哈 佛 图 书 馆 成 为

知名学术图书馆的重要因素之一。

２．３　分散独立式的学术图书馆体系

相较国内，哈佛 图 书 馆 采 取 的 分 馆 资 源 建 设 模

式存在明显的分散独立特征，或 者 说 分 馆 都 保 持 着

较大的自主性，特别是 在 资 源 建 设 方 面。笔 者 有 幸

曾在哈佛 图 书 馆 分 馆 之 一 哈 佛 燕 京 图 书 馆 访 学 一

年，通过亲身经历及对图书馆工 作 人 员 和 访 问 学 者

们的采访，可以大致描述出哈佛 燕 京 图 书 馆 在 哈 佛

图书馆重组后的工作开展情况。可通过一个分馆进

而了解哈佛图书馆分馆资源建设情况。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美国高校中最全面的东

亚文献，不同文种的文献采访均由专业学者负责，其
在馆的采访人员就是一名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又比

如，其收藏有越南文文 献，馆 内 没 有 相 关 学 者，于 是

８８

逆向思维看哈佛图书馆的重组／范晨晓，杜远东，韩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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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聘请学校一位懂越南语的教授 来 兼 职 负 责 采 访。
除了自主采访和学校相关专业老 师 荐 购 外，哈 佛 燕

京图书馆也很重视各国访问学者的荐购。馆长每年

都会举行三次座谈，第一次是在访 问 学 者 们 刚 刚 到

达哈佛大学的九月份，第二次是在 来 年 的 一 月 份 即

一个学期以后，第三次是访问学者们返程前的五月。
每次哈佛燕京图书馆都会请访问学者们根据各自专

业提供荐购书单以便充实馆藏。
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接受采访时曾说到，“两

件事定义一个好图书馆：收 藏 和 服 务。对 于 图 书 馆

来说，我们需要在东亚文献上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尽
最大可能为学者、师生提供一流的个性化服务”［１０］。
相对应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就会着 重 采 购 与 东 亚 有

关的书籍和电子资源，对于现代出版的著作，哈佛燕

京图书馆会随时注意采购，在古籍方面，则会注重购

买数据库或采取合作模式获取电子资源。
当然，这些采购 所 得 的 东 亚 文 献 也 不 是 一 馆 独

享的。哈佛图书馆每一个分馆的文献资源都可以通

过哈佛的目录系统 ＨＯＬＬＩＳ检索，然后通过强大的

物流体系运送到每一个需求者所在的分馆。对于一

些在馆阅 览 的 书 籍，如 果 馆 内 有，则 随 时 扫 描，将

ＰＤＦ文件发至 老 师 邮 箱，如 分 馆 没 有，则 会 通 过 馆

际互借帮助师生获得。
由于各分馆相 对 分 散 独 立，许 多 图 书 馆 收 藏 就

会存在重复。哈佛图书馆在其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

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院系之间存在重叠，尤
其是纸质馆藏。近年来，哈 佛 在 减 少 重 复 采 购 和 集

中采购电子资源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协调。然而协调

后却有了额外的问题，如哪些教师应该购买藏书，藏
书应该收藏在哪里，谁负 责 藏 书 的 维 护。如 果 文 理

学院购买了一本宗教书籍，他们会将其存储，即使它

最大的使用者可能是神学院的师生。而消除复本则

可能会导致大学藏书中出现空白”［５］。因此，目前整

个哈佛图书馆严格实行一种图书只保留一个复本的

政策。笔者 曾 就 复 本 问 题 采 访 哈 佛 燕 京 图 书 馆 馆

员。他坦言，哈佛图书馆体 系 中 有 四 家 收 藏 中 文 文

献的分馆，分馆收到已有品种的捐赠时，会推荐给具

有该类书收藏政策的其他分馆。这说明哈佛图书馆

的采访政策为各分馆收藏一种，而 不 同 分 馆 仍 可 根

据自己的采访策略收藏其他分馆相同品种的图书。

３　国内高校图书馆分馆制建设模式：总馆主导式

国内很多高校 存 在 异 地 教 学 的 情 况，相 应 也 设

有各校区分馆，如山东大学就设有中心校区图书馆、
蒋震图书馆、洪家楼校区图书馆、趵突泉校区图书馆

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则由闵行校区图书馆和中

山北路校区图书馆组成。再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分设雁塔校区图书馆、兴庆校区图书馆、创新港图书

资料中心，但只有兴庆图书馆下设资源建设部，其余

两个校区都只有文献借阅部、科研支持服务部。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来说，也主要按校区划分，即

玉泉校区图书馆、西溪校区图书馆、华家池校区图书

馆、紫金港农医分馆、紫金港基础分馆。虽然个别分

馆有学科属性，但整个管理体系弱化了分馆的属性，
各分馆 只 是 一 个 物 理 概 念。分 馆 只 承 担 异 地 借 还

书、阅览等功能，资源均由资源建设部门按照文献类

型统一采访，然后典藏分发到各校区分馆，这种总馆

主导式的资源建设方式给学科文献建设和学科服务

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设置有学科分馆的高校资源建设模式是否有所

不同呢？高校图书馆中设学科分馆较早的有厦门大

学图书馆，其在１９９７年 取 消 院 系 资 料 室，按 学 科 门

类建立专业分馆，但采购与编目由总馆统一负责，分
馆主要 负 责 文 献 的 利 用［１１］。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在

２００１年３月成 立 了 全 校 图 书 馆 多 馆（分 馆）系 统 建

设委员会，其资源建设是由总馆 牵 头 完 成 更 高 层 次

的规划工作，包括资源协调采购、电子资源与纸本资

源协调采购，总馆和院系分馆协调采购，相同学科内

协调，多卷书等大套资源全校内协调等［１２］。２００４年

底，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始总分馆建设，将资料室整合

升级为学科分馆，由总馆统一调配文献资源［１３］。复

旦大学图书馆设有医科馆、文科馆等学科分馆，但根

据其官网介绍，文科馆等分馆的 具 体 工 作 是 提 供 相

关书刊的 流 通、阅 览 管 理 与 服 务，并 不 参 与 资 源 建

设。分馆各类文献资源 的 收 集、整 理 和 编 目 工 作 还

是由复旦大学图书馆采编部承担［１４］。
综上所述，国内 很 多 高 校 图 书 馆 分 馆 制 与 国 外

存在显著不同，国内采取分馆制 的 高 校 大 多 以 总 馆

为主导，总馆承担所有 的 采 访、管 理 职 能，是 一 种 总

馆主导的模式。

４　分散独立式与总馆主导式分馆建设模式的对比

分散独立式和 总 馆 主 导 式，这 两 种 学 术 图 书 馆

建设体系各有其优越 之 处，也 同 样 存 在 不 足。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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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避短、因事为制，找到适合中国高校学术图书馆

建设之路，下文拟基于优缺点进行分析探讨。
分散独立式的 缺 点，国 外 图 书 馆 自 身 是 有 察 觉

的，像哈佛图书馆的两次改革，就是针对分散独立的

缺点而进行的。这一点国内研究者也已经有比较明

确的论述，比如“庞大的机构多少 有 些 冗 杂，资 源 有

重复建设的现象，经费分配不尽合理，管理也不尽如

人意”［１５］。而分散独立模式的优势则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分馆有独立的采访政策，对资源

收集有指导性计划，更利于确立独 特 性 馆 藏 发 展 方

向，并有利于资源建设的完整性；其次是有独立的学

科分馆才有利于有专业背景的学 者 加 入，也 有 利 于

学科馆员的培养；第三，依 托 院 系，就 能 与 院 系 时 刻

保持紧密合作，关注到科研最新动向，有利于支持学

术发展；第四，独立的分馆更有利于获得捐赠及相关

经费的申请。
国内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大多采取总馆主导模

式，注重“广、博、全”。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经费统

一管理，更规范、便捷；涉及 资 源 的 工 作 均 在 资 源 建

设部或采访部完成，同部门之间流转更流畅；在控制

复本方面更为有效。但这样的模式也会带来一些弊

端：首先是各个学科情况 各 异，总 馆 统 一 管 理 下，必

定会制定一种统一的政策来管理 分 馆，缺 乏 个 体 特

藏规划，将导致多个分馆不能按自 己 应 有 的 方 向 发

展；其次是国内高校各分馆因为没 有 独 立 的 采 访 经

费，也就无法配备独立的选书团队，虽然学科馆员和

院系师生会做一部分学科文献推 荐 的 工 作，但 这 是

补充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 文 献 系 统 性 采 访

的问题；第三，没有较为独 立 的 分 馆，学 科 馆 员 制 度

没有好的培养基地，会导致学科文 献 建 设 和 学 科 服

务的弱化。
图书馆的核心 问 题 是 资 源 建 设 的 问 题，一 切 服

务都是以资源为依托。哈佛图书馆分馆制的最大优

势就是增强了多样化学术资源收 集 的 能 力，而 其 改

革其实就是为了保留该优势所做的改良。国内高校

图书馆想要增强多样化学术资源 收 集 的 能 力，就 势

必要学习哈佛图书馆模式的优点，但 同 时 也 要 结 合

国情校情，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学习其

核心精神而不是外在模式。

５　国内高校图书馆如何建设学术分馆体系

目前，国内高 校 图 书 馆 中，总 馆 主 导 式 是 主 流。

在建设学术分馆体系的问题上，核 心 其 实 不 是 行 政

上要独立，而是获得多样性优秀学术资源的能力，或
者说是建设一支强有力的采访 团 队，可 以 在 独 立 采

访政策的指导下去完成学术资 源 的 收 集、组 织 与 服

务。所以，即便行政上仍是总馆主导制，只要在资源

建设上能形成分馆独立自主的 形 式，特 别 是 在 采 访

政策和 执 行 上 具 有 独 立 自 主 性，就 完 全 有 实 现 的

可能。

５．１　分馆独立采访政策的重要性

馆藏发 展 策 略，在 国 内 又 可 以 称 为 采 访 政 策。
哈佛图书馆第一次重组将工作 分 为 本 地 服 务、共 享

服务以及支撑服务。其 中，本 地 服 务 馆 员 是 负 责 选

书和咨询工作的学科馆员。第二 次 重 组 后“各 图 书

馆依然保持独立采访，但部分馆已经开始按照《馆藏

和内容建设战略 规 划》的 推 荐 方 案 实 施”［２］。同 时，
“哈佛大学计划收集各分馆的采访政策，用来发现采

访交叉和空白的学科领域”［２］。重组前后，哈佛都赋

予了各分馆制定独立采访政策 的 权 利，这 是 分 馆 资

源建设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主要采用招标确定图书供应商，

再由图书供应商提供书单，图书 馆 采 访 人 员 在 书 单

上进行勾选。这种方式虽然杜绝了图书采购方面可

能会产生的不当行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影响了

馆藏藏书质量。正如复旦大学图书馆王乐所说，“如

果仅仅局限于书商提供的资源，长 此 以 往 对 于 图 书

馆的馆藏质量提升是非常不利的”［１６］。
蔡迎春更是详 细 分 析 了 书 商 提 供 书 单 的 弊 端，

“对于这部分学科建设特需的学术书和专业书，一方

面由于它的发行量少，利润空间小，供应商出于利益

驱动很少对这部分书进行书目推荐。另一方面这些

书大多是采取合作出版、作者包销的形式，一般都不

列入出版社的年度计划，各个渠道也难以获得”［１７］。
笔者曾经在馆内组建金石碑帖 特 藏 时，通 过 调 研 学

术著作和期刊论文，检索整理墓 志 相 关 且 较 为 重 要

的书籍２００余 种，而 浙 江 大 学 图 书 馆 仅 收 藏５０余

种。之后想通过回溯购 买，发 现 大 部 分 已 产 生 了 相

当高的溢价，还有一些 则 已 经 没 有 了 购 买 渠 道。毕

竟学术性图书，一旦错过当年的收藏，那么若干年后

可能就再也无法购买。如果用“放大镜”来仔细看一

下国内目前通行的统一采访模 式，缺 藏 漏 藏 的 专 业

书籍可能不在少数，毕竟采访人 员 无 法 兼 通 全 学 科

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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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馆是独立采访政 策“生 存”的 主 要 场 所。
目前，国内大多数分馆制高校有分 馆 推 荐 采 访 的 情

况存在，但为分馆制定独立采访政策的尚未有发现。
而事实上，拥有独立采访政策的分馆制，才是真正的

分馆制。很多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分馆因为相对分散

独立，所以每个分馆都有 自 己 独 立 的 采 访 政 策。国

内高校图书馆学习国外的分馆制，其 核 心 应 是 为 每

个学科分馆制定独立的分馆采访政策，并严格执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改变的不是 总 馆 制 的 行 政 体

系，而是资源建设的方式方法。
对于国内高校图书馆来说，可以学科为导向，制

定专业采访政策，加强学术特色馆藏建设，注重以专

题、区域研究为核心的资源收集和整理工作，通过建

设若干个学术性强、特色鲜明、资源类型丰富的研究

型学术特色馆藏，来实现 知 识 专 长 和 多 样 性。除 了

新购馆藏，也需要对馆藏 资 源 进 行 重 组 与 整 合。目

前，国内大多数图书馆是将所有资源根据《中 图 法》
进行排列。以学科为导向可以对大集合资源进行重

组，这种重组也将成为图书馆从群 体 服 务 转 为 面 向

学科与学术团队的个性化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

５．２　独立采访政策执行人及其职能

独立 采 访 政 策 确 立 后，就 有 一 个 执 行 的 问 题。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老师曾在教代会上提交《关 于 建

设一流高校文科图书馆的建议》，提议要组建专业的

图书购买与编目队伍，让专业的人 来 带 领 和 建 设 专

业的学 术 型 图 书 馆。那 谁 能 成 为 这 样 的 专 业 人 才

呢？独立采访执行人应该是依托学科分馆所对应的

学科来进行，同时还要加强图书馆 学 科 馆 员 制 度 的

建设，让学科馆员通过“进阶”来发挥重要作用。

５．２．１　院系教师

如果论学科的 专 业 程 度，自 然 是 该 专 业 的 教 师

最为合适。请院系教师进 行 藏 书 推 荐，是 浙 江 大 学

图书馆外文图书采购的 做 法。目 前，浙 江 大 学 图 书

馆采购的外文图书大部分是来自师生的推荐。根据

学科设置，资源建设部构建了外文选书专家库，定期

向各学科的选书专家推送外文书 目 清 单，请 专 家 们

帮助荐选有助于学科发展和教研工作的好书。经统

计，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图书馆发订外文图书约５０００种，
共有９８位 老 师 推 荐；２０１８下 半 年 图 书 馆 发 订 外 文

图书约１３０００种，共 有 超 过１２０位 专 家 参 与 选 书。
另外，在特色专题馆藏上，院系教师更是发挥着巨大

作用，如艺术与考古系教授在外访学期间，就曾向图

书馆推荐数宗专题外文特藏。
然而院系教师 平 常 教 学 科 研 任 务 繁 重，难 以 兼

顾学科其他方向文献。长期请院系教师来承担采访

工作，是很难实现的。像浙江大学图书馆，就有不少

学科的外文采访仍然 存 在 空 白。究 其 原 因，一 是 没

能梳理相 关 书 单 给 院 系，二 是 院 系 老 师 不 甚 热 心。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单纯依靠专 业 老 师 来 执 行 采 访

政策很难做到院系学科全覆盖。

５．２．２　学科文献专家

学科馆员应是具有图书馆学和相应学科背景的

图书馆员。图书馆学研究的是文献，而学科研究的

对象是学科内容，学科馆员研究 的 对 象 不 应 该 是 学

科本身，而是图书馆学与不同学科交叉后的“交叉学

科”，即“学科文献研究”。学科馆员发展的最终目标

应是“学科文献专家”，而这正是前面提 到 的 独 立 采

访的重要基石。培养“学科文献专家”的学科馆员制

度建设，是图书馆界应考虑的问题［１８］。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早期的学科馆员设置主要

就是建 设 专 业 馆 藏 资 源，而 后 才 是 联 络、咨 询 工

作［１９］。然而国 内 很 多 高 校 图 书 馆 的 学 科 馆 员 却 存

在重咨询服务、轻学科 资 源 的 问 题。但 像 一 些 高 校

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已经认识到学科文献专家的重

要性。２０１５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启动了以用户需

求为导向的一站式学科资源采 访 模 式，打 破 了 之 前

按文献类型和载体进行采访的 模 式，以 学 科 为 主 导

建立了学科采访馆员团队［２０］。

５．２．３　采访人员

哈佛图书馆重 组 后 将 馆 员 分 为 三 类：本 地 服 务

馆员、共享服务馆员以 及 支 撑 服 务 馆 员。本 地 服 务

馆员即学科馆员，采访工作则由 共 享 服 务 馆 员 中 的

信息与技术服务馆员负责，去完成后续的寻找书商、
发订、接收图书、付 款、对 图 书 的 物 理 加 工、编 目、贴

书标等业务。选书至关 重 要，后 续 工 作 一 样 繁 重 复

杂。目前，国内采 访 人 员 兼 顾 数 职，难 免 应 对 不 暇。
如果参考哈佛图书馆的模式，国 内 采 访 人 员 统 一 对

院系教师和学科馆员所选之书 进 行 后 续 处 理，既 可

实现业务流程高效化也能节约相应人力资源。

５．３　多职能分学科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的建设

文献资源 建 设 委 员 会 在 高 校 图 书 馆 中 并 不 鲜

见，像美国，“大多数高校都成立了文献资源委员会，
以统筹指导本校文献资源建设与管理工作”［２１］。国

内也是如此，大多数高校均有其文献资源委员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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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分两种情况，一是如北京大学 的 文 献 信 息 资 源

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及委员分别来自校领导、学校

职能部 门 负 责 人、校 外 专 家、院 系 领 导 和 教 师 代

表［２２］。有学者将其视 为“决 策 层”［２３］。二 是 如 浙 江

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由图书馆领导、资
源建 设 部 门 相 关 人 员 组 成。这 被 认 为 是“管 理

层”［２３］。浙 江 大 学 图 书 馆 采 访 流 程 依 次 为 教 授 推

荐、图书馆 文 献 资 源 建 设 委 员 会 审 核、馆 务 会 议 审

核、购买等环节。但是，以上两者均很难实现学科馆

藏建设的精细化和系统性。

因此，笔者以为 各 学 科 或 各 分 馆 应 该 有 各 自 的

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来指导其馆藏建设。如以哈佛

大学为代表的一些美国高校，其院 系 就 成 立 了 自 己

的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而 且，就 文 献 资 源 建 设 委

员会成员比例来看，应以专业教师占比最大，其次是

学科文献专家，这样的委员会才是 教 师 表 达 自 身 文

献需求，图书馆实现学术特藏建设的最佳渠道。

在新的文献资 源 建 设 委 员 会 中，还 可 以 考 虑 将

原有的专家推荐与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审核的功能

合一。文献资源建设委员同时拥有资源的推荐权和

经费的使用权，或者说是将购书的 决 策 权 放 到 这 个

委员会中。将院系学科、图 书 馆 学 科 馆 员 及 图 书 馆

采访人员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组织，或将

成为国内学科分馆独立采访政策的最佳执行机构。

６　结语

哈佛图书馆作 为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图 书 馆，对 纸 质

学术藏书的重视，利用分馆保持知识专长和多样性，

分散独立式的资源建设模式，都值得国内高校学习。

目前国内采取分馆制的高校大多 以 总 馆 为 主 导，总

馆负责所有或大部分的采访、管理职能，所谓的分馆

资源建设仅仅是根据中图法将图书分到各分馆。这

一模式无法体现分馆制的优势。分馆制的核心应是

具有独立的分馆采访政策及相应的执行团队。在现

阶段，可以整合院系学科专家、图书馆学科馆员和采

访人员的 职 能，让 三 者 形 成 合 力，形 成 体 系。进 一

步，则可以考虑建设多职能、分学科的文献资源建设

委员会，将采访政策制定、文献推荐、文献论证、采访

过程控制等都整合进来，从而去建 设 有 特 色 的 学 术

图书馆体系。

参考文献

１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ｉ－
ｂｒａｒｙ［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ｎｅｗｓ－ｆａｕｓｔ／２０１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ａｒ－
ｖａｒｄ－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　王亚林，张耀蕾．哈佛大学图 书 馆：重 组 失 败 后 的 再 重 组［Ｊ］．大 学
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６）：５－９．

３　李秀娟．尼奥式突围：转 型 中 的 图 书 馆———基 于 哈 佛 图 书 馆 重 组
的思考［Ｊ］．图书馆，２０１３（６）：１３－１５．

４　申蓉．哈佛大学图书馆 改 革 及 启 示［Ｊ］．图 书 馆 建 设，２０１３（６）：６３
－６５．

５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ｓ：／／ｈｗｐｉ．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
ｆｉｌｅｓ／ｐｒｏｖｏｓｔ／ｆｉｌ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６　程焕文．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程焕文谈 高 校 图 书 馆
管理的理念［Ｊ］．晋图学刊，２０２０（１）：１－１０．

７　程焕文，黄梦琪．在“纸 张 崇 拜”与“数 字 拥 戴”之 间———高 校 图 书
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４）：１－８．

８　潘秋玉．国外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战略重点研究———基于世界一流
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分析［Ｊ］．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９（６）：８３－８７．

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ｇａｚｅｔｔｅ／
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１／０９／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１０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ｅｎｇ，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５－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ｎｔｅｒ－
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ｊａｍｅｓ－ｃｈｅｎｇ－ｆｏｒｍ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１　萧德洪．资料室的分馆化改 造：厦 门 大 学 的 经 验［Ｊ］．大 学 图 书 馆
学报，２００１（４）：６－８．

１２　巩梅，张晓琳．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４）：３０－３５．

１３　林明．高校图书 馆 资 料 管 理 体 制 和 人 事 制 度 改 革———中 山 大 学
的实践和经验［Ｊ］．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０７（３）：４－８．

１４　复旦大学图书 馆．部 门 介 绍［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５－１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６４／ｌｉｓｔ．ｈｔｍ．

１５　朱强，张红扬，刘素清，等．感受变革 探访未来———美国三所著名
大学图书馆考察报告［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２）：５－１２，１７．

１６　王乐，刘惠敏．资源建设向何处去———转型发展时期复 旦 大 学 的
思考与实践［Ｊ］．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１．

１７　蔡迎春．影响当前纸质藏书质量的深层次因素分析与思考［Ｊ］．大
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５）：６５－７２．

１８　张易，韩松涛．学科馆员发展目标探讨［Ｊ］．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７（５）：
３１－３３．

１９　王晓力．国外高校图书馆学 科 馆 员 服 务 模 式［Ｊ］．图 书 情 报 工 作，
２００８（２）：２０－２３．

２０　王旭．以用户需 求 为 导 向 的 一 站 式 学 科 资 源 采 访 模 式———以 北
京大学图书馆为例［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７（１５）：２８－３０，３４．

２１　张莹莹．美国高校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制度分析［Ｊ］．图书馆学研
究，２０１４（２２）：７７－８０．

２２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战略发
展委员会暨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工 作 委 员 会 成 立 大 会”召 开［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ｉｎｏｓｓ．ｎｅｔ／ｃ／２０１０－１２－
２４／５１６３３６．ｓｈｔｍｌ．

２３　储济明．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三级建设体系研究［Ｊ］．图书馆学研
究，２０１０（１）：６０－６６．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９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８日
（责任编辑：支娟）
（转第１１２页）

２９

逆向思维看哈佛图书馆的重组／范晨晓，杜远东，韩松涛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ｎ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Ｄｕ　Ｙｕａｎｄｏｎｇ，Ｈａ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2021

年
第6

期

３６　研究院：添购书籍［Ｊ］．清华周刊，１９２５（３５２）：８０．
３７　吴宓等赴琉璃厂订购书籍信笺［Ａ］．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

文档号：２６－１－５．
３８　李大钊．李 大 钊 全 集 第 二 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６：１８５

－１８８．
３９　北大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历史［Ｊ］．北大生活，１９２１（１２）：２３．
４０　钱玄同先生与北师大———从其买书、借书、捐 书、荐 书 说 起［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０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１９８７２５３３
＿４８８２２７．

４１　胡适．一个最低 限 度 的 国 学 书 目［Ｊ］．清 华 周 刊：书 报 介 绍 副 刊，

１９２３（２）：３８．
４２　胡适先生介绍之书 籍［Ａ］．清 华 大 学 图 书 馆 购 置 文 档，文 档 号：

１２６－１－５３．
４３　汪鸾翔荐购《钦定明鉴》的信笺 ［Ａ］．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

文档号：１５５－１－１７．
４４　清华大学人 文 社 科 图 书 馆 方 志 馆 揭 牌［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

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ａｂｏｕｔ／ｎｅ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ｅｗｌｉ－
ｂｒａｒｙ＿ｎｅｗｓ＿０２１．ｈｔｍ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年５月６日

（责任编辑：支娟）

Ｏｐｅｒａｔｉo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o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oｎ
ｉｎ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oｄ　o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o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ｎｇ　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１９１５，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３４ｙｅａｒ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接第９２页）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o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o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o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ａｎ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　Ｄｕ　Ｙｕａｎｄｏｎｇ　Ｈａ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ｔｗｏ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ｄ，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ｏ　ｒｅｄｅ－
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
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１１

民国时期清华文献购置制度的运行机制、成效及启示／董琳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Ｄｏｎｇ　Ｌｉ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