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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未来之路成为权威的开放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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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服务比实体书更有效 
  从教学与研究的角度看，人文社科领域的著作出版是很重要的，而对于理工科来说，沉淀下

来的基本知识结构和共同的知识会以图书的形式出现。尤其是比较权威的著作，能够把一个领域

非常分散的研究成果体系化，这对于新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以及学生很有帮助，他们还没有广

泛阅读论文和文献的功底，所以阅读图书著作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种体系化呈现的图书，对教

学意义更大。而电子期刊和数据库对理工学科做研究有更大的支持作用。电子图书的优势在于，

现在很多的电子图书都可以提供分章节下载，灵活性大一些，阅读起来也方便一些。 
  学校应当大力开发或购买基于数据库的服务，如文献调查、查新查重、学生论文相似度检测、

英文论文的润色修改、课题组文献的自动推荐、文献引用分析、学术评价等方面的服务。其中课

题组文献的自动推荐是指根据每位教授或团队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推送相关的信息服务，这种基

于大数据提供的文献服务，即以研究人员和师生为中心提供的这些新形态的创新服务，可以满足

研究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帮助师生节省时间，促进研究成果引用和深化，这应当是未来图书馆采

购的主要方向。 
  上面谈到的基于数据库的服务，目前已经出现了，一般散落在各个学术机构单独使用，没有

在图书馆集中采购和使用，缺乏规模效应。图书馆应该批量采购这种服务，供高校老师免费使用，

其方式可以很灵活，如采用租用的方式，不一定要下载到本地图书馆，可以为师生提供更大的方

便。 
  图书馆应重视资源使用率 
  我认为，图书馆在收藏图书之外，采购一些图书背后的各种素材和教学性资源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老师来说，在讲授一个前沿性知识点时，研究背后的图片、视频和数据等资料是很珍贵的。

电子图书如果能够把这些多媒体的教学素材整合进来，就有很大的优势。随着技术的发展，今后

图书的含义会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把纸本书的内容简单地制成 PDF等格式的电子书，它可以是一
个比较全面的专题网站或专题内容库，里面将文字、视频、图片等各种素材组合起来，这种东西

会更受欢迎。尤其是可以把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国有关部门曾在几年前对高校评估中的图书馆生均藏书量和生均年进书量作出过一些规

定。虽然初期阶段在引导高校把资源投入到图书馆馆藏建设、促进高校馆藏图书量增长等方面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我们应该关注图书馆用户能够得到哪些

服务以及获得电子数据库的哪些使用权，无所谓是纸本书、电子图书或者是共享图书。因此今后

我们应该看是否有条件获得这本书或数据库的使用权，我们要注重效能的获得，而不要注重对这

个产品本身的拥有。尤其是在电子化时代，拥有一项技术提供的服务更重要。图书馆也应当强调

馆藏图书的使用率，而不是拥有图书的数量。 
  出版商应加强配套服务 
  国际出版商的平台应加强推荐功能，就是说根据研究人员和学者研究发表的成果，描述此人

的研究特征并做一些需要的推荐，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各个平台要努力发展的方向。各个出

版商可以通过云服务的方式提供产品，由图书馆统一入口来集成各家特色的数据与服务，如帮助

老师或学生修改英文论文的服务，或者围绕授课老师想了解相关研究的最经典素材、图片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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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提供相关服务。 
  目前国际几家大型学术出版商还只是在做文本形态的数据库，他们应该放开思路，在做文章

和图书的同时，还应该做教学学习资源的建设。 
  此外，围绕一些学术活动提供相应服务，如 easychair.org 网站是一家专业的学术会议管理网
站，可以帮助组织学术会议，如发征稿通知、组织论文协同评审等。总体来说，出版商应当围绕

高校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以内容为基础的平台式的增值服务。图书馆也不应成为书的

仓库，而应成为高校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围绕学生的学习就业、老师的教学研究提供相应的服务。 
  图书馆资源建设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图书馆应提供相关学科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教学

资源；第二，教育部门的政策导向应从购买实体书到购买服务转变；第三，在知识库的基础上延

伸链条，形成新的服务业态。现在的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第四，加强数字资源的共享，

开放数据也将是图书馆馆藏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图书馆应当成为权威的开放数据源，为研

究人员和师生提供更多元化、更丰富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