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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不同类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战略规划分析研究

　　图书馆资源建设战略规划是指图书馆对其在采集、标

识、管理、存储、发布和长期保存各种类型信息资源过程

中所涉及到的问题进行的战略指导和规划。它是一个纲领

性文件，主要用来指导图书馆资源建设工作，进而实现图

书馆的使命和目标。资源建设战略规划的内容涉及资源类

型、资源描述与组织、资源获取渠道、资源长期保存、资

源建设策略 5 个方面。本文从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

专业图书馆这 3 种类型图书馆中选取有代表性的 9 所图书

馆的战略规划进行分析，提炼出共同点和不同点，以期为

我国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战略规划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1    资源类型规划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资源从原来

的实体资源逐渐扩展到实体资源与数字资源并存。资源类

型的多样化特点在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

的战略规划中均有体现。

1.1    同种类型图书馆资源类型规划的比较分析

1.1.1    公共图书馆资源类型规划的特点分析

　　公共图书馆包括国家级公共图书馆和地方级公共图书

馆，不同的目标定位决定两者的资源类型不同。笔者选取

了两所国家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

和 1 所地方级公共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战略规

划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3 所公共图书馆在资源战略规划方

面的共同点是：在未来的几年内它们都将继续引进和保存

印本资源，并广泛采购电子资源（如期刊、数据库等）和

网络资源，丰富馆藏资源的类型（如增加音频、视频、图

表等）。由于这 3 所图书馆的用户群体略有不同，其战略目

标定位也有所差别，以致其资源类型建设的侧重点存在不

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书（2008-2013 年）显示，

除了面向全国人民提供资源和服务外，还要为国会提供资

源和服务，提供的内容不仅涵盖各个领域，还包括其他两

所图书馆所没有的资源，如战略先导办公室、法律图书馆

和版权办公室管理的数字信息以及国会研究报告和法律图

书馆的研究成果[1]。 英国国家图书馆近几年将战略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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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科研团体服务，它的资源类型规划涉及人文科学与社

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医学等方面的印本和电子资

源，更具有学术参考价值。此外，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战略

规划书（2008-2011 年）还注重特殊馆藏的发展，例如其报

纸馆藏是世界最好的，并且该馆计划在 2020 年实现报纸和

手稿资源的数字化[2]。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属于地方级图书

馆，它的目标（2008-2011 年）就是为城市公民生活提供文

化、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的资料。它的资源类型规划倾向于

引进关于多伦多历史、文化等多样性的资源，并促进这些

资源的网络访问；保存特殊文献；购买当代流行的在线资

源；引进有关城市环境问题的资料[3]。

1.1.2    高校图书馆资源类型规划的特点分析

　　上世纪 90 年代，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仍然以印刷型文

献信息为主。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信息资源迅速成

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

统的文献资源建设相比，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建设的资

源载体更加多元化，形成了现代高校图书馆信息化资源集

成建设的新局面。笔者对 3 所高校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即

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2006-2010 年）、英国剑

桥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2006-2010 年）、澳洲西澳大学图

书馆战略规划（2008-2010 年）的调研结果表明：（1）相同

点是：3 所大学图书馆未来仍将印本资源、电子期刊资源和

数据库资源作为资源建设的主体。（2）不同点是：华盛顿

大学图书馆进行资源建设的同时还兼顾缩微资料、视听资

料等多种类型资源的共同建设，该馆将制定和执行获取电

子图书的总体政策，计划在将来购买电子图书[4] ；剑桥大学

图书馆在保持印本资源与电子资源共存的同时还计划将某

些学科逐步实现 e-only（即图书馆只提供该学科的电子资

源）[5] ；西澳大学图书馆将继续保存特殊文献，为用户提供

大量的教育资源、软件工具包、在线资源，并与华盛顿大

学图书馆一样，将购买电子图书纳入资源建设规划中[6]。

1.1.3    专业图书馆资源类型规划的特点分析

　　专业图书馆的特点是读者面比较狭窄、馆藏资料专业

性强、学科集中而专深。笔者选择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战略规划（2006-2016 年）、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战略规

划（2005-2010 年）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战略规

划（2006-2010 年）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由于专业图

书馆主要是为科研活动提供服务的，这 3 所专业图书馆在

馆藏资源方面的共同点是保存和引进大量的学术资源。（2）

不同点是：由于受众不同，资源类型各不相同。例如，美

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促进医学研究、支持卫生保健与公共

卫生、发扬健康行为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科学

数据到医学出版文献、再到病人和消费者的健康信息都可

以在该图书馆很容易地获取，该馆的战略规划将资源建设

的重点放在建设和保存大量的生物数据、医学知识与健康

信息等资源上，资源类型主要包括学术出版物、数据集、网

络文件、交互式出版物等[7] ；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的战略

规 划 将 其 使 命 定 位 于 通 过 高 价 值 的 科 学 、 技 术 、 医 学

（Science, Tecnology and Medical，简称 STM）信息及出版

服务提升科学研究和创新，因此，灰色文献、商业化信息、

多种格式的信息、STM 学术信息等信息资源类型成为加拿

大科技信息研究所资源类型的首选[8]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

图书馆是面向全院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服务的文献情报服务

机构，其资源建设目标是建成一个资源丰富、无缝链接、覆

盖全院、服务全国的科技信息资源与服务集成平台，该馆

未来资源类型的建设方向集中在印本资源、网络版期刊全

文数据库、国内外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专利和标准数

据库、网络版会议录、网络版核心工具书、开放资源数据

库、研究生教材教参全文数据库、科技研究资源（如科学

数据、研究机构、科研设施、虚拟会议）等[9]。

1.2    不同类型图书馆资源类型规划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 3 种类型图书馆的资源类型规划的概述与

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资源类型规划主要是印

本资源和电子资源双重发展，个别高校图书馆将对某些学

科采取只采购电子资源而不提供印本资源的策略。专业图

书馆虽然也有采购印本资源的战略规划，但是资源类型规

划侧重于对电子期刊、各种类型的数据库、网络资源、灰

色文献和科技研究资源的建设。

　　（2）公共图书馆规划中的资源内容涉及范围较为广泛，

包括文化、大众教育、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这点在地

方级公共图书馆中表现最为明显，国家级公共图书馆除了

收集上述资源外，还会根据自身的战略定位提供一些相应

的信息（如战略资源、法律资源、政府报告等）。高校图书

馆规划中的资源内容主要是与师生的学习、教育和研究有

关的涵盖各个学科的多种资源；电子图书逐渐受到高校图书

馆的重视，并被高校图书馆纳入其战略规划中。专业图书馆

规划中的资源内容更加专深，涉及某一学科、某几种学科的

专业资源或者专门提供科技情报等内容的商业化信息。

2    资源获取渠道

2.1    资源获取渠道统计

　　从获取方式上看，资源获取的方式主要是购买、交换、

接受捐赠等。由于电子文献、网络资源的出现及这些资源所

具有的不同于传统文献的存取、传播、利用方式，信息资源

的获取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除了上述方式外，信息资源

的获取方式还包括入网（加入大规模的图书馆计算机网络）、

联机共享、租用（租用数据库或者数据资源）、免费获取等。

笔者对 3 种类型图书馆中选取的有代表性的 9 所图书馆的战

略规划进行分析，并将它们获取资源的渠道列成下页表 1。

2.2    资源获取渠道特点分析

　　通过表 1 可知，以购买方式引入信息资源是所有图书

馆采用的共有方式，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的资源可以使图书

馆具有永久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购买的方式分为直接购买

和集团购买两种。表 1 中 3 所高校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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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图书馆均采用集团购买法，这种购买方式可以为图书

馆节省大量资金。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计划将目前电子期刊

软件包从“按题名”购买的方法改变为“按类别”购买的

方法，购买的资源类型也从印本资源扩展到电子资源、网

络资源[4]。

　　共享是大多数图书馆采用的资源获取方式，这在高校

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华盛顿大学图书

馆加入 Orbis Cascade 联盟（一个提供联合目录的联盟），以

确保其用户可以获取华盛顿州图书馆目录和俄勒冈州图书

馆目录中的资源，同时也便于电子资源的联合采访与馆藏

建设的协调。此外，该馆还积极探索合作的方法，以增加

和改进资源的获取途径[4]。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与美国国会

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出版商、工厂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

　　图书馆常用的资源描述方法包括都柏林

核心(Dublin Core，简称 DC)元数据集、机器可

读目录（Machine Readable Catalogue，简称

MARC）、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 r a m e ， 简 称 R D F ）、 可 扩 展 标 记 语 言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简称 XML）和

本体（Ontology）等。常用的资源组织方式有

在线联机目录、导航链接、门户网站、数据库、

机构仓储等。笔者根据所选图书馆的网站结

构和战略规划内容将它们所用的资源描述与

组织方法统计成表 2、表 3。

3.2    资源描述与组织方式特点分析

3.2.1    资源描述方式特点分析

　　DC 和 MARC 是大部分图书馆组织信息资源的方法。通

过表 2 可以看出，9 所图书馆中有 5 所图书馆使用 DC 描述

资源，4 所图书馆使用 MARC 描述资源。MARC 是美国国

会图书馆发行的机读目录数据标准交换格式，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在北美广泛应用，实现了书目数据的规范和统

一。而 DC 则能为不同资源系统之间的转换与整合提供一种

工具。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将 MARC 期刊馆藏作

为一种方法用以改进从外部发现工具到内容获取和精简馆

际互借实现步骤的链接[4]。西澳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则强

调过去 3-5 年里被广泛应用的流线型 MARC 记录仍然会继

续被利用，因为它可以使处理过程更加便宜和快速。同时，

图书馆还会采购大量的 MARC 记录，接受少量修改的副本，

表1    信息资源获取渠道统计表

图书馆类型

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专业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10]

英国国家图书馆[11]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12]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13]

剑桥大学图书馆[14]

西澳大学图书馆[15]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16]

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17]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18]

√

√

√

√

√

√

√

√

√

图书馆名  购买

√

交换

√

接受捐赠

√

√

√

√

√

√

共享

√

√

√

 免费获取

的类似组织等长期合作，以共享大量的电子

资源[ 7 ]。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共享执

照、授权、服务和基础设施与加拿大高校图书

馆和研究图书馆建立了新的合作方法来进行

资源共享。它将扩展其目前的国际合作伙伴

资源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确保加拿大国

民能永久获取全球 STM 的信息资源[8]。

　　交换和接受捐赠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区别

于其他图书馆的不同的资源获取方式。交换

的目的是利用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程度的资

源获取。美国国会图书馆计划与其他国政府

组织、半官方组织、国际组织、教育组织、学

术研究团体等进行资源交换[1]。

　　网络资源的免费获取是现在乃至今后流

行的图书馆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由于网络

资源极为丰富并包含大量分散的学术资源及

其他有价值的资源，并且一部分资源是不需

要获取许可就可免费获得的，所以图书馆可

以搜集这些信息为用户提供服务。例如，英国

国家图书馆就计划搜集网络许可资源或网上

提供无偿链接的资源[2]。

3    资源描述与组织

3.1   各类图书馆资源描述与组织方式统计

表2    资源描述方法统计

图书馆类型

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专业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10]

英国国家图书馆[11]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12]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13]

剑桥大学图书馆[14]

西澳大学图书馆[15]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16]

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17]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18]

√

√

√

√

√

图书馆名  DC

√

√

√

√

M A R C

√

R D F

√

X M L

√

Ontology

表3     资源组织方式统计

图书馆类型

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专业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10]

英国国家图书馆[11]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12]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13]

剑桥大学图书馆[14]

西澳大学图书馆[15]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16]

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17]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18]

√

√

√

√

√

√

√

√

√

图书馆名 联机目录

√

√

√

√

√

√

√

√

√

导航链接

√

√

√

√

√

√

门户网站

√

√

机构仓储

√

√

√

√

√

√

√

√

√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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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殊馆藏使用非 MARC 数据进行记录，此外，还要购买

技术工具来支持元数据的自动生成[6]。

　　专业图书馆通常采用多种资源描述方式，且描述方法

较为高级。由于专业图书馆针对特定的用户群体建设特定

范围的信息资源，其信息资源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

术性，因此采用的描述方式也较为高级。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使用 RDF 和 XML 对资源进行描述，RDF 通过对通常意

义上的语言、语法和结构的支持，从而提供了在各种不同

的元数据体系之间的互操作性，所有能够被统一资源标识

命名的资源都可以被 RDF 描述，并且采用 XML 作为交换和

处理元数据的通用语法结构体系[1]。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

书馆除了采用 DC 描述资源外，还计划使用本体进行资源描

述。Ontology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异构资源的语义异构

和资源对象间复杂的关联关系。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

馆计划针对不同学科的资源内容建立起相应的领域知识本

体，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知识本体的语义映射实现异构

资源和系统之间的语义联系，即将各个元数据方案构建成

立体的知识网络[9]。

3.2.2    资源组织方式特点分析

　　联机目录、导航链接、门户网站和数据库是大部分图

书馆都采用的资源组织方式。笔者调研的图书馆全都建立

了联机检索目录，不少还提供其他图书馆网站的联机检索

目录。同时，部分图书馆拥有大量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如

光盘数据库、在线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和索引数据库等。一

些图书馆将大量馆藏的特色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建立了

特色数据库，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自建了林肯数据库[1]，英国

国家图书馆建立的报纸数据库涵盖 1800-1900 年间出版的

报纸的数字版本[2]，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了 STM 科

学数据集数据库[8]。

　　从所调研的图书馆战略规划来看，目前只有一部分图

书馆将机构仓储建设纳入自身的战略规划中。在笔者调研

的图书馆中，仅有两个图书馆构建了机构仓储。例如，剑

桥大学图书馆为每个学院、部门都构建了机构仓储，使其

能够为全校不同学院的师生和研究人员提供该学院的一切

信息资源[5]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为本馆的师生和研

究人员构建了机构仓储，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为其各个研究

所构建相应机构仓储，以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共享[9]。而

其他图书馆目前并没有构建机构仓储，战略规划也未提及

构建机构仓储一事。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机构仓储是针对有同一研究目标或者同一组织的人员

所设计的，目的是促进学术交流与共享，而公共图书馆的

用户多是广大群众，因此没有必要建立机构仓储；二是高

校图书馆虽然也有研究群体，但是它们并未意识到机构仓

储的作用，因此目前仍没有制定建立机构仓储的战略规划。

4    资源长期保存战略

　　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丢失数字内容和数据的风险增大。

随着硬件和软件的过时与淘汰，曾经依靠这些技术存储的

大量数字内容和数据很难再被找到、浏览、检索和使用。因

此，资源长期保存成为全世界图书馆、档案馆及相关文献

情报机构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笔者所选择的几所图书馆的

战略规划中均涉及到资源长期保存的问题。

4.1    保存内容侧重点不同

4.1.1    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计划将印本资源和电子资

源共同保存

　　在公共图书馆领域，美国国会图书馆战略规划中提到

定期优化选择和保存的标准，并为资源保存制订了 3 项评

价指标，分别是保存资源所占的比例、数字化资源或者重

新格式化资源的数量、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数量[1]。英国国家

图书馆计划有效地保存 15 亿份印本资源，将使用频率较高

的报纸进行数字化（如制成缩微胶片），并与报纸产业紧密

合作。预计到2020年，世界范围内80%的连续出版物和50%

的专著将以电子格式出版，同时大量报纸和手稿也将实现

数字化，这些即将数字化的资源都需要作为英国国家图书

馆的数字资产长期保存起来。该馆将优先保存电子期刊、

数字化报纸和存档网页，随后保存其他内容（如声音、地

图和电子论文等）。 英国国家图书馆正在建设一个保存印本

资源的大楼，计划在 2010 年将保存的资源转移过去[2]。多

伦多公共图书馆计划通过获取和保存社区的印本、记录和

数字资源来构建社区记忆[3]。

　　在高校图书馆领域，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战略目标之

一是为当前和未来的学者保存信息和文物，它将制定和落

实一个整体策略和预算计划以保存各种格式的资源（包括

电子资源、印刷资料、缩微资料和其他资料），并制定环境

合理的空间以远距离存储馆藏[13]。剑桥大学图书馆正努力

为下一代保存信息，并确保资源充分的保存，为资源提供

适当的存储空间，为各种资源制定和实施一个保存计划[5]。

西澳大学图书馆将保存学术成果列为一项重要任务[6]。

4.1.2    专业图书馆将保存的侧重点放在大量的电子学术资

源上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保存传统实体资源方面取得了

重大的进步，如通过缩微胶片和数字化方式将易于毁损的

图书期刊进行保存。该馆将继续使用数字技术来保存印本

资源以及图画、多媒体和档案资源，并提供永久性的获取。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是由政府、高校和私人组织共同资助

的国际网络数字仓储的成员之一，它计划将出版的大部分

数字资源采用标准格式描述，以促进资源的永久保存与获

取，并计划在 2025 年实现一些重要的数字内容能在地理上

独立分布的站点被获取[7]。 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计划为加

拿大人民保存数字 STM 信息、聚合电子信息并提供长期获

取，以确保加拿大国民能永久地获取全球 STM 信息[8]。中

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在 2006 年建立了中文全文期刊数

据库和外文文摘索引数据库长期保存示范系统以及数字文

献长期保存的管理机制、流程和保存机制，牵头推动建立

了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2008 年承担了其中基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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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战略高技术文献数据的长期保存职责，并且该馆计划

将探索建立分布式多系统合作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9]。

4.2    保存策略基本一致

　　要想实现资源的长期保存，单靠一个图书馆微薄的力

量是不行的，因此 9 所图书馆采取的资源长期保存策略基

本一致，即与其他组织合作进行长期保存。英国国家图书

馆计划与其他合法机构共同存放图书馆的存储内容，并通

过与欧盟基金项目合作来确保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2]。剑桥

大学图书馆计划与合法存储图书馆代理和合法存储图书馆

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合作，促进合法存储计划的实现，并共

同承担保存印本和电子资源的任务[5]。西澳大学图书馆正在

考虑是否需要加入国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先导计划（如

Portico、CLOCKSS 等），以此来开展本馆的资源长期保存项

目[6]。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将继续与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

馆、学校、出版商、其他国家的或国际的政府组织等共同

制定长期计划，以保存和保护大量的电子资源（包括学术出

版物、数据集、网络资源、其他格式的研究资源、卫生保健

信息等）[7]。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目前同世界上其他主要

科技图书馆建有合作关系，为加拿大国民提供了信息接口。

它将扩展其目前的国际合作伙伴资源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目前加拿大已经与高校、联邦政府、研究型图书馆合作，广

泛搜集STM信息，计划到2010年建立5-8个国家和国际STM

信息合作伙伴，以确保资源的长期保存[8]。

4.3    少数图书馆的保存规划涉及到法律问题

　　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中不免会涉及到有关作者、出版

商、用户、图书馆等相关人员的权益问题，这就涉及到版

权法、合同法、缴送制度等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是各种类

型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项目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图书馆制

定的资源保存战略规划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笔者所调

研的 9 所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中，只有两家国家图书馆在其

资源保存规划中提及了相关法律问题。其中，美国国会图

书馆计划引导建立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提案，以平衡内容拥

有者的权利与保存者和利用者的需求，并认为知识产权特

别是电子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可能最终影响到图书

馆的资源获取方式[1]。英国国家图书馆在其战略规划中指

出，有效地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发展一个与数字资料的权

利和政策管理相关的服务，确保可以鉴别出合法用户获取

数字资源，并使用元数据为授权用户及其受保护的信息赋

予一定的权利[2]。

　　尽管其他几所图书馆没有在其战略规划中提及知识产

权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不知晓或没有

遵循知识产权法律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图书馆在采购、

存储和保存数字信息资源时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法律

问题，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数字信息长期保存影响巨

大。只有在图书馆战略规划中提出法律问题的实施策略，

才能更好地指导图书馆进行资源建设，使资源长期保存计

划得以顺利实施。

5     资源建设策略特点分析

5.1    引进、保存资源的内容和形式因馆而异

　　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重视印本资源和电子资源同

步建设，而专业图书馆则侧重于数字资源的建设。这主要

体现在：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在其战略规划中均提到

在未来将继续引进印本资源和电子资源，并将两种资源纳入

长期保存的计划中。其中，公共图书馆引进和保存的资源内

容涉及范围较广，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生活等各个领域；

高校图书馆引进和保存的资源内容多数是各学科的教育资

源，同时还有一些学术资源。而专业图书馆由于其受众群体

知识结构更为专业化、学术水平更为专深、操作技能更为强

大，所以引进和保存的重点侧重于电子学术资源。

5.2    重视资源的共建共享

　　信息资源共享是指在一个信息网络内、一个地区内、

一个国家内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信息资源均可供特定的图

书情报部门、特定的用户或网络成员分享、利用。笔者通

过对各类图书馆战略规划内容的分析，发现各类图书馆均

将资源的共建共享计划纳入战略规划中，并计划通过不同

的方式实现共建共享，如主持或参与资源共享项目、建立

开放获取的学科知识库、进行联机联合编目等。

5.3    资源建设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数字资源建设会涉及到种种法律问题，如数字版权法

的侵权、网络获取许可的违规等。解决好这些法律问题将

能帮助图书馆更为完善与顺利地进行资源建设和长期保存。

而笔者通过对各类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分析发现，只有少数

图书馆在规划中提到了如何对待法律问题，大部分图书馆

均没有涉及法律问题，这说明图书馆对法律问题没有给予

充分的重视。

5.4    资源描述方式层次不同

　　调研显示，大部分公共图书馆使用的资源表述方式是

较为传统的 MARC 方法，而高校图书馆则使用 MARC 或 DC

进行资源描述，甚至有的高校图书馆两种方式并用。例如，

西澳大学图书馆计划过去 3-5 年里的被广泛使用的流线型

MARC 记录仍然会被继续使用，并购买技术工具来支持元

数据的自动生成[6]。但是，专业图书馆通常采用多种资源描

述方式，并且描述方法较为高级、描述程度较为专深。由

于专业图书馆针对特定的用户群体提供特定范围的信息资

源，其信息资源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术性，因此采

用的描述方式也较为多样，如采用 RDF、XML、Ontology 进

行资源的揭示与描述等。

5.5    机构仓储应该受到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的重视

　　机构仓储是指收集并保存高校院系、研究院所学术信

息资源的知识库，是用户了解并获取高校及研究院所学术

进展与研究成果的最为便捷、迅速的信息来源。本次调研

的图书馆中只有两家图书馆构建了机构仓储，其他图书馆

目前并没有构建机构仓储，并且在战略规划中也未提及构

建机构仓储。鉴于机构仓储对获取、共享、交流学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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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作用，从更好地促进学术信息交流的角度考虑，高

校图书馆应该对其重视起来，将机构仓储纳入资源建设战

略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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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陵文化资源和珍贵历史文化遗迹方面的资料，发掘亮点，

建成特色数据库，并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向

外发布，尽显帝都风采，建设集观光、娱乐、休闲、度假

等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产业园区。知名度高了，游客多了，

农民的钱袋子鼓了，就不愁农家书屋图书更新及基础设施

建设的经费了。

4     结    语

　　总之，农家书屋就是图书馆服务在农村的延伸与拓展，

是一种新型的农村图书馆。虽然农家书屋起步晚，但却在

现代化高科技的环境中诞生，在高起点上发展。农家书屋

工程是德政惠民工程，“惠泽千里，功在千秋”，只要群众

利益至上、农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农家书屋的发展必

将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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