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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体系的建设与服务

吕俊生

文 摘 特色资源是一个相对的观念
。

它和社会总

的信息相对应
。

但并不是符合特色范围的文献资源就是

有用的
,

这又要相对于需求
。

知何发展特色资源
,

需要通

过形成特色资源体 系来解决
,

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

应通

过 系统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特色资源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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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资源及其形成

特色资源包括特色信息资源
,

特色人才资源
。

特色信息资源体现在图书馆信息收藏的某种特定性

及相对的优势
,

相对于 该地区
,

或该系统乃至全 国
:

该特色资源相对于 其它信息机构
,

不 一定具有绝对

的优势
,

但必须符合该馆的任务和方向
,

适应市场的

需求
。

人才资源体现在围绕特色信息资源的收集和

用户需求的满足而锻炼和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
。

他

们具有应付该领域基础 工作和 服务 工作的各种技

能
。

社会总的信息是不存在特色的
,

只有被承担不

同任务的图书馆及其它信息机构所采集
,

才能在这

些信息机构中形成某种收藏特色
;

收藏特色的形成

大致有两种途径
:
一是图书馆围绕着特定对象的需

求和特定任务开展收藏
,

由于对象的稳定性
,

经若干

年的持续发展
,

形成某种收藏特色
。

专业图书馆的

藏书特色大多是这样形成的
。

第二种是图书馆根据

需求的判断或市场的预测
,

先行建立特色收藏
,

以满

足用户之需
。

这一形式多体现于公共图书馆
。

如上

海的影视文献图书馆
,

黄石的服装图书馆等
。

2 围绕特色的收藏与收藏特色

就科技图书馆而言
,

其收藏特色的形成应属 于

前者
。

该类图书馆的收藏特色事实上是在围绕特定

对象的服务中自然形成的
,

是人们对其藏书的归纳

和总结
。

so 年代
,

在
“
特色收藏

”

热的推动下
,

一些

科技图书馆的藏书建设背离了正常的轨道
,

将围绕

特定对象的收藏变为围绕特色的收藏
。

80 年代末

期
,

图书馆开始步人
“

低谷
” ,

购书经费危机
。

同时
,

文献利用率不高的呼吁高涨
, “

有效收藏
”
的理论开

始受到重视
二 “

有效收藏
”

的核心是文献收藏的针对

性
。

围绕特色的收藏
,

并不等于有效收藏
。

这是 一

种误 导
。

因为符合特色不等于符合针对性
。

特色收

藏是对泛泛收藏的限制
,

而有效收藏又是对特色收

藏的控制
:

我们必须将文献收藏的依据和结果分

清
。 “

有效收藏
”

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

印度图书馆之

父阮冈纳赞在其著名的(图书馆五 定律》一书中指

出
, ‘’

每位读者有其书
,

每本书有其读者
” 。

这是本世

纪初的文献开发概念
,

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
:

他这

里的
“

书
” ,

指的是图 书馆里的书
。

而为读者找书的

人恐怕也非指图书馆的采购人员
。

今天的图书馆恐

怕已难以做到
“

每位读者有其书
” ,

但我们仍然应该

提倡
“

每本书有其读者
” 。

这就赋 予了采访人员一项

新的使命一在广阔的信息世界里为他的读者寻找所

需的文献
:

我们必须从一 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图书馆

的藏书建设
,

即
,

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是图书馆及社会

文献开 发工作的 一部分
。

3 特色资源体系

特色资源不等于特色资源体系
。

它仅仅体现了

图书馆的某种资源特征
。

特色资源体系则是一个有

机的系统
,

内部的子系统处于有效的功能状态
,

执行

图书馆的预定任务
,

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

只有将特色资源发展为特色资源体系
,

才能强化图

书馆的整体功能
。

特色资源体系的内部机制主要包

括
: !

3
.

1 建立采访工作与图书馆其它业务工作的联系

图书馆的情报工作
、

信息咨询工作
、

传统服务工

作都与馆藏文献资源密切相关
,

采访工作不能我行

我素
,

闭门造车
。

一定要 主动搜集来 自它们的反馈

信息
,

跟踪它们的需求
,

提供有效的文献保证
。

其它

业务部门应当积极配合采访工 作
,

建立信息反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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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提供反馈信息
。

分编部门对经手的文献
,

进行分

类统计
,

就是一种很有用的反馈信息
。

信息服务部

门必须提供文献流通和信息需求情况
,

提供新人藏

文献的利用情况
。

这些反馈信息是检验采访工作的

重要依据
。

信息服务部门同时又是本馆的文献需求

用户
,

这体现了文献对服务的支撑作用
,

反 映了二者

联系的密切性
。

图书馆信息环境的变化
,

强化了采

访工作的针对性
,

使采访决策的难度大为提高
。

采

访 工作决定着特色信息资源的有效性
。

3
.

2 特色人才资源是特色资源体系的重要的组成

部分
,

关系特色资源体系的成败
。

建立特色资源系统的 目的是为了实现有效的服

务 ;而有效的服务
,

需要人去执行
,

才能将特色资源

变为有用资源
。

传统的服务难以实现特色服务
,

而

特色服务要求对人才进行开发
。

首先是人才意识的

开发
。

信息开发观念
、

信息服务观念
、

市场竞争观念

等
。

其次是人才的培养
。

新的工作需要新的知识
,

不断学习才能不断适应需求
。

人才必须具有可塑性

和弹性
。

再次是人才管理水平的提高
。

人才管理不

能统的过死
,

要 有激励机制
。

更重要 的是要发挥他

们的主观能动性
,

培养创造精神
。

人才的使用
,

应处

于流动状态
。

具体人才的需求包括
:

¹ 开拓信息服

务的管理人才
。

特色资源系统功能的发挥
,

体现于

信息服务上
。

社会信息服务机构间的竞争对图书馆

的组织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他们必须了解

社会的信息需求
,

了解社会信息机构状况
,

了解 自己

的信息服务地位
。

º综揽全局的高级管理人才
。

系

统化建设
,

牵动整个图书馆
。

必须由一 个具有远 见

卓识
,

才能与魄力具在
,

责任心和事业心共有的人领

导
。

» 计算机专门技术人才
。

社会 已经进人计算机

管理信息时代
。

图书馆是最早利用计算机进行现代

化管理的部门之一
。

这类人才是现代信息机构特别

是图书馆特色系统建设的重要 人才
。

¼ 数据库信息

管理人才
。

数据库是先进的信息存取工具
。

信息服

务对数据库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
。

图书馆的印刷

媒体文献需要建立书目数据库和其它类型的数据库

进行宣传报导
,

并通过 网络履行资源共享的义务
。

» 数据库操作人才
。

这类人才既是数据库信息服务

人才
,

又是网络信息搜集人才
。

他们既要利用现有

数据库服务用户
,

又能对网络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

将

公用信息变为自己的信息资源
。

¾ 信息咨询及情报

人员
。

在传统图书馆环境下 已经成长起一批这样的

人才
。

由于信息环境的变化
,

这类人才的技能要 求

发生 了变化
。

信息检索从手工向计算机检索的变

化
,

信息利用从区域向网络的发展变化
,

信息服务对

象从局部向广域扩展
,

信息服务内容也在扩展
。

这

些都需要新的技能和知识
。

4 特色资源服务体系的动机
、

意义和发展前

景

¹ 经费不可能支撑更多的综合服务机构

北京图书馆文献收集经费都严重不 足
,

更何况

其它图书馆
。

而综合性图书馆的服务面大
,

必然削

弱专业或某种类型 的服务
,

需要特色资源服务来弥

补
。

º 特色资源 一般都是在某种需求环境 中发展

起来的
,

具有市场
,

只要给予系统的改造
,

就会具备

需要的功能
。

» 特色资源服务与有偿服务相伴随
,

特色资源

需求又 与特色资源服务难分离
,

有偿服务有利于提

高图书馆 的服务水平
,

形成信息供需的 良性循环
。

¼ 信息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

需要通过信息服务

的竞争
,

任何信息机构都不具备 一统天 下的实力
。

只有找到自己的优势并以此为突破 口
,

才能抓住机

遇并取得发展
。

» 特色资源服务使图书馆找到 自己的 位置
,

要

利用现有的条件
,

取得最佳的效果
,

这就需要通过 自

身的变革
,

以取得最优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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