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高校是知识和人才高度密集型单位，是文献资源的主要使用者、生产者和创造者，高校图书

馆是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和办学条件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是图书

馆开展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文献资源的建设如何，将决定图书馆所能达到的服务水平，文献资

料购置费的投入与科研产出在图书馆服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和

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使高校图书馆以文献资源经费的投入与馆藏资源数量的增长为产出的传

统投入与产出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以技术投入为支撑，以数字化资源为基础，以网络为服务手

段的投入产出新模式，正引导高校图书馆从传统型向现代化图书馆转变。经 CNKI 检索 ，目前

关于高校图书馆投入与产出的研究较少，文献资源方面投入与产出的研究更少，这还有待于高校

图书馆人在此领域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产出是高校图书馆管理的重要内容。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

的中心,当前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在资金方面主要是依靠学校拨款，高校往往依据图书馆的馆藏

建设规划、高校的情况、师生数、生均图书量、以及与其它相关兄弟院校藏书量及文献资源建设

费情况等来预算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费。图书馆文献资源经费的投入表现在形式上主要包含馆

藏纸质文献量、数字资源文献量等。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产出的内涵，是将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

经过一定的分配、管理和运用、最后所产生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所有服务成果。包括文献资源的利

用情况，诸如读者借阅情况、电子资源的下载量、文献传递、科技查新、高校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的申报情况等等。研究以技术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解析投入、产出

的影响因素、特点，目的是更有效地提高图书馆管理，科学合理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使有限的资

金发挥出最大效益，确保图书馆持续稳定发展。 

目前，高校图书馆多注重资金的投入和馆藏总量之间的比较，而很少研究图书馆文献资源投

入和产出情况，尤其是投入的成本与产出效益的关系，也即图书馆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效益最大化。

本项目通过对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利用效率的研究，发现学校在资金投入管理和资源配置上存在

的问题，提高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与产出效率，挖掘图书馆投入的利用潜力，推动图书馆管理工

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对学校加强文献资源投入与产出效益的预见性和科学决策，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 研究内容 

本项目主要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中运用投入和产出对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利用进行分析, 根据

高校图书馆现状，阐述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和产出的主要形式、特点、影响因素，研究投入和产

出之间的关系，了解投入多大程度转化成应有的工作效益和服务效益，投入的主体以及投入结构

研究，投入的机制与制度研究，投入与产出存在多少冗余和不足等等，辨析如何才能达到高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最佳效益。（1）提供一种新视角。目前，应用投入产出效益对高校图

书馆的评价很少，通过此项研究，可以对研究者进行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合理配置提供一种思路；

（2）给实践者提供了一种提高效率的方法。有利于读者提供更高效更便利的知识服务，促进图

书馆教育服务职能的高效发挥。 



 

本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文献资源的投入和产出的主要形式 

 

2.1.1  文献资源的投入 

 

目前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投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1.1直接的资金投入 

 

2.1.1.1.1校拨经费 

校拨经费是图书馆资源投入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形式。高校往往依据图书馆的馆藏建设规划、

高校的情况、师生数、生均图书量、以及与其它相关兄弟院校藏书量及文献资源建设费情况等来

预算图书馆的经费下拨情况。 

2.1.1.1.2 专项经费 

是指高校图书馆通过申报各国家部委和省级的专项所获取的经费，例如教育部修购专项、专

项拨款等。 

2.1.1.1.3有偿服务收入经费 
高校图书馆的有偿服务，主要指电子文献阅览室、视听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

科技查新、复印、打印、装订、场地出租、图书展览等有偿服务所得的收入，也成为图书馆

投入的一部分。 

2.1.1.1.4  社会组织、团体或个人捐赠 

社会组织、团体或个人捐赠有两个方面，有经费的捐赠和图书的捐赠。不仅丰富、补充了馆

藏，缓解了图书馆经费紧张的状况，还增加了馆藏资源的类型，捐赠资源中的珍贵收藏或者绝版

资料是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重要来源。 

 

2.1.1.2设备、设施投入 

 

主要包括支持文献资源正常运行的网络终端、服务器、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等等

方面的投入。 

 

2.1.1.3 人力投入 

 

主要包括图书馆工作人员对书目资源、文献信息、二次文献等加工以及数字资源数据库建设

等方面的投入。 

 

2.1.2 文献资源产出的主要形式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产出是将文献资源的投入经过一定的分配加工和管理运用，所产生以

各种形式存在的所有服务成果。 

 

2.1.2.1 图书馆可直接利用的文献资源 

 

图书馆的馆藏纸质资源和图书馆能直接利用的数字资源。 

 

2.1.2.2 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文献资源的产出效益。例如 SCI、EI 等论

文的收录与被引量的提升情况；获批科研项目的上升以及获批专利数量变化情况等。 

 

2.2 投入和产出的效益初探 

 

本项目主要结合我校图书馆实际情况，运用投入和产出对近年来图书馆的文献资源经费投入

与产出情况进行分析。阐述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和产出的主要形式、特点、影响因素，研究投入

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辨析如何才能达到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最佳效益。 

 

2.2.1 文献资源的投入情况 

 

2.2.1.1  文献资源经费的直接投入情况 

图1  2007-2012年文献资源购置费投入情况（万元） 

 
 

学校 2007-2012 年 5 年以来的文献资源投入情况见图 1。由图 1 可以看出，图书馆的年运

行经费和文献资源购置经费基本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 2012 年的文献资源购置经费增长为

1200 万元，为 2007 年 1.5 倍。图 1 中 2008 年图书馆投入经费增长相对较多，这与为迎接我校

本科教学评估，图书馆当年获得百万册图书及民国集萃专项经费和 SCI 专项经费有直接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图书馆经费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直接影响着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情况，文献资源的



 

投入产出随高校下拨经费的增长而持续增长。 

 

2.2.1.2  有偿服务收入 

 

目前我校已经实现了校园一卡通的全覆盖，图书馆的服务收费项目主要有电子阅览室上网，

自助复印，科技查新及文献传递等方面。图 2 为 2007-2012 年我馆收费情况统计，可以看出，电

子阅览室的收入在逐年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学校 2008 年一卡通全面实施，无线网络全校范围覆

盖，移动图书馆全面开通，移动终端及笔记本电脑个人拥有量增加，读者获取图书馆数字资源的

渠道增多，所以到馆查询资料的读者也日益减少。 

 

图2  2007-2012年我馆电子阅览室收入（万元） 

 

2.2.1.3 接受捐赠图书 

图3 2007-2012年接受捐赠情况（册） 

 

图3为我校图书馆2007-2012年间接受捐赠图书情况，主要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出版著作或

退休老教授收藏的书籍的捐赠，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特点。捐赠图书不仅丰富和补充了馆藏，而

且增加了馆藏资源的类型，其中一些珍贵的收藏或者绝版资料成为图书馆特色馆藏的重要来源。

例如我校古农学史研究室就主要来源于捐赠的珍藏书籍，其中有傅斯年、石声汉、辛树帜等著名

学者的古籍赠书，数量可观，版本精良，为我馆藏书添色不少。 

 

2.2.2 文献资源产出的情况 

 



 

2.2.2.1 图书馆直接的文献资源产出 

 

2.2.2.1.1 图书馆的馆藏纸质资源和图书馆能直接利用的数字资源。 

 

表1  2007年-2012年图书馆藏总量情况 

年  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纸质图书总量(万册) 149.3 152.4 158.3 162.3 166.9 173.1 

电子图书总量(万册) 61.7 161.7 366.6 349.9 531.5 591.3 

 

表 1 所示的是 2007-2012 年我校图书馆馆藏总量情况。从表 1 上可以看出，纸质图书的馆

藏总量呈现增长的趋势，增长幅度较为平稳；然而电子图书总量近几年来增长迅速，特别是

2007-2009 年这三年间，增幅倍数接近 6 倍。这说明数字资源已经是图书馆馆藏总量的主要部

分，具有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数字化图书馆的迅猛发展，目前我馆加大了对电子

资源的购买比重，网上数据库资源日益丰富。 

 

表2 2007-2012年我馆网站数据库资源利用情况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图书馆网站访问量（万次） 138.3 139.5 156.1 157.6 143.6 145.1 

数字资源下载量（万篇次） 634.8 680.3 789.7 868.3 916.8 1251.4 

数字资源下载率（篇/次） 4.6 4.9 5.1 5.5 6.4 8.6 

 

表2为2007-2012年我馆网站数据库资源利用情况，可以看出，数字资源的下载量在逐年递增，

数字资源下载率由2007年4.6篇/次升至2012年8.6篇，增幅约2倍。2012年我校图书馆又开通“文献

信息搜索平台”与“移动图书馆”，读者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使用以上数字资源给，这样学校

教职员工更加及时高效地获取我馆的文献信息资源。 

 

图4  2007-2012年读者外借书刊情况（万册） 

 



 

图 4 显示我校图书馆 2007-2012 年的书刊外借情况，可以看出曲线下滑，纸质文献的年借阅

量逐年下降，并日趋平稳。由图 4 与表 2 可以看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形式在发生着转变，

随着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读者获取文献资源的途径不断增多，通过网络终端从计算机或手机、

IPAD、IPHONE 等移动设备上即可方便快捷的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 

 

2.2.2.2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高等学校科研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文献资源的产出情况。文献资源的产出有诸多

表现形式，例如高校获批科研项目的情况以及 SCI、SSCI 和 EI 等论文的收录情况等。我们将通

过以上几个方面来了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2012 年来的科研水平情况，从而间接了解我校资

源的产出情况。 

表 3 和图 5 为 2007-2012 年我校获批国家基金项目情况。可以看出，近年来我校的国家基金

项目资助项目数和获得经费数在逐年增加， 2007-2012 年获批项目年增长数分别为 9 项、10 项、

27 项、50 项、21 项，获批项目经费年增长数分别为 198 万元、486.2 万元、802.8 万元、3857 万

元、1635 万元。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获得资助数增幅都很大，获批项目涉及的学部也进一步拓宽，

这与学校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水平提升密不可分，同时也间接反映出文献资源的产出。 

表3  2007-2012年我校获批国家基金项目情况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国家基金（项数） 42 51 61 89 139 160 

获批经费(万元) 1292 1490 1976.2 2779 6636 8271 

面上项目（项数） 41 41 48 60 83 89 

重点项目（项数） 1 0 1 1 0 0 

青年项目（项数） 0 10 11 28 54 69 

其他项目（项数） 0 0 1 0 2 2 

 

图5 2007-2012年我校国家基金获批情况 

 



 

我校科技论文的发表引用情况，能反映出学校的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高低。由图 6 和图

7 可以看出，通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网络版和《工程索引》网络版检索到的我校 2007-2012

年发表论文总篇数和以第一作者且第一署名单位的的论文篇数均呈迅速增长的趋势。 

 

图6 我校2007-2012年SCI收录的论文情况(篇) 

 

 

图7 我校2007-2012年EI收录的论文情况（篇） 

 

3 小结 

3.1 文献资源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因素 

 

3.1.1 高等学校对图书馆经费的投入力度直接影响着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情况，文献资源

的投入产出随高校下拨经费的不断增长而增长； 

3.1.2 学校领导对图书馆重视程度的加大，经费投入会获得增长，但随校领导的更迭，投入

和产出不稳定； 

3.1.3 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发展规划也直接影响着文献资源的投入与产出，馆领导的决策与

管理模式，直接影响经费的运用情况，投入和产出并不总是成正比；图书馆决策者管理不当（没



 

有营造良好的运营及人文环境、效率低下、出现浪费），导致投入增长而产出几乎不增长（或增

长甚微）。 

3.1.4 图书文献市场价格的日益剧增，导致了文献投入的逐年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

文献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增幅不显著； 

 

3.2. 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3.2.1 投入是主动的（即人的管理行为），产出是被动的（即产出是投入作用过程的结果）； 

3.2.2 投入和产出具有时间差和滞后性（如经费投入的当年，产出成果效益并非在当年有剧

增）； 

3.2.3 投入受校方、图书馆决策者的管理和文献市场价格的制约，而产出一般仅受图书馆决

策者管理行为的影响。 

3.2.4 投入和产出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投入的增加或减少必定引起产出增加或减少，但

产出的增加或减少未必会引起投入的增加或减少。 

3.2.5 投入是显性的、直接的，产出有直接产出，也有间接产出；电子资源投入大量增长，

入馆人数相对减少。 

 

3.3  结语 

 

通过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2007-2012年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初步得出以下结

论： 

（1）高等学校对图书馆经费的投入力度直接影响着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情况，文献资源

的投入产出随高校下拨经费的不断增长而增长。 

（2）投入受校方、图书馆决策者的管理和文献市场价格的制约，而产出一般仅受图书馆决

策者管理行为的影响；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发展规划也直接影响着文献资源的投入与产出，领导

的决策与管理模式，直接影响经费的运用情况，投入和产出并不总是成正比。 

（3）我校图书馆投入与产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力度。因此，如

何加大对我校图书馆资源的投入规模、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率, 是当前管理部门应着力解决的问

题。 

第四章 项目成果 

完成论文一篇。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投入与产出效益初探——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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