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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统计数据指导馆藏纸质文献资源建设的研究

— —
以大 连 海 洋 大 学 图 书 馆 为 例

(部先红 ,白 力杰 ,卢秉莲,张巍 ,于 向前,程罗德,大连海洋大学图书馆 项目编号:zO1gO05)

关键词:统计数据:文献资源建设;借阅率

摘要:本课题从藏书结构质量和藏书内容质量两方面,针对图书分类利用率、图书零借阅

率,读者借阅率等多角度,对用户的纸质馆藏资源利用需求进行综合分析和多角度研究 ,

丰富了信启、资源建设的相关研究进展,为我馆文献资源建设及馆藏布局更加合理化提供有

力数据依据。

第一覃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的学术性机构,是高校三大支柱之一,承载着为教学、科研服

务的重要职责,影响着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进程。图书馆纸质文献资源的统计数据直接反应了

馆藏布局合理性和读者利用图书文献资源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各项统计数据的深入分析,能

够直观地掌握馆藏图书流通情况,了 解读者阅读倾向和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程度,这有利于

提高馆藏文献资源建设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与层次,改进图书馆各项工

作,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

在教学中,本科生除了在某些科 目结业时需要写课题报告或第四学年做毕业论文时被迫

使用学术数据库外,其他学年很少利用学术数据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所以,纸质馆藏资

源作为传统的文献资源 ,一直以来是高校本科生广泛利用的一种文献资源,具有数字馆藏资

源不可替代的优势,也是大学生系统学习的最佳选择。同时,在网络信息快速普及的环境下 ,

馆藏观念也从
“
重藏轻用

”
到

“
藏用结合

”
再到

“
以用定藏

”,充分体现当代图书馆的主要

职能是使馆藏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不只是收藏、保存图书。

1.2研究 目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与图书馆管理模式的改变,读者的阅读方式正快速发生着变化,纸

质图书借阅量逐年下降,如何发挥出高校图书馆纸质馆藏资源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最大潜能 ,

合理配置馆藏结构,提高图书经费的产出效能,是现在高校图书馆中普遍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方面,从藏书结构质量上来看,结构质量可以通过馆藏分布和各学科文献保障率等数

据进行判断。随着每年入库新书的不断增加 ,书库所容纳图书空间的局限性,主校区与分校



区院系专业设置的调整,纸质图书专项经费的缩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我馆目前的藏书

结构亟待调整。

另一方面,从藏书内容质量上来看,图书馆所提供的纸质文献与读者对信息文化服务需

求之间存在差距,采购人员在进行文献资源现场采购时,受到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往往会

依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或者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献资源进行采集,采购的图书是否代表某学科

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否对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具有促进引导作用,从而造成了采集到的

文献资料没有契合学生读者的需求,影响馆藏结构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作为高校图书馆,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对专

业知识及其发展前沿、热点追踪、研究动态的个性化、高层次需求,促使高校图书馆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借助流通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精准服务对象,精准服务内容,为读者提供更

为专业、精准的服务。

1.3研究意义

1,3,1理 论意义

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开展一切工作和服务的基础。因此,高校图书馆纸质馆藏资源利

用研究,对于丰富信息资源建设的系统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纸质馆藏资源借阅流通数据统计,从累计利用率、累计借阅量及图书借阅排行榜三

个角度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研究和分析,给图书馆纸质馆藏资源利用研究提供了定量的数

据分析依据,以便图书馆的信虑、资源建设更有实用性。

1.3,2实践意义

高校图书馆纸质馆藏资源利用研究对于了解读者需求,提高信息资源建设质量和图书馆

服务的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借阅流通数据,对大连海洋大学图书馆纸质馆藏资源利用状况进行分析,可以为图

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提供数据依据,更合理规划馆藏布局,从而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服好务。

第二章研究内容、思路及创新点

2主要研究内容与思路

2,1从藏书结构质量上来分析

2.1.1通过馆藏分布及各学科文献保障率数据进行分析,为进一步调整馆藏布局提供理论

依据



2,1.2根据我馆馆藏实际情况,通过统计零借阅率图书数据进行分析,目 的是进行书库的

动态维护,为做好图书剔旧工作打下基础

2,2从藏书内容质量上来分析

2.2,1借 阅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图书借阅统计分析、分类借阅统计分析,借阅读者分析等

2.2,2读者调查问卷研究

2,3研究创新点

2.3.1从馆藏布局、文献保障率、零借阅率等角度对馆藏纸质图书总体分布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进一步把控我馆藏书结构,并对不合理之处加以科学调整,完善馆藏布局。

2,3,2从借阅统计分析来看,从动态的角度将复杂的问题细化,建立适合我馆的纸质文献

资源建设模型,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

第三章 研究过程、方法及步骤

3.1选取分析使用的数据

图书馆馆藏图书的利用价值在于其一直处于流通的状态当中。通常来说,借阅流通数

据能够反映出馆藏图书的实际借阅情况,所以经常被作为学术界评价图书馆馆藏结构是否

合理的方法和措施。截止 ⒛18年底,我馆开架书库中共计 67.2万册图书可供读者自由选

取借阅,本课题在涉及流通数据时,主要针对以上图书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以汇文图

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软件为平台,通过学号及年份等限制条件提取所需要的数据,主

要从图书的馆藏量、借阅量、利用率及图书排行榜等方面对馆藏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3.2数据的提取与分析

3,2.1纸质文献资源新书数据统计及其流通情况

大连海洋大学是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农 、工、理、管、文、法、经、艺等学科

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院校。

如表 1所示,⒛17年一90】g年的两年时间里,一共采购图书 5万余册。其中,工业

技术类图书 1万余册,比例高达 21‰ 经济、政治法律、文学、哲学类图书其次;航空航



天、自然科学总论、军事、综合性图书最少。工业技术类涉及专业比较广泛,总体上来说 ,

图书馆的藏书结构能够适应学校学科发展需求,满足教师、学生的教学科研以及学习生活

需要。

表 1 2017年 2018年新进图书分类入藏及其在⒛17年呓019年外借比例统计表

类 名 类 号

入藏新书  入藏新书

(矛中) (册 )

借阅量 (种 )

借阅率%

(矛中)

马列类

哲学类

社科总论

政治法律

军事类

经济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语言、文字

文学

艺术

历史、地理

自然科学总论

数理科学和化学

天文学、地球科学

生物科学

医药、卫生

农业科学

工业技术

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综合性图书

分类合计

A

B

C

D

E

F

G

H

I

J

K

N

0

P

Q

R

s

T

U

Ⅴ

X

Z

A-Z

507

2026

788

3057

190

4498

966

1358

2284

523

1214

99

712

535

433

228

401

5642

565

32

600

207

26865

4073

1554

5967

396

8911

1939

2985

4793

10茌 7

2512

t92

1391

1000

825

433

852

10991

1090

63

1125

386

53458

123

505

121

374

21

450

109

405

1128

96

321

5

177

96

187

钅8

139

1013

115

6

77

42

5558

25

15

12

11

10

11

30

49

18

26

0

25

18

43

21

35

18

20

19

13

20

21



种借阅率=矛中借阅量/入藏新书量×10隅。从表 1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类 (I)的种借

阅率最高 49%,其 次是生物科学 (Q)、 农业科学 (S)、 语言文字 (H),由此可知,消遣阅

读是读耆的主要阅读兴趣所在,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与我们院校培养人才方向相一致,语

言文字类图书是大学生必修课,英语、日语、汉语涉及各种考级考试, 需求量较大。

3,2,2零借阅率统计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表 1可以看出,经济 (F)类图书新书入藏量位居第二,但借阅率

却位居倒数第二。从我馆实际情况出发,经济 (F)类图书藏书量仅次于工业技术 (T)类

图书,在开架书库中,占据面积之广。

选取开架书库中⒛10年年底前入藏的经济 (F)类图书为统计样本,在 ⒛10年一2018

年之间零借阅率的情况如表 2。

表 2 经济 (F)类零借阅率图书情况一览表

大类 类号  零借阅率图书/种

经济学

世界各国经济⋯

经济计划与管理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信息产业经济

交通运输经济、旅游经济

邮电经济

贸易经济

财政、金融

F0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147

546

2839

145

487

70

22

116O

892

3,2.3馆 藏图书流通借阅统计

⒛ 1钅 年到 ⒛18年馆藏纸质图书的流通量逐年递减。短短 5年的时间,⒛ 18年流通量

下降到约为 ⒛⒕年流通量的 1/2,与此同时,馆藏册数在 ⒛ 14吃018年每年以 4000O佘

册稳步增加。

表 3 2O14年 -2O18年度馆藏图书借阅率一览表

年度 借出册次   馆藏册数   借阅率%



20Ⅲ 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44764

39011

35519

25369

24519

527O46

56772O

6O4617

627834

659720

8,49

687

7
 
 
4
 
 
2

8
 
 
O
 
 
7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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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自⒛l4年开始使用汇文集成管理系统进行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开展以来,并于

⒛15年 5月 开始实行大流通管理服务模式,很多读者都喜欢在馆内阅览图书,并不办理外

借手续,并且在电子资源广泛应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导致图书借阅率逐年下降(见表 3)。

3,2,4分类借阅统计

从 ⒛14年到 ⒛18年对读者的借阅图书类别占流通量比重前 6位进行统计 (见表 4)。

表 4的统计数据真实、直观反映出我校读者阅读倾向。排名前六位分别为:文学 (I)、

工业技术 (T)、 语言文字 (H)、 历史地理 (K)、 哲学宗教 (B)、 经济 (F)。 I类图书是丰

富读者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物资基础,阅读此类图书不受学历、专业、读者类别等限制 ,

具有广泛性、普及性,5年 内占据流通量比重榜首。T类图书是我校工科类专业读者的专业

图书,在教学、科研、学习、实验、实习等方面广泛应用,5年内占据流通量比重的第 2

位置。

H类图书的借阅主要集中在外语类图书,外语类图书的借阅主要集中在考试用书。这

些考试用书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考研英语为主,日 语等级考试为辅,其它语种甚少。

我校外国语学院开设日语专业,日 语技能也是进入日资企业的择优条件,所以日语等级考

试的图书有一定借阅量。更有一些优秀大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积极准备考研、雅思、托福、

GRE等考试,所以这类图书借阅量相对较高。H类图书的占流通量比重稳居第 3位。K类 图

书的读者主要跟 I类类似,都是普及读物,广受高校读者喜爱。

B类图书的借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考试用书,如 :公务员考试和 hIBA入 学考试用

书等;另一类是心理学类的普及读物,如 :职场、心理学等书籍。此类图书流通量比重能

进入前 6名 的主要原因是 :面对就业压力 ,一部分同学选择升学和考取公务员借阅此类书籍 ;

还有的同学面对巨大的学习、择业和生活压力,而借阅心理学类图书以寻求心灵的鸡汤。

我校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人数众多,其对口专业图书绝大部分是 F类图书,有些课程结



业考试或者在写毕业论文时,需要参考大量专业文献。因此,F类图书的占流通量比重排

在前 6。

表 4 2014年 -2018年流通量排名前 6类图书

占流通 占流通

名 类 2014年                               
占流通           占流通      2o18  占流通

名 类 ⒛15年

量比重                
名 类 2016年

量比重                
名 类 2017年

次 别 流通量                                                  

名 类

量比重           量比重      年流  量比重
次 别 流通量

现                 
次 别 流通量

现                 
次 别 流通量

/%                                 

犭k  另刂

//l⒗       通 量    /Ob

1   I   19453    26 41   1   I   17912    29 61   1   I   17359    31 21   1   I   l1oo1    3o 84   1  I   9886   29 oo

2  T   12913    17 53   2  T   10716    17 71   2  T    8614    15 49   2  T    7o53    19 77   2  T   7361    21 59

3  H   973o    13,21   3  H   795o    13,14   3  H   6545    11,77   3  H   333o     9.34    3  H  2947    8,65

4  B   钅893     6 64    4  Κ   3403     5 63    4  F   3529     6 35    4  K    1866     5 23    4  K   1683    4 94

5  Κ   4882     6 63    5  B   3368     5 57    5  B   31o6     5 59    5  B    1697     4,76    5  B   1652    4 85

6  F   4156     5 64    6  F   3145     5 2o    6  K   294o     5 29    6  F    1667     4 67    6  F   163钅
    在,79

3,2.5借阅读者分析

以⒛14年一⒛ 18年为限,将数据库中读者按照本科生、研究生、教师教辅、院外读者

4类 ,对其进行流通量和流通量百分比统计 (表 5)。

表 5 2O14年—2O18年借阅读者类型分析

读者

类型

2014年  占流通  2015年  占流通  2016年  占流通  2017年  占流通  2018年  占流通

流通量/ 量百分  流通量/ 量百分  流通量  量百分  流通量  量百分  流通量  量百分

册    比    册    比   /册     比    /册   比   /册     比

3275    445%    3365    556%   33o7    595%    3083   864%   2727   80o%

323    044%    187    031%    2o5    o37%     86    o24%    185    054%

本不斗±   6459o   8769%  52988  8759%  47862   86o6%   29211  81,89%  28043  8226%

研究生    5471    743%    3956    654%   4238    762%    3290   922%   3134   919%

教师

教辅

院外

读者

情况如表 5所示,本科生读者占在校生人数的 90%以 上,是借阅量的主体部分,加之本科生

的借阅时间为 30天 ,借阅册数 10册 ,加快了图书的流通,使得本科生的流通量始终占流

通量比重的首位。研究生人数较少,借阅时间为 90天 ,借阅册数 15册 ,因此研究生的借



阅量远远低于本科生。教师借阅时间为 180天 ,借阅册数 15册 ,很多教学参考书更新数度

慢,加之借阅期限较长,很多书籍借阅时间伴随着教学周期,所以教师的借阅流通量较低。

校外读者主要指一些进修人员,此类读者多数时间不在学校,借阅册数 3册 ,所以借阅量

稀少。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4.1几点启示

本课题经过一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研究、论证汇总以及实际应用等各个环节的不

断摸索完善,终于在 ⒛⒛ 年 5月 撰写结题报告。高校图书馆是一个巨大的文献资源信息中

心,图书馆的纸质文献资源建设不是只体现在采访这一入口,在有限的购书经费中,“ 以用

定藏
”
,不刂用统计数据,科学合理地开展文献资源建设。

4,1.1藏书结构质量方面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不难看出,我馆藏书结构基本上符合学校的专业设置,馆藏图书结

构较为合理,基本上能适应读者的需求。根据本科教学评估要求,高校图书馆每年都应采购

相应数量的纸质图书来补充馆藏文献资源,由于图书数量的不断增加,引 发图书馆有限空间

如何更合理利用,使其布局更便于读者查找利用文献的问题亟待解决。

4,1,2藏书内容质量方面

藏书内容质量的高低,可以由文献利用率的高低以及读者借阅率的高低来判断。从对

以上各类数据的总体分析来看,借阅量逐年成下滑趋势明显,分析原因:一方面电子资源

冲击严重,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普遍使用,网络全覆盖,获取信息方便快捷,流

行碎片化阅读、浅阅读;另一方面,图书经由订购、配货、送货、到馆加工等环节,最终

与读者见面时己不再是新书,这使得有些图书信启、陈旧,最终,新书上架已无人问津。

茌。2提高文献资源利用率 的建议

4,2,1调整图书采购结构

通过流通统计数据和不同读者的需求,从图书借阅过程中取得有效反馈,为图书馆整

体的购书结构提供依据 ,对流通量低和高的图书在下一年度购书种类结构进行适当的增减 ,

如加大对文史类图书的采购,缩减经济类图书种类的采购,从而保证高质量的图书种类 ,

8



已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4,2,2调整书库结构

馆藏中除了工业技术类图书和文学类图书占比较重外,其次就是经济类图书,通过上

述统计数据得知经济类图书每年使用经费可观,新书借阅率位居倒数第 2,应减少此类图

书的购买,尽量挑选质量高、品质好的图书入藏。另外,针对零借阅率经济类图书应根据

学校教学内容,调整剔旧,可以在保留种类的前提下,将复本下架至二线书库 (即 闭架书

库 )。

4.2.3 加大新书的运转周期

我馆在三、四楼书库中均设有新书展示架,入库新书及时展示,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但对新书的借阅应限时限量,从而加大新书的运转周期,以提高新书的利用率。

4.2.4加大与读者的沟通与互动

可以针对在校读者的阅读倾向,组织各种读书沙龙,推荐好书,收集读耆阅读需求 ,

补充馆藏。

4,3重 点难点

①本课题涉及统计数据年限跨度大,实际操作中有不可见问题。

②涉及书库布局调整,工作量巨大。

第五章 支撑材料列举

5.l已有工作基础

①负责人近几年一直关注着本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发表多篇论文,分别于 ⒛12年

负责主持项目
“
学术图书采购策略研究

”
、2015年 负责主持项目

“
高校图书馆读者荐

购中的采购策略研究
”,不仅研究领域与本课题较接近,并彐~积累了有助于完成本课

题研究的经验 ;

②课题组搜集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论文等资料;从 ⒛15年起至今,读者利用图书情况

有所汇总 ;

③本馆于 ⒛14年 7月 开始正式使用汇文管理系统,其 中的流通借还、流通管理流通委
9



托以及统计模块能够全面系统她,进行数据收集、归类等原始数据的积累等工作。

④课题组成员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都从事过或正在 从事文献

资源采购的相关工作,在 学校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等方面的文献资源保障上有独到见

解。

5.2结题报告一篇。

结束语

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发展的关键,搞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能够让读者更好地利

用图书馆资源,使图书馆资源利用率最大化。纸质馆藏资源是图书馆进行资源服务的物质

基础 ,其质量的优劣不仅关系到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整体水平,还关系到图书馆的服务层次。

本课题从图书分类利用率、图书零借阅率,读者借阅率等多角度对用户的纸质馆藏资源利

用需求进行综合分析,对于纸质馆藏资源利用的多角度研究,丰富了信息资源建设的相关

研究进展,为我馆文献资源建设及馆藏布局更加合理化提供有力数据依据。

参考文献 :

[1]李 亚青,陈志鹏,杨巍,浅谈高校图书馆流通数据统计分析及建议 [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⒛ 18,⒛ (06)∶ 5254.

[2]谢传梅。利用流通数据的统计分析指导文献资源建设的研究——以贵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为例 [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⒛ 17,33(09)Ⅱ 5-18。

[3]朱 轶婷,李霖,韩玉巧。利用流通数据指导制定文献资源建设策略的实证研究——以中国

民航大学图书馆为例 [J],图书馆杂志,⒛ 16,35(12)∶ 4854,

[4]任林春。高校图书馆流通数据简析 [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⒛ 16,8(03)∶ 11⒋ 116+128,

[5]孙 伟伟 ,论 流通 阅览部对高校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义务 [J],农 业 图书情报学

干刂,2013,25(05)∶ 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