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通数据驱动下图书馆纸质资源建设的决策模型研究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图书馆   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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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近年来，高校的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重点大学正处于统筹推进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进程中，高水平的图书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图书馆作为学校的学术性服务机构，影响着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进程，而馆藏资源

建设是图书馆发展的基础，但对馆藏资源建设进行决策时往往凭借经验及定量分

析结果来进行，工作效率不高，质量难以保证。 

本课题从剖析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图书馆流通数据入手，利用数据挖掘和软

件处理，建构馆藏资源结构模型，在通过模型的决策支持系统为馆员在图书采购、

流通和剔旧等方面做出科学、合理、高效、高质的决策支持，以期达到提高资源

建设工作的质量及效率,提升图书馆文献服务水平之目的。 

《流通数据驱动下图书馆纸质资源建设的决策模型研究》属于应用开发型课

题，通过流通数据的分析，可以了解用户需求，丰富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系统理论，

对改善馆藏结构，提高信息资源建设质量和图书馆服务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通过对流通数据进行挖掘、关联分析和模型建构，可以理清影响馆藏

资源建设的各种因素之间因果关系，提供研究的定量数据分析依据，据弥补现有

定性或者定量研究方法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馆藏资源建设的相关理论。 

第二，构建纸质馆藏资源建设的决策模型，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可以充分

发挥和合理调配系统内的资源和建设优势，并为馆藏纸质资源的建设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 

第三，基于图书馆流通数据，对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纸质馆藏资源利用状况

进行分析，可以为图书馆资源建设提供决策依据，进而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和

方案，也为同类院校馆藏纸质资源的建设与利用提供有价值的实例参考。 

2 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研究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汇文系统的流通数据为基本分析对象，通过数



据挖掘技术和系统动力学分析，找出读者对馆藏资源的使用规律，并进一步总结

归纳馆藏资源建设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纸质馆藏资源建设

的决策模型，为纸质图书的科学采购、自动剔旧与精准服务提供决策支持，并以

此作为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依据，具体研究思路如图 1所示。 

 

 

 

 

 

 

 

 

 

 

 

 

 

 

 

 

3 研究内容 

图书采购是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取决于馆藏质量,同时馆

藏质量又取决于采购质量,所以采购质量在图书馆的运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图书

采购策略是根据读者需求状态，为实现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需要，并使所购图书产

生最大的实际效益而采取的一种指导思想，是贯穿整个采购过程的思想红线。 

采购策略决策是一种结构化程度低的决策，以学校学科建设和大量流通数据为

基础，以采编人员的经验为决策准则，是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的结合，决策的不确

定性强，其特点如下: 

①图书采购决策结构化程度偏低。采购策略决策是一个以半结构化决策、非结

构化决策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人员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决策活动； 

②图书采购影响因素不确定性大。采购策略决策者所面临的是学校内部和外部

馆藏资源建设 馆藏流通数据 决策模型 数据挖掘 系统动力学 

问题提出：馆藏资源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确定研究对象：资源建设采购决策模型的构建与利用 

文献研究 

建立纸质文献采购绩效评价体系 

基于图书馆流通数据分析图书采购需求 

构建馆藏纸质资源采购决策模型 

对图书采购、剔旧提供决策支持 完善图书推送功能 

计算各因素采购绩效评价体系指标权重 

图 1  研究思路流程图 

 



两方面的环境。采访人员不但要对学校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客观的评估，还要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做出准确判断，并适时地调整采购策略； 

③图书采购决策信息量大，信息类型繁多。在采购策略决策中，信息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读者需求涉及面广，差异性大，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包括读

者需求信息、高校专业、课程设置信息和相关国家政策的信息。 

图书馆流通数据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建立单纯的定量数学模型来处理采购策略

决策问题往往忽略了许多重要的无法量化的决策因素。网络层次分析法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简称 ANP,)是在层次分析法（AHP）的基础上逐步

发展而形成的一种适用于复杂结构的决策方法，它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来解决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决策问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 Saaty 提出以来，

它已在各国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本课题将网络层次分析法运

用于图书采购策略的决策过程。 

3.1文献资源采购策略决策的层次分析模型 

3.1.1 网络层次分析法简介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运筹学家 Saaty 提出层次分析法，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

干层次和若干因素，在各因素之间进行简单的比较和计算，得出不同方案权重，为

最佳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在层次分析法中，层次结构之间及构成层次结构的元素

之间是相互孤立的，仅适用于元素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方案，具有局限性。为

解决这一问题，Saaty 在层次分析法基础上提出了网络层次分析法，将分析问题系

统划分为控制层和网络层两部分，控制层由决策目标、准则、子准则组成，各准则

相互独立且仅受目标支配，网络层由控制层所控元素组成，并按一定分类组成多个

元素组，元素及元素组之间存在相关性。与层次分析法相比，网络层次分析法适用

于解决同层指标内部存在循环或依靠反馈作用的复杂系统决策或评价问题。 

3.1.2建立文献资源采购策略决策的网络层次体系框架 

图书馆图书采购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文献资料服务，从而有的放矢地确定各类

图书的采购比例，实现馆藏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除通用特征外，高校图书采购

还具有需求量大、图书种类繁杂、时效性强、科技含量高等特点，其绩效评价取向

应定位于流通和效率。本课题通过文献查阅、专家问卷调查方式，结合高校图书采

购实际情况，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建立采购策略决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流通性和

效率性为网络层一级评价指标，根据一级评价指标确定 6个网络层二级评价指标和

28个三级评价指标，建立如图 2所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3.2 评价模型建立 

根据评价指标及其关联性，建立如图 3 所示高校图书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网络

层次分析法结构模型。在控制层中仅设置纸质文献采购绩效评价为决策目标，未进

行准则层设置，将其视为唯一准则。网络层包括 2个指标组，分别为流通性指标 A、

效率性指标 B，组内及组间指标存在相关性。 

 

 

 

 

 

图 3 高校纸质文献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网络层次分析法结构示模型 

3.3 评价模型求解 

3.3.1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采用 Satty 教授提出的“九分法”对存在相关性的指标间重要程度进行评价，

数值的设定标准群如表 1所示。 

纸质图书文献采购策略决策 

流通性

指标 A 

效益性

指标 B 

指标 B 内部元素相互影响 

指标 B 中存在元素影响指标 A 中元素 

控制层 

网络层 

纸质图书文献采购策略决策 

流通性指标 A 效益性指标 B 

专业类图书

A1 

畅销类图书

A2 

公共类图书

A3 

专业类新书 

借阅绩效B1 

畅销类新书 

借阅绩效B2 

公共类新书 

借阅绩效B3 

A11：T 

A12：F 

A13：S 

A14：Q;U;X 

A15：V 

A21：I 

A22：H;K 

A23：B 

A24：C;G 

A25：D;R 

A31：Z 

A32：J;O 

A33：A;E 

A34：N;P 

 

B11：T 

B12：F 

B13：S 

B14：Q;U;X 

B15：V 

B21：I 

B22：H;K 

B23：B 

B24：C;G 

B25：D;R 

B31：Z 

B32：J;O 

B33：A;E 

B34：N;P 

 

图 2 高校纸质文献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表 1 数值设定标准群 
序号 一对比较值 定义 

1 1 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 

2 3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3 5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4 7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5 9 两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6 2，4，6，8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用加权平均法求得综合权数，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各判断矩阵的层次单排序，

检验其一致性。通过计算各层因素对于总目标所占的权重，最后形成各因素对总体

目标值的相对权重总排序(见表 2)。 

表 2 高校纸质文献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 

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 

指标 

相对 

权重 

全局 

权重 

三级 

指标 

相对 

权重 

全局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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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25 

专业类图书

A1 

0.4256 0.1118 A11 0.4640 0.0518 

A12 0.1461 0.0163 

A13 0.1760 0.0197 

A14 0.2126 0.0238 

A15 0.0014 0.0002 

畅销类图书

A2 

0.4396 0.1154 A21 0.4668 0.0539 

A22 0.2262 0.0261 

A23 0.1599 0.0185 

A24 0.1077 0.0124 

A25 0.0393 0.0045 

公共类图书

A3 

0.1348 0.0353 A31 0.0076 0.0003 

A32 0.9004 0.0319 

A33 0.0539 0.0019 

A34 0.0380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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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75 

专业类新书 

借阅绩效 B1 

0.1969 

 

0.1452 B11 0.1322 0.0192 

B12 0.0875 0.0127 

B13 0.0994 0.0144 

B14 0.5190 0.0754 

  B15 0.1619 0.0235 

畅销类新书 

借阅绩效 B2 

0.2653 

 

0.1957 B21 0.0826 0.0162 

B22 0.3062 0.0599 

B23 0.1318 0.0258 

B24 0.2604 0.0509 

B25 0.2190 0.0428 

公共类新书 

借阅绩效 B3 

0.5378 

 

0.3966 B31 0.2678 0.1062 

B32 0.2532 0.1004 

A33 0.1710 0.0678 

A34 0.3081 0.1222 



3.3.2 权重结果分析 

根据表 2结果，在两个一级评价指标中，指标 B权重高达 0.7375，表明以新书

借阅绩效为主的效益性指标是高校图书馆纸质文献采购的核心，也是必须坚持的原

则。流通性指标A权重次之,为0.2625,表明累积馆藏的借阅率远远低于新书借阅率，

说明读者更倾向于阅读新书。 

与一级评价指标相呼应，在 6个二级评价指标中，与效益性指标相关的公共类

新书借阅绩效 B3、畅销类新书借阅绩效 B2、专业类新书借阅绩效 B1 权重位列前三

位，分别为 0.3966、0.1957、0.1452。表明读者对新书，特别是公共类新书有较高

需求，采访人员在建立图书采购体系时应予以重点关注，在满足读者真实需要的前

提下，充分发挥图书采购有限经费的效益,确保图书采访质量,同时，读者服务馆员

也可以此为切入点，有的放矢的开展图书剔旧工作和信息推送服务。 

通过对流通性指标 A和效益性指标 B中，具有相同三级类目的权重序列间差异

性进行分析，可以调整图书采购策略，使馆藏纸质图书结构更加合理、优化。例如：

在流通性指标 A 中，其三级评价指标 A21（I（文学））相对权重最高，为 0.4668；

而在效益性指标 B中，B21（I（文学））相对权重则偏低，为 0.0826；而 A22（H(语

言、文字)K(历史、地理)，0.2262）与 B22（H(语言、文字)K(历史、地理)，0.3062）

相对权重关系则相反，表明文学类图书的采购比例逐年降低，并且趋势及其显著，

这是因为由于经费紧张,物价上涨等因素,压缩文学类图书的采购；同时根据学校学

科建设的需求,适当提高了语言文字类图书的采购比例。 

3.4 评价结果应用 

采用本课题建立的绩效评价体系可对某高校 2019 年图书采购工作进行评价。

将各定量指标数值和定性指标基本情况反馈至采编领域 5名专家，由专家进行百分

制评分。汇总各专家评分取均值，根据各指标权重计算加权得分，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某高校 2019 年图书采购评价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 平均分 二级指标 得分 加权分 

流通性指标 A 83.7723 专业类图书流通率 A1 87.2000 9.7490  

畅销类图书流通率 A2 79.6000 9.1858  

通用类图书流通率 A3 85.4000 3.0146  

效率性指标 B 90.9692 专业类新书借阅绩效 B1 92.2000 13.3874  

畅销类新书借阅绩效 B2 88.7000 17.3586  

公共类新书借阅绩效 B2 91.6000 36.3286  

将各二级指标加权分求和得到 X 高校图书采购绩效评价综合成绩 89.0800 分，

达到了良好水平。综合分析一级指标得分，X 高校在权重较高的效益性方面表现出



色，抓住了图书采购工作的核心，但在流通性指标 B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绩效评价结果可反馈至采编部门，作为下年度采购目标设定的依据；强化绩效

评价结果分析，针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发挥绩效评价

的监管功能。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课题通过数据挖掘和软件处理，建构纸质馆藏资源建设的网络层次分析决策

模型；通过合理设置评价指标，明确各指标间联系，计算指标权重，在网络层次分

析决策模型基础上，建立了高校图书馆纸质文献建设绩效评价体系，并将该体系运

用于我馆纸质资源建设工作中，为改进馆藏资源结构体系和提升纸质文献建设水平

提供了借鉴和决策方法。 

4.2建议 

本课题所构建的高校纸质文献采购绩效评价体系主要以图书馆流通数据为基

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想与图书采购决策进一步结合匹配，需要在体系的指标

设立方面进行完善。例如：针对图书供应商选择问题的特点, 如何建立综合排序；

文献资源经费的预算与分配点如何建构等等。这些指标体系如何构建到决策模型和

绩效评价体系中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课题。 

5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1) 基于高校图书馆流通数据的纸质文献资源建设的绩效评价研究（已投稿） 

(2) 对某高校 2019 年图书采购工作进行绩效评价，为下年度纸质图书采购设定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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