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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纸质图书资源利用现状及采购策略研究 

-以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纸质图书；资源利用；文献采访；优化策略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高质量的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是图书馆开展优质服务的基础。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

子资源对纸质资源的利用形成一些冲击，读者的阅读行为和习惯也更加多样。但纸质图书仍是高

校图书馆收藏的主要载体形式之一，因此，对纸质资源利用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与评价，即使处在

智慧图书馆的大背景下，也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它有助于了解纸质图书馆藏结构的特点，及时

调整和优化馆藏资源建设策略，进一步完善馆藏体系。 

本研究在搜集分析馆藏纸质图书的借阅流通数据的基础上，对馆藏纸质图书的结构组成和利

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力图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资源建设和利用情况，以及与读者信息需

求的吻合程度，从而为优化图书采访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为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随着学校图书馆采购经费的逐年增加，新增文献量也呈现增长态势，纸质图书的种类和数量

也相应地有所增加。但是，纸质馆藏图书的学科分布、文献老化和利用情况，是否与我校专业设

置和发展目标相吻合，是否能满足师生读者的信息需求，在这些方面都只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缺

乏定量的数据支持，导致文献采购如何针对学校学科建设和未来的发展做出及时调整和优化无据

可循。因此，对学校图书馆纸质图书资源进行调查，并通过借阅流通数据的分析对纸质馆藏资源

利用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为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打下一定的基础，为进一步做好馆藏资

源评价做些前期性的工作，也一定能为图书馆资源建设提出更加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建议。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图书馆集成系统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GDLISNET（Version 8.004）

系统，对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 2015-2020 年纸质图书的出版年代、学科分布特征，图书的

利用率和流通-藏书比，以及与读者信息需求的吻合程度等做出初步统计分析，提出了提高纸质图

书资源优化配置的建议和对策以及资源采访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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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馆藏纸质图书资源现状 

2.1.1纸质图书的出版年代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近六年馆藏纸质图书出版年代的状况，由于我馆 2019 年开始为图书馆搬

迁新馆做准备，同时因疫情原因，近两年采购的 2018 年-2020 年出版的图书入藏速度受到影响。 

 

表 1  纸质图书的出版年代   单位：种 册 

年代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平均 

种数 9067  7342  8510  5413  1065  506  5317  

册数 21309  16071  20598  9977  3128  1334  12070  

副本 2.4  2.2  2.4  1.8  2.9  2.6  2.3  

 

2.1.2 纸质图书的学科分布 

从表 2 和表 3 中可以看出，馆藏纸质图书中，以哲学和社会科学为主，占到 53.9%。 

纸质图书收藏数量前五位的学科依次分别是 F 经济、T 工业技术、S 农业科学、I 文学和

K 历史地理。平均副本量为 2 册。 

表 2   纸质图书的学科分布   单位：种 

图书出版年度 哲学和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综合性图书 合计 

2015-2020 17189 14529 175 31893 

比例 53.9% 45.5% 0.5% / 

 

表 3   2015-2020纸质图书学科分类统计 

 中图分类 种 比例% 册 平均副本 平均单价（元/册）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7 0.18  126 2.21  50.40  

B 哲学 753 2.36  1742 2.31  39.87  

C 社会科学总论 640 2.01  1408 2.20  43.07  

D 政治、法律 1425 4.47  2790 1.96  52.20  

E 军事 169 0.53  378 2.24  53.92  

F 经济 6612 20.73  15553 2.35  41.58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1096 3.44  2264 2.07  44.19  

H 语言文字 1015 3.18  2256 2.22  40.83  

I 文学 2938 9.21  7041 2.40  36.36  

J 艺术 282 0.88  567 2.01  55.69  

K 历史、地理 2202 6.90  4305 1.96  68.26  

N 自然科学总论 276 0.87  494 1.79  42.13  

O 数理科学、化学 674 2.11  1656 2.46  56.63  

P 天文学、地球学 597 1.87  1171 1.96  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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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生物科学 809 2.54  1904 2.35  91.34  

R 医学、卫生 457 1.43  1004 2.20  69.90  

S 农业科学 5049 15.83  11482 2.27  58.29  

T 工业技术 5485 17.19  13031 2.38  63.82  

U 交通运输 388 1.22  988 2.55  60.91  

V 航空、航天 19 0.06  41 2.16  54.11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775 2.43  1821 2.35  63.59  

Z 综合性图书 175 0.55  381 2.18  53.59  

其它  10 0.03  14 1.40  5.45  

合计/平均 31903 / 72417 2.17  52.22  

 

2.2．纸质图书的利用情况 

2.2.1  纸质图书借阅量 

2015-2020 年纸质图书年平均外借 52522 册次，2015-2017 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态势，之后

因受图书馆搬迁新馆和其它因素影响，借阅量有所下降。 

表 4   纸质图书借阅量  单位：册次 

年代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图书借阅量 84128 88768 78164 41199 21754 1120 315133 

2.2.2  纸质图书的流通-藏书比 

流通率是指某类藏书流通量占全部馆藏流通量的百分比，藏书率是指某类藏书占全部藏

书的百分比，二者之间的比率即为流通-藏书比，即某类文献的流通量与其在馆藏中所占份额

的比率。由此可见流通-藏书比的理想值为 1∶ 1，即二者比率相当，说明这种配置比较合理，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图书入藏与读者需求的吻合度。如果这一比率远大于 1 时就需要增加该

类的新书采购量或增加副本，远小于 1 时则需对该类馆藏进行选择性或限制性采购、减小副

本量以及进行剔旧处理。（见表 5） 

从表 5 来看，总体上讲，流通-藏书比接近 1 的较少，相对来说 R 医学、卫生，C 社会

科学总论和 Q 生物科学三个大类配置较好。这一比率远大于 1 的类别前五名依次是 A 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H 语言、文字， I 文学，O 数理科学、化学和 B 哲学。这一比率远小于

1 的类别前五名依次是 X 环境科学，U 交通运输，F 经济，V 航空、航天，E 军事。 

有些类别，如 S 农业科学类图书，流通率在前 5、藏书率也在前 5，但流通-藏书比却只

有 0.46。又如 F 经济，藏书率 21.5%，排第一，但流通率仅 6.5%，流通-藏书比仅 0.30。 

  表 5   2015-2020 年图书流通-入藏比  单位：册次  % 

 流通量 
藏书量 

中图法 
大类                              

纸质图书（册次） 

流通量 流通率% A 藏书量 藏书率% B A/B 

A 1147 0.36  126 0.17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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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7945 5.69  1742 2.41  2.36 

C 6665 2.11  1408 1.94  1.09 

D 7342 2.33  2790 3.85  0.61 

E 576 0.18  378 0.52  0.35 

F 20495 6.50  15553 21.48  0.30 

G 3601 1.14  2264 3.13  0.36 

H 34918 11.08  2256 3.12  3.55 

I 93403 29.64  7041 9.72  3.05 

J 4071 1.29  567 0.78  1.65 

K 14984 4.75  4305 5.94  0.80 

N 968 0.31  494 0.68  0.46 

O 21524 6.83  1656 2.29  2.98 

P 2492 0.79  1171 1.62  0.49 

Q 9777 3.10  1904 2.63  1.18 

R 4317 1.37  1004 1.39  0.99 

S 23052 7.32  11482 15.86  0.46 

T 43574 13.83  13031 17.99  0.77 

U 971 0.31  988 1.36  0.23 

V 60 0.02  41 0.06  0.33 

X 1643 0.52  1821 2.51  0.20 

Z 1608 0.51  381 0.53  0.96 

其他 / / 14 0.02   

合计 315133 / 72417 /  

 

3 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结论 

2015-2020 年馆藏纸质图书出版年代的状况，入藏年代为 2015-2017 年的，每年在

7000-9000 册。由于我馆 2019 年开始为图书馆搬迁新馆做准备及疫情原因，2018 年-2020 年

出版的图书入藏速度受到影响。 

馆藏纸质图书中，以哲学和社会科学为主，占到 53.9%。图书收藏数量前五位的学科依

次分别是 F 经济、T 工业技术、S 农业科学、I 文学和 K 历史地理。平均副本量为 2 册。 

2015-2020 年纸质图书每年平均借阅量 52522 册次，2015-2017 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态势，

之后因受图书馆搬迁新馆和其它因素影响，借阅量有所下降。 

馆藏纸质图书流通-藏书比接近 1 的 R 医学、卫生，C 社会科学总论和 Q 生物科学三个

大类配置较好。这一比率远大于 1 的类别前五名依次是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H 语言、

文字， I 文学，O 数理科学、化学和 B 哲学。这一比率远小于 1 的类别前五名依次是 X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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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U 交通运输，F 经济，V 航空、航天，E 军事。 

 

3.2  藏书学科配置优化建议 

馆藏纸质图书流通-藏书比接近 1 的 R、C、Q 三个大类配置较好，可以不做大的调整。

远大于 1 的 A 、H、I、O 和 B，均是基础学科或通读类图书，藏书无法满足读者需求，建议

增加订购比例、增加采购品种或副本量。小于 1 的类别前五名依次是 X、U、F、V 、和 E，

或许需要限制性采购、选择性调整图书的具体品种和进一步加强读者导读工作，在现实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增加借阅册次、缩短借阅周期等方式、提高图书的流通率。 

有些类别在这些基础数据的基础上，有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数据调研和分析。如 S 农

业科学类图书，流通率在前 5、入藏率也在前 5，但流通-藏书比却只有 0.46，是否可以判断

为有必要调整图书品种、在保障专业教学、科研需求的情况下，适当降低部分图书的副本量，

或者需要对是否剔旧做出进一步判断，以提高图书供给和读者需求的吻合度。 

 

3.3 纸质图书采访优化策略 

3.3.1 制定文献采访指导原则和依据 

由学校和图书馆以及学校图书采购委员会共同制定文献采访指导原则和依据，本着经济

性、针对性和系统性原则，确定专业藏书的重点和相应学科文献的精选标准，使藏书能在一

定学科范围内做到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点面结合，充分利用有限的经费，高质量地采购和

收藏读者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藏书体系。 

3.3.2制定合理的图书采购计划 

为了保障图书馆采访目标的实现，避免采访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整个采购工作

做到有据可依，必须制定详实科学的纸质图书采购计划，以提高馆藏质量，满足读者的要求。

采访计划要结合本校的实际，根据学校的性质、发展定位、学科建设及发展规划，既要充分

考虑广大师生教学科研、兴趣爱好等需要，也要兼顾馆藏的特色建设和各专业、学科之间的

比例关系，才能不断提高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度。 

3.3.3保持采购经费稳定增长 

保持文献采购经费的稳定增长，才能保障文献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高质量。同时，学校

和图书馆还应把资源采访工作提升到管理学高度来指导文献采访工作，在对国内出版文献做

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学科发展和读者信息需求，提高采购图书的学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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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加强资源建设人才队伍建设 

多方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采访人员队伍建设。采访人员要了解各出版社出版图书

的重点和方向、要熟悉本校的重点学科设置、专业方向和科研动态，并多方面、多渠道获取

读者的信息需求。图书馆也应鼓励采访人员加强图书馆学、文献采访理论和实践研究，跟踪

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到文献采访的实际工作中去。 

3.3.5加强读者信息行为研究 

根据学校的不同读者群，研究读者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并对其阅读偏好和信息检索利用

等行为进行分析。图书馆作为信息素质教育的主体，要主动研究信息素质的发展现状，承担

起信息素质教育者的重任，加强读者的信息素质教育，来提高馆藏图书的利用率。 

3.3.6充分利用好智慧图书馆资源采选平台 

智慧图书馆的智能采选平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分析每个读者内在的知识需求特征

基础上，根据图书内容以及读者与图书馆互动数据，对读者需求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同时，

用馆藏数据、历次采访数据、用人工智能不断训练和学习，逐渐形成与人类认知接近的馆藏

特色、采访偏好、图书评价的数据。同时，拥有精选书目、订单管理和读者荐购等功能模块，

最后通过科学决策工具，取得最优化的图书采访效果。采访人员要熟练掌握和挖掘智能采选

平台的各项功能，结合实际，用足用好智能采选平台，提高采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3.4 建立馆藏纸质图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和机制 

本项针对馆藏纸质图书收藏和利用状况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传统的，调查数据的覆盖面，

以及对数据本身所反应出的问题的剖析深度还有许多不足，因此建议学校和图书馆组织专业

人员成立资源评价小组，合理选择评价指标，形成完备的评价体系，选用评价模型，定期对

馆藏纸质图书的结构变化和利用情况做跟踪调查和全面深入科学的综合评价，并形成长效机

制。在此基础上，结合学校学科建设、科研创新和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结合智慧图书馆平台

的运用，对馆藏资源和采访策略进行及时调整和优化，进一步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 

4 项目成果 

待发表的学术论文：论文“高校纸质图书资源利用现状及采购策略研究—以新疆农业大

学图书馆为例”写作已完成，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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