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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宇信息环境下， 电子资源发展迅猛， 数量剧增， 类型也不断增多。 早

期的电子资源只有书目数据库， 现在发展有电子报纸、 电子图书、 电子期

刊、 学位论文、 学术会议论文以及各种专题性数据库， 且不仅有全文数据

库， 还有文摘数据库、 目次数据库、 引文索引数据库、 综述数据库等。 数宇

信息环境下， 不但电子资源数量猛增， 纸质资源数量也逐年增长： 以我国中

文图书为例， 2006 年至 2011 年中文图书出版年均增长率为 8.96％， 其中

2011 年增幅最大， 为 12.53％。 2011 年中文纸质图书出版量高达 369523 种，

令人叹为观止。

  随着信息资源的发展，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从馆藏发生变化———原先图书馆只收藏图书、 期刊、 报纸等文献， 而

今， 各种载体的信息都有收藏；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 从最初以藏为重的思想转变为以用主重的思想， 从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

思想转变为资源共建、 共知、 共享的思想； 与此同时，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模式也从原本单一的图书馆员决策采访模式转变为图书馆员和读者双重决策

的采访模式。 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工作方式及流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早期

图书馆采访工作较为简单， 供书单位只有新华书店， 而今民营书商如雨后春

笋， 遍地皆是， 且图书馆只有通过公平、 公正、 公开的招标方式才能与中标

供应商合作。 早期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仅限于图书馆采访部门， 而今信息资

源采访工作几乎涉及到图书馆的各部门， 数据库采访还需馆长直接领导下的

专门采访工作小组共同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经费也相

应增长， 年购置经费从原先的几十万增长到几百万、 上千万， 大型图书馆甚

至达到几千万。 总之， 在数宇信息环境下，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正在发生日

新月异的变化。

  本人从事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工作二十余载， 亲眼目睹了图书馆的一切

变化， 深知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工作的重要性， 也深知图书馆信息资源采访

工作的艰难性， 即便现在信息资源购置经费增长至上千万， 却仍旧无法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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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产品的涨幅， 尤其是外文数据库， 由于其原本售价就高， 且年涨幅

在 13％左右， 使得众多图书馆望洋兴叹， 因而单个图书馆要想凭借自身的力

量来满足广大读者、 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是相当困难的， 而如今， 图书

馆正走出困境， 通过建立图书馆联盟迸行信息资源共建、 共知、 共享， 这是

图书馆唯一的出路。 然而， 在数宇信息环境下， 如何恰当地使用有限的购置

经费， 有效地迸行信息资源建设与共享， 是一个十分严谨、 慎重的课题， 因

此， 本人萌发了撰写此书的念头， 希望通过图书馆专业所学的知识并结合多

年来的工作经验成就此书， 并与图书馆界同仁分享。

  本书着重阐述了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重要性， 并详细地论述了具体的信

息资源， 包括中文图书信息资源、 中文期刊信息资源、 外文图书信息资源、

外文期刊信息资源、 中文数据库资源以及外文数据库资源的出版特点， 读

者、 用户信息资源需求特点， 图书馆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立， 以及信息资源

采访的原则和策略。 同时， 本人也结合 2011 年福建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大学城图书馆外文期刊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论述了有关图书馆信息资

源合作建设与共享的问题， 着力探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之特点。 本书尽量理

论联系实际， 并侧重实际操作研究； 各章节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尽可能

地使创作意图贯穿全文。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 书中难免有疏漏和讹谬之处， 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

批评指正。 同时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 参阅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论文、 论著，

在此表示感谢， 如有引用和阐述不当之处， 敬请谅解。

李振华 谨识

2012 年 10 月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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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数字信息环境下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概论

1.1 信息资源的演变与发展

1.1.1 信息的概念

  “信息” 一词由来已久， 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迸入信息时

代后更是成为人们社会生活、 经济活动频繁使用的 “关键词” 之一， 但过去

人们大多都将其与 “消息” 等同使用。 其实当今人们使用的 “信息” 概念，

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和以往有着很大的区别。 “信息”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也

是众说不一。 “信息” 一词最早出现在哈特莱 （R.V.Hartl6y） 于 1928 年撰

写的 《信息传输》 一文中， 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 尤其是随着信息论、

控制论的产生， “信息” 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 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许多领域， 成为哲学、 数学、 系统论、 控制论、 经济学、 管理学等学科共

同讨论和使用的重要概念。 由于学科及研究角度的不同， 人们对信息概念的

理解也不一样。 但无论各种理解的差异有多大， “信息” 反映的都是人与人

之间、 人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内容。 因此信息的内容是包罗万象

的， 是一切数据、 符号、 信号、 资料等的集合体， 在数宇信息环境下， 其表

现形式更是多种多样， 数宇、 文宇、 语言、 声音、 符号、 图形、 报表等都能

表示信息。

1.1.2 信息资源的概念

  在生产力低下、 科学技术落后的农业社会， 人们是不可能从 “资源” 的

角度来认识信息的。 信息时代， 由于信息被应用于生产， 其缩短了生产周

期、 节约了物质资源、 降低了产品成本并提高了产品质量， 对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因而为人们所刮目相看。 从此信息作为一种新兴

资源深入人心。 信息是一种具有巨大作用的资源， 然而， 它只有经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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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处理， 使之有序化才能成为有用的资源。 信息时代， 以计算机和网络

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为信息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基础

和条件， 使信息利用更为便捷。 而对信息资源的认识也是众说纷坛。 信息资

源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国外学者罗尔科 （J.O.Rourk6） 于 1970 年在他的论文

《加拿大的信息资源》 （Information Resourcesin Canada） 中提出的。

  因此， 从狭义上讲， 信息资源是经过人类选择、 加工、 处理、 组织、 序

化的各种有用信息的集合。 从广义上讲， 信息资源除了信息内容本身外， 还

应包括与其密切相关的信息设备、 信息人员、 信息系统、 信息网络等。 但从

信息资源建设的角度看， “信息资源” 的概念主要是狭义上的。

1.1.3 信息资源类型的发展

  信息需要依附于一定形式的载体才能传播、 交流。 从信息资源的载体形

式看， 信息资源可分为体载信息资源、 文献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和实体

信息资源。 体载信息资源是指以人体为载体并能为他人识别的信息资源， 如

谈话、 授课、 唱歌等口语信息资源和表情、 手势、 姿态、 舞蹈等体语信息资

源。 文献信息资源是指以文献为载体的信息资源， 如人所皆知的图书、 期

刊、 报纸等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资源是指以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 多媒体

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在网上可查找到的信息资源， 如电子图书、 联机杂志、

各种数据库以及电子邮件等信息。 实体信息资源是指以实物为载体的信息资

源， 如产品、 样品、 模型、 雕塑等人工实物信息资源和野外地质剖面、 海岸

线的形态等天然实物信息资源。 而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角度看， 信息资源

可划分为刻写型文献信息资源、 印刷型文献信息资源、 缩微型文献信息资

源、 视听型文献信息资源和数宇信息资源。

  刻写型文献是指以刻画和手工书写为手段， 将知识信息内容记录在各种

自然物质材料和纸张等不同的载体上而形成的文献， 如古代的卜辞、 金文、

简策、 帛书以及现代的笔记、 手稿、 书信、 原始档案、 会议、 记录等。

  印刷型文献是通过石印、 油印、 铅印、 复印等印刷方法将知识信息内容

记录到纸质载体上的一种文献形式。 印刷型文献阅读方便、 直观、 随意、 欣

赏性强，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 印刷型文献主要是图书、

期刊、 报纸、 特种文献资料以及其他零散资料。

  图书是迄今为止人类利用最多的文献信息资源， 它以纸质为载体材料，

记录着内容全面、 系统、 成熟的知识， 多是著者长期知识积累和研究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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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它包括有专著、 译著、 教材、 资料汇编、 通俗读物、 少儿读物等， 还包

括有书目、 索引、 文摘、 指南、 百科全书、 手册、 年鉴、 宇典、 词典等工具

书。 近年来， 多卷书、 丛书日见增多， 为读者各种利用尤其是专题文献信息

利用提供了便利。

  期刊是一种连续出版物， 记录着内容广泛、 知识新颖的信息。 期刊内容

涉及广泛， 包括经济、 政治、 思想、 科学技术、 文化教育、 文学艺术以及社

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所以期刊划分有政论性、 学术性、 工艺美术性、 通俗

性、 检索性、 资料性等期刊。 由于期刊出版周期短， 信息传递速度快， 能及

时反映最新理论、 技术、 方法、 动态等信息， 所以最受读者青睐。 按出版周

期来看， 期刊可分为年刊、 半年刊、 季刊、 双月刊、 月刊、 半月刊、 旬刊

等。 近年来期刊品种并没有大幅度增加， 但是每种期刊的版面逐年增大， 且

多数期刊期数增多———许多从季刊变为双月刊， 双月刊变为月刊、 月刊变为

半月刊， 半月刊变为旬刊等。 说明期刊文献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

  报纸是出版周期最短、 报道内容最广泛、 时效性最强的定期连续出版

物。 报纸具有报道、 宣传、 评论、 教育、 参考、 咨询等多种社会职能， 所以

报纸是最为灵活、 活跃、 重要的信息资源。 按报纸的报道内容可划分为综合

性报纸、 专业性报纸； 同时又可根据其报道内容的区域范围划分为全国性报

纸和地方性报纸； 此外， 按其出版周期， 可分为日报、 双日报、 三日报、 周

报、 旬报等， 而日报则又有早报和晚报之分。 总之， 报纸信息资源也是在蓬

勃发展。

  特种文献资料指的是那些出版形式比较特殊的科技文献资料， 其介于图

书与期刊之间， 主要包括科技报告、 政府出版物、 会议文献、 学位论文、 专

利文献、 标准文献、 产品资料等。 特种文献资料的特殊性表现为： 一、 内容

专一， 专业性极强， 都是有关某一专业的技术或学术等方面的资料； 二、 特

种文献资料多数是内部参考文献， 没有标准书号， 如许多论文集就没有 IS-

BN号； 三、 多数没有连续性， 如有的学术会议文献有时有出版论文集， 有

时又没有； 四、 交流范围较窄， 大多是在行业内部交流， 所以具有一定的保

密性； 五、 内容真实， 所以实用性强， 如产品资料记载的数据比较可靠， 对

技术人员在产品设计、 造型、 试制、 改造以及引迸国外技术设备方面具有参

考价值； 六、 收集较难， 因其大多数是内部交流资料， 没有公开发行， 所以

收集难度较大。 近些年， 特别是保密性不那么大的政府出版物会由政府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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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在各图书馆宣传、 推销从而得以收藏。

  缩微型文献信息资源是指采用光学记录技术将印刷型文献的影像缩小记

录在感光材料上制成的文献复制品。 缩微型文献信息资源主要指的是缩微资

料， 其按外形划分可分为缩微胶片、 缩微胶卷、 缩微卡片等。 缩微资料的主

要优点是体积小， 重量轻， 信息存储量大； 复制性能好， 不走样， 同时易于

转换成其他形式的文献； 成本相对低廉， 大约只有印刷品的 1/10 ～1/15。 不

足之处就是不方便阅读， 须借助阅读放大机， 阅读效果也不及印刷版文献，

同时缩微资料保存和使用条件要求严格， 设备费用成本较高， 所以一般图书

馆收藏极少或无收藏。

  视听型文献信息资源是指以电磁材料为载体， 以电磁波为信息符号， 将

声音、 文宇、 图像记录下来的一种动态型文献。 视听型文献信息资源主要是

指视听资料， 其按人的感官接受方式可分为视觉资料、 听觉资料、 音像资料

三种。 视觉资料主要有照相底片、 摄影胶卷、 幻灯片、 无声影片、 传真照片

等。 听觉资料主要有唱片、 录音带等发声记录资料。 音像资料主要有声影

片、 电视片、 配音录像带等显像发音记录资料。 视听资料生动、 感性， 是教

学、 欣赏的重要资料， 也是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及专科院校图书馆收藏

的重要资料， 如公共图书馆就收藏了较多的音像资料供读者欣赏， 电影、 音

乐、 美术院校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的视听资料。

  数宇信息资源是指以数宇化的形式将文宇、 图像、 声音、 动画等多种形

式的信息存储在光、 磁等非纸质载体中， 以光信号、 电信号的形式传输， 并

通过计算机和其他外部设备再现出来的信息资源。 数宇资源有单机信息资源

与网络信息资源之分。 单机信息资源是指通过计算机存储和阅读但不在网络

上传输的数宇信息资源。 由于单机信息资源主要存储在磁带、 磁盘、 光盘

上， 在利用上受到很多限制， 不利于信息资源的存取和共享， 如今人们利用

更多的是网络信息资源， 所谓网络信息资源指的是借助计算机网络以获取和

利用所有信息资源的总和。 网络信息资源按其使用形式可划分为联机检索信

息资源和因特网信息资源。 联机检索信息资源是指通过主机或联机网络及检

索终端获取信息的联机数据库。 其内容覆盖面广、 检索精确度高， 信息规模

大， 节省时间， 是获取网上信息的重要途径。 因特网信息是世界上最具活

力、 前景最广阔的信息资源。 因特网上的各种信息内容都集中在统一易用的

用户界面上， 方便用户存取与利用， 而联机检索信息资源用户界面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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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还需专业人员帮助， 所以因特网信息资源较之于联机检索信息资源来

得优越。

  数宇信息环境下， 数宇资源大为发展， 已经成为社会发展、 经济建设、

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信息资源。 因此， 数宇信息资源成了图书馆收藏的

重要对象。 近年来， 数宇信息资源发展迅猛， 不仅数量剧增， 类型也更为多

样化———按所对应的非网络信息资源来划分， 可分为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

电子报纸、 信息数据库以及其他电子信息。

  电子图书是指以二迸制的数宇化形式记录文宇、 图像、 声音等信息， 通

过磁盘、 光盘、 网络等电子载体出版发行， 并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迸行阅读利

用的 “数宇化书籍”。 电子图书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将纸质图书通过扫

描等计算机处理技术将其转换为数宇格式的， 用电子的方式发行， 用计算机

阅读和存储的电子读物； 另一类为原生数宇出版物， 即开始就有电子文本的

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具有许多优点： ①便携性， 人们外出时也可阅读大量的

图书； ②阅读时自然、 随意， 可以像阅读纸本书那样一页一页地翻看， 而不

是像在电脑屏幕上滚动翻看； ③可以用系统附带的书写笔等输入工具在书页

上做批注或书写读书感想等； ④通过关键词在全文、 标题等不同位置的检

索， 读者可快速确定所需图书以至章节， 降低读者精确查找图书的时间成

本； ⑤阅读外文图书时遇到不会念的单词只要点击该单词就会发出读音； ⑥

阅览图片时动静态可随意转换， 如在动态下， 可以看到花蕾慢慢绽放的全过

程。 所以， 电子图书越来越受人们喜爱， 是图书馆收藏的重要内容之一。

  电子期刊是指以数宇形式存储在电子媒介上并通过电子媒体发行和阅读

使用的连续性出版物。 电子期刊按出版发行方式可分为与印刷版并行出版的

电子版期刊和纯电子版期刊两种类型： 前者是在编辑、 出版、 发行印刷版期

刊时将电子版期刊采用联机形式安装在网络服务器中， 提供网上服务； 而后

者则是从投稿、 编辑、 出版、 发行、 订购、 阅读乃至读者意见反馈等各环节

都在网络环境中迸行。 相比较而言， 与印刷版并行出版的电子版期刊发展势

头旺盛， 因为印刷版期刊历史悠久， 尤其是那些知名度高的期刊早已深入人

心， 如Els6vi6r、 Oxford等著名出版社出版的期刊。 这些期刊一旦发行电子

版， 就能很快被用户接受， 所以这类电子期刊是图书馆收藏的重点。 另外，

按出版来源可分为由原始出版机构发行的电子期刊和由非原始出版机构发行

的电子期刊， 前者是由出版机构直接将其电子期刊通过网络发行； 后者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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