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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图书情报特藏一体化建设问题研究 
霍剑峰 

（青岛大学图书馆   266071） 

摘要：图书情报特藏一体化建设是信息共享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对图书情报特藏一体化建设意义和建设障碍因素的分析，
本文提出实现图书情报特藏一体化建设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同时需要“政府+高校”的配合与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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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图书情报与特色馆

藏一体化管理已经成为图书情报管理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

标志。通过特色馆藏资源扩充，不仅可以丰富整个图书馆的资源库，

而且可以吸引专业化人才到图书馆内读书、学习，这也符合未来社

会信息共享的发展趋势与发展理念。 

1图书情报特藏一体化建设意义   
特色馆藏是相对于一般的、大众藏书而言，一般是指历史古典

文献、某一专业的特殊文档等，特藏资源与图书情报资源的一体化

建设可以实现高校图书馆“专而广”的发展目标，不仅可以为师生

提供比较广泛的、包罗万象的图书文献，而且可以满足部分师生针

对某一特殊领域的深入研究需求，从而提高整个学校的科研水平。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共享已经成为信息获取的一种

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节约高校总体的资源投入成本，而且通过资

源共享可以提高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加深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

通过图书情报特藏一体化建设，实现图书资源、网络资源的无缝连

接，可以避免不同师生同一资源的重复购买，而且借助一体化建设

平台可以更好地将高校研究成果以更便捷和有效的方式传递给所

需要的师生，从而扩大学校在该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实现研究成果

和资源的充分利用。 

2阻碍图书情报特藏一体化建设的因素     
在我国众多高校中，虽然图书、情报、特色馆藏同属于学校图

书馆管理，但是由于在过去计算机不如当下这么普及的年代图书情

报与特色馆藏也存在一定的管理差异，图书情报由学校的图书管理

系统统一管理，而针对某一专业的特色馆藏则是由某一学院管理，

这种管理主体的差异就会导致两者一体化的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矛

盾，尤其是由个人或者其他团体捐献给某一学院的历史典籍类可能

会在归属权和管理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在我国过去传统的管

理理念中图书馆和特色馆藏的重要程度、管理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尤其是针对一些历史悠久的典籍原件其要采取特殊的保存方

法，在借阅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一般不允许带出图书馆，也不能

拍照），这也致使二者在融合中可能会出现管理系统的不同，从而

影响一体化进程建设。同时，目前在我国的综合类大学内，各个学

校的特色专业不同，因此所建立的特色馆藏类型和馆藏内容也略有

不同，而这种差异性也会阻碍图书情报与特色馆藏的一体化融合建

设。  

3实现图书情报与特藏一体化的措施   
3.1 一体化建设宣导     

图书情报与特色馆藏一体化建设能够不断推进的前提是政府、

高校相关负责人能够真实认识到一体化建设对于国家、高校、学者

和学生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国家不断推进一体化建设。而

这种观念和理念的更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定时间内、反复

不断地宣传与倡导的。针对此，相关部门和高校可以举行关于特色

馆藏资源的分享会，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种理念，分享会可

以采用当下比较流行的直播的形式进行，邀请在学界或者社会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进行内容分享。通过这种形式的分享不仅会

让更多的人知道图书情报与特色馆藏一体化的价值，而且有利于培

养人们终身学习的良好理念和学习习惯。 

3.2 构建一体化管理系统 

要想真正实现图书情报与特藏的一体化建设就要构建科学合

理的管理系统：首先，明确管理主体——实现学校图书管理部门与

各个学院之间的完美配合，由大学的图书管理部门实现统一管理，

对所有图书资源（线上数据库和线下图书）进行统一管理。其次，

构建有差别的图书管理方法——在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图书管理部

门应针对图书类型采取不一样的管理方法，如针对历史悠久的古典

文献，可以实现原件不能外借，甚至不能翻阅的原则，但是可以利

用当今先进的技术，将其电子版本上传到线上数据库，从而达到对

文献保护和资源共享的双重目标。再次，关注数据维护和反馈——

图书情报与特藏一体化建设会吸引更多的读者对图书进行借阅和

分享，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特殊需求会被提出。鉴于此，在构建图书

管理系统中，要有专门的用户管理和维护版块，根据用户具体反馈，

采购某些领域内的特殊资料，同时针对用户提出的图书管理意见也

要给予重视，提高用户的体验感和忠诚感。 

3.3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     

图书情报与特藏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实现不仅需要各个高校、学

院之间的配合与沟通，更是需要政府层面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来推

动整个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在高校管理

和协调中占据一定的分量，只是单纯地依靠某一个大学的力量来实

现整个中国的图书情报与特藏一体化建设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

我国某些偏远地区的高校，由于其科研水平相对较低、与外界其他

高校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科研经费紧张等原因很难被纳入到整个

一体化体系中，而通过政府法律法规的约束，则可以在高校沟通中

建立良好的桥梁，实现真正的信息共享。 

同时，各个高校图书管理部门之间应当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

在政府搭建的网络平台中，主动分享自己学校所有的图书资源（尤

其是特色馆藏资源），尤其是我国的 985、211 类高校要在众多学校

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通过“政府+高校”之间的相互配合，不仅

可以丰富各个高校的图书馆资源实现一体化，而且可以大大地扩大

了社会公益类图书馆的资源，有利于提高全民的学习意识，塑造全

民学习的良好氛围。 

图书情报与特藏一体化建设于国而言可以提高整个国家的学

习氛围，有利于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的实现；于高校而言，通过各个

高校特色馆藏的知识共享，不仅节约了高校图书资源的投入，而且

有利于提高整体的科研水平；于老师而言，在当今的互联网平台中，

可以更加轻松地搜索到自己想要的资源，尤其是一些珍贵的历史类

文献资料，同时也可以更便捷地通过网络渠道分享自己的科研成

果；于学生而言，一体化建设是一次扩充自己知识面，丰富自己知

识库的良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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