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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解析 
王莹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师生的第二课堂，是高校师生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的重要途径，在高校的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由于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已经成熟，信息化技术在管理方面体现出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能够进一步提升管理的能力，因此，高校

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要进一步向着信息化管理的方向迈进，以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更好的服务于广大高校师生，从而促进高校

软实力的稳定提升。本文主要对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的意义进行了介绍，提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目前

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加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的有效对策，旨在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的建设方向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促进高校图书馆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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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对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在教育领域，高校也逐渐开始采用信息化管理的方式，例如在图书

馆的图书资料管理中，已经开始进行信息化的图书资料管理方式，

对图书馆的发展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具有很好的技术优

势。然而，随着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一些不足之处

也逐渐凸显出来，对于这些不足之处，高校图书馆应及时做出有效

对策，从而促进信息化技术与图书资料管理的有效融合，进一步推

动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料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1.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的意义 

1.1 能够提高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效率 

由于高校的图书馆与各学院之间相互独立，师生在进入图书馆

学习或者进行书籍借阅都需要图书馆的单独批示，因此，高校图书

馆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于图书资料的管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和时间，管理起来不仅繁琐，而且效率也不高，容易出现各种管理

问题和失误，因此要对传统的管理方式进行创新，通过借助信息化

的管理方式，做到对图书资料的有效整合，从而降低图书馆管理工

作人员的工作负担，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效率[1]。此

外，信息化的图书资料管理还能够进一步提高对资料室的管理能

力，从而减少书籍借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进一步提高图书

资料的安全性。 

1.2 能够实现图书资料的共享 

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能够将图书资料进行充

分的整合，借助于信息化技术，进一步实现对图书资料的共享，从

而使得高校师生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就可以快速找到需要的图书

资料，并能够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进行图书资料的分享，减少图书资

料出馆后的风险，极大的提高了图书资料的利用效率。 

1.3 能够进一步推动图书馆的发展建设 

高校图书馆推进图书资料管理的信息化，有助于帮助图书馆对

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进一步的预测，从而进一步推动图书馆的发展

建设。具体来说，高校图书馆借助信息化技术，使得高校图书馆的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建立图书资料管理的预测模型，根据不同的管理

方式来对图书资料管理的未来方向做出预测分析，根据结果来筛选

出最优的管理方式，从而促进高校图书馆整体向着更加明确的方向

进行发展建设。 

2.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得不到重视 

虽然许多高校图书馆已经开展了图书资料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但由于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方式沿用已久，且许多图书馆管理人员

对计算机的操作能力还有待加强，从而对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较

为排斥，对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也不够重视，这种情况对于高

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发展建设十分不利，为积极推进高校图书馆的信

息化建设，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的认识，使

其充分意识到信息化建设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的必要性，从而高

度重视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并强化自身的信息化图书资料管

理能力[2]。 

2.2 软硬件设施不够齐全 

高校图书馆对信息化建设的不重视，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在进行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时，经常会出现信息化设备无法得

到有效更新，软硬件设施不够齐全的情况，设施的不完整会导致信

息化管理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许多工作只能做一部分甚至干脆无

法进行。例如，对于无人借阅系统的使用，高校图书馆如果缺乏人

脸识别设备，会导致系统对前来借阅的师生无法识别，从而无法发

挥出任何作用，其效率很可能还不如人工扫描借阅的效率高；高校

图书馆建立的图书资料管理平台如果缺乏图书资料数据库的有效

支持，那么管理平台也就无法发挥出任何的管理作用。由此可见，

软硬件设施的不完善是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严重阻碍，要想进

一步提高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速度，必须做好对软硬件设施的

完善。 

2.3 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缺乏有效保护 

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往往需要进行联网，因此对于图书资料

的安全性，网络攻击就成为了新的安全隐患。目前，有些高校图书

馆对于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利用网络的层面上，而

没有注意防范网络的潜在风险，对于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缺乏有

效保护，从而导致有些图书资料被私自窃取，形成了对知识产权的

侵犯[3]。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对于图书馆来说，无论

是对自身的发展还是对其内部的图书资料而言，都需要做好保护工

作，从而保证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不受影响，图书馆的发展建设

能够保持稳定。 

2.4 图书资料共享率低下 

在一些高校中，由于管理者对于图书馆在办学质量提升方面的

认识程度不够，对于图书资料的信息化建设仍保持着传统思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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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文献的收藏于保存，对于较为珍贵的文献，更是使之与读者保

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造成图书资料的共享率低下，一些珍贵的资

料往往难以发挥出其利用价值。 

2.5 资金投入较低导致信息化设备更新速度较慢 

在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中，由于许多信息化设备的更新需要

高校图书馆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这些设备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可

观回报，因此有些高校图书馆认为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能够实现

即可，不需要进一步的优化，从而达到节省资金的目的。虽然从短

时间来看，这样做的确有利于资金的节约，对于图书资料的管理也

并无太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资金投入力度不够，会导致高校图

书馆的设备无法实现有效的更新，长此以往，设备将会过于落后，

导致图书馆的管理系统运作问题频出，对师生的图书借阅和图书馆

的图书资料管理都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不利于高校图书馆的发

展建设。 

2.6 管理人员素质水平较低 

在目前的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部

分管理人员素质水平较低的情况，较低的素质导致了图书馆的服务

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使得读者对图书馆产生厌烦心理，对高校

图书馆的学习氛围有着不利的影响。此外，管理人员的水平不够，

会导致其在图书资料信息化的管理系统方面也不能够进行熟练的

操作，容易出现失误，为读者提供错误的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麻

烦。 

3.加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的有效对策 

3.1 重视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 

为加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高校要重视对图书馆

的信息化建设，加强对管理人员的信息化培训。通过对管理人员的

信息化培训，能够提升他们的信息化管理意识，从而更好的服务于

读者，使得高校师生和校园的科研工作者都能更方便的获取到海量

的信息资源，提升高校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4]。 

此外，由于高校图书馆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信息库，具有重要

的的参考属性，其中的海量的文献资源是高校师生不可多得的宝贵

财富，因此高校图书馆还要鼓励高校师生加大图书馆信息化管理系

统的使用度，从而实现对系统中电子文献资源的充分利用，让馆中

的图书资料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利用价值。 

3.2 为图书资料管理信息化提供必要的软硬件基础 

信息化设备作为实现图书资料管理信息化的重要设备，其中的

软硬件需要得到良好的备份和补充，才能实现管理工作的顺利进

行，因此为加强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必须为图书资料

管理的信息化提供必要的软硬件基础，对于管理过程中需要用到的

软件和硬件做好备份，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做好补充，从而保证

管理工作能够持续稳定的进行下去，进一步提高图书资料信息化管

理的抗风险能力。 

3.3 加强对管理系统的维护与更新 

在进行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时，为保证图书资料的安全，高

校图书馆还需加强对管理系统的维护与更新，确保系统中防火墙和

杀毒模块能够处于最佳状态，能够抵御不法分子和病毒的攻击，从

而保障图书资料不被窃取，保证图书馆的持续稳定发展。此外，对

于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库也要经常进行更新，对于其中的冗余数据和

非必要数据要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造成垃圾数据过多，拖慢系统

中防火墙和杀毒模块的响应速度，给不法分子和病毒造成可乘之

机。 

3.4 加快图书资料的共享建设 

由于在高校图书馆中，许多珍贵的文献不方便进行借阅，因此

高校图书馆可以进一步加快对图书资料的共享建设，将高价值的文

献利用信息化技术生成电子版，从而将其中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实现对图书资料的充分共享。此外，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应用，

各个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因此高校图书馆之

间也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从而使得高校图书资料的

价值能够被挖掘的更加充分，促进高校图书馆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3.5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在高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料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先进的信息化设

备能够使得图书资料逐渐从纸质版逐渐向网络电子资料过渡，从而

拓宽文献载体的形式，使得图书馆的信息整理更加系统化，极大的

提高了查找资源的效率。由于信息化设备的更新较为频繁，可能在

短时间内不进行更新就会被新的设备甩在后面，长此以往更是会处

于过度落后的状态，导致管理系统的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问题，因

此高校图书馆要加大对图书资料信息化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保证

信息化设备的更新频率和更新速度，从而使得图书资料管理设备更

加先进，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5]。 

3.6 引进专业人才 

为实现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促

进图书管理人员整体队伍的素质水平的提高也是其中的关键，因此

高校图书馆要重视管理人员的招聘工作，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从

而提升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性，更好的服务于广大读者。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对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是高校

师生实现方便利用图书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实现全面发展的

必然结果。虽然图书资料管理的信息化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随着

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对信息化建设的不断重视，高校图书馆能够

不断提升对图书资料的信息化管理能力，为图书资料管理信息化提

供必要的软硬件基础，进一步强化管理系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通

过加快图书资料的共享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建设和加强管理人员整

体队伍建设，从多个方面不断完善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最终实现

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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