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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质量发展的

高校图书馆外文文献保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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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WHY



宏观上：“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和意义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

2023年12月20日，“高质量发展”当选“汉语盘点2023”年度字词国内词。

 “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体现。

 “新质生产力” 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符合新发展

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是着力高质量

发展的先进生产力。

8

23 24

63

56 55

9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高质量发展”提出后，相关政策、文件频出



中观上：业界对于高质量发展密切关注

主题“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CSSCI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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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均来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http：//libdata.scal.edu.cn

没有统计全部数据，只例举了8所高校2022年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高校外文资源现状（2022年）

八所高校外文资源采购经费占比都超过了50%，最高达到

75%。

外文文献资源建设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

型大学图书馆的资源保障整体水平。

微观上：高质量发展是图书馆外文文献保障的必然要求



微观上：高质量发展是图书馆外文文献保障的必然要求

用户 经费 外部人员资源

需求和行为

发生变化

价格持续上涨

出版形势日益复杂

形势普遍严峻

无固定增长机制

普遍减少 高等教育

信息技术等环

境的挑战加剧

文献保障作为图书馆的核心任务，近年来面临着巨大挑战。



微观上：高质量发展是图书馆资源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用户

对电子资源依赖度

提升

55.35%

35.03%
30.80%

每周平均到馆<2次 人数占比

2011     2018      2023

各类用户使用电子资源的时长普遍增加用户使用实体馆藏的比例下降

78.20%

94.74%
96.22% 96.34%

83.10%

96.42%

99.02%
100.00%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教师
2010 2020

每周利用电子资源>1小时 人数占比



微观上：高质量发展是图书馆文献保障的必然要求

资源
价格持续上涨

经费
不稳定、不充分

外文纸质期刊刊价逐年上涨。

 CASHL外文期刊单刊均价2005-2023单价上涨超过150%。

 《Library Journal》每年发布的期刊价格调研报告显示，每年原版外刊的美元价格涨幅在5%-7%。近年来涨幅稍有回

落，2023年，期刊的平均价格涨幅4%。2024年纸本期刊涨幅在4-5%，单本电子刊涨幅约为3-4%，电子期刊库

涨幅2-3%。（2024 EBSCO Serials Price Projection Report）

外文纸质图书单价不断上涨（2019年以来上涨7.7%）

--How Much Have Book Prices Increaed Since 2019? KELLY JENSEN, AUG 30, 2023

外文电子资源年涨幅普遍在3%以上，最高涨幅超过10%。

学术图书馆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预算和资金问题，大多数图书馆预计未来五年的预算将保持不变或减少。人员
短缺也在造成压力。

——Stephen Bosch, Siôn Romaine, Barbara Albee, and Cynthia M. ElliottGoing for Gold, Deep in 
the Red.

Apr 11, 2023  Library Journal News

https://substack.com/profile/39160261-kelly-jensen


打破惯性，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理念/目标
WHAT



外文文献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文献保障高质量发展：

规范、特色、创新、协调、合作、共享，旨在实现文献保障高水平、高效

率、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

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旨在实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战略
HOW

长期政策+中期规划+短期计划



资源建设馆员（CDP编制小组）→资源建设规划与预算小组→党政联席会

（一）长期：与时俱进，编制并及时更新《馆藏发展政策》

第一部分 馆藏发展政策制订背景与目标

第二部分 馆藏发展工作组织与机构

第三部分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

馆藏发展基本原则

经费来源、预算和控制

馆藏发展的原则、标准和方式

各类型文献的选择

特藏文献建设

藏书补缺

文献资源组织与布局

馆藏维护与复选

文献资源评价

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

第四部分 附则



及时跟踪国内外业界资源建设相关进展及关注重点

（1）业界学协会网站、会议、项目、报告等

北美研究图书馆协会（ARL：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美国高校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y )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CARL：Canadi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

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理事会（CAUL：Council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Librarians 

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BER：Association of European Research Libraries）

英国研究图书馆（RLUK： Research Library UK）

（一）中期：科学制定文献保障中期规划



及时跟踪国内外业界资源建设相关进展及关注重点

（1）业界学协会网站、会议、项目、报告等

（2）国内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

strategic plan, strategic directions, strategic priorities

（一）中期：科学制定文献保障中期规划



形成资源建设工作发展规划，同时完成《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文献保障

（资源建设和文献提供服务）内容。

（二）中期：科学制定文献保障中期规划



组织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年度计划。

1. 资源建设与预算规划工作小组会

电子资源年度建设计划

--本年度《电子资源报告》、《八校电子资源发展报告》

--下一年度《电子资源续订、新订、停订方案》

纸本资源年度建设计划

--本年度纸本资源建设情况报告

--下一年度纸本资源建设计划

2. CASHL工作年度总结会

文献提供服务情况汇报

（三）短期：科学制定文献资源建设年度计划



战术

HOW
Co l l e c t i on

Connec t i on

Co l l abo r a t i on



COLLECTION：建设高质量馆藏



Collection：馆藏建设高质量

藏用兼顾

利用角度电子优先：科学评估和推进馆藏数字化转型，从读者需求出发，遵

循电子优先采购政策。

保障角度纸质优先：对于全国保障、学科经典藏书，仍以纸质为主。

近年复旦外文图书资源建设情况

新增买断/租用电子书 新购纸质图书
2020 2021 2022 2023



重专藏特藏：着力推动重要名家学者个人藏书入藏

捐赠
2019-2021：香港中文大学John Deeney教授（John Deeney） 中外比较文学研究藏书

及资料

2023-2024：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林邦夫教授西班牙史和欧洲中世纪史专藏

202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德语及文学类专藏

让售

采购

2021：德国梅塔教授（Adelheid Mette）印度学专藏

2021-2023：美国哈佛大学韦策教授（Michael Witzel）吠陀学藏书及资料

2023-：以色列Albright考古研究所Gitin教授古代西亚史相关考古报告资料和学术书籍

2018：美国艺术史家鲁斯曼（Edna R. Russman）和德国考古学家迪林（Norbert 

Dürring）古埃及学藏书

Collection：馆藏建设高质量



突破馆配商书目依赖，拓展书目参考源。

学术研究类图书：利用Gobi平台剖绘功能，进行学术研究类图书预选。

• GOBI是海外纸本书籍和电子书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 GOBI使图书馆可以通过平台查找和订购来自顶级电子书

集成商和出版社平台的资源。

• 根据学术研究不同阶段的需求，将图书分为补充、专

业、基础必需、基础推荐、研究必需、研究推荐六级。

• 复旦图书馆虽然不利用GOBI采购，但是利用Gobi平台

剖绘（Profile）功能，进行预选，有助于提高入藏图书

的质量。

Collection：馆藏建设高质量



教学参考类图书：利用外部大数据平台，创新基础馆藏补采方法。

尝试与Open Syllabus 数据对比分析，指导外文经典教材建设。

“Open Syllabus 是一个非营利性研究组织，目前共收集并分析了2100万课程大纲数据，用以支持创新教学和学习应

用。Open Syllabus有助于教师开发课程，图书馆进行藏书开发与管理等”。

目前进行了高评级教学参考数据的比对，并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课程教材教参推荐中加以应用。

Collection：馆藏建设高质量



CONNECTION：多主体共同推动高质量外文馆藏建设



Connection——多主体共同推动外文馆藏建设

选书主体面向全体读者

电子图书：

-用户需求驱动采购（DDA）

JSTOR电子图书

-用户行为循证采购（EBA）

Elsevier 

Bloomsb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Gruyter

纸质图书：

读者即馆员——“线下精品书展”现场选书



“馆员+教师+博士”复合选书机制。

 学科馆员与教师保持良好日常沟通，专业教师选书有热情

 试点学科建设“博士荐书”机制（哲学学院）：文史哲博士生群体，对自己的学术领域的外

文文献有较好的了解程度。通过馆-院合作，利用5年时间打造哲学经典外文图书专藏。

Connection——多主体共同推动外文馆藏建设



与教授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对接海外专题藏书捐赠

 历史系：

金寿福教授：美国艺术史家鲁斯曼（Edna R. Russman）和德国考古学家迪林（Norbert Dürring）古埃及学藏书

黄洋教授：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林邦夫教授西班牙史和欧洲中世纪史专藏

刘震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大学梅塔教授（Adelheid Mette）印度学专藏

美国哈佛大学韦策教授（Michael Witzel）吠陀学藏书及资料

李思琪副教授：以色列Albright考古研究所Gitin教授古代西亚史相关考古报告资料和学术书籍

 外文学院：

姜林静教授推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Walter Hindere

r教授德语及文学类专藏（10000册）

Connection——多主体共同推动外文馆藏建设



经费上，多方联络，广泛开源

Connection——多主体共同推动外文馆藏建设

• 稳定学校拨付经费

• 充分利用国家、教育部专项经费

• 积极争取上海市专项

• 申请学校专项经费

• 充分利用院系经费联合采购

• 积极对接企业、基金会资源

• 面向校友设立“点亮一本书的生命”、“大型丛书专项基金”

近6年来，非常规经费总计金额超过1700万元。



COLLABORATION：扩大朋友圈，强化文献保障



Collaboration——扩大朋友圈，强化文献保障

依托国内联盟，提高基础文献保障：

借助CASHL，CALIS等平台，为本校读者提供馆际文献服务。

2014-2023十年间：

复旦大学利用CASHL、CALIS平台传递文献40391篇，馆际借入图书

19299本。有效地缓解了外文文献馆藏不足的问题，提升了图书馆文献保障

水平。



文献提供服务——Collaboration
加入国际社区，提高文献保障效率：

• 利用OCLC WorldShare：

• 加入全球资源共享社区（2024/03-）：全球600多家图书馆互助式服务

免馆员干预，用户可以便捷、迅速地获取图书馆未订购的外文文献，特别是日文等小语种文献。

请求：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75家图书馆提供的服务270余笔。获取文献的平均时长为26小时。

提供：对外服务205家图书馆，其中哈佛大学索取最多101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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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提供服务——Collaboration

拓展馆间合作，促进双方互惠共赢：

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俄勒冈大学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



总结



打破惯性

主动思变

顺势而为

形成合力

规范、特色、创新、协调、合作、共享，

实现文献保障高水平、高效率、可持续发

展。



谢谢关注，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