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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导航调查和分析研究 

王 应
1
 秦晓铁 陈 强 杨 平 

【摘 要】：就目前重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导航进行了调研，分析了重庆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

导航状况，最后针对调查和分析结果提出了看法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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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在我国信息保障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肩负着辅助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任，而且其资源质

量和服务水平将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早已成为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

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技术、资金、观念等因素的制约，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与导航效率偏

低，导致馆藏数字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1］。 

一、数字资源建设与导航现状调查 

数字资源是指以电子数据的形式把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存贮在光、磁等非纸质介质载体中，通过网

络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再现出来的资源，它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以及网络信息资源，等等。本文所研究的数字资源是

一种较为狭义的概念，主要调查对象是高校图书馆所购买和试用的数据库（电子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电子图书、年鉴、

标准、专利等），以及各高校馆自建的特色数据库，并不包括网络上的各种免费资源［2］［3］。 

笔者通过 Baidu［4］和中国教育在线［5］等统计到，目前重庆地区共有 55 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 17 所，独立学院 7 所，民办

高校 9所，高职高专 22所），其中有 15所高校的图书馆由于系统更新、IP限制等原因无法正常访问。所以，最终参加本次调研

的就是剩下的 40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 9所，独立学院 6 所，民办高校 9所，高职高专 16所）。本次调研数据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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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资源建设与导航分析 

除了网络调研外，我们还通过访谈形式，从相关高校和相关部门搜集到一些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调研、汇总，我们分

析出目前重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和导航建设的现状。重庆地区拥有数字资源的高校有 24 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60%，

其中拥有 20个以上数字资源的占总数的 22.5%，拥有 10个以上数字资源的占总数的 25%，这些数字都远远低于北京、上海等教

育发达源建设和导航建设的现状。 

重庆地区拥有数字资源的高校有 24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60%，其中拥有 20个以上数字资源的占总数的 22.5%，拥有 10

个以上数字资源的占总数的 25%，这些数字都远远低于北京、上海等教育发达地区的高校的数字资源拥有量，二者存在明显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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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重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分布不均，发展极不平衡，呈一面倒的趋势。参与调研的 9 所本科院校的数字资源拥有量为

751 个，占调研数字资源总数的 88.7%，而参与调研的 15 所一般院校的数字资源拥有量为 96，占调研数字资源总数的 11.3%。

本科院校的平均数字资源拥有量为 83，而一般院校的平均数字资源拥有量仅为 6。本科院校的平均数字资源拥有量为一般院校

的 14倍左右。 

重庆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拥有数字资源导航系统的仅有 5 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12.5%。与数字资源建设相比，其数字资源

的导航建设更为不堪，发展和分布也极不平衡。拥有数字资源导航系统的 5所高校均为本科院校，占被调研本科院校总数的 56%；

而一般院校都没有部署该系统功能平台，它们大都采用列表的方式显示各个高校拥有的数字资源，使用较为不便，而且其数字

资源导航功能相对薄弱，没有统计分析功能。拥有关键字资源检索功能的高校仅有 3 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7.5%；拥有一般

分类检索功能的高校仅有 7 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17.5%；拥有资源学科分类检索功能的高校仅有 1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2.5%；拥有资源整合检索功能的高校仅有 3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7.5%。 

三、对数字资源建设与导航的相关思考 

近年来，重庆地区高校图书馆对数字资源建设的投入逐年递增，特别是对数据库的引进力度很大，从最初的电子期刊拓展

到现在的电子图书、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报纸、年鉴、专题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极大地丰富了各高校

的馆藏数字资源。读者面对分布分散无序和复杂多样的馆藏数字资源，存在着检索不方便、检索目的不明确、检索耗时长等问

题。资源导航正是针对这一问题，以便读者能够快速、有效、科学地查找和利用馆藏资源。 

第一，重庆高校数字资源建设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都集中在本科院校；一般高校的数字资源建设才刚刚开始，无论是拥

有数字资源的高校数量还是拥有数字资源的规模，它们和本科院校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是当今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资源不仅在各高校的科研和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

为高校师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这就要求各高校分管领导高度重视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和发展，逐步建设和完善与学校

教学和科研相对应的数字资源。同时，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统一规划，建立起有重点、有特色、丰

富的馆藏数字资源，尽量避免数字资源的重复建设。 

第二，重庆高校数字资源导航建设程度低，各高校图书馆有必要建设数字资源导航系统，以满足广大读者使用数字资源的

需求，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6］［7］。重庆地区高校的图书馆拥有数字资源导航系统的有 5 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12.5%，拥有功

能比较全面的高校图书馆仅有 3 所，占被调研高校总数的 7.5%。此外，重庆地区高校的数字资源导航功能较薄弱，大部分只提

供了资源关键字检索、一般分类检索、学科分类检索、资源整合检索中的一种或几种功能。还有相当数量的重庆高校没有建立

资源导航，仅以列表的形式列出所有资源链接，没有资源的相关介绍，更没有期刊导航和数字资源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功能等

等。数字资源导航建设的本质就是研发数字资源导航系统，该系统的基本功能应包括资源的关键字检索、资源的一般分类检索、

资源的学科分类检索、资源的整合检索、拥有统一的系统界面、资源简介显示和资源阅读软件下载，以及更进一步研发期刊导

航和数字资源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等功能；除此之外，还注重系统的专业性、功能性和易用性，系统可视化程度要高，操作简

易而方便等等。 

四、总结 

本文以重庆地区近 40所高校图书馆作为调研对象，开展了数字资源建设与导航方面的调查和分析，了解到重庆高校图书馆

数字资源呈现出分布和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这需要引起各高校领导和政府的足够重视。加强各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以

当前先进技术为依托，促进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繁荣和数字资源导航的广泛应用，同时加强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合作，

最终实现数字资源建设与导航的相对平衡，减少资源的重复建设，提高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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