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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初探 

黄友均 黎泽伦 

【摘 要】:分析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意义、可行性以及资源共享的途径，并提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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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来，全国许多省份都建设了大学城，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创新的办学形式。我国的大学城建设始于

2000 年，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达 60 多个。一般来说，“大学城”是指在政府、高校、社会(企业)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

与下，使若干所大学聚集于某一地区，依托于科研院所及城市资源而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城市社区［1］。 

大学城的创建可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动

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的学术和文化品位［2］。 

二、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的背景分析 

（一）重庆大学城图书馆概况 

重庆大学城地处中梁山脉与缙云山脉之间，位于沙坪坝区虎溪镇和陈家桥镇，规划面积 33 平方公里，人口 50 万左右，建

设总投资约 300亿元，以教育科研为主，是重庆市重要的科教文化基础设施项目和重点工程。重庆大学城规划入驻高校 14所，

门类齐全，办学层次多样。自 2005 年开城以来，已有 7 所高校先后投入使用。目前入驻学生达到 8 万人，到 2015 年，14 所高

校将全部建成，师生规模将达 25万人［3］。 

由于重庆大学城还处于建设阶段，各高校图书馆具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只有重庆科技学院等少数学校是独立的管理模式，

其他院校只设了临时馆或分馆［4］。资源共享是重庆大学城建设的初衷，但目前，各图书馆几乎没有进行资源共享，也没有专门

部门或机构负责相关的资源共享工作。只有重庆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双方约定以手工登记的方式，允许各自的

读者进入对方图书馆阅览文献资源，但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其共享效果并不理想。 

（二）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意义 

1.减少文献资源重复收藏的现象 

目前国内外书刊价格大幅上涨，若各图书馆在采购文献上没有合作，分散采集，书刊重复的现象就会进一步加重，从而造

成资源的浪费。大学城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能促使各图书馆共同构建比较完整的藏书体系，从而发挥整体信息资源的优势，生

产出高质量的信息产品；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互相交流信息，全方位为读者提供服务，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读者的不同

需求，提高整体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又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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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文献资源的合理配置 

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实质是通过文献的合理配置，达到文献收集与利用的协调，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各馆根据其馆

藏特色及发展规模，将已积累的大量信息资源组织转换成数字化信息资源，进行信息电子化的上网建设与服务；在检索、利用

网上信息资源的同时采集、下载网上的最新专题信息，建成网上信息资源，以不断补充、丰富和拓展馆藏。 

3.扩展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使各高校图书馆通过网络紧密联接起来，其实力将远远超过单个图书馆，图书馆将成为大学城综合

性、多功能的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信息资源中心、情报服务中心、教育基地和文化休闲场所。 

（三）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可行性 

1.良好的地域优势 

重庆大学城内相邻各高校图书馆地理位置较近，交通方便，通讯良好，便于各成员馆之间的信息交流。 

2.较强的信息加工及开发能力 

重庆大学图书馆拥有一大批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外语熟练，精通信息加工、信息分析和研究的高水平研究馆员和副研究

馆员，数百名专家教授的强有力支撑和研究生、本科生的不断参与，使得重庆大学图书馆具有很强的信息加工及开发能力。依

托重庆大学图书馆的优势及其他图书馆的实力，重庆大学城图书馆将具有较强的信息加工及开发能力。 

3.网络设施齐备 

大学城网络设施先进，网络建设实现了整体规划、统一设计，为各校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提供强大的网络环境和技术支持，

为高校之间统一的网络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4.文献收藏丰富,信息形式多样化 

大学城各高校文献收藏丰富，学科覆盖面广，专业既交叉又互补，学术信息需求呈现多样化。各高校学科设置各有特色，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完全可以实行分工建设。资源共享的模式可通过对重庆市主要大学图书馆力量的优化整合，形成一个开放

的、高水平的文献保障联合体，实现强大的统辖式辐射作用，为教学科研服务。 

三、重庆大学城资源共享途径探讨 

（一）建立大学城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重庆大学图书馆自行开发的“图腾”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通过了四川省教委组织的成果鉴定，并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进步

三等奖。目前，该系统已实现了图书馆采访、编目、典藏、阅览、流通、期刊及情报检索的自动化，并能实现网上书目检索、

实时馆藏查询、网上预约、新书通报、网上推荐以及联合目录、馆际互借等。要实现大学城信息资源共享，可以此平台为基础，

进一步完善各种功能，建成重庆大学城数字图书馆网站，方便读者查询各院校所有的馆藏和特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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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建立书目数据库，进行联机合作编目 

大学城各高校图书馆已建立了本馆的书目数据库，而要做到大学城资源真正共享，则必须共建，即实现联机编目，因此，

联合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必不可少。联合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存在较大的难度，协调和协作的工作量非常大。此工作可采用分步推

进的方法进行，即在各馆的书目数据库建设基础上汇总成为书刊联合目录数据库，利用重庆大学数字图书馆联机编目系统实现

联机共享编目，从而减少书刊编目工作中的重复劳动，提高编目工作效率和书目数据质量，实现书目资源的共享。 

（三）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服务 

利用重庆大学图书馆管理系统的书刊目录统一检索平台可检索到各高校图书馆的馆藏情况，以大学城“一卡通”作为通用

借阅证，开展通用阅览、网上预约、通借通还等服务。借阅证可以到任一馆阅览，每年交付一定的文献服务费用。通用借阅证

可逐层次(如教师、研究生等)开展，条件成熟后逐步扩大，最终全面实行通借通还。 

（四）开展联合参考咨询 

在重庆大学城数字图书馆上建立虚拟参加咨询系统，由各高校图书馆推荐咨询员组成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的联合咨

询馆员，提供专家咨询、表单咨询、常见问题咨询、智能咨询以及在线咨询等功能，并通过电话、面谈等形式，重点面向大学

城的读者提供联合参考咨询服务，逐渐建立起 FAQ专家知识库［6］。 

（五）联合业务培训 

将联合建文献信息检索等培训课件挂接在数字图书馆应用平台上，对大学城师生进行培训教学。由于重庆大学城各高校图

书馆的距离不远，交通便利，因此可以联合开展主题书展、书评、新书通报、阅读辅导等读者阅读主题活动；开展学者讲座、

文献利用培训、影视评介、书画展览等文化主题活动。 

四、建立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的保障体制 

（一）建立组织保障体制 

大学城中的图书馆隶属于不同的部门和系统，因此必须通过重庆市政府的主导和协调，建立权威的机构来组织，才能保障

大学城图书馆的资源得到真正共享。可建立大学城图书馆资源共享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可由大学城管委会负责，各馆的馆长

为委员会的成员，采取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的制度，对资源共享起到指导、调节的作用，通过协商明确规定各馆参与资源共享的

义务和权力。另外，协调委员会有义务保障文献资源建设的持续性和历史积累，即涉及各方面经费的持续投入，以国家投入为

主，形成多渠道的文献资源投入格局，推动以公益为主的重庆大学城图书馆联盟的持续稳定发展［7］。 

（二）建立组织保障体制 

建立现实馆藏和虚拟馆藏相结合、印刷型文献和各种载体文献相结合、文献检索和原始文献提供相结合的文献资源优势互

补与资源共享系统。各馆要不断优化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布局模式，根据本校办学方向、招生规模、学科建设、科研方向以及

在大学城内担负的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任务，结合原有的馆藏特色，调整资源结构、优化资源体系，努力建成既能满足本校教

学科研需要又能为其他学校提供资源共享的网络化、数字化信息资源体系；建成一个相互协调、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共同享

用的大学城区文献资源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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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信息服务中心 

重庆大学图书馆已拥有 5 个信息服务中心，可在此基础上建立大学城文献信息中心，按统一标准完成资源的加工整理、建

库和上网等工作，面向大学城高校开展文献的外借与阅览、源文献的复制与传递、网络及学科专业文献导航、委托查询及定题

服务等。 

2.共建数字资源库 

重庆大学图书馆建设的数字图书馆拥有数量庞大的网络信息资源，如 CNKI 全文期刊数据库、书生之家电子图书、

ElsevierSDOS、IEEE、ABI、万方数据库、EI、专利数据库、国家标准数据库和多种自建数据库等，并实现了实时的动态科技信

息发布和信息导航。在此基础上，可继续以政府补贴、各校分担办法引进各类数字资源，挂接在重庆大学城数字图书馆上，以

供大学城所有读者使用。 

3.外文书刊及数据库协调采购 

根据本地区专业设置，统筹规划各高校馆文献资源收藏的范围和重点，分工协调，建构分布式的文献资源体系，使无序的

文献资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中文数据库应尽量做到品种齐全，各类型、各学科尽可能

完备但不重复。 

（二）建立统一的管理服务保障体制 

为了加强协调和管理，应由大学城管委会授权于其下设的图书馆资源共享协调委员会制定出相关措施来规范各图书馆的行

为。首先要设立虚拟中心馆，通过这种形式进行调控，确定各馆购买和自建数据库的类型和数量，并要保证必须向其它学校提

供检索入口甚至电子全文，以实现各馆数据库资源的互联互通。其次，要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和规章制度，在信息资源的建设

与利用方面统一步调，保证各馆文献信息资源的特色与质量，避免重复浪费。 

五、结论 

资源共享是当今世界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大学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更是一个重要课题。要更新观念，走出封闭模式，

克服保守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实行开放办馆，联合发展，明确认识图书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是当今图书馆的发展方向，积极

开展图书馆合作建设，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 

重庆大学城图书馆有良好的地域优势、较强的信息加工及开发能力、齐备的网络设施以及文献收藏丰富、信息形式多样化

等特点，实行资源共享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资源的共享可减少文献资源重复收藏的现象、扩展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实现文献资

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建立大学城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联合、建立书目数据库，进行联机合作编目、馆际互借及文献传递服务、联

合业务培训、开展联合参考咨询等途径，可实现重庆大学城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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