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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建设的构想
卢丽娜

　　文献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它是一种智力资源,

可以重复使用,反复传递,通过一定的手段, 合理配

置, 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所固有的

特点, 使它对文献资源的依赖性比自然科学研究要

强得多, 加之, 近年来社科研究大环境的改变和社会

科学自身的变革, 使它对文献资源的需求无论在数

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决策中,

社会科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地位也不断提高,研究

气氛更是日趋浓厚。随着社科研究的不断深入, 社会

科学又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以及一些综

合性研究课题,这又进一步拓宽了社会科学研究的

范围, 促成对社科文献需求总量的不断增加和需求

质量的不断提高。随着社会科学不断向应用领域拓

展, 一些课题和学科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最新文献信

息, 即需求的时效性更强了。而我省绝大多数社科文

献机构仍在沿用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为用户提供服

务, 新文献资料要经过数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

与用户见面, 使文献信息严重滞后。在所需社科文献

的文种和类别上, 也不再满足于国内文献和传统的

印刷型文献,而是开始大量需求外文文献和声像、光

盘等不同类型的文献。但现有的社科文献中, 外文文

献所占比例极小, 声像、光盘型文献更少。总之, 现在

的社科文献资源状况无法满足社科研究不断扩大和

深化的要求, 直接制约了社科研究的发展。如何尽快

改变这种状况,最大限度地满足社科研究对文献资

源的需求, 是摆在我们社科文献机构工作者面前的

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只有加强社科文献资源共

享建设,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实现文献资源共享是现代文献信息的显著特

征,也是信息化社会的必然选择。实现社科文献资源

共享,就是从我省社科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 在有关

部门的统一规划组织协调下, 组织我省所有社科文

献机构, 对文献资源的收藏进行合理的分工, 分担藏

书的责任, 使文献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有计划有步骤

地对这些分散的文献资源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进行

加工与整序; 对书目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进行规

划与协调,分工合作, 编制各种联合目录, 组织联合

建库; 规划和建立纵横交错的书目信息传输点网和

各种服务网络, 从而使社科文献机构的文献资源形

成一个整体,使全省社科研究工作者共享文献资源。

基于我省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社科文献工作管理水平比较落后, 原有基础比较薄

弱的现状, 全面实现我省社科文献资源共享, 需要经

历较长的时期 ,当前应本着“优先建好基础,梯度推

进, 逐步发展”的原则, 由文献资源共享的初级阶段

向高级阶段过渡。

1. 文献资源统一配置。现在的社科文献机构都

是各自为政, 孤立发展, 过份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而

不考虑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力图“自给自足”, 结果造

成对某种文献的收藏,“要有都有, 要无都无”这样一

种个体重复而又总体贫乏的局面。然而,相同文献资

源的重复积累, 并不增加文献信息的质量, 这是文献

资源的特性所决定的。这种全省范围内的重复收藏,

使我省社科文献收藏的完备性进一步降低。再者,我

省社科文献资源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 东部文化经

济较发达地区的文献资源比较富集, 而西部经济欠

发达地区的文献资源却十分瘠贫。实现文献资源统

一配置, 则是从我省各社科文献机构现有的馆藏强

项和馆藏发展政策出发,建起一个以省级社科文献



机构为核心, 各地市社科文献机构为骨干的合理的

社科文献资源分布体系, 按学科进行重点分工收藏,

合作采访, 使我省的社科文献收藏形成一个学科齐

全, 系统完备、特点鲜明、重点突出, 有主有从、有专

有博、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在优化东部沿海地区文

献资源建设的同时, 也要加强西部内陆地区的文献

资源建设。文献资源富集的地区应通过适当的方式

支援文献资源瘠贫的地区, 逐步实现我省社科文献

资源配置的相对均衡。

2. 馆际互借。即全省各社科文献机构之间, 可以

相互利用对方的文献资源。当某一文献机构的文献

不能满足需求时, 该馆可以代表需求者从其他文献

机构借入所需文献, 供需求者使用。馆际互借可以使

一馆的社科文献资源成为全省的社科文献资源, 变

馆藏为“共藏”,使我省社科文献资源调配成为可能,

各文献机构之间可以互补余缺。对于用户有关某一

社科文献的需求,就有全省的社科文献资源作后盾,

使我省的社科文献资源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富足, 能

够缓解当前我省社科文献资源因经费不足而造成的

文献数量不足的矛盾, 提高社科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3. 统一编目与编制联合目录。确定一个社科文

献机构为全省社科文献信息编目中心, 采用国家标

准的著录格式和编目条例, 对入藏的文献进行编目,

并及时将这些统编目录传送到全省各个社科文献机

构, 这不仅使全省社科文献的著录达到了标准化、规

范化, 还避免了因各文献机构重复目而造成的人力

物力的浪费。编制全省社科文献联合目录, 就是将全

省的所有社科文献按其名称、作者、分类号、关键词、

收藏地点、复本量等项目组成目录, 使文献需求者无

论在我省哪一个社科文献机构都可以查找到所需文

献的收藏地点和复本量, 或就近查阅, 或通过馆际互

借的方式借阅,这就为用户检索社科文献提供了更

便利的条件。

4. 建立自动化网络。建立以计算机检索为手段

的山东省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共享区域性网络, 待条

件成熟时再与其他地区或全国网络联接,形成一个

经纬有序, 纵横交错, 成龙配套, 脉络贯通的整体, 实

现全国范围的文献资源共享。这种共享是高级阶段

的文献资源共享, 它使各文献机构之间的交流变得

更加容易, 更加频繁, 从集中编目到联合目录, 从文

献检索到馆际互借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通过网

络各文献机构可以了解其他文献机构的收藏和订购

情况, 从而决定本机构文献收藏的取舍, 避免重复,

用少量的资金获取更多的文献品种, 扩大共同使用

的范围。自动化网络可以联机编目, 一次输入, 多次

输出,各成员机构可以直接利用网络的编目系统。一

种文献目存贮后,其他成员机构只要在记录中加上

本机构地址代码即可成为自己的数据。一种文献只

由一个文献机构编目, 其产品是统一的联机联合目

录,将统一编目与联合目录融为一体。社科文献用户

可以利用安装在自己单位的计算机终端设备, 检索

网络内任何一个社科文献机构的文献库中的文献。

网络还可以通过经端传真以及复制等方式,扩大互

借范围,提高互借率。

建立我省社科文献自动化网络, 是一项巨大的

战略工程, 是全省性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依靠政府

的统一领导, 动员社会有关方面的力量齐心协力积

极行动才能实现。国家已把加快信息化进程、加强现

代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作为重

要国策,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和纲要》, 笔者认为,

我省也应尽快制订出《山东省社科文献信息资源建

设 2010 年远景目标和纲要》, 并将网络化建设列为

重点项目, 只有这样, 我省的社科文献资源共享才能

尽快实现。

实现文献资源共享, 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统筹

安排,而且需要自下而上的积极配合。当前各社科文

献机构应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建设入手, 尽快使各

项工作实现标准化, 为文献资源共享奠定必要的前

提与基础,先由文献资源统一配置、馆际互借、统一

编目和编制联合目录开始, 逐步向网络化过渡, 最终

实现我省社科文献资源功能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手

段现代化、联系国际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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