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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their collection resources are 
the key to servic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of county public libraries. In terms 
of	resource	types,	books	are	single	and	digital	resources	are	limited;	 in	terms	of	resources,	 the	total	collec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popular resources are short; in terms of quality, some books are old and precise.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situations, this 
study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optimizing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optimization and shar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precise procurement, resource update,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etc., 
so a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meet the needs of reader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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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优化与共享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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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县级公共图书馆占据重要地位，其馆藏资源是服务开展的关键。然而，当前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
资源存在诸多问题。从资源种类看，图书种类单一，数字化资源有限；资源数量上，馆藏总量不足且热门资源短缺；质量
方面，部分图书陈旧且采购缺乏精准性。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现状，阐述优化馆藏资源的必要性，并针对性地提出优
化与共享策略，包括精准采购、资源更新、加强技术建设、完善合作机制等，以提升服务水平，满足读者需求，促进地方
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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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县级公共图书馆作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满足县域居民的文化需求、提升民众文化素养等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馆藏资源是图书馆开展服务的核心基

础，其质量和可获取性直接影响着图书馆功能的实现。然而，

在当前的发展环境下，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在建设和利

用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优化馆藏资源并实现有效共享成为

提升县级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迫切需求。

2 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现状分析

2.1 资源种类问题

①图书资源占比较大，且种类相对单一。根据对 50 个

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抽样调查，文学类图书平均占馆藏图书总

量的 40%~50%，教育类图书占 20%~30%，而科技前沿类图

书平均仅占 5%~10%，地方特色文献资料占比不足 5%。这

种单一化的馆藏结构难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例如当地企业职工可能需要更多的工业技术类书籍，而民俗

文化研究者则需要丰富的地方民俗资料。

②数字化资源种类有限。在数字化资源方面，仅有

30%（即 15 个）的县级公共图书馆拥有超过 3 个电子图书

借阅平台，拥有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图书馆不足 20%（10 个），

多媒体资源如视频、音频资料更是匮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读者对电子图书、数据资源库、有声读物等数字化资源

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县级公共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方面

相对滞后，往往仅提供少量的电子图书平台，缺乏对特色数

据库、多媒体资源的引入 [1-3]。

2.2 资源数量问题
①馆藏总量不足。据统计，中国县级公共图书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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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量约为 10 万册，而按照国家标准人均 1.5 册计算，大

部分县级图书馆服务人口较多，人均拥有藏书量仅达到国家

标准的 50%~60%。受限于经费、馆舍空间等因素，县级公

共图书馆的藏书量普遍较少。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图

书馆，人均拥有藏书量远远低于国家标准，无法为读者提供

充足的选择空间，影响了读者的借阅积极性。

②热门资源数量短缺。对于一些畅销书、经典名著以

及与社会热点相关的书籍，如近 3 年的畅销书，在县级公共

图书馆中的平均复本量仅为 3~5 本，而读者借阅需求却远

远超过这个数量，平均借阅等待时间长达 2~3 周。

2.3 资源质量问题
①部分馆藏图书陈旧。通过对馆藏图书出版年份的分

析，发现约 30%~40%（假设平均为 35%）的图书出版时间

超过 10 年，其中部分学科领域如计算机科学、医学等相关

书籍的陈旧率更高，超过 50%。在这 50 个图书馆的馆藏总

量假设为 500 万册的情况下，陈旧图书约为 175 万册。由于

更新速度慢，一些县级公共图书馆存在大量过时的图书，内

容已经不能反映当前的学科发展和社会变化，降低了馆藏资

源的利用价值。

②文献资源采购缺乏精准性。在对 50 个县级公共图

书馆的资源采购调查中，发现约 20%~30%（假设平均为

25%）的采购资源在过去 1 年中的借阅次数低于 5 次，表明

资源采购缺乏精准性导致资源闲置。在采购过程中，没有充

分结合当地的产业结构、文化特色和读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

的资源采购，导致一些资源无人问津，而读者急需的资源却

没有馆藏。

3 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优化的必要性

3.1 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
县域内的读者群体日益多元化，包括不同年龄、职业、

教育背景的人群。优化馆藏资源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广泛、更

有针对性的知识内容，如为老年读者提供养生保健、历史文

化类书籍，为青少年提供科普读物、文学名著，为农民提供

农业技术资料等，从而提高图书馆的吸引力和利用率。

3.2 适应社会发展与知识更新
社会在快速发展，知识不断更新，新的学科、技术层

出不穷。县级公共图书馆只有优化馆藏资源，及时更新和补

充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社会热点、文化趋势的资料，才能使

读者在图书馆中获取到与时俱进的知识，从而更好地促进当

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3.3 提升文化服务质量
优质的馆藏资源是图书馆开展高质量文化服务的前提。

通过优化资源，图书馆可以开展更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专

题讲座、参考咨询等服务，提升文化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为

当地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3.4 促进地方特色文化传承与发展
县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地方文化资料的重要存储和传播

信息场所，优化馆藏资源可以加大对地方特色文献资料的收

集、整理和保存力度。通过展示地方历史、民俗、艺术等方

面的资源，激发当地居民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传承和弘扬地

方特色文化。

4 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面临的挑战

4.1 技术层面的挑战
①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在对 50 个县级公共图书馆的

网络设备调查中，发现约 40%（20 个）的图书馆网络带宽

低于 100Mbps，无法满足同时为超过 50 个读者提供流畅的

数字化资源服务需求。部分县级公共图书馆的网络设备陈

旧、带宽不足，无法满足数字化资源共享的需求。例如，在

同时为多个读者提供电子资源下载或在线阅读服务时，可能

会出现网络卡顿现象，影响读者体验。

②缺乏统一的资源共享平台。目前，县级公共图书馆

之间建立统一资源共享平台的比例不足 10%（5 个），且各

个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系统兼容性差，仅有 20%（10 个）的

图书馆能够实现部分馆藏资源的跨馆查询。目前，县级公共

图书馆之间以及与其他图书馆系统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统

一的资源共享平台，资源整合困难。各个图书馆的馆藏目录

系统不兼容，读者难以一站式查询和获取多馆的资源 [4]。

4.2 合作机制不完善
①馆际合作意识淡薄。通过问卷调查 50 个县级公共图

书馆工作人员，发现约 50%（25 人）的工作人员表示所在

图书馆很少主动与其他图书馆开展合作，馆际合作意识淡

薄。一些县级公共图书馆缺乏主动与其他图书馆开展合作的

意识，更倾向于独立发展，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源共享的优势

和意义，导致资源共享难以有效推进。

②合作规则不明确。在已开展馆际合作的案例中，约

30%（假设共 20 个合作案例，6 个出现问题）的合作因为

资源共享范围、利益分配等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则和协议，容

易产生纠纷，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4.3 版权问题
在馆藏资源数字化和共享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版权问

题。据估算，县级公共图书馆在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

时，获得版权授权的成本平均每册图书约为 50 元，且手续

烦琐，需要与多个版权方沟通，平均每个图书馆每年在版权

问题上花费的时间约为 200 小时。一些图书馆在没有获得合

法授权的情况下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和传播，可能会

侵犯作者和出版社的版权。同时，获取版权授权的成本较高，

手续烦琐，这也限制了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共享范围

和深度。

4.4 人员素质问题
①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在县级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中，

具有信息技术或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占比不足 30%。

假设每个图书馆平均有 20 名工作人员，50 个图书馆共 1000

名工作人员，即专业人员不足 300 人。资源共享需要具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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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图书馆学等多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来进行系统维

护、平台建设和管理。然而，县级公共图书馆往往缺乏这样

的专业人才，影响了资源共享工作的顺利开展。②服务意识

和能力不足。在读者满意度调查中，约 20%~30%（假设平

均为 25%）的读者反映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引导使用共享资

源方面服务意识和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地引导读者利用共享

资源，也缺乏为读者解决共享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能力。

5 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优化策略

5.1 精准采购策略
①开展读者需求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读者座谈会、

在线反馈等方式，深入了解当地读者的阅读兴趣、信息需求

以及对馆藏资源的评价和建议，为资源采购提供依据。例如，

可以定期收集当地学校、企业、社区等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

信息。②结合地方特色。根据县级区域的产业特色、文化传

统、历史遗迹等，采购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如农业大县可

增加农业科技、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书籍；文化旅游县可收

藏更多的旅游指南、地方民俗文化资料。③关注社会热点和

学科发展趋势。及时采购与社会热点话题相关的书籍、报刊，

以及反映最新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使馆藏资源保持与

时俱进。

5.2 资源更新策略
①制定合理的资源更新计划。根据馆藏资源的使用频

率、陈旧程度等因素，确定每年的图书更新比例和更新方向。

对于使用频繁且陈旧的图书，优先进行更新，确保馆藏资源

的时效性。②建立资源淘汰机制。定期对馆藏资源进行评估，

将内容过时、破损严重且借阅率低的图书进行剔除，为新资

源腾出空间，同时优化馆藏结构。

5.3 多元化资源建设策略
①加强数字化资源建设。加大对电子图书、电子期刊、

数据库、有声读物等数字化资源的采购和引进力度。与数字

资源供应商合作，争取更多优质的数字化资源服务，同时注

重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化资源库，如地方文献数据库、

地方文化多媒体资源库。②拓展非书资料收藏。除了传统

的纸质图书，增加对光盘、磁带、缩微资料等非书资料的收

藏，丰富馆藏资源的形式，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和信息获取

方式。

6 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策略

6.1 加强技术建设
①改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大对网络设备、服务器等

硬件设施的投入，提升图书馆的网络带宽，保障数字化资源

共享的网络环境。同时，定期对硬件设备进行维护和更新，

确保其性能稳定。②建立统一的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县级公

共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系统，开发或引入统一的资源共享平

台，实现多馆馆藏资源的一站式查询和借阅。通过该平台，

读者可以方便地搜索到附近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并申请借阅

或在线阅读。

6.2 完善合作机制
①增强馆际合作意识。通过组织馆际交流活动、经验

分享会等方式，提高县级公共图书馆之间以及与上级图书

馆、周边图书馆的合作意识，促进资源共享理念的传播。②

明确合作规则。制定详细的馆际资源共享协议，明确资源共

享的范围、方式、责任分担、利益分配等内容。例如，可以

按照馆藏资源的贡献量、读者使用量等因素来确定利益分配

方式，保障合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6.3 解决版权问题
①加强版权教育。对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版权知识培

训，使其了解在资源数字化和共享过程中的版权法律规定，

避免侵权行为。同时，向读者宣传版权保护的重要性，引导

读者合法使用共享资源。②寻求版权合作途径。积极与作者、

出版社等版权方沟通，争取通过合理的授权方式实现馆藏资

源的数字化和共享。可以探索集体授权、版权购买基金等模

式，降低版权获取成本。

6.4 提高人员素质
①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招聘具有信息技术、图书馆

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充实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同时，为现

有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机会，提升他们在资源共享方面的专业

技能和服务能力。②强化服务意识。通过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服务质量考核等方式，增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使

其能够积极主动地为读者提供优质的资源共享服务，如帮助

读者注册共享平台账号、解决借阅过程中的问题等。

7 结论

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优化与共享是一项长期而

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对馆藏资源现状的分析，明确了优

化的必要性和共享面临的挑战。采取精准采购、资源更新、

多元化资源建设等优化策略以及加强技术建设、完善合作机

制、解决版权问题、提高人员素质等共享策略，能够有效提

升县级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更好地满足

县域内读者的文化需求，促进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同时，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对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支持力度，为馆

藏资源的优化与共享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未来的发展中，县

级公共图书馆还应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变革，持续

改进馆藏资源的建设和共享模式，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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