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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一体化构建思考

□别立谦∗

　　摘要　文章从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概念、构成和信息组织模式入手,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总分馆

系统的组织模式、学术资源生态系统的构成,在回顾北京大学总分馆体系文献与服务发展基础

上,尝试构建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文章从顶层设计、体制机构、运行机制、业务整合和一体

化建设举措等几个方面,对２０２０年颁布的«北京大学文献保障与信息服务体系管理办法»进行解

读,以期明确总分馆一体化工作思路,为落实图书馆“十四五”规划中建设总分馆管理体系和生态

体系的任务,进而为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作出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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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１年,世界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R．
Ranganathan)博士在«图书馆学五定律»(TheFive
LawofLibraryScience)中用通俗的语言提出“图
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１].１９５７年,美国东

北大学的助理馆员阿尔伯特M小唐利(Albert
M．Donley,Jr．)提出“图书馆生态系统”的说法,针
对图书馆普遍面临的经费、空间、馆藏利用和读者需

求等问题,把人类生态学和区域性研究引入到图书

馆发展中,图书馆可以借助电子存储、自动化和通信

技术对印刷文字的影响来解决图书馆面临的这些共

性问题,提出综合考虑文化、经济和地理因素特点建

立美国区域性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想法[２].从国内学

者的研究综述来看,２１世纪以来,有学者提出从图

书馆生态系统理念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系统,并做

了一些基础理论研究[３].虽然这种理论研究还处于

摸索阶段,但图书馆生态系统的这个概念和说法还

是相对容易被人认同和接受的.对于以为学校教学

科研提供文献信息服务为主要任务的高校图书馆而

言,这个“有机体”生长得如何,是否符合学校发展的

需要,怎样把握、衡量和促进循环,特别是在北京大

学总分馆模式下,面向国家“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任

务,如何构建这个生态系统并使之良性运转? 这些

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１　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概念、构成和信息组织模式

１．１　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概念

图书馆生态系统,是图书馆学与生态学进行交

叉研究而产生的概念.１９９３年,侯晓军提出将生态

学的方法“移植”于图书馆系统,便形成了图书馆生

态学.图书馆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系统,该
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图书馆系统各组成部分及其

与图书馆系统间的关系,图书馆系统与图书馆环境

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其主要研究内容[４].２００６年,黄
建年对图书馆生态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认为图书馆生态学是研究图书馆生态

现象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

法在图书馆中的应用[５].肖钠则是根据信息生态学

理论,在２０１２年提出,图书馆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

生态系统,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就是在图书馆这个

特定的信息空间中,作为信息人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及信息用户与图书馆的信息环境之间,由于文献信

息的处理利用过程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人工调控的

信息生态循环系统[６].
图书馆的服务载体,归根结底是一种信息载体;

图书馆生态系统,其实就是关于图书馆信息的生态

系统,是图书馆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

认同刘君霞等关于图书馆生态系统的表述,“图书馆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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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由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用户、
人力资源(馆员)、经费、物质和建筑设备、技术方法、
管理等构成且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图书馆内外进行

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流,保持动态平衡,形成一个不

可分割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我们称之为图书馆生

态系统”[７].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

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

建设的重要基地[８].高校图书馆需要关注学术资源

的生态建设,通过学术资源良性的生态循环,为高校

的教学科研提供优质的学术支撑,与学校的建设和

发展相适应.本文重点探讨高校总分馆体系下图书

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的构建.

１．２　图书馆生态系统的构成

图书馆生态系统包括人、信息、信息环境三个

要素[６].
人(或信息人),是图书馆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一

切参与图书馆信息交流的单个人或由多个人组成的

社会组织.从图书馆生态系统内部来看,信息人通

常是指图书馆员和读者,他们在不同的信息流环节

中扮演着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信息组织者、信
息分解者和信息消费者的角色.

信息,是图书馆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图书馆信

息组织系统的核心.它依赖于载体而存在,包括:纸
质文献资源(如图书、期刊、报纸)、新型载体信息资

源(如缩微资料、视听资料、机读资料)、数据库信息

资源(如馆藏书目、商业数据库、自建数据库)、网络

信息资源(如 OA资源)等.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信息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
信息环境,是图书馆生态系统的场所和背景,也

是图书馆生态系统有效运作的支撑,其好坏直接影

响读者服务的水平,也就是读者信息消费的质量.
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信息伦理、政策与

法律,信息资源与服务等,其中的关键是信息基础设

施和信息技术.
人、信息和信息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

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一个和谐共生的图书馆

生态系统.

１．３　图书馆生态系统的信息组织模式

借助信息组织的概念,可以这样描述图书馆生

态系统:在图书馆生态系统中,馆员(信息人)根据读

者或用户(信息人)需要和馆藏定位,有目的地收集

系统内外的信息,利用分类标引等规则和方法,通过

对文献信息的特征(外形和内容)进行描述和排序,
把无序的文献资源信息转换为有序信息或再生的信

息资源,从而实现文献信息的科学组织和有效管理,
通过有序的信息传播渠道促进读者对文献信息的有

效获取和利用.读者根据个人需求,在有选择地消

费信息后,把信息消费结果反馈给馆员,促使馆员开

始新一轮的信息生产,并对系统中的信息作优化处

理,由此完成了图书馆信息生态系统的循环.馆员

在其中扮演着信息的生产者、组织者、传播者、分解

者的角色.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核心是满足读者

需求.图书馆生态系统的信息组织模式,应以读者

(信息人)为中心,注重文献信息资源获取的便捷性.
在了解图书馆信息组织特性的基础上,充分把握文

献信息从信息源到读者(信息人)的传递过程,并依

照不同信息人处理文献信息资源的不同手段,构建

图书馆生态系统的信息组织模式.

２　北京大学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一体化构建

２．１　高校图书馆总分馆生态系统的组织模式

国内一些高校受学科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校内建有多个图书馆、院系资料室,如何建设好多

馆生态系统、做好校内学术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成
为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总分馆模式,
是高校多馆系统中的一种.厘清图书馆生态系统的

构成和信息组织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高校如何

在总分馆模式下构建学术资源的生态系统.
总分馆模式下的图书馆生态系统通常包括以下

几个层面的生态系统:
一是单馆生态系统.总馆和分馆各自作为一个

独立的图书馆运转,从文献采集、整理、加工到提供

服务,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生态系统,在这个单

馆生态系统中,读者(信息人)在单馆内即可实现其

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反馈.
二是分馆协作生态系统.拥有相同或相近学科

文献收藏的分馆,在图书馆的业务流程中具有较高

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在文献采集,特别是价格较高的

数据库采购方面,分馆之间可能产生信息交互,同时

在服务方面,也会有文献信息的互相利用.分馆馆

员(信息人)也可以就业务方面进行沟通协作,进而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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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或优化学术资源与服务.
三是总分馆协作生态系统.总馆和分馆互有分

工,总馆在文献信息采集、编目、加工到流通服务以

及满足读者需求等多个环节与分馆发生各种信息交

互关系,即,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建立有机的关联,
形成总分馆之间协作的学术信息生态循环.总分馆

协作生态系统,就是以图书馆总馆为引领,组织带动

分馆和院系资料室共同发展,建立高校文献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系统并有机运转,为学校的教学研究提

供有效的学术资源支撑.

２．２　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的构成

总分馆的学术资源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北京

大学分馆建设,从原来的分散式各自为政到总馆引

领分馆发展,有历史因素的制约和现有条件的基础

支撑.分馆建设,从起步就明确了“资源共享,服务

共建,文献分藏,读者分流”的指导思想[９],共建、共
享、分藏、分流八个字,从人、信息和信息环境三个要

素上确定了文献资源(信息)、馆员和读者(信息人)、
服务方式(信息环境)的有机整合.

那么,总分馆体系下,学术资源生态系统如何

构成?
首先,从构成要素方面看,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

系统下的人,包括总馆馆员、分馆馆员、总馆读者、分
馆读者.这里,总馆馆员和分馆馆员是信息的组织

者、生产者、分解者、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消费

者.读者其实是同一类人群———北京大学的师生

(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对社会读者提供服务),他们主

要是信息的消费者,某种程度上也是信息的传播者;
在建设新型用户伙伴关系的实施过程中,北京大学

的师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图书馆建设的各个环节,
他们也可能是信息的组织者、生产者、分解者.信息

要素则包括:总馆文献信息、分馆文献信息,以及总

分馆共有的文献信息,比如校园网范围内使用的电

子资源等.信息环境则包括:总馆和分馆各自提供

的信息基础设施,如馆舍空间、网络设施和工作所需

设备等,总馆和分馆工作与服务所需要的信息技术,
如总馆为分馆提供统一的平台和技术支持,以及总

馆和分馆提供的信息资源与服务.
其次,要厘清总分馆学术生态系统中人、信息和

信息环境是如何发生作用或关系的.总馆和分馆在

人、信息和信息环境三个要素中,存在着交叉融合,
读者(信息人)可以利用总馆或者分馆的文献信息,

总分馆之间的文献信息从采集、组织、加工到流通、
反馈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总分

馆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总馆内部、分馆内部、总分

馆之间、分馆和分馆之间,都发生着学术资源与服务

的生态交互和循环.

２．３　北京大学总分馆体系文献与服务的发展基础

从２０００年着手规划分馆建设、２００１年设立分

馆建设办公室并发展数学学院第一个分馆起,北京

大学的总分馆建设已经开展了２０多年.北京大学

现有分馆４３个(其中医学图书馆及附属医院分馆共

７个)[１０],其性质有学科分馆、院系分馆,也有院系资

料室.
在总分馆体系的建设上,２００８年５月召开了

“北京大学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工作会议”,这是学校

首次召开全校图书文献系列的工作会议[１１],明确建

立分布式管理的总分馆基本体制.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成立具有决策和咨询职能的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

战略发展委员会以及主持协调日常工作的北京大学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１２],这两个委员会通过下设的资

源建设和读者服务两个工作组,在分馆建设和发展

中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馆舍空间方面,基本沿用各院系原有资料室的

空间,部分新建院系大楼的分馆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除医学图书馆外,全校没有统一规划分馆空间,各分

馆面积从几十平米到几千平米不等.
在资源建设与服务方面,总馆与各院系分馆各

自采访与联合采访的情况并存[１３],总馆为部分院系

订购外文刊并在院系分馆按学科提供服务,部分数

据库采购由总馆和分馆共同承担费用,除总馆订购

的全校使用的数据库资源外,医学图书馆和少量院

系分馆也有订购专业数据库;在服务方面,绝大多数

分馆与总馆使用同一个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实现了

书目共享、服务功能的统一操作,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

今,陆续有２７家分馆向全校开放借阅服务,在医学

图书馆及附属医院分馆与总馆之间实现了通借

通还.
在队伍建设方面,多数分馆的行政、人员归院系

主管,在业务上接受总馆管理和指导[１４],校本部院

系分馆中共有派驻制馆员６人,派驻制馆员隶属于

总馆.

２０多年以来,分馆数量不断增长,总分馆体系

的建设和发展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在共享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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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信息、回溯编目、协调采访、通借通还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展,但还存在着缺乏统筹规划、资源重复

建设、服务保障水平偏低和人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等问题,在资源共建、服务共享、规则统一方面还有

很大上升空间.因此,有必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

总分馆体系进行分析,构建良性发展的学术资源生

态系统,促进总分馆建设长远发展.

２．４　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的深化建设

总分馆体系建设接下来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

２０１８年开始,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新思考总分馆

体系的建设.在２００８年全校颁布的«北京大学文献

信息资源体系管理办法»[１５](校发[２００８]２０１号)的
基础上,根据学校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结合总

馆和各院系分馆、资料室的现状,重新进行组织规

划,草拟了«北京大学文献保障与信息服务体系管理

办法»(校发[２０２０]３２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通过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后,于２０２０年２月颁布

实施.
«管理办法»根据«北京大学章程»(２０１７修订)

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２０１５修订)
进行修订,明确提出建立总分馆文献保障和信息服

务两大体系,并在人员和业务管理、财务和资产管理

方面作出规定.«管理办法»总则指出:北京大学文

献保障与信息服务体系是指由学校图书馆总馆和各

个分馆组成的,共同为学校立德树人、师生履职尽责

和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的学术支

撑与融合体系,是兼具教育性、学术性、服务性、管理

性的组织.
根据前面对总分馆信息要素的分析和对不同规

模生态系统的归纳,结合«管理办法»中对文献保障

与信息服务体系的表述,本文尝试用图１来描述北

京大学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以期进一步明确

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的构建思路.

图１　北京大学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信息组织模式图

　　信息在不同信息人之间以及信息人与信息环境

之间的流动形成信息流,图１中所有的箭头都表示

信息流及其方向.可以看出,信息在读者、馆员、文
献信息和信息环境之间循环流动,形成不同规模和

层面的生态圈,分馆生态圈与总馆生态圈之间不断

发生着信息的交换,形成更大规模的生态圈.

北京大学总分馆体系包括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

两方面的主要职能.总馆开展业务,主要通过六大

业务中心组织和实施:文献资源服务中心、特藏资源

服务中心、古籍资源服务中心、知识资源服务中心、
数据资源服务中心和协同服务中心在这个生态系统

中,通过对文献信息的采集、组织、加工、整合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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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读者(信息人)提供信息服务,通过计算服务中

心搭建信息环境和提供技术支持,对业务的运行起

到支撑和保障作用.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文献信息

(信息消费)的过程中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层面反馈

意见,馆员(信息人)再根据反馈意见改进和优化工

作,进而为读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分馆管理办

公室设在图书馆职能部门综合管理中心下,是总馆

和分馆之间联系的纽带,作为协调机构协助总馆对

分馆进行业务指导,同时也把分馆的问题反馈给总

馆.良好的信息传播与反馈机制可以促进整个总分

馆的学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优化发展.

３　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的优化与发展

在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构建之后,应该如何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信息和信息环境的作用,让生态

系统良性发展? 图书馆需要找准着力点,创新发展.

３．１　确立用户导向的出发点,在整体布局规划上加

强顶层设计

２０２０年全校颁布«管理办法»[１６]之后,明确了总

分馆一盘棋的建设方向,强调总分馆资源与服务一

体化发展.一体化发展,是践行图书馆“用户导向,
服务至上”基本理念的体现.而２０１９年图书馆进行

机构重组和岗位聘任时,就已经提前布局,７大业务

中心的名称上都增加了“服务”二字,突出资源与服

务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在总分馆学术资源系统中,
资源与服务不是割裂的,二者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
在文献资源采集的过程中就要提前考虑读者需求和

服务效果,这就要求馆员(信息人)要以读者(信息

人)为中心,这符合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
的“书是为了用的”“每本书有其读者”“每个读者有

其书”“节省读者的时间”４条定律,也是信息时代下

图书馆保持有机发展的出发点.

３．２　理顺管理体制,确定总分馆体系的学术资源生

态布局

«管理办法»从管理体制上明确了分馆受总馆领

导或业务指导,面向全校开放,所在单位须确定一名

领导负责并分管分馆工作;总分馆在信息资源建设

上有明确的分工,同时也规定了各自的职责和关系:
总馆负责体系的全面规划与建设,提供文献信息资

源与服务的综合性和战略性保障;学科分馆面向一

个或几个一级学科,采访、揭示和组织相关学科的文

献信息资源并提供服务;院(系、所、中心)分馆针对

专业教学科研需求,采访和组织相关专业的文献信

息资源并提供服务.

３．３　确定运行机制,保证总分馆生态系统的良性

运作

«管理办法»明确学校设立北京大学文献保障与

信息服务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文信委),作为全校

文献信息体系的咨询议事和协调监督机构,每年至

少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图书馆工作报告,协调全校文

献保障和信息服务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沟通师生等

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分析图书馆工作存在的问题,
提出文献信息体系发展的建议.同时,文信委设置

秘书处,与总馆的分馆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负责日

常事务及相关会议组织和有关精神落实等工作.这

样,总分馆体系在文信委行使咨询议事和协调监督

职能以及分馆管理办公室协调推进总分馆业务和管

理两个层面保持高度一致,有助于总分馆生态系统

加强信息的沟通反馈与决策执行.

３．４　加强总分馆业务的梳理、整合与优化,促进生

态系统的优化循环

在图书馆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明确总馆所有的

业务部门在考虑业务工作的时候,必须连同分馆业

务一并考虑;分馆的业务和管理与总馆的业务部门

和职能部门对口对接,从文献采访、编目、流通服务,
到设施设备,分馆与总馆尽可能保持一致,全校总分

馆协调融合发展、一盘棋建设.这样,各个层面的生

态系统及其之间的运行得到优化,减少了信息断层,
缩小了发展中的差距.

３．５　全面加强总分馆学术资源、服务与管理的融合

共建

总分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遵循“统一规则、集中

发布、分别典藏、合理共享”的方针,«管理办法»在文

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方面,就文献资源建设协调与

分工、特色资源和原生数字资源的建设与管理、文献

典藏与长期保存方面都作出明确规定.在具体工作

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５．１　加强与院系合作,深化学科采访

在资源建设方面,总馆加大了向学科采访转型

的力度,从以前按文献的载体和语种采访,转向按学

科采访,成立了按学部组织的采访小组,重大采访由

集体决策,采访清单多重审核;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１６个院系成立了文献资源建设小组,与学科采访馆

员联合采书,探索深度文献采访路径.各院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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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的需求、经费来源和馆藏特色制定分馆的

资源建设原则和规划,组织本学科或专业文献信息

资源采访的论证和决策工作,大型、综合性或跨学科

的文献或数据库,在采访决策前,由总馆组织院系专

家进行充分论证,从读者文献信息需求的源头上开

始把关,同时分馆还要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审核,
并与总馆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总分馆之间不仅在

新书和电子资源采访方面建立了良性协作互动的关

系,在古籍特藏资源方面也谋求统一建设.从２０１９
年开始,总馆组织对分馆的古籍资源进行摸底,派驻

古籍编目员对分馆的古籍资源进行编目和审校,并
把建设«北京大学古籍总目»列入图书馆的“十四五”
规划;计划开展对院系特藏资源的摸底,力求对历史

上分藏的特藏资源进行整合.在文献资源共建的过

程中,读者(信息人)作为信息消费者从一开始就参

与了文献信息的采选和建设,图书馆用有限的经费

采购了读者最需要的文献资源,古籍特藏资源有教

师研究生参与整理研究,文献资源的保障率和利用

率由此得到提高,学术资源的生态系统也在这一过

程中得到优化.

３．５．２　资源与服务一体化建设

以读者(信息人)为中心的出发点,一改以往以

“藏”为本的理念,强调以“用”为本的馆藏建设和服

务,要求从文献资源建设的源头“采访”环节考虑文

献资源后续的利用,也就是服务.同时,还要考虑文

献资源的典藏布局,合理的典藏布局对文献的利用

能起到良好的支持和辅助作用.从学术生态的视角

来看,文献信息、信息人(馆员、读者)和信息环境在

资源与服务一体化思路下,更加强调信息的良性、优
质流动;在充分考虑读者需求的情况下,图书馆购买

或自建学术资源,可以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使得学

术信息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为实现这一目标,图书馆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东楼重启前,对全校总分馆的馆藏进行摸底,经过充

分讨论,明确了馆藏文献的三线动态典藏制度,即一

线开架、二线闭架、三线远程存储,这三部分馆藏不

是固定不变的,需要根据文献的学科布局、收藏方向

和利用率情况,以用户使用为前提,在总馆与分馆、
分馆与分馆之间进行文献交换调拨,优化典藏布局.
新设立的新书展阅厅,由文献资源服务中心负责,优
先采收和展阅核心出版社的学术文献以及中文新

书,关注读者使用情况,并负责后续的优化和新书推

介等创新服务.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与学校人文学部

合作,利用馆藏古籍支撑文史哲等院系开展教学活

动.特藏资源服务中心与有关院系合作,开展基于

文献的研究项目.知识资源服务中心筹建通识阅览

室,在对纸质文献主题内容深入挖掘的基础上,设立

通识书架,整合教学参考书,提升学生读者的通识参

考服务水平.

３．５．３　统一部署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应用和信

息技术保障

在学校统一部署的网络环境下,总馆和分馆有

效沟通协调,在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方面,除原

有为院系分馆配置读卡器、扫码枪等图书馆服务所

必要的基础设备外,在学科建设专项经费的支持下,
近年还为有空间条件的分馆配置了通道机、打印复

印一体机、自助借还机、消毒柜等设备,并为藏有珍

稀文献的院系分馆提供数字化加工服务;同时,提供

信息技术支持,同步部署和更新信息技术应用,如定

期或根据分馆需求组织培训或上门调试设备,计划

陆续开通双流通平台服务等.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

措施,确保总分馆信息环境保持一致和有效运转.

３．５．４　加强统一的人力资源建设和人才培养

图书馆将专业馆员培养作为人才队伍建设和能

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纳入学校的人才培养

计划,重视高层次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新入

职的分馆馆员由总馆统一招聘,入职后统一进行专

业化培训,提高知识水平、业务技能和职业素养,同
时也把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馆员派驻到

有业务需求的分馆.从２０１６年开始,陆续有中文

系、汉学家基地、外国语学院等分馆设立派驻制馆

员,由总馆统一管理.由此,实行和强化派驻制馆员

制度,馆员在总分馆之间流动,对于带动分馆业务和

加强融合,以及总分馆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３．５．５　开展分馆评估,以评促建

分馆评估是总馆对分馆实施管理的一项重要内

容.本着“以评促建”的原则和目的,在分馆管理和

建设上,制订科学合理的分馆工作规范和评估办法.
调整后的总分馆体系,一改以往分馆合格一家评估

一家的做法,确定每两年开展一次全校性分馆评估

工作,并对获得好评的分馆及其工作人员,酌情给予

奖励.分馆评估,也是信息反馈和服务提升的一个

手段,对于总分馆生态系统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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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北京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已经把优化全校

图书馆系统的总分馆管理体系和生态体系列为重要

任务之一.基于全校文献资源分布式收藏,统筹协

调共建共享,有序深化总分馆之间的资源整合和业

务协同.优化总分馆生态体系,统筹引领总分馆整

体有序发展,积极探索分馆多元化运行机制,助力校

本部与医学部融合式建设与发展.
本文希望通过对总分馆学术资源生态系统一体

化构建的思考,深入解读和领悟«北京大学文献保障

与信息服务体系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
为落实“十四五”规划中建设总分馆管理体系和生态

体系的任务,进而为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作
出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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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sontheUnifiedConstructionofAcademicResource
EcosystemofPekingUniversityMainＧbranchLibrarySystem

BieLiqian

Abstract:Startingfromtheconcept,compositionandinformationorganizationmodeoflibraryecosysＧ
tem,thearticleanalyzestheorganizationmodeofthemainＧbranchlibrarysystemandthecompositionof
academicresourceecosysteminacademiclibraries．BasedonthereviewofresourcesandservicesdevelopＧ
mentofbranchlibrariesofPekingUniversity,ittriestobuildtheacademicresourceecosystemoftheuniＧ
versitylibraries．ItalsointerpretstheManagement MeasuresforDocumentandInformationService
SystemofPekingUniversitypromulgatedin２０２０fromtheaspectsoftopＧleveldesign,structureandorＧ
ganization,operationmechanism,businessunification,andcoＧconstructionmeasures,withaviewtoclariＧ
fyingtheunifyingapproachofbranchlibrariesdevelopment,soasto makepositiveexplorationand
practice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taskofbuildingthemanagementsystemandecosystemofthemainＧ
branchlibrariesin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oftheLibrary,andthentomakecontributionstoachievethe
goalof“DoubleFirstＧClass”constructionofth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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