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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为例，阐述特色资源内涵，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分析 “双一流”背景下医学

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提出相应建议，包括提升采访馆员素质、制定特色

馆藏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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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高校图书馆是其教学、科研的文献资源中

心，资源建设是其开展各项服务工作的前提和保

障，特色馆藏建设已日渐成为评价图书馆信息资源

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１］。２０１５年底国务院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２０１６年２月教育部印发 《教育部２０１６年工作
要点》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制订 “双一流”实施办法。“双一流”建设

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２］，在此背景

下以服务为宗旨的图书馆逐渐由传统资源模式向特

色化资源模式转变。本文以中医药类高校图书馆为

例，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梳理特色资源建设的内部优
势、劣势以及外部机会和威胁等，为图书馆特色资

源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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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图书馆特色资源内涵

２１　概述

特色资源是指图书馆为满足学校教学、科研需

要而专门收藏的资源，通常是有关某一专题领域、

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个杰出人物的独一无二或

珍贵的资源［３］，是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图书馆的唯一

性资源，其根本在于特色，常体现于馆藏体系、学

科、本地特色等几个方面。

２２　馆藏体系特色资源

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宗旨是满足本校师生文

献信息需求，为学校教学与科研提供文献支持，学

校在其建设中给予持续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

中医药类高校图书馆文献内容紧紧围绕本校办学特

色、人才培养、专业设置、教学目标、科研方向，

形成以中医药为研究本体的学术特点，包括学校长

期发展所积累的中医学文化，收藏大批古今名老中

医的经方经典及研究成果，形成具有自身馆藏风格

的中医药特色文献体系。

２３　学科特色资源

每所高校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保持自身优势，具

有重点专业，是其建设发展的基石，如湖北中医药

大学图书馆具有伤寒学、中医肝胆病学等１５个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学、中药学等５个

湖北省重点学科。在新形势下争创一流学科是每所

高校发展的方向。学科特色资源是建设一流学科的

重要信息支撑，以特色资源为导向是顺应时代、助

力高校融入双一流建设队伍的重要举措。特色资源

是以某一主题范围、学科体系或名人为对象，全面

系统地搜集相关文献资源，依据该类文献优势开展

相关各类文献信息服务［４］。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全面

系统地采购、收集有关本校重点专业领域、重点学

科的信息资源，如各类型载体文献、科研成果、研

究文献等 （笔记、座谈纪要、讲座记录等），代表

某一学科领域、某一专业主题并体现学科发生、发

展的方向性、前瞻性、权威性。

２４　地方特色资源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深厚的文化资源富

含鲜明地方色彩，通常具有地域性、特色性、独有

性、稀有性等特点［５］。各高校所处地域不同，其历

史发展、代表人物、专业特色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如古籍善本、地方志、人物志、本地学者传

记等，例如湖北中医药大学收藏的李时珍 《本草纲

目》、万密斋 《万氏儿科精华》等专著，形成具有

地方特色的馆藏资源。

３　特色资源建设ＳＷＯＴ分析［６］

３１　优势

３１１　具备特色资源基础　图书馆是高校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对图书馆提供政策、资金支持

是其资源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底蕴、知识

传承是其发展基础；多个领域和专业的知识资源积

累构成其内涵。中医药图书馆经过长期、系统的知

识体系建设与发展，在专业方面凸显优势，形成有

别于其他馆藏的特色，为特色资源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３１２　专业采访人员队伍　图书馆顺应时代发

展，对馆员素质和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在该背

景下中医药类图书馆培养出兼具中医学专业和文献

信息知识并具备敏锐信息意识的馆员队伍，为开展

特色资源建设储备专业采访人员。

３１３　建设动力　服务是图书馆最终目的，在争

创 “一流 “大环境下，以满足本校师生教学及科研

的文献需求，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及专业设置需要，

实现文献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特色资源建设动力。

３１４　政策支持　随着时代发展，生均册数及入

藏册数已在高校评估工作中逐渐淡化，图书馆建设

重心已从单纯追求入藏量转向学科化、特色化建

设，为特色资源建设发展明确方向。

３１５　学科资源学术性和权威性　高校专业发展

及教学科研活动中不断培养大批业务骨干及某些领域

学科带头人，持续收集并分析其研究文献，丰富学校

特色资源，同时保证学科资源学术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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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地方特色　各高校建立与发展离不开特定
地域环境，其专业设置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办学

方向和培养对象取决于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的需

要；专业发展离不开地方政策支持和资源利用。在

特有地域背景下图书馆长期、全面收集有关研究文

献，构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献体系。

３２　劣势

３２１　缺乏建设标准　缺乏特色文献定性标准，
甄选时往往来自于主观判断，无法精确采购，文献

质量无法保证。

３２２　缺乏知识结构全面的采访人员　资源建设
部工作人员缺乏专业学科背景，在专业深度和视角

上受限，把握用户信息需求和资源内涵的能力不

足，影响特色学科文献权威性。

３２３　体系不完善　特色馆藏是指图书馆经过较
长时间信息资源建设，在某些学科领域或某个专题

方面形成一定规模、结构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学术

品位和文献保障率的馆藏资源［７］。特色资源体系要

求将收集的文献在一定范围内或特定类别中按照一

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形成一个系列，体系建立受

时间、来源、途径、结构设置、系统归纳整理等诸

多因素限制，需要采访人员长期不断的努力。

３２４　收藏方式受限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教育部高等
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布 《普通高等学校

图书馆文献集中采购工作指南》［８］，目前高校图书

馆图书采购模式主要为招标采购，其途径通常是书

目预定、现场采购、用户推荐等，获取文献渠道

少，无法全面收集特色文献。同时采访人员受各种

条件限制，无法深入调研、全面收集全校师生教学

科研的文献信息。另外与学校学科建设相关的社会

力量也无法参与进来，只能零星收集，接收信息量

有限，无法获取许多高质量文献，影响特色文献收

藏量。

３２５　建设资金受限　图书馆资源建设需要学校
投入大量资金，由于财政拨款、学校建设等因素的

不确定性，无法保证资金量，影响特色资源建设持

续性。

３３　机遇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

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是高

校争创 “双一流”的重要一环，受到高校及图书馆

负责人高度重视。专项资金投入、先进设施及复合

型馆员培养为特色资源建设提供保障。特色资源是

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今后图书馆资源建设工作将

以打造特色为努力方向，为图书馆持续发展并服务

于 “双一流”奠定坚实基础。

３４　挑战

目前文献的网络传播已代替印刷品成为主要传

播途径，阅读空间已从图书馆、教室、书房扩展到

任意地点，读者追求更方便快捷的阅读方式，知识

获取呈现精准化和碎片式特点。对纸质及电子图书

的需求越来越小，利用图书馆资源意愿越来越弱，

馆藏文献收藏意义不断受到质疑，势必影响学校对

图书馆资源建设投入，威胁特色资源建设与发展。

４　基于ＳＷＯＴ分析制定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策略

４１　全面提升采访馆员素质

文献采访馆员是指从事某一学科或某几个特定

学科文献资源 （包括图书、期刊、电子文献、数据

库等）建设的专业采访人员。馆员素质是决定采访

质量高低的关键［９］。采访馆员是特色馆藏文献的收

集者、组织者、引导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

及沟通能力，熟悉本馆馆藏情况及学校相关专业设

置，具有信息获取及辨别能力。近年来为深入开展

学科资源服务，图书馆纷纷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学

科馆员要具备相应学科的专业知识，兼顾图书情报

学素养［１０］。本馆要求采访人员按照学科馆员标准不

断完善自身中医药学科及图书信息专业知识体系，

同时转变工作模式，主动以参与、交流、跟踪等形

式渗透到学科建设中。

４２　制定本校特色馆藏标准

４２１　条件　要求采访人员深入调研，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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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方向、专业特点、学科建设现状及发展方

向、经费分配、馆藏空间等。力求满足学科建设需

求，体现本校文献特色，彰显办学实力。

４２２　明确构成特色资源体系的文献标准　包括
体现特色的条件、具体专业领域范围、主题内涵、

特性、学科层次及应达到的水平等内容。

４２３　建立并完善资源体系　科学、合理的馆藏
体系应呈多维结构，既有质的目标，又有量的依

据，应该是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的有机融合

体［１１］。这就要求在文献的收集及管理中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明确馆藏体系结构标准。

４３　确定有效采访策略

４３１　以分类为条件　当今图书馆大多是按照分
类体系著录管理图书，以类目体系形式，每个分类

号代表学科的具体主题。依据 《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按照文献学科领域、内容特点、使用对象等

将本馆所需特色文献进行分类，以特色文献所包含

类别作为采访条件，订购组织相关文献。如以 Ｒ２
为分类条件收集中医药类书目，以 Ｒ２２２为分类条
件收集重点学科伤寒有关书目，以此建立完善的特

色资源体系。

４３２　以核心出版社为条件　在某一专业领域的
优势是出版社生命力的保障，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中医药专业出版

机构。将该出版社作为核心出版社，定期收集其出

版目录并保证资金选购，从而保证中医特色资源建

设的持续性。

４３３　以目标作者为条件　作者是书籍内容的提
供者，确定目标作者要了解其研究情况及创新性，

判断其潜在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是否填补某一

领域空白、研究内容的被关注度和需求度、研究视

角的前瞻性等［１２］。将历年来地域或本校杰出人物、

专业骨干及学科带头人作为目标作者，全面跟踪收

集其笔记、座谈纪要、研究思想、论著、研究成果

等，保证学科资源建设的权威性及前瞻性。

５　结语

特色资源建设是新形势赋予图书馆的使命，建

设怎样的特色、如何建设一直是图书馆亟待解决的

问题。图书馆采访人员应以学科资源服务为导向，

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力求建设完善的、满足学科服

务需求的特色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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