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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论文简单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图书资料管理工作中的问题，阐述了新时期下中国

图书资料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图书资料管理改革与创新的措施，希望对提高中

国图书馆的资料管理水平以及促进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等方面有所启示和帮助。

揖Abstract铱The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books and materials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elaborat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management of

books and materials in China under the new period, and formulat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measuresof themanagement ofbooks andmaterials, hoping to bring somehelp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ata management of libraries inChina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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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期下，随着中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追求物

质生活的同时也逐渐地开始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图书

馆作为中国国民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其服务和管理水平直

接影响着国民的精神文化体验。为此，中国图书馆应该加强对

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重视和投入，结合新时期下的科学信息

技术，进行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从而提高图书馆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1]。

2 现阶段中国图书资料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2.1 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管理工作与图书管理员的综合素质直

接相关。但是，就目前中国图书馆的管理现状而言，部分图书

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在很大程度

上也影响着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具体体现在：

第一，中国部分图书管理员的图书管理专业知识还有待充实，

导致具体的图书管理工作中容易出现人工失误，使得管理水

平较低；第二，中国部分图书管理员的服务理念还有待加深，

导致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容易出现工作态度方面的问题；第三，

中国部分图书管理员的职业道德观念还有待加强，导致图书

管理过程缺乏责任心，使管理工作容易出现纰漏；第四，中国

图书馆对图书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还有待加强，导致部分图

书管理员的技术水平不过关，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着管理

工作的效果。

2.2 图书管理类数据存在安全隐患

21世纪是信息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虽然给中国图书馆

的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但与此同时也带

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例如，图书管理员在利用计算机进行图

书资料储存时，经常会受到其他外界安全因素的干扰，使得图

书资料泄露或者是被恶性入侵，最终影响资料安全。

2.3 图书资料管理的设备相对落后

中国图书馆资料管理的设备和发达国家相比较还相对落

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效果。图书

资料管理的主要设备包括阅览室、书架、目录柜、桌椅和报刊

架等，而中国部分图书馆在这些设备的配置上较为陈旧，使得

图书资料管理的效率较低。另外，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中国图书馆的资料检索方式等也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

因此，传统的图书资料检索设备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无法满

足新时期下图书馆的发展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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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图书资料信息的管理力度有待加强

中国图书馆图书资料信息的管理力度还有待加强，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图书资料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受到科

学信息技术的影响，图书馆图书资料的安全性也有所降低，这

就需要图书馆必须加强图书资料信息的管理力度。但是，中国

部分图书馆黑客入侵严重，且图书管理员的管理水平也有待

提高，导致图书资料信息的管理力度不够，无法最大限度地保

证图书资料信息的安全[2]。

3 新时期下图书馆资料管理工作的机遇

和挑战

3.1 数字图书馆的出现

新时期下，中国图书馆也逐渐开始朝着数字化和智能化

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带来了新

的发展契机。数字化图书馆的出现，使得人们在图书资料的查

询、阅读和收藏等方面更加地方便和快捷。因此，数字图书馆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追捧。人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喜好和

需要利用电子移动设备进行图书资料的转移和收藏，这在很

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社会整体上的精神文明建设。

3.2 传统图书馆的转型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已经无

法适应新时期下的社会发展。为了不被社会淘汰，中国传统图

书馆也逐渐地开始进行转型：第一，中国传统图书馆的图书资

料都是纸质的，在管理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损坏，因此，管理成本

也较高，而在转型以后，图书资料都是以电子版的形式储存，大

大降低了管理成本，节省了存储空间；第二，中国传统图书馆的

资料查询方式都是人工查询，耗时耗力，而转型以后，图书资料

都是电子设备自动检索的，检索的准确性和效率更高。

3.3 图书资料管理的挑战

第一，新时期下，图书馆利用先进的科学信息技术，完善

了图书馆的服务系统，提高了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效率，但与

此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因此，中国图书馆应该加强管理力

度，提高管理人员的服务水平，保证数字图书馆的安全性；第

二，数字图书馆实现了图书资料的信息共享，但也增加了重要

资料的泄露或者是被黑客入侵的风险，为此，中国图书馆应该

加强对图书资料管理模式的维护和创新，在满足大众的阅读

要求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图书资料管理系统的安全性。

4 图书资料管理改革与创新的措施

4.1 建立并完善图书资料管理制度

图书资料管理制度是图书馆资料管理工作的前提，因此，

中国图书馆要想实现图书资料管理的改革和创新，首先应该

做的得就是建立并完善图书资料管理制度。第一，加强对管理

人员的培训。加强图书管理员的管理理念，从而使其在实际的

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图书资料管理制度进行，保证制度的真

正落实；第二，完善图书资料管理的流程。图书馆要结合自身

建设的实际情况，加强对图书资料管理流程的控制，及时发现

流程中的问题并进行改革和创新，提高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

效益。

4.2 加强对图书资料的现代化管理

新时期下，现代化管理是中国图书馆资料管理工作的发

展趋势。为此，必须做到：第一，图书管理员要加强对现代管理

手段的学习，在实际的图书资料管理工作中积极应用现代化

的管理措施，提高管理工作的水平；第二，图书管理员要将现

代化的管理手段和当前的计算机技术融合起来，进而完善图

书馆的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图书馆资源的科学分配；第三，图

书管理员要加强对图书资料管理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加强服

务理念，提高图书资料管理系统的安全性；第四，图书管理员

要加强图书资料的整合和编排，创新图书管理模式，实现管理

模式的多样化，从而满足大众需求。

4.3 加大资金投入

资金是图书馆资料管理工作的前提保障，为此，中国政府

应该结合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加大对图书馆的资金投入，从而

完善图书馆的资料管理设备，提高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效率。

同时，图书馆自身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要重视资金的分配工作，

按照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实现有限资金的高效利

用。另外，中国图书馆应该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设备和管理系

统，保证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水平[3]。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中国图书

馆的图书资料管理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数字图书馆的

出现给中国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一定挑战。

为此，中国图书馆应该加强图书资料管理的创新和改革，从而

提高管理效率，满足中国国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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