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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模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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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馆藏质量提升是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研究和实践能够协

调公共图书馆馆藏的存量与增量，优化馆藏质量，对提升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网络的服务效能具有重要

意义。 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内涵与特征出发，提出“所有权和占有权不变、使用权

与处置权上移”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产权归属方案，建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

信息联合处置的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并在不同的总分馆模式下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可为公共

图书馆开展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提供指导。 图 ２。 表 １。 参考文献 ２４。
关键词　 文献信息联合处置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文献信息处置　 处置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ｉ Ｚｈｕｏｚｈｕｏ　 Ｚｈｏｕ Ｊｉｅ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ｏｌ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ｍｏｖｉｎｇ ｕｐ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ｆｏｕｒ⁃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２ ｆｉｇｓ． １ ｔａｂ． ２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持续投入，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向全域

扩展和向基层延伸的发展态势。 在馆藏结构上，
纸质文献信息仍然是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的主要对象，“十二五”期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

部地区公共图书馆纸质资源的增长率分别达到

３７ ５７％、２５ ５８％、２７ ８３％ ［１］ 。 在全覆盖和均等化

发展中，公共图书馆总分馆重视馆藏数量的同时，
对馆藏质量的提升也愈加关注。 馆藏质量问题是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关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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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１９ＹＪＣ８７００１３）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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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之一，对满足人民群众在美好生活中不断

增长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分馆数量的不断增

加和规模的持续扩大使得馆藏质量控制和提升

成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效能发挥的关键问题，开
展定期且行之有效的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对释放

馆藏空间、提高利用率、优化馆藏资源，增加用户

利用图书馆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公共图

书馆服务效能具有直接作用。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是指在妥善保存

馆藏文献信息、发挥馆藏效益的前提下，公共图

书馆根据工作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标准，对
占有、使用的文献信息进行产权转移或注销的行

为［２］ 。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关于文献信息处置的

具体实施细则对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的处置工

作进行指导和规范。 而针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由于其建设模式多样，文献信息处置在空间、资
源、产权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要实现整体性、系
统化的馆藏质量提升必须建立总分馆之间文献

信息联合处置的协同方案。 因此，有必要开展关

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处置的专门研究，
构建适应多种建馆模式的科学模型以规范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的联合处置。 本研究从

厘清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内

涵和特征出发，阐述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

息联合处置模型构建的必要性，构建了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四级递进式结构

模型，以期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开展科学规范的

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提高区域文献资源保障能力

和系统服务效能提供参考。

１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

的内涵及依据

１ １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

置的内涵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是指

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的需要

出发，结合各馆馆藏发展的实际需求，按照一定

的原则和标准，参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

现状和特征以及各分馆的馆藏和利用状况，对馆

藏文献信息进行协作处置，形成系统的区域文献

信息保障协同，使得文献信息联合处置过程科学

化、精确化、透明化，实现整个区域的文献信息整

体效益最大化。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可以

推动文献信息的整合与共享，提高文献信息的流

通利用率，减少政府在财政上的重复投入，节省不

必要的馆藏资源建设成本［３］ 。 具体来说，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一方面可以缩减

文献信息库存与复本数量，优化馆藏结构，释放馆

藏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科学的资源配置，能够

保障地区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的服务水平，推动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馆藏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４］ 。

１ ２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

置的依据
１ ２ １　 文献资源建设模式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采购模式多样、管理主体

分散的特性增加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

联合处置的难度，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在同一时段

内产生的复杂而多样的文献需求与其文献信息

复本量合理控制需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 通

过调整文献信息的借阅周期加速文献信息的流

转与利用，在合理控制复本量的基础上满足用户

需求是缓解矛盾的一种可选方式［５］ 。 分馆复本

量的配置要遵循全局性的原则，各分馆需要先收

集各自的文献信息需求数据，总馆汇总各馆的需

求数据后统一安排文献复本的配置。 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中各馆受有限空间的制约，馆藏资源要以

各自服务半径内用户的文献需求为依据，提供用

户真正需要的高质量文献信息，并能适时补充和

更新。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工作

的开展需要总馆与各分馆之间的协同配合，在网

络化的结构体系中以实现系统效能最大化为宗

旨，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汇总分馆系统内

的静态与动态数据，辅助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

信息联合处置决策的制定。
１ ２ ２　 馆藏空间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中的文献信息种类、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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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分馆数量都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但由于

多数分馆的面积和资源承载能力有限，且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馆藏空间的扩展速度难以与文献信

息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加之馆藏空间对滞架文

献的容纳能力有限，因此总馆馆藏空间的压力难

以缓解，对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工作较为迫切。
在大多数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中，分馆是总馆

服务的延伸，为公众提供文献信息就近获取和便

捷获取的服务。 分馆的主要职能是履行总馆的

各项建设方案并注重各项服务实现的质量与效

果，同时充当用户与总馆之间的交流媒介，及时

地传递有效信息，鲜有分馆能充当总分馆网络中

的书库而起到缓解馆藏空间紧张的作用。 文献

信息的数量、布局与整体结构，书架的规格与排

架方式等都是直接影响馆藏空间的因素［６］ 。 公

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作为优化文

献信息布局与结构、控制数量的有效手段，应该

被视为常规工作加以高效的推进，增加馆藏空间

的存储弹性。
１ ２ ３　 标准和要素

针对单个公共图书馆开展文献信息处置工

作制定的相关标准，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的文献

信息联合处置工作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外的 ＣＲＥＷ［７］ 标准将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联

合处置的参考因素归纳为内容因素、外观因素、
时间因素、复本量和使用情况五个主要方面［８］ 。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的联合处置要以总

分馆的用户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各馆需要规律性

地开展文献信息流通和用户需求特征等数据的

日常收集工作，用动态化的数据驱动总分馆内的

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决策。 本研究结合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协同性与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体系内文献信息处置的全局性特征

归纳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

参考因素，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参考因素

５８



·资源建设·

　 　 各馆对在外观上有不同程度破损的文献信

息进行修复或剔除，对内容陈旧且被新版替代或

存在冲突的文献信息进行下架保存等操作。 对

于外观良好的呆滞馆藏可采取馆内推荐的方式

提升借阅率，对与本馆发展目标或用户需求不契

合的文献信息可在总分馆体系内对其进行统一

的联合处置。 总馆应汇总各分馆的复本需求数

据，结合文献半衰期和书龄等客观因素，借助各

分馆上报的用户需求特征数据和文献流通数据

对总分馆网络内的文献信息进行联合处置。

２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

模型建立的必要性

２ １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

置模式多样
　 　 单个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处置以本馆的需求

为依据、以馆藏发展政策为参考，处置主体单一，
覆盖范围有限。 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

联合处置是多个图书馆之间的协同与配合，是对

系统的整体优化，处置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关
联着文献信息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

归属问题和各成员馆的权责问题。 由于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中各馆的建设和管理模式存在差异

性，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模式也随之多样化，需
要有科学的模型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

联合处置工作的开展提供规范化的指导。

２ ２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

置具有特殊性
　 　 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属于国有资产范畴，
其所有权归属国家和人民，可由出资采购的各级

政府代为行使［９］ 。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的所有

权具体包括了占有权、使用权与处置权这几项基

本权力。 使用权与处置权是对文献信息进行利

用的权利和对文献信息进行产权转移或注销的

权利［１０］ 。 单个公共图书馆处置模式下的文献信

息“四权统一”，即文献信息的所有权是占有权、
使用权和处置权的统一。 而在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过程中，占有权、使用权和

处置权三权分化，在文献信息联合处置中需要进

行授权和让渡，这使得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更为复

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
“公共图书馆应当妥善保存馆藏文献信息，不得

随意处置；确需处置的，应当遵守国务院文化主管

部门有关处置文献信息的规定”。 法律明确了文

献信息处置的主体是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

工作需要在符合相关标准与规定的前提下合法

地开展。 然而，对我国 ４３ 家副省级及以上公共图

书馆的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调查分析发现，仅有

１２ 家公共图书馆的相关文件中规定了文献信息

联合处置的责任主体和职能要求［１１］ 。 同时，法律

条例并没有明确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环境下文献

信息联合处置的责任主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工作

的进度和资源建设的水平与质量。
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内开展的文献信

息联合处置工作处置标准多样、涉及的处置机构

繁多，具体的实施也离不开较强大的物流系统和

管理系统等辅助系统的支持，同时离不开数据的

支撑，而分馆很难具备这样的能力和条件。 在覆

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中，总馆一般为

县级以上图书馆，较分馆而言，总馆凭借其较突出

的综合实力更适合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

息联合处置中占据主导者的地位，统筹全局并统

一规划与组织，具体的执行工作由分馆配合总馆

共同推进［１２］ 。 由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的文献信

息联合处置过程具有特殊性，需要通过建立科学

的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模型来推动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进程的规范化。

３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

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的构建

３ １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

置的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框架
　 　 根据总馆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

合处置过程中对分馆文献信息集中管理的程度，
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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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即总馆协调、分馆主导的一级联合处置层

级；总馆决策、分馆执行的二级联合处置层级；总
馆主导、分馆执行的三级联合处置层级和区域合

作开展的四级联合处置层级，如表 １ 所示。 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在开展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时参照

的参考因素、采用的处置主体方案以及遵循的处

置流程共同决定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

层级。 产权的明晰有助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开

展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工作，为了尽可能减少文献

信息的产权变化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资源评估

的影响，可以维持文献信息在流通过程中的所有

权与占有权始终为出资馆所有，不因馆藏位置的

变化而变更，即分馆可以保留馆藏资源的所有权

与占有权，将使用权与处置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并

上移至总馆统一管理，采取所有权与占有权不变、
使用权和处置权上移的文献信息产权归属方

案［１０］ 。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四级

递进式结构模型框架按照不同的处置层次梳理各

层级的处置主体、参考因素和处置流程，以及预期

的理想处置效果。

表 １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框架

处置主体 参考因素 处置流程 处置效果 案例

第

一

级

总 馆 协 调、
分馆主导

外观因素、内容因素、
利 用 率、 用 户 需 求

数据

各分馆自行对不适合继续流

通的文献信息进行合理的处

置，总馆根据总分馆内的整

体需求调整各分馆的文献借

阅期限，提高文献信息的利

用率。

分馆的有效文献信息

数量增加，文献利用

率得到提升。

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的实践［１３］

第

二

级

总 馆 决 策、
分馆执行

复本量、利用率、用户

需求数据、流通数据

总馆结合利用率与需求数

据，对各馆的复本文献进行

调拨与交换。 文献信息的使

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并上移

至总馆。 总馆在分馆的授权

下对文献信息的使用权进行

合理分配，使之随馆藏位置

的变化而流转。

分馆的馆藏数量改

变，总分馆内文献信

息总数量不变，总分

馆内文献信息结构得

到优化。

华盛顿研究图书馆协

会（ＷＲＬＣ） ［１４］

第

三

级

总 馆 主 导、
分馆执行

复本量、利用率、用户

需求数据、流通数据、
时间因素

分馆文献信息的处置权进

一步从所有权中分离并上

移至总馆，总馆根据统一的

处置标准对分馆的复本文

献信息进行剔除、下架存储

等操作。

低利用率文献信息的

复本量减少，总分馆

内文献信息的质量与

数量同步提升。

科罗拉多州学术图书

馆保存与访问服务中

心（ＰＡＳＣＡＬ）［１５］

第

四

级

区 域 合 作

开展

复本量、利用率、用户

需求数据、流通数据、
时间因素

总馆将文献信息处置权与使

用权再次上移，有权保留文

献信息的所有权与占有权，
亦可同步上移。 通过开展合

作，实现区域内文献信息的

调拨、交换或集中存储。

总分馆内文献信息总

量改变，文献信息的

结构与质量进一步得

到优化。

韩国基于中心的协作

图书馆［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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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

置的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分析

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中

的处置主体、参考因素、处置层级、产权归属四大

要素进行整合，形成如图 ２ 所示的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
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内，总馆对各分

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集中管理程度随处置

层级的逐级递增而增加，直至实现总馆主导、
分馆执行的文献信息联合处置最优策略，文献

信息的使用权、处置权甚至所有权、占有权随

处置层级的递增而逐步汇集于总馆。 随着总

馆处置权力的不断集中，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

系内由总馆主导的待处置文献信息数量不断

累积，总馆在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环节所投入的

处置时间也逐级递增。
３ ２ １　 总馆协调、分馆主导的一级处置层级

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

第一级中，分馆占据主导地位，其文献信息联合

处置策略适用于松散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各分馆借助外观因素与内容因素对本馆的馆藏

文献信息进行筛选，剔除不可再流通的纸质文献

信息，释放馆藏空间。 分馆的处置工作具体包括

淘汰物理状况差且不适合再进入流通环节的文

献信息，并注销其产权；对内容已被更新替换的

文献信息及时地进行处置，可下架后进入密集存

储；对滞架文献采取积极的处置方式例如图书推

荐、阅读交流会等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激活低

利用率文献信息。 除此之外，总馆收集汇总各分

馆的文献信息利用数据与用户需求数据后，通过

设置科学的借阅期限、减少文献信息借阅的等待

周期等方式，规避复本积压或文献拒借率增加的

情况，兼顾文献的保障率与满足率［１７］ 。
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系统是纽约市三大

公共图书馆系统之一，各分馆扎根社区，提供文

献信息服务。 文献信息采购一部分由总馆负责

配置，另一部分各分馆有独立经费可接入总馆资

源建设体系中自行采购。 结合馆藏的外观、利用

率和内容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外观破损严重、
内容过时的文献资源分馆有权直接处置，如对外

观破损严重的文献信息和内容过时、观念不科学

的文献信息直接剔除，对有一定利用价值的文献

信息可上移到总馆进行统一调配。 此外，皇后区

总分馆系统借助与纽约市其他两个公共图书馆

系统间高效的馆际互借，加速文献信息的流通与

使用［１３］ 。

图 ２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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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总馆决策、分馆执行的二级处置层级

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网络中，不同的节点会

在同一时间内产生更为集中的文献信息需

求［１８］ 。 总馆统一采购各馆所需文献资源的同时

需要正确处理馆藏资源的品种、数量与质量三者

之间的关系［１９］ ，依据实际的购置经费与总分馆

网络的馆藏空间容量、文献信息利用率等参考因

素，综合各分馆的读者结构等数据来制定合理的

复本策略［２０］ 。 为了确保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全

局性，分馆需要向总馆提交文献信息数据和用户

数据来支撑总馆对分馆文献信息的统一管理与

联合处置决策。 文献信息数据主要包括文献信

息的书龄、价格、复本量、利用率、馆间流通数据

等常规书目信息，用户数据主要包括本馆读者的

个人信息数据以及体现本馆读者需求的借阅与

浏览搜索记录等动态化数据，分馆还需上交用户

文献信息申请数据中未被满足的需求数据以供

总馆参考。 各分馆作为与读者直接接触的端口，
需要及时准确地向总馆周期性地传递制定处置

决策所需的数据，总馆可以设立专门的团队负责

收集各馆的数据信息并进行科学汇总，以各馆的

文献信息需求为核心依据，对总分馆体系内的文

献资源进行科学、及时的配置与处置。 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内的处置决策由总馆统一制定，在总馆

制定的处置决策的基础上，由各分馆的专业人员

借助工作经验与对本馆实际情况的了解进行综

合判断，确定最终需要处置的文献信息。 在二级

联合处置层级中，文献信息的使用权从所有权中

分离并上移至总馆，总馆有权将被处置文献信息

的使用权按需分配给总分馆内的任何一个分馆

使其继续流通，而文献信息的所有权和最终的处

置权仍归出资馆所有，总馆决策、分馆执行的二

级联合处置策略适用于分馆数量规模较大的集

约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华盛顿研究图书馆协会（ ＷＲＬＣ）为组织内 ８

所华盛顿特区的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共享存储库，
用户可以查阅共享存储库的联合目录，申请对共

享存储库中文献信息的访问与使用。 但每个馆

依旧遵循各自的文献信息流通政策对本馆转移

的文献信息进行管理，同时保留所有权。 共享存

储库不反对也不鼓励对各馆传送来的文献复本

进行重复存储，不拥有对重复的文献信息进行剔

除的权力［１４］ 。 二级联合处置层级中，各分馆的

文献信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内受总馆统一支配而流转，此过程中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内文献复本的总体数量以及文献的种

类不随分馆文献信息数量的改变而变化并维持

动态平衡，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的整体

质量呈现出动态提升的趋势。
３ ２ ３　 总馆主导、分馆执行的三级处置层级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处置的第三级

联合处置层级中，文献信息的处置权从所有权中

分离并由各分馆上移至总馆，形成所有权与占有

权不变，使用权与处置权上移的产权归属模式。
总馆的主导性被进一步提升，低利用率文献信息

的冗余复本进一步减少，总分馆文献信息的质量

与数量实现同步提升。 文献信息产权的高度集

中有利于在统一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中开展文

献信息的联合处置，可以在统一型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体系中建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理事会制度，
使分馆可以参与到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决策过

程中并配合执行理事会的最终决策。 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理事会直接对各分馆的文献信息联合

处置从全局上进行决策与把控，并监督各馆文献

信息联合处置工作的执行。
ＰＡＳＣＡＬ 是由四所大学图书馆组成的协作

式文献信息管理服务中心，致力于协作存储与管

理成员馆的低利用率文献信息，并向整个科罗拉

多州的公众开放。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 联合目录合并了包

括 ＰＡＳＣＡＬ 四所学术图书馆在内的 ２３ 所图书馆

的书目信息，用户可以对联合目录中的文献信息

进行搜索与请求。 ＰＡＳＣＡＬ 还为四所大学图书

馆建立了共享存储库，并成立了共享馆藏管理委

员会，负责监督文献信息建设、政策制定、人员聘

用以及各项操作监管。 存储库中存储的纸质文

献信息由各馆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筛选、递交，
并保留其所有权。 存储库采用单一复本政策，对
重复递交的文献信息，由存储库与各馆结合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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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进行联合决策与处置，确保存储库中文献信

息的唯一性［１５］ 。 三级联合处置层级中，总馆根

据统一的处置标准对分馆的复本文献进行剔除、

下架存储等联合处置操作，低利用率的文献信息

数量在该层级有所减少。

３ ２ ４　 区域合作开展的四级处置层级

当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的馆藏空间饱和且不

能继续容纳冗余复本和低利用率文献信息时，

可以考虑建立区域合作存储中心。 区域合作

存储在国内外已有不少成功的实践，可以改善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存储空间不足的窘境。 为

了解决公共图书馆馆藏空间不足的问题，韩国

提出建立基于中心图书馆的协作存储库作为

国家图书馆的分馆，充当区域代表性图书馆之

间的纽带，为国家图书馆以及各区域代表性图

书馆 提 供 以 文 献 信 息 存 储 为 主 的 各 项 服

务 ［ １６］ 。 我国需根据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状，

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服务于同类图书馆的公共

图书馆区域合作存储中心，实现一定区域内低

利用率文献信息的聚合与利用 ［ ２１］ 。

区域合作存储中心存放的文献信息主要是

在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内的冗余复本和低利用

率文献信息，存储中心作为“储存站”和“中转站”

可以为各馆提供文献信息存放与交换服务，兼具

“存”与“取”两个功能。 为了维持区域合作存储

中心的长期运营与有效管理，需要建立各方认同

的文献信息存取政策，明确存储中心内文献信息

的产权归属与管理运行模式。 合作存储中心拥

有文献信息的处置权和使用权，有责任对其进行

妥善的保管。 总馆在递交文献信息时可以选择

是否保留文献信息的所有权，保留所有权的馆舍

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存放于合作存储中心的

文献信息执行取回操作［２２］ 。 合作存储中心根据

区域内各总分馆系统的实际文献需求，结合复本

量、利用率与时间因素等参考因素对馆内资源进

行合理配置与处置，实现区域内文献信息的储存

或交换。

４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

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的应用
４ １　 松散型总分馆模式
４ １ １　 处置模式：自拟标准、自行处置

杭州公共图书馆模式是松散型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模式的主要代表［２３］ ，杭州模式下的购书经

费不集中，文献信息的所有权归出资馆所有。 为

了便于文献信息在总分馆内的流通，文献信息的

使用权与所有权完全分离，并随着文献信息的流

通不断变更。 当文献信息在所在馆的需求长期表

现为零时，可在物流系统的支持下定期送回所有

权所在馆，文献信息的处置由拥有文献信息所有

权的分馆按照自拟的标准和制度自行处置。 杭州

模式促进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内文献信息的共

享，但在一定程度上给总分馆管理系统和物流系

统的运作增加了难度。 松散型总分馆模式“自拟

标准、自行处置”的文献信息处置模式与总馆协

调、分馆主导的一级处置方式相契合，可以根据一

级处置层级涉及的具体处置流程进一步优化松

散型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工作的相关细节。
４ １ ２　 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松散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模式主张协同化

管理，以总分馆内实时的用户需求为依据实现文

献信息的动态化流通，保留了分馆进行文献信息

处置的独立性，总馆与各分馆均按照自拟的标准

对所拥有的文献信息进行处置。 但由于松散型总

分馆模式下的总馆与各分馆之间以及分馆与分

馆之间缺乏及时且全面的交流，使得总分馆系统

内文献信息的流向和最终的处置决策欠缺了一

定的科学性和全局性。 为了避免处置标准的差异

性带来的文献信息处置决策的不合理性，松散型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适于采用

总馆协调、分馆主导的一级处置层级的联合处置

策略，在各分馆保留独立处置文献信息权力的基

础上，积极配合总馆开展用户需求与文献流通等

数据信息的收集工作，并将总馆汇总、反馈的数据

结果作为各分馆调整文献信息借阅周期及进行

文献信息处置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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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集约型总分馆模式
４ ２ １　 处置模式：统一标准、委托处置

苏州公共图书馆推行的“苏州图书馆－社区

分馆”模式是集约型总分馆模式的典型代表，该

模式下的苏州图书馆作为中心馆加大了对分馆

的管理与把控力度。 苏州模式下的分馆所属基

层政府要向总馆支付一定的成本费用，分馆的文

献信息和人员均由总馆统一配送派出。 为了确

保分馆能与总馆提供一致的标准化服务，总馆制

定了统一的服务标准并监督分馆执行。 苏州模

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产权动态化”，与杭州模式不

同，随着文献信息一起流通变更的不止有使用权

还有文献信息的所有权，这虽然减轻了文献流通

环节物流系统的压力，却大大增加了总馆的管理

成本。 苏州模式下的建设主体上移，市政府将分

馆的人事和文献资源管理权一并交给苏州图书

馆，总馆按照统一制定的标准对各馆的文献信息

进行调配或剔除等处置。 苏州模式下所采用的

“统一标准、委托处置”模式通过将各分馆文献信

息的处置权、使用权转移至苏州图书馆并委托其

统一管理，进一步巩固了总馆在集约型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模式中的主导地位。 为了规范与优化

集约型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流程，可以参

照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中二级处置层的要素对

联合处置环节进行完善。
４ ２ ２　 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集约型总分馆模式采取各级政府共同参与

的多级投入方式，在部分范围内通过将建设主体

上移，使总馆实现对分馆的集中管理和对文献信

息的联合处置。 集约型总分馆模式下的总馆拥

有对文献信息的使用权，可以对其进行合理调

配。 但由于集约型总分馆模式下文献信息所有

权归属于各自的建设主体，为了更好地实现总馆

对文献信息的集中管理，文献信息所有权所在馆

可将文献信息的处置权与使用权一同上移至总

馆，即采用总馆决策、分馆执行的二级处置层级

策略，由总馆统一负责并制定文献信息产权的转

移或注销等决策，协调集约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体系内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具体工作。 各馆文献

信息的产权归属情况，可在总分馆的建设协议或

管理条例中进行规定，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分馆

上交文献信息数据与用户信息数据的周期做出

合理规定，实际开展联合处置时还应履行规范的

处置权转移手续。

４ ３　 统一型总分馆模式

４ ３ １　 处置模式：统一标准、统一处置

佛山禅城区总分馆最早提出了“联合图书

馆”的设想并实施和推广，是统一型总分馆模式

的主要代表。 佛山市联合图书馆体系纵向上构建

四级总分馆网络，横向上联合各公共图书馆作为

成员馆，达到资源共享、协作服务的建设目标。 禅

城区总分馆服务体系实行统一管理、分层服务的

模式，文献信息的产权全部归属于总馆，非区政府

投入的人力、文献信息等资源也均由总馆统一管

理与调配。 佛山禅城区总分馆体系的建设主体和

管理主体实现了统一，文献信息处置等日常的管

理工作均受总馆掌控［２４］ ，统一型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体系采用“统一标准、统一处置”模式开展文献

信息的联合处置。 统一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中的文献信息的产权进一步集中，除了使用权、处

置权之外，文献信息的所有权与占有权也随着建

设主体的上移而统一归属于总馆，从而明确了总

馆在文献信息联合处置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实

现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的三级处置奠定了良好

基础。

４ ３ ２　 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统一型总分馆模式下，总馆与分馆共享同一

个建设主体，单一投入让总馆实现了对各分馆的

集中管理，适合采取总馆主导、分馆执行的三级文

献信息联合处置策略。 这种高度统一的管理模式

提高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

可操作性，却让分馆成为总馆的一部分，极大地削

弱了分馆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高度集中的管理模

式下，总馆在统一制定处置标准时尤其需要遵循

科学性与协调性原则，充分尊重各分馆存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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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信息需求差异性，对分馆的馆藏文献进行灵活

处置。

５　 结语
本研究通过全面的分析，确立了“所有权与

占有权不变，使用权与处置权上移” 的文献信息

产权归属方案，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

息联合处置的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对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处置的开展具有实际的

指导意义。 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具体包括总馆

协调、分馆主导的一级联合处置，总馆决策、分馆

执行的二级联合处置，总馆主导、分馆执行的三

级联合处置以及区域合作开展的四级联合处置。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联合

处置的四级递进式结构模型的实现需要以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的流通利用数据、馆藏分

布数据、用户需求数据等多重数据为依托，如何

建立数据驱动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文献信息的

四级联合处置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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