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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OA 资源的利用有利于补充现实馆藏、节省文献经费, 已引起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的重视, 引

入 OA 资源对欠发达省份的高校图书馆意义更加重大。本文对山西省 18 所本科院校揭示 OA 资源的情况进

行调查与分析, 寻找问题并提出建议, 从而促进省内各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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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 我国的高校图书馆普遍面临着文献经

费危机, 特别是欠发达省份的高校图书馆, 往往因为

文献经费不足, 在购置资源时显得力不从心, 其结果

只能是不断缩减学术数据库的定购数量。与此同

时, 以让用户免费使用学术资源为宗旨的 Open Ac-

cess Movement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得如火如荼, 开放

存取期刊数量增长迅速, 涵盖的学科已突破最初的

自然科学并推广到人文社会科学。OA 期刊也得到

传统文摘索引服务商的认可并成为他们收录的对

象, 其被引用率和影响因子也在不断提高。基于此,

图书馆完全可以将 OA 资源视为馆藏的重要补充。

接入 OA 资源, 对高校图书馆而言, 一定程度上可缓

解学术期刊的价格危机和利用方面的许可限制, 是

对图书馆经费不足的一种补充, 可以提高图书馆的

信息保障能力。

本文立足山西省这一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 选

取该省 18 所本科院校图书馆为调查对象, 调查各个

图书馆利用开放存取资源的实际情况, 寻找问题并

提出建议, 从而促进省内各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

的利用。

1 山西省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揭示的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教育部公布的山西省内 18

所具有本科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院校, 调查截止时

间为 2010 年 6 月 5 日。调查期间, 山西大同大学图

书馆、运城学院图书馆、吕梁学院图书馆主页打不

开, 实际统计数量为 15 所。在设置表格项目时, 选

择了 OA 资源的“逻辑路径”和“接入数量”为主要

考察内容。通过“逻辑路径”的调查, 可以看出各馆

对 OA 资源的揭示情况, 从设置的类目上可反映出

对 OA 资源的认识程度; 从“接入数量”项目可反映

出各馆对 OA 资源的重视程度和利用情况。调查发

现各馆对 OA 资源名称的揭示各不相同, 在表 1 中,

为便于计量, 笔者在对其内容进行甄别后, 将确实属

于开放存取资源的栏目统一为“OA 资源”; 有两种

链接路径的分别列入表格中。在“接入数量”项目

栏中, OA 资源的数量主要以各馆提供的链接数量

为准, 有的虽归在 OA 资源栏目下, 但不属于此类

的, 笔者在对其进行辨别后, 有选择性地剔除。数量

统计仅有 1 种的, 标明资源名称; 2 种以上的, 仅标

明数量。在 15 所图书馆中, 除长治学院图书馆、长

治医学院图书馆无 OA 资源栏目外, 其余 13 所高校

图书馆均揭示 OA 资源, 占调查总数的 87% ; 仅接入

一种 OA 资源的高校图书馆有 4 所, 占总数的 27%

( 其中 3 所高校接入的为 socolar, 1 所接入的为中国

科技论文在线) ; 接入 10 种以上 OA 资源的有 5 所

图书馆, 占总数的 33% 。

2 山西省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2. 1 组织或揭示方式不明确

从表 1 可见, 在接入 OA 资源的 13 所图书馆

中, 有 12 所指明“OA 资源”或“免费资源”, 但基本

将其归于“电子资源”类目之下; 11 所图书馆将其归

于“电子资源”, 占总数的 85% , 但是其中有 1 所图

书馆将 socolar 归为中文期刊; 1 所图书馆归于“学

科导航”, 占8% ; 1所图书馆将其直接链接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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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主页上, 占 8% 。可见, 在所调查的有 OA 资源链

接的图书馆, 基本将其归为电子资源的下位类目, 而

不是单独设置与“电子资源”平级的“OA 资源”或

“免费资源”类目。在当前用户对 OA 资源尚不熟悉

的情况下, 把它与商业电子资源列在一起, 不利于用

户对开放存取资源的使用。通过各个图书馆对 OA

资源的逻辑路径的选择, 可以看出, 对 OA 资源的内

涵认识不同。有的仅限于开放存取的期刊和论文,

有的则扩大到各类免费的资源, 包括公共信息资源、

学科门户网站乃至博客、论坛等。事实上过多地强

调了免费这一属性, 而弱化了 OA 资源的学术性这

一重要特征。

表 1 山西省高校图书馆 OA 资源的接入逻辑路径及数量

序号 图书馆 逻辑路径 接入数量

1 山西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西文电子期刊→OA 资源 2

2 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外文资源→OA 资源 1( socolar)

3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①图书馆主页→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1

②图书馆主页→学科导航→OA 资源 12

4 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
①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中文资源→OA 资源 1( socolar)

②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外文资源→HighWire press 1( HighWire)

5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OA 资源 2

6 中北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OA 资源 12

7 太原科技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资源检索→外文期刊→OA 资源 1( socolar)

8 山西财经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OA 资源 1( socolar)

9 太原工业学院图书馆
①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OA 资源 5

②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免费资源 101

10 太原师范学院图书馆
①图书馆主页→文献传递中心→OA 资源 2

②图书馆主页→外文资源→OA 资源 8

11 晋中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1

12 忻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①图书馆主页→数字资源→OA 资源 1( socolar)

②图书馆主页→数字资源→免费资源 13

13 山西中医学院图书馆
①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OA 资源( 暂无) 0

②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电子期刊→网络共享资源 6

14 长治医学院图书馆 无 0

15 长治学院图书馆 无 0

16 山西大同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打不开 ———

17 运城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打不开 ———

18 吕梁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打不开 ———

2. 2 类目设置不一

由表 1“逻辑路径”的调查结果可见, 有 6 所图

书馆提供了两种链接路径, 占总数的 46% , 但是这

两种路径所链接的内容不同, 可见对“OA 资源”的

内涵和归属尚存在不同的认识, 因而将其分散链接

在不同的类目之下。在类目设置方面, 7 所图书馆

将 OA 资源设置在二级类目, 占总数的 54% ; 5 所图

书馆将其设置在三级类目, 占总数的 38% ; 另有两

所图书馆将 OA 资源作为一级类目直接链接在图书

馆主页上, 归入一级类目的都是将一种 OA 资源单

独列类, 而未细分其资源类型, 这两所图书馆把 OA

资源当作一级类目链接的都是“中国科技论文在

线”。通过调查, 发现山西省高校图书馆多数设有

“OA 资源”或“免费资源”栏目 ( 有的图书馆同时设

有“OA 资源”和“免费资源”栏目, 将不同的开放存

取资源分别列于其下 ) , 且多数作为“电子资源”的

下位类设置。但是, 有的将“OA 资源”作为“学科导

航”的下位类, 有的则将其作为“文献传递中心”的

下位类。有的高校图书馆还对 OA 资源类目进行细

分, 有的按学科分类, 分为一般类和专业类; 有的按

语种分类, 分为中文类和外文类。总体看来, 各高校

图书馆对 OA 资源的分类各行其是, 没有统一的模

式可循。有的是根据本馆实际情况分属于不同的类

目, 而有的则未对 OA 资源进行细致的审核, 因而将

其划分到错误的类目之下, 如有的图书馆将 socolar

设置在中文期刊类目之下, 就属明显的失当。

2. 3 利用 OA 资源的数量偏少

从表 1 可见, 不同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揭示

的数量参差不齐且平均数量不多。其中链接 OA 资

源最多的是太原工业学院图书馆, 共有各类 OA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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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106 种, 其类型不仅包括期刊、学位论文、电子图

书、电子报纸, 还收罗了专利文献、字典辞典、科技报

告、专业数据等各类免费资源。除此之外, 大多数图

书馆揭示的数量整体偏少, 可见, 山西省高校图书馆

为用户提供的 OA 资源的数量仍显不足。作为我国

经济欠发达的省份, 各图书馆的文献经费已不能满

足购置需求, 如不能在 OA 资源的获取上大做文章,

必然弱化图书馆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

通过对各高校图书馆 OA 资源的统计, 发现被

接入较多的分别是 Socolar ( 10) 、High Wire press

( 6) 、DOAJ( 4)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4) , 就接入最多

的 Socolar 而言, 3 所高校图书馆仅接入了这一种

OA 资源。而其他一些重要的 OA 资源, 如 open j -

gate、NSTL、PubMed Central 都很少接入, 国内的重要

OA 资源如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仅有一家图书馆接

入, 奇迹文库则无任何一家图书馆接入。上述几种

OA 资源已经在学术界取得广泛的影响, 对它们的

充分利用有助于高校电子资源的扩充, 就当前山西

省内高校图书馆接入 OA 资源的情况来看, 各图书

馆对 OA 资源特别是一些重点 OA 站点缺乏足够的

重视。

2. 4 不同学校揭示 OA 资源的差异较大

就高校所在地来看, 山西省 18 所本科院校中有

9 所位于山西省省会太原市, 其余 9 所分别位于长

治( 2) 、晋中( 2) 、运城( 1) 、临汾( 1) 、忻州 ( 1) 、吕梁

( 1) 、大同( 1) 等 7 个地级市。其中 1 所“211”工程

院校, 1 所国家重点院校、2 所省部共建院校。以学

校的所在地为指标来分析各个图书馆接入 OA 资源

的数量, 可以看出位于太原的 9 所大学共接入 141

种 OA 资源, 平均值为 15. 7, 而位于其他城市的数量

依次为: 晋中( 14) , 忻州( 14) 、临汾( 2) , 其他 4 个城

市的高校图书馆或无揭示 OA 资源, 或不能访问图

书馆主页无法统计。相对来看, 作为山西省的文化

教育中心太原市的高校图书馆在接受和利用 OA 资

源上略强于位于其他城市的高校, 接入 OA 资源最

多的太原工业学院也位于太原。但整体看来, 山西

省内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的认识仍有待提高。

3 促进山西省高校图书馆利用 OA 资源的建议

3. 1 注重 OA 资源的宣传与推广

在当前阶段, OA 资源的学术影响力和声望与

传统电子期刊、数据库相比, 仍有一定的差距, 用户

对网上开放存取资源的性质、品质及使用还不甚了

解。
[ 1 ]

因此, 图书馆在致力于 OA 资源收集的同时,

应通过有效的途径广泛宣传 OA 资源, 扩大开放存

取在用户中的影响, 培育用户使用 OA 资源的学术

习惯, 发挥 OA 资源的最大优势。具体的举措比如,

在图书馆主页上开辟“OA 资源”专栏, 把 OA 资源

作为馆藏信息资源, 提供相应的资源列表, 并在此专

栏中向用户提供 OA 资源的定义及其说明, 对列表

中的每种资源进行了简要介绍, 以便于用户选择使

用。此外, 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

宣传, 如张贴关于 OA 资源介绍的海报, 发放 OA 资

源的宣传资料, 开设“OA 资源的利用”专题讲座, 利

用图书馆网站的网络留言板、BBS 等向用户大力推

广 OA 资源等。

3. 2 选择优质 OA 资源, 充实 OA 资源数量

据统计, 全世 界目 前发 行的 学术 期刊 中约

21000 种为经同行评阅、审稿的高质量期刊, 而其中

的 6% ( 约 1200 种) 现已转换成为 OA 期刊。
[ 2 ]

随着

世界范围内开放存取运动的深入发展, OA 资源的

质量以及学术影响力也日益增加, 其重要体现就是

OA 期刊的被引率和影响因子在不断地提高, 这可

以改变人们认为免费资源质量不高的偏见, 有助于

提高开放存取期刊的利用率。据 2004 年 10 月的一

份相关分析报告显示, SCI 收录的所有开放存取期

刊中, 有 15 种开放存取期刊的影响因子位于所属学

科的前 10% 。
[ 3 ]

有学者对四种公共卫生学 OA 期刊

的平均影响因子和平均即年指数进行分析, 得出结

论, OA 期刊都高于非 OA 期刊。
[ 4 ]

还有学者利用 H

指数对 DOAJ 和 ELSEVIER 期刊进行比较分析, 认

为即使与 ELSEVIER 这样的主流期刊群进行比较,

开放存取期刊的质量也相差无几。
[ 5]

这些事实无不

说明, OA 资源并不是普通的网络免费资源, 而是值

得图书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新型网络学术资源。图

书馆在选择 OA 期刊时, 可根据其影响因子的情况

判断其是否具有影响力。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深

入, 一些大型数据库检索系统都开始整合 OA 资源,

还出现了许多专门收集并提供 OA 资源的网站和门

户, 图书馆应密切关注国内外 OA 运动的新进展, 及

时更新和链接 OA 资源。目前多数 OA 期刊为外文

期刊, 因此, OA 期刊毫无疑问将弥补高校图书馆外

文资源不足的缺陷。在 OA 资源达到相当数量时,

可将其与图书馆购置的资源进行对比、整合, 有选择

地删减现有馆藏资源, 以节省有限的文献经费。

3. 3 优化 OA 资源的组织与揭示

山西省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的组织与揭示方

式虽不尽相同, 但多数图书馆都是通过图书馆主页

中的相关站点链接来实现浅层的揭示。随着 OA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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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量的增加, 可以将众多物理上分散的资源进行

整合, 结合图书馆开展的“学科馆员”和“信息导航”

工作, 将这些 OA 资源建成专题数据库予以揭示。

按照方便用户检索的原则, 以用户熟悉的语言进行

组织, 向用户提供这些资源的分布情况, 指引用户查

找利用。比如在分类方面, 可对 OA 资源同时采用

多种方式进行分类。例如, 可以将 OA 资源分别以

“类型”、“学科”、“语种”进行划分, 用户可选择自

己偏爱的分类方式进行检索。在发展到一定阶段

时, 可以考虑通过 OPAC 或者集成软件全方位地揭

示 OA 资源
[ 6] , 将题名、责任者、主题或关键词、资源

类型、来源、语种、推荐级别等作为必备著录项, 通过

详细的资源描述给用户, 提供尽可能多的客观参考。

到一定阶段, 可将 OA 资源这类虚拟馆藏和现实馆

藏融为一体, 实现跨库检索、分数据库展示的检索效

果。

3. 4 与“学科馆员”工作相结合

目前, 各高校图书馆普遍开展了学科馆员工作,

其宗旨是为用户有针对性地收集、提供文献信息服

务。学科馆员一般是由具有某种学科背景, 同时受

到过文献情报专业训练, 并且具有一定外语水平和

计算机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担任。OA 资源

以网络为存取路径, 需要图书馆员掌握 Web 挖掘技

术、组织技术、管理技术和较高的信息加工处理能

力, 加强对 OA 资源的研究、开发、整理、分析。而

且, 目前绝大多数的 OA 资源都是外文的, 所以图书

馆员必须掌握一定程度的外语。基于学科馆员工作

与开放存取之间内在的一致性, 完全可以把 OA 资

源的整合纳入学科馆员的业务范围, 通过学科馆员

来实施针对性的宣传, 即利用学科馆员与具体院系

用户直接联系的优势, 有针对性地进行 OA 资源的

推荐工作。学科馆员可根据各个专业特点和用户的

要求, 为开放存取科学信息编制索引, 在图书馆的主

页上加以报道, 从而帮助用户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通

过学科整合工作把现实馆藏和虚拟馆藏融为一体,

这对馆藏扩展和服务延伸都具有开拓意义。客观

上, 由于不同 OA 期刊在运作模式上有所差别, 特别

需要学科馆员对其特性进行考察, 然后再推荐给用

户。比如, 有的 OA 资源需要图书馆以机构的身份

申请方能开通, 这就需要学科馆员与相应机构积极

沟通联系。

3. 5 加强各高校图书馆间的交流

如前所述, 山西省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的利

用情况仍存在较大差异, 除少数高校图书馆利用

OA 资源比较充分外, 多数高校图书馆对 OA 资源的

利用尚在起步阶段。开放存取是网络环境下学术信

息交流的新模式, 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新形式, 对学术

文献全面的开放存取是了解世界及缩小数字鸿沟的

重要手段之一。
[ 7 ]

因此, 在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今

天, 各高校图书馆应扩大 OA 资源的影响力和传播

效果, 缩小不同地区高校间存在的数字鸿沟, 让 OA

资源在省内高校的利用得到普及。客观上, 同处一

省的高校图书馆, 在业务交往、人际关系等方面有天

然的合作优势, 有条件对 OA 资源的利用进行界内

合作, 比如可以通过会议论坛等形式通报、交流 OA

资源的信息, 加强各馆之间的合作, 互通有无, 在对

OA 资源实际使用情况的交流过程中, 让更多的高

校认识到利用 OA 资源的优势所在, 让开放存取运

动在各高校普遍开展起来, 甚至可以建立一个 OA

资源平台, 实现各高校图书馆共建共享。通过对

OA 资源的广泛利用, 为这些学校的资源建设进行

有益补充, 弥补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图书馆文

献经费不足的缺陷, 实现 OA 资源对学术发展意义

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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