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在 2002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

馆规程（修订）》中规定：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

信息中心，要建设包括馆藏实体资源和网络虚拟资

源在内的文献信息资源，对资源进行科学加工整序

和管理维护。馆藏实体文献的复选工作是高校图书

馆实体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延续，是实际工作中容

易被忽视却又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做好馆藏实体

文献的复选工作，不仅能够优化馆藏结构，提高馆

藏质量和馆藏利用率，而且对图书馆馆藏特色的形

成、重点学科文献的保障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以

使馆藏实体文献在吐故纳新的整个动态变化过程

中始终保持高效性和新颖性，从而更好地满足高校

师生的教学科研要求。

1 文献复选工作的含义

“复选”一词，由前苏联图书馆学家格里科尔

耶夫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他把藏书补充工作中

为获取有关文献而作的第一次选择称为“初选”，

而把图书馆对已入藏的文献进行的选择称为“复

选”。文献复选体现的是图书馆馆藏体系的形成，是

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

由图书馆专职人员对入藏图书利用一段时间后进

行信息价值评价，根据旧书剔除原则和标准进行图

书剔旧工作，同时对剔旧过程中的缺藏文献制定采

购书目，补充新馆藏，不断完善重点学科实体文献

馆藏。

2 文献复选工作的必要性

2.1 馆藏空间紧张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实体文献入藏量的高速增

长，已经导致高校图书馆不同程度地出现“书满为

患”的现象。“书满为患”的后果是破坏了图书馆内

部各项业务工作的顺畅和平衡，增加了图书馆日常

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读者对所需图

书的关注程度和利用效率。各国图书馆学专家越来

越明确地认识到：图书馆的真正目的是成为一个情

报源，而不只是一个书库，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提存

藏书”概念。
2.2 馆藏资源内容、载体老化

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文献知识老化现象也

更快，更明显。据统计，20 世纪 60 年代后 20 年的知

识总量超过了前 2000 年的总量，现在更快，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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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年知识总量就翻一番。文献寿命也在缩短，特

别是科技类文献的寿命现在只有 5－10 年。内容过

时、失去使用价值的文献以及载体破损无法正常流

通的文献既占用紧张的流通空间，又影响读者检索

文献，需要及时清除。
2.3 优化馆藏，提高利用率

在馆藏资源建设方面，高校图书馆需要始终

围绕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这个中心，

为学校师生提供优质馆藏，提高师生利用图书馆

的效率。
有资料显示：前苏联规定，一般图书馆的文献

利用率要达到 140%－300%；日本市民期望图书馆

文献的利用率为 400%；而我国高校图书馆每年真

正被利用的文献还不到入藏文献的 40%。同国外图

书馆相比，我国图书馆文献的利用率极低。造成这

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古代藏书楼思想的

影响，重藏轻剔，一味地追求馆藏数量，未能及时地

对现有馆藏文献进行复选剔除，致使一些馆藏文献

老化，长期压架，滥竽充数，从而影响了师生利用图

书馆的效率。
2.4 馆藏资源复选工作是馆藏资源建设工作的一

部分

馆藏文献建设是一个积累、充实和完善的持续

过程。做好入藏前的文献复选工作，可以提高入藏

图书的总体质量；做好入藏后的文献复选工作，可

以让文献采购人员深入了解文献的管理和使用情

况，加强与流通工作人员和读者的联系，全面了解

馆藏的总体状况，及时修订文献采购策略，也有利

于建设一个有特色的重点学科完整馆藏。

3 文献复选工作原则

文献入藏后复选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剔旧工作。
具体到旧书剔除工作，每个馆每个时期都应该制定

一个尽可能细化量化的剔旧标准。制定标准时要把

握好下面几个原则：

3.1 实效性原则

实效性包括实用性和新颖性。对于超过几个半

衰期的滞留文献要及时剔除，以优化馆藏，提高其

他文献的检索利用率。
3.2 专业性原则

每个高校图书馆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对象。高

校图书馆主要藏书范围是本校学科专业需要的教

学科研用书和本校师生的著作，并以重点学科文献

的完整收藏形成自己的馆藏特色。因此在剔旧过程

中，普及性读物以及专业理论性不强的文献，保存期

要短一些，复本保留量可小一些，而对于适合本馆的

专业性较强，理论性较高的文献剔除时要特别慎重。
3.3 价值性原则

文献的价值是剔除与否的根本所在。文献的价

值主要可以通过文献的可流通能力、呆架时间以及

是否符合本馆的收藏方针任务来判断。
3.4 思想性原则

图书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对于不健康的、有
政治性错误的文献要及时剔除，有的销毁，有的可提

供给小范围的读者研究使用。
3.5 系统性原则

注意保持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学科文献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既要保留各个发展时期的经典性、
代表性论著，又要及时、全面地反映最新相关知识

理论和科研成果，力求全方位为读者提供该特色学

科的全面文献信息。

4 文献复选工作的方法

4.1 建立文献复选工作制度

图书馆成立复选工作领导机构，制定复选工作

制度，设立专职复选工作岗位，或几个相对固定工

作人员组成复选工作小组，将复选工作日常化，长

期化。复选工作制度应包含下面内容：复选工作日

程安排，剔除旧书（或向贮存书库转移）范围，剔除

（或向贮存书库转移）标准，定期报批剔除（或向贮

存书库转移）文献目录，定期报批补充馆藏文献目

录，将分类排架不当文献转回编目加工部门进行重

新编排加工，对最终注销文献提出处理意见，等等。
4.2 根据复选原则制定剔旧范围

剔旧范围应以定性范围为主，辅以定量统计。
定性范围为：（1）不符合本馆性质、收藏任务，且滞

架时间较长的文献；（2）复本过多，超过读者使用

量的文献；（3） 内容陈旧、失去参考价值的文献；

（4）内容不健康、有政治错误的文献；（5）残缺破

损以致无法修补流通使用的文献；（6）盗版文献。
定量范围为：通过不同类型出版物的出版时间

和使用频率递减的关系，按剔旧任务总量统计出剔

旧范围。
4.3 综合运用各种旧书确定方法

可以综合运用文献半衰期法、时限法，参照各

类型出版物的有效使用年限，各学科文献半衰期的

差异，结合外观判断法、经验法、书龄判断法、流通

利用率统计法、专家审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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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9 页）务向整个校园拓展，构建学习共享

空间对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为图书馆的发展与服务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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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贮存书库（密集书库）的建设

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院校教学工作评估中，对

高校图书馆实体文献数量有硬性指标。贮存书库的

建设，既可以满足教学评估的指标要求，也为旧书

处理和一些难以决断的旧书剔除消除了后顾之忧，

为文献复选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同时也承担了保存

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馆藏文献的作用。
4.5 缺藏书目的形成

通过文献复选工作，形成缺藏书目，是复选工

作的重要目的之一。缺藏书目的形成可重点放在主

要学科文献的补充完整上，形成途径主要有三个：

（1）文献借阅使用频率高而复本不足的，进行复本

补充；（2）通过与 CALIS 联合书目数据库或国家图

书馆书目库、馆藏电子文献目录、核心期刊要目对

比，补充重点学科缺藏文献；（3）对丛书、多卷书、
连续出版物等进行查缺补漏。

5 文献复选工作注意的问题

5.1 思想问题

首先，是思想上是否重视的问题。要认识到馆

藏有序增长对于提高图书馆利用效率的重要性，将

图书馆工作的重心由“书本位”向“人本位”转移，

将馆藏结构与读者需求达成和谐一致，最大限度地

为读者提供优越、完善的信息服务。其次，复选工作

是一项慎重而严谨的工作，思想上不能有一蹴而就

的想法。再次，复选工作是一项繁琐而又不容易看

到成绩的工作，需要复选工作人员具有忘我的奉献

精神。
5.2 复本量问题

在文献复选过程中，要灵活把握复本的取舍，

切忌一刀切。例如“五本留三本，三本剔一本”，这

种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无视不同文献的不同使用价

值，也违反了上述复选原则。
5.3 日常性、长期性问题

目前很多图书馆实行五年一次或十年一次的

复选剔旧制度。笔者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种

一次性的复选既不能及时补充馆藏，也容易因为工

作量太大而出现一刀切、匆忙行事、工作粗放等情

况，造成复选工作的失误和文献信息的评价失当。
要保证复选工作质量，只有将复选工作日常化、长
期化，将复选工作和正常的馆藏采购工作结合在一

起进行。
总之，馆藏复选工作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

需要对馆藏和读者需求、对文献的新陈代谢和复选

理论做深入研究，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工作人员忘我

奉献的工作精神。只有将馆藏复选工作做好，使馆

藏质量在不断纯洁和完整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才能

保证馆藏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馆藏复选工作是一项

重要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图书馆界对这一问题进行

深入的研究、探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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