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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研究背景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B a c k g r o u n d



1. 研究背景

01 02 03
后疫情时代，公共财政能够拨
付给高校图书馆的经费额度低
增长、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成为

新常态。

数字资源是高校开展教育教学、
及各项科研工作的基础保障及

支撑力。

数字资源订阅价格不减反增，图
书馆预算难追数据库涨幅
→高校图书馆停订数据库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建议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建议



Part.02

相关文献
L i t e r a t u r e  R e v i e w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2.1 相关文献

相
关
研
究
现
状

关 注 经 费

1. 经费资金的分配优化；进行采购及合同管理、资源建设模式变革；
2. 资源价格浮动原因分析及采购价格研究与协调；资源供应商的垄断影响及双方的博弈或合作；
3. 建立数字资源同一平台、开展联合采购调研；推进数字资源开放获取、共建共享等；
4. 精准采购、循证采购、集团采购等采购方式。

保 障 体 系 研 究

1. 夏立新等：分析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现状及问题，提出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服务模式和保障平台的重新设计等方面的重构举措;

2. 叶继元：根据我国数字资源在经费投入、覆盖面、长期保存、总目录编制、组织保
障上的不足，从保障体系的总体设想、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角度提出完善建议；

3. 上海图书馆周德明：认为重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关键在于加强图书馆之间数字资源
采购协调、国内外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的力度等。

保 障 策 略 研 究

1. 朱强：从充实资源结构、优化本地组织和管理、开展资源评估、落实长期保存等
方面转变思路；

2. 杨超：从学科需求角度，重视高水平数据库引进、免费学术资源整理等；
3. 王丽：进行已购数据库ESI核心保障率分析实践，提出优化资源结构，注重优势、

潜在优势学科资源建设建议。
        ......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2.2 述评

研究不足
及

创新

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尚未成熟，多是从系统论、协同论等

视角切入，保障体系构建研究较为宏观，一些经典理论出

现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情况，亟需再验证和完善

多从现状或个馆实践出发进行案例研究或阐述，较少运用定量

和结构化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些资源保障要素的内在作用机理及

效果

整合系统论及动力学思想，建立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各要素间因

果关系和流图模型

通过仿真分析以量化形式剖析各要素对图书馆数字资源保障的

动态作用关系

理
论

实
践

创
新



 研究思路

 文献调研+专家访谈→高校图书馆经费紧缩背景下数字资源的多方保障因素

构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保障体系

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数字资源保障体系运行仿真及灵敏度测试

     比较保障因素的作用效果，得出结论建议



Part.03

研究内容
R e s e a r c h  C o n t e n t s



Part.03-1

保障主体分析
R e s e a r c h  C o n t e n t s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3.1.1 主体构成

No.05
资源用户
资源需求：核心目标
资源评价：使用效益

No.04
政府相关机构

物价及垄断监管
颁布法律法规、发展政策等进行宏观指导

No.03
其他信息机构

高校图书馆、地区公共图书馆、
文献信息机构等
成立联盟、集体采购、共建共享

No.02
数据库商

前提：提供合理、优惠的产品与    
           服务定价方案
要点：博弈→合作
           竞争→降低依赖

No.01

高校图书馆
主导保障措施的制定和执行
涉及资源采购者和管理者等人员



3.1.2 主体间关系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l “囚徒困境”：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l 非零和博弈：一味迁就数据库商要求，图书馆经费不足购买相关产品；

一味抵制数据库商要求，数据库商无利可图，图书馆学术“断粮”；
l 合作路径：信息沟通、利益协调与兼顾。

01 利益博弈关系

l 高校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要构造合作关系；
l 合作形式：发表共同声明、文献传递、馆际互借、资源共建共享；
l 联盟优势：资源集成、优势互补、资源获取途径扩大、资源共享量增加。

02 利益同一关系

l 政府相关机构：资金支持、行业规范秩序和市场运行规则的执行支持、
相关政策制定支持；

l 数字资源的用户：需求及意见反馈支持。
03 利益支持关系



3.1.3 主体作用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主体能力发挥

发挥自主资源建设能力；
具备预算分配和资金监测、用户需求跟踪、内部资
源评估、资源组织规划、采购决策谈判、人才培养

与团队建设等职责；

提升高校个体的资源保障能动性及资源存量

主体合作支持

图书情报机构、出版机构、信息企业、行政部门、
用户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资源保障；

承担相应职责、发挥各自优势；

提升社会整体的资源生产积极性及资源总量



Part.03-2

保障因素分析
R e s e a r c h  C o n t e n t s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3.2.1 财支保障系统

01
资金支持
拨付经费额度：直接决定图书馆数字资源购买力和保障水平；
采访经费分配：基于载体类型、语种、学科门类等；
资金来源扩充：获得捐赠、主动募集。

03
资源价格
价格博弈谈判：增强谈判能力，组合整刊订购和按篇付费等；
定价模式论证：捆绑纸本刊价格、平台更新付费出售策略论证+资源定价评估规则指标改进；
联盟协调优惠：联盟采购、地区联合采购等应纳入论证和考量，达成最优惠价格、争取到优质服务。

采购水平
招标方式选择：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磋商等形式进行招投标采买，赢得主动权；
采购流程管理：适用于电子资源特性的采购规范、规章合同、预调研评估、采购后评价反馈、采购信息仓储建设；
采购模式把控：买断、分期买断、租用采购模式按经费情况选取+用户主导、需求主导的DDA、PDA、EBA精准采购。

02



3.2.2 组织保障系统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资源体系规划：整体布局和统筹建设，科学全面地规划资源体系；
资源系统协调：因停购等原因而缺失的资源，灵活从院级、外部协调补充；
资源导航连接：重视数字资源导航建设，便于迅捷信息获取，提升资源应用率。

共享意愿激发：鼓励更多主体参与共建共享建设，提高资源整合力度与完善程度、节约采购和维护成本；
共享协议签订：建立健全共享机制下数字资源保障的共享标准、共享协议；
共享模式优化：优化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共享模式，开展联机联合编目、共享存储和共享打印等多种模式。

保存权益争取：关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权益要求，增强维权意识，力争在长期保存条款上的更大范围；
遴选标准确定：评估拟定目标保存数字资源列表，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谈判和实施保存；
保存策略制定：存储政策、存储介质、安全措施规定，按区层类、单馆或联合实施长期保存措施。



3.2.3 环境保障系统

01. 市场竞争环境

02.政策法规环境

03.技术支持环境

l 资源获取渠道：开放获取、捐赠、租用、链接、
网络资源的采集等；

l 高校机构知识库：收集、保存、管理、传播本校
学术成果，加入开放，增加竞争；

l 推广自主出版：作出呼吁尝试，丰富市场竞争。l 政策法规的制定打破市场垄断和分配不
均，约束和惩戒权利滥用；

l 开放科学计划、长期保存战略等，为资
源保障提供思路与支持；

l 著作权法、信息公开法、信息共享法、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逐步完善，获得法律保障工具。 l 新型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

可视化、区块链、存储技术等等）融合应用，
提升数字资源保障能力与服务效用；

l 合作开发、外包开发或自主开发数字资源管理
新技术新平台，优化基础保障设施。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3.3 因果反馈关系图 

03环境系统02组织系统01财支系统



Part.03-3

保障体系建构
R e s e a r c h  C o n t e n t s



3.3.1 数字资源保障流程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0504030201

01资源引进：采购、开放、共享。

02资源管理：盘点已有资源库存

（校院两级）、资源结构、学科覆盖性、

重复率，进行归类和组织、长期保存。

03资源提供：保有量决定供应量，资

源质量决定供应质量；供应量+供应质量

反映供给水平；资源保障力决定供给能力。

04资源使用：服务开展，用户使用。

05资源评估：用户满意度、资源效益评估，

以优化馆藏数字资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

为采购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

· 

01



3.2.3 数字资源保障体系架构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Ø 部分保障因素在其中的一个或
多个环节均可产生作用效应。



Part.04

仿真分析
S i m u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系统动力学模型： 

Ø 资源保障体系是为一个由资源的生产、采集、保存、组织、利用与消费等各环节有机融

合的复杂系统，是一个动态均衡的开放系统。

Ø 系统动力学正是将系统科学的理论结合计算机模拟仿真，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着重研究和解决复杂动态系统问题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既能处理具有多个构成要素且要

素间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的建模问题，借助因果关系图来描述复杂系统的因果关系和反

馈机制，还能量化调节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反映系统动态形成的原因。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4.1 系统边界确定及基本假设

H1：在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保障过程中仅考虑财务支出、资源组织和环境条件3个子系统对数字资源保障产生的影响，不考虑系统边界以外因素的影响；
H2：假设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保障效果可以以数字资源保障力的概念进行量化反映；
H3：假设数字资源保障中财务支出、资源组织和环境条件的各要素会随时间积累而发生变动。



4.2 动力学流图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基于财支、组织和环境3个子系统
的因果关系图，设计高校图书馆数
字资源保障系统动力学流图：

• 水平变量（10个）：矩形符号

• 速率变量（9个）：阀门符号

• 常量变量  (26个)

      共计45个变量。



4.3 数据来源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ü 向资源采购相关专家发放调查表，为各指标赋值。

ü 调查表采用9级衡量尺度。

ü 运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



4.3 模型方程参数设定

v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与 



4.4 灵敏度分析

v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Ø 资金支持＞采购水平＞资源价格

l 资金支持（6-a)：
     拨款额度＞资金分配＞捐赠募集

l 采购水平（6-b)：
     采购模式＞招标方式＞采购流程

l 资源价格（6-c)：
     定价模式 ≥ 价格谈判＞联盟协调

财支子系统



4.4 灵敏度分析

v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Ø 共建共享＞资源整合 ≥ 长期保存

l 资源整合（7-a)：
     体系规划＞系统协调＞导航连接

l 共建共享（7-b)：
     共享意愿＞共享模式 ≥ 共享协议

l 长期保存（7-c)：
     权益争取＞保存策略 ≥ 遴选标准

组织子系统



4.4 灵敏度分析

v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Ø 市场竞争＞技术支持＞政策法规

l 市场竞争（8-a)：
    资源获取渠道拓展＞机构知识库建设＞自主出版推广

l 政策法规（8-b)：
     政策激励力度＞法规完善度 ≥ 引导监管力度

l 技术支持（8-c)：
     新技术应用＞新技术研发 环境子系统



Part.05

结论建议
S u m m a r y  A n d  O u t l o o k



5.1 结论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总体仿真结果表明：
３个子系统中对促进高校数字资源保障效果较明显的关键因素

分别是：资金支持、采购水平、共建共享、市场竞争和技术支持。



5.2 对策建议

研究背景 相关文献 研究内容 仿真分析 结论建议

主体层面

ü 未雨绸缪，主动做资源保障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ü 全面组织协调动员各类型资源，化解经费困局；
ü 重视多元主体资源保障效用，寻求协作与支持。

财支层面

ü 加强资金筹措，保证资源建设经费的有效供给；
ü 跟踪学科发展和需求变化，动态调整资金分配；
ü 精选采购模式，精准引进资源，精细评估绩效。

环境层面

ü 拓展资源获取渠道，降低对商业数据商的依赖；
ü 面向学术交流与研究发展，推动落实自主出版；
ü 加强新技术融合与应用，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

组织层面

ü 建立校院两级共建机制，深化馆际合作与共享；
ü 加强统筹规划与校际协作，构建长期保存体系。

全面保障



敬请各位交流指导！
感谢中图学会高等学校分会、

CALIS、CASHL
及北大图书馆邀请！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