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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书馆信息共享与信息集群服务》结合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图书馆信息集群
服务网络模式与机制研究”，收集和分析了大量国内外图书馆现有的信息共享的各种类型和模式，并
分析了信息共享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之处。
在此基础上，引进了集群的理念，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突破了行政分割的限制和“信息孤岛”的局
面，通过协议建立信息集群共同联合体，采用Internet(因特网)打破Intranet(内联网)的技术，达到信息
的融合、提升和有机交流，实现专家型的精、准、专、新、深、尖的精确信息共享立体服务，有效地
提升信息的价值和利用空间，实现实质性的信息共享。
　　《图书馆信息共享与信息集群服务》重点对信息集群的组织架构、人力资源管理、网络架构、宏
观和微观发展思路、“长尾”理论应用、集群与图书馆软实力等一系列概念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和结构模型。
图书馆信息集群经过有效的发展，必将成为信息共享的一种最有效手段。
当然信息集群在图书馆理论研究中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图书馆信息共享与信息集群服务》挂一漏万
，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仅起抛泥成砖的作用，期望得到各方面的指引，使我国信息共享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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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资金来源　　信息共享的发展除了成员应具有资源共享的理念外，稳定而充足的资金保障也
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图书馆信息共享发展有个很大的优势，即资金来源渠道多、数量有保证，极大地促进了信息共享
的发展。
　　美国图书馆信息共享资金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府拨款　　政府拨款包括联邦拨款、州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对象一般是各个公共
图书馆、公立大学图书馆、公立中小学图书馆等属于政府出资的机构，其拨款方式要求图书馆必须参
加信息共享才能获取相应的资金，且资金是以购买设备、软件、电子资源的方式来划拨的。
政府拨款的来源比较多，主要是通过立法为其专门所收的税收（这种税收有的以开展某一项目为名，
有的是以为民众提供信息服务为名），也有其他的来源，如通过发行彩票筹集的资金、政府某一机构
（如教育部）提供的资金等。
　　政府拨款对信息共享的初期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很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信息共享本身就
是在政府为推动某一项目的发展而提供专门的资金时成立的。
特别是在美国政府打造“信息高速公路”的90年代，图书馆信息共享承担了将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面向
全社会的任务，在图书馆自动化体系及图书馆的网络化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信息共享的后续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信息共享的正常运行阶段，其稳定的投入保证了信息共享的持续发展。
　　（2）各种基金和赞助　　美国的基金会众多，对社会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
图书馆信息共享的建设中也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许多公司，特别是与图书馆相关业务有一定关系的公司，也会对信息共享组织的运行捐资
。
这些基金和赞助是不少图书馆信息共享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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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书馆信息共享与信息集群服务》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图书馆信息集群
服务网络模式与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图书馆信息共享与信息集群服务》重点对信息集群的组织架构、人力资源管理、网络架构、宏观和
微观发展思路、“长尾”理论应用、集群与图书馆软实力等一系列概念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
提出了解决方案和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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