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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数据库利用调查分析

———以石家庄铁道大学为例

王晓华，　谢宝义，　袁丽琰

（石家庄铁道大学 图书馆，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图书馆数据库利用情况是目前电子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标志。为了解各类数据库

的利用价值，采用问卷式抽样调查和随机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详细分析了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对

高校数据库建设的反应情况，得到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如规范和优化数据库管理的重

要性以及挖掘本科生利用数据库效率的必要性等，为高校图书馆数据库资源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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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

资源已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最

近几年，各个高校的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资源建

设，都花费巨资购买了一些大型数据库［１－２］。这些

数据库给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提高了

学校科研水平。石家庄铁道大学自从博士点立项

建设以来，更是加大了数字资源的建设力度，先后

引进了一些大型数据库，如：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

引ＳＣＩ，外 文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Ｄ 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通过 几 年 的 建 设，图 书 馆 现 拥 有

各类数据库２１个，涵盖中外文期刊、图书，学位论

文、视频资源、专利、科技成果、资源整合平台等文

献类型。但是，高校图书馆对电子资源资金与人

力的投入，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效益？怎样对电

子资源进行正确评估，为图书馆电子资源订购工

作提供有效依据，从而合理利用图书馆有限的经

费进行电子资源建设［３－４］，针对这些问题，在石家

庄铁道大学师生内部开展了本次数据库利用情况

调查，期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了解目前各类数

据库的使用情况，提高馆藏数据库的利用效率，为
高校教学科研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为以后数据

库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一、调查目的

文献数据库群可以帮助学术工作者及时了解

学科研究新动向，拓展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推动

学术和科研发展，促进学科建设［５－６］。为进一步发

掘高校数据库的利用效率，使其更好地为教学科

研服务［７］，提高科研工作者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组
织了本次调查。同时，针对目前石家庄铁道大学

年轻科研人员逐渐增加的情况，这次调查也可以

了解目前他们对数据库建设的需求。

　　二、调查对象、内容和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比较广泛，既包括本科生，也
包括硕士生、教师和其他科研工作者，针对石家庄

铁道大学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单独

作为主要调查对象。

　　（二）调查内容

数据库使用评价可以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来

确定［８－１０］。定量评价是基于使用统计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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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法，主要是从电子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成本

来评价；定性评价是基于用户满意度的调查评价

法，本次调查主要是从用户满意度的角度来评价。
为此，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 数 据 库

的利用现状、使用评价，内容涉及对各类数据库的

使用频率、使用目的和对目前数据库建设的满意

程度，共３０多个选项。

　　（三）调查方法

调查 方 法 采 用 问 卷 式 抽 样 调 查 及 随 机 调

查［１１］，以电 子 问 卷 为 主。问 卷 的 大 部 分 内 容 是

给出备选答案由读者选择，分单项选择和多项选

择。为了使调查更具有灵活性，得到更好的调查

效果，特设了两个问答题。
本次调查范围涉及到石家庄铁道大 学１２个

院系，以科研群体为主，特别是首届“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对所有“优青”（２７人）都进行了

电子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２５份。在其他人员

中，共发放问卷２０６份（包括２０名本硕学生），收

回有效问卷１７７份，回收率为８５．９２％。其中发

放纸质问卷４２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０份，回收率

为９５．２３％ ；发放电子问卷１６４份，回收有效问

卷１３７份，回收率为８２．９７％。保证了这次调查

的有效性与真实性。

　　三、调查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的读者对象是教师和学生，涉 及 学

校十二个院系，基本代表师生利用数据库的状况。
教师读者又按学历和职称进行了分类统计。从调

查问卷的反馈情况看，具有中、高级职称和硕士学

历以上的教师比例较高，分别占调查读者人数的

８５．８８％ 和８１．９０％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职称和

学历高的教师是图书馆数据库主要使用者，他们

对数据库建设也比较关注。在读本科生很多还没

有接触科研，所以反馈的较少。首届“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对这次调查表现了极大热情，提出了许

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下表格中分三大

类，即：学历分类（１７７人），职称分类（１５７人）和首

届“优青”（２５人）。

　　（一）浏览和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网站

情况

表１　浏览图书馆电子资源网站情况表

调查群体

调查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合计 百分比

首届

“优青”

经常 ４　 ４７　 ５３　 １０４　 １０　 ４６　 ３７　 ９３　 ５９．２　 ２３

偶尔 ９　 １７　 １５　 ４１　 １３　 １３　 １４　 ４０　 ２５．５　 ２

不熟悉 ２７　 ５　 ０　 ３２　 １４　 ６　 ４　 ２４　 １５．３　 ０

　　通过表１可以看出，由于本科还没有接触到

具体科研工作，浏览电子资源比例较小，这也是

国内很多高校与国外高校相比不足之处，国外很

多高校本科就开始接触科研工作。随着学历和职

称的升高，浏览的频率也在增加，特别是首届“优

青”对电子资源的利用率最高。

　　（二）了解并经常使用图书馆各种数据

库资源情况

表２　了解并常使用图书馆各种数据库资源情况表

调查群体

调查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合计 百分比

首届

“优青”

是 ８　 ５４　 ６０　 １２２　 ２７　 ４９　 ４９　 １２５　 ７９．６　 ２４

否 ３２　 １４　 ９　 ５５　 １０　 １６　 ６　 ３２　 ２０．４　 １

　　由 表２可 知，使 用 数 据 库 的 占７９．６％。中、
高级职称对图书馆数据库等文献资源使用相对较

多，对数据库的使用量大。通过分析首届“优青”
发现，基本所有的“优青”都需要数据库。但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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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学校数字资源还缺乏了解，需要进一步做宣

传，以达到充分利用数据库的目的。 　　（三）经常使用的数据库种类统计

表３　经常使用的数据库种类统计表

调查群体

调查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合计

首届

“优青”

ＣＮＫＩ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３２　 ６５　 ６６　 １６３　 ２５　 ６１　 ５３　 １３９　 ２５
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 ４　 １３　 １７　 ３４　 ５　 １２　 １４　 ３１　 ３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Ｄ　 ２　 ３６　 ５４　 ９２　 ３０　 ４７　 ４３　 １２０　 ２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３　 ３７　 ４５　 ８５　 ２８　 ４３　 ４１　 １１２　 ２３
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Ｎｅｔ　 ３　 ２　 ３　 ８　 ３　 ５　 ４　 １２　 ２
ＡＳＭＥ　 ５　 ２４　 ３６　 ６５　 １７　 ２６　 ３０　 ７３　 １８
ＡＳＣＥ　 ４　 ２９　 ４２　 ７５　 １５　 ２４　 ３１　 ７０　 １８
ＳＣＩ　 ３　 ４９　 ５８　 １２０　 ３３　 ５８　 ５１　 １４２　 ２４
ＥＩ　 ８　 ５７　 ６０　 １２５　 ３５　 ５４　 ５２　 １４１　 ２５

　　由于一些数据库，例如ＣＡＬＩＳ西文期刊目次

数据库（简称ＣＣＣ），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Ｎｅｔ（外文期刊全文

数据库），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开 放 存 取 资 源 图

书馆）、ｃｎｐＬＩＮＫｅｒ（中图链接服务）ＮＳＴＬ免费外

文期刊、美国科研出版社等属于免费试用数据库，
所以不在此次调查内容之内。

通过分析表３发现，多数教师集中在 中 文 文

章的下载，这可能与多数教师做工程方面的研究，
对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有关。但是，首届“优

青”对英文方面的文献需求量比较大，多数还比较

喜欢做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此外，有的“优青”
表现 出 了 极 大 的 科 研 热 情，期 望 学 校 能 在

“Ｓｃｅｉｎｃｅ”和“Ｎａｔｕｒｅ”数据库购买方面给予考虑。
另外，教师对 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Ｎｅｔ和 维 普 中 文 期 刊 数 据

库的需求相 对 不 高。ＳＣＩ和ＥＩ文 献 检 索 库 需 求

比较大，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四）使用频率情况统计

表４　数据库使用频率统计表

调查群体

调查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合计

首届

“优青”

平均每周使用３次以下 ３５　 １２　 １０　 ５７　 １０　 ６　 １１　 ２８　 ３
平均每周使用３－８次以上 ５　 ４６　 ４０　 ８０　 ２３　 ４４　 ３２　 ９９　 １０

平均每周使用８－１５次以上 ０　 １０　 １６　 ２６　 ３　 １０　 ８　 ２１　 １０
平均每周使用１５次以上 ０　 ５　 ９　 １４　 ０　 ５　 ４　 ９　 ２

　　表４的统计表明，由于本科学历的人员对数

据库的需求少，所以使用频率少，随着知识水平的

提高，使用的频率明显增加，多数“优青”经常通过

数据库中的文章了解本学科目前的发展程度和趋

势，可以为自己将来的科研方向提供指导。

　　（五）使用数据库的主要目的

表５　使用数据库主要目的统计表

调查群体

调查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合计

首届

“优青”

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和应用信息 ３５　 ５９　 ６１　 １５５　 ３６　 ６５　 ５５　 １５６　 ２５
解决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３１　 ５６　 ６０　 １４７　 ３２　 ５５　 ４２　 １２９　 ２４

获取教学、科研相关的信息 ２　 ５５　 ６１　 １１８　 ３７　 ６５　 ５５　 １５７　 ２５
随便逛逛 ２　 １　 １　 ４　 １　 ０　 ０　 １　 ０

其它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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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的统计表明，对经常浏览数据库的人员

来说，基本都是为了教学和科研服务，职称越高，
将数据库用于科研目的的越多。这些结果反应了

数据库在我校高层次人才中，科研占据的重要的

作用。特别是首届“优青”，基本都将数据库利用

得非常充分。

（六）通过数字资源获取文献信息的满

意程度

表６　通过数字资源获取文献信息的满意程度统计表

调查群体

调查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合计 百分比

首届

“优青”

满意 ２０　 ３７　 ３８　 ９５　 ２９　 ４１　 ３８　 １０８　 ６８．８　 １８
较满意 １０　 ２０　 ２２　 ５２　 ４　 １８　 １０　 ３２　 ２０．４　 ３
不满意 １０　 １２　 ８　 ３０　 ４　 ６　 ７　 １７　 １０．８　 ４

　　表６的统计表明，目前的数据库建设，取得了

较好的满意程度，反映了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已经

取得了较好成绩。调查结果还可以看出，图书馆

相关公告和培训在教师和研究生中对高校数据库

的认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与教师使用数据

库的频率，以及数据库的相关培训主要面向教师

和研究生群体有关；而本科生对科研接触少，大部

分是通过教师上课获知。

（七）图书馆现有的电子资源在多大程

度上满足了信息需求

表７　电子资源满足需求程度统计表

调查群体

调查项目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合计 百分比

首届

“优青”

完全可以 １９　 ３４　 ３６　 ８９　 ２５　 ４２　 ３７　 １０４　 ６８．８　 １２
基本可以 １２　 ２４　 ２４　 ６０　 ６　 １５　 １１　 ３２　 ２０．４　 ７

不够用 ９　 １１　 ８　 ２８　 ６　 ８　 ７　 ２１　 １０．８　 ６

　　表７的统计表明，目前的数据库基本可以满

足大多数科研人员的要求，但是对于投入科研工

作比较多的科研群体，特别是年轻的“优青”还觉

得没有满足需求。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文章和文

献，需要找别的学校的朋友帮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科研的进度。

　　四、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反映出广大科研人员，特别是

具有巨大潜力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有着对科研的极

大兴趣，他们渴望在数据库建设方面能对他们的科

研工作提供动力，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根据这些调查结果，得到了以下三条结论：

　　（一）数据库的利用现状调查及宣传培

训的必要性

　　高校数据库的有效利用，既可提高学校教学

科研水平，又可为高校图书馆选购数据库提供科

学依据。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明显表明，不同用户

群体对数据库的利用率虽有差异，但多数都对国

际公认的论文索引库表现出极大兴趣，特别是年

轻的科研队伍。通过调查发现，目前馆藏数据库

基本能满足师生需要，但一些老师对不同数据库

的种 类、内 容 及 其 优 势 缺 少 足 够 的 了 解 与 认 识。

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师群体主要是通过网页宣传、

培训而获知试用库，结合用户意见，反映出高校数

据库培训的重要性。因此，随着科研队伍的更新

和增加，一方面图书馆管理部门还需要进一步通

过各类宣传途径、方式，扩大宣传群体，尤其应该

重视研究生和本科生群体。另一方面加强用户在

数据库使用方面的信息反馈与调查，以便更好的

提供追踪用户对数据库需求的变化，对数据库资

源做出正确的评价，为下一步学校的购买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更好的为学科建设服务。

　　（二）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数据库管理的

重要性

　　数据库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直需要根

据学校具体情况进行规范和优化。目前大学图书

馆在数据库 的 选 择 方 面 多 是“跟 随 性”的 购 买 方

２０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８卷　



式［１２］。在 很 多 高 校，虽 然 馆 藏 资 源 较 丰 富，但 是

由于过多的试用数据库的链接，在与馆藏资源数

据库同质程度高的情况下，用户也无法判断各试

用数据库间的差异、优势，反而降低了用户对数据

库使用的效率。因此大学图书馆在对数据库购买

和管理的选择方面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同

时对 于 数 据 库 的 后 期 维 护 要 及 时 更 新、分 类、处

理，提高数据库的时效性和动态性，从而更好地为

科研群体提供服务。

　　 （三）挖掘本科生利用数据库的效率是

未来发展的趋势

　　科研队伍年轻化是未来科研发展的趋势，本

科生在大学中占很大比重，国外很多大学在本科

阶段就开始增大学生接触科研的机会，让他们尽

早了解科研，为将来更好更快地做科研提供机会。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还只是将本科生定位于学习

课程阶段，本科生对电子资源的使用率偏低，这在

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学生了解科研的机会。因此，
为了提高高校科研水平，使科研队伍更加年轻化，
更加有活力，非常有必要加强本科生使用数据库

的教育，这也是未来几年数据库利用的主要趋势。

　　（四）各高校之间的合作和共享是充分

利用数据库的途径

　　将各高校之间的数据库整合，并组织进行良

好的规划、开发与优化设计，增强各图书馆之间的

沟通与协作，不仅可以弥补各个高校数据库资源

的缺失，避免重复建库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可以尝

试大规模、成体系的数据库建设。通过各高校馆

际间优质、高效的合作与交流，不仅能保证共建特

色数据库的质量，提升共建特色数据库的质量，还
可以为各高校之间的学术合作搭建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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