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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北邮图书馆推出 2015 年度阅读报告，通

过深层次展示图书馆现有馆藏资源的分布情况、细粒度挖掘纸本资源的读者利用

情况，不仅能够更深入细致地了解读者的借还习惯、阅读偏好，而且能够指导图

书馆的馆藏结构优化，顺应学校学科发展的方向、读者兴趣的导向，从而更好地

为师生的教学工作提供图书资源保障。 

本报告的数据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0 日，分析对象为到 2015 年 12 月 30 日

进入流通的本文献资源，主要包括中外文纸本图书、期刊。本报告的主要结论如

下： 

 截止到 2015 年底 12 月 30 日，北邮图书馆入馆纸本资源共计 439411 种

1639922 册。2015 年生均册数（据统计，在校生人数为：23627 人）为

69.4 册；2015 年新增册数为 78210 册，生均增长 3.31 册。 

 2002 年至 2015 年平均年度入馆藏量为 22394.14 种 70840 册。 

 馆藏资源以中文图书为主，占总资源的 88%以上。 

 馆藏文献中 T 类（工业技术）图书在种数和册数上都占绝对资源。 

 2015年图书馆新增图书25955种78210册，其中图书资源占比约为95%，

期刊资源约占 5%，2015 年生均册数新增 3.31 册。 

 

本报告的数据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0 日，分析对象为到 2015 年 12 月 30

日进入流通的本文献资源，主要包括中外文纸本图书、期刊。 

截止到 2015 年底 12 月 30 日，北邮图书馆入馆纸本资源共计 44 万种 164 万

册。2015 年生均册数（据统计，2015 年在校生人数为：23627 人）为 69.4 册。 

1. 资源文献类型分布  

馆藏资源以中文图书为主，占总资源的 88%以上；外文图书种数占比为

10.6%，册数占比 5.95%。期刊作为连续出版物，种数相对较固定而且占比约为

1%，而期刊册数在总资源中占比约为 5%。如图 1 为各类文献在总馆资源的种数

占比和册数占比。 



 

 

 

 

2. 资源文献时间分布 

入馆藏时间的时间来看，截止到 2001 年，馆藏总数为 162701 种 648162 册。

2001 年以来，馆藏资源的建设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平衡性，2007 年前后为了迎

接学校的教学评估，图书馆根据学校发展要求和学生的需求大量购入新书；2002

年至 2015 年平均年度入馆藏量为 22394.14 种 70840 册；除 2007 年以外，2002

年到 2015 年年均入藏图书为约为 2.1 万种 6.4 万册； 

 

图 2  图书入馆藏年度分布 

从出版时间来看，近 5 年出版的图书为 75898 种 223173 册，平均每年为

15180 种 44634 册，而 2015 年出版的图书目前未全部完成编目加工进入馆藏，

因此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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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2015 年图书出版年度分布 

3. 馆藏文献学科分布 

馆藏文献的学科分布主要分析馆藏图书，如图 4 和图 5 分别是馆藏图书按种

数和册数的分布。馆藏文献中 T 类（工业技术）在种数和册数上都占绝对资源，

符合我校的办学特色，其次是 F 类（经济）、I 类（文学）和 H 类（语言文字）。

从图 6 可知，复本量 T（工业技术）、F（经济）、I（文学）、H（语言文字）、O 类

（数理科学和化学）最多。 

 

图 4 馆藏图书学科分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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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馆藏图书学科分布（册） 

 

图 6 馆藏图书学科种册分布图 

从学科大类来看，社会科学类图书种数最多而册数比自然科学类少，可见自

然科学类图书复本数相对较多，也是为了满足师生教学的需要。而 B 类（哲学、

宗教）和 A 类（马列毛邓）、Z 类（综合性图书）占比较小，但从学科门类上丰

富了馆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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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馆藏图书基本大类分布（种数） 

 

图 8 馆藏图书基本大类分布（册数） 

4. 2015 年入藏图书分析 

2015 年图书馆新增图书 25955 种 78210 册，其中图书资源占比约为 95%，

期刊资源约占 5%，2015 年生均册数新增 3.31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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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5 年新入藏文献类型分布 

2015 年入藏的图书种数和册数最多的 10 类学科依次为：T（工业技术）、F

（经济）、I（文学）、B 类（哲学、宗教）、D 类（政治法律）、K 类（历史地理）、

C 类（社会科学总论）、H（语言文字）、G 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O 类

（数理科学与化学）和 J 类（艺术）。 

 

图 10  2015 年入藏图书学科分布（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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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5 年入藏图书学科分布（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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