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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共享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探索和实践

———以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珊珊　竺　嵘　王绍良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３１１２３１）

　　摘　要　介绍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图书信息中心，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途径，引进“浙江网络图书馆”，在校区建设公共图书馆分馆等举措，以解决新建院校

文献资源稀缺的困难，满足学院教练员、运动员文献需要的经验。

关键词　体育院校　资源共享　途径

　　在原省职工体校、附属少体校和各竞技
运动体工大队基础上筹建的浙江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于２００７年正式挂牌运转后，学院设立
了图书馆和校园网管理部门合为一体的图书

信息中心，并面临着业务不熟和文献信息资

源稀缺两大困难。学院校区分散，训练基地

分布省内外，单凭学院本身的力量在短时间

内很难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较好的文献信

息服务。业务不熟，可以派出工作人员去有

关高校进修学习和聘请退休的图书馆专家来

逐步解决。但文献信息资源，需要长年的积

累才可能有一定基础。为此，共享校外的文

献信息资源是必然的选择。原浙江省体育局

局长李云林（现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在视察学院图书信息中心时，也要求中

心借助外力、资源共享，千方百计为学院训

练、竞赛、教学、科研与管理提供文献信息服

务，并在凝聚校园读书学习氛围，促进校园金

牌文化建设上多作贡献。几年来，我们在这

方面作了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现

叙述如下，并望得到同行指教。

１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途径的选择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是当今信息时代的趋

势，由于它能使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资源在

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地利用，故得到

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我

国已经建成和运行的国家层面的三大系统的

共享平台，有教育部的高等教育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系统、文化部的全国文化信息共建共

享工程和科技部的科技信息资源服务中心。

各地大多也相继建立了省市（自治区）一级

的三大共享系统。目前，以一个城市为中心

的跨系统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和平台也

正在积极地研究搭建之中［１－２］。这就为我们

共享校外的文献信息资源提供了大环境下的

可能性。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属于高职高专院

校系列，是“浙江高校数字图书馆滨江分中

心”成员单位之一，按理应共享“浙江高校数

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但受地域限制，实

际情况只是学院院部所在地的萧山校区可以

共享，而在省内其他地区的校区，由于都在偏

僻之地，在学院尚未配置相关设施的情况下

是无法连接应用的。而且，对训练基地来说，

为丰富运动员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大众化的

文献信息产品是其主要要求。为此，我们想

到了需要公共图书馆的帮助。

在呼吁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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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所高职院校却要跨系统共享公共图书

馆的文献信息资源，这不仅是个例外，而且还

受当前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管理体制与运行机

制的制约。但学院在省内多地的校区同时又

是省体育局属下的有关运动项目的训练基

地，本身也具有公共事业的属性。当我们带

着疑虑向浙江省图书馆共享工程部等单位求

援时，结果却令人十分满意。公共图书馆的

同行都认为，体育强省是浙江省的“省策”，

为运动员服务是全省各行各业的应尽义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的共享之路才越

走越宽。

２　共享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实践
几年来，从引进“浙江网络图书馆”到创

建公共图书馆的校区分馆，从单纯的书刊文

献共享到共同开展读者活动，我们得到了浙

江图书馆、长兴图书馆、象山图书馆的倾力帮

助与具体指导，由衷感受到图书馆界同仁的

深情厚意。学院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我们走

“共享之路”，每次活动，分管院长都会亲自

出席并致辞感谢，还要求驻地运动员要珍惜

和用好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文献信息资源，并

以优秀的文化学习和竞技运动成绩回报社

会。

２．１　引进“浙江网络图书馆”
在浙江图书馆的帮助下，学院千岛湖、象

山、长兴三个校区（训练基地）相继成为“全

国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基层服务点”，引进了

浙江网络图书馆的丰富资源。目前可共享的

有３００多万种电子图书，一万多种电子期刊
的３０００多万篇文献，学位论文有８０多万篇，
视频节目２万多部。运动员们只要在基地的
ＩＰ地址内用自己的电脑登陆浙江网络图书
馆的网站，就能够浏览这些海量的信息。这

相当于把全省甚至全国优秀的文化资源直接

搬进了运动队，搬到了运动员的课堂与宿舍。

基地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十分欢迎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的这种服务平台。全国人大代表

曹棉英教练认为，浙江图书馆将文化共享工

程建到了运动队，让队员们在训练的同时方

便了读书学习，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运动员们多学习一些文化知识，退役之后他

们的就业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是实实在在

看得见的好处。十一届全运会赛艇冠军赵磊

在攻读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学位撰写硕士毕业

论文时，就应用“浙江网络图书馆”查阅了许

多资料。

２．２　在校区设公共图书馆分馆
早在２００７年，我省象山县图书馆就在学

院象山校区（帆船帆板训练基地）设立了“图

书流动站”，把驻地运动员列为自己的读者。

该校区运动员人数不多，仅五、六十人。“图

书流动站”提供的２００多册图书每半年得到
更新，故基本能满足运动员的阅读需求。而

２００９年启动使用的长兴校区有多个运动队
数百名运动员，长兴图书馆在校区设立了分

馆，学院长兴校区图书室成为“长兴县图书

馆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长兴校区分馆”。

此举使他们共享到该馆丰富的纸质文献资源

及电子阅读资源，并在图书流通和开展读者

活动中得到了具体指导和帮助。如在 ２０１２
年“世界读书日”活动中，长兴图书馆捐赠了

２００册新书用于“图书漂流”，在长兴图书馆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运动员读者在餐厅、运动

员公寓和行政楼大厅布置了靓丽的“漂流

角”。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分会主任、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袁逸研究馆员、长兴图

书馆党支部黄祈书记、副馆长霍霏等还出席

了庆祝“４．２３”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袁逸研究馆员在射击决赛馆为大家作了

《读书声中是我家》讲座。当天下午运动员

们还参观了长兴图书馆， （下转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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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专业图书馆现代服务模式探究

宫楚涵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信息获取来源日渐丰富的今天，艺术专业图书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
战，服务模式要适应新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要。这就要求艺术专业图书馆

从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完善各项措施，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以适应艺术理论研究者

及其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的需求，在借鉴其他类型图书馆的先进服务理念、服务模式

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艺术科研发展的服务模式。

关键词　服务模式　学科服务　学科馆员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渐繁荣，人们的生
产、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

息成为社会、经济、科技赖以发展的重要源

泉。艺术专业图书馆在这场技术革命中，面

临着新机遇和挑战，艺术专业图书馆应建立

学科馆员的服务模式，为相关人员提供专业

化的信息服务，使图书馆发挥其在艺术科研

中的巨大作用。

１　建立艺术专业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

为科研人员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提供前所未

有的便捷，同时也给传统的图书馆工作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这就需要图书馆发挥学科馆

员的专业技能，在新的信息环境下更有效地

发挥图书馆人类知识库的功能。“学科馆

员”与“学科服务”是国际图书馆界的一种先

进的办馆理念和全新服务模式。学科馆员制

度是指为了保证学科馆员与对口学科专业人

员及部门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为其提供专、

精、深的信息服务而制定的一系列保障措施，

包括学科馆员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培养目标、

基本职责、服务内容和方法等［１］。我国最早

的学科馆员制度是在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图书

馆建立的，之后许多图书馆开始纷纷尝试建

立这一制度。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图书馆都

设立了学科馆员制度，开展了学科馆员服务。

同高校相比，专业图书馆特别是艺术科研单

位的图书馆学科馆员的服务模式还处在探索

阶段，需要从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中

吸取经验，结合自身图书馆馆藏特色，建立适

合艺术科学研究的学科馆员服务方式。

１．１　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建设可谓走在前

面，许多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建设较

早，自清华大学图书馆迈出革新第一步，建立

学科馆员制度开始至今已有十几年了，随后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纷纷尝试建立这一制

度。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设立了

学科馆员制度，开展了学科馆员服务，并在此

基础上逐渐向嵌入式馆员发展。“嵌入”也

就是学科馆员参与到科研过程之中，从项目

的选题、申报、研究、结题、成果评价和成果转

化等各个环节提供全程式的知识服务。课题

申报之前：提供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信息和科技查新服务，以帮助用户确定课题

的切入点和创新点，学科馆员不仅要注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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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项目技术发展趋势，定期或不定期提供同

行的最新研究进展与学术动态信息，还要在

项目完成后提供引证分析等科研评价信息。

称职的学科馆员除了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专

题情报服务，还可以为科研决策人员提供决

策参考服务，包括撰写专题调研报告、学科领

域的技术热点报告等。从服务内容更加趋向

专业化来看，学科馆员还扮演着情报专家的

角色。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经过多年的探

索实践，形成了很多有效实用的服务模式，对

艺术专业图书馆的学科馆员服务模式提供诸

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方面。高校图书馆的学

科馆员能够直接参与到一些教学和科研中

去，通过参与院系的教学、科研讨论等会议，

了解教学、科研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信息

障碍。一方面，馆员可以为项目研究提供前

期策划、内容分析、创新性论证、论文发表、成

果评价等方面的信息服务，以及随时为科研

项目的成员提供信息技能培训，使他们更好

地掌握获取信息的技巧；另一方面，定期跟踪

课题研究的进展，及时解决科研过程中出现

的各类信息需求，为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提

供可靠的知识保障。

１．２　艺术专业图书馆服务模式
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的丰富，研究人员和

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服务却在减

少，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图书馆只是存储文献

的空间，没有他们需要的文献，或者纸质文献

量大，翻阅起来需消耗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影

响获取信息的效率，而且图书馆不具有解决

他们科研和教学中所需信息的能力。

如我院的古籍阅览部配合院、所的科研

项目提供查阅古籍资料、原文校对、某一类别

文献的搜集、著录等服务，都是些比较“外

围”的检索服务，还达不到对某一课题或项

目做深入的、针对性强的辅助工作，服务层次

较低。很多馆员在古籍岗位工作多年，具备

一定的古籍查阅技巧、检索内容的方法，以及

分析、提炼古籍信息资源的能力，能够给科研

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甚至能提供非常有价

值的建议。但是基于诸多原因，古籍馆员的

服务优势没有受到科研院所的重视，馆员与

研究人员的特长未能更有效地发挥。

２　艺术专业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建立思
路

２．１　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
围绕院里的科研工作规划，明确建立学

科馆员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内

容、实施方案及其具体步骤等。建立学科馆

员绩效考评体系，对学科馆员职业道德素养

及爱岗敬业、信息咨询及服务能力、参与课题

及解决问题数量、用户满意度反馈情况等进

行综合评价。实行人性化管理，使其有相对

灵活的时间参与院系的教学科研及学术活

动，调动学科馆员的积极性，发挥学科馆员的

主观能动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２　争取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大力宣传学
科馆员制度

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对于学科馆员制度建

设的成败至关重要。通过各种形式向院领导

和学科带头人介绍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重要

性、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向他们介绍国内外

实施学科馆员制度为学科建设服务所取得的

成绩，主动为重点学科开展一对一的信息服

务、知识服务。院部分领导也是重点学科的

学术带头人，为他们服务，让他们体会到学科

馆员提供服务的优势，从而推动学科馆员制

度的进一步实施［２］。

２．３　加强学科馆员队伍建设
学科馆员需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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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乐于创新的精神；扎实的图书馆学、情

报学、信息学基础知识，广博的学科知识；较

强的信息检索、采集、组织与处理能力；较高

的英语水平；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公关能力。

学科馆员的队伍建设是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

首要任务。学科馆员的队伍建设包括学科馆

员的选拔、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层次结构、专

职与兼职结构、来源结构等规定［３］。对艺术

专业图书馆来说，一是，引进图书馆专业人

才，补充新生力量；二是，从各科研系所选出

专业知识扎实，有一定科研能力的非专职研

究人员作为学科馆员队伍的基础人才或兼职

人员；三是，从本馆内部挖掘潜力，在馆内挑

选一些学历相对较高、职称相对较高、业务能

力较强的馆员组成学科馆员团队。同时，加

强培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不断更

新学科馆员知识结构，使学科馆员队伍的知

识学历、职称层次、专兼职比例更趋合理。

３　艺术专业学科馆员的岗位职责
３．１　建立优质高效的服务目标

工作定位要准确，目标过高，无法实现，

制度只能流于形式；目标过低，不能充分发挥

学科馆员的作用。借鉴其他高校图书馆和专

业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模式，艺术专业图书

馆学科馆员的工作基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面向用户的信息咨询服务，即传统信息咨询

工作；学科资源建设，主要包括学科资源的收

集、开发与整合等，诸如学科导航、数据资源

的建设工作；为对口院系的重要科研项目提

供查新、评估；协助学生的创新教育与研究型

教育，为院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习、

课题研究、科研创新等提供多方位的信息资

源环境与信息资源线索。

３．２　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模式
科学合理的工作模式有助于学科馆员工

作事半功倍，围绕艺术科研的服务模式可以

尝试馆员专业化和馆藏专业化相结合。建立

与学科馆员的服务模式相适应的文献管理模

式，即馆藏专业化，设置专业学科阅览室，由

学科馆员负责提供服务，实现学科专业文献、

采编及流通阅览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能更加

充分满足新时期教学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

可以根据研究所的研究需要、某些学科馆藏

资源的优势，先建立试点学科的学科馆员服

务模式，使学科馆员直接为科研服务，参与到

项目、课题的工作中去，为系所提供针对性强

的服务。互助才能互动，互动才能使科研的

基本工作更加便捷、高效，这种模式可以使图

书馆的服务形式从被动的状态进入主动的状

态，使图书馆的工作不仅有活力更有实用意

义。艺术专业图书馆学科馆员发展成熟之

后，才能有效进入嵌入式馆员的服务模式，当

用户遇到问题时，能够“首先想到你，广泛地

知道你，方便地找到你，有效地利用你，良好

地评价你”［４］，使艺术科研与图书馆发展得

到有机结合。

这样的馆员不再是信息资源被动的收集

者，而应主动地深入一线，嵌入到教学科研过

程中，帮助他们甄别和过滤所需信息，凭借自

己在信息方面的优势成为研究人员的合作伙

伴，成为研究团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合作

关系意味着双方通过有效的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用户有了学科馆员提供的信息资源和信

息技术支撑，可以提高科研效率，加快成果产

出，同时也给具有学科知识背景的馆员提供

了一个发展空间，能提升馆员的职业形象及

价值。

学科馆员服务模式是基于图书馆与用户

之间的无缝链接，并形成良性互动，能够方便

图书馆更好地了解并满足用户的需求；有利

于图书馆由“资源主导型” （下转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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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识别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及系统国产化趋势

何晓冬

（兴化市图书馆　兴化　２２５７００）

　　摘　要　介绍了射频识别技术（ＲＦＩＤ）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并对图书馆 ＲＦＩＤ系
统的国产化趋势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图书馆 ＲＦＩＤ系统应用的论述，充分证实了射
频识别技术（ＲＦＩＤ）为图书馆带来了管理和服务上的飞跃。

关键词　射频识别技术　图书馆　国产化趋势

１　前　言
近十多年来，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化

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图书

馆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而随着射频识别

技术（ＲＦＩＤ）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现
代图书馆从服务内容到服务方式的一次新的

变革。近年来，国家对图书馆 ＲＦＩＤ的建设
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也获得了较好的成效。

从几年前的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图书馆、深圳

图书馆、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市长宁

区图书馆，到现在的贵州省图书馆、陕西省图

书馆、福州大学图书馆，甚至一些县级图书馆

都在实施或准备实施使用 ＲＦＩＤ系统。但
是，成本问题和 ＲＦＩＤ应用所带来的新的挑
战影响了国内图书馆 ＲＦＩＤ建设的发展速
度。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图书馆

需要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２　ＲＦＩＤ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变革
２．１　简化借还书流程，提高流通效率

现有的借还书流程仍然需要人工打开图

书扉页并找到条码位置然后才能扫描条码，

这样的操作流程仍然较为繁琐，借还书效率

比较低。同时，条码容易破损，这样不仅会影

响借还书的效率，同时也会影响读者对图书

馆的满意程度。因此，需要引入先进的读写

技术以实现自动化的图书借还流程，提高信

息存储的安全，提高信息读写的可靠性，也提

高借还书的速度。ＲＦＩＤ系统的自助借还书，
支持一次借还１０本以上（可灵活设定限制）
的图书，效率大为提高。

２．２　大幅降低图书盘点和查找工作量
依靠人工的图书盘点工作，特别是书架

图书的盘点工作量太大而且效率很低。图书

管理员盘点书架图书要凭自身的记忆对图书

进行分类放置和记录，费时劳神却又很难达

到目的。引入先进的 ＲＦＩＤ图书盘点工具和
方法，可实现图书盘点的自动化或半自动化。

ＲＦＩＤ非接触、远距离、快速读取多个标
签的特点，使盘点工作简单有效，ＲＦＩＤ使图
书盘点从不能盘点到可以盘点、轻松盘点；同

样，可以轻松实现顺架等功能，上架时可以根

据书库图形化路线（相当于电子地图）指示

馆员按正确位置查找馆藏。

２．３　改变借阅管理和安全防遗漏流程脱节
的情况

图书馆防盗系统现在还是孤立的防盗系

统，图书归还和上架之前要经过上磁处理，图

书借出时则要进行消磁处理，工作量较大，直

６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９期）



接影响了图书流通以及图书管理的工作效

率。若发生图书丢失的情况，由于无法记录丢

失图书的信息，对图书的日常盘点、补缺工作影

响极大。

ＲＦＩＤ系统对现有的管理系统进行改进，
将防遗漏系统与图书流通管理系统联系起

来，记录每本图书的进出库历史记录，从而可

以与借还书的历史记录进行匹配。

２．４　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图书馆工作人员由于积年累月的重复性

劳动，加上图书馆工作本身就很繁重，很容易

对图书馆工作产生一定的消极思想。由于管

理上存在缺陷，图书馆管理者对图书馆的管

理也大伤脑筋，加上读者也对图书馆表示不

满，导致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图书馆工作满意

度有所下降。应用图书馆 ＲＦＩＤ系统，可以
弥补管理上的缺陷，同时把工作人员从图书

馆日常繁重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其功能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ＲＦＩＤ技术大大减少了流通工作量，
剩余的流通工作也是配合 ＲＦＩＤ技术的自动
化工作，这样大大提高了流通馆员的工作积

极性和精神面貌；

（２）ＲＦＩＤ技术也解放了大批流通馆员，
使他们可以从事其他的高级的咨询工作，如

流动服务，举办讲座、展览、培训等；

（３）图书馆工作人员主要工作从流通转
向咨询，有助于图书馆提升人员素质，会有更

多的专业人才加入，有助于图书馆其他服务

工作的提高。

２．５　提高读者满意度
读者经常会对图书馆产生不满，产生的

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①虽然对图书进行盘
点，但是因为管理系统没有准确的记录，结果

导致了读者系统里能够查到图书，但是实际

上却找不到；②由于借还书的效率较低，借还

书排队等候时间太长，读者无谓地浪费时间，

导致不满意；③借还书中出现信息读取错误、
条码无法读出，增加读者等待时间，导致读者

不满意。

随着全社会对服务意识的不断增强，读

者对图书馆的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图书馆

需要迫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读者满意度。

图书馆采用ＲＦＩＤ系统可以给读者带来的影
响有：避免排队等候，更方便更快捷；更长的

图书馆开放时间；隐私性、选择性和独立性；

高科技带来的全新感受。

２．６　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采用ＲＦＩＤ系统改变了图书馆的开放、

业务流程、参考咨询等服务模式，为读者提供

个性服务。

（１）可以实现无人图书馆。ＲＦＩＤ技术
的应用，使无人图书馆成为可能，图书馆就可

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２４小时的全开放。
（２）图书馆业务流程的重组。ＲＦＩＤ解

放了流通部门占有的大量人员，使图书馆的

业务流程重组变得必要和可行；图书馆将从

以馆藏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提供给读

者的服务将迈向多元化、高级化和人性化。

（３）参考咨询性工作的重要性越发突
出。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是读者与信息资

料之间的中介，从而使图书馆区别于一般的

信息工具或者网络。图书馆流通工作淡化

后，参考咨询工作会成为图书馆的主要工作。

（４）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图书馆
将不满足于开展阵地服务、传统服务，充分利

用各种设施和技术条件，为社会公众提供多

样化、个性化服务，使图书馆的服务广度与深

度都得到延伸，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２．７　实现全面数字化管理
除了图书、光盘、馆藏珍品外，图书馆对

其他方面的管理也需要数字化。例如：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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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管理、行政管理、小额消费等，传统的管

理费时费力，缺乏效率，对读者、馆员都很不

方便。通过 ＲＦＩＤ技术，能够有效将这些环
节都数字化。

３　ＲＦＩＤ技术在图书馆的实现
整个图书馆 ＲＦＩＤ智能馆藏系统包括：

智能流通标签初始化转换系统、馆员工作站

应用功能集成系统、读者自助借阅系统、读者

自助还书系统、查询、顺架及盘点系统、智能

检测系统。①智能检测系统：当出入图书馆
经过该系统，图书被遗漏处理自动提醒；②馆
员工作站：在线设备的实时监控管理；为读者

提供更多更好的增值服务；辅助业务处理；③
自助借书系统：可供读者自助借书操作；④自
助还书系统：可供读者自助还书操作；⑤
ＲＦＩＤ馆藏标签：可记录书名、作者、出版社、
索书号、ＩＳＢＮ／ＩＳＳＮ等信息；⑥馆藏资料：图
书、磁带、光盘等；⑦馆藏点检系统：馆藏资料
盘点、查找、顺架；⑧标签转换系统：对馆藏标

签初始化，编写数据或分流；⑨图书馆应用系
统：与各类图书馆应用系统无缝集成。

完整的 ＲＦＩＤ系统层次包括 ＲＦＩＤ设备
层、控制器层、中间件层和管理应用层。其

中，ＲＦＩＤ设备层是 ＲＦＩＤ信息采集实现的层
次，图书电子标签的读写操作在这一层完成；

控制器层是ＲＦＩＤ电子标签数据初步解析和
条件判断和监控触发的层次；中间件层是

ＲＦＩＤ系统和其他管理系统联系的纽带，中间
件层屏蔽了应用层软件接口、数据等差异；管

理应用层则与具体的操作流程和业务相关。

基于上述 ＲＦＩＤ系统层次，针对图书馆
ＲＦＩＤ项目的具体要求，设计了图 １所示的
ＲＦＩＤ图书馆的功能架构。图中涵盖借书、还
书、盘点、顺架、标签转换及生成、查找和防盗

检测７大基本操作功能模块。这些功能模块
以中间件为桥梁与图书管理系统和一卡通管

理系统进行网络或设备层次上的数据交互。

图１　ＲＦＩＤ图书馆的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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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系统管理软件采用原有的图书馆
管理系统，系统中标签数据的读写、相关设备

的控制以及与原有图书管理软件的数据接口

通过ＲＦＩＤ中间件实现。
这种架构与常规的 ＲＦＩＤ系统架构比较

的优点在于：ＲＦＩＤ系统与已有的图书管理系
统之间通过ＲＦＩＤ中间件这一媒介实现数据
的交互，保证了两个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良

好融合，保证了现有图书馆管理系统和ＲＦＩＤ
系统各自的独立性和健壮性。采用这种架

构，如果某个系统发生变动，相应的只需要对

ＲＦＩＤ中间件部分进行修改就可以了，而不需
要修改另一个系统，这样便保证了不同系统

之间相对的独立性。

４　ＲＦＩＤ技术发展的国产化趋势
尽管ＲＦＩＤ技术给图书馆服务带来根本

性的飞跃，但由于图书馆藏书量巨大，而每本

书上都需要粘贴 ＲＦＩＤ标签，通常一个图书
馆至少都需要几十万张 ＲＦＩＤ标签。结合
ＲＦＩＤ智能馆藏系统、读者自助借阅设备、读
者自助还书设备、馆藏点检设备、智能检测系

统等，对图书馆而言将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因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ＲＦＩＤ图书馆产
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促进国内图书馆ＲＦＩＤ
的应用至关重要。

４．１　图书馆ＲＦＩＤ标签的国产化
目前国内所采用的 ＲＦＩＤ标签有如下三

种形式：①国外芯片，国外封装；②国外芯片，
国内封装；③国内芯片，国内封装。虽然中国
乃至全球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图书馆用 ＲＦＩＤ
标准，但从国内已使用 ＲＦＩＤ的几家图书馆
情况来看，均采用ＨＦ（１３．５６ＭＨｚ）、ＩＳＯ１５６９３
通讯协议、存储容量一般在１Ｋ－２Ｋｂｉｔ的标
签芯片。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国内 ＨＦ频段
ＲＦＩＤ标签产业链已基本形成：①芯片：上海
贝岭、上海华虹等；②天线：上海英内等；③倒

装焊：上海集速、上海中卡、厦门信达、杭州合

隆、北京亚仕同方等；④标签封装：上海申博、
上海集速、上海中卡等。

国产高频（１３．５６ＭＨｚ）标签产业链（芯
片，封装）已基本形成，因此产品已和国外产

品完全兼容，其主要优势有：

（１）在保证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同的工作
距离的基础上，采用了牺牲部分工作距离指

标降低 Ｑ值的方法，使其对天线及周围环境
的敏感程度降低，适合批量生产，工作稳定。

部分产品工作距离高于国外同类产品；

（２）芯片内集成内置谐振电容，便于批
量制作标签；

（３）芯片功耗低（５０ｕＷ），最小工作电压
低（１．２Ｖ），特别是写电压低，保证了写距离
等于读距离；

（４）对不同材质和形状的天线适应能力
强。

虽然目前国内图书馆用标签还是以国外

产品为主，但随着国内标签产业链的形成与

不断完善，国产标签的优势将逐渐显示。

４．２　图书馆ＲＦＩＤ系统的国产化
近年来，ＲＦＩＤ技术发展很快，ＨＦ（１３．

５６ＭＨｚ）频段的技术已非常成熟，并在图书馆
管理、危险品管理、人员管理、电子门票等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２００６年２月，国内首家应用 ＲＦＩＤ技术
的图书馆———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图书馆正式

投入运行，２００７年９月该学院图书馆新馆落
成，ＲＦＩＤ系统全面升级扩容，该套系统由上
海阿法迪智能标签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承建，

由此标志着ＲＦＩＤ在国内图书馆的应用迈出
了鼓舞人心的一步。系统运行至今，各项

ＲＦＩＤ应用一切正常，系统的可靠性和建设质
量得到了充分验证，这也意味着国产 ＲＦＩＤ
系统完全能够满足图书馆的业务运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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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国外的ＲＦＩＤ系统，国产ＲＦＩＤ系统
有如下优势：

（１）成本优势。在设备生产、软件开发
和系统集成方面，国内的成本优势是毋庸置

疑的。

（２）技术优势。国内 ＲＦＩＤ企业在技术
上已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３）服务优势。通过与国内图书馆业界
保持紧密合作，紧紧把握业界需求，不断对产

品进行创新，针对用户的特定要求可以定制

化设计、定制化生产；通过软件模块化设计，

可与图书馆内部管理系统无缝链接。

５　结　语
图书馆ＲＦＩＤ系统给馆员和读者带来了

耳目一新的图书借阅模式，也简化了图书借

阅流程，大大提升了图书馆管理及服务的水

平，让馆员和读者都能从中亲身体验人文的

关怀。“技术一流，管理先进，以人为本，服

务至上”是现代图书馆提倡的办馆理念，图

书馆ＲＦＩＤ智能馆藏管理系统正是该办馆理

念的有力贯彻。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已认识到

ＲＦＩＤ技术所带来的伟大变革，未来将会有更
多的图书馆开始应用 ＲＦＩＤ技术。同时，从
国内信息化进程来看，国产化程度已越来越

高，图书馆ＲＦＩＤ系统国产化将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１］　裴庆丰．射频识别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与思

考［Ｊ］．图书馆界，２０１１，（４）：９０－９２．

［２］　许　强．普适环境下射频识别技术在图书馆

中的应用［Ｊ］．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０，（１）：１２－

１３，２３．

［３］　冯明毅．基于ＲＦＩＤ技术平台的图书馆服务模

式［Ｊ］．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２，（４）：９２－９３．

［４］　许　毅．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对现代图书馆服

务及管理的影响［Ｊ］．四川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

（３）：１０－１２．

［５］　牛　伟．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在图书馆安全管

理中的应用［Ｊ］．中国科教创新导刊，２０１２，

（１６）：２５２．

（责任编辑：何立民

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

）

（上接第５页）
向“服务主导型”的转变，充分体现“以人为

本，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有利于加速文献

信息传播和促进学科信息交流，提高资源利

用率，使图书馆服务平台能够不断完善且高

效运转。

总之，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建立不可能朝

夕完成，但它可以让艺术专业图书馆的丰富

馆藏资源及馆员学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　王林廷．高校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论略

［Ｊ］．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０４，（２）：５３２－５６１．

［２］　武三林，等．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实施

策略［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７，（３）：１０７－

１０８．

［３］　陈小勉，吴　静．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

度的创新［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０，（１）：９７－

９９．

［４］　初景利．试论新一代学科馆员的角色定位

［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７，（３）：１－３．

（责任编辑：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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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美国“中国学”（汉学）

文献交换的回顾与展望

段洁滨

（国家图书馆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图书交换始于１８６９年，可谓历史悠久，而国家图书
馆有意识地交换美国“中国学”文献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本文拟对国家图书馆与

美国“中国学”文献交换的历史做一个回顾和展望，对我们了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

脉络，做好交换工作大有裨益。

关键词　中国学　美国　文化交流　图书交换

１　中美文化交流简史
１．１　中美两国的早期接触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知道欧洲

了，但知道美国却是在１７７５年至１７８３年美
国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早期有关中国的信息

则大都来自欧洲。最早来中国的美国人是一

些商人和探险家。独立后不久，为了与东方

进行贸易，１７８４年２月２２日，美国“中国皇
后号”商船离开纽约启程前往中国。大副山

茂召回忆说：“这是第一艘来中国的美国商

船，中国人把悬挂着星条旗的我们称为“花

旗国”［１］。满载数百吨茶叶、牙雕、丝绸、瓷

器的皇后号返回美国时，船上的货物被人们

抢购一空，其中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被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看中，如获至宝，珍藏起

来。如今，这把茶壶成为了美国国家博物馆

的藏品。

此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慢慢多了起来，

１７９７年，一位荷兰人把他谒见中国皇帝的经
过写成了一本书，据说这是美国出版的第一

本关于中国的图书。

１９世纪，美国人主要还是通过传教士来
了解中国的。１８３０年，第一位美国传教士埃

力亚·布里奇曼来到广州。１８３２年起，他编
辑出版了《中国宝库月刊》，向美国和欧洲读

者介绍中国。１８４４年７月，美国政府和清政
府签订了《望厦条约》，这为美国传教士来华

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之后的６年里，有很多
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既传播基

督教，又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则是另一番景象。

较早到美国的是几名中国木匠，他们是１７８８
年随一艘英国轮船到达美国的。１８２０至
１８４８年间，美国旧金山海关记录有１４名中
国人入境美国，随着“淘金热”的到来，大批

华人开始了美国的淘金征程。

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有关美国的图书是

１８２０年出版的《海录》。作者曾是一名海员，
一次在南海航行时遇上风浪，被一艘外轮救

起，于是在船上当了１４年水手，期间他去过
很多国家，晚年失明，口述成书。在书中，美

国被称为“米里干”：“米里干在英国以西，原

属英国，今已独立。”

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有着深刻的影

响。美国的启蒙运动虽然晚于英法，但中国

文化影响欧洲的那些元素在美国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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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８年，纽约市就曾上演了由法国思想家伏
尔泰根据中国《赵氏孤儿》改编成的歌剧《中

国孤儿》。１７３８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宾
夕法尼亚公报》上发表了《孔子的伦理》一

文，他特别赞赏《大学》中“格物致知，知至而

身修”的道理，他说，如果他年轻，他会到中

国去。

１．２　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
１９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界受到前所未

有的冲击，西学东渐之风盛行，中国人对美国

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是中国近代“睁眼

看世界”的先锋人物。林则徐深感“不谙夷

情”之苦，于１８４１年编著了《四海志》，该书
概述了五大洲３０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介
绍英、美、法、俄等国，成为系统介绍美国的开

端。

１８４２年，魏源的《海国图志》给了人们以
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他明确提出了“师夷

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

支配百年来之人心。”

徐继畲则耳闻笔记，批阅旧籍，推敲考

订，数十易稿，于 １８４８年改写成《瀛环志
略》，该书被后人称为“海外破荒之作”。徐

继畲打破了“天朝上国”的思想，对美国的政

治制度做了详细介绍，对清末宪政思想起到

了启蒙作用。《瀛环志略》一版再版，读书人

“家置一编，展诵不辍，意味可窥外人情事”，

可见该书的影响之广。今天，在美国华盛顿

纪念塔的第十层上，有一块花岗石石碑，碑上

刻有徐继畲赞扬华盛顿的文字，他把华盛顿

描述为远超陈胜、吴广、曹操、刘邦的“提三

尺剑开疆万里”的英雄［２］。为表达对徐继畲

的谢意，１８６７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总统约翰
逊特委托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将一

幅华盛顿的画像送给了徐继畲。

２００９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举办
的中美对话开幕式上曾引用孟子的话：“山

经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

塞之矣。”借此表达愿共同构建通往未来和

平道路的意愿。

京师图书馆馆长（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则是考察美国后的

亲历记录。１９０３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对美
国进行了考察，《新大陆游记》一书对闭目塞

听的国人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章太炎等主

张在中国实行美国共和体制的思想无不受其

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同样与美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他投身革命４０年，有１６年流亡
海外，其中 ７次赴美国大陆和檀香山，１９４４
年３月１２日，宋庆龄在美国孙中山纪念日作
演说时说：“我们推翻满清的运动深受美国

革命的影响。”［３］

中美两国的历史交往对毛泽东也有着深

刻的影响，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
者白修德谈话时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

安还很落后，就像当年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

但华盛顿知道正确的思想能让人拿起武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可见，中美两国人文交往的历史源远流

长，影响深远。

２　美国“中国学”（汉学）发展简史
２．１　美国“汉学”的缘起

１９世纪初，欧美基督教士相继来到中
国，东西文化在中国有了早期接触，由于西方

对中国文化的不断认识和研究，最终促成了

“汉学”的形成。

美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始于１８４０年之后，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美国有

组织的‘中国学’研究的标志是１８４２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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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东方学会，而１８７６年耶鲁大学开设的
汉语课程，表明美国的汉学研究从草创时期

进入了学院研究时代。”［４］１９２８年哈佛大学
与中国燕京大学共同创办的“哈佛燕京学

社”，使哈佛大学成了美国“汉学”研究的中

心，开创了学院“汉学”的新时代。

２．２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美国早期的“汉学”研究和欧洲一样，都

是以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就是最突

出的两位早期代表人物。

裨治文：１８３０年到达广州，在中国生活
了３０多年，１８３２年创办《中国丛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
《中国丛报》在中美两国的历史交往中起到

了“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的作用［５］，

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

之后大大提高了一步，他被后人誉为美国第

一位汉学家［６］。

卫三畏：１８３３年到达广州，在中国长达
２０年，先在《中国丛报》做编辑，后任教耶鲁
大学。１８８４年，他的《中国总论》（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出版，该书“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
中国的英文范本”，为他成为美国早期最著

名的汉学家奠定了基础［７］。

１８７２年传教士奈尔的《我早年在中国的
生活》一书则为那个逝去的年代的中美交流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２０世纪初，美国北长老
会传教士方法敛的《中国早期的文字》（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ｒｉｔｉｎｇ）一书对中国早期的文字进行
了全面介绍，学术价值无可估量［８］。

近代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当属费正清，

他创立了现代美国“中国学”，他的研究成果

影响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美国与中国》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一书是他的代
表作，该书在中美建交之前，几乎同时出现在

了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案头上，对中美关系的

走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中美

比较研究的经典教科书。

３　国家图书馆与美国文献交换回顾
３．１　中美首次图书交换

１８６７年，美国的史密森协会希望与中国
清政府建立出版物交换关系，由于各种原因，

清政府没能同意。１８６８年，美国驻华代办卫
三畏再次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图书交换事

宜，但因为当时两国能互通晓对方语言者甚

少，此事再次搁浅。我国是个农业大国，鉴于

此，美国农业部很想得到中国农业方面的资

料，于是委派薄士顿上校为特派员来北京，同

时带来五谷、蔬菜以及机械、采矿方面的图书

送给清政府，希望能交换同类图书。１８６９年
６月７日，清政府准备好书籍和谷种，一并具
函致美国使馆，以答谢美国政府，这些图书包

括《皇清经解》、《本草纲目》、《五礼通考》

等，如此，完成了中美历史上第一次出版物的

官方交换。这批回赠的图书共 １０种、约
１０００册，分装１３０函，每个函套上贴有白纸
书签，上面印有英文说明：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Ｕ．Ｓ．Ａ．ｂｙ．ＨｉｓＭａｊｅｓｔｙｔｈｅＥｍ
ｐｅｒｏ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ｕｎｅ１８６９（１８６９年６月中国皇
帝陛下赠送美国政府）［９］。回赠美国的这批

中文图书，不仅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文

库之祖，也为中美两国播下了文化交流的种

子。

３．２　建国前后我馆与美国文献交换简略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的

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在北京成立，１９２６年我国
加入布鲁塞尔交换公约，京师图书馆（国家

图书馆前身）受教育部出版品国际交换局的

委托开始成为收藏国外出版物的机构，随后

即收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官报３０００册。
１９４４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共商抗

日大事，期间，他向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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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国立中央图书馆、农业和文化教育界

捐赠了一批测候器械、医疗药品、种子、图书

等，还参观了西南联大，赠教学用书［１０］。我

馆十分珍惜在抗战期间收到的这批来自美国

的图书，此后因国内战事不断，再无暇顾及和

美国的图书交换事宜。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美两国关系疏远，正

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２０１２年在回顾中美
关系发展史时所说：“４０年前，隔洋相望的中
美两国互相疏远，政府之间除了间或指谪，毫

无往来，民间交往稀少而短促。”［１１］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虽说解放初两国尚

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我馆于１９５５年就与美国
加利弗尼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州立图书馆、斯

坦福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文献交换关系［１２］。

我馆把《人民中国》、《今日中国》、《北京周

报》以及《楚辞集注》、《李白诗选》、《三国演

义》等图书寄给了这些大学。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国内很多科研单位都需
要美国材料工程师协会（ＡＳＭＥ）和美国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ＩＥＥＥ）的论文集和会议
录，这些通过贸易途径无法获得的文献，最后

都是通过我馆的国际交换获得的。

１９７９年两国建交后，文献交换也有了一
个飞跃，此时我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扩大

与老交换单位的交换数量，二是积极发展新

交换单位。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目前我馆与
美国８０家各类单位建有文献交换关系，其中
大学馆５１家、公共馆８家、博物馆６家、出版
社６家、学会５家、研究所１家、公司１家、科
学院１家、艺术馆１家。

在这８０家单位中，美国加州大学斯塔尔
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美国杜

克大学图书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美

国琳达霍尔图书馆、新泽西李堡大学图书馆

与我馆的交换关系稳定密切，每年我们寄给

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中文期刊就达

３１７种，包括大学学报、中国科学院的英文系
列期刊，我们也从这家图书馆收到包括《天

体物理学》、《国际植物科学》、《美国教育》、

《美国社会学》、《图书馆季刊》等几十种美国

刊物。我们从杜克大学得到《美国文学》、

《政治经济学史》、《民族史》、《今日诗学》等

刊物。此外像《外交季刊》、《中国研究专

刊》、《现代中国杂志》、《现代中国》、《中国

经济评论》、《中国季刊》、《现代中国文学和

文化》、《现代华语文学杂志》、《中国文学：散

文、文章与评论》、《今日中国文学》、《２０世
纪中国》等这些有关中国政治、外交及文学

的刊物我们也都有收藏。

近年来，我们更是把荣获英仕曼亚洲文

学奖的《狼图腾》、《河岸》和《玉米》寄给了

对方，这些作品均已有了英译本，而莫言的小

说更是我们今年推荐的重点。美籍华人女作

家艾米·谭认为，莫言的声音完全可以像米

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深入美

国读者的心。

目前我馆“中国学”阅览室有８０种各国
“中国学”期刊，其中美国２６种，还有三万多
册“中国学”图书，如基辛格的《论中国》，罗

伯特·罗斯的《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

美中关系再探讨》等。

２０１２年我馆交换部门收到来自美国交
换户的图书２５００多册，可见，我馆与美国的
书刊交换步入了一个快车道，由于双方的互

补，文献的互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

推进。

３．３　根据对方收藏特色，搞好文献交换
有的放矢，根据对方所需进行文献交换，

可以事半功倍。

华盛顿大学注重中国历史的研究，哥伦

比亚大学以收藏中国文化和哲学见长，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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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侧重方言，加州伯克利分校注重实用口

语，芝加哥大学则在汉语教学上领先一筹，宾

汉顿大学是全球第一家建立“戏曲孔子学

院”的学校。根据各校特点，我们在制作交

换书目时，除大众书目外，还有针对性地制作

特色书目，根据他们研究重点、收藏特色、教

学方法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文献，以满足他们

的需求。我们也会告知我们的需要，他们同

样会积极配合，把美国近期出版的有关“中

国学”的文献寄给我们。比如：美国新泽西

李堡公共图书馆与我馆的交换关系发展很

快，我们把所需“中国学”文献的要求告诉对

方，对方很快就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得益于

一位负责与我馆交换的华人馆员，双方沟通

无障碍，业务需求一拍即合，目录提供多样，

发书速度快捷，仅去年一年我们就收到对方

的图书１５００多册。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中国戏曲大学与美国宾

汉顿大学共同建立了全球第一家“戏曲孔子

学院”，该学院在宣传中国戏曲的同时还为

学生举办各种戏剧讲座，将中国戏曲文化穿

插在汉语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在和

对方交换时，特请书商专门制作了含有戏曲

艺术类的目录，如《中国戏曲文化》、《中国戏

曲十五讲》、《京剧盔头与彩塑脸谱制作技

法》、《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等，我们想：当远

在这家孔子学院授课的中国教师一时找不到

教学用书时，他们可以在该校的图书馆中，找

到通过我们交换为其提供的资料，解决他们

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而该校的学生，更可以

通过我们交换的图书，了解我们的国粹，了解

我们的文化。

４　研究美国“中国学”文献的意义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

烂的文化，同时也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

几百年来，“中国学”就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

一座桥梁，“中国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

国文化的交流史，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

击的结果，是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一个延伸。

美国人从另一个角度探寻中华文化，反

馈的是另一种文化背景，斯诺的《红星照耀

中国》被称赞为“西方了解中国革命的新纪

元”，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则被认为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佳战地报告文学”［１３］，

这些经典作品我馆均有收藏。

今天，我们收集美国“中国学”文献，不

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美国“中国学”资源，追

踪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探

究美国“中国学”产生、发展的过程，如此我

们才能理清美国“中国学”这块“它山之石”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搜集保护好美国“中国

学”文献是国家图书馆的责任和使命，我们

是最善于吸收一切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海

纳百川才能成其大。

熟悉美国“中国学”的情况，还可以帮助

我们了解对方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度，从而构

建一个更加科学的中华文化体系，把中国文

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进而使我们在

对外文化交流上做到有的放矢。

５　未来展望
通过与美国各馆的文献交换，我们可以

看出：我馆与美国的文献交换始于两国建交

之前，如此说明文化交流并不因双方有无外

交关系而受到阻碍。几十年来，美国的“中

国学”研究在西方与英、德、俄成四足鼎立之

势，现在则呈异军突起之势，领先世界各国。

了解了这些特点，经过我们的努力，相信我们

与美国各馆在“中国学”文献的交换上定会

有一个更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１］　李文俊．“中国皇后号”：第一艘来中国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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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航海，１９８９，（１）：１４．

［２］　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雁过留声：中美人文

交流的记忆［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６５．

［３］　陈日文．孙中山在美国的足迹［Ｊ］．今日中国

（中文版），２０１１，（１０）：２７－２９．

［４］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上卷）［Ｍ］．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６．

［５］　（清）姚　莹．康糟纪行（第１２卷）［Ｍ］．道光

二十五年（１８４５）：２４．

［６］　仇华飞．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Ｊ］．史学月刊，

２０００，（１）：９７．

［７］　徐光华．国外汉学家［Ｍ］．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９２－２９３．

［８］　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Ｍ］．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８２．

［９］　彭道杰．首次中美国家级图书交换始末［Ｊ］．

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００，（３）：７７．

［１０］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Ｍ］．北

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４．

［１１］　张德广，杨文昌．跨越太平洋的握手［Ｍ］．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２：７．

［１２］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

史资料汇编（一）［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２：５２．

［１３］　吕　超．外国人的中国观［Ｍ］．沈阳：辽宁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６９．

（责任编辑：邵利勤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

（上接第２页）　并在那里的电子阅览室接
受了“浙江网络图书馆”应用培训。

２．３　共享浙江图书馆对外服务部的展板资
源

图书信息中心在节假日和世界读书日开

展活动时，经常得到浙江图书馆对外服务部

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把许多专题展板送来展

出。这些展板丰富了活动的内涵，提升了读

者的人气，增添了学院的文化氛围。这些年

来，共享的专题展板有：《地震科普知识展》、

《汉字发展史图文展》、《浙江图书馆馆藏浙

版图书装帧艺术展》等等，这些展板先是布

展在学院萧山校本部各训练场馆，然后移至

教工路校区，有的还送去杭州市外的校区展

出。由此，也充分发挥了这些展板的宣传效

益。

特别是今年春节后在院本部展出的“春

节那些事儿”《浙江各地春节习俗摄影展》，

１２０多块展板的阵势已经够“庞大，”“板凳
龙、扎臂香、跳马灯、泰顺百家宴……”等全

省各地独特过年的习俗更是让师生员工目不

接暇。紧张备战第十二届全运会不能和家人

团聚的运动员们，通过这些照片照样感受到

了家乡的“年味儿”，感受了乡土文化的朴实

与丰富。

共享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极大

地弥补了我们的短缺，及时而又丰富地满足

了学院教练员、运动员的信息需求和文化需

求，使我们在校园业余文化活动中增添了很

多“正能量”。同时，也加强了长期处于封闭

训练状态中的运动员和社会的联系与接触，

有助于他们的全面成长。

参考文献

［１］　谈大军，王一琳，高　波．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我国

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１，（２）：４３－４７．

［２］　翁丽红．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浅论［Ｊ］．福建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１）：４－７：５９．

（责任编辑：孙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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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

及其来源途径探析

于新国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天津　３０１６０７）

　　摘　要　从开放获取运动及其国内外发展、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概况、类
型和数量、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获取来源途径，包括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网

站、专类文献信息资源网站、数据库文献信息资源网站、文档分享资源网站、网盘存储

资源网站、搜索引擎网站等方面，对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及其来源途径进行了

探析。

关键词　文献信息资源　来源途径　开放获取　中国

１　开放获取运动及其国内外发展
１．１　开放获取运动及国际最新发展

开放获取是目前全球学术界、期刊出版

界和图书情报界正在流行的一种以利用互联

网免费获取全文文献信息资源为特征的新型

学术出版和学术交流模式。布达佩斯宣言

２０１２年的新１０年倡议提出，１０年内使开放
获取成为所有学科传播同行评议研究论文的

主流方式［１］。２０１３年国际开放获取运动继
续高速发展，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宣布，自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其所有期刊将遵循关于
开放获取的规定。目前，它已经有１３种完全
开放获取期刊和超过１２０种的选择性开放获
取期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

宣布，从２０１３年７月起，将向全世界公众免
费提供附带开放许可证的数字出版物，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出版物将可以通过多语

言界面的开放获取文库得到下载获取。这一

新的政策意味着任何人都将可以下载、翻译、

改编、分发并重新共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出版物及数据，并且无需为此而交纳费用。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全球研究理事会通过并
正式发布开放获取行动计划，并建议其成员

采取一系列行动来促进科研成果的开放交

流。

１．２　我国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
我国是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介入开放获取运

动的。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科学院院长
路甬祥院士在德国柏林代表中国科学家签署

了《柏林开放获取宣言》。２００５年７月８日，
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

坛”，我国５０余所大学的图书馆馆长签署了
开放获取的“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图书

馆合作与数字资源共享武汉宣言”，表明了

中国高校支持开放获取的立场和决心。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２５－２７日，“第八届开放获取柏林国
际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也是开放获取柏林

会议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行。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２２－２４日，“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国
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首个

开放获取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参加“国
外图书馆学研究与本土化”学术研讨会的代

表和《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在苏州独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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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布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开放

获取出版苏州宣言》。虽然开放获取在发展

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阻力，不过正如国家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主编所说：“反对开放获取就像电视机发明

后，你还要求新闻必须按照原有模式只在电

台广播，不准在电视台播新闻一样荒唐”［２］。

２　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状况
２．１　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概况

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全世界网民数量
约为２４．１亿，我国网民就达到５．６４亿，约占
全世界网民数量的 ２３．４％。我国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４２．１％，超过了全世界３４．４％的平
均普及率，更超过亚洲 ２７．５％的平均普及
率［３］。这是一个由于互联网发展而带来的

极其庞大的用户群体。正是这个还在不断增

长着的庞大用户群体，有力地支持着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也支持着我国开放获取运动的

发展。因为网民不仅是网络文献信息资源的

获取者，同时也是网络文献信息资源的创造

者和发布者。我国的开放获取运动已经从最

初的理论探讨阶段，进入到实际应用阶段，加

入开放获取的文献信息资源的类型和数量都

正在快速增加。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类

型已经由最初仅有的期刊论文和仓储论文，

发展到总共３０余种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基本
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体

系。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发展速度之

快是非常明显的，仅以开放获取学术期刊资

源为例，在４年前的２００９年，我国开放获取
学术期刊资源还仅有百余种［４］，而现在已经

发展到万余种，其速度发展之快由此可见一

斑。

２．２　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类型
目前，我国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已

经初步形成学科全面、类型丰富、格式多样、

获取方便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学

科全面是指已经形成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综合性文献在内的

全学科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５］。类型

丰富是指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类型已达

３０余种，其中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地图、论
文、学位论文、学术会议文献、标准文献、专利

文献、竞争情报、研究报告、地方志、家谱、工

具书、数据库、精品课程、讲座、教学资源、数

据、文档、光盘、音频文献、视频文献、幻灯片、

动漫文献、３Ｄ虚拟资源、在线展览、软件、政
府出版物、产品资料、网盘文献、摄像头在线

直播、电视台在线直播、综合性文献资源等文

献信息资源类型。格式多样是指开放获取文

献信息资源所采用的文献格式多种多样，文

献格式的大类就包括有文本、超文本、表格、

图片、照片、音频、视频、多媒体、动画、三维格

式等。获取方便是指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

具有下述２０多种获取方式。
２．３　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量

丰富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带来

了可观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数量。目前

我国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量已经达到

相当可观的程度。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

主干资源，包括总计数１０亿份网盘文件、上
亿份文档、近千万件专利文献、上百万种电子

图书、上百万篇电子论文、数１０万篇学位论
文、１０余万件标准文献、近１０万篇学术会议
论文、数万张随书光盘、数万门精品课程、上

万种电子期刊、上万部学术会议报告视频、上

万个网络摄像头在线直播、数千种电子报纸

和数千部讲座、数百个电视台直播资源，以及

综合性的中国科技资源等在内的庞大的开放

获取文献信息资源集合体。庞大的开放获取

文献信息资源数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

用户对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获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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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获取来源
途径

３．１　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网站
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网站算是正宗的

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获取来源途径，可以更

为方便地开放获取各类文献信息资源。如绝

大部分文献信息资源都可以免费全文开放获

取下载的“ＯＡ搜搜网”（原“ＯＡ图书馆”）网
站。它利用谷歌搜索技术建立的开放获取内

容搜索，可以很方便地搜索和下载获取包括

中文文献信息资源在内的６０００余种期刊资
源和５０００多个开放获取数据库资源。其中
包括开放获取机构存储库、开放获取期刊库、

开放获取预印本资源、开放获取期刊和开放

获取电子课件等多种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

类型。其他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网站还有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奇迹文库”、“中国

科技资源共享网”、“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开

放科网”和“开放获取期刊联盟”、“Ｓｏｃｏｌａｒ”
等。

３．２　专类文献信息资源网站
专类文献信息资源网站是专门收录某些

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网站，包括收录各种类

型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网站。其中最为

典型的网站如收录１６亿份网盘文件的“１１５
网盘”，７３００余万份文档的“百度文库”，近
９００万件专利文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３０余万篇论文的“中国论文联
盟”，２０余万篇学位论文的“台湾博硕士论文
知识加值系统”［６］，近 ２０万种电子图书的
“浩扬电子书城”，１２万余件标准文献的“标
准分享网”，９万余篇学术会议论文的“电子
信息科技文献数据库会议论文库”，２万余张
随书光盘的“山东高校图书馆随书光盘资源

联合中心”、２万余门精品课程的“国家精品
课程资源网”、９万余篇学术会议论文的“电
子信息科技文献数据库会议论文库”、１．２万
余部学术会议报告视频的“中国学术会议在

线”、５０００余种电子期刊的“希网网络”、５０００
余部讲座资源的“洱吧下载”、上万个网络摄

像头在线直播资源的“怪鸟网”、约千种电子

报纸的“６点报”，８００余个电视台直播资源
的“６６直播网”等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网
站。

３．３　数据库文献信息资源网站
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含机构

库、典藏库等）是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

另一种重要来源途径，而且也是目前开放获

取某种特定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的主要途

径。数据库的类型有多种，既有综合性数据

库，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数据库，

更有大量的特色数据库。如专科数据库、专

业数据库、专类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专区数

据库、专人数据库、专校数据库、专族数据库

等。如我国大陆地区万余篇学位论文文献资

源，就是主要通过各种专门数据库来获取。

目前，高校自建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数量

最多的数据库是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收录

开放获取链接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和数量最多

的数据库是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

“学术共产主义开放获取文献资源”［７］。

３．４　文档分享资源网站
在互联网上，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档文

献资源被储存在众多的具有开放获取性质的

文档资源分享网站中，其类型几乎可以囊括

所有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有些网站的文档

资源收录数量也非常巨大，其中许多文档文

献资源的质量较高、相关性较强，垃圾资源较

少。因此，文档资源分享网站也是开放获取

文献信息资源的一种重要来源途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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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文档资源分享网站有许多，综合性文

档资源网站如“百度文库”、“豆丁网”、“道客

巴巴”、“爱问·共享资料”、“超星文档”、

“有道文档资料搜索”等；专业性文档资源分

享网站如“行业资料共享”、“中国会计天

空”、“中国会计视野文库”等；专类文档分享

资源网站如幻灯片类的“幻客网”，视频文档

资源类的“土豆网”、“优酷”、“爱奇艺”、“我

乐”，３Ｄ虚拟资源类的“３Ｄ虚拟网”、“中国
虚拟现实资讯网”、“３Ｄ旅游网”等。
３．５　网盘存储资源网站

由于目前网络硬盘（简称网盘）发展迅

速，大多数网盘已经实现了文献信息资源的

网盘云存储，因此，使网盘存储资源网站成为

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一种重要来源途

径。利用相应的网盘资源搜索引擎，可以对

网盘内所存储的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方便地检

索和开放获取。以“网盘搜搜”为例，它是一

款支持众多网盘存储资源网站的网盘搜索引

擎，利用谷歌自定义搜索引擎定制，搜集了国

内的几乎全部和国外的部分优秀网盘资源，

所以它的网盘资源很丰富。它将网盘存储资

源网站分为优秀网盘和普通网盘两种类型。

优秀网盘是指网站的世界排名在５万名以前
的网盘网站，普通网盘是指网站的世界排名

在５万名以后的网盘网站。这样可使用户有
更好的搜索体验。其他网盘搜索引擎还有

“百度网盘搜索”、“找文件：网盘混搜”、“盘

搜”、“搜盘网”、“教学快搜网盘”、“网盘搜

索”等。

３．６　搜索引擎网站
利用搜索引擎网站也是检索和开放获取

文献信息资源的一种重要来源途径［８］。由

于目前网络搜索引擎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

搜索引擎网站往往就可以直接检索到并可开

放获取大量各种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目前

常用的综合性搜索引擎品牌，如谷歌搜索引

擎、百度搜索引擎、搜狗搜索引擎、必应搜索

引擎、有道搜索引擎、盘古搜索引擎、中搜搜

索引擎、搜搜搜索引擎、会搜搜索引擎、搜下

搜索引擎、即刻搜索引擎等。还有一些搜索

引擎属于专类的搜索引擎，它们搜索的专指

读更高，面向的文献资源范围更为精细。其

中学术搜索引擎如“Ｇｏｏｇｌｅ学术搜索”、“读
秀中文学术搜索”等；网盘文献资源搜索引

擎如上所述。一些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可以

进行字词、时间、语言、地区、位置、文件类型、

使用权限等多种条件的限定，用以增强用户

检索和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精确度。其中，

利用谷歌搜索引擎７１种语言文字的在线翻
译功能，可以实现国内出版的外文文献信息

资源的中文利用［８］。如果同时配合使用谷

歌浏览器，则可以实现５５种语言文字文献信
息资源自动翻译转换为中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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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应成为大学生的追梦园

林　平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３）

　　摘　要　高校图书馆应努力弘扬大学文化，培育人文精神，与时俱进，改进服务。
要充分利用纸质文献和数字化资源的各自优势，培养大学生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

惯和情操。本文根据笔者长期在高校图书馆一线工作的实际经历，提出一些具体建

议和设想，指出高校图书馆要努力吸引年青学生，将图书馆真正办成他们的寻梦地和

追梦园。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建设　大学生　追梦园

１　前言
图书馆被称为学校的“第二课堂”早已

成为大家的共识。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中

看，高校图书馆在学校教学和科研两驾马车

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书籍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大学生通过

读书，能拓展课堂知识，了解各方信息，引发

无限遐想，伸展梦想的翅膀！历史上众多名

人名家都是通过大量阅读获得才智，取得了

成功。过去，纸质文献记录了人类的生活轨

迹，记载了人类科技成果，总结了前人方方面

面的实践经验，为后人学习继承、研究创新积

累了丰厚的资源，一些珍贵的古籍和历史文

献更是一些百年老校的无价之宝！当今，随

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传统图书馆发生了革

命性的变革，文献资料的查找和阅读变得更

方便快捷，在数字化资源不断丰富的大背景

下，许多图书资料不仅可以馆际互借，还可以

网络浏览和传递，大大拓展了阅读时空，令人

神往，使人心醉。

一个大学生在高校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

几年，每个专业所开设的课程也就一、二十

门，教师的授课内容无论深度广度都是十分

有限的。而一旦进入图书馆这个大课堂，能

熟练利用图书馆，全面了解检索各类文献资

源的途径，就如同进入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知识宝库，时时得到名师高手指教。即

使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也将终身受用。高校

图书馆如何加强软硬件建设，合力推进改革，

创造更新、更完美的获取各类信息的条件，真

正成为大学生汲取知识、实现理想的追梦园，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以下就笔者在

高校图书馆的多年工作经历谈一些个人看

法，和大家共同商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２　弘扬大学精神，感受人文情怀
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人文底蕴，历史

长的一百多年，历史短的也有一二十年，从而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办学理念。虽

然培养模式、发展规划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

相通的，那就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精

髓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笔者认

为：学术气氛更浓郁，开放交流更广泛，创新

意识更强烈，成果转化更直接，应该是当今高

校大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最好诠释，而图书

馆是最能彰显这种人文底蕴的地方。图书馆

完整地保存了学校办学以来的图书文献资

料，而且编目分类都比校规范，管理也比较到

位，无论是场地、库容和藏书量，以及多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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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其他丰富馆藏资源，都无时不刻地散发

着神奇的人文气息和悠香。这里有各专业的

经典图书，有数十年保存下来的期刊合订本，

还有几十年前已经泛黄的报纸和各种声像资

料……大厅里还摆放着百年校庆校友赠送的

红木屏风……学生一走进图书馆就能感受到

一种震撼。笔者所在的图书馆还专门开辟了

校友著作专柜，收集了大量校友和本校老师

的科研成果和论著，以增强同学们的自豪感，

激发他们勤奋读书的自觉性。同时，还定期

举办各种展览，如书画摄影展览、节俭环保展

览等，还聘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来馆

举办中国剪纸讲座等。据笔者了解，一些学

校把校史陈列馆也放在图书馆，使学生在了

解学校历史的同时，更热爱专业。

高校图书馆应该成为人文教育的中心，

在营造人文环境的同时，培养学生读书兴趣，

树立“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的理念，使他

们在“第二课堂”感受文化的熏陶，吸收人文

的涵养。

３　丰富馆藏资源，开辟寻梦通道
图书馆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也是职场

人士的充电站。大学生处在人生成长关键时

期，培养良好读书习惯，对未来一生影响巨

大。《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提出建成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让大学生通过终身学习，助

推人生理想的实现，是高校图书馆的光荣使

命！图书馆有义务向大学生普及掌握快捷查

找各类文献资料的技能、途径和方法。让大

学生明白这不仅仅是为了写毕业论文，要让

他们树立图书馆是自己终身的良师益友的信

念，知道无论今后做什么工作，不管是搞科研

还是创业办实业或经商投资，人生旅途中的

各种问题，都能在图书馆找到参考资料。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在学校学习专业

知识和技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踏

上社会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胜任工作，提高

职场竞争力。要增强高校图书馆的吸引力，

首先就是要搞好馆藏资源的建设。按浙江省

教育部门对普通高校馆藏图书建设标准，要

求达到在校学生生均１００册，高职高专院校
生均 ７０册，期刊报纸不低于读者人数的
１５％，也就是说学校如果有１万学生，期刊和
报纸的订阅数不应少于１５００种。近年来高
校图书馆为了达标，集中财力采购了大量的

纸质图书，几年的采购量甚至超过了过去十

几年的采购量。但是，我们发现在信息技术

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校图书馆的纸质图书和

期刊的阅读人数和借阅量却呈下降趋势。笔

者在高校图书馆一线工作，更能亲身感受到

这一现象。过去每到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

期，阅览室的期刊和过刊书架前总是人头攒

动，要求复印的同学使我们都忙不过来。而

现在这种情况大大减少，很多同学都在图书

馆网站找到了需要的资料，这一点在浙江工

业大学图书馆一份对高校纸质期刊利用情况

调查分析报告中也得到了证实。随着数字化

资源丰富和互联网普及，高校图书馆订购了

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二次文献数据库

（包括题录、文摘、索引等），还自建了一些特

色数据库。最常用的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和万
方数据库、读秀等，这些资源极大地丰富了馆

藏资源，大大方便了读者通过网络访问浏览。

如何适应新形势，研究年青人的学习特点是

摆在高校图书馆面前的新课题。要知道时下

最流行的学习方式是以数字化为基础，利用

智能手机、ＩＰＡＤ等移动终端获取各类知识信
息，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当然，纸质图书和数

字化文献各有长处，不能偏废。只有坚持

“两条腿走路”，加强引导，取长补短，才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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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彰，真正使大学生的寻梦通道畅通无阻。

另外，图书馆采编人员要密切留意当当、卓越

等网上最新图书动态和阅读排行榜上的新

书，及时购买流行新书和新华书店新书目录

上的图书，及时满足读者需求。

要使图书馆能吸引年青学生，高校图书

馆有许多工作应改进。譬如，现在图书馆大

都能无线上网，但阅览桌边的电源插座实在

太少，不能满足同学们手提电脑的使用，应尽

快解决。再譬如，图书馆听音室配备的复读

机、ＭＰ３以前能吸引同学们来学外语，而现
在这些东西都成了摆设，要改变这种情况，图

书馆能否和一些影院合作，周末放映一些最

新大片，另外还可以结合教学，定期播放一些

中外精典的原版外语片或音乐剧，配合讲座

以提高同学们的鉴赏水平。还有，如果有新

的数字资源引进，应及时向同学宣传，以提高

图书馆的上座率。同时，图书馆网站建设是

重中之重，应加大投入，不断创新。

４　搭建交流平台，激发创业热情
高校图书馆不仅是一个藏书、读书、借书

的地方，还应搭建读者交流的平台。除推荐

新书、建立读者协会、交流读书心得外，还应

定期举办各种讲座和展览，请一些学者或杰

出校友来校演讲，既传授知识，又激发人生梦

想。大学校园必须营造一种崇学向善的氛

围，让学生踏上社会后，立志认真做事，踏实

做人，为社会奉献的正能量。笔者所在学校

在百年校庆之际，在图书馆大厅举办了一个

本校学生创业成果展览，大量的文字图片资

料记录了学哥学姐们的创业历程，有艰辛波

折，也有成功欢乐。师生们观后感慨万分，深

受启迪。大家懂得了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

读死书不行，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担当，

敢于实践才行。当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知

识爆炸时代，各种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

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梦想有追求，才

不会被社会淘汰。笔者认为：既有基本理论

知识，又有实际动手能力，还有吃苦耐劳精

神，更有完美健全人格，这是我们培养新一代

大学生的目标。

高校图书馆要努力为读者创造一个面对

面的交流平台，可以通过读书会和征文比赛，

或通过大讲堂的形式进行互动交流。我校图

书馆曾多次举办主题征文活动，并为获奖同

学颁奖，同学们反响热烈。有条件的高校图

书馆在推荐新书活动中，还可请作者来校当

嘉宾，与读者互动交流，活跃读书气氛。这一

系列的文化活动提升了学校的品味和美誉

度，也是整个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国家博物
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

梦”，中国梦是人民的梦，每个大学生心中对

未来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我们的民族因梦想

而兴旺，我们的国家因梦想而富强，我们的人

生因梦想而精彩！大学生通过读书，能激发

创业斗志和事业梦想。梦有多远决定我们能

行多远。如果一个大学生都不爱读书，那将

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不读书的民族

是没有前途的。

５　坚持以人这本，全面关爱学生
每当夜幕降临，校园里灯光最明亮的地

方是图书馆，最安静的地方是图书馆，同学汇

聚最集中的地方往往也是图书馆。同学们在

图书馆复习自修，交流学习心得，查找各种资

料，翻看最新的期刊和报纸……可以这么说，

除了在教室上课和寝室休息外，不少同学把

大学图书馆当成了自己的客厅和书房。他们

热爱图书馆，有时为了占一个座位，早早等在

门口，闭馆时，为了第二天能继续享用悄悄地

将书本放在椅子上（学校不准将书放在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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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隔夜占座）。浙江省高校图书馆评估指

标规定，学校阅览室每周开放时间不得低于

７０小时。一般学校图书馆每天晚上９时半
后才关门，据笔者长期观察，除了学校教师，

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和学生接触最多，相处时

间最长的群体。特别是在晚上和双休日，偌

大一个校园，除了个别值班老师，只有图书馆

的管理人员和保安与同学们相处。因此，图

书馆工作人员不仅是服务人员，更是管理人

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注重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

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全党都要关注青年、

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图书馆作为一个服

务部门，也是高校传播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

首先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要为人师表，同时

依照管理制度，对同学中的一些不文明行为

要进行劝导（比如大声喧哗、频繁打手机、吃

零食、情侣间过份亲昵等），对一些事态苗

头，更要及时发现，报告处理。最近，复旦大

学发生的投毒案，应当引起各高校反思。据

报载，杭州公共图书馆最近联合团市委

１２３５５青少年服务台，推出“用阅读治疗情绪
病”收到了很好效果，据该馆工作人员介绍，

在阅读治愈过程中，图书馆充当了阅读材料

与读者之间的桥梁，通常由图书馆馆员、心理

治疗师、或其他相关专业人员，针对读者的个

体差异，以及各种情绪病，进行阅读材料选

择，通过阅读引起共鸣，起到纾解情绪，缓解

压力的效果。这一做法，很值得高校图书馆

借鉴。根据人流集中，开放时间长的特点，笔

者建议高校的学生心理咨询（辅导）室的地

点能否移到图书馆，这样效果会更好。

同时，高校图书馆应努力为学生创造一

个优良的阅读环境，大到馆内美化、绿化，小

到开窗通风、室内照明、饮用水供应等，要象

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贴心关爱同学。去年冬

天江南特别冷，笔者所在学校图书馆中央空

调出现故障，学校及时在学生阅览室增添了

六台大型分体式空调，使同学们在图书馆倍

感家的温暖。

６　总结
随着时代进步，高校图书馆面临诸多新

挑战，如何吸引年轻读者，将大学图书馆真正

办成学生的寻梦地和追梦园，是考验我们智

慧的大事。今年４月２３日是第十八个世界
读书日，从某种意义上讲，推动读书就是推动

社会进步，党的十八大更是把“开展全民阅

读”写进报告中。大学生是未来中国梦的践

行者，阅读对于个人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高

校图书馆务必将培养大学生的读书兴趣作为

自己重要任务，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一

生热爱读书，在未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

型社会的实践中，书写人生华章，实现自己的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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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开架借阅模式下

乱架的原因和对策

———以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王晓华

（河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漯河　４６２００２）

　　摘　要　高校图书馆开架借阅以来，方便了读者，大大提高了图书利用率，但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乱架已成为广大图书馆普遍存在的现象。以我院图书馆为例，

针对乱架问题找出其主要原因，并探索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开架借阅模式　乱架　高校图书馆

　　在当今社会，开架借阅已成为高校图书
馆流通部对外服务普遍采用的模式。所谓开

架式借阅，就是读者可以亲自进入书库从书

架上选取自己需要的书籍阅读或者借阅的方

式。对于读者来说，开架借阅大大缩短了读

者与书的距离，为读者提供触类旁通的机会，

扩大了读者的选书范围，从而有利于提高图

书的利用率，使图书馆的图书资源得到更加

充分的利用；对于馆员来说，开架借阅减少了

馆员的工作量，无需亲自为读者拿取他们所

需要的图书，节省了人力和时间。但开架借

阅也出现了最大的弊端─—图书乱架问题，
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科学管理，开架借阅的意

义将大打折扣，细排也将失去意义。笔者根

据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工作实践，通

过随机调查和统计分析，试图分析这些问题

产生的原因，并探讨解决的措施。

１　开架借阅乱架问题的原因
高校图书馆由于读者人数较多，再加上

取书的随意性，使得图书乱架、错架率增加，

尤其是利用率较高的图书乱架率很高，笔者

曾选定一流通书库进行过连续一周的统计，

发现乱架率高达１０％，即１００本图书中就有
１０本乱架书。周六、周日由于读者数量更
多，乱架率更高，乱架现象较严重。

造成乱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读者因素：有些读者不遵守图书馆的借阅制

度，再加上有的读者有随手乱放的习惯，往往

随意抽取，乱插乱放，从而造成乱架；受借阅

量的限制，有些读者乱藏图书，从而导致乱

架。以我院图书馆为例，每位读者只能借２
本图书，有些读者发现自己喜欢的图书有几

本，但不能全部借出，为防别人借走，就把自

己喜欢又未能借的图书藏于不引人注意的书

架上，或置于书架的底部和顶处，为自己下次

借阅做好准备。这样也会导致图书乱架；大

多数读者虽受过专业的入馆培训，但对图书

的排架标准，图书馆的管理、借阅制度往往不

太重视，故趁图书馆员不注意，随手乱放；学

生对馆员服务态度不满，产生报复心理。有

些学生对馆员的服务态度不满，甚至由于某

些原因和馆员发生争执，由此产生报复心理，

有意将图书乱拿乱放以增加馆员的工作量，

也会使某些书变成“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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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图书馆员方面的原因：经过调查，我

们发现，一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对图书乱架

现象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些管理员没有

合理排架，图书排放的过挤、过高、过低，读者

抽出图书后放回去很困难，索性就随手放置。

另一方面，有些图书馆员缺乏工作热情和责

任心，不熟悉馆藏，不能向读者推荐相关图书

资料、介绍检索方法，对读者态度冷漠甚至恶

劣。更有甚者，对读者归还的图书不及时上

架，随意摆放等，这些都导致乱架现象产生。

２　开架借阅乱架问题的对策
图书的乱架现象不但在我馆出现，在其

它馆也出现频繁。一般来说，减少乱架现象

有以下多种形式。如：加大工作人员的整架

次数、使用代书板、开展读者志愿者活动、有

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装上图书定位分析系

统。针对乱架严重问题，我们对书库花费了

近半年时间进行了大的整顿，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经过实践证明，乱架率大大降低，书库

环境干净整洁，书库面貌焕然一新。结合我

馆治理乱架的措施，并参考兄弟院校管理的

经验，针对乱架问题，我们试图探索出一套切

实可行的方法，降低乱架率，提高流通服务质

量。

２．１　加强读者入馆教育，使其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

在新生入馆教育方面，我馆的做法取得

了一些成效。新生入学后，图书馆积极组织

学生实地参观图书馆，并由馆员介绍一些关

于图书馆借阅方面的基本知识，分发图书馆

读者入馆指南小册子，介绍图书馆的馆藏分

布，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中图法简表及简单

分类规则，以及各个书库阅览室的规章制度

等。使他们对图书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

组织老师到各个系部进行新生入馆教育培

训，给他们介绍图书的分类及排架知识、借阅

规则、代书板的使用、图书馆规章制度等，并

让学生现场演练，使读者养成一个良好的阅

读习惯。教育读者爱护书籍，不可在书上乱

写乱画，不可将不借的书随手乱放于书架上，

以免造成图书乱架。

２．２　实行岗位责任制，书库包干到人，提高
馆员的责任心

我们根据流通部工作人员数量，把书库

书架图书划分成若干块，分包给个人，由专人

整理负责。此外，制定了书库岗位考核细则，

通过自评、互评、领导小组考核、学生监督投

诉等评价体系，不定期进行考核检查，督促他

们及时整理图书。此办法试行后，书库面貌

焕然一新，乱架率大大降低，取得了全院师生

的一致好评。

２．３　合理布局书库，科学排架，设立醒目架
标，化复杂为简单

图书馆应根据馆藏实际情况，充分利用

馆藏空间，不断调整藏书体系和布局。为符

合读者借书规则，利用《中图法》对开架书库

进行分类，在分库入口处设置准确、详细的标

识平面图。同时，在书架的两侧标明详细、醒

目的架标，让读者对自己想借阅的图书的位

置一目了然。这样可以节省读者借阅时间，

减少盲目找书造成的乱架现象，提高藏书利

用率。对于流通率偏高的图书，设立热门专

架、新书专架、推荐专栏等，并做出醒目的标

识，既能方便读者浏览查阅，又减少了工作人

员归架、理架的工作强度，显著提高图书的流

通环节，加快流动速度及利用率，减少了乱架

的发生。另外，使用多色书标排列图书，并定

期更换污损、模糊、脱落的标识，使读者能省

时省力尽快找出所需的图书。较高书架的最

上层和最下层，读者选书不方便，我们配备书

梯，方便同学们取放图书。在管理上，对流通

率高的书库，合理增加工作人员，参与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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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中去。

２．４　美化书库环境，设置温馨提示和流动书
车，减少乱架行为的发生

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文明的殿堂，是我

们共同的心灵家园。图书馆的环境需要大家

共同来维护。但很长时间以来，对乱架，很多

图书馆都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

例如“禁止”、“不许”、“不准”、“必须”、“否

则”等禁止性语言和“处理”、“警告”、“取

消”、“罚款”等惩治性文字，但收效甚微。这

样做一是让读者反感，二则是没有尊重读者

的权益。以我院图书馆为例，我们构思并制

作了一些“温馨提示”标语，如“你有你的家，

书有书的家，别把书儿放错家。“看完后请

把我送到书车里”，“我喜欢排好队，让每个

读者都好找我”等在各个阅览室和书库进行

张贴。以此来督促同学们的行为，体现更加

人性化的服务。同时，我们还在每个书库的

阅览桌旁配备流动书车，同学们阅读完毕若

不借出，可放在书车上，由工作人员整理后统

一上架。经过实践，发现图书乱架率明显降

低。

２．５　提醒读者使用代书板
每位读者来到图书馆进入书库，看到进

入书库前的盒子里有代书板。但是他们不知

道代书板的用法，所以不能自觉地使用代书

板，这也是造成图书乱架的原因之一。我们

就在学生入馆教育时加强进行这方面的教

育。让读者自觉地去遵守。如果在书架上找

到自己想要的图书，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的

同时，请将代书板插入该书原来所在的位置。

如果翻阅之后确认不想借时，请不要把书到

处乱塞，而是将它插回代书板的位置。然后

将代书板抽出，到别处再看，如果确认要借

出，则请将代书板一同抽出带走。离开书库

后，请将代书板交还给工作人员，领回借阅

证。这样，可确保图书排列有序，方便查找。

虽然有些图书馆为了减少工作人员的负担，

现在已不用代书板，但由此带来的乱架现象

也一直困惑着他们。所以为了减少乱架率，

在书库和阅览室使用代书板也是一项不错的

办法。

２．６　开通网上馆藏图书检索查询功能，利用
计算机检索服务，减少读者借阅的盲目性

我们在图书馆专业网站上开通馆藏图书

检索查询功能，读者可以随时随地登陆图书

馆网站，查询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并记录下图

书所在的书库，分类号，索书号等，根据这些

信息，可以直接去图书馆借阅。这样可以减

少读者乱翻图书的次数，减少乱架现象的发

生。

２．７　建立读者参与管理机制
图书馆的开架借阅管理，只靠工作人员

的管理是不够的，还要依靠读者的积极参与，

设立勤工俭学岗位、吸纳义务馆员、建立读者

协会等，有选择地吸收一些热爱图书馆的读

者进行培训，请他们参与图书馆的归架、整架

和宣传图书馆的制度等工作。通过学生读者

的工作经历，让他们了解、理解和支持图书馆

工作，成为图书馆的义务宣传员，从而带动整

个读者群体。而且他们作为读者的代表，又

能及时准确地向图书馆反映读者信息，通过

沟通交流，更有利于推进开架借阅服务的进

一步完善。

２．８　采用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ＲＦＩＤ）是一种利用射频信号通过
空间耦合（电磁耦合或电磁传播）实现信息

传递并通过对传递过来的信息进行分析以达

到目标识别的技术，一个完整的射频识别应

用系统由电子标签、射频阅读器、数据处理系

统三部分组成。把图书的存放位置记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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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ＦＩＤ标签中，工作人员通过读写器的扫描，
便可发现错架乱架的图书。即使图书被读者

放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工作人员也很容易

发现。目前，射频识别技术已被图书馆学术

界高度关注，在国内一些大型的公共图书馆，

如深圳市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中，

这项技术已得到全面应用。随着技术的进

步，相信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对乱架图书的自

动追踪和定位一定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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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查新站荣获教育部科技

查新工作站先进集体称号

　　为推动查新站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
高校科技查新工作的发展，２０１３年７月３日
至５日，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高校
科技查新工作研讨会在浙江宁波召开，来自

全国１０３所高校图书馆、查新工作站的相关
负责人、专家共１７０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上，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８４所高校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中的１５个先进集体
和５０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浙江大学查
新站被授予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张冬梅老师被评为教育部科技查

新工作站先进个人。本次先进集体评选，由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根据各教育部科技查新

工作站历年工作情况和年检结果等相关情况

遴选产生。这是自２００３年开展教育部科技

查新工作站认定工作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

内评选、表彰科技查新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依托于浙江大学图书与信息中心的“教

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Ｚ０９）”是目前教育部
授权批准的直属的、具有部委级查新资质的

认证机构，面向浙江省以及邻近省份的高校、

政府机构、工矿企业、科研院所等开展科技查

新与咨询服务。建站十年来，查新站因查新

工作成绩突出，曾多次获得教育部的特别表

扬，此次获得的荣誉是对浙江大学查新站多

年工作的再次肯定。浙江大学科技查新工作

站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和水平，为高校科技创新作出更多的

贡献。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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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书分类利用统计的地方高校馆藏

资源优化和读者服务管理研究

冯一丹　（上海财经学院　杨浦　２００４３３）　
冯济德　（浙江省台州学院　临海　３１７０００）

　　摘　要　以 Ｈ学院图书馆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收藏图书的借阅数量、增加数量和利
用率统计数据为基础，从中图法２２个类目出发，将图书馆收藏图书历年利用率平均
降幅分为三个区域进行纵向、横向比较，分析图书利用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提出地方

高校图书馆馆藏优化的策略和读者服务管理创新的措施。

关键词　收藏图书　利用率　比较分析　馆藏优化　服务创新　地方高校

１　引言
以读者为中心，有针对性地提供馆藏资

源和优质服务，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根

本目的。随着合并升格、本科教学评估工作

的展开，地方高校图书馆馆藏在数量的增长

上有了新的突破，但在品质的提升上，如何转

型与学科专业教学、科研需求协调发展却成

为目前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的迫切问题。为

了更好地了解图书馆现有收藏图书的利用情

况，有必要对收藏图书利用率进行统计，利用

数据进行纵向、横向的对比，依据统计结果，

分析图书利用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有针对性

地探寻地方高校馆藏资源优化策略和创新读

者服务管理工作，使之遵循地方高校图书馆

事业发展规律，适应学科专业教学、科研的需

要［１］。

２　收藏图书利用率的概念
图书利用率是指图书馆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指一年）收藏的某类图书被读者借阅

的累计册数在该类收藏图书总册数中所占的

百分比。即收藏图书利用率＝相关类别收藏
图书一定时期被读者借阅累计册数／该类图

书一定时期收藏的总册数×１００％。
图书馆收藏图书的利用率可以及时、客

观地衡量地方高校某一时期收藏图书的实用

性，真实地反映出高校图书收藏与读者需求

的依存度，为馆藏资源建设和和读者服务管

理工作提供参考。

３　各类收藏图书利用率的统计
笔者现以 Ｈ学院图书馆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收藏的纸质图书为对象，利用图书馆 ＩＬＡＳＩＩ
集成管理系统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

版）对各类图书收藏数量、借阅数量逐年分

类统计，计算各类图书利用率，从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２２大类出发，分为三个区域对各类图
书利用率进行纵向、横向比较，分析历年图书

利用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探寻地方高校图书

馆藏优化策略，创新读者服务，更好地促使地

方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进行和图书馆事业的

顺利发展［２］。

３．１　收藏图书利用率
通过对Ｈ学院图书馆年度图书收藏数

量与读者借阅量的统计，Ｈ学院图书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按使用标准书号的２２类收藏
图书利用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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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Ｈ学院图书馆各类收藏图书年度利用率　　（单位％）

％

　年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２０００ ３３４．１１５５６．３４３７５．８６ ２３５．１ ３７５ ３１１．７６４００．０８ ６０２．６ ４２７．１７４８２．１５３０１．５８

２００１ ２８９．４２４７７．４８３１１．０１１９１．７５２６２．１５２９５．０５４３１．３２６７９．３８９０９．５３ ４２１．７ ２９３．９５

２００２ １１１．５２３２１．２１ ４６．３ ８７．８８ １６９．５ ２１４．９６１６９．３１６５０．６１９０５．６９ ３３５．４ ２６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８．１６ １８７．８７２３９．２３ ７２．９２ ９２．１７ １５２．４９１６５．７７２５４．９７１７４．６１ １３６．６ ８８．７６

２００４ ９３．９３ ３８９．０６ ３８１．８ １２７．８１３２７．０８２３８．３５２９９．３１４０３．２２６５４．０５２８９．４１２５９．８７

２００５ ７６．１８ ２６３．０４１７２．２８ ６８．７３ ２０１．３２１６３．４５１３６．７６２１８．６３２７２．３７１９５．８７１２５．９１

２００６ ９２．２５ ２０９．８５１３５．７９ ５６．０２ １８１．８３１２４．５８１１８．９５３１０．６６３７１．９４１８２．３６１５４．４８

２００７ ７０．２８ １６４．３３１１３．６２ ８６．６４ １６７．３７ ８７．８８ １１０．８５２７２．２１３４２．７４１４５．７６１３３．０９

２００８ ３８．６４ １００．５ ５０．７８ ５５．１６ ４７．２７ ６０．０８ ７３．２８ ２１１．０６１４６．９５ ７４．５８ ５８．１４

２００９ ３０．１４ ２０．９ １３．０８ ４３．８５ １７．６２ １９．４１ ３８．５３ １０９．１３ ４７．８９ ３４．４２ ３４．６６

％

　年
Ｎ Ｏ Ｐ Ｑ Ｒ Ｓ Ｔ Ｕ Ｖ Ｘ Ｚ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８３１６．６７ ４４．６７ ９５．０７ ２９５．４５ ２２．７４ ３６９．４ ５９．３８ ２１．４３ １６９．３５１２７．４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５．８６３２７．８２ ６５．３４ １６９．３９ ２１７ ３１．３３ ２８５．１３ ４３．２７ １２１．０５１６９．７８１３２．３３

２００２ １５２．０７３４４．１１ ５４．１９ ２１３．６６１７０．８８ ２２．１ ２０２．６６ ４６．４３ １５．５６ １６０．７７ ８１．９２

２００３ ８．６５ １２５．１７ １９．７５ ６４．０６ １０９．１８ １５．１７ １８２．８１ ３０．３８ ４．１５ １００．２４ １１．３６

２００４ ６５．８３ ２７１．８５ ７６．３６ １５４．４６１４１．６７ １６．５５ １１７．１６ ２２．７ ６４．４９ ９２．６５ １６４．７８

２００５ ２４．６３ ７７．７２ ２１．１６ ５９．１６ １４６．１７ １４．６３ １１２．９５ ２４．５９ ９．８８ ５０．６ ６５．２６

２００６ ２２．７９ ９６．８６ ６２．７３ ５５．９４ ５４．１２ ２２．７５ ８２．９３ ３１．０３ ５．４１ ３０．５１ ３４．１７

２００７ １８．５２ １４５．２６ １６．１８ ７１．６４ ７３．７５ １１．７７ ６５．３３ １５．３９ ８．４７ ２１．６３ ３６．１１

２００８ ７．８ ６６．６４ ４．８４ ３３．５８ ３９．４５ ４．８ ３９．２１ １３．４９ ５．５６ １７．５８ ３．３３

２００９ ５．８４ ３３．０８ ３．７９ １７．５６ １６．６８ ２．６ １７．１１ ８．８２ ９．０９ １０．１７ ５．９６

　　数据来源：Ｈ学院图书馆，统计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３．２　各类收藏图书年度利用率分析
３．２．１　图书利用率年度平均降幅。图书馆
收藏图书的利用率年度平均降幅公式：（１－
Ｘ）９＝Ｕｂ／Ｕａ。其中，Ｕａ和Ｕｂ分别表示期初

和期末各类图书利用率；Ｘ表示一定期间各
类图书年度平均降幅，Ｈ学院图书馆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各类图书统计数据，按公式计算利用
率年度平均降幅，划分成三个区域：Ｖ、Ｈ、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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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Ｓ、Ｏ、Ｉ分别为 ９％、１７％、１７％、１７％、
１９％、２１％、２２％、２２％；Ｊ、Ｆ、Ｘ、Ｒ、Ｇ、Ｋ、Ｐ、Ａ
分别为 ２３％、２３％、２４％、２４％、２５％、２７％、
２７％、２７％；Ｅ、Ｔ、Ｚ、Ｂ、Ｃ、Ｎ分别为 ２９％、
２９％、２９％、３１％、３１％、３３％。
３．２．２　收藏图书利用率的纵向、横向比较。

（１）Ｈ学院图书馆收藏图书年度平均降
幅

!

９％且
"

２３％的文学（Ｉ）由４２７．１７％降
到４７．８９％，降 ３７９．２８个百分点；数理科学
（Ｏ）由３１６．６７％降到３３．０８％，降２８３．５９个

百分点；农业科学（Ｓ）由 ２２．７４％降到 ２．
６％，降２０．１４个百分点，政治、法律（Ｄ）由
２３５．１％降到４３．８５％，降１９１．２５个百分点；
语言、文字（Ｈ）由６０２．６％降到１０９．１３％，降
４９３．４７个百分点；生物科学（Ｑ）由９５．０７％
降到１７．５６％，降７７．５１个百分点；交通运输
（Ｕ）由５９．３８％降到８．８２％，降５０．５６个百
分点；航空、航天（Ｖ）由 ２１．４３％降到 ９．
０９％，降１２．３４个百分点，各个类目收藏图书
年度利用率的具体变化态势如图１。

图１　八类图书年度利用率变化态势图

　　（２）Ｈ学院图书馆收藏图书年度平均降
幅

!

２３％且
"

２８％的经济（Ｆ）由３１１．７６％
降到１９．４１％，降２９２．３５个百分点；艺术（Ｊ）
由４８２．１５％降到３４．４２％，降４４７．７３个百分
点；医药卫生（Ｒ）由２９５．４５％降到１６．６８％，
降２７８．７７个百分点；环境科学（Ｘ）由 １６９．
３５％降到 １０．１７％，降 １５９．１８个百分点；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Ａ）由 ３３４．１１％降到

３０．１４％，降３０３．９７个百分点；文化、教育、体
育（Ｇ）由４００．０８％降到３８．５３％，降３６１．５５
个百分点；历史、地理（Ｋ）由 ３０１．５８％降到
３４．６６％，降２６６．９２个百分点；天文学、地球
科学（Ｐ）由４４．６７％降到３．７９％，降４０．８８个
百分点；各个类目收藏图书年度利用率的具

体变化态势如图２。

图２　八类图书年度利用率变化态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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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Ｈ学院图书馆收藏图书年度平均降
幅

!

２８％的哲学（Ｂ）由 ５５６．３４％降到 ２０．
９％，降５３６．４４个百分点；社会科学总论（Ｃ）
由３．８６％降到 １３．０８％，降 ３６２．７８个百分
点；军事（Ｅ）由３７５％降到１７．６２％，降３５７．
３８个百分点；自然科学总论（Ｎ）由２０２．０８％

降到５．８４％，降１９６．２４个百分点；工业技术
（Ｔ）由３６９．４％降到１７．１１％，降３５２．２９个百
分点；综合（Ｚ）由１２７．４２％降到 ５．９６％，降
１２１．４６个百分点，各个类目收藏图书年度利
用率的具体变化态势如图３。

图３　六类图书年度利用率变化态势图

４　影响各类收藏图书利用率变化的主
要原因

读者借阅图书册次数相对减小或读者借

阅图书册次数一定时，收藏图书基数相对过

大，对图书馆的图书利用率均有影响。它涉

及各年度图书馆图书的收藏，图书馆服务管

理和读者图书利用等。

４．１　收藏图书借阅量锐减
Ｈ学院２０００年原有读者２２００多人，通

过合并、专升本，以省、市重点学科为依托，以

文理专业为基础，稳步拓展专业，从原有的学

科门类４个、专业本科７个、专科１８个，发展
到１４个二级学院，３７个本科和２０个专科专
业，专业涵盖文、理、工、管、法、教、史、医、经

等９大学科，读者１６０００多人，增近７倍。然
而，据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历年 Ｈ学院收藏
图书读者借阅量为 （单位：册）：８７４６５、
３６８４３０、２４０８２０、１８３４９６、２８７９６９、１７２４１３、
２２２９９３、２８３１９４、１２２７３０、２７９８９，不断锐减的
读者借阅量影响图书馆馆藏图书的利用。

４．１．１　收藏与需求的差异。学科专业是地

方高校根据办学定位和当地社会发展而拓展

设置的，方向多样化，结构多层次，并且是动

态的，调整在所难免。图书馆应从各专业课

程设置和教学、科研需求出发，将学科与《中

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匹配，按专业的不同

类型、级别，读者的不同需求收藏图书。新设

置与调整、缩减专业对应类目的图书收藏就

应有所区别，品种数、收藏量、复本数要有不

同的标准和要求。

然而，图书馆在运作中还有欠缺。ａ．图
书信息资源的配置比例，偏重纸质资源而轻

视数字资源；ｂ．缺乏馆藏资源与图书利用率
的定期评价，收藏图书脱离专业读者需求，纯

理论多，深度、难度与读者水平有差距；ｃ．图
书采购盲目，复本量太平均，对读者需求特殊

性考虑少，所有图书按三册／种配置，样本图
书不外借，流通仅有两册，想借阅的图书读者

难以借到，而没兴趣看或看不了的图书却不

少；ｄ．合并而成的馆藏资源重复配置、过时陈
旧、剔除不及时，占有空间，无形中降低了馆

藏图书的利用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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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需求与获取的变异。现代信息、网络
技术的发展，读者信息需求获取的方式、途径

多样化。传统图书馆藏的每种信息都经严

格、科学加工后向读者开放，虽具有准确性、

系统性和专业性，但获取的速度、方便度，提

供信息的广度上，远不及网络信息所具有的

优势。ＯＣＬＣ对６个国家的３９６位本科学和
研究生作了调查，７２％的学生把搜索引擎作
为检索信息的最佳选择；２％以图书馆网页为
出发点；５３％认为搜索引擎找到的资料与图
书馆找到的资料同样可靠。随物质条件的提

高，地方高校读者个人拥有电脑的比例很高，

信息需求的获取，只需轻点鼠标，信息覆盖面

远胜于传统图书馆，无需刷卡、查询、借阅，就

能获得自己所需的各类信息，因此，读者进馆

借阅人数在不断减少，上网人数和时间在增

加。信息需求与获取方式的变异，削弱了馆

藏图书的利用率［４］。

４．１．３　服务与需求的差距。地方高校图书
馆的服务管理工作与读者需求衔接不够到

位，存在诸多制约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

务的因素，主要表现在：ａ．部分管理者，服务
意识不强，服务质量欠佳。对图书分类编目、

馆藏结构不甚了解，无法解决读者的需求问

题；ｂ．读者辅导工作不够到位。馆藏资源的
揭示、推荐，信息需求获取能力的培养，规章

制度的落实，便民措施的执行，教育培训存在

缺失；ｃ．管理意识陈旧，沿袭保存的样本书、
过刊，占用馆藏空间，限制借阅；ｄ．图书馆原
有编目与当前编目的套录间还存在差异，同

种图书分居两地，给读者图书馆的图书利用

带来影响。

４．２　收藏图书数量猛增
地方高校近年资源建设经费投入不断加

大，纸质图书收藏总量与年递增，数字资源也

有所发展。Ｈ学院图书馆纸质图书总量达

１２５多万册，近四年投入经费达 １８００多万。
２００８年图书经费５００万元，纸质图书３５０万
元，报刊６５万元，数字资源８５万元；２００９年
图书经费增到６００多万元，纸质图书４３０多
万元，报刊杂志６７万元，数字资源１１２多万
元。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入藏量分别为（单位：
册）：２２２３３、８３６６０、８５９０８、１３０５２９、９９９７４、
１０７３２８、１５２６３３、１９７５２５、１５９２４７、８９４５１，十年
间图书馆共增图书１１２８４８８册。猛增的图书
馆藏量，相对影响它的利用率。

４．２．１　馆藏图书突击配置。为了升格、评
估，地方高校进行突击购置图书。据统计，Ｈ
学院图书馆专科升本科期间收藏图书

３０００９７册；本科评估收藏图书６１６７３３册，两
次共收藏图书９１．６８３０万册，不断收藏相应
降低了图书的利用率。

４．２．２　学校专业调整配套。专业调整、增
设，需要一定的信息资源与之配套。Ｈ学院
前身是师范学校，教育、汉语言文学等是强势

专业，理工科是弱势专业，图书的收藏也侧重

于前者。专业调整后，理工科专业得到加强，

增设建筑、机械学院等，在经贸、人文、医化、

生命等学院增设或加强了部分专业，馆藏信

息资源相应也有所加强。统计数据显示，Ｈ
学院图书馆历年收藏的图书中经济（Ｆ）、工
业技术（Ｔ）、语言（Ｈ）、文学（Ｉ）、文化、科学、
教育、体育（Ｇ）等类目就有６５．１０５７万册。
４．３　分馆藏制约

Ｈ学院多校区的图书馆藏资源与学科专
业读者需求存在距离。分校区的图书收藏类

目不齐，馆际互借有局限性，资源共享存在缺

失，不能满足读者对各种信息资源的需求。

如Ｈ学院图书馆的分馆馆藏就难以满足以
理工科为主的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阅读各

种就业生存技能的需要，制约着馆藏图书的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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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基于统计分析的馆藏资源优化和读
者服务管理

５．１　馆藏资源统计分析结论
统计分析表明，十年来 Ｈ学院图书馆图

书收藏数量呈增长态势，而各类图书年度利

用率却呈下降态势。造成图书利用率下降的

主要原因：收藏与需求的差异、需求获取的变

异、服务与需求的差距引起的借阅量锐减和

本科评估、专业调整的馆藏猛增等。

５．２　馆藏资源优化
５．２．１　馆藏结构的优化。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统计数据，Ｈ学院图书馆近四年来收藏
图书平均利用率在１００％以内的有 Ａ、Ｄ、Ｎ、
Ｐ、Ｑ、Ｒ、Ｓ、Ｔ、Ｕ、Ｖ、Ｘ、Ｚ等。地方高校图书利
用率处于下滑的态势，有必要用虚拟的数字

资源利用率来补充，馆藏纸质资源与数字资

源结构比例应有所调整。同时应把图书馆的

信息资源、软件工具和技术经验嵌入到教学、

研究中，重点从采购转移到数字内容的组织

与保存，扩大信息资源利用率。当前图书馆

数字资源因受ＩＰ地址的限制，只能被校园网
内用户访问，为使全体读者在校园网外也能

利用到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可以引入虚拟专

用网（简称ＶＰＮ）技术。获得 ＶＰＮ授权的用
户，能够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充分利用多种途

径上网访问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同时，高

校图书馆应对校园网内这些数据库逐一进行

收集、整理，放在免费资源界面上提供给用

户，弥补纸质图书利用率下滑的不足［５］。

５．２．２　馆藏图书的优化。地方高校图书资
源建设应与办学方针、规模、层次、课程设置

及科研水平相一致，经常或定期进行现有馆

藏资源与专业教学、科研需求依存度的调研

和评估，保持资源的连续性、持久性和实用

性。对各类图书读者利用的情况，采访部门

应建立健全、具体、详实的数据资料库，综合

考虑图书的专业性程度、适用读者群体大小、

利用频率及同类图书的馆藏数量等因素，动

态地确定图书复本数，做好各类图书的合理

收藏，既充分满足读者对公共基础课程和实

用技能学习的要求，又兼顾对新兴、边缘、交

叉学科图书文献的需求［６－７］。

（１）控制复本，扩大覆盖。类目中学术
性或理论性较强的研究性图书，受较强的专

业性制约，借阅读者范围比较少，阅读能力受

到一定约束的（如四年来图书年度平均利用

率居１００％以内的Ｎ、Ｐ、Ｑ、Ｒ、Ｓ、Ｕ、Ｖ、Ｘ等），
收藏时应加强与学科专业的匹配，扩大相关

类目图书品种数的收藏，减少复本，控制在２
册内，以保证相关类目图书有充足覆盖面满

足读者教学、科研的需求。

（２）保持复本，增加品种。年度利用率
比较高的文学类（Ｉ）、语言类（Ｈ）、艺术类
（Ｊ）图书，读者范围比较广泛、学科专业规模
也较大，图书的复本应保持原数，每个品种收

藏３册。适当增加此类专业图书的品种，扩
大收藏覆盖面，以满足各种读者的借阅需要，

提高收藏图书利用率。

（３）增加复本，积累馆藏。Ｈ学院新增
的理工科学科专业（如机械类、建筑类）是学

校发展的方向之一，收藏的教学、科研用书，

虽然读者人数有限，涉及面较窄，但原馆藏图

书基数太少，数量与品种数都存在欠缺；数理

科学、化学类（Ｏ）的基础性教学用书，相通学
科专业的读者面广泛，图书的借阅量也相应

高些。这些学科类目图书可以提高到３至４
册，既能帮助专业读者完成课程的学习任务，

又为增设的学科专业积累馆藏图书。

（４）减少复本，提升质量。哲学（Ｂ）、社
会科学总论（Ｃ）、政治、法律（Ｄ）、经济（Ｆ）、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Ｇ）和工业技术（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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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类图书收藏量、平均利用率都较高，随类目

年度图书利用率平均降幅的逐渐增大，需重

视质量的提高，精挑细拣，对权威出版社出版

的图书应全面收藏，减少内容重复，降低收藏

量，优化结构，促进图书质量的提升。

５．３　服务创新，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的读者服
务管理

为了迎接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促使馆藏

配置与学科专业相吻合，地方高校图书馆应

该加强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素养，提升服务

质量，与各二级学院加强信息交流和联系，建

立学科馆员制度，结合学科专业，收集相关类

目的图书目录，进行宣传、推荐，通过各种方

法、途径，引导、教育、吸引读者利用图书馆，

培养读者信息获取的能力，提高馆藏资源的

利用率［８］。

（１）不定期地举行相关内容的讲座，充
分揭示馆藏资源；重视文献检索课的效果，介

绍信息需求获取方法和手段，提高读者利用

图书馆的能力。

（２）实行网上预约和续借，方便读者；把
各种数据库内容、使用方法挂在网上，对读者

进行情报教育。

（３）提升图书馆服务者的素质，逐步完
善管理机制，编目规范，排架合理，适时调整

规则，扩大借阅数量，缩短流通周期，减少人

为的限制。

（４）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实

行图书馆的资源共享，扩大资源利用途径。

总之，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创新读者服务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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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方程的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调查分析

陈丽霞

（新疆财经大学图书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２）

　　摘　要　调查研究图书馆读者满意程度有利于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满足读
者更高的信息需求。本文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设立馆藏资源、图书馆服务、硬件设备、

图书馆环境、图书馆馆员服务这５个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图书馆环境和馆藏
资源对图书馆读者的影响最大，其效应值分别达到０．８７、０．７４；硬件设备影响最小，
其效应值仅为０．２８。通过不同影响因素的因子负荷系数来确定权重大小，计算出该
校图书馆读者满意度的具体数值为４．１５３１，表明该校读者对图书馆的整体评价是比
较满意的。

关键词　图书馆　满意度　结构方程　调查分析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教辅部门，其宗旨在
于支撑学校教学与科研的顺利进行，满足读

者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图书馆行为，无论是

资源建设还是参考服务工作均会对读者信息

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从读者角度出

发，构建一套科学的测评体系来衡量高校图

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建设的质量成为图书馆

管理工作之必需。事实上，全面、正确地测评

图书馆读者满意度水平是评价图书馆建设工

作的重要手段，是图书馆发现不足、寻求改善

与发展契机的重要途径。因此，图书馆读者

满意度评价逐渐成为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问题之一。

１　模型的选择与介绍
１．１　模型的选择

目前，国内关于图书馆读者满意度的研

究很多，所使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如：灰色

评估、数据包络分析、层次分析法、模糊聚类

分析、神经网络分析等。因为本文的变量不

能精确计量，而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线性统

计建模技术，它允许变量存在误差，故能很好

克服此问题，并且结构模型能同时考虑多个

因变量，还可以根据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来

调整模型。最早将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运用于

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评价的是丹麦学者 Ａｎｎｅ
Ｍａｒｔｅｎｓｅｎ和ＬａｒｓＧｒｏｎｈｏｌｄｔ，他通过借鉴欧洲
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和美国的顾客满意度

指数模型，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校图书馆读者

满意度指数模型，并用该模型展开测评。国

内运用该方法进行评价分析的也不多。综合

以上因素本文选用结构方程模型具有一定的

意义。

１．２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介绍
结构方程模型是用于讨论隐变量（Ｌａ

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Ｖ，结构变量）与显变量（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Ｖ，观测变量）关系以及隐变
量与隐变量关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结构

方程模型的构成要素有两个：变量和变量的

关系。

按照变量的特点不同，结构方程模型中

的变量分为隐变量和显变量。隐变量是不可

直接观测的，只能通过观测显变量而间接度

量，显变量是具体的可测变量。根据隐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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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的地位，又可分为两类：外生变量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和内生变量（Ｅｎｄｏｇｅ
ｎ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就变量的关系而言，一个结构方程模型

包括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结构模型讨论了

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测量模型则度量了

隐变量与其显变量的关系。测量模型可分为

构成型（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和反映型（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两类，通常使用反映型。因此，本
文只讨论反映型测量模型。

结构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ｅｌ）的方程为：η
＝Ｂη＋Γζ
其中：η、ζ分别为内生变量向量和外生

变量向量；Ｂ、Γ分别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的通径系数矩阵；ζ为残差向量，表示结构方
程未能解释的部分。

测量模型（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的方程
（反映型）为：

ｙ＝Λｙηεｙ
ｘ＝Λｘζεｘ
其中ｙ、ｘ分别表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的显变量向量；Λｙ、Λｘ是载荷矩阵；εｙ、εｘ为
残差向量。

２　样本及数据的采集
满意度的调查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

问卷的设计尽量应易于调查对象的理解，并

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预调查，及时修改问卷

不合理的地方。本文应用上述读者满意度评

价指标，以新疆财经大学图书馆读者为调查

对象，于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６月期间，通过发放
纸质问卷的形式，对到图书馆的老师、研究生

及本科生随机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５００份，
有效问卷４８７份，有效率９７．４％。问卷的受
访人基本情况如下：教师９３人（占１９％），研
究生 ８７人（占 １８％），本科生 ３０７人（占
６３％）。

３　新疆财经大学图书馆读者满意度分
析

问卷指标效度与信度的检验是研究结果

成立的前提。如果指标的效度和信度条件不

能满足的话，最后结构方程所作出的结果便

是不成立的。

３．１　指标信度分析
所谓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可靠性或一致

性程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能正确地表达出所

需表达的内容。信度等意于可靠性，信度越

高，测量结果越可靠，测量误差也越小，结果

受随机因素的影响程度就小。

将调查数据导入 ＳＰＳＳ（分析 Ａｎａｌｙｚｅ－
－维度Ｓｃａｌｅ－－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馆藏资源、图书
馆服务、硬件设备、图书馆环境、图书馆馆员

服务这５个指标下的１６个细分指标的 ＣＩＴ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ｔｅｍ－Ｔｏ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值均大于
０．５的要求，说明这 １６个细分指标需要保
留。而馆藏资源、图书馆服务、硬件设备、图

书馆环境、图书馆馆员服务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分
别为：０．６１３、０．９３５、０．８５９、０．８５４、０．８２１，说
明这５个指标满足可靠性的条件。
３．２　结构效度分析

指标的结构效度是指测量指标的有效

性，即能够多大程度地表达出所需要表达的

含义。效度越高，越能测出被测对象的特征。

统计学上，检验结构效度最常用的方法

是因子分析。本文使用 ＫＭＯ样本测度和巴
特莱特球体检验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

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馆藏资源、图书馆服

务、硬件设备、图书馆环境、图书馆馆员服务

这五个方面数据的ＫＭＯ值分别为：０．６３９、０．
８３９、０．９１３、０．８３７、０．７０５，而且各构面数据的
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统计值（Ｓｉｇ）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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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均为０．０００。根据 Ｋａｉｓｅｒ的观点，ＫＭＯ
值大于０．６，则表示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因此本文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而

且各构面累积因子贡献率均大于 Ｈａｉｒ等人
建议的０．５，说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
度。

３．３　模型的检验
３．３．１　模型识别

在ＳＥＭ求解之前，首先要判断模型是否
可识别，这是模型是否存在解的关键。根据

方程的个数和模型中待估参数的个数，结构

方程模型可以分为不可识别、恰好识别和过

度识别。不可识别是指待估参数个数多于样

本中所能得出的方程个数，此时包含的信息

不充足，进行参数估计时可得到无穷多个解。

恰好识别是指待估参数的个数恰好与方程个

数相等。该模型虽然可求出参数的估计，但

无法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因为此时自由度与

卡方值均为零。过度识别模型的方程个数超

过待估的参数个数，实际上是对待估参数附

加不同的条件而产生的。它可以对参数进行

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识别法主要是 ｔ－法则和
两步法则。本文主要是通过考察结构方程模

型中未知变量的个数，用软件本身就可以确

定此次分析的最小样本需求量为４５，本文的
有效样本４８７远远大于此数量，符合要求。

３．３．２　模型求解
绘制结径图→导入数据→点击分析→查

看结果，得出结果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标准化

路径系数
Ｐ值

验证

结果

Ｈ１：读者满意度 ＜馆

藏资源
０．７４ ．０３２ 支持

Ｈ２：读者满意度 ＜硬

件设施
０．２８ ．０００ 支持

Ｈ３：读者满意度 ＜图

书馆服务
０．３５ ．０００ 支持

Ｈ４：读者满意度 ＜环

境
０．８７ ．０００ 支持

Ｈ５：读者满意度 ＜图

书馆馆员
０．５４ ．０１２ 支持

注：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

３．３．３　模型评估
为了考察参数估计值的合理性、度量模

型的适当性，通常在模型求解过程之后，通过

若干指标进行评估，常用的评估指标项、参考

标准及模型实际取值见表２。
本文的样本量相对较少，故有部分拟合

指标和理想状态尚有差异，但因 ＣＦＩ和 ＴＬＩ
不受样本影响，综合来看结果仍不错。

表２　整体模型拟合评价标准

分类 绝对拟合 简约拟合 增值拟合度

评估指标 ＣＭＩＮ／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ＰＧＦＩ ＣＦＩ

一般取值范围 ＜３ ［０，１］ ［０，１］ ＜０．１０ ［０，１］ ［０，１］

最佳参考标准 ＜２ ＞０．９ ＞０．８ ＜０．０８ ＞０．５ 越接近１，拟合越好

实际取值 １．７８３ ０．７５９ ０．６２４ ０．０７９ ０．５５６ ０．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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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满意度指数计算
３．４．１　确定影响因素的权重

用数据确定权重的有效方法有平均赋值

法、主成分法、因子分析法。本文采用因子分

析法，根据所得因子负荷大小，对各级指标进

行权重分配，将五个影响因素的负荷相加，每

个维度的负荷除以该值即该维度的权重。馆

藏资源、图书馆服务、硬件设备、环境、图书馆

馆员的因子负荷分别为：０．７４、０．５５、０．６１、０．
３７、０．８２，它们的和为３．０９，则馆藏资源权重
为：０．７４／３．０９＝０．２４，以此类推其他四个指
标权重为：０．１８、０．２、０．１２、０．２６，同理计算出
每个测量指标的权重。

表３　各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及权重

馆藏资源０．２４

图书０．３１

期刊０．３７

数据库０．３２

图书馆服务０．１８

借阅服务０．１８

可获取性０．１３

网站设计０．３８

网站内容０．１７

网站信息查找０．１４

硬件设备０．２
计算机０．４

阅览座位０．６

环境０．１２

馆内设计０．２７

整体环境０．１８

学习氛围０．２７

开放时间０．２８

图书馆员０．２６
服务能力０．５

服务态度０．５

３．４．２　读者满意度计算
读者满意度的计算一般通过加权平均的

方法进行，如下公式：

ＣＳＤ＝∑ＷｉＸｉ
其中：ＣＳＤ表示读者满意度；Ｗｉ表示第ｉ

个测评指标的权重；Ｘｉ表示读者对第 ｉ个测
评指标的评价

通过对某一组测评指标的均值加权平

均，利用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相应的满意

度。如，在馆藏资源测评中，有３项指标，通
过文章上述给定的权重，然后计算馆藏资源

的总体满意度。

表４　馆藏资源满意度

测评指标 均值 权重

图书 ４．２１ ０．３１

期刊 ４．０７ ０．３７

数据库 ３．９８ ０．３２

ＣＳＤ（％）
４．０８４６

（４．０８４６／５×１００＝８１．６９％）

　　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图书馆服务、硬
件设备、环境、图书馆馆员的满意度均值为：

３．８９６８、４．３７、３．７７３５、４．４０２１，百分比为：７７．
９４％、８７．４％、７５．４７％、８８．０４％。

再对二级指标的均值进行加权平均，就

可以得出一级指标图书馆读者满意度的具体

数值，具体结果见表５：
表５　二级指标满意度

测评指标 均值 权重

馆藏资源 ４．０８４６ ０．２４

图书馆服务 ３．８９６８ ０．１８

硬件设备 ４．３７ ０．２

环境 ３．７７３５ ０．１２

图书馆馆员 ４．４０２１ ０．２６

ＣＳＤ（％） ４．１５３１（８３．０６％）

　　该图书馆读者满意度值为４．１５３１，百分
比８３．０６％。说明该校图书馆读者对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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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服务评价属于比较满意。

４　结论
模型证实了馆藏资源、图书馆服务、硬件

设备、图书馆环境、图书馆馆员服务对读者满

意度均有影响，在这５个影响因素中，图书馆
环境对读者影响程度最高，其效应值达到０．
８７，这也证明了假设 Ｈ４的合理性，其次是馆
藏资源的影响。所以，通过此次调查表明，要

想提高读者满意度就应该不断改善图书馆环

境，同时增加图书馆馆藏。诸多因素中，我们

还应看到，硬件设备对图书馆读者满意度的

影响最低，其效应值仅为０．２８，说明图书馆
硬件设备还没有达到读者的要求，硬件设备

中包括阅览座位和计算机设备，应该通过进

一步调查，分析出具体是哪方面没达到读者

要求，然后努力改善。

本文通过不同影响因素的因子负荷系数

来确定权重大小，并且计算出该校图书馆读

者满意度的具体数值为４．１５３１，百分比８３．
０６％，从结果表明该校读者对图书馆的整体
评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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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学院图书馆研发推出图书定位系统

　　近日，温州医学院图书馆继开发书架导
航系统后，又成功研发出图书定位系统，读者

在该馆网上书目查询系统查到所需图书后，

只要点击书名，就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直观的

图书定位画面，读者根据画面定位指示可在

书库很快找到图书。该系统为书库找书提供

了极大便利，受到读者的欢迎。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让图书查询变得日益

便捷，但读者单凭索书号信息到书库寻找图

书，仍然是一件费力的事情。为减少读者找

书烦恼，温州医学院图书馆于２００８年开发了

书架导航系统，该系统采用图形动画形式定

位图书，使读者直观了解了目标图书所在书

架的方位。本次推出的图书定位系统，就是

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将定位精度从书架提升

到具体架层，大大缩小了找书范围，让读者找

书更快更准！

据介绍，温州医学院图书馆将继续加强

图书的排架工作，并定期进行图书定位数据

的采集更新，确保图书定位结果的准确性。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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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环境变化与图书馆读者服务创新

杨　伟
（江苏省南通高等师范学校　南通　２２６１００）

　　摘　要　信息环境的变化，使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发生了深刻变革，本文分析了
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特点，以及如何适应新环境，以创新的服务满足读者个

性化、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关键词　信息环境　图书馆　读者服务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图书馆
面临着时代的挑战：一是知识爆炸带来的文

献激增，对图书馆传统观念和服务意识的挑

战；二是信息环境的变化造成数字化文献的

激增并日益成为主流文献，带来图书馆文献

的结构性转移；三是信息市场和读者需求的

变化，对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与价值评估的挑

战。信息环境的变化，对图书馆的传统工作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图书馆的读者服务也因

此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果说传统图书馆是

以文献为服务单元，注重读者群体概念的话，

那么，现代图书馆则是以信息为服务单元，强

调以人为本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如何适应信

息环境，以创新的服务满足读者个性化、多样

化的信息需求，是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１　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特点
１．１　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多元化

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讯为核心的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不再是单一分散的印刷型载体，而是借助计

算机管理维护的系统、缜密的网络资源，如光

盘图书、多媒体出版物以及网络数据库等，它

们方便快捷，图文并茂，且具有交互功能，极

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互联网将各种

信息和知识有条不紊地收集、归类、整理，通

过链接，将自然信息与文本信息表达方式的

优点结合起来，呈现出传输跨时空、速度快、

密度大、选择自由灵活等特征，从而使网络中

的信息内容精彩纷呈，层出不穷，信息资源的

多样性带来了阅读的多样性，同时也带来了

读者服务的多样性和无限性。

１．２　读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
信息化社会，信息量激增，其载体的种类

和传播方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获取信息

的途径也日益多元化，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

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比如对教师而

言，需求主要集中在各人某一领域或相关学

科与教学科研有关的文献上，对信息的需求

表现为明显的针对性。其次，科技的高速发

展、知识的创新与重组，使学科高度综合、知

识高度密集，读者期望得到来源广泛且经过

筛选、过滤、整合，形成脉胳清晰、形式多样的

综合型、复合型知识信息。第三，信息资源的

不断丰富也给读者带来负面的困扰，大量分

散无序、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给读者查找有

用的信息增加了难度。他们希望图书馆能有

针对性地对纷乱庞杂的信息进行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的预处理。第四，网络环境下读者

个性化需求日益明显，图书馆必须重视读者

的个性化需求，践行“读者第一，服务至上”

１４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９期）



的理念，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满足读者

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为读者提供多元

化服务。

１．３　读者服务的开放化、智能化
网络的普及，使图书馆服务方式由传统

封闭式服务向开放型网络化信息服务转变，

服务内容将由馆藏文献信息资源服务转向馆

藏网上资源服务。因为网络是开放的，任何

读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入图书馆网络，获

取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除了通过网络实现资

源共享外，读者还希望在有关智能数据库指

引下，将大量有关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编辑，

形成知识的二次开发和重组，从中提炼出利

于形成创新的思路。图书馆要开展读者信息

需求调研，跟踪读者，及时提供信息，最大限

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形成以读者为中心，集

咨询、信息检索和文献提供功能于一体的

“一体化智能服务”，让读者充分享受快捷完

整的图书馆服务。

２　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创新
举措

２．１　重视馆藏与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建设
特色化馆藏文献

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读者利用网络获

取所需信息。因此，图书馆必须重视馆藏与

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以馆藏资源的网络化

与网络资源的馆藏化为建设重点。一是开发

馆藏文献，使馆藏文献数字化；二是丰富网上

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图书馆

要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就应采集丰富的网

络信息使之成为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同时，

将自己的馆藏文献编成书目数据上网，以供

读者使用，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网络环境下，馆藏信息资源的建

设要更加注重特色化，建立特色化馆藏是图

书馆的立馆根本。主要是建立特色文献数据

库，如专业特色、类型特色和文种特色等，力

图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程度，以特

色馆藏的优势，为读者提供特色服务。

２．２　改变传统服务观念，重塑现代服务理念
现阶段，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应具有改

革创新的精神，彻底摒弃封闭或半封闭的旧

观念，强化服务意识、信息意识，树立竞争意

识和创新意识，深入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建立

一个面向社会、面向广大读者，开放式、全方

位的服务模式，使图书馆的整体服务功能得

以充分发挥。其次，改变传统的在物理结构

范围内提供的服务方式，通过计算机，利用网

络将本馆以及数据库的有关信息直接传递到

读者手中，并不断更新图书馆网站内容，及时

报道本馆重要馆藏、新建数据库和新书动态

等，提供相应检索途径为读者服务。在网络

环境下，应当把图书馆的服务理念集中在知

识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上，强调知识的利用和

共享，紧密地将信息用户、信息资源和信息技

术结合起来。确立“创造性地满足读者需

求”的服务新理念，以读者需求决定服务取

向，使读者迅速、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真正

做到“读者第一，服务第一”。

２．３　探求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服务模式，拓展
网络信息资源的深层次服务

个性化服务是一种创造性服务，它是以

读者的特殊需求和潜在需求为出发点，为读

者提供全景式、多角度、多层次的高价值服

务。它以读者为中心，具有针对性、灵活性、

智能化的特点，开展个性化、多层次服务是提

升图书馆读者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网络环

境下，信息资源急剧增长，读者往往不能依靠

自己的力量从中准确快速地找到所需的信

息，个性化服务可帮助读者有效地解决这一

难题。个性化服务在时效上，让读者的信息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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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及时得到满足；在内容上，提供经过整

合、集成、创新并能解决读者实际问题的核心

知识单元的信息；在取向上，尽力满足读者对

某一知识信息表现特别强烈的专指性需求。

图书馆在探求个性化和多层次服务模式的同

时，还需拓展网络信息资源的深层次服务，如

专题文献咨询服务、网络资源分类导航服务、

针对特定人员的精品读者服务等。

２．４　开展图书馆用户教育，提升读者的信息
素养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每个人赖以生存、

生活、学习的基本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

是信息社会教育的新目标。现代图书馆，读

者的信息素养直接影响着图书馆信息资源的

利用，因此，图书馆必须采取多种形式的用户

教育，努力提高读者的信息素养，培养他们利

用图书馆，学会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

息的方法，增强读者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让

他们掌握准确检索的方法和途径，是图书馆

提高读者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为了提高读

者的信息素养，可以通过网上在线辅导、专题

讲座、文检课教学等方式，告诉读者如何使用

某个具体的工具书和数据库，使广大读者既

掌握了检索、获取、利用信息的能力，也提高

了读者现代信息的意识和使用技能。

２．５　加强图书馆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信息
人才

提高图书馆专业队伍素质，是网络环境

下搞好读者服务工作的关键。网络时代，图

书馆员要对海量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加工、整

序，馆员的知识结构应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

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广博的基

础知识、较高的外语能力以及掌握现代化技

术，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对读者进行信息利用

指导。在信息环境下，馆员不只是信息导航

员，更是信息专家。因此，馆员既要学习和掌

握计算机与网络知识，熟悉各种网络检索工

具和检索技术，能利用网络开展网络服务和

信息咨询服务，又要善于捕捉信息并对信息

进行分析、判断、整合，使各种无序的、分散的

信息形成一个有序的知识管理系统，以便于

读者查询和利用。图书馆要拓展信息服务，

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关键。因此，

图书馆要加强工作人员知识广度和能力的培

养，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努力造就一支高

素质的、适应新时期信息服务工作的人才队

伍。

读者服务工作是图书馆的核心工作，同

时也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信

息时代，图书馆读者服务的方式、方法、内容

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必须以“一

切为了读者”、“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用信

息化、数字化、个性化、国际化的发展理念来

重新审视图书馆现在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

服务设施和服务行为，彻底改变传统的、单一

的、被动的服务模式，形成创新的、多元的、主

动的读者服务模式，拓宽图书馆读者服务的

范围，增加图书馆读者服务的手段，以提高图

书馆读者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满足读者多层

次、个性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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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研究

王菲菲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东阳　３２２１００）

　　摘　要　通过国内外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发展状况、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
空间建设要素等两个方面探讨了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

关键词　图书馆　信息共享空间

１　国内外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发
展状况

信息共享空间全称译自“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ａ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简称 ＩＣ。它是图书馆为了适应
现代社会发展，吸引读者到馆阅读，改善服务

质量与内容的一个新型建设项目。在图书馆

选取一定的空间，配备素质较高的图书馆管

理及技术人员，除了提供传统的服务外，还为

学术研究、团体讨论提供场所，一些对电脑及

软件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也可以在这里完成，

是集个性化与合作化为一体的新型服务模

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界上许多大学和研
究型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得到了成功

实践。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ＩＣ是１９９２年由
美国爱荷华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ｏｗａ）建成，名
为“信息拱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ｃａｄｅ）”。１９９８
年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也开始了

ＩＣ建设，并在ＩＣ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从此，国外许多大学图书馆实施了ＩＣ建设计
划，这种一站式的服务模式得到了广泛的欢

迎。２００４年，美国不少图书馆已提供了 ＩＣ
服务，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许多图

书馆都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ＩＣ。
目前，中国有关ＩＣ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

段。对ＩＣ的公开报道最早见于２００３年初景

利综述研究文章《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２００２
年研究进展》。国内专门研究大多始于对

２００５年上海第三届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上
罗伯特·希尔的论文的介绍。一些学者也就

ＩＣ建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论述了建立 ＩＣ
的设想、可行性、存在的问题。２００６年，国内
ＩＣ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国内大学也开始把ＩＣ
建设纳入了图书馆建设规划。中科院国家科

学图书馆的“研究生信息交流学习室”是国

内图书馆最早开放的 ＩＣ。提供书刊借阅、专
业参考服务、电子资源服务、计算机和网络服

务、交流和互动培训空间等。复旦大学视觉

艺术学院的“信息共享区”是国内高校馆中

最早的 ＩＣ。上海师范大学信息共享空间于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正式开放，这是一个目前功能
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信息共享空间。

ＩＣ建设在国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践
理论均比较全面，国内还处于基础阶段，很多

模式方法还在根据中国的国情进一步研究实

践。

２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
２．１　空间建设

空间是ＩＣ的基础。目前国外把ＩＣ构建
大致归为三种类型：计算机室型、服务整合型

和ＩＣ大楼型。不同的类型对于空间要求构
建也不相同，我国主要采用计算机室型和服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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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整合型。计算机室型是最基本的形式，一

般高校最开始构建ＩＣ时资金短缺，人手不足
的情况下都先从本校的电子阅览室改革做

起，这样空间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有限的资

金可以投入到设备及环境更新上。一般是在

电子阅览室的基础上对其软硬环境和设施进

行更换调整，对技术功能要求比较高，提供丰

富的软件，需要有相应的信息技术和服务支

持。

图书馆ＩＣ主流模式是服务整合型，一般
以图书馆空间为主体，联合其他部门构建，他

可以是图书馆单独的一个区域、一个楼层或

者是几个服务区的整合。这类 ＩＣ模式服务
一般比较完备，区域内可提供多种服务，如开

放学习讨论区，信息服务区、视听欣赏区、多

媒体资源区、资料复印扫描等服务。有的高

校图书馆还在 ＩＣ中设有咖啡厅、书店，使这
样一站式的服务更加人性化。

ＩＣ大楼型是 ＩＣ模式的一个顶级模式，
可将图书馆功能与学校其他服务整合在一

起，是图书馆发展的一种创新模式。大楼内

设施齐全，功能完备，技术先进，为读者提供

无缝式综合服务。一般由图书馆、信息中心、

教育服务、科研部门、其他学科部门等。结合

国内ＩＣ的发展现状，大部分高校对于采取这
种模式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２．２　服务建设
服务是ＩＣ的最终目的。图书馆ＩＣ的建

设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如何做好服务

是ＩＣ建设的重要部分。ＩＣ服务是在原有图
书馆服务基础上，对其他服务的整合，把原来

分散在图书馆范围内的服务集中在一起，提

供一站式服务，方便了读者，这也是图书馆积

极建设ＩＣ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２．１　信息资源与技术服务。传统图书馆
提供文献流通、阅览服务、数字资源、ＯＰＡＣ

检索、学科门户、网络导航等信息资源，但目

前图书馆ＩＣ空间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
提供服务，一般基于网络提供数字资源、

ＯＰＡＣ检索、学科门户、信息传递等在 ＩＣ是
必不可少的服务。信息技术主要提供计算机

硬件、复印机、打印机、扫描仪、投影仪及各种

多媒体设备；提供网络和服务设施；提供常用

软件及指导，如计算机、办公室、网页制作、图

像处理、下载、影音播放与制作等软件服务。

２．２．２　人员咨询与指导服务。ＩＣ的这种咨
询服务不仅包括图书馆日常的普通咨询服

务，还提供专业性比较强的问询服务，图书馆

将和一些学科的分院联系进行联合，邀请一

些热门领域学科的专家做图书馆的兼职人

员，解答一些学科上的专业疑难问题。同时

这些服务也可以通过信息服务台、咨询工作

站来实现实时答复。一般的咨询服务还包括

检索知识、科研能力与论文写作方面的指导

等。

２．２．３　空间学习与交流服务。为支持课程
学习过程中的学习交流活动，ＩＣ空间中分出
许多不同用途的区域，有个人安静学习区、团

体学习区、写作学习区、电子教室等；支持实

验与创造的实践空间，如写作实验室、专业辅

导室。师生们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

区域进行学习研讨，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也体

现了目前ＩＣ服务的灵活性与人性化。
２．２．４　休闲区服务。除了比较专业的区域
设置外，笔者认为还应该设置一个轻松休闲

区。在休闲区内可提供咖啡、书店、手机接听

区、简单的小娱乐场所等供大家休憩的地方，

放一部分舒适的沙发，配备一些影音效果理

想的电脑，供到馆人员休闲娱乐。

２．３　资源建设
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的源泉。ＩＣ建设主

要资源应包括信息资源、 （下转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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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书馆战略与趋势研究

陈韶玲　骆伊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　任何时代，图书馆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在新的信息环境下，
需要重新定义图书馆的作用，重新定义图书馆及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本文重点

考查了国外图书馆的主要发展战略，在综合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外图书

馆发展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　信息技术　战略规划　数字图书馆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涌现出大量的信
息服务机构，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中心的地

位受到了冲击，其资源优势被淡化。当前，世

界已进入网络时代，图书馆不论从生存环境、

技术环境，还是资源环境、用户信息需求等各

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图书馆的性

质和核心功能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图书馆的

服务性和支撑作用，图书馆依然是社会中不

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生存和发

展，图书馆必须与其他信息服务行业竞争公

共财政资源和服务对象。面对网络时代带来

的各种新变化、新形势，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

开始更加注重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可以说

战略规划的制定关系到图书馆的生存和发

展，也是图书馆专业化和规范化管理的必然

要求。从这些战略规划中我们也能看出国外

图书馆的一些发展趋势，找明了前进的方向，

有利于我国图书馆汲取经验，更好地应对世

界发展趋势，并取得长足的进步。

１　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简介
战略规划，就是制定一个机构的中长期

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实施战略的方针，

并根据目标确定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并将其

逐步付诸实施。ｌ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期，美国图

书馆界开始重视制定战略规划，随后迅速在

全国铺开，英国、加拿大等国图书馆也开始逐

步重视战略规划研究。为了了解国外图书馆

制定战略规划的情况，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收

集了近期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

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日

本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６个
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图书馆的战略规划，通过

比较分析，探讨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特点

和重点，以期能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科学制定

战略规划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１．１　美国国会图书馆战略规划
世界范围内，美国公共图书馆界率先重

视战略规划制定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一般

每三年更新一次战略规划，其最新的战略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６）主要内容包括：为国会提供
权威性研究、分析及信息，重视目前发展的学

科领域及新兴技术专业技能，通过加强研究

合作，以增强图书馆满足国会全方位需求的

能力；收集、保存全球知识馆藏及关于美国创

造力的记录；规范工作流程，加强信息基础设

施，扩大著作权教育；加强与外部关键群体的

合作，达成费用共享协议，保持全球图书馆与

档案馆标准；继续加强图书馆员获取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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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资源的能力。这个战略规划强化了美国

国会图书馆的服务、管理、优势和合作四个关

键价值。

１．２　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
１９５３年１月，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成立，

随后快速发展成为该国图书馆数字技术应用

方面的“领头羊”。２００６年６月，加拿大国家
图书馆制定的战略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１）主要
内容有：确立数字信息战略；将更广泛的盟友

合作、发展成为国家级机构、加强加拿大文献

遗产的保护、成为在政府信息管理中的重要

角色等确定为未来的发展愿景；以用户为重

心，数字化为主流，加强交流与协作，鼓励开

发利用新技术，提高服务水平。

１．３　英国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
英国国家图书馆具有２５０多年的历史，

其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战略规划提出了７个战略
重点，分别是：广泛获取和存储英国的数字出

版物，将用户与资源相连接，加强对数字资源

的利用；改革报纸的利用与长期保存模式，对

利用率高的重要馆藏报纸进行数字化；以创

新服务和集成过程支撑英国的科学研究；建

立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强存储和保存数字资

源；整合物理馆藏的存储和长期保存；更新知

识产权战略；加强组织建设。

１．４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战略

规划确定了加强数字化建设，保障资源共享，

传承新西兰、毛利人和太平洋传统民族文化，

加强国家联合目录、国家书目和国家书目数

据库建设等内容，其战略目的是理解、创建、

共享、保存新西兰的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等

方面的资源，为新西兰人终生学习提供服务。

１．５　日本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
为了满足２１世纪信息化社会大量且多

元化的情报信息需求，日本国家图书馆提出

并实施的战略发展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０８）主要
是：利用新技术建立电子图书馆；谋求服务和

业务的高度自动化和高效化，提供与信息变

化相适应的新服务项目；加强高新技术的应

用和相应设施的配置，扩充和强化国家图书

馆的职能；增加国民共有的信息资源和文化

遗产等资料的收藏和保存；加强图书馆间的

协作，收集、整理亚洲资料，促进其国际流通；

在文献提供和数据库编制、管理、提供等方

面，为国民提供高质量服务。

１．６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前身是１９０２年建

立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图书馆，其制定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战略规划确立的目标是：加强
对各种类型文献资源的采集和保存，保障澳

大利亚人学习和研究的需要；与国内图书馆

合作，支撑国内学者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性工

作；满足用户对馆藏和其他信息资源快速而

便捷获取的需要；在世界图书馆界发挥积极

作用。

２　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特点
２．１　战略规划体例完善

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历史至今已近百

年（如美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

系统的文本组织结构，体例较完善。在大多

数图书馆战略规划中，都有战略目标和措施，

这是战略规划体例的核心部分。但是由于不

同国家图书馆的背景、历史和基础各不相同，

各国图书馆战略规划体例也有不同的差异。

２．２　战略规划内容丰富
战略规划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图书馆在不

同环境下的战略方向，而且反映了图书馆的

社会定位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从上文可以

看出，国外６个国家图书馆均把服务作为共
同关注的焦点，在战略规划中都阐述了自身

的服务理念、服务条件、服务对象、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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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较大篇幅分析了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

针对这些变化制定了服务目标、措施，界定了

图书馆的社会定位。各国国家图书馆还根据

自身特点，在战略规划中将经费、技术设施、

管理、评价等内容进行明确界定，并将利用新

技术建立数字图书馆作为战略规划中一项不

可缺少的内容和重点工作。除此之外，对外

宣传等内容在战略规划中也有所涉及。

２．３　战略规划理论研究成果丰富
战略规划研究起源于企业，后来被借鉴

到公共图书馆行业。尽管企业与图书馆两者

的组织性质和运行机制有显著差异，但在图

书馆战略规划研究初期，仍然大量应用了企

业界战略规划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因此，世界各国图书馆在制定战略规划

时都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以指导和支撑

战略规划的编制。从世界图书馆发展史来

看，美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理论

研究较为丰硕，参考资料较丰富。如今，世界

各国图书馆更加重视战略规划的理论研究，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３　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重点
从国外６个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的体例

和内容上看，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的重点是

重视数字图书馆建设、加强多方位合作、扩张

图书馆功能。

３．１　重视数字图书馆建设
各国图书馆均十分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

设，建立功能完整的获取、保存和提供数字资

源的基础设施是各国图书馆战略规划的重

点。如美国国家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６战略规
划有“增加适应于网络的数字馆藏数量，实

施新的有效的保存方法，以能够使用的形式

提供服务”等内容；加拿大国家图书馆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战略规划有“确立数字信息战略，发
展数字信息基础以支持创新、管理、保存、获

取、利用加拿大数字信息”等内容；英国国家

图书馆２００８－２０１１战略规划中有３个重点
涉及数字图书馆建设；新西兰、日本、澳大利

亚等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中也都有相应的数

字图书馆内容。

３．２　加强多方位的合作
联合、合作、协同、共享是图书馆的生存

方式和发展之路，也是各国图书馆战略规划

的重点。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社会

化的背景下，要求各国图书馆在资源、服务、

管理等方面进行多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才能

生存和发展。如美国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指

出“继续加强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成果的免

费获取，加强与外部关键群体的合作关系，达

成费用共享协议”。

３．３　扩张图书馆的功能
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原有的图书馆

功能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适应新

的变化和要求，扩张图书馆的功能成为各国

图书馆战略规划的重点。比如美国国会图书

馆提出：“继续加强图书馆员获取研究工具

和资源的能力，确保员工有合适的技能来支

撑服务和工作；全面集成一个全馆范围的人

力资本计划，不断扩张图书馆的功能”；加拿

大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提出“鼓励开发和利

用新技术，提高相关服务水平”；英国国家图

书馆战略规划明确提出：“将图书馆的品牌

和基于网络的招聘结合起来，为英国的科学

研究与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

４　国外图书馆发展趋势
４．１　数字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数字图书馆在信息存储形式、信息组织

形式、信息处理和输出形式、信息传递速度和

服务方式等方面比传统图书馆有重大的改

革。数字图书馆被人们称为未来图书馆发展

的模式，这种图书馆的实质是利用计算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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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对分布于各处的各种信息资源进行动态搜

寻、利用，是用户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最快捷方

式。数字图书馆依靠数字化技术把文字、声

音和图像转化为数字形式，采用数字方式进

行存贮、传输和处理，将图书馆的多种资料信

息通过计算机转化为二进制数字存储起来，

如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各种数据库及光盘资

料。数字图书馆的主要特征是：①信息存储
数字化；②支持网络多元化；③信息共享网络
化。

数字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主要方

向，是计算机和因特网带来的文献信息载体

形态和传递方式的变化，也是图书馆的存在

方式、运行机制和社会功能的重新定位。中

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的黄铁军先生认为：建立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它需要从

资源的数字化和资源的管理及服务两方面做

长期的工作。图书馆应该适应发展模式的变

化，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加强图书馆数字化

和网络化的工作，将图书馆馆藏信息实现数

字化，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向读者提供全方

位的信息服务。

４．２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实现网络化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实现网络化，使馆

与馆之间可以共同采访、编目，共同建设馆藏

文献信息资源，共同利用网上的文献信息资

源。图书馆可以利用网络通讯功能，为用户

进行信息的快速传递服务，如电子邮件服务、

电子文献传递、情报检索等服务，可以借助互

联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功能强大的搜索引

擎和快速的文献信息传递方法，给用户提供

所需要的文献信息。用户不必到图书馆，就

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图书馆的文献信息，从网

上得到更充分、准确的参考资料。以前信息

研究者依靠手工查找资料，凭借个人的判断

力进行研究，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所得资料不

完全，研究问题不充分。利用网络开展读者

服务，使图书馆原来面向社会服务所受到的

诸多制约不复存在，可以将用户、图书馆和信

息服务系统连结起来，向用户提供良好的信

息服务。

４．３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为了适应图书馆新的发展模式，图书馆

应加强数字化文献资源的建设，除了购买电

子出版物和光盘数据库外，还应有计划地将

有特色的纸质文献转化为数字化文献。选订

电子出版物时应协调订购，避免重复引进。

对于利用率不高的外刊，可采用购买联机检

索服务的方法。为了让订购的电子出版物充

分发挥作用，要广泛宣传馆藏电子出版物的

收录范围、专业覆盖面及检索方法，引导读者

利用电子出版物查阅所需资料。图书馆的多

媒体阅览室，将计算机、数字化等高技术结合

起来，读者不仅可以阅读电子出版物，而且可

以上网查询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的各种信息，

检索电子期刊和联机数据库。

国家很重视书目数据库和文献数据库的

建设，加强了对数据库建设的宏观管理。各

图书馆在数据库建设中必须树立全局观念，

按国家标准办事，文献的加工整理应规范化、

标准化，并充分考虑馆藏特色，突出优势，充

分考虑科研、教学和市场的需要，建立有自身

特色的数据库。

图书馆面临服务信息化、馆藏多媒体化、

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化的转变，必将推动图书

馆管理自动化和科学化。随着文献载体收藏

的多样化，更要求管理手段计算机化。采购、

编目、检索、流通以及图书馆各种业务工作都

要加强计算机管理，才能高效率地发挥图书

馆的作用，减轻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劳动，方便

读者，提高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图书馆

现代化管理除了装备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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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拥有先进的管理思想，高效的管理组织，

科学的管理方法。思想创新是宏观的，方法

创新是微观的，思想创新能用新观念作指导，

方法创新能有力保证创新思想的实现和进一

步丰富，两者相互作用，推动图书馆管理的科

学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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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５页）
软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

信息资源应主要指图书馆的各种纸质资

源、多媒体资源、各类数据库、网络资源等，这

些都是图书馆信息资源一部分。软硬件资源

主要是计算机硬件设备、高端工作站、打印

机、扫描仪、刻录机、投影仪、无线上网等设

备；软件主要是一些计算机专业软件、多媒体

软件、各种应用软件及学科专业软件等。人

力资源指确保ＩＣ正常运转的服务人员，通常
他们应比一般的图书馆馆员要具有更高的综

合素质。包括较高的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和

服务能力，熟练掌握计算机技能等。目前，各

高校图书馆ＩＣ工作人员都是由原馆员和部
分专业老师共同构成的，不然无法满足ＩＣ的
多样化服务。

３　结语
综观国内外，ＩＣ在国外发展与实践已取

得了相当的进展，并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关理

论研究也有突破。国内的 ＩＣ建设还属于初
始阶段，很多都还在摸索实践中，高校图书馆

想要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吸引读者，应把

ＩＣ建设放在首位，并大力发展实践。这种以

用户需求为主导，人性化、多样化的服务方

式，一站式服务理念，必将成为未来图书馆发

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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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图书馆为师生服务的措施

张文青

（哈尔滨工程大学图书馆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日本大学利用图书馆为师生的服务措施不断改进，在为大学师生选好
书方面不断下功夫、并且逐步走上自动化发展的道路，每年针对新生通过放幻灯片、

参观图书馆、指导学生查阅图书馆目录等，让新生快速地利用图书馆。日本还制定了

《大学图书馆设施计划要项》所确立的大学图书馆活动的基本原则与主要标准，更好

地为师生服务，给中国大学的图书馆建设一定的启迪。

关键词　日本　大学图书馆　服务　措施

　　在日本，大学图书馆被人们赞誉为“大
学的心脏”、“自学的中心”。图书馆，是将人

类文化进步和发展的成果作为资料和情报，

进行自由广泛地搜集、保存，并对外公开的设

施。如果大学的师生能够合理充分地利用图

书馆，将对师生知识的丰富、知识的获得、站

在制高点走在学科的前沿，将有不可估量的

作用。日本的学术会议在１９６ｌ和１９６４年两
次向政府提出改善大学图书馆、发展近代化

的建议，并且要求充实社会科学研究条件，积

极开展资料共同利用和书目活动、设立文献

中心等。１９６５年，文部省大学学术局设立情
报图书馆谋（科），然后，文部省的图书馆行

政逐步具体化。文部省接受馆长会议等的要

求，修改了大学图书馆标准，制订了大学图书

馆设施计划要项，进行现状调查等。日本大

学利用图书馆为师生服务的措施不断改进，

将对我国大学图书馆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

１　针对大学学科建设，图书馆首要
“选好书”

日本大学图书馆对于选书工作极为重

视，因为选书是藏书建设的第一环，选书质量

的好坏，对于藏书建设和为读者服务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日本大学图书馆把选

书工作做的很严格。日本大学图书馆，虽然

正在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虽然逐步“向社

会开放”，将服务面扩大到大学校园之外，但

大学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为大学的教学

和科研服务，其读者队伍基本上是由大学的

教师和学生组成，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

图书馆选书、藏书的特点。

日本大学图书馆对于担任选书工作的馆

员的素质要求很高。因为大学教师和大学生

都是知识水准很高的阶层，要为他们选好书，

馆员也必须具备很高的知识水准。他们认为

只有这样，图书馆员才能在选书工作中充当

主导的角色。日本大学图书馆界认为，选书

馆员仅有文科或理工科专业知识远远不够，

他还必须是图书馆工作的行家。选书业务有

其固有的规律性，选书的馆员务必精通选书

专业，掌握“藏书结构理论”，善于寻求藏书

的最佳方案。

日本大学图书馆在选书方面，根据本大

学的学科建设，通过“申请购书制度”，了解

实际，掌握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信息，购进师生

真正需要的图书。日本《图书馆法》第３条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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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图书馆为了实现图书馆服务，必须适

应当地的情况和一般公众的要求，进而还需

注意到对学校教育有所帮助”。非常明确，

日本大学图书馆提供什么形式、什么程度的

服务，取决于师生的要求。在选书时，要使教

师研究用图书和学生自学用图书分别占有较

大的比重。除此之外，有关培养兴趣、陶冶情

操、扩大视野等方面的图书也要占有一定的

比例。综上所述，日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主

要由基本图书、与教学有关的图书、教师研究

用图书、学生课外参考书和一般教养书等几

大部分构成。

２　日本大学图书馆逐步走向自动化
日本大学图书馆建立自动化系统，开始

于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是各馆根据自己的
条件分别进行研究、设计，直到上世纪６０年
代末期，才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研究活动。日

本大学图书馆逐步走上自动化发展的道路，

并且已成为一种趋势。

大学图书馆作为学习、研究的中心，是建

立在能够从图书馆自由地检索、获得、利用各

种情报信息基础上的，图书馆不再是传统意

义上的读书场所，而是能够利用丰富的情报

信息进行自主性、创造性地学习研究的场所。

据材料显示，日本大学的图书馆服务网络，从

横的方面说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隶属不同

图书馆之间的相互合作，馆际互借；从纵的方

面说是图书馆、分馆、阅览室、流动图书馆等

在内的“组织化”的“图书馆系统”。系统中

的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散落在市民身边

的“图书馆服务窗口”。日本大学图书馆实

行自动化以后，图书馆日常工作发生了质的

变化，工作效率提高了，他们认为：从长远的

观点来考虑，图书馆最好能有既懂电子计算

机技术又懂图书馆业务的专门人才来承担这

项工作。自动化对于图书馆开展业务活动来

说，是一桩革命性的事件。日本大学图书馆

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

验。日本大学图书馆的自动书库，有一套专

门的自动书库管理系统管理，图书全部按一

定规则分框装放，读者从自动书库借阅处的

个人电脑检索到所需的图书后，确定借阅时，

会启动自动搬送系统的机械装置，将包含该

图书的书框放置到自动传送设备，运送到读

者所在的位置，读者取书后，再通过系统将书

框运回自动书库，放在原来的位置。日本大

学图书馆还有自动借还书系统、无人书库系

统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可以大大缩减图书馆

馆员的工作量，使馆员可以将时间和精力集

中在参考咨询等深度信息服务上。

当日本大学图书馆大量引进电子计算

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图书馆管理者对自

动化的认识问题。也就是说，图书馆改变传

统的手工操作方式，走自动化的发展道路，是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转折。它标志着大学图

书馆的工作手段与服务方式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随着自动化在大学图书馆的实施与普

及，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相应地得到

提高。日本大学图书馆在制定自动化的预算

时，最初总是把节省人力作为重点，总会抱有

一种可以“减员”的幻想。但是实际操作中，

日本大学领导与图书馆管理者充分理解，在

合理地确定图书馆自动化的人员编制方面做

得很谨慎。

３　通过放映幻灯片对新生进行利用图
书馆的教育

在日本，放映幻灯片是作为新生利用图

书馆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的。新生入

学后，首先确定日期和时间，一般由图书馆馆

长向新生作时间较短的讲话，然后放映幻灯

片，把图书馆基本情况向新生作全面介绍，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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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片的配音说明都是大学图书馆自制的，不

过，每年根据新的情况对其内容稍加改变。

他们认识到，要想使新生对图书馆得到全面

印象，让学生充分了解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以

及掌握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基本技能，由于新

生的增加和阅览方式的改变，对幻灯内容也

稍加改变。这一方法从１９６１年起一直沿用
到１９８２年，初期是把查阅卡片目录作为幻灯
的主要内容加以介绍的，因为当时图书馆是

采取闭架的借书方法。但是，由于新生当时

还处于连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所在地

点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单纯地介绍卡片目录

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放幻灯片的方法

随着发展逐步被放录像的方法所代替。

４　日本大学图书馆组织学生进行目录
使用说明

在日本大学的图书馆，每年新生入学后，

一般由馆长在教授会上提出开展新生利用图

书馆教育的必要性得到会议赞同后，专门从

授课时间中抽出一定的时间用于目录使用说

明等工作。在进行目录使用说明前，要与各

专业商量好日期，定好时间，依次进行。目录

使用说明主要介绍以下内容：其一，对书标进

行说明；其二，介绍目录种类；其三，介绍书名

目录；其四，讲解卡片排列法；其五，讲解图书

存放地点及借阅手续；其六，介绍工具书使用

法。各小组利用轮流参观图书馆的空隙时间

去办理登记手续，领取借书卡片。在进行目

录使用说明时，为使讲解内容不致因人而异，

差别很大，特意编写了详细的供解说用的参

考资料。图书馆不仅要配备反映自身藏书的

目录，还要配备反映全校图书馆资料的综合

目录；目录厅的位置与参考工具书的放置位

置必须靠近。据资料：日本大学图书馆以前

的图书管理也使用卡片，现在已经完全改为

电脑检索。资料的整理是指按照一定的规则

将资料的书名、作者、出版社等信息输入电脑

构成一个系统的过程。读者通过一定的检索

条件确认所搜索资料在图书馆内是否有收

藏。

过去日本各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对同一本

书重复着同样的编辑工作。为了避免这些不

必要的重复劳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必要的差

异，日本文部省学术情报中心建立了一个全

日本大学图书馆目录信息服务系统。

５　日本大学图书馆１９８３年开始采用
录像设备

日本大学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增添了电视机和
录像机后，代替幻灯片对新生进行利用图书

馆教育。大学图书馆利用录像设备，由一名

新入学的学生做模特，录制这名学生怎样参

观图书馆、怎样查询目录、怎样借用书籍、怎

样还书、怎样利用图书馆自习等活动，详细而

又具体，一目了然，使新生在短短的半小时内

就可以掌握快速有效利用图书馆的技巧。一

般摄影监督和录像剪辑由编写脚本的两人承

担，并确定了馆内的拍摄人员和演出人员，学

生仍由上述一人主演。对准备拍摄的作品，

事先要进行检查，并须取得其作者的同意。

日本大学图书馆在对新生进行怎样利用图书

馆教育时，想尽了一切办法，采取了各种手

段，而最大的体会是，不同的手段有不同的特

点，但从其全部内容来考虑，最有效果的手段

还是增加录像设备。

日本大学采用电视机和录像机，逐渐代

替幻灯对新生进行教育，将参观图书馆、讲解

如何使用图书馆搜索目录等环节，都通过电

视和录像生动地体现出来，这样让新生易接

受，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利用图书馆的技巧，

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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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日本设立《大学图书馆设施计划要
项》

《大学图书馆设施计划要项》所确立的

大学图书馆活动的基本原则与主要标准包

括：（１）关于大学图书馆的体制。指出大学
图书馆往往不是仅指大学的中心图书馆，而

是指包括大学内所有图书馆设施在内的图书

馆组织系统。（２）关于大学图书馆馆长。规
定了“由本大学具有教授资格的人充任”，

“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由事务职员充

任”［１］。日本１９５２年的《大学图书馆基准》
规定的更为明确具体：“馆长由深刻认识与

理解大学图书馆应该完成的使命和作为馆长

的职责，并且具有作为馆长的管理能力的教

师充任。也可以由充分理解大学的研究和教

育，并且具有卓越见识和优秀管理能力的专

业职员充任。”［２］

《大学图书馆设施计划要项》指出了从

功能上看，大学图书馆分为：学习图书馆、研

究图书馆、综合图书馆、保存图书馆。《大学

图书馆设施计划要项》指出了大学图书馆分

为“集中管理方式”与“分散管理方式”，并且

特别规定了大学图书馆的资料配置的主要量

化指标：其一，教学指定参考书的数量标准：

学生总数的４倍；其二，参考工具书的数量标
准：不同规模、特点的图书馆不尽相同，但作

为一般标准，一所图书馆集中配置的数量应

不低于５０００册。大规模的图书馆，数量相应
增加；其三，阅览座位的数量标准：本科学生

为学生总数的 ２０％，研究生为学生总数的
３０％，教师（有博士生系科为教师总数的
３０％＋有硕士生系科为教师总数的２０％ ＋

只有本科生系科为教师总数的 １０％）。同
时，应为教师设置供个人使用的研究阅览室。

日本文部省大臣临时教育审议会事务局主任

调查官冲吉和的概括很有代表性。他说：

“在信息社会，大学图书馆首先应该是一个

‘信息化的学校’。这个‘学校’，不仅是学生

学习的场所，还是开展地域文化、体育活动的

场所，同时也是地域企业开展研究、职业进修

的场所。基本方向是大学图书馆的教育活动

与种种社会功能相互融合。”可见，这里所说

的“学校”，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一个具

有教育、研究、文化、体育整体功能的设

施”［３］。只有这样，大学图书馆才能对终生

教育作出回应，才能对社会信息化作出回应，

才能实现大学图书馆真正为大学师生服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大学图书馆

在精心为学校师生选书，使得学校师生能找

到适合自己专业的用书；利用各种方法使新

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书方面做

了很多努力，无论是图书馆的自动化，还是利

用录像等为新生服务，都值得我国的大学图

书馆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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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天堂》———图书馆之歌诞生记

赵志毅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　３１００３６）

　　摘　要　记录了《书香天堂》这首图书馆之歌诞生的过程，并附《书香天堂》词
曲。

关键词　书香天堂　图书馆　歌曲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浙江省高校图书情
报工作委员会成立３０周年纪念大会在浙江
传媒学院召开，全省８０多所高校的馆长应邀
莅会，各个中心表演的节目精彩纷呈。章云

兰副主任兼秘书长与何立民馆长，马景娣副

馆长等领导在会议期间不无遗憾的议论说

“如果各中心代表队的合唱曲目是我们图书

馆人自己的歌就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是啊，我们图书馆界应该有自己的歌才

对啊！”我打心眼里赞成他们的话。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４日，杭州师范大学换届
工作开始，按照政策规定，我已经到了换届离

职的年龄。在离开自己钟爱的图书馆长职位

之际，４年来与高校图工委领导和各兄弟馆
馆长亲密无间的合作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我

想，我得为自己钟爱的图书馆事业留下点什

么。接下来的１０天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
图书馆（员）的书籍、如何写歌词等资料，“恶

补”的结果是思如泉涌几近夜不能寐，食不

甘味。任职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长 ４年来
１４６０天的点点滴滴像是电影般清晰可见，我
一篇篇一本本仔细翻阅着４年来的日记，开
始撰写《我是光荣的图书馆员》———这是我

最早起的歌名。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３日在杭州飞
往海口的航班上我忽然心血来潮、灵感爆发，

在那蓝天白云之间写下了“骏马秋风塞北，

杏花春江南。鉴湖游侠草莽，银河神舟天罡。

我们是光荣的图书馆人，往来于文化传承的

桥梁上，我们是追梦的使者，播下美丽与芬芳

……”

在次日（２４日）的会议“茶歇”时我写出
《图书馆之歌》第一稿，在下午会议“茶歇”时

用笔记本电脑发给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

委书记王同教授（我的校友）请他找个歌词

创作者给把把关，润润色，同时也发给我馆苏

杭（中国音乐学院硕士）馆员，问他可否给歌

词试着谱个曲。

第三天（３月２５日）下午酝酿修改歌词，
写成《图书馆之歌》（第二稿）。

当晚收到王同老友的回信，说他们院里

没有专职的歌词创作者，得找文学院的老师。

苏杭回信说，他得好好消化歌词，酝酿感情，

这件事可是急不得的。当晚我将二稿歌词发

给了我３５年前西北师范大学的校友，现任南
京艺术学院演艺学院院长的庄曜先生，恳请

他帮忙谱曲，他一口答应下来。

三稿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夜在浙江瑞安
华富·天成大酒店８６０７房间（应邀在浙江大
学瑞安德育讲习班讲学）与庄兄通电话，他

说歌词写得很好，有气势、有内涵，他挺感动

的，并已经在酝酿写作之中了，就是歌名太白

了，再雅一点才好。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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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你老赵现在是在天堂啊！我说，杭州文化

氛围很浓的，天堂里处处飘满书香。他说，这

个意境雅多了。我灵机一动：杭州谓之天堂，

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兹说“天堂

是图书馆的模样”，就叫《书香天堂》吧！庄

兄说“好！”。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庄兄竟然一气呵成！

在４月的４、５、６三天清明小长假里按照三稿
将歌曲谱好并请专人演唱录音制作完毕。７
日发给我，听着那优美抒情的曲调，我好生感

动！４月９日，我带馆里几十位退休老同志
去“桐庐七里扬帆”游览，将《书香天堂》放给

老同志们听，博得大家的首肯。４月８日在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９０１馆长室我邀请舒身
杰书记，办公室主任王唯，馆长助理郑福根，

读者服务部主任屠航以及郑碧敏、王处强等

馆员字斟句酌地推敲歌词形成了第四稿，也

就是最终稿。

在２０１３年３———４月间，苏杭和我一次
次地斟酌歌词，他完全从天籁之音、基督教音

乐的角度倾心创作出了一首全新风格的《书

香天堂》。４月２３日请他北京的朋友制作完
毕。在４月２４日金华召开的全省高校图书
馆长会议上，我们馆的两种不同风格的“图

书馆之歌”一同回响在会场上，博得了高校

图工委全体领导和与会代表们的充分肯定和

一致好评。

图书馆，我与你邂逅相遇，你让我魂牵梦

绕。今天，我离开了，挥一挥手，留下一首欢

快的歌谣。

（注：《书香天堂》二个版本的词曲见下页

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櫈

）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喜获学校“三育人”先进集体

　　湖师院图书馆、档案馆在学校党委和各级领导

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两馆领导班子的积极带领和全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荣获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三

育人”先进集体，李金花老师荣获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度“三育人”先进个人。在９月１０日的教师节庆祝

大会上，图书馆、档案馆受到了学校的表彰。

湖师院图书馆始终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

的服务宗旨，强化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提升育

人水平，发挥图书馆职能，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扎

实开展读者服务与文献信息服务，充分发挥了图书

馆在学校教学、科研活动中的文献信息保障及服务

职能作用，认真做好服务育人工作。在获得荣誉的

同时，该馆团结一致，群策群力，进一步创新工作思

路，创造良好育人环境，主动推送服务项目，在服务

育人方面努力做得更好，为建设“湖州大学”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据悉，校级“三育人”先进集体每二年评选一

次，今年全校共有５个单位被评为本届校级“三育

人”先进集体。湖师院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一直来得

到全校师生的充分肯定和好评，连续几年年度考核

优秀，获校级年度先进单位。２０１１年被评为争创全

国文明单位先进集体；图书馆党总支２０１０年获学校

先进基层组织单位、２０１１年获湖州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并在学校２０１１年度党总支工作考核中

获优秀，图书馆分工会获得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校“先

进教工小家”。 （省高校图工委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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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
优秀成果获奖名单的通知

浙高图秘字（２０１３）９号

全省高校图书馆：

为进一步推动高校图书馆理论研究的深

入开展，鼓励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开展学术研

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省高校图书馆

科研水平的整体提高，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浙江省

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优秀成果的评
选工作。在各高校图书馆申报的基础上，经

专家评审，我委核准同意，共评出优秀成果

５４项，其中一等奖７项，二等奖１６项，三等

奖３１项。
现对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度优秀成果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希望获奖者

再接再厉，为繁荣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事业作

出新的贡献。

附：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优秀
成果获奖名单

浙江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二○一三年六月三日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优秀成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出版社 单　位 作　者

美国公共图书馆经费保障制度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杭州师范大学 刘　璇

基于ＳＯＡ的身份识别在开放阅览室管理系

统的应用
大学图书馆学报 浙江师范大学 沈彦君

基于 Ｓｔｒｕｔｓ＋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框架的手机

图书馆服务系统
大学图书馆学报 浙江师范大学

丁　夷

金永贤

学术交流新模式：图书馆出版服务 大学图书馆学报 浙江大学
赵惠芳

毛一国

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现状与发展 大学图书馆学报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毕惠芳

韩惠琴

我国开放存取中文科技期刊与全文数据库

期刊的时效性比较
大学图书馆学报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叶新明

陈益君

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基于英美１０

所知名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的考察

图书情报工作（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浙江大学

张焕敏

叶杭庆

赵美娣

１６

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９期）



二等奖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出版社 单　位 作　者

两岸三地部分高校图书馆版权政策比较研

究
大学图书馆学报 中国计量学院

孙　洁

李大鹏

“卓越计划”唤醒工程类学生专利信息素质

教育
大学图书馆学报 浙江工业大学

王　欣

何立民

池晓波

以“读书诗”劝学：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

新形势
大学图书馆学报 宁波大学 成晓东

走向移动互联时代的图书馆服务
图书情报工作（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浙江海洋学院

方胜华

李书宁

基于分词技术提升虚拟参考咨询系统智能

服务
图书情报工作 浙江理工大学 胡朝明

图书馆多目标读者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效

果分析
图书馆杂志 浙江大学 钱佳平

“客观同行评议”方法探索性研究———一种

基于引文分析法的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方

法

图书情报工作 浙江大学

沈利华

缪家鼎

陈国钢

基于影响强度的社会网络搜索算法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浙江师范大学 惠淑敏

海洋生物产业专利情报分析 情报杂志 浙江大学
余敏杰

田　稷

对图书馆服务深度的反思 新世纪图书馆
宁波大学园区图书

馆

颜务林

李玉芬

古籍形态“叶子”考 图书馆杂志 浙江师范大学 方俊琦

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及影响力研究———以

国内２３种图书情报类期刊为例
情报杂志 浙江大学 朱玉奴

村企联动的庄史村图书流通站及启示 图书馆杂志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张赞梅

周群英

ＣＣ中的非商业性使用条款的适用性剖析 图书情报工作 浙江理工大学 傅　蓉

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型大学图书馆转

型发展的新思路
情报资料工作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杨蔚琪

“十里红妆”文献溯源（专著） 中央戏剧出版社 宁波大学 刘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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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出版社 单　位 作　者

图书馆私有云基础构架开源解决方案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浙江理工大学
刘　茜

胡朝阳

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的数字图书馆运行机制

优化及动态平衡控制
情报杂志 浙江师范大学

王　瑶

金明生

我国高校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ＬＣ）构建思

路分析
图书馆 浙江大学 刘景宇

教育公平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公共图

书馆的新出路和使命
图书馆论坛 浙江工业大学 梁春慧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之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浙江师范大学 刘应芳

图书馆联盟联邦身份认证系统的构建研究 情报杂志 浙江理工大学

刘　翔

胡绍军

王　倩

基于对称性和 ＧＣ矩的数字图书馆图像检

索技术
图书情报工作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

学院
何　蕾

赛事管理系统在特色数据库质量评估中的

应用
图书馆建设 浙江理工大学

王　倩

黄志强

施干卫

智力资本报告—图书馆管理与发展的重要

工具
图书情报工作 浙江农林大学

刘剑虹

王　雯

基于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开展阅读推广的探讨 图书馆论坛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陈俭峰

改进的个性化智能文献推送方法在数字图

书馆中的应用研究
情报理论与实践 宁波大学 张玉霞

信息素养教育中目录学知识的缺失及改善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浙江科技学院
陈雪飞

徐庆宁

基于信息共享空间的高校图书馆虚拟电子

阅览室设计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宁波工程学院 杨　玫

美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监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图书馆杂志 浙江师范大学 程莲娟

简述微博在公共图书馆中的社会效用———

从“杭州图书馆微博事件”说开去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容春琳

ＲＦＩＤ技术支撑下的图书馆三线典藏制 图书馆杂志 杭州师范大学 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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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出版社 单　位 作　者

从淘宝网看图书馆人性化信息服务 图书馆杂志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胡海燕

面向企业的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服务推广 图书情报工作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张云霞

电子图书在国内图书馆应用研究综述 图书与情报 浙江大学 吴晶晶

基于大学生调查问卷的“９０后”大学生信息

需求分析
图书馆建设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王毅容

基于三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对地方高等院

校科研水平与学科发展的评价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隋秀芝

李　炜

基于室内移动位置服务技术的图书馆服务

策略探究
图书馆建设 浙江大学 陈国钢

浅谈读者决策采购 图书馆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郭熙焕

墨尔本大学艺术类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

探析
图书与情报 中国美术学院 朱　甜

图书馆引进电子书阅读器的思考 图书馆杂志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蹇瑞卿

胡海燕

崔恒燕

学术研究视野中的报刊开发利用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浙江师范大学 杨云芳

大学生数字媒体阅读实证研究 图书馆论坛 浙江传媒学院 王晓丹

大学生阅读现状与图书馆干预 图书馆杂志 中国美术学院 陆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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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事业与社会事业交互联动的革故鼎

新———丁丙及其八千卷楼的再一历史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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