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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淼

关于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思考

摘　要　高校图书馆应当向社会开放。高校馆可通过网络化, 通过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 通过网

络延伸、开放多媒体中心, 以及借阅文献等途径向社会开放。开放中要注意循序渐进, 先局部再扩

大, 要兼顾为教学服务的主体工作。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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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以其丰富的馆藏文献、先进的设备、

高层次的专业人员等有利条件很好地适应教学及科

研需求。但是, 高校图书馆又以其服务对象单一、相

对封闭, 从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馆藏资源、设备及人

员的浪费。因此, 高校图书馆应研究向社会开放, 使

其丰富的馆藏资源服务于社会各阶层读者。这对于

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资源, 增强馆员素质, 都会起到

非常好的作用。

1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必要性

1. 1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 是扩展其发展

空间的唯一途径
目前, 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主要是教师和

学生, 在立足培养合格的人才和配合科学研究之外,

尚有很大的富余资源处于闲置状态, 工作任务也不

饱满。截止 1995 年, 我国的高校有 1080 所, 教师和

学生总人数 330. 7 万人, 按每所大学一座图书馆 (不

算各系图书资料室) 来算, 平均每个图书馆负担

3055 名读者。这与社会公共图书馆所面对的上万甚

至十几万读者人数相去甚远。例如: 向国际化大都市

迈进的广州市只有公共图书馆 14 个, 按人口平均

44 万人才有 1 个图书馆 (上海 37 万人 1 个, 香港 10

万人 1 个)。从全国来看, 我国公共图书馆共 2485

个, 平均 45. 6 万人才有 1 个; 人均拥有图书 0. 24

册。这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 (美国 1. 676 万人有 1 个

图书馆, 人平均有书 1. 75 册; 日本 0. 6 万人有 1 个

图书馆, 人平均有书 0. 6 册)。我国的状况显然无法

满足社会公众的求知热望。所以, 要求政府多办图书

馆的呼声很高, 可是政府连维持现有图书馆的经费

都很困难, 更不用说多开办图书馆了。目前, 广州、上

海的高校各有几十所, 它们的图书馆设备非常先进,

馆藏丰富, 网络化程度高, 信息检索快捷方便, 完全

有力量向社会开放, 以减轻公共图书馆的压力。从全

国来看, 我国有 5000 余所各种类型图书馆, 如果打

破条条框框, 全部向社会公众开放, 可以节省国家大

量资金, 创造可观的社会效益。所以, 在新形势下, 高

校图书馆应改革传统的服务模式, 在满足本校读者

的情况下, 以图书馆的人才、设备及丰富的馆藏资源

为支持, 打破校园封闭状况, 向社会扩展和辐射, 实

现一种全方位的发展模式。

1. 2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是培养图书馆

工作人员能力, 提高图书馆员良好素质的途

径之一
高校图书馆员长期面对的读者只是学生和教

师, 读者面单一, 视野封闭, 不利于馆员业务的提高。

只有多与社会接触, 多承担一些社会其它相关机构

转来的课题, 多接触社会各专业的读者并与公共图

书馆横向联系, 互相学习, 才能使馆员得到充分锻

炼, 提高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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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读者和用户的需求, 是高校图书馆向社

会开放的动力
1978 年以来, 我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

高,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从每百人 8 名增加到 26 名。

这些人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 而大中城市正是高校集

中的地方。知识水平的提高要求人们有继续学习、查

阅文献资料和读书的场所, 单位的工作和科研项目也

需要利用图书馆的各种信息资源, 而目前的公共图书

馆尚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利用高校图书馆的先进设

备、人员和各种信息资源等有利条件, 可以大大提高

满足这种要求的程度。这比重复建馆来得容易且可节

省大量的建馆资金。特别是那些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

书馆实行资源共享的地区, 更能体现效益。

1. 4　高校图书馆可利用有利条件为社会、为

自己创益
高校图书馆可利用自己高素质的人员以及网络

化程度高等有利条件来承担社会、团体的科研项目

和各种大、中型会议以及培训班等, 一方面可以创

收; 另一方面也可使图书馆不断地学习、掌握管理方

面的经验, 提高馆员的业务能力。在这一方面, 北京

气象学院图书馆深有体会: 1998 年 9 月, 该馆争取

到“全国气象财务软件培训班”的培训任务, 馆领导

高度重视, 从计算机的安装、调试到人员的管理、培

训都作出了一流的服务, 培训结束后, 上级领导对该

馆的工作非常满意, 不仅追加了办馆经费, 而且一些

软件公司也要求协助办这类培训班。

1. 5　高校图书馆可以在学校科研成果和社

会产业的转化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
图书馆在向社会开放过程中, 接收了大量社会

信息, 可以为社会各单位急需高科技需求和学校的

科研成果牵线搭桥, 使学校的科研成果尽快地转化

成产品而服务于社会。

2　高校图书馆如何向社会开放

2. 1　通过网络化向社会开放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发展趋势是以图

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为前提的, 图书馆的资源共享

需要馆际之间的联网。目前, 不论是高校图书馆之

间, 还是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科学图书馆等其

他系统的图书馆之间, 在我国都还没有联网, 这无疑

会对进入 21 世纪的我国图书馆事业起到阻碍作用。

进入下一世纪的我国图书馆应该打破按系统各自为

政的条条框框, 分片、分地区联网, 然后实现更高级

别的网络系统。这样才能为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

打下坚实的基础。实现网络化会更有利于高校馆向

社会开放。

2. 2　开发统一的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适

应高校馆对外开放之需
目前, 由各校自行开发、相对封闭的图书馆自动

化管理系统不能适应信息发展的需要。由于各馆书

目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著录不规范、标准及机读格式

不统一等原因, 很难进行馆际之间的联网进而实现

资源共享, 也难以实现在网上向社会公众开放自己

的馆藏。这种分散、封闭式的管理模式, 不能适应高

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应尽早开发先进的、统一的图

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以适应社会对图书馆信息资源

的需求。

2. 3　高校图书馆信息网络要向社会延伸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信息量也越来

越大, 科研人员和企业界人士只有上网才能快捷地

查找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一般网络化程度高,

in ternet, cernet, calis 网在高校都有站点。在对社会

用户开放时可将终端延伸出去, 使社会用户能方便、

快捷地上网, 同时, 用户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很快地

反馈回来。

2. 4　高校的图书馆多媒体中心可向社会公

众开放
用户可利用多媒体中心进行情报检索、目录查

询、培训学习和会议等, 也可以定期发布学校的科研

成果以寻求合作伙伴, 加快科研成果的转换。

2. 5　高校图书馆的情报资料、科技书刊等向

社会开放
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是最直接对社会服务的手

段, 是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服务的基础。所以, 高

校图书馆应重视这个问题, 搞好服务工作, 以便向更

高层次的服务发展。

3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应注意的事项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并不是简单的事, 这是

因为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办馆方针不一样, 服

务对象不一样, 所承担的任务不一样, 所以向社会开

放高校图书馆应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过程。

—98—

陈荣淼: 关于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思考
Chen Rongm iao: Recomm endations fo r U niversity L ib raries Open to the Pub lic



各高校图书馆应事先考虑自己向社会开放的程

度, 先期向社会开放哪些资源和设施。社会读者借书

证的发放范围, 信息网络的利用程度, 应预先开展试

点工作, 取得一定经验。发现的问题一定要有解决的

办法, 同时, 相应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

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 必须得到图书馆的上

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对开放部门和不开放部门要

划分清楚, 开放部门要有专人负责。图书馆各部门要

协调一致, 做好校外读者的接待工作。

在目前的情况下,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要控

制范围。可以先对校内家属和周边社区开放, 可重点

与周边地区科研单位、产业机构联系。例如, 北京海

淀区是很多科研机构、中小学校、产业公司等集中的

地方, 那里同时也是高校密集的地方, 高校图书馆可

先对这一地区科研单位、产业机构开放, 一定能取得

很好的效果。同时, 也可以实行联系会员制, 定向向

周边地区和单位开放。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地了

解周边地区和单位的情况, 同时, 对本馆的开放能力

能做到心中有数,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 一定不能忽视了本职

工作, 高校图书馆的本职工作、重点任务是为本校师

生全方位地服务, 只有在不影响本职工作, 不削弱为

本校师生服务这一前提下向社会读者开放, 才能够

说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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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7 页) 观念的淡漠, 我们不少图书馆的科

研成果往往只是鉴定, 没有推广应用, 只有试验室,

没有市场, 更没有增值。

(3) 我们是在按照传统的业务思维搞自动化设

计。

不少的图书馆开发了不少图书馆业务应用软

件, 对推动图书馆的自动化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

作用, 但这些软件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在用现代

化技术重复传统的业务流程, 因而在实现科学管理、

降低成本、提高功效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致使

目前不少图书馆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计算机软件,

为此, 也引起一些非议。我认为, 引进者自有自己的

道理, 因为引进的软件确有国内软件不可比的优点。

事实上, 由于新技术的应用, 图书馆传统的部门

结构和业务流程已很难与之相适应, 都面临着业务

重组的问题。比如说, 地区性采编中心与本馆采编的

联合、以及集中采编所引起的图书分编程序的变化、

开放管理与书目查检的矛盾; 又比如网络资源与馆

藏资源的合理使用与开发、数据库的建设等。这就需

要我们从更新和更高的角度来进行组织, 使之从传

统形态转向理想形态, 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软件时,

不是从“现状”出发, 而是以“应该是什么”为着眼点。

经济学界认为, 企业业务重组是对于业务过程

的彻底再思考和再设计, 其目的是在当代衡量企业

绩效的关键指标, 如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

取得重大改进。图书馆业务流程不同于企业, 但我们

可以借鉴其合理的内核, 重新审视图书馆内部结构

和业务流程, 以实现创新与突破。

观念变化是一个自我否定和扬弃的过程。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 必定需要更多和更深的理性思考。

更新观念和理论建树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十分艰巨的

任务,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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