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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百年回眸

摘　要　本世纪初, 中国开始了初期的读者服务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后, 读者服务工作发生了根本

变化; 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 在文献提供、信息开发、信息检索、参考咨询、读者教育及网络信息

服务方面, 有了飞跃发展。百年来, 中国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走过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低级到高

级的历程, 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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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 总结一下百年来中国图书

馆读者服务工作所走过路程, 阐述近 20 年来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 是很必要的。本世纪的读者服务工作的

发展可以分为前半世纪和后半世纪。在后半世纪中,

又以 80 年代以后的发展尤为迅速, 所以本文分为三

部分加以论述。

1　20 世纪前半叶图书馆读者服务工

作的发展

我国近代图书馆产生于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最初成立的新型公共性的图书馆大约可分为两类: 一

是在旧式藏书楼的基础上经过改建而成; 二是在维新

派的倡导下或西方人士的主持下, 仿效西方开办图书

馆的经验而新建的。新建的图书馆由于将藏书开放,

供社会人士使用, 于是就有了初期的读者服务工作。

(1) 维新派倡导的图书馆以“开放藏书, 启迪民

智”为目的, 通过开放藏书来教育人民, 传播改良主义

思想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其开放对象主要是知识

分子, 服务方式只限于室内阅览。

(2) 1909 年, 清政府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

图书馆通行章程》。该章程规定了图书馆的宗旨是:

“图书馆之设, 所以保存国粹, 造就通才, 以备硕学专

家研究学艺, 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 供

人浏览为宗旨。”这个章程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它

是一个带有政令性的章程, 所以它的颁发对于我国各

省立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起了一定的作用。截至辛亥革

命前, 已有 18 个省、市建立了省立公共图书馆。

这一时期的公共图书馆的方针大多以“保存国

粹, 输入文明, 开通知识”为宗旨。在服务对象方面,

扩大到一般的公职人员及知识分子阶层, 但对来馆

阅览者一般要收费。服务方式仍限于馆内阅览。所以

初期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 虽然名义上是可

供公共使用, 但在服务观念、服务对象、服务方式等

方面均残留着旧式藏书楼的作风。

(3) 辛亥革命以后, 蔡元培先生担任了教育总

长。蔡先生一生提倡民主与科学, 非常重视“平民教

育”。当时教育部特设社会教育司, 其任务之一即“掌

管图书馆及保存文献事”。鲁迅先生就曾主管社会教

育司第二科的业务工作。蔡元培、鲁迅二位先生的支

持和倡导, 对于民国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

展及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 4 年 (1915 年) , 教育部颁发了《图书馆规

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两个图书馆规程公布后, 最

大的变化是市、县建立起一些通俗图书馆和民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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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通俗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作为推广平民教育的基

地, 从一开始就以“向广大劳工和平民开放”为宗旨。

不少通俗图书馆还关注妇女儿童读者, 并采取了一些

措施。如京师通俗图书馆于 1916 年增设儿童阅览室

一处。浙江省立图书馆除男子阅览室外, 还设有女子

阅览室和儿童阅览室, 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

在启迪民智、普及教育的思想指导下, 读者服务

工作以扩大图书流通为重点, 使书刊尽量接近广大

民众。如当时天津市的七个通俗图书馆为了普及文

化, 方便群众借阅图书, 均设有巡回文库, 各馆派人

依照预定的路线, 按期巡回借阅。此外, 还设有家庭

文库和学校文库。家庭文库主要为家庭妇女学习文

化、学习知识及教育子女而设。学校文库是供教师参

考用的。由于图书流通工作的开展, 达到了普及新文

化、新知识, 向广大民众进行教育的目的。

(4) 五四运动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来说, 是一次

伟大的启蒙运动。在新的形势下, 图书馆作为宣传新

思想、传播新文化, 向人民进行教育的有力阵地, 开

展了许多有益的读者服务活动, 在社会教育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我国图书馆事业, 受到来自两方面

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革命派, 他们

把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团结教育人民的阵地。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各地创办了一些传播进步思

想的图书馆, 如:“亢慕义斋图书馆”、“上海通讯图书

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另一方面是以沈祖荣、杜

定友、刘国钧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图书馆学派。他们于

辛亥革命后曾先后留学欧美, 学习西方图书馆学的

理论和实践, 回国后, 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广西方的一

些办馆思想。

李大钊认为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应是社会上的民

众, 应面向劳工。他说:“劳工聚集的地方, 必须有适

当的图书馆、报室, 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他主

张“图书馆宜一律公开, 不收费”。在服务方式上, 他

主张采用开架式, 认为“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 取书

手续非常麻烦。⋯⋯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

续和虚费的时间, 并且给阅览人一种选择的便利, 所

以主张开架式”。

刘国钧、杜定友等人借鉴欧美的经验, 结合我国

实际情况, 对图书馆的性质和服务观念等做了许多

论述。

刘国钧认为, 图书馆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 图书

馆教育“苟善用之, 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 甚于学

校”。“图书馆是以用书为目的, 以诱导为方法, 以养

成社会上人人读书的习惯为指归”。

杜定友也十分强调图书馆的教育作用。他认为

图书馆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以适当的图书, 在适当的

时候, 供给适当的读者”, 以提高全民智力, 实现全民

教育。

在这些思想指导下, 五四运动以后, 我国图书馆

的读者服务工作和服务方式都有较大进步。具体表

现有两方面:

一是扩大了图书流通: 除了外借、阅览等图书流

通方式外, 还发展了图书馆流通代办处和通讯借书

(邮寄借书)等方式。例如, 天津市通俗图书馆创办了

图书流通代办处, 主动地将书刊推广到民众中, 使更

多的人能看到新书、新报。上海通讯图书馆开创了通

讯借书的先例, 其通讯借书的范围遍及全国各大城

市及乡村, 甚至远及南洋群岛。

二是开展了读书辅导工作: 个别图书馆在开展

多种图书流通活动的同时, 还举办了读书辅导活动。

如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于 1934 年发起“读书指导”

活动, 以提高读者选择图书的能力和消化图书的能

力。他们认为:“图书馆不仅应是大众的书斋和精神

粮食仓库”, 而且还要通过读书指导“成为读者的良

师益友”。为此, 申报流通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读书

指导活动, 包括通讯问答、阅览室指导、编制研究书

目、编写名著提要、与读者个别谈话或召开读者座谈

会等。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书指导工作做得十分细

致、深入, 开创了我国图书馆读书辅导的先例。除此

之外, 有些图书馆还举办读书会、讲演会、图书展览

会等, 以期引起民众读书的兴趣, 加深读书的印象。

也应当指出, 解放前的图书馆虽然标榜向群众

开放, 但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除了劳动人民

因为受到经济和文化条件的限制而很少能够利用图

书馆外, 一些图书馆还制订了许多清规戒律, 甚至作

出歧视劳动人民的规定, 如: 解放前的北京图书馆曾

规定:“穿对襟短褂的人不得入内”等。

2　20 世纪后半叶图书馆读者服务工

作的发展

(1)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国家性

质的改变, 图书馆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图书

馆成了广大人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 图书馆向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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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敞开了大门。为了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图书馆提出了“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的口号。各类型

图书馆, 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加强了图书流通工作, 通

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图书流通的方式, 达到为

读者服务的目的。与此同时, 还开展了图书宣传和阅

读辅导活动, 如: 通过新书陈列、图书展览等方式, 向

读者推荐优秀书刊; 组织读书会、读者座谈会等辅导

读者阅读; 编制各种“推荐书目”, 引导读者有计划、有

目的地学习等。解放初期的这些服务活动的开展, 使

得读者服务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2) 1956 年, 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后, 各类型图书馆加强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

如: 建立科技阅览室和参考工具书阅览室; 编制各种

专题目录或联合目录; 开展馆际互借; 对科研工作者

在借阅书刊方面给予一些优惠等。

60 年代以后, 读者服务工作在两方面有比较大

的进展: 一是开展了对读者的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 了解和掌握各类型读者的阅读需求及其

规律。二是进一步加强了为科研服务的工作, 一些大

型图书馆针对科研工作需要, 开展了“对口服务”、

“定题服务”等。天津图书馆针对科研和生产的需要,

在生产和科研的全过程开展“跟踪服务”。有些图书

馆还有目的、有针对性地为读者代查、代译文献资

料, 把情报工作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引进到读者服务

工作中来, 因而突破了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工作方式,

加强了图书馆为科学技术服务的内容, 使图书馆的

读者服务工作又向前发展一步。

(3)“十年动乱”时期, 图书馆同其他行业一样,

受到严重破坏, 许多优良传统横遭践踏。而在这 10 年

中, 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些发达国家已由工业社

会发展到信息社会。信息已成为战略资源, 知识成为

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下, 图

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 以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

3　80 年代以后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

的进展

80 年代以后,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由此而引起的读者服务工作的变化也是空前的。

80 年代以后读者服务工作的变化, 除了主观认识的

提高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外, 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计

算机自动化系统的开发, 各类型电子文献的应用以

及网络的开通等现代化技术的应用而引起的。这些

现代化手段应用于读者服务的各个领域, 使读者服

务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3. 1　文献提供服务
(1) 开架借阅的普及

80 年代以后,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馆藏, 选择文

献, 简化借书手续, 各类型图书馆先后采取了开架借

书方法。开架借阅不仅缩小了读者与藏书之间的距

离, 而且提高了文献的利用率和读者需求的满足率。

(2) 自动化图书流通系统的启用

早在 80 年代初, 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邮电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就着手研制图书流

通系统, 但因为没有计算机读入装置而不能使用。

1986 年北师大图书馆引进激光条形码阅读器, 在该

馆西文教师开架阅览室试运用, 这是北京第一个实

用的图书流通系统。90 年代以后, 凡采用了图书馆

自动化集成系统的图书馆, 都实现了用计算机借书。

自动化图书流通系统的功能包括: 借阅、查询、读者

管理、统计和书目管理等。

(3) 特色服务的开展

80 年代以后, 一些图书馆根据本馆藏书的特点,

地区人文特点, 特定读者的需求等因素, 开展有针对

性的借阅服务。如上海南市区有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宗教的遗迹, 还有称为“万国

建筑博览会”的外滩, 根据地区特点, 该馆成立了“旅

游文化博览部”, 逐渐形成了上海旅游文化中心。

(4) 多种载体文献阅览室的建立

随着文献载体的多样化, 专门阅览室的种类逐

渐增多, 如: 视听资料阅览室、多媒体光盘阅览室、电

子文献阅览室、网络检索室等相继成立。南京通信工

程学院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就具有数字信息服务、图

书馆主页浏览、多媒体网上教学等多种功能。

3. 2　信息开发服务
80 年代以后,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经济的

发展以及图书馆自身认识的提高, 图书馆读者服务从

传统的文献传递, 逐渐转向文献信息开发服务。即将

文献中的知识、信息发掘出来, 使图书馆由“知识宝

库”变为“知识喷泉”, 由被动服务走向主动服务。文献

信息开发是一种知识活化和知识再生产的服务活动。

通过知识活化和知识再生产而产生的信息产品, 具有

两个作用, 一是使文献中的知识得到充分的应用和推

广, 知识被应用得越多, 其价值发挥的作用越大,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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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文献增殖”的作用。另一个是文献中的知识经过

加工、整序、研究后, 可重组和衍生出新的文献或文献

信息, 从而使“文献增殖”。

文献信息开发主要是文献知识内容的开发。此

外还有文献载体形式的开发 (如印刷型转为缩微

型) ; 文献组织与传播手段的开发 (如印本文献转为

数据库、光盘)等。

文献信息内容的开发有不同的层次: 一是知识

揭示, 即通过报道、展示、摘述、评价等方式, 揭示文

献中的知识内容, 如期刊篇目索引、文摘、书评等。二

是知识整序, 将文献中的知识, 按照分类、主题或专

题, 使其有序化, 以便用户按科学知识的类别或主题

查找文献, 如图书馆目录、书目等。三是知识重组开

发, 按照特定需要, 将文献中的有关信息, 通过选择、

分析、整合等手段, 把有关某一问题或主题的知识、

信息重新组合, 并按一定的体系加以编排的产品, 如

信息刊物、信息汇编等。四是知识活化开发, 是将全

面搜集来的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后而提出综合性的

论述或评论, 如综述、述评等。在综述、述评基础上,

对事物或问题的未来发展动向或趋势提出预测, 或

对某一事物应采取的措施或对策提出建议, 如预策、

决策建议等。这是更高层次的信息开发服务。

80 年代以后, 信息开发服务的领域逐渐拓宽,

包括: (1)为领导决策服务。是将信息服务伸展到决

策阶层。不少图书馆围绕党政领导急需解决的问题

或当前的中心任务, 抓住某些“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有关信息资料的搜集、筛选、分析, 编成专题信

息综述、调查报告或决策建议等, 提供领导参考。(2)

为科研、教学服务。这是比较早期开展的信息服务领

域, 主要是围绕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开展定题服务、

跟踪服务及代查、代译服务等。 (3) 为企业服务。图

书馆针对企业的需要, 编印“市场动态”、“外向型经

济信息”、“企业参考”等信息汇编, 向企业提供新产

品开发信息、市场营销动态, 新科技应用信息等, 或

在技术开发、技术引进过程中提供技术论证资料。

(4) 为科技兴农服务。针对农业技术改造、农副产品

加工、农村的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等开展信息服

务。如编印《科技兴农》小报、《水产养殖技术》信息汇

编等, 或举办信息交流会、农业科技知识讲座等, 为

促进农业生产提供信息服务。

3. 3　信息检索服务
(1) 手检服务: 1956 年全国提出“向科学进军

的”的号召后, 图书馆界加强了为科研服务的工作。各

大型图书馆纷纷成立工具书阅览室、文献检索室, 作

为科研服务的基地。为了更好地为科研提供文献资

料, 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各馆联合编制大型目录索引。

一直到 80 年代, 图书馆的检索服务还主要是靠手检。

(2) 机检服务: 70 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计算机

检索试验。1975 年北京文献服务处开始引进美国“政

府研究报告”, 进行计算机定题检索。随后中情所和机

械、邮电、化工、石油、地质几个部的情报所及中科院

图书馆, 都相继引进国外磁带, 开始机检定题服务。

(3) 国际联机检索: 1980 年, 中国建筑技术发

展中心文献部等十多个单位联合在香港设立了国际

联机检索终端, 开始进行国际联机检索服务。 1983

年以后, 中情所、水电部、兵器部情报所等先后在北

京设立了国际联机检索终端, 与美国的 D IALO G,

ORB IT 和欧洲的 ESA 2IR S 系统联接。至 1988 年底

的不完全统计, 我国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已近 70 个,

可检索的数据库超过 500 个, 检索课题超过两万个。

(4) 国内联机检索服务: 1985 年我国开始自建

专业性数据库, 至 1995 年, 已建成数据库 1038 个,

其中有关经济、社科内容的数据库占 56% , 科技内

容的占 44%。从文种看, 中文的占 70% , 英文占 7% ,

其他文种占 14%。从文献类型看, 其中一次文献信

息占 30% , 二次文献信息占 70%。服务方式以联机

服务为主。在自建库基础上, 国内联机检索系统逐渐

开通。1986 年以后, 中情所、化工部、机电部情报所

三大系统通过专线, 实现了连网检索, 此网面向 300

多个终端, 年用户访问 3 万多次。随后, 文献服务处

面向全国约 150 个终端用户开展国内联机检索服

务, 年用户访问达 5 万次。

(5) 光盘检索服务: 1986 年以后, 开始引进国外

光盘数据库, 利用单机检索, 开展定题服务。

(6) 网络检索服务: 1993 年以后, 中国科技信息

研究所开始与因特网连通, 从此开始了国际网络检

索服务和网络信息服务的新篇章。

3. 4　参考咨询服务
80 年代以后, 由于客观需要, 参考咨询逐渐向

信息服务方向转化。特别是科技咨询问题的解答, 一

般都采用了信息服务的模式。

(1) 查新咨询服务。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科研立

项、新产品开发以及国外技术引进的需要, 查新咨询

服务成了图书情报部门的重头任务, 也是国家科委

对科技进行管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最初的查新工作主要是根据项目的内容要求,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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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有关的文献资料, 不对文献做对比分析, 不提供

查新报告。80 年代中期以后, 部分省、市科技情报所,

通过全面、系统地查阅科技文献, 开始采取对比方法,

对科研成果或新产品作出比较客观的科学技术水平

查新结论。1990 年以后, 国家科委推荐了第一批查新

咨询情报检索单位 11 个。之后, 四川、上海、冶金部、

化工部、铁道部、农业部、卫生部及军队卫生系统, 也

相断建立了二级查新咨询单位。同时, 国家科委还制

订了“科技查新咨询工作管理办法”, 将其纳入科学管

理体系, 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查新咨询服务的范围很广, 包括: 科研立项、科技

成果鉴定、新产品设计和开发、国外引进技术项目论

证、科技奖励的申报以及专利查新、标准查新等。查新

服务就是针对上述需要查新的项目, 对其新颖性、先

进性、实用性进行全面论证和评价, 最后写出有分析、

有对比、有建议的查新报告, 为科技或企业领导部门

及专家评议提供参考依据。由此可见, 查新咨询的作

用可归结为: ① 是科研选题、立项的基础; ② 是科研

成果评价的依据; ③ 是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

中介; ④ 是科技管理决策的依据; ⑤ 可促进图书情

报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自身建设。

(2) 网络咨询服务。网络咨询与传统的咨询服

务相比, 有很大的区别。其区别之一是网上的信息资

源十分丰富, 传统服务不可比; 二是用户提问不必亲

自到图书馆来, 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里提出

咨询问题, 所以用户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本馆的读者;

三是网络咨询服务内容多样化, 包括图书馆知识性

服务、目录咨询服务、专题咨询服务、用户培训服务、

网海导航服务和提供镜像数据库服务, 等等。

3. 5　读者教育与导读
80 年代以后, 为了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化、科学

素养, 从两方面加强了读者教育工作:

(1) 开展了导读活动。导读是根据社会发展的

需要和读者的不同情况, 主动吸引和诱导读者的阅

读行为, 提高其阅读意识、阅读能力和阅读效果的一

种教育工作。导读包括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的辅导。

阅读内容的辅导主要是帮助读者确定他所需要的阅

读范围, 选择适合阅读的书刊, 并引导他正确地理

解、评价、鉴别阅读的内容。阅读方法的辅导主要是

帮助读者制订系统的阅读计划, 克服阅读中的盲目

性, 养成良好的阅读方法和阅读习惯, 提高阅读效

果。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养, 一些部门开展了

群众性的读书活动, 如全国总工会在广大工人中开

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引导工人去“读好书”、

“好读书”, 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 养成热爱学习、掌

握知识的风气。

(2) 开展文献检索课教学。80 年代以后, 加大了

向读者进行文献和文献检索知识教育的力度。1984

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设文献检索与利

用课的意见》, 从此图书馆的读者培训工作迈上了一

个新阶段。文检课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

化。最初文检课的内容主要是讲授图书馆知识、文献

知识、工具书及科技检索工具的使用法。随着计算机

和电子文献在图书馆的应用, 教学内容逐渐增加了

计算机、光盘、数据库、网络等的使用方法, 教会他们

如何在庞大的信息海洋中搜集、筛选、分析和整合自

己所需要的信息, 提高他们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也就是说, 图书馆读者教育的内容已由原来的图书

馆利用技能的培养, 转向信息技能、计算机技能、网

络技能的培养; 由单纯的文献信息使用法的指导, 转

向文献信息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指导。在方式上也

由原来传统的口头教学和实习, 转向以计算机和网

络教学为手段的轨道上来。例如浙江大学图书馆开

设的“计算机检索”课的内容包括: 机检知识导论、因

特网信息检索及网上搜索引擎的利用、联机检索及

网上资源、光盘检索、联机公共书目检索等。

3. 6　图书馆网络系统建设和网上信息服务
(1) 90 年代以后图书馆网络系统的建设。1992

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中关村地区科研与教育示范网

(N CFC)。在此网络的基础上, 1993 年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与北大、清华联合建立了中关村地区“书目文

献信息共享系统”(A PTL IN ) , 可进行网上公共书目

查询、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和网上预约、续借等。

1994 年, 中国教育科研信息网 (CERN ET ) 开始

启动。1995 年第一期工程连接了 10 所高校的校园

网。至 1997 年已有 160 所高校图书馆上网。作为

CERN ET 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图书情报机构信息

网络的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建立一个全国高校图书

情报机构的信息检索、资源共享和联机编目工作的

网络系统。

为了合理组织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促进资源

共享, 目前我国有一个重要举措, 就是在国家教委的

组织领导下, 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CAL IS)的建设。它的目标是: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资

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

享, 深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提高高等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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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研的文献保障水平。它的主要建设任务是: 初步

实现系统的公共检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协调采

购、联机合作编目等。它的结构是由一个全国管理中

心 (设在北京大学) , 四个全国专业文献信息中心 (文

理中心设在北大; 工程中心设在清华; 医学中心设在

北京医科大学; 农学中心设在中国农业大学) , 七个

地区文献信息中心, 分别设在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

吉林大学。CERN ET 与CAL IS 二者是有机结合的。

作为信息传递的高速公路, CERN ET 提供了快速连

接的通道。CAL IS 作为全国各高校文献信息共享的

庞大的信息资源系统, 为CERN ET 充实了丰富的信

息资源。

(2) 网络信息服务的内容。除了前文所说的网

上文献信息传递、网络信息检索、网络咨询服务外,

还可开展电子函件、远程登录、文件传输、电子论坛

及远程会议等服务。

4　简短的结论

纵观我国读者服务工作百年发展的历史, 有下

列几点认识:

( 1) 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有一个从低级向高

级, 从被动向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漫长的发展过

程中, 从最初形式的藏书开放, 逐步发展到开展外

借、阅览、图书宣传、参考咨询等服务工作; 由只为少

数人服务, 发展到为广大人民服务; 从被动服务, 发

展到主动地开发文献信息; 从传统的手工操作, 发展

到计算机自动化、网络化服务。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使

读者服务工作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2) 各种新载体、新技术的应用, 都会在读者服

务工作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 80 年代视听资料

的应用, 促使一些大型图书馆开展了视听资料阅览

服务。多媒体光盘、数据库的出现, 引发了国内、国际

文献信息检索阅览室的建立。网络开通后, 更将读者

服务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也就是说, 现代化技术

和手段的应用越多, 读者服务部门的设置越多, 读者

服务的内容也越丰富, 读者服务在图书馆业务工作

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大, 读者服务在图书馆工作中

所占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3) 读者服务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例如, 20 年代在开展“平民教

育”的时期, 通俗图书馆开展了巡回文库、家庭文库

服务活动; 50 年代以后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开展了图

书宣传活动; 80 年代以后为了发展经济而对科研、

生产各领域所开展的文献信息开发服务等。特别是

近 20 年来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 更使读者服务工

作在深度和广度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将读

者服务工作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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