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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信息共享空间冶(IC)是近年来引入国内的全新的服务理念和模式之一。 根据对 2006 ~ 2007 年度国

内外发表的有关论文专著、召开的相关会议,以及新建成开放的 IC 实体的考察,这一时期国内 IC 研究的主要内

容包括 IC 的引进介绍、实例调研、规划建设、以及相关的思考和综述等。 而国外研究者除了继续围绕“图书馆创

建和使用 IC冶提交有关的分析和研究报告外,兴趣开始转向 IC 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IC 和 LC
的相关性和差异性、IC 对图书馆空间重新设置和利用的贡献、以及 IC / LC 建设中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等。 国内

有关 IC 的理论研究下一步也应当转向更深层次的挖掘。 而有关 IC 的实践,我国 IC 在参与范围、实施理念、建设

思路和服务效果等方面都表现卓著,下一步可以吸收国外多年来的建设经验,更好地整合技术、空间和服务。 参

考文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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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s analyze Chinese publications during 2006 ~ 2007 and investigate newly established IC
entities. They think that at the present stage, major researches in China are focused on the introduction, investigation,
planning and concep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however, researches are focus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ke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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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过去 20 年里,图书馆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评价标

准也开始以对用户取得的成就所起的作用为主。 为

适应用户需要,上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信息共

享空间( Information Commons,IC)冶,如同历史上图书

馆为读者提供各种类型的阅览室让其接触、获取、利
用纸本文献一样,IC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虚拟和实体

并存、馆内和馆外交融的“共有(Commons)冶平台,是
加强民主参与、维护公平效率、建立公正的学习型社

会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图书馆传统职能和使命在互

联网时代的自然延伸。
国外有关 IC 的研究从 1992 年起,至今已有十多

年,期间有一些理论上的成果,而实践进展更为迅速。
我国(包括香港、台湾)对 IC 的关注是近几年的事,
大陆较详细介绍 IC 的文章最早发表在 2005 年,实体

构建则是从 2006 年开始。 本文主要选取 2006 ~ 2007
年度国内外发表的相关论文专著、召开的相关会议,
以及在此时间段新建成开放的 IC 实体,对其做较全

面的介绍和评述,为国内下一步的研究探索提供

借鉴。

1摇 国内理论方面的进展

1. 1摇 论文

笔者在 CNKI 数据库跨库检索系统中键入“信息

共享空间冶和“Information Commons冶两个关键词搜索

发现,国内共有 15 家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37 篇。 其

中,2005 年 4 篇,2006 年 10 篇,2007 年 23 篇,呈明显

上升趋势,可见这一领域正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

趣。 2006 ~ 2007 年的 33 篇文章中,研究方向和内容

大致可分为:
1. 1. 1摇 对 IC 做引进介绍

文献[1]分析了国内高校图书馆在读者服务中

存在的问题与差距,提出构建基于电子阅览室、基于

分馆、基于合作的多层次、多形式的 IC,创新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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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工作。 文献[2]提出 IC 的基本定义、特点、
建设宗旨和构建模型,以 13 所美国大学的 IC 为例,
得出“创建以读者为中心的信息共享空间是大学图

书馆的发展方向冶的结论。 文献[3]同样提出 IC 的

定义、宗旨、特征和优点,指出其实质就是提供更为便

利的信息服务,并用 Atkins 信息共享空间实例说明。
文献[4]指出信息共享空间有“两层次模式冶和“三层

次模式冶两种,认为 IC 提供的信息服务模式应该是各

部门之间以整体优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功能,信息服

务应以分布式多样化数字信息资源的整合为出发点。
作者认为: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已经具备了构建信息

共享空间的前提条件。 文献[5]则建议构筑有自身

特色的 IC 模式。
以上论文不约而同以“新模式冶、“新趋势冶等为

题,对信息共享空间的概念、特点、构建要素等进行了

深入全面的探讨,尤为注重解析 IC 对我国高校图书

馆服务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1. 1. 2摇 对 IC 实例做调研

文献[6]对北美地区 30 所高校图书馆的 IC 进行

了考察,就它们的建设和服务状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和

特色分析。 文献[7]对美国 10 所高校的信息共享区

内容作了比较,指出了它们的共同点。 文献[8]、文
献[9]、文献[10]分别对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美国布里汉杨大学图书馆、加拿大 Calgary 大学图书

馆 IC 的建设背景、实践步骤、运行情况、用户反馈等

进行了仔细的考察说明。 文献[11]在对 35 个实施

案例调研的基础上,对 IC 信息服务本质与信息服务

功能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其内容要素,提出了我国研

究型图书馆 IC 的建设目标和理念。
IC 理念最早来自于实践,这部分论文选取国外

实际运行中的 IC 作为研究对象,对国内 IC 建设会起

到直接的借鉴帮助作用。
1. 1. 3摇 IC 的规划和建设

这一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文献[12],从实体层、
虚拟层和支持层三个层面,详述了在规划与建设时必

须认真思考的馆舍空间、软硬件配置、资源建设、虚拟

环境建设、组织与管理、人员、培训和服务质量评价等

问题。 文献[13]初步阐述了研究型医院建设 IC 的

基础和思路。 文献[14]和文献[15]尝试直接把 IC
的理念传递给图书馆用户,用大量网上问卷调查的方

式把构建方案推向读者,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和广泛的

认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IC 的雏形。
以上论文均定位在怎样规划和构建 IC 上,从组

成部分、实现手段、用户调查、特定类型等角度提出了

思路、设想、方案。
1. 1. 4摇 关于 IC 的思考和综述

文献[16]认为 IC 是一个无边界的范畴,是一个

集大成的概念,绝不会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 通过广

泛的合作、不断的发掘,会使 IC 范围无限扩张。 图书

馆是构建 IC 最理想的场所。 文献[17]认为:“当代

图书馆事业所面临的困难来自图书馆核心能力的丧

失冶,而“IC 更新和提升的服务理念和模式进一步增

强了图书馆核心业务的竞争能力,构成了图书馆独特

的、难以被人模仿的核心产品。冶 文献[18]认为:“我
国的信息共享区建设在观念、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存在

若干问题,免费服务不合国情;服务对象尚未明确定

位,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冶指出 IC 的

建设不能仅仅表现为新一轮设备的升级,而内涵却相

对贫乏。 文献[19]从支持信息共享空间服务的管理

流程分析了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文献[20]从信息服

务模式演变、图书馆功能发挥、信息共有理念等角度

对 IC“空间共用、资源共用冶、“用户交流互动冶、“维
护信息共有冶等核心理念进行了“理性审视冶。 文献

[21]运用较丰富的统计数字指出:“IC 代表着大学图

书馆服务创新的新潮流。冶文献[22]着眼于 IC 中的

问题研究,如信息获取、相关政策法规和成本问题等。
此外还有综述性文章,如文献[23]对当时国内外有

关 IC 的概念与类型、结构与功能、服务与特征等理论

研究焦点做了梳理和总结。
以上论文对 IC 这一国内新生事物进行了多方位

多角度的探究,大部分都持积极肯定意见,也有持谨

慎观望态度的,这对我国 IC 的下一步的建设取向会

有一定的影响。
1. 1. 5摇 从其他角度论述 IC

文献[24]对全美排名前 20 名的大学图书馆进

行在线信息素质教育的调查,其中一项就是“是否采

用信息资源共享空间冶这一手段,结果有 6 所大学图

书馆开设了信息资源共享空间,占总数的 30% 。 文

献[25]在探讨美国的与教育、学术领域有关的信息

共用形态的基础上,对美国高校图书馆信息共用服务

模式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提到 IC 是其中一种比较

好的具体实施模式。
以上论文表明,由于 IC 服务的综合性、协作性、

一站式等特点,其影响力已经超越本身,在其他领域

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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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会议

2006 年 4 月 21 ~ 22 日,第二届 Web2. 0 与信息

服务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任树怀作了题为“信息

共享空间背景下的大学图书馆 2. 0冶的发言,认为 IC
是变革中的大学图书馆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并对信

息共享空间背景下的大学图书馆 2. 0 进行了探讨。
2007 年 11 月 20 日,“上海地区第二届 Lib2. 0 研

讨会冶 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主题为

“Lib2. 0 规划与实施冶。 成俊颖作了“图书馆 2. 0 与

信息共享空间冶的发言,对复旦图书馆 IC 项目做了具

体介绍,指出“Web2. 0 的技术与理念理所当然要应

用到 IC 的软环境中。冶
2007 年 10 月 30 日,“多媒体学术资源建设暨服

务共享空间研讨会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首都师

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熊丽作“从传统服务到现代共

享中心冶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学 IC 建设的经验和成

效及其对中国大学图书馆服务的启示。
IC 被介绍到大陆的时间还比较短,没有召开过

专题会议,只在探讨 Web2. 0、图书馆 2. 0 以及有关的

学术资源建设时提到这一概念,重点还在于介绍、提
倡,缺乏更深层次的研讨和构想。

2摇 国内实践方面的进展

2. 1摇 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图书馆 IC
2006 年 5 月,该馆 IC 建设开始筹备,并选取了一

个 500 平方米的空间进行尝试,同年 9 月开放。 这是

国内首家 IC,虽然由于服务、资源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没有完全发挥出 IC 的功能,但它的构建模式和服务

理念已经体现了 IC 的特征。
2. 2摇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26]

该信息共享空间位于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图

书馆六楼,于 2007 年 11 月建成开放,是当年该校十

大实事建设项目之一。 服务内容有:书刊借阅、参考

咨询、信息交流、学科导航、视听教育、媒体制作、信息

素质教育培训等;服务分区有:参考咨询区、小组讨论

区、文献资源区、读者培训区、个人学习区、文献复制

区、休闲阅览区、视听演示区等。 讨论室可以直接在

线预约。
2. 3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信息交流学习

室冶 [27]

该“信息交流学习室冶由图书馆新大楼一层宽敞

明亮的大厅(原社科期刊、报纸阅览室、电子阅览室)
改造而成,于 2007 年 9 月建成对外服务。 建设过程

中,不仅图书馆领导多次到现场具体指导,广大的研

究生用户也积极参与,对功能设计、空间布局和服务

规划出谋划策,使这一新型的服务空间很快以适应需

求、引领发展的姿态呈现出来,一投入运行就受到用

户喜爱。 工作人员还不断地收到读者关于进一步创

新服务设计、改进服务效果的建议。
2. 4摇 复旦大学图书馆 IC 项目

为把图书馆界近年的最新研究课题 IC 的理念付

诸实践,该馆于 2007 年成立研究小组,并获得学校

“金苗冶项目支持,计划在馆内建立 IC 空间,并以此

为核心平台和依托向整个江湾馆辐射,构建国内规模

最大的知识服务空间,这也将是国内首家将 IC 理念

用于全馆服务与管理的图书馆。 目前正在就物理实

体和软环境进行设计与论证,并与设计公司多次接

洽,力图达到预期效果。 该校江湾校区图文信息中心

将于 2008 年 9 月开放。
2. 5摇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冶(Learn鄄
ing Commons)整建工程[28]

该校能由 10 年前的理工学院发展到今天名列世

界前 154 位的最佳大学,其图书馆的积极配合功不可

没。 图书馆原本在 2005 年建有“资讯坊冶 ( Informa鄄
tion Space),但仅仅两年时间已不能满足需要。 为

此,在“读者优先、影响最低冶前提下,图书馆于 2006
年 11 月搬迁了采购、编目、期刊及系统等四个不需要

直接接触读者的技术服务部门,腾出空间,加设了

150 个座位,向师生开放。 2007 年 2 月,“学习共享空

间冶 开始整建,在图书馆主页上对有关短片、读者咨

询会、展览、问卷调查、家具试用专区、平面图、图书馆

整建小组、时程、设计与建设、施工期间之影响等有详

尽介绍。 预计整建计划将于 2008 年峻工。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相对理论进展而言,我国

IC 的实践更为喜人:既有高等院校图书馆,也有科研

机构图书馆参与;地域范围上,多集中在我国南方,尤
其是上海和香港;建设思路上,秉承 IC“以读者为中

心冶理念,从规划起步阶段就邀请用户积极介入;服
务效果也是相当好的。 应当说,我国的 IC 实践还处

在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有更大的实施余地和拓展

空间。

3摇 国外理论方面的进展

2007 年 11 月,Bailey, D. Russell 和 Tierney,Bar鄄
bara 提交了一份最新搜集的有关 Information /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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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s 的文献和网址目录[29] 。 本文就对照这份目

录对 2006 ~ 2007 年国外发表的 IC / LC 文献进行介绍

和综述。
3. 1摇 专著

(1)《利用 IC 改造图书馆服务:数字时代的个案

研究》 [30] 。 作者之一的 Bailey 曾于 2001 ~ 2005 年在

北卡大学的 IC 从事参考咨询工作,目前在罗得岛的

Providence College 任图书馆馆长,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 本书提供了 20 个各种规模的学术图书馆 IC 个

案,包括 IC 建设的成功和失误、图书馆年度预算数据

表、从用户角度评价的 IC 的特色和优势、IC 物理描

述、照片等。
(2)《学习共享空间:演变与协作》 [31] 。 本书选

取了世界范围内几个不同学术机构的 LC,重点阐述

它们的规划、建设和评估,提供有关备忘录(MOUs)、
计划书、评估工具的样本,并指出 learning commons 向

learning spaces 演进和合作的趋势。
(3)《高校图书馆与网络一代的学生》 [32] 。 本书

以 Rochester 大学图书馆的员工与学生之间服务互动

的实际研究资料为依据,揭示了 Web2. 0 技术对高校

图书馆的震动和影响,指出必须努力以学生最喜欢的

方式(包括 IC)为其提供学术增值服务。
(4)《信息共享空间手册》 [33] 。 主要作者 Donald

Beagle 曾在 1999 年发表了著名的“ IC 构想冶一文,奠
定了 IC 研究的理论基石。 此书分三部分:IC 怎样改

变了知识和信息 /设计和建造实体 IC /使梦想成为现

实。 这是一本丰富翔实的指南性著作,几乎可以照着

书中所写步骤按部就班地将一个 IC 或 LC 建立起来。
其一大特色是它的多样性,既有高校图书馆 IC,也有

公共图书馆和中学图书馆 IC,还附有一张收录了十

家 IC 布局、建设说明和照片的光盘。
(5)《学习空间》 [34] 。 本书指出空间(虚拟的和

实体的)对学习有极大的影响,并从学习者的期望、
方便学习的原则和现代信息技术担当的角色等方面

剖析了学习空间这个新概念,对如何整合空间、技术

和教学法做了有益的探索。
2006 年出版的《信息共享空间手册》是有关 IC

的最早专著,此书距离 IC 的第一次出现,即 1992 年

衣阿华大学“信息走廊冶有 14 年的时间,此前这一研

究领域的理论成果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的。 而此

书之后,短短两年时间有关 IC 的专著就有四、五本之

多,研究角度也更为宽泛,说明这一课题受到的关注

程度大大提高。

3. 2摇 论文

文献[35]是一篇简洁的关于 IC 的评述,认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重新审视参考咨询工作冶和

“图书馆空间冶运动的影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用户

期望值的升高,导致了 IC 模式出现。 到目前为止,IC
的运作是成功的,它使图书馆与校园其他部门的结合

更加紧密,图书馆的服务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 作者

特别提出,在未来 10 到 20 年内,IC 要重点解决以下

问题:怎样在服务本科生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研究生

和教师? 是否应当扩大与其他图书馆、商业伙伴等的

合作? 是否应当设置一个数字化的 IC? 目前过于偏

重技术层面的服务,如何使特藏和非数字化资源的服

务也能在 IC 里得以完善? IC 极大地改变了参考服

务的本质,如何使图书馆员在技能和素质上有较大

提升?
文献[36]提供了一个主要为本科生服务的研究

型大学图书馆 IC 的实例———Indiana 大学的 Bloom鄄
ington 图书馆,强调其中参考咨询服务的重要性以及

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 文献[37]指出,21 世纪的高

校图书馆在本世纪的前 25 年要在五个方面采取必要

的应对措施,其中就有两点与 IC 理念有关:重新规划

布置图书馆空间,以及重新配置整合图书馆资源。 文

献[38]以建于盐湖城的 Westminster 学院为例,该院

在 2004 年秋天把整个图书馆改建成 IC 向读者开放。
从门禁系统的显示数字、读者满意度调查、参考咨询

工作量统计等方面对 IC 的运作情况进行调研,得出

IC 比原先的图书馆更受读者欢迎这一结论。 Scott
Bennett 撰写了文献[39]和文献[40],前者探讨了图

书馆空间设置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认为空间设置

应当超越传统的“以服务为中心冶而转变为“以学习

为中心冶;后者经考察认为第一家 LC 是 1999 年秋在

加拿大 Guelph 大学图书馆出现的,它试图将图书馆

员、信息技术人员和辅导教师集中在同一个服务空

间,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愿意投

资于 LC,但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却造成了 LC 投资

回报的种种不确定性,文章从最新的调研数字入手,
归纳出应对的三种方法。

以上论文表明,除了继续围绕“图书馆创建和使

用 IC冶提交有关的分析和研究报告外,研究者的兴趣

开始转向 IC 在今后的发展方向、需要解决的重点问

题、IC 和 LC 的相关性和差异性、IC 对图书馆空间重

新设置和利用的贡献、以及 IC / LC 建设中应当汲取

的经验教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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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摇 会议

(1)ALA 的 IC 兴趣组讨论会。 这个小组迄今已

召开了 6 次会议,其中 2006 ~ 2007 年度召开了 4 次

会议,主题分别是:2006 年 1 月的“信息共享区:工作

模式和人员培训冶; 2006 年 6 月的“共享区———作为

动态学习空间的图书馆冶;2007 年 6 月的“探索并构

建 IC 和校园其他部门间的协作关系冶;2007 年 12 月

的“信息共享区:创新的平台冶。
(2)香港科技大学 IC / LC 会议[41] 。 2007 年 12

月 10 ~ 11 日召开,主题是:“增强 IC / LC 在高校学习

和协作活动中的角色渗透力冶。 会议分享了在 IC / LC
方面的建设经验,回顾了图书馆和校园其他有关部门

的合作关系,审视了 IC / LC 对读者学习活动的参与

和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探究最好的运行模式和评估实

践。 本次会议集中了来自十多个国家 IC 领域的专

家,前文提到的 Bailey, D. Russell、加拿大 Calgary 大

学的 IC 主管 Beatty,Susan 等都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

言。 由于图书馆越来越成为大学教育的中心,此次会

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 150 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

学校长和图书馆专家参与。
与国内相比,国际上的 IC 会议主题更集中、规模

更大、探讨层次更深入、影响范围更广。 ALA 的 IC 兴

趣组从 2005 年开始就连续不间断地召开会议,从主

题变化可看出讨论焦点已从 IC 怎样完善自身的建设

转向关注与学校的配合和创新。 香港科技大学会议

的意义更为重要,这是在亚太地区召开的首次较大规

模的 IC / LC 专题会议,内容丰富,有对 IC / LC 的发展

历程的回顾总结和诸多预测,其中一些构想非常有吸

引力。

4摇 国外实践方面的进展

4. 1摇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 IC[41]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 IC 投资 1600 万英镑,
委托英国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 RMJM 设计。 外墙采

用嫩绿色,外墙窗口设计也很独特,从下至上一层比

一层宽大,装配丹麦家具和德国灯具。 图书馆里面是

个五层楼,一楼是办公和进餐区域,二至四层每层楼

都被分配了一个颜色,二楼蓝色(大厅学习区)、三楼

红色(绝对安静学习区,只能看书,配有台灯)、四楼

绿色(可自带电脑的学习区)、五楼黄色(公共讨论

区,有隔间,非常紧俏,必须提前预约)。 每层楼都有

“软席冶区域,可以聊天、喝水、吃东西。 该 IC 于 2007

年 4 月 10 日投入使用,位于学校中心地带,一周七

天,一天 24 小时开放。 共有 1300 个坐位、500 多台

PC 机、10 万册本科生常用的图书教材、10 个小组讨

论室、2 个电子教室。 底楼咨询台有反馈卡片,并有

专门的 IC 网站进行宣传服务。
4. 2摇 美国罗杰. 威廉姆斯大学图书馆 LC[42]

近 20 年来,该校教学设施不断升级换代,学术氛

围日趋多元化,是罗德岛地区首屈一指的综合性院

校。 2007 年夏,在借鉴了 18 家高校图书馆 IC / LC 建

设经验后,该校 LC 进行了第一期规划,主要是对图

书馆一楼进行全面改建,如设立 LC 咨询台、增设电

脑(从 40 台提高到 100 多台)、减少印刷本资源等,于
当年秋季开放。 该 LC 在管理上有两个特色,一是图

书馆员和学校的 IT 机构工作人员并肩在 LC 里工作,
二是安排经严格培训过的学生工担任助手。 LC 开放

半年以来,门禁系统显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7% 的

人流量,免费打印服务尤其受到欢迎。
4. 3摇 美国肯塔基大学图书馆 The Hub at W. T. 蒺s

The Hub at W. T. 蒺s 于 2007 年 2 月 5 日开放。 之

所以取名 Hub,是因为 IC 筹备小组认为 IC 总是位于

图书馆的中心地带,也希望 IC 能成为本校图书馆的

一个服务中心。 服务上的一大特色是参考咨询与 IT
服务的结合———来 Hub 的读者总是发现咨询台的一

头坐着图书馆员,另一头坐着 IT 工作人员。 有趣的

是,Hub 处于 Young 图书馆的地下室,这使得怎样让

读者尽快找到 IC 的入口成了开放之初馆员们头疼的

问题,为此采用了不少营销上的宣传手段,如在校园

散发传单、开办 Hub 博客等。
国外实践表明,信息共享空间继续受到读者的欢

迎和喜爱,谢菲尔德大学的学生们就亲切地称呼 IC
为“综合图书馆冶和“大书房冶,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
建设形式有新建和改建两种,建设速度都比较快。 名

称多样,不拘一格,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还有 TLC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ntre)、Library Commons 等。
服务方式上更注重与学校的合作。

5摇 结论

有关 IC 的理论研究,国内的基础相对比较薄弱,
下一步应当从“引进介绍冶和“构建设想冶转向更深层

次的挖掘,比如 IC 如何成为学习中心、教学中心、多
媒体资源中心、写作中心,IC 与图书馆、学校、IT 部门

的关系,IC 怎样鼓励用户同时成为信息的获取者和

创造者,对学习共享空间即 LC 的概念、定义、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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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的研究,等等。 随着实践的蓬勃开展,也一

定会有我们自己的 IC 调研报告和专著出现。
国外的理论研究方向包括:对各类 Commons 的

研究,如从学生角度的 Information Commons / Learning
Commons 以及从教师研究者角度的 Teaching Com鄄
mons / Research Commons 等,有些空间已不再以图书

馆为中心了;如何着眼于“学习冶和“问题解决冶而不

是“服务手段冶;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如档案馆、博
物馆、出版社等;IC 中的动态管理;怎样按照不同层

次用户的不同需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等等。
至于 IC 下一步的实践进展,国内国外的发展趋

势都是一致的,即更好地整合技术、空间和服务。 可

以吸收国外多年来的建设经验,采取扬弃式的“拿来

主义冶办法,相信我们的 IC 实践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达到一定的水准,赢得用户的青睐。
正如 Calgary 大学的 IC 主管 Beatty,Susan 所言,

IC / LC 的成功既不在于建筑规模的庞大宏伟,也不在

于信息技术的高端复杂,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

用户创造性的发挥,激发用户的潜在素质和能力,满
足用户的学习需要,这是 IC / LC 的存在和发展的

根本。

参考文献

1摇 于静,杨雪晶. IC 服务:高校图书馆的新服务模式. 图书

馆杂志,2007(3)

2摇 孙桂春,向群. 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模式———信息共享

空间.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6(3)

3摇 胡广霞,周秀会. 信息共享空间: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

新趋势. 情报资料工作,2007(1)

4摇 卞清. 信息共享空间: 面向用户的信息服务新模式. 图

书与情报,2007(4)

5摇 任红娟. 信息共享空间:高校图书馆服务新模式. 图书

情报工作,2006(4)

6摇 章云兰. 北美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区的调研及启示. 中

国图书馆学报,2007(6)

7摇 刘盈盈. 美国 10 所高校馆信息共享区实例的分析借鉴.

图书馆杂志,2006(10)

8摇 郝群. 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

图书馆学研究,2007(5)

9摇 周秀会.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图书馆的 Information

Commons 服务. 情报资料工作,2007(2)

10摇 孙瑾. Calgary 大学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解读. 图书

馆建设,2006(5)

11摇 张冬荣,戴利华等. 图书馆 Information Commons 建设实

践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2006(10)
12摇 任树怀. 信息共享空间的规划与建设. 图书情报工作,

2006(5)
13摇 龙莉艳,张桂云等. 研究型医院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14(2)
14摇 成俊颖,李梅等. 复旦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冶调查

问卷分析. 图书馆杂志,2007(7)
15摇 郝群,成俊颖等. 基于用户调查的研究型高校 IC 构建

设想———以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图书馆为例. 图书情报工

作,2007(11)
16摇 戴维民,孙瑾. 论信息共享空间.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

(6)
17摇 成俊颖. “信息共享空间解读冶———图书馆核心竞争力

之体现. 新世纪图书馆,2007(4)
18摇 王启云. 关于我国建设信息共享区的思考. 新世纪图书

馆,2007(1)
19摇 施强. 信息共享空间:意蕴、构成与保障. 大学图书馆学

报,2007(3)
20摇 杨广峰. Information Commons 的理性审视. 图书馆杂

志,2006(10)
21摇 孙瑾. 国内外 Information Commons 的理论研究综述. 图

书馆杂志,2006(10)
22摇 肖平. 信息共享区发展中的问题研究. 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2007(2)
23摇 孙瑾. 国外 Information Commons 的发展现状及相关研

究. 图书馆杂志,2006(4)
24摇 宋琳琳. 美国前 20 所大学图书馆在线信息素质教育的

调查与分析. 图书与情报,2007(5)
25摇 柳金石,徐建华. 美国学术领域信息共用模式探究. 图

书与情报,2007(3)
26摇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网站. [2008鄄02鄄

12] . http: / / 202. 121. 63. 18:8001
27摇 兰州分馆信息交流学习室初步建成开始对外服务.

[2008鄄02鄄12] . http: / / www. lzb. ac. cn / jyjd / edu / gzdt / gzdt
_detail. asp? id = 238

28摇 香港城市大学简介. [ 2007鄄11鄄05 ] . http: / / barry1.
cityu. edu. hk / han3 / 7 / 6 / 9 / 0 / 0 / 0 / 1 / www. cityu. edu. hk /
lib / renovation / introduction鄄chi. htm

29摇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mons鄄A Select Bibliography .
[2008鄄01鄄12 ] . http: / / digitalcommons. providence. edu /
cgi / viewcontent. cgi? filename = 0&article = 1017&context
= lib_publications&type = additional

30摇 Bailey, D. Russell and Barbara Tierney. Transforming Li鄄
brary Service through Information Commons: Case Studies for
the Digital Age. Chicago: ALA Editions, 2008. [2008鄄02鄄
12] . http: / / www. alastore. ala. org / SiteSolution. taf? _sn =

—78—



第 34 卷第 175 期

Vol. 34. No. 175
中摇 国摇 图摇 书摇 馆摇 学摇 报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 年 5 月

May,2008

catalog2&_pn = product_detail&_op = 2470
31摇 Schader, Barbara. Learning Commons: Evolution and Col鄄

laborative Essentials. Oxford, 2007
32 摇 Gibbons, Susan. The Academic Library and the Net Gen

Student. ALA Editions, 2007
33摇 Beagle Donald Robert, Bailey D. Russell, Barbara Tier鄄

ney.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Handbook. New York: Neal鄄
Schuman Publishers, Inc. , 2006

34 摇 Oblinger, Diane, ed. Learning Spaces. EDUCAUSE,
2006. [ 2007鄄12鄄12 ] . http: / / www. educause. edu / learn鄄
ingspaces

35摇 Spencer, Mary Ellen. Evolving a New Model: the Informa鄄
tion Commons.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34(2)

36摇 Dallis, Diane and Walters,Carolyn. Reference services in
the commons environment.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34
(2)

37摇 Lewis, David. W. A Strategy for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1st Century. College and Research Li鄄
braries, 68(5)

38摇 Malenfant, Chuck.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as a Collabo鄄
rative Workspace.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34(2)

39 摇 Bennett, Scott. The choice for learning. Journal of Aca鄄
demic Librarianship, 32(1)

40摇 Bennett, Scott. Designing for uncertainty: Three approa鄄
ches.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33(2)

41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鄄
mons: Enhancing its Role in Academic Learning and Collab鄄
oration. [ 2008鄄01鄄10 ] . http: / / library. ust. hk / confer鄄
ence2007 / program. html

42摇 Welcome to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2008鄄02鄄12] . ht鄄
tp: / / www. shef. ac. uk / infocommons

43摇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Learning Commons. [2008鄄02鄄12].
http:/ / faculty. rwu. edu / smcmullen / RogerWilliams. html

44摇 Information Commons Set to Open Feb. 5. [2008鄄01鄄10] .
http: / / www. uky. edu / Libraries / OTS / Feb07 / FinalDraft _
JanFeb_2007. pdf

郝摇 群摇 朱摇 莉摇 成俊颖摇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

员。 通讯地址: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 邮编 200433。
(收稿日期:2008鄄02鄄19

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蕱

)

(上接第 77 页)
9 摇 Koninklijke Bibliotheek, the Nationaal Archief of the Nether鄄

lands and Planets, Dioscuri鄄the modular emulator for digital
preservation. [2008鄄03鄄21]. http:/ / dioscuri. sourceforge. net

10摇 The Digital Archiving Consultancy, Towards a European e鄄
Infrastructure for e鄄Science Digital Repositories (e鄄SciDR).
[2008鄄03鄄21] . http: / / www. e鄄scidr. eu /

11 摇 JISC, JISC RepositoryNet. [ 2008鄄03鄄21 ] . http: / / www.
jisc. ac. uk / publications / publications / repositorynet. aspx

12摇 DRIVER, Digital Repository Infrastructure Vision for Euro鄄
pean Research (DRIVER) project. [2008鄄03鄄21] . http: / /
www. driver鄄repository. eu /

13摇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鄄Object Exchange and Re鄄
use, ORE Specification and User Guide. [2008鄄03鄄21] . ht鄄
tp: / / www. openarchives. org / ore / 0. 1 / toc

14摇 ACM IEEE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June 18鄄
23, 2007鄄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 2008鄄
03鄄21 ] . http: / / www. jcdl. org / archived鄄conf鄄sites / jc鄄
dl2007 /

15摇 Sophia Ananiadou,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ext Mining: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Ariadne, issue 53, October, 2007.

[ 2008鄄03鄄21 ] . http: / / www. ariadne. ac. uk / issue53 /
ananiadou /

16摇 Barga, Roger S. Andrews, Stephen Parastatidis, Savas, A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 VRE) for Bioscience Re鄄
search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Engineer鄄
ing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in Sciences, 4鄄9th, Nov.
2007. [ 2008鄄03鄄21 ] . http: / / www. ieeexplore. ieee. org /
xpl / freeabs _ all. jsp? isnumber = 4401884&arnumber =
4401895&count = 16&index = 10

17 摇 JISC,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programme ( phase
2) . [2008鄄03鄄21 ] . http: / / www. jisc. ac. uk / whatwedo /
programmes / vre2. aspx

18 摇 Cornell University, VIVO鄄A Service of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08鄄03鄄21] . http: / / vivo. library. cornell. edu /

19摇 DELOS, DELOS Digital Library Reference Model鄄Foundations
for Digital Libraries. Version 0. 96. [2008鄄03鄄21]. http:/ / www.
delos. info / index. php? option = com_content&task = view&id
=345

张智雄摇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教授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