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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书是基于现代出版技术的新型出版物，已成为公共图书馆借阅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出版商为保障自

身利益对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服务做出种种限制。 为了弥合出版商和公共图书馆在电子书借阅方面的立场差距，双方都

在寻找一个双赢的机制，本文通过考察国际图联、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政府的相关文献，总结了英美两国公共图书馆电

子书借阅的共同点：公共图书馆向读者免费借阅电子书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公共图书馆电子书的借阅模式包含三个组

件，即一书一借，提供远程服务，限定借阅次数。 图１。 参考文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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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的出现是一场深远的出版技术革命。
它对现行出版制度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改变了

图书的出版方式，而且对传统的版权制度、出版市

场结构、图书阅读方式诸方面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

响。 图书馆作为图书出版传播链中的重要环节，同
样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的挑战。

虽然美英公共图书馆已广泛开展了电子书的

借阅服务，但从制度层面看，一个有效的为各方利

益相关者都认可接受的电子书借阅机制依然在探

索之中。 笔者试图以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提出

的电子书业务模式和英国文化部资助的一份关于

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的独立评论报告为例，介绍

并讨论美英公共图书馆在电子书借阅制度建设领

域的探索，以期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界探索符合中国

国情的电子书借阅制度起到借鉴作用。

１　 电子书的发展

电子书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基于现代出版技

术的新型出版物，其出版—消费链要比传统图书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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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得多。 这种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电子书的

界定。 一种观点强调电子书的内容特征，认为电子

书是一种具有传统图书结构的数字内容，如 Ｈａｗ⁃
ｋｉｎｓ，Ｄ Ｔ ［１］将电子书界定为电子格式的图书。 另一

种观点则更强调电子书的技术特征，如 Ｍｏｒｇａｎ［２］ 认

为电子书专指用专门设计的便携式阅读设备阅读电

子数据的软硬件结合体。 其实，这两种角度的定义

反映了电子书具有内容与技术的二元性。 和传统图

书不同，电子书的内容和阅读技术相互依附，缺乏专

门的阅读设备，电子书无法被阅读；相反，如果没有

内容，阅读设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从阅读模式上看，电子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网络型电子书，即读者利用浏览器或其他通用

软件即可阅读的电子书；另一类是需要专门软件方

能阅读的电子书，这种电子书要求用户在电脑上安

装客户端软件，或者使用专门的电子书阅读器。
从管理权限上看，电子书可以分为进入公共

领域的电子书和通过数字版权管理的电子书。 前

者一般会提供免费阅读，而后者则对应了特定的电

子书商业模式。
早期的电子书主要是通过将传统印刷型图书

进行数字化而形成。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古腾堡

项目就开始将大量的进入公共领域的图书进行数

字化，制成电子书，并以磁盘、光盘等介质发行。 互

联网的出现则为电子书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新平台，
使电子书的传播更为便捷和广泛。 近年来，移动终

端（包括电子书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出

现，使电子书进入到新一代。
新一代电子书其实是一种原生的数字化读

物，它具有传统图书的内容结构，同时也允许读者

作批注、查找词语甚至可以像传统图书那样翻页。
这样的电子书一般都采用 ＥＰＵＢ 格式或其他格式，
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对其内容进行保护，需要

特定的软件和识别号码下载到特定的阅读器中进

行阅读。 一些电子书不再是传统图书的简单翻版，
而是融合了文字、声像视频、３Ｄ 技术等现代信息技

术，具有交互式、智能化的特征。 例如苹果公司专

为 ｉＰａｄ 等产品开发的电子书 ｉＢｏｏｋｓ。
从电子书市场的发展可以看出，电子书越来越

被读者所接受。 随着电子书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

书在市场上也异军突起，成为出版市场上蓬勃成长

的新生力量。 根据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Ｗｅｅｋｌｙ 援引最新的

ＢｏｏｋＳｔａｔｓ （２０１３）数据报道，从 ２００８ 年首次统计电子

图书销售情况起至 ２０１２ 年，美国电子图书的年销售

额从６ ４００ 万美元猛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０４ ２００ 万美元，
增幅达４，４５３％。 各年的电子图书销售情况见图１。

图 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美国电子图书销售情况走势图
数据来源：２０１３ 年８ 月 １０ 日检索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Ｗｅｅｋｌ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ｗｅｅｋｌｙ ｃｏｍ／ ｐｗ ／ ｂｙ⁃ｔｏｐｉｃ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ｓ ／ ｂｅ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７３９０⁃ｂｅａ⁃２０１３⁃ｔｈｅ⁃ｅ⁃ｂｏｏｋ⁃ｂｏｏｍ⁃ｙｅａｒ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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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ＢｏｏｋＳｔａｔｓ 报告的数据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整个

图书市场销售额增长 １４ ２％，这个增长率主要是由

电子图书销售额贡献的，因为同时期印刷型图书的

销售额下降了 ８ ４％ ［３］ 。 电子书不仅在成人阅读市

场上日益重要，在少年儿童读物方面，也出现迅猛发

展的势头。 ＢｏｏｋＳｔａｔｓ 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儿童和青少

年电子图书市场销售额的增长远远超过成人电子图

书的增长，比上一年增长了 １１７％，达到 ４６ ９００ 万美

元，而成人电子图书销售的增长率为４２％ ［４］ 。
电子书的出现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

惯。 美国独立的民意调研机构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２ 年公布了一份关于电子书的调研报告，报告显

示，大约 １ ／ ５ 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里阅读过电子

书，平均阅读量是 ２５ 本；而传统印刷图书的阅读量

是年均 １５ 本。 有 ３０％的电子书阅读者认为他们的

阅读时间增加了，尤其是拥有平板电脑的读者阅读

量更是增加显著［５］ 。

２　 电子书与公共图书馆

２ １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服务历程

美国图书馆界在引进电子书方面一直处于领

先地位，公共图书馆提供电子书借阅服务最早可追

溯到 １９９８ 年。 向图书馆提供电子书的先驱者是

Ｎ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这家 １９９８ 年成立的公司为 １２０ 多家出

版社制作电子书并通过网络进行销售。 ２０００ 年左

右，Ｎ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发起了一个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电子

书试用项目，向 １００ 家美国顶级公共图书馆免费提

供 １，５００ 种具有版权的电子书，以及 ２ ５００ 种进入

公共领域的电子版图书。 这个试用项目持续 ６ 个

月，试用结束后，公共图书馆将要花钱购买 ＮｅｔＬｉ⁃
ｂｒａｒｙ 的电子书。 这个项目是美国公共图书馆提供

电子书服务的先导。 随后，电子书日益为公共图书

馆所接受。 Ｎ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也成为图书馆电子书的主要

供应商。 由于财政危机，２００２ 年 Ｎ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被

ＯＣＬＣ 收购，成为 ＯＣＬＣ 的一个部门。 ２０１０ 年，ＥＢ⁃
ＳＣＯ 又将 Ｎ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买下，使之成为 ＥＢＳＣＯ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旗下的一个产品。

另一家公共图书馆电子书提供商是 Ｏｖｅｒ⁃

Ｄｒｉｖｅ，大概有 １８ ０００ 家图书馆利用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的电

子书借阅平台向读者提供电子书服务。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起初利用光盘作为媒介出版电子

内容，２０００ 年开始涉足电子书领域。 目前，Ｏｖｅｒ⁃
Ｄｒｉｖｅ 和 ２，０００ 多家出版商合作，向读者提供超过

１００ 万种的电子书。 由于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的平台比较先

进，而且和出版商的合作更加密切，它很快超过了

Ｎ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成为图书馆的主要电子书提供商。 美

国图书馆学家 Ｂａｒｂａｒａ［６］在调查美国公共图书馆电

子书服务时发现，大约 ９０ ２％ 的图书馆采用 Ｏｖｅｒ⁃
Ｄｒｉｖｅ，其次是 Ｎ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占 ７３ ２％ 。

美国公共图书馆开展电子书服务经历了三次

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间，第二

次浪潮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间，第三次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间。 Ｂａｒｂａｒａ［６］在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表明，４６ ３％
的受调查图书馆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间开始电子书服

务，其次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间，大约有 ３１ ７％ 的图书

馆开始电子书借阅服务。 ＡＬＡ 的研究报告显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间，大约 ４０ 个州有一半以上的公共

图书馆提供电子书服务，２２ 个州有 ８０％ 的公共图

书馆提供电子书服务。 ４０ 多个州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提供电子书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数量

平均增加了 １６ ４％ ，这意味着电子书已成为公共图

书馆借阅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７］ 。

２ ２　 公共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情况

公共图书馆电子书的借阅量达到十分可观的

规模。 据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公司［８］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发布的统计

报告显示，２０１２ 年一些大型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借

阅量已经突破或接近百万次，其中前五个图书馆依

次为：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ｈ （１３０ 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１０ 万）；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９０ 万）；Ｓｅａｔｔ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８５ 万）；Ｈｅｎ⁃
ｎｅｐ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ｉｎｎ （７５ 万）。

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大约每天有来自 ２１９
个国家的３７ ７ 万人次访问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设在１ ８ 万家

图书馆的分站，读者每月浏览 １ ４６ 亿页的电子书，
图书馆用户在电子书网站停留的时间平均为 ９ ５
分钟，浏览电子书 １１ ６ 页［９］ 。 由此可见，公共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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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电子书的借阅服务已经初具规模。

２ ３　 电子书服务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拓展

电子书有着传统印刷型图书无法比拟的优

势，包括：①全天候服务，读者可以每天 ２４ 小时每

周 ７ 天借阅图书馆的电子书；②全方位服务，读者

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访问图书馆馆藏

的电子书；③全媒体服务，电子书可以综合各种表

现形式，包括文本、声像、动画等，并提供超链接和

外部信息进行有机联系，形成全媒体阅读。
电子书的这些特点可以有效提高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效益，拓展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范围，让公共

图书馆的服务更加贴近读者的阅读需要。 从目前

公共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实践看，电子书的这些优势

已经很好地体现出来。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的读者使用数据

表明，读者访问电子书目录最活跃的时间段是晚上

８ ～９ 点，其次是晚上 ７ 点和 １０ 点。 这两个时间段

一般都是公共图书馆的闭馆时间，但读者却有比较

充裕的闲暇时间来阅读，电子书服务并没有因图书

馆闭馆而停止，而是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延伸到人

们的休息时间，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９］ 。

２ ４　 公共图书馆开展电子书服务的社会意义

公共图书馆开展电子书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

社会意义。 由于电子书具有内容 ／ 技术二元性，人
们必须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包括使用阅读设备和

网络连接方能获取内容，这样就造成了新的信息不

平等。 这些不平等一方面源自人们的经济能力，另
一方面则归结于人们的信息素养。

经济原因是导致电子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因

素。 电子书的阅读设备不是一个便宜的商品，低收

入群体难以获得电子书的阅读设备，因而无法阅读

电子书。 随着电子书越来越成为出版市场的主流，
一部分社会低收入者就会日渐游离于阅读主流之

外，从而加深文化上的不平等。 提供免费服务的公

共图书馆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消除社会成员因经

济不平等而导致的文化不平等。 公共图书馆提供

免费的电子书借阅服务，甚至包括一些相应的阅读

设备，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各阶层平等地消费电子文

化，让弱势群体也能通过公共图书馆阅读电子书，
使之成为低收入群体阅读电子书的重要渠道。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的调查报告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
据 ２０１１ 年的调查，在阅读电子书的群体中，从公共

图书馆借阅电子书的比例并不高，大约只有１４％的

成年人（１６ 岁以上），从朋友或家庭成员处借阅的

占 ２４％ ，而购买电子书的比例则高达 ４８％ 。 但是，
在这 １４％从图书馆借阅电子书的人群中，３７％ 是

１６—１７ 岁的年轻人，２０％是 ６５ 岁以上的老年读者。
大部分从公共图书馆借阅电子书的读者年收入低

于 ３ 万美元，属于社会贫困阶层。 调查数据也显

示，那些没有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电子书阅读器的

读者比那些拥有这些设备的读者更加希望从公共

图书馆借阅电子书［５］ 。
信息技术素养的差异也是造成电子文化不平

等的主要因素之一，电子书的内容 ／ 技术二元性特

征对读者的技术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使用网络

的能力低下，不具备使用数字设备，包括电脑、智能

手机等现代技术设备的技能，都会影响读者对电子

书的使用。 公共图书馆承担着服务读者的职责，拥
有训练有素的图书馆员来帮助指导和培训用户提

高信息技术素养，这是其他商业性电子书提供者难

以做到的。 所以公共图书馆在用户培训方面具有

很强的优势。 目前很多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展如何

使用电子书的培训。

３　 出版商对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服务的
挑战

公共图书馆是用公共资金建立起来、面向社会

公众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能

是向公众免费提供图书借阅服务。 在传统的图书

流通体制下，公共图书馆和图书市场是一个相互补

充、相互支撑的关系，公共图书馆的传统借阅机制

很好地嵌入整个图书的生产、流通、消费体制之中，
这也是公共图书馆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 在这样

的体制下，出版商和作者基本上尊重公共图书馆向

读者提供免费借阅图书的权利，图书馆出借权也为

大部分国家的版权法所承认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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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提供免费服务的原则也适用于电

子书的借阅服务。 然而，新一代的电子书和传统印

刷型图书有着本质的不同，其技术原理是数字化内

容通过网络传输到个人用户终端。 读者不需要进

行空间或物理的移动就能借阅电子书。 就图书馆

服务而言，电子书的出现意味着图书馆电子书借阅

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接入服务，即允许读者通过特定

的阅读设备和权限获取电子书，这和传统的图书馆

借阅服务有本质的区别。
由于电子书改变了传统图书生产链，公共图书

馆提供免费的电子书服务其实是向读者免费出借一

种获取电子书的权限。 这就让出版商怀疑公共图书

馆的传统借阅机制能否适应新的电子书生产链。 电

子书出版商一直担心公共图书馆出借电子书会影响

自己的利益，这些担心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出版商认为读者到公共图书馆借阅电

子书太容易，甚至不需要到图书馆，在家里就可以

借阅。 这样读者就会倾向于借阅电子书而不是购

买电子书。
其次，由于传统印刷型图书借阅是独占性的，

一人借了其他人就不能借，而电子书却是共享性

的，一本电子书可以被多人同时阅读，这样读者就

不必等待，更不会因为等待时间太长而转向购买图

书。 这些都不利于电子书的销售。
第三，电子书没有损耗问题，这导致图书馆不

会因图书损耗而补充复本。
第四，下载电子书到个人用户的电脑或其他

阅读设备中，这些电子书很容易规避电子版权管理

系统，从而增加了电子书被盗版的风险。
基于以上担心，电子书出版商一直限制公共

图书馆的电子书服务，这些限制包括：
（１）出版商不允许公共图书馆出借其出版的

电子书，如出版商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就不同意公共

图书馆出借他们出版的电子书。
（２）出版商以高价给公共图书馆提供电子书，

如世界著名的出版商 Ｒａｎｄｏｎ Ｈｏｕｓｅ 不限制公共图

书馆借阅电子书，但是公共图书馆要以比零售价高

出数倍的价格购买其出版的电子书。
（３）出版商限制公共图书馆电子书的借阅次

数，如世界出版巨头 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 出版公司只允许

每本电子书出借 ２６ 次，否则公共图书馆需要购买

新的复本。
（４）出版商只允许公共图书馆出借其若干年

前出版的旧电子书。 如麦克米兰（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公司

只允许公共图书馆出借 １，２００ 种旧电子书。
出版商对公共图书馆出借电子书的限制还存

在于技术平台上。 ２０１１ 年，著名的出版商企鹅出版

社（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终止和 ＯｖｅｒＤｒｖｉｅ 的合作，不再

向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这个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电子书供应商

提供其出版的电子书。 原因是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借亚马逊

的平台向读者提供基于 Ｋｉｎｄｌｅ 阅读器的电子书借

阅，这样就变成了亚马逊直接向读者出借电子书，
而这种方式是企鹅出版社所不能接受的。 如此一

来，企鹅出版社出版的电子书就不能在公共图书馆

被借阅。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２０１３ 年企鹅出版社开

始和 ３Ｍ、Ｂａｋｅｒ ＆ Ｔａｙｌｏｒ 这两家公司合作，通过新

的平台向公共图书馆提供电子书。 由此可见，技术

平台及其背后的商业模式同样会影响出版商向公

共图书馆提供可借阅的电子书。
总而言之，出版商这些限制的核心是为了保障

自己的商业利益。 其实，出版商采取这些措施也是

可以理解的。 电子书出版行业的发展需要形成一

个合理的价值链，确保出版商和作者的经济利益，
这样才能使整个电子书出版事业有一个良性的可

持续发展，从而在根本上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从

这个意义上说，出版商保护其经济利益的举措和公

共图书馆向读者免费提供电子书借阅服务是不矛

盾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解决出版商和公共

图书馆在电子书方面的摩擦也是可能的。

４　 公共图书馆电子书的借阅机制

出版商和公共图书馆在电子书借阅方面的立

场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弥合这样的差距，无论图书

馆界还是出版界都在寻找一个双赢的机制。 公共

图书馆和出版商在电子书借阅问题上博弈的核心

是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制

度，以适应电子书所带来的环境变化。 这个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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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首先是确保社会公众具有阅读的平等机会，
同时也应确保电子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广泛

阅读机会平等的社会利益和电子书生产制作、流通

机制利益之间的平衡互补。 而建立一个新的借阅

制度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寻求图书馆界和出版界

双方合作的基点。
对于出版商而言，需要让出版商认识到公共图

书馆是电子书出版链中的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
对于图书馆来说也需要改变观念，不要将电子书借

阅制度过于理想化。 据Ｂａｒｂａｒａ［６］的公共图书馆电子

书调查显示，图书馆最理想的借阅方式是电子书能

够被无限制地借阅，在回答“你更喜欢哪种电子书的

流通模式？”这个问题时，只有一家公共图书馆选择

“一人一书”的借阅模式，只占 ２ ４％；而选择“渴望无

限制获取和同时多人并发模式”的图书馆占了

５８ ５％；选择两者模式并存的占了 ３９％。 显然，公共

图书馆渴望的借阅模式是不能被出版商所接受的。
无论图书馆界还是出版界都在努力探索一个

双赢的解决方案，包括国际图联、美国图书馆协会、
英国政府等机构和组织。

４ １　 国际图联的原则声明

２０１２ 年５ 月，国际图联公布一个关于电子书借

阅的背景报告，这个报告讨论了由于出版商限制给

公共图书馆借阅电子书所带来的挑战。 在这份报告

的基础上，２０１２ 年１１ 月，国际图联组织一个来自图书

馆界和出版界的专家联席会议，讨论图书馆电子书

的借阅问题。 这个会议形成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国

际图联《图书馆电子书借阅的基本原则》（ＩＦＬＡ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Ｌｅｎｄｉｎｇ）［１０］ ，主要内容包括：

①图书馆应该有权在一定条件限制下租用或

购买所有市售电子书，这些限制性条件基于作品的

特性和对图书馆及其读者的授权。 ②图书馆和版

权拥有者之间应该建立起对各自著作权的相互尊

重，任何提供给图书馆的电子书使用许可或购买权

必须尊重图书馆及其读者的合法使用权限。 例如，
读者有权复制一部分作品等。 ③图书馆的电子书

应该能够兼容通用的电子阅读设备。 ④图书馆及

其读者必须能够控制对其个人信息的使用，包括他

们如何选择图书馆的电子阅读。 ⑤当出版者 ／ 版权

所有人 ／ 销售商限制图书馆获取电子书时，国家立

法机构应该要求在一个合理的条件下确保图书馆

能够获取这些电子书。

４ ２　 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电子书业务模式

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于 ２０１１ 年成立了一个

数字内容工作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ＤＣＷＧ），研究图书馆如何建立电子内容借阅机制。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该小组提出一个公共图书馆电子书的

业务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包括基本

原则、约束和限制原则、出版商优先原则等。 ２０１２
年，该工作小组又为这个模式建立一个计分制度，
以指导公共图书馆如何评估自己的电子书业务模

式。 这个计分制度进一步细化了电子书业务模式，
并提出电子书业务模式的 １５ 个基本构成元素［１１］ ，
包括：①借阅模式是否复制印刷型图书模式（即一

人一书模式）；②是否包含所有种类的电子书；③
（图书馆）是否有权将电子书从一个借阅平台迁移

到另一个平台；④（图书馆）是否有权无限期地出

借其内容；⑤残障人士是否能够获取电子书；⑥电

子书是否整合（到图书馆系统中）；⑦是否采用单

个用户模式（一本电子书不能同时被几个读者借

阅）；⑧是否限制借阅次数；⑨是否提供弹性价格；
⑩是否以折扣的价格向图书馆延迟销售电子书；
图书馆是否要支付额外的费用，使图书馆用户可以

及时获取那些延迟销售给图书馆的电子书；读者

是否需要到图书馆借阅电子书；是否限制团体购

买或馆际互借；是否将出版商所有的出版物（无
论图书馆购买与否）归到图书馆的目录中，以便读

者可以发现出版商出版的所有电子书；在图书馆

ＯＰＡＣ 上是否揭示该电子书的购买渠道。
这个模式首先强调图书馆可以出借所有市售电

子书，其次申明图书馆有权处置已购的电子书，包括

可以将已购电子书从一个流通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

台，并能够无条件地借阅；再者，出版商应该提供电子

书的元数据以提高电子书的可发现性［１２］ 。 这个模式

确认电子书的借阅模式将复制传统印刷型图书的借

阅模式，即一本图书一个读者模式，这个模式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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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利益。 第一，图书馆伸张自己的权利，不仅强调

公共图书馆有权向读者借阅所有电子书，而且强调

公共图书馆有权处置已购电子书（见元素２—６）。 第

二，图书馆在价格、购买时间、借阅次数、借阅地点和

用户数量上也作了让步，照顾出版商的商业利益（见
元素７—１３）。 第三，公共图书馆也愿意和出版商合

作，帮助出版商销售电子书，如在电子书目录上加上

“购买”链接等（见元素１４—１５）。

４ ３　 英国电子书借阅模式报告

由于英美体制的不同，英国政府在公共图书

馆电子书服务模式的探索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和美国以 ＡＬＡ 为主体的行业协会主导模式不同，
英国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政府主导模式。 英国文化、
媒体和体育部委托一个独立小组评估英国公共图

书馆的电子书借阅模式，该小组由出版界和图书馆

界的资深专家组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该小组发表了一

份评估报告，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的五项

原则性建议［１３］ ：①公共图书馆有权免费向公众借

阅电子书；②公共图书馆有权用远程方式向读者借

阅电子书；③公共图书馆将采用一册电子书一次只

能借给一个读者的模式提供借阅服务；④公共图书

馆的电子书应该可以在借阅一定次数后当作被毁，
图书馆需要再次购买；⑤作者的图书馆借阅权应该

延伸到电子书。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１４］ 对这份报告表示

满意，英国政府强调公共图书馆有权通过远程方式

向读者免费借阅电子书；同时也确认出版商和销售

商的利益需要得到保护，包括一本电子书只能借给

一个读者、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在出借一定次数后

将被人为毁坏等。
这个报告奠定了英国公共图书馆关于电子书

借阅的原则框架。 由于英美两国的社会环境不同，
各自采用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模式。 尤其是作者的

图书馆借阅权，是英国特有的一项保护作者权益的

制度，在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制度设计时，无法

忽略作者的图书馆借阅权。 英国的这个模式更侧

重制度化设计，尤其是对现行版权法提出了修正

建议。

５　 结论：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模式轮廓

国际图联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图书馆行业协会，
就公共图书馆开展电子书借阅服务提出了原则性建

议，更加侧重公共图书馆的立场。 而美英两国的公

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模式更加具体化，旨在形成可

操作的运行模式，展示实践层面的模式设计轮廓。
比较这两种模式，可以发现，美国模式更强调

图书馆对电子书的所有权，这个模式更倾向建立起

公共图书馆和出版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在确保公共

图书馆有权向读者出借电子书的同时，也将出版商

的利益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虑。 这个模式不

仅认可和保护出版商利益，同时试图通过公共图书

馆服务系统来帮助出版商销售电子书。 而英国模

式则对各方的利益，包括图书馆、出版商和作者的

利益有一个清楚的界定和保护。 英国模式并不强

调以公共图书馆促进电子书的销售，而是更加强调

各方的利益界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模式更侧

重业务运作，而英国模式更强调制度设计。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两种模式的共同

点，而这些共同点体现了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制

度的基本轮廓：
首先，公共图书馆向读者免费借阅电子书的权

利都得到明确的保障。 无论国际图联的原则声明

还是美国的业务模式和英国业务模式，都十分明确

地声明公共图书馆有权向读者出借电子书。 这个

原则也得到出版界的尊重。
其次，公共图书馆电子书的借阅模式包含三个

核心组件：①一书一借的模式。 这是公共图书馆电

子书借阅的基本模式，即一本电子书一次只借给一

个读者。 这个模式其实是复制传统印刷型图书的

借阅模式。 ②远程服务。 公共图书馆可以向读者

提供远程借阅服务，读者可以不必到图书馆来借阅

电子书，但读者必须是公共图书馆的注册读者，而
且远程的范围可以界定。 ③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

应该限定借阅次数。 超过借阅次数，公共图书馆需

要另行购买复本。
第三，公共图书馆电子书的借阅模式设计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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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①图书馆电子书的衍生服

务。 例如，是否允许馆际互借等。 ②和出版商的合

作。 出版商是否能够利用公共图书馆平台来提供

增值服务，例如，公共图书馆的 ＯＰＡＣ 是否包含出

版商的所有电子书目录，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平

台是否提供购买链接等。

总而言之，从目前图书馆界和出版界的探索

实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共图书馆

有权向读者免费提供电子书的借阅服务，同时出版

商的利益也应得到充分的考虑，公共图书馆电子书

借阅模式的核心是寻求公共图书馆和出版商之间

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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