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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图书馆全面向社会开放政策意义深远，应当协力持续推进。教育公平是国民之权利，新时代高校图

书馆对外开放会使其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有利于唤醒馆藏资源，提高资源利用

率，从而提高全民素质和文化水平。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全面向社会开放政策，取得很好

社会效益，我们的差距不仅是外在的开放数量和程度，更是内在的社会担当、格局和信念。本文学习借

鉴国外成熟管理经验，对如何缩小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的差距，提出优化分级分类运行模式、积极

应对负向影响的实施策略、健全服务激励和约束制度、注重远程线上访问服务，搭建融合一体化技术平

台、完善校园安保系统、细化管理制度等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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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cy of university library opening to society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and should be 
promoted continuously. Education equity is the rights of citizens, the opening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new era will make its status and role more important, influence more extensive and pro-
found, which is conducive to arouse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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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ultural level of the people. In recent decades, universi-
ty librar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fully open to the society and achieved good social 
benefits.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o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s large. The gap 
is not only in the number and degree of opening up, but also in the inn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pattern and belief. This article, learning from foreign mature management experience, on how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China’s university libraries opening up, puts forward some related coun-
ter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lassified operation mode,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improving the service system of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mote online access services, building integration platform, 
improving the campus security system, specify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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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殿堂，还应当成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知识源泉和智

慧平台。现代高校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校内和社会教育等多项职能，担

负着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大众服务等多重任务。 

2. 高校图书馆加快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 

为适应科技兴国国富民强的时代主旋律，要面向未来和社会需要，积极探索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之

路，探究提高全民阅读水平和图书馆资源利用效能之策，应当借力国家相关鼓励政策，针对高校图书馆

馆藏丰富、拥有前沿科技情报信息，但利用率不高，只在 20%~50%区间徘徊的局面，着力强化和提升高

校与社会融合度和贡献率。这对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具有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的高度文明建设。2020 年 10 月，中央宣传部印发《关

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书香社会，就是指优质出版物供给更加丰富，社会基础阅读设施更加完

善，特殊群体基本阅读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据统计 2021 年我国共有 3217 家公共图书馆，以 14 亿人口计算，平均每 43.5
万人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与国际图联规定的每 5 万人应有一座公共图书馆相差甚远，无法满足公众继

续教育终身教育的需求。 
二是有利于培育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学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期。教育公平是民生之利，学而无望是民生之忧，最根本的公平正义是人们的教育平等，人民最

需要的共同富裕，其实是物资和精神都能公平富裕。高校大学生支持图书馆最大限度地对社会开放，从

社会效果上讲，就是对“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做出的出色贡献。高校图书馆加快对外开放社会，有利于坚定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有利于

聚力培养心怀天下克己奉公、担当奉献成才报国的后备人才队伍。 
三是有利于切实提高高校图书馆利用效能和科学管理水平。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效能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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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步，但是由于服务理念滞后、管理方式落后、服务技术含量低、人员结构性问题突

出以及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仍然没有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职能效益，也影响了高校图书馆推进对

外开放的步伐。因此，必须要正视高校图书馆存在的问题，要从读者多样化需求出发，及时、全面地掌

握校内外读者的实际需要，推动现代化科技手段和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服务效能和读者满意度，要充分

发挥高校图书馆的积极作用，酌情探索推进对外开放服务，提升现代高校和图书馆在全社会影响力。 

3.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的经验做法 

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中国

高校图书馆作用在延伸，视野和服务对象对外拓展，是提升广大师生和社会文明水平、支持科技强国的

主阵地。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成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知识源泉和智慧平台，成为亿万民众获知增

智强基固本的神圣殿堂。 

3.1. 发达国家图书馆全面对外开放政策的启示 

四十年来中国崛起，我们经济上已经创造出了很多奇迹。可是要成为被世界广泛认可的文明强国，

差距还比较大，主要是全民文明素质和文化修养方面。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全面开放取得了很好

社会效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高校图书馆一直非常重视图书馆的社会化职能，在四十多年前就已开始逐步对

社会开放。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程度很高，在社会化服

务方面比较成熟。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几乎都向社会公众开放，许多高校图书馆还经常在假期面向公众举

办读书活动。美国高校图书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社会用户的特征和信息需求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校

外读者，为不同类型的校外读者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以寻求有限资源和最大满足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

[1]。对外开放服务的内容划分也很细。如图书借阅、打印、复印和扫描服务、典藏阅览、图书馆展览、

电子资源和数据库、馆际互借等等，各图书馆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开放的服务。 
英国高校图书馆向公众开放的历史更加悠久，有的高校图书馆从建校起就对外开放，有专职人员负

责校外读者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英国高校图书馆对外的普遍做法大多是本校校友免费，其他读者需要收

取一定费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称为英国 G5
超级精英大学，面向校外读者服务是这 5 所高校图书馆日常工作之一。开放对象类型很广泛，包括校友、

本国高校师生、国外大学访问学者、有研究需求的师生、研究机构、当地社区民众等等。校内外读者阅

读权限相同，只是费用、借阅数量和期限上有所不同。如剑桥大学图书馆，对校友、英国高校教职工、

研究生和有研究需求的本科生免费，对其他读者按月卡、半年卡、年卡收取费用等等[2]。对校外开放的

方式有：参观、在馆阅览、外借、申请文献传递、打印和复印等等。 
德国全民阅读意识强烈，有很多便民阅读设施。德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

前开放程度很高。如法兰克福区域内的高校图书馆，校外服务已经达到总量的 40%。德国高校馆际互借

制度十分成熟，在校学生可以在网上借书系统就可以向全德的大学图书馆和州立图书馆借书，非常便捷。 
日本也是世界上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其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为国民的知识创新和终身

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从 1995 年开始全面推动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同时，日本高校图书馆界也达成

共识：高校图书馆接受了国家财政拨款，国民自然也有对高校图书馆的使用权。目前，日本高校图书馆

向社会开放日趋普及，与公共图书馆并无明显的界限[3]。2005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情报基础实态调

查结果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日本 701 家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图书馆中有 685 家向社会开放，开放率

高达 97.7%，其中有 87 家国立大学和 71 家公立大学图书馆的开放率达到 100%，543 家私立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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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率也达到 97.1%。读者包括：其他院校师生，研究者、一般市民等。74.2%的图书馆只需凭身份证

就可入馆，另有 11.2%的图书馆不需任何证件就可进入。服务内容主要有书籍杂志，大部分自建数据库

等。收费政策一般是对校友免费，其他市民要收取一定费用。 
此外，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芬兰等国的大学图书馆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社会化服务[4]。

综上，国外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入馆手续简单，面对对象广、门槛低，对校外读

者按照阅读需求给与相应的服务内容，大多情况下阅读免费，外借适当收费，对部分人群免收借书费。

图书馆管理制度十分成熟，有专职为公众读者服务的体制和人员，既方便了社会公众信息资源获取，又

不影响本校学生使用需求，使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良性运转，达到资源共享和充分利

用。尽管每所高校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服务理念：为社会公众提供丰富便捷的信息资

源服务。 

3.2. 我国推进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的积极探索 

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起步较晚，受我国发展阶段，以及具体国情、校情和民情局限，我国高校

图书馆开展对外开放政策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教育部在 2002 年在《普通高等高校图书馆规程(修订)》
第二十一条指出：“有条件的高等高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近年来，北京、

上海、四川、江苏等省份部分高校图书馆逐步开展对外服务。目前全国已有 300 多个高校图书馆提供社

会化服务。如北京大学、宁波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等。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服务采取以“联盟”为主的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部分高校之

间开始尝试合作，发展到现在高校图书馆联盟在全国图书馆联盟中已经占到很大比例。其中最成功的高

校图书馆联盟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 CALIS。CALIS 是国家经费支持的高校图书馆联盟，

从 1998 年开始建设，持续发展至今，截至 2018 年 11 月的数据显示，已经有 1751 个成员馆(有的高校有

多个分馆)。很多城市高校借鉴 CALIS 的成功经验成立了区域高校图书馆联盟[5]，如浙江高校数字图书

馆，北京高校图书馆联合体、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河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等等。这些区域高校图书

馆联盟是对 CALIS 很好的补充。联盟成员之间实现文献传递服务和馆际借书服务，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互

利互惠，为在校师生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扩展了可用信息资源库。除了高校图书馆之间资源共享外，部

分高校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文献中心、中科院文献中心等也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如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加入了北京市、国防科工委和中国范围内的文献保障体系，包括中国高校文献保障系

统(CALIS)、科工委七馆联席会、北京高校图书馆联合体等。 
相比较以前各高校图书馆单兵作战，图书馆之间实现文献传递、馆际互借是在对外开放、资源共享

方面走出了一大步，很大程度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但此类模式仅是高校与公用图书馆之间开放，对社会

大众的开放程度很低。在对社会大众开放方面，虽然我国很多高校图书馆已宣称实行对外开放，但目前

完全向社会开放的高校图书馆数量很有限。有的虽然开放但对读者学历要求门槛高，办证手续繁琐，让

人望而却步。如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开放规定是：1) 对与本校有协作关系的校外读者、院系招收的培训班

学员等，由领导签署担保书，经领导审批后，办理有效期半年或一年的阅览证。2) 仅对其他本科以上在

校生或校外高校教师办理临时阅览证。清华大学则需要校外读者所在单位与校图书馆签署书面协议后，

持主管人员签字的单位介绍信、身份证、照片办理临时借书证或阅览证。中国人民大学规定，校外读者

需持有效证件和单位证明，经同意后可入馆临时阅览，不提供文献出借。北京大学图书馆要求凭身份证

和有效证件或单位介绍信，提供的服务只是可以在本馆内阅览和复印。 
除了对人员学历要求高、入馆手续繁琐之外，对校外读者提供的服务内容也非常有限。大部分高校

只提供报刊书籍阅览服务，不外借书籍。有的高校针对特殊人群可在交纳一定押金后外借，如北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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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规定，只有与该校有合作研究项目，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方可办理借书证。有的高校收取一

定管理费才可进入电子阅览室。还有的高校每天限制校外读者人数很少，如复旦大学规定：理科、医科、

江湾、张江各馆每天限 20 名校外读者，文科馆每天 30 名。 
综上，虽然我国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已经实行了部分对外开放政策，但开放对象大多是校友，兄弟院

校师生、科研机构人员等，且办理阅览证手续繁琐，阅览证有效期限短，这些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开放

对象范围，打击了民众入馆的积极性。这样的开放策略使得高校图书馆发挥的社会服务功效非常之低。

大部分民众并不能享受高校图书馆开放带来的好处。经对比可看到，国外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是有一定

限制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程度很高。而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程度并不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 聚力提高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程度的对策思考 

4.1. 聚力提升资源利用效能，持续优化分级分类运行模式 

一是要完善优化图书馆联盟模式。各高校图书馆蕴藏了丰富、各具特色的专业书籍和特藏资源，公

共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科研机构汇集了所属领域的最新科技情报信息，因此不同图书馆间协作

可以实现资源互补和资源共享。可包括：1) 持续推进区域图书馆联盟，加强区域内高校图书馆、公共图

书馆、企事业及科研机构图书馆之间的合作。2) 建立行业性协同联盟。实现本行业内信息资源互补和共

享。3) 加强不同图书馆联盟之间的合作，形成跨度更广的联盟与联盟的协同。为在校师生和社会人士提

供更加丰富的图书资源和高质量的图书馆服务能力。 
二是适应产学研结合，探索高校与企事业科研单位图书资料合作模式。高校图书馆和企事业科研单

位都蕴藏了各具特色的专业书籍和前沿科技情报信息，高校师生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财富，进一步加

强产学研结合，通过建立和完善政校企合作模式，高校图书馆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积极主动地为

地方高新特企业科技创新，高水平对外提供决策咨询、竞争情报分析等科技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广大

师生通过参与咨询、科技展览、讲座、科普宣传等活动，不仅能够向社会传授知识，体现自身价值和知

识力量，也能够在为社会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提供科技和信息服务中，自我完善和能力提升。 
三是减少接触性开放问题，积极构建网络化信息资源共享模式。据调查，很多学生担心高校图书馆

对外开放后，会导致资源不足，如座位紧张、书籍占用等。其实据资料分析，国外开放度很高的高校图

书馆里，大学生可以接触到的社会读者至多只占 10%。首先，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人们几乎

无睱去高校图书馆；其次，由于信息资源网络化建设完善，可以使用高校图书馆 VPN 服务远程访问图书

馆数字资源。因此，高校图书馆应当积极构建网络化信息资源共享模式，重点建立移动图书馆和远程阅

读平台，充分实施网络化多边合作和资源共享，在面向社会服务中，实现资源和服务的网络化提供。社

会读者就近在一个高校图书馆开通使用权限，就可访问所有合作高校图书馆。这样也减轻了高校图书馆

对外服务保障的压力。此外，还可以采取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模式，与周边社区图书馆合作，提供图书和

信息资源，搭建学生会社区志愿服务模式，在高校周边重点文化区域，由大学生志愿者不定期为社区读

者提供图书资源“家门口”服务。 

4.2. 针对对外开放主客观问题，完善应对负向影响的策略 

一是固定日期固定时间对外服务策略。根据图书馆学生日常使用图书馆情况，错开学生使用高峰期，

设定固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尽量避免出现图书馆人员拥挤、书籍和座位不足等情况。如可在寒暑假、

节假日对外开放，在工作日的上午短时段开放。 
二是图书馆阶段性实施暂停对外服务策略。考试前期学生入馆人数是平常的两三倍，图书馆无法承

担社会读者的复合压力，此时可以暂停对外开放，以避免学生找不到座位和相关资料等现象。待考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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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再对外开放。 
三是校内外建立移动图书馆阅读平台策略。高校内部和周边公共场所，可能适当建立移动图书馆阅

读平台，以解决学生图书馆场所资源紧张的矛盾。这样，不仅图书馆充备的馆藏资源完全可以为全民提

供知识给养，而且同时提高校图书馆资源利用率。 
四是适情向政府部门申请图书馆年度经费预算策略。公共图书馆是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确保正常运

营的。高校图书馆一旦对外开放，人员与书籍的流通量、图书的破损率也相应增加，开放时间也必须延

长，这样必然造成人工成本、管理成本、维护成本等费用的增加，无形之中就会增加高校的运营成本。

因此经费紧张的高校可以向政府部门申请一部分经费补贴运营成本，还可向社会读者收取一定费用，以

保证对外开放良性运转。 
五是对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功能区域进行属性划分，分为：学生专用区域和开放区域。优先保障

学生不受影响。 

4.3. 注重远程线上服务，搭建融合一体化技术平台 

搭建高校之间，产学研之间以及高校图书馆与社会组织之间多边融合一体化技术平台，设立读者网

上咨询渠道，及时响应咨询给出答复，为读者提供远程线上访问服务。如 2012 年成立的全国图书馆参考

咨询联盟是由我国公共、教育、科技系统图书馆合作建立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其宗旨是以数字图书馆馆

藏资源为基础，以因特网的丰富信息资源和各种信息搜寻技术为依托，为社会提供免费的网上参考咨询

和文献远程传递服务。但目前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下载页数限制、某一时段的下载次数限制和

文献传递非实时性限制等(需要 1~2 个工作日发送到个人邮箱)。搭建强大的一体化技术平台着重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加强大数据文献服务系统建设，完善图书馆大数据服务平台功能。借助云计算快速的数据处理

能力和软件系统强大的数据挖掘能力，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大数据服务平台大数据文献服务系

统建设和应用方面，高校图书馆一直走在整个图书馆行业的前列，在有些省市高校数字图书馆统一安装

运行了超星和 EDS 中外文文献发现系统。 
二是运用一体化技术平台，尽量为读者提供零等待服务。最好在图书馆大数据服务平台中布置一个

智能咨询机器人模块，真正实现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和智能交互能力，不仅可以综合深度地分析海量

文献信息，依据读者的检索历史，进行智能个性化信息的推送服务，而且可以实时响应，尽量为读者提

供零等待服务。 
三是为社会读者提供远程访问的服务功能。通过使用网络系统，只要高校图书馆为社会读者开通了

访问权限，社会读者即可通过网络使用。 

4.4. 关注校内外读者满意度，健全服务激励和约束制度 

图书馆的良好运转关键在于图书馆工作者。美国图书馆界曾做过统计：“在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中，

图书馆的建筑物占 5%，信息资料占 20%，而图书馆员占 75%”。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后，势必增大

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因此，需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依靠奖励和制约管理制度，调动馆员的积极性，最

大程度完成对外服务，从而减少可能会给高校师生带来的不便。 
一是构建政府、高校相互支持的激励机制。目前国家各级政府支持高校社会开放，但政策性鼓励较

多，实质性进入预算较少，建议教育部门对落实社会开放较好的高校，在高校评估中给予加分。 
二是建立对馆员的奖励办法。通过制定合理标准，对优秀馆员进行物质奖励或者评优、评先进奖励

等精神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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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馆员为在校师生和校外读者提供服务工作量和服务质量统计记录制度。如根据相关对外服

务点活动记录、借阅记录、咨询记录、读者满意度调查等数据，为评选优秀馆员提供依据，并通过适度

奖励调动馆员为在校师生和社会读者服务的热情，保障图书馆对外开放下依然可以良好运转。 

4.5. 完善安保系统和管理制度，营造安全和谐环境 

高校图书馆是师生借阅、学习的重要场所，加强高校图书馆安全管控，对保护师生人身、财物安全，

保障馆藏文献等资产安全，保持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6]。对外开放后馆内人员增多，

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多。为保证图书资料安全，避免人员冲突、不服管理等情况发生，需要完善安保系

统，并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先进管理经验细化管理制度，打造图书馆安全和谐环境。 
一是制定专门针对校外读者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对校外读者开展的服务内容，以便他们可以快速

定位自己的用户类型和可以利用的服务，以防因校外读者不了解情况而与学生、管理人员发生冲突。 
二是增加为校外读者服务的专职人员、兼职人员。为校外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借阅证办理服务，介

绍图书馆功能区位置、使用规定等，提升校外读者使用体验，同时也保障了图书馆秩序和安静的读书环

境。 
三是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细分校外读者类型，开展不同的服务，尽量将有限的资源优先

开放给最需要的人群，缓解图书资源紧张，避免因抢夺资源发生人员冲突。如专业性强的书籍仅面向其

他高校院校师生、科研人员、研究学者开放。 
四是严格执行入校登记和安检制度，加强高校安保设施建设。图书馆内配套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监

控系统，同时增加巡逻员以维护图书馆安全和谐环境。 

5. 结束语 

聚力推进对外开放，会使高校图书馆地位作用更加重要，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既对全民阅读书香

中国事业产生关键性影响，更会对大学生成为高层次大格局人才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研究得到以下初步

结论和不成熟看法。首先，高校图书馆加紧全面向社会开放政策意义深远，应当协力持续推进。其次，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我国高校与发达国家高校差距不小，差距不仅是外在的开放数量和程度，更是内在的

社会担当、格局和信念。如何缩小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的差距？值得我国高校广大师生正视和深入

研究。再次，不同高校类型不同背景学生在对图书馆对外开放方面一系列问题上的明显差异和不同趋向，

这是我国发展阶段局限，以及具体国情、校情和民情的反映，也是教育结构和环境影响的必然反应。第

四，论文从制定应对正负影响策略、健全服务激励和约束制度、构建网络化信息资源共享模式、营造安

全和谐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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