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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间的合作由来已久。馆际互借作为图书馆间合作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

项服务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文献复制比馆际互借更

为便捷。文献传递是将用户所需的文献复制品以有效的方式和合理的费用，直接

或间接传递给用户的一种非返还式的文献提供服务方式，正以它快速、高效、简

便的特点，成为目前各文献信息单位为读者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方式。 

本次调查选择的样本具有普遍性，分别代表着我国三大图书馆体系。公共图

书馆体系中的国家图书馆、科学院系统中的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高校图书馆体

系中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将以上三馆的

资料与笔者所在的宁夏大学图书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

校在文献利用与读者培训上的差异。 

一、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每年大约要接待海内外读者 400 多万人次。作为国家藏书机构，

根据“呈缴本”制度，中国国家图书馆依法接收中国大陆各出版社送缴收藏的出

版样书，此外还收藏中国大陆的非正式出版物，例如各高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均在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之列。是图书馆学专业资料集中收藏地和全国年鉴资料收

藏中心。从藏书量和图书馆员的数量看，国家图书馆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也是世界上第三大图书馆，是世界著名的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年满 18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持有有

效证件的其他国家公民，依照读者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级别不同

为读者办理不同层次水平的借书证或阅览证。 

不同于其它图书馆的职能使国家图书馆的服务也有不同，分布于各大部委与

部队的分馆是特色之一，也是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在文献传递方面，目

前国图主要以出借与文献提供为主，每年的馆际互借也文献传递量大概 10 万件

左右，馆际互借量大约占总数的一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两方

面，一是由于国图丰富的馆藏，作为版本图书馆为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高校

图书馆等提供服务，二是作为 BALIS 的服务馆，每年为北京地区用户提供的馆

际互借服务量占国图馆际互借量的大多数，其中北大图书馆和清华图书馆是国图

文献最大的受益者，北京地区的用户充分享受了国图的丰富的文献资源服务。 

另外作为国家图书馆，还有处理国际事务的职能，每天大概需要处理 20 件

左右的国外文献传递申请。翻译服务也是读者服务之一，这是更高层次的服务内

容，需要很高的外语水平和很强的专业知识。 

作为全国馆际互借中心，与全国 558 家文献信息提供单位正式建立馆际互借

关系，并与 67 个国家和地区的 550 家图书馆保持国际互借关系。 

目前，国图基本与所有的“211”签订了馆际互借协议，让更多的人能够享

受到国图的资源。另外国图计划与各省（区）图书馆为依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的计划对资源相对缺乏的西部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由于读者的特殊性，国图的读者培训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面向社会，面向



大众推出的双休日学术文化系列讲座。多年来，国图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公益性学术讲座，举办了众多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为专家学者与普通

大众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目前，举办的系列讲座有“文津讲坛”、“世界图书

馆馆长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艺术家讲坛”、“教育家讲坛”、“科学家讲坛”、

“企业家讲坛”、“文津读书沙龙”、“联合国与中国讲坛”等。     

其二是依托本馆资源，与国内外知名学术与文化机构交流合作，针对社会各

界需求长期开展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以及各种继续教育等项目，为业界内外输出

专门人才目前主要从事读者培训、各类型图书馆的业务辅导、组织馆外有关的社

会教育与培训、并承担首都联大国图分校的正规学历教育和员工的学历认证等工

作。 

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于 2006

年 3 月由中国科学院所属的文献情报中心、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成都

文献情报中心和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四个机构整合而成，总馆设在北京，下

设兰州、成都、武汉三个分馆，是集文献信息服务、情报研究服务、科学

文化传播服务和图书馆学情报学高级人才培养功能于一身的研究型国家科

学图书馆。 

国科图主要服务的是中科院一百二十六个研究所以及中科院研究生院。针对

高素质、高学历的读者群，开展的特色服务主要包括 IC 与 LC 以及问图书馆员

等方式。 

1.  IC（Information Commons）研究生信息交流学习室：从院内广大研究生

对图书馆利用的需要出发，采用国外新型的一站式服务理念，以 IC 模式——信

息共享中心——对原有空间、服务和资源进行了重新规划、组织和集成，面向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广大研究生提供多样化的、虚拟与实体相结合的多项服务。 

2.  LC(Learning commons)学习共享空间：将原来的电子阅读室进行整合，

新开辟 LC(Learning  Commons)学习共享空间集馆藏目录查询、上网浏览、个人

学习、小组讨论、集中培训于一体，给读者建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学习环境。 

3.  问图书馆员：通过实时在线咨询、延时表单提问以及电话或 Email 咨询

等方式，学科馆员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读者的问题。 

除此之处，国科图的网络服务也是非常强大的。e 图淘宝、e 划通、随易通

等服务保证读者用简单的方式能查到图书馆的资源，并且减少限制条件，使读者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使用图书馆的资源。 

由于国科图服务的对象的特点，它的读者培训工作也别具特点。国科图拥

有“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专业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是不同于其

它类型图书馆的方式。其次国科图也举行各种类型的继续教育班，这又是一种谈

及性教育方式，另外还有交换馆员计划，自 2007 年开始，来自 16 个研究所的

19 名交换馆员，结束学习与培训并顺利通过考核，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系统交换馆员证书》。从他们的学习培训总结报告中看出，短短一个月的学习

实践，他们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念，增长了知识，提升了能力，为回所更好地

开展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帮助。 

国科图另一项富有特色的服务是学科馆员服务，40 多位学科馆员服务于 126

个研究所，这些学科馆员不仅学历高，而且服务水平也是一流，中心还要求学科

馆员深入到院所、课题组，到科研人员最需要的地方，并且要求做到：“知道你、



想到你、找到你、用到你”。看起来很简单的几个字，却已经把图书馆对读者的

信息服务做到了最需要服务的地方。 

三、高校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用北大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样

本。 

北大图书馆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属于一流图书馆，无论是他们的读者以

及他们的资源是其它一些学校不能比拟的，在拥有强大资源的同时，他们的读者

服务工作也突出体现了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从每年四万条左右的文献传递量，

其中一半左右是为本校读者提供的数据来看，这两所学校的科研活动相当活跃，

别外这两所学校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也是国内最高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

及学校的相关优惠条件，使这两所学校利用国图的资源少了很多限制条件，北大

图书馆的：“毕业墙”以及“机器 人”活动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清华大学

配合学校百年校庆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图书馆，我想对你说……征言”给了

读者说出自己对图书馆无限情怀的空间。这两所学校的读者服务工作不仅限于

“提供服务”这个层面，已经扩展到与读者互动的层面，使服务更加人性化，更

加具有针对性。 

这两所学校的读者培训也各有特点。北大图书馆是讲座式。根据本馆资源，

由本馆负责相关类型文献的工作人员按专题形式开展教学工作；清华大学图书馆

的教学更具有系统性，包括图书馆概论、工文工具书等，这与两所学校的传统有

一定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地位，不仅是 211 学校，也是 985 学

校，他的藏书也相当丰富，总量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之下。由于学校的特殊职能

以及本馆的丰富馆藏，师大图书馆的文献传递以传出为主，主要是为其它学校的

读者提供服务，最主要的是作为 CASHL 学科中心为国内高校的读者提供服务，

每年的文献传递量一万有余，与前两所学校相比，利用国图资源很少。 

在读者培训方面，师大图书馆的方式具有普遍性。《文献检索课》作为一门

课程，从最基础的理论到网络资源的利用，系统全面的详细介绍。北师大图书馆 

别具特色的读者服务体现在图书借期上，图书到期七天之内归还，都不算超期，

这样就给了读者一些缓冲的空间，真正体现了罚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