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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信息公平的视角,在分析综合性区域图书馆联盟促进社会信息公平的作用与途径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几个典型的

综合性区域图书馆联盟信息公平服务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影响综合性区域图书馆联盟信息公平服务的各种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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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information equity and the protection role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i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information equity, the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ses the equity service 
conditions of several typical comprehensive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and discusses the factors of impact 
on information equity service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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