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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人才、技术的优势，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通过建立高校与社

区长效合作的机制，构建社区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活动，发挥高校图书馆的社

会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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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流信息、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国际图联曾规

定，每 1.5 公里半径内，平均 2 万人左右要拥有一所图书馆，居民人均图书 2 册。我国文化部《2000
年文化发展战略》报告指出，20 万人的居民区应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1]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平均 44 万人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仅为 0.3 册，甚至连许多经济发达地区也未达到

文化部的要求。[2]据 2007 年统计，深圳人均藏书为 2.11 册，青岛为 1.72 册，厦门为 1.2 册，大连为

0.9 册，宁波为 0.7 册。[3]由于资源的限制，要迅速发展社区图书服务，需要现有图书馆的支持与参

与，其中，高校图书馆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一、高校图书馆服务社区的必要性 

（一）高校图书馆服务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六

大”明确提出把在 2020 年“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列为小康

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强调要“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因而营造学习型城市氛围，

精心打造人文社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提高市民文化素质成为城市发展目标，也成为图书馆的义

务和责任。拥有人才、技术与管理等多方面优势的高校图书馆应打破封闭自守的“围墙”，加强与各

类公共图书馆之间的联系，包括对基层的社区图书馆的支持与合作，充分发挥馆藏优势，弥补公共

图书馆的资源的不足和服务体系的缺失，面向社会和社区服务，提高社区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综

合素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二）高校图书馆服务社区是自身价值的重要体现 
长期以来，高校图书馆由于体制和服务理念的影响，存在着服务功能单一、发展资金不足、效

能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困扰和阻碍着高校图书馆的自身建设和持续发展。面向社区开展信息服务，

以图书馆的人才、设备及丰富的馆藏资源为支持，向社区延伸和辐射，拓展自身生存发展空间，实

现一种全方位的发展模式，这是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路。高校图书馆不应再固守传统的

单一的服务模式，而是以如何尽可能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为切入点，调整自身业务和办馆理念，提

升服务水平。运用市场机制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有偿服务，有效地缓解图书馆自身建设资金不

足的压力。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加强高校与社会的互动，提升高校的社会影响，努力把图书馆融入

到社区服务中，力求实现服务效益的最大化，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与社会技术进步的紧密结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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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共建共享。在市场竞争中，高校图书馆通过卓越的文献信息品牌服务，满足社

会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促进自身创新发展与事业建设，体现出自身的存在价值与社会价值。 
二、高校图书馆延伸社区服务的可行性 

（一）文献信息资源与专业人才、技术的有效利用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藏书体系完整，学科专业齐全，设备先进、自动化管理水平

较高，并且拥有 3 万多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的工作人员，其中 90%为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馆员逐年增加。[4]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共有高校图书馆 1 500 余所，藏

书 6.4 亿册，约占社会文献总量的 60%，然而其馆藏文献资源利用率仅为 30%，服务对象也仅仅局

限于本单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读者。[5]大量的纸质文献资源被闲置在书库中，许多花费重金购

买的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中外文数据库等电子信息资源缺乏有效利用，造成极大的浪费，令人痛

惜。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高校图书馆服务理念的转变，专业人才能够更好地将这些丰富的资

源进行优化整合，为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居民提供优质的文献信息服务。 
（二）服务社区成功经验的借鉴 
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社区服务在国内外早就有先行者。美国高校图书馆被读者称为大学里的

公共图书馆，如俄亥俄州大学图书馆，学校没有围墙，任何人可自带书包进图书馆看书、复印。该

馆在正门外侧设立了还书箱，读者 24 小时均可自助还书。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校内服务量

占 60%，社会服务量占 40%。日本、澳大利亚的许多大学图书馆也全方位向市民开放，与市立公共

图书馆并无明显的界限。在我国，深圳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及香港科技

大学图书馆等少数高校图书馆率先对开展社会化服务做了有益的尝试。[6]许多先行者服务社会成功

经验，值得我们高校图书馆借鉴。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积极扩展读者队伍，多年来为社区居民办

理借书证，开放图书、报刊阅览及网上信息资源，开展课题资料收集等服务，与社区形成一种长期

默契的运行机制。据统计，经常来馆学习的校外读者年均流量近千人次，许多人取得了学习上、事

业上的重大收获，图书馆已然成为周边居民最受欢迎的学习场所。 
三、高校图书馆服务社区的发展对策 

（一）建立图书馆——社区共建共享互利合作的长效机制 
共建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社区的基础。鉴于高校图书馆与社区之间存在着体制、资源、利益等方

面的障碍，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多方受益的原则，共同协商共建，最大限度地发挥文

献资源的作用。综合高校图书馆资源、人才、技术与社区场所、资金等不同方面的优势，互为补充，

可以由高校图书馆提供文献资源和技术指导培训，社区负责提供场地及部分运作资金等，开展社区

与高校的合作项目，建立彼此互利合作的长效机制，避免短期行为，推动高校与社区的持续发展。 
共享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社区的目的。由于社区读者在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方面存

在的差异，高校图书馆应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立足社区发展，贴近社区用户需求，充分

做好读者调查工作，准确把握读者需求，科学合理地配置本馆的文献资源。建立社区服务网站，开

辟服务社区栏目及电子信箱，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信息，打通图书馆与社区沟通的渠道，形成一个

开放、互动的良性运行环境。高校图书馆在加强文献资源建设中，应坚持本馆特色，同时要妥善处

理好校内读者与社区用户需求之间的关系，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充分发挥资源的更大社会效益。 
（二）构建社区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网络，多层次地开展个性化服务 
随着民众信息意识的不断提高，社区图书馆单靠自身的馆藏或依托的公共图书馆的馆藏来开展

服务已远远不够。社区数字图书馆必将朝着信息共建共享的方向发展，否则，它将成为数字社会的

信息孤岛，难有长远的发展。[7]社区信息网络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时难以迅速实现信息网络资

源的广泛传播和共享；而现阶段的高校图书馆大多已实现文献管理的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普

遍建有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和服务系统。这些网络资源可以视社区图书馆的实际需要与其联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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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部分资源共享。高校图书馆还应根据馆藏特点、地域优势及社区用户需求，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

有所侧重，整合本地区文献资源，构建特色数据库，增强数字图书馆信息源的整体供给能力。以用

户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开发为重点，从提供“文献整体”转向提供以“知识单元”为基础的知识组

织层面拓展，实现知识增值和服务创新。开展网上在线咨询，利用留言板、QQ、BBS、E-mail 等多

种形式，为社区用户提供多层次、多样性的个性化服务。 
（三）开展社区用户信息素质教育，提高用户获取信息能力 
高校图书馆在为社会和社区服务的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对社区用户开展现代化信息服务内容

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培训。根据社区用户的不同情况，采取发放教学光盘、系列讲座等形式，帮助用

户熟悉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准确表达信息需求，掌握获取所需信息的工具和技术，提高获取信息

资源的能力。高校图书馆在为社区读者开展借阅服务的同时，还可以组建符合社区居民需求的学习

中心，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活泼生动的科学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活动，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如

通过举办各种展览、专题讲座、专业培训班、家庭读书会等，吸引更多居民利用图书馆，使用户在

接受知识熏陶，感受文化气息的同时，从潜在用户变为现实用户。[8]协助社区策划、组织各种节日

活动，向社区居民提供多种延伸服务，营造和谐安乐的邻里人际氛围。针对社区的少年儿童开展丰

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弥补课堂教育的不足，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开展下岗人

员再就业培训指导，为社区中的从业人员提供二次学习的场所，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需要。 
高校图书馆延伸社区服务尚处于摸索阶段，需要不断地进行政策扶持、理论论证、实践探索、

评估借鉴和经验总结，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化延伸服务管理体系。各高校图书馆应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来规范社区工作，协调好教学科研与社区服务的关系，以期实现高校图

书馆和社区文化建设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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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their 
abunda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capable staff and modern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long-term collaborating mechanisms with 
local communities. The author suggest that digital library service network and other diversified services be established and 
opened to the neighborhoods, which will fully exercise the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of libraries in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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