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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Information Commons（IC）作为一种新型信息服务模式，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用户

需求环境变化与发展所催生的产物，并在国外诸多研究型高校图书馆得以成功实践，在 35 个 IC

实施案例调研基础上，对 IC 信息服务本质与信息服务的功能特点进行分析，研究了 IC 建设的服

务功能设计、服务资源设计及服务空间设计等内容要素，提出我国研究型图书馆 IC 的建设目标与

建设理念，建议着重处理好 IC 的空间设计和条件设施的规划、服务功能与服务政策的问题，合理

安排人员配置、合作团队和管理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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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s the new kind of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 Information Commons (IC) service has 
been very popular in North America recently. IC was bloomed from the environment of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was promoted by the demand from the user.. Based on the essential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Commons service in 35 academic libraries, the IC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goals and 
philosophy were described.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space planning, service policy,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were given for china academic libr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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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 IC，下文未做说明，均简称为 IC）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于北

美的一种新型信息服务模式，这种集计算机技术、信息资源、参考咨询服务、信息素养教育和个

性化与合作化学习空间于一体的新型服务模式，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得到了成

功实践。 

1. IC 的催生与发展背景 

1.1 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图书馆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质的飞跃。 

 信息存储与检索技术的发展，为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及网络化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持，丰富

了数字化的资源扩展和利用的方法与途径。 

 “移动”信息技术为用户提供了移动的可能，也相应提出的“移动”资源、“移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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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学习、教学与科研依赖的技术工具平台、软件产品越来越多，相对而言，用户独自拥有

丰富的工具资源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 

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图书馆必须将工作重点从传统的以“藏”为中心的资源采访模式转变

为以“用”为中心的主动服务模式，变传统的封闭式服务为开放式服务，尽可能整合各类型的资

源和工具，向读者用户增加开放度，缩短资源工具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图书

馆的传统角色也将转变，它既可以为用户提供一定的学习和研究场所，也同时能够采用先进的技

术，支持用户发现和组织利用信息资源，满足用户对交叉学科资源的需求，充分发挥图书馆作为

信息中心的作用，通过新的服务模式将各种资源与服务集成到用户的桌面与手边，减少了用户获

取信息的时间成本、空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1.2 用户信息行为的转变 

伴随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用户的信息行为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点： 

 用户青睐多任务处理（Multitask）的信息服务方式 

互联网普及以前，人们进行学习、研究、工作的时候，常见的模式是到图书馆借阅文献，去

计算机中心处理数据，在课堂上完成学习或讲授任务。但是，技术的进步使得今日的用户可以足

不出户、在一台计算机上同时完成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和远程学习这几项任务。2003 年OCLC出版

的“环境扫描，模式识别”一报告中也指出，用户喜欢、也习惯于“无缝地”使用各种分布式服

务
[1]
。这种Multitask的任务处理方式和服务环境，可以让他们轻松的边喝饮料边工作，还不会耽

误与同行的交流和自己的休闲。 

 E-Learning 学习环境得到重视 

E-learning 学习环境是基于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进行数字化内容的学习与教学，是一种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具有全新沟通机制与丰富资源的学习环境。这种不受时空限制的、

网络自主式学习方式引起了用户信息行为的改变，数字化获取信息知识已经逐步成为用户的一种

基本要求和行为习惯，用户要求这种获取及其相关的服务直接融入学习过程，由对复杂的数据库、

系统的获取和利用转向集成化、一站式、个性化的检索利用，这就要求图书馆直接进入用户的学

习信息空间。将资源和服务推送到用户学习活动的第一线、直接融合进用户学习研究过程中，己

经成为图书馆服务的基本、主流形态 

 合作与协作的工作、教学与学习方式越来越受欢迎 

学习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教学实践的变革。人们逐渐意识传统课堂讲课让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这

种方式的不足，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行为得到鼓励，小组学习方法逐渐盛行，团

队协同工作成为有效的学习方式，对支持集中式学习研究空间和服务功能的需求，成为新的图书

馆服务生长点。 

1.3 推动“信息共有”是公民社会图书馆的使命 

IFLA于 1999 年 3 月 24 日在“关于图书馆和知识自由权的声明”中指出：“IFLA表明，履行知

识自由使用的义务是图书馆和信息业的主要职责”
[2]
。2005 年 2 月 22 日，国际图联当选主席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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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克斯.拜恩（Alex Byrne）博士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突尼斯会议第 2 次筹备会上，呼吁建立

全球信息共享空间（Global Information Commons，GIC），希望世界各国政府及其国际组织保障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拥有查询和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
[3]
。这里所指的信息共享空间更具有一种政

治含义，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以无处不在的存取方式，通过足够的带宽，最新的通讯技术和无限

制的多语言环境，得到所需要的各类信息资源。 

信息共有理念以及信息共享空间在图书馆的实施，体现了图书馆在数字时代新的价值。美国

图书馆协会前主席Nancy Kranich在《Libraries &Information Commons》一文中，将IC作为图书

馆发展的机遇
[4]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也指出，为广大用户提供开放获取环境下的IC已经成为

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潮流
[5]
。 

由上述三个方面看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是 IC 具体发生和发展的沃土，在信息技术的催生和促

动下，IC 直接成为“信息共有”理念在网络化信息空间中的实践成果，IC 作为图书馆适应新的环

境下用户信息行为变化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将成为图书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 图书馆 IC 服务的调研与案例研究 

本文调查了 35 所国外高校图书馆的 IC 建设情况（见表 1），其中有 22 所美国高校，7 所加拿

大高校，6 所其他国家（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新西兰、南非）高校。 

 高校英文名称 IC 名称 

1 Mt.Holyoke College Information Commons

2 University of Arizona Information Commons

3 Indiana University Information Commons

4 University of Iowa Information commons

5 University of Missouri Information Commons

6 Califo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 Information Commons

7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ommons

8 Evergreen State College Information Commons

9 Kent State University Information Commons

10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Information Commons

1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formation Commons

12 Purdue University Digital learning collaboratory

13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Information Commons  

14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Charlotte Information Commons 

15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ilson Library Information Commons 

16 Trinity University Information Commons 

17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Information Commons 

18 Pine manor College Information Commons 

19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Information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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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tholyoke.edu/offices/bng/litsupdate.shtml
http://ic.indiana.edu/
http://www.lib.uiowa.edu/commons/
http://mulibraries.missouri.edu/instruction/virtour/tour.asp?title=Information%20Commons
http://www.csulb.edu/library/ic/index.html
http://www.lwc.gatech.edu/
http://www.evergreen.edu/library/tbg/
http://www.library.kent.edu/page/10736
http://www.umkc.edu/lib/MNL/About/info-commons.htm
http://www.dc.umich.edu/index.html
http://www.dlc.purdue.edu/dlc_home.htm
http://library.uop.edu/ic/generalOverview.html
http://libweb.uncc.edu/library/infocom/
http://www.lib.umn.edu/about/undergrad/infocommons/index.phtml
http://lib.trinity.edu/libinfo/infocommons/index.shtml
http://www.ic.tcu.edu/default.asp
http://community.pmc.edu/IC/
http://osulibrary.orst.edu/computing/


20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nfocommons 

21 Estrella Mountain Community College Information Commons

22 Dikinson College Informations Commons 

23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加拿大） Learning center

24 University of Calgary （加拿大） Information Commons

25 University of Guelph （加拿大） Learning commons

26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加拿大） Information Commons

27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加拿大） Information Commons 

28 Dalhousie University （加拿大） Learning Commons 

2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 Information Commons 

30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澳大利亚） Information Commons

31 University of Newcastle（澳大利亚） Auchmuty Information Common

32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led（英国） Information Commons

33 University of Auckland（新西兰） Information Commons 

34 Dublin City University （爱尔兰） Information Commons & Research Commons

35 University of Cape Town（南非） Knowledge Commons 

表 1  国外 35 所高校 IC 调研列表 

2.1 IC 的名称 

根据实证调查，许多高校为了适应变化的信息环境和变化的用户信息行为，其IC建设的初衷

是将校园内分散各处的服务集成起来，在同一空间里，以一个完整的、无缝的技术、资源、咨询

和培训的服务统一体来满足用户的学习、研究与教学的需求。由于IC的目标定位在于促进教、学、

研一体化、促进网络化知识管理服务，因此，在这 35 所高校里，除了 29 所高校的IC名称就是

Information Commons以外，还有 2 所高校将其命名为Learning Commons（University of Guelph[6]，

Dalhousie University[7]）；另外，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将其IC命名为Learning 

Center[8]，Purdue University命名为Digital Learning Collaboratory[9]，南非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将之称为Knowledge Commons[10]。 

国内对IC的译法的公开报道最早见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初景利教授“国外图书馆学情

报学 2002 年研究进展”综述研究文章中，该文提及IC并译作“信息共享室”
[11]

；2004 年，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毛军博士在个人网址中发表了短篇幻想小说“Another day in the 

Information Commons”，叙述一位研究生在LAS图书馆新开张的Information Commons的半天经历

[12]
，随后，在 2005 年发表的“以Information Commons的名义——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与实践”，

毛军博士将Information Commons译作“信息共用”
[13]

；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在“开放存取环

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一文中，提出IC（信息共享空间）为图书馆振兴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它促

使图书馆成为一个共同学习的社会空间
[14]

。至此，“信息共享空间”、“信息共享中心”等译名得

到国内业界的广泛认同
[15][16][17]

；在台湾地区，IC也得到了图书馆界的普遍关注，常见的译名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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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focommons.ksu.edu/
http://www.estrellamountain.edu/ctl/ls_index.asp
http://library.dickinson.edu/info/infocommons/infocommonsmn.htm
http://www.ikebarberlearningcentre.ubc.ca/
http://library.ucalgary.ca/services/informationcommons/index.php
http://www.learningcommons.uoguelph.ca/
http://www.usask.ca/learningcommons/
http://www.info-commons.sfu.ca/
http://www.library.dal.ca/commons/index.htm
http://www.utoronto.ca/welcome.html/
http://sts-dev.anu.edu.au:8880/infocommons-web/pages/Home
http://www.newcastle.edu.au/service/library/aic/
http://www.shef.ac.uk/infocommons/
http://www.information-commons.auckland.ac.nz/?page=keic_faq
http://www.dcu.ie/%7Elibrary/tour/ground6.html
http://www.dcu.ie/%7Elibrary/tour/ground15.html


讯共享空间”
[18]、

和“资讯市集”
[19]

等，其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创建了SMILE e-Learning Commons

多元学习区——“SMILE数位学习共享空间”，提供Searching（信息检索），Multimedia（多媒体），

Information（参考咨询），Leisure（休闲），e-Learning（数字学习）等五大服务功能。 

2.2 IC 的场所 

尽管我们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IC场所都位于图书馆内，然而也有个别学校的IC并未建在图

书馆内。例如，英国Sheffiled大学将一座独立的建筑作为IC
[20]

，同样新西兰University of 

Auckland在图书馆旁边建设了一座 5 层高的大楼称为Information Commons
[21]

。这座IC大楼内提

供了教室、计算机区域、阅览区、安静学习区和讨论区，也提供有休闲区。此外，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IC设在该校最大的计算机中心Duderstadt Center
[22]

。上述这三例IC，尽管其场所不

在图书馆，但他们同样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图书馆的网络资源，而且通过图书馆提供的虚拟参考

咨询、网上教室和学科门户等服务，他们还将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有机的融合到教学过程中。比

如，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Duderstadt Center，师生们可以利用图书馆的工程类电子资源，

进行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设计的教学和实践。 

2.3 IC 的服务内容、特征与本质分析 

概括而言，各校 IC 普遍都提供了图书馆服务、IT 技术服务和写作指导服务，但是由于各个

高校的规模与专业设置不同，因此没有哪两所高校的 IC 服务内容是完全重合的。然而，就 IC 服

务种类的多样性和完备性而言，美国印地安纳大学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的 IC 最具典型。其他高校的 IC 与其相比较，从种类而言不多于它。 

印第安纳大学的IC由图书馆和学校信息与技术服务中心联合建设，一期投入资金150万美金。

它分为 IC1、IC2 两处空间，分别占地 27,000 平方英尺和 8,000 平方英尺，为学生提供每周 7 天共

计 80-100 小时面对面的辅导或咨询服务，同时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计算机问答咨询服

务；我们将从服务内容、文献资源体系、软硬件设施、空间布局与合作建设单位五个方面具体介

绍。 

2.3.1 服务内容 

 图书馆流通服务。这里不但提供大学生核心馆藏图书的外借服务，也提供笔记本电脑的

外借服务； 

 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员将为学生解答他们在完成作业或进行其他研究性工作时

碰到的问题。他们将教授学生研究方法、数据库查询、图书馆内各种格式资源的查找以

及更加有效的利用 web 资源。 

 信息素质教育与培训。图书馆员和学生助理一起，向各专业的学生传授图书馆资源使用

指南，内容包括检索策略、数据库查询、信息评价以及参考文献等。 

 技术支持服务。这项服务由学生技术助理完成。他们主要解决用户们在使用 Word、Excel、

Photoshop、Cut Pro 等一些常见软件时候碰到的问题，也帮助用户使用 IC 的大型彩色绘

图仪。 

 IT 培训与教育服务。教师会利用这里的空间与设施，为学生、员工、教师和公众开设

Access、UNIX、Dreamweaver、Powerpoint 和 Photoshop 等软件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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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修改密码、恢复文件和账户管理等简单服

务以及配置无线上网、安装配置软件以及查杀病毒等帮助服务。 

 助残技术中心提供的服务。学校助残技术中心为有视觉障碍（盲人或极低视力者）、行动

障碍、学习障碍（阅读、计算和写作困难）的用户提供专门技术服务。 

 校园其他部门提供的服务。包括写作培训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等。 

2.3.2 文献资源体系 

IC 的文献资源体系主要用来支持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课余发展需求，包括大学生核心馆藏以

及大学生参考资源两大类：大学生核心馆藏针对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总共收录相关图书约 17，000

卷，这里面既包括高利用率图书也包括最新图书；大学生参考资源则收录有求职参考书（如简历

撰写方法等）、浏览性资源（如畅销书）、另外还有工具书、词典、百科全书等一般参考咨询文献。 

2.3.3 软、硬件设施 

IC 的计算机设施从功能而言分为群体工作站、多媒体工作站和打印设施三部分。其中，群体

工作站配备有 47 台高配置计算机，它们设置大屏幕显示器，可以同时供 2∼4 名学生一起讨论协

作；多媒体工作站是由 24 台计算机工作站组成，配备了扫描仪、麦克风、各种媒体阅读器、CD、

DVD 刻录机等，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设施进行数字视频的制作、模拟声频和数字音频的转换、编辑

模拟、数字媒体文件、扫描文本和图片等工作；另外，这里的打印设施包括 9 台黑白激光打印机、

3 台彩色激光打印机、2 台大型绘图仪和 2 台小型喷墨绘图仪。 

2.3.4 IC 的空间布局 

印地安纳大学的 IC 分为 IC-1（图 1）和 IC-2（图 2），其中，IC-1 是一期建成的，后来为了

缓解 IC-1 的使用压力，又增建了 IC-2。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 IC-1 提供了小组协作空间，而 IC-2

严格局限为个人学习空间。由于空间功能的不同，IC-1 和 IC-2 在使用规则上也有所区别。例如：

IC-1 要求用户在使用手机时需要关闭响铃或转为振动，可在 IC-1 区域以正常声音谈话，而 IC-2

则严格要求必须关闭手机，在 IC-2 区域则必须保持安静，低声交谈；此外，IC-1 不允许个人占用

小组工作空间，而在 IC-2 则禁止小组式学习。 

 

图 1：印地安纳大学 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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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印地安纳大学 IC-2 

2.3.5 IC 的合作建设与服务机构 

如前文所述，印地安纳大学的IC服务并非完全由图书馆提供，它是与校园内许多其他部门联

合共建的。这些部门包括了图书馆用户和信息获取服务部、图书馆IC大学生服务部、印地安纳大

学助残技术中心、印地安纳大学学生技术中心、印地安纳大学支持中心等多个部门[23]。 

印第安纳大学的IC是众多高校IC的缩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IC这种服务模式整合了图书馆

传统的流通阅览服务、信息检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和信息素养教育，在此基础上，图书馆还和

计算机中心、学校院系、远程学习中心等学校的其他部门合作为用户提供IT技术支持服务、专业

教育等多样化的信息服务[24]。IC将用户的需求和期望纳入到一个整体中，使参考咨询馆员、IT技

术咨询人员、甚至教师伴随用户周围，帮助用户完成信息的识别与检索、分析与处理、集成和综

合等一系列用户信息行为。因此，IC的实质是用户在同一平台上获取信息资源、获得信息帮助、

提高信息素养并顺利进行学术研究交流的信息服务模式。用户在IC获取信息、分析和处理信息、

存储和转化信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知识管理的所有过程。可以说，IC体现了图书馆传

统信息获取服务模式向用户知识管理服务模式的转变[25]。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IC的基本特征如

下： 

 一站式集成服务。在这里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任何所需要的资源、工具与服务。 

 多元化功能组织：同时组合了交流、讨论、培训、制作、查询、分析，以及休闲、娱乐

等多种功能。 

 多元化空间布局：IC 为用户提供多种学习空间，如个体空间与群体空间交错，独立与合

作的空间并存，安静与喧闹区域分离。 

 弹性的资源配置： IC 的构建要与用户的需求相匹配，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类型，IC 所

提供的服务、技术和资源环境可以有所变化，以增强其利用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实用性。 

 协调合作化管理：IC 的构建并不仅仅局限于图书馆内，它还需要与其他部门的联合建设

与服务。 

2.4 IC 建设的构成要素分析 

IC 的建设离不开空间、资源和服务这三个要素。 

在空间设计方面，一般都提供如下四个功能区：信息服务台，用于参考咨询和技术支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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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服务区域；个人学习空间，该空间为个人提供了进行个人知识管理所需要的空间和软硬件资源；

团体协作空间，主要是供研究课题组和学习小组在此讨论，提供了支持协作工作的空间以及所需

要的相应软件资源和硬件设备；团队协同工作或培训、会议区域，配备有投影仪、计算机以及网

络设施可以在此讲课或者开会；休闲区域，供用户休闲使用，备有饮料和食品。 

IC 建设的资源体系主要包括信息资源、计算机和网络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三个方面：1信息资

源主要指图书馆的各种印刷或者电子资源，还包括网络资源。2计算机资源和网络资源主要是电

脑软件资源和硬件设备，比如 Windows、Linux、Unix 等不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Office 系列办公

软件，各种网页制作软件，多媒体软件等，除了上述通用软件以外，一些提供专业教育的高校还

会根据不同的专业，在 IC 提供具体的应用软件，比如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数值计算软件，编程

语言等；硬件设备方面不仅包括有普通 PC、高端的 workstation、打印机、扫描仪、刻录机、投影

仪和各种影像设备，也有 IC 提供包括交换机、无线上网设备等网络设施。3人力资源。高素质的

服务人员是 IC 有效运行的关键。很多 IC 都是由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和研究系所等共同建设的，

IC 的人员配备远远超越传统的图书馆员，各方人才共同构成 IC 的人力资源，他们普遍具有良好

的信息素养、计算机技能、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 

IC 提供的服务主要分为：1基于图书馆的服务，包括阅览流通服务、信息检索服务、参考咨

询服务和信息素养教育，也包括图书馆印本资源、OPAC、数据库、电子期刊、专业门户等基于

图书馆资源体系的服务；2基于信息技术软硬件资源服务，包括提供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现代办

公设备供用户打印、复印、扫描、投影，进行网页制作、图像处理、下载软件、交流软件、影音

播放与制作软件等，也有高校 IC 提供必要的网络接入和服务设施。3基于问答的技术咨询服务，

就是由 IT 咨询人员为用户使用 IC 内所有的计算机软硬件进行辅导与帮助，可分为通用软件辅导

和专业软件辅导。4IC 通过多方的合作，利用 IC 的空间与设施开设其他各类型信息服务，如写

作辅导、专业教育、就业辅导等。 

2.5 IC 建设的设计原则 

IC 服务与空间的设计应该注意的几个原则。 

2.5.1 移动性原则 

即保证用户在移动过程中，随时随地获取与利用IC的各类型服务。加拿大的Simon Fraser 

University就是这项原则一个很好的实践者。它将计算机设施和参考资源人员与IT技术人员分布到

各个楼层的阅览室中，使用户既可以阅读印本文献，也可以使用计算机，还能方便进行扫描、打

印和复印等工作，另外，如果他们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就近询问各个楼层的服务人员[26]。 

2.5.2 适用性原则 

即IC的构建需要考虑用户的学习和研究需求特点，比如，针对研究生的服务与针对本科生的

服务需求不同，面向新生与面向毕业生的服务情况各异，还有，提供给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的需

求当然也应该不同。Purdue University的IC根据学校专业课程的设置，提供 3D专业软件的使用辅

导 [27]；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IC为学生提供了建筑设计软件的使用指导 [28]；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IC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咨询[29]。 

2.5.3 伸缩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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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的构建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不同的单位依据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来设计，

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晰地从各个高校 IC 的不同资源规模和不同的服务内容上发现。IC 所提供的

内容是可以依据现有的条件和未来的发展需求有所变化调整。如印地安纳大学的 IC 就分为两期投

入，根据需求不断完善建设成现有规模的 IC。 

2.5.4 群体性原则 

这一原则是 IC 独具的服务特点的体现。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是针对个体的服务，为用户营造的

是安静、独立的学习空间。IC 的建设开辟了图书馆服务的另一类学习空间，这就是团体的学习和

协作空间。 

2.5.5 合作性原则 

IC 的构建并不仅仅局限于图书馆内，它还需要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的联合。从实证研究中可以

看出，大部分高校的 IC 并不是图书馆单枪匹马独自建设的，它们都需要与计算机中心、协作中心、

学科系所等合作。同时，IC 的工作人员也远远超出了图书馆员的范畴，他们可能是来自计算机中

心、各个系所、学校的其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3. 我国研究型图书馆 IC 建设的思考 

调查证明，国外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高校图书馆的 IC 建设与服务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功能

日臻完善，服务不断创新，已经成为用户青睐的信息服务环境。在我国，图书馆的 IC 建设与服务

正在引起业界和学界的重视和关注，但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笔者相信，根据学习型社会、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要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用户对 IC 服务的需求将日益迫切，图书馆特

别是研究型图书馆的 IC 建设必将形成蓬勃发展之势。为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以求讨论指

正。 

3.1 建设理念 

研究型图书馆 IC 服务建设是“以读者为中心”理念的创新实践。是在让“资源围着读者移动”，

而不是要求“读者围着资源移动”的观念基础上，将技术融入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通过开发图书

馆服务空间、优化资源与服务，促进采用新的方法和环境，一站式完成科研教学用户工作学习中

的信息获取、汇聚、组织、分析、管理、创造、记录和传递，建立并达到以知识管理为最终目标

的服务模式。 

3.2 建设目标 

研究型图书馆的 IC 是在综合利用图书馆物理空间、资源（包括信息与技术两个层面的资源）、

服务（包括信息与产品支持）的基础上，提供灵活配置的、集成的、动态的新型信息服务，为用

户的学习、教育和研究提供信息支持环境。 

建设与服务的目标具体包括： 

 提供方便、全面、权威的信息资源的获取途径。 

 提供先进的、专业化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支持。 

 提供互动与互联的、自由与 DIY（Do it Yourself）的平台和空间，发挥图书馆员、技

术专家、科研教职人员、学生的共同智慧，促进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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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知识集散和知识创新的新途径，构筑没有围墙的新型信息环境。 

 提供用户终生学习的新型课堂，成为信息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质的综合教育基地，

培养用户的知识敏感性、知识管理能力和创造能力。 

3.3 问题及建议 

3.4.1 规划实体空间，配备条件支持 

对 IC 空间的意义应有明确的理解。空间划分要考虑多种用户及其需求，用户群不同，空间类

型也不同，独立安静的学习空间与团体喧闹的合作交流空间要形成区隔。比如要考虑建有休闲区，

设置咖啡、茶座等。同样，设备、家具和软件、硬件支撑的条件，也要与空间规划相呼应，各类

资源的配置应便利用户使用。 

3.4.2 整合服务功能，制定服务政策 

要了解用户对 IC 的功能需求，才能对这个空间的功能组成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尽量支持电子

资源与印本资源的集成，支持多学科、多类型电子资源获取服务的集成，支持文献资源与非文献

资源（如工具资源）的集成，支持阅览流通服务与 IT 咨询服务的集成，支持独立学习与团体培训

空间的集成，从而使多种功能得以整合。服务政策方面，也应从细着眼，建立包括服务的宣传推

广、服务的范围、服务的价格、服务的限定等一系列相关政策。 

3.4.3 合理安排人员，争取多向合作 

IC 要求一支素质高、具备综合服务能力的服务团队，在人员选择方面要考虑资源、服务与技

术人才的兼备或合作。同时可以与图书供应商、软件供应与维护商、设备供应与维护商等建立相

对固定的合作关系，保障相应信息资源、工具资源、设备资源、咨询工作、培训工作等协调稳定；

在用人制度上，也可以考虑充分挖掘并发挥用户的优势，合理利用学生助理，促进用户之间互助

机制的形成。 

3.4.4 着重服务管理与评估 

由于 IC 整合了多种服务功能，必然会融入资源、技术、服务等各方不同的特质，将 IC 定位

于图书馆一种新的服务管理模式，需要建立新的、有利于合作协调的业务流程与管理办法，保障

服务部门、资源建设部门、信息技术部门等完美合作，无论是采用联合管理或独立管理哪种结构，

始终要保证 IC 的所有服务对用户来说都应是无缝的，用户在 IC 的学习、研究和教育过程中，不

应以图书馆的业务或部门划分而出现功能“裁剪”或“分割”。为了使管理有效运行，IC 需要各

部门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协议，建立良好的用户反馈渠道，并匹配适当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建立良

好的沟通和报告制度。另外，在构建 IC 的物理空间和内容规划时，还需要重视效果的评估，要考

虑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用户群参与的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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