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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创新

与变革。本文列举了当前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几个事例，希望能对广大图书馆界的朋友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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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

等电子出版物的纷纷出现；随着 . + /012、31456784、96:4;
<7=>?4、@6/=56、3=<1A、B62A65、CCD、E766 + 9654、%=?F67、EBG、

*7HF16、I67=A1H0、J*KD 等现代化网络工具的具体应用，高

校图书馆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文献信息服务工作正在经历

着巨大的创新与发展。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兹举几例高

校图书馆界实施创新服务的项目，供广大图书馆同仁参

考。

一、通借通还服务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高

等院校的合并。高等院校在合并的同时，高校图书馆势必

同时也进行实质性的合并。这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和改革提供了有利契机，而实行怎样的服务模式则是高校

图书馆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的关键所在。高校图书馆传

统的信息服务往往为本馆读者提供所谓的“阵地服务”，而

在网络环境下，一些高校图书馆进行实质性合并的今天，

通借通还的服务模式便应运而生。所谓通借通还，是指读

者可以在本校区借还其他校区的图书。这种通借通还服

务模式是实现印刷型文献资源共享的最有效、最先进的手

段，充分体现了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合并的最佳效益与

优势。以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它就向广大读者提供

了跨校区通借通还服务。具体方法是：（$）通过图书馆主

页中“图书馆联机信息查询系统”的书目查询系统查到所

需图书，如系统显示该书“在馆”，可记下该书的索书号、书

名、馆藏地，到所在校区图书馆指定的“通借通还办理点”

登记。（!）本校区图书馆没有收藏的图书，“图书馆书目查

询系统”显示其它校区图书馆藏有该书，但已经“借出”，可

记下该书的索书号、书名、馆藏地，到所在校区图书馆指定

的“通借通还办理点”进行预约登记，也可以自己进行网上

预约。

二、智能卡服务

智能卡（D/075H07L）是一种带有微处理器并与网络终

端设施相连接的塑料卡片，其最初的应用主要是作为信用

卡在金融领域中使用。后来，英国的 .M6567 大学图书馆和

905:645（国家银行）合作开发了一项新的智能卡试验工

程。这种智能卡作为一种校园卡具有身份判定、学生投

票、登记、电子付款等功能，作为一种图书馆卡，它在高校

图书馆信息服务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作借书

证。在 .M6567 大学，每学年开学前由学校的管理人员将含

有新生登记信息的计算机磁带交给图书馆，由系统馆员将

这些信息传输到图书馆的计算机中，同时给每个学生一个

号码，然后制作出借书证并印上条形码。每张智能卡都有

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最后十位数字作为读者的借书证号。

读者可以凭借智能卡到图书馆阅览和借书，也可凭此卡利

用图书馆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系统；（!）照相复制与罚款

收费。.M6567 大学图书馆是英国第一个购买了照相复制

的卡片系统的单位。该系统允许读者以多种方式为照相

复制付款，并拥有一个根据不同复制类型确定价格的子系

统。读者使用智能卡可方便地与该系统相连接，为图书馆

的照相复制服务提供很大的灵活性。这种智能卡还具有

电子钱包的功能，它和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中的罚款收费

子系统相联，从而实现了罚款收费的电子化。实践证明，

智能卡作为图书馆的有效证件，集借书、阅览、交费于一

身，体现了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智能化、一体化的

发展趋势。

三、馆际互借服务

上文提及的通借通还服务，实现了合并后的高校图书

馆不同分校区的资源共享。而这里要介绍的馆际互借，则

是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真正意义上文

献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它也是高校图书馆“知识获取”服务

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开展馆际服

务的好例。具体举措有：（$）提供文献复制及文献传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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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本馆读者向国内外的院校图书馆或文献提供机构

［如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技信息所、香港

大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哈

佛大学图书馆、美国俄亥俄洲的联机图书馆中心（!"#"）、

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美国 "’(# 公

司的 )*+,-./ 中心、美国 )01 公司等］请求提供原文文献复

制及原文传递服务。复制及传递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

文、会议录文献、学位论文等，传递方式包括 ’/2.3、传真、快

件或普通邮寄等。（4）提供馆际借书服务。为本校教师、

研究生向本市其他图书馆（签有馆际互借协议的图书馆，

如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等）借书；为

本校教师向北京以外的相关图书馆或文献提供机构（如香

港大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英国不列颠图书馆

文献提供中心）借书。（5）办理馆际互借证。为本校教师、

研究生提供本市相关图书馆的馆际互借证，允许读者凭本

人证件到本馆馆际互借服务中心换取馆际互借证并持该

证到本市其他图书馆借书。为馆外读者：6）为馆外与本馆

有馆际互借协议的图书馆读者复制及传递本馆的原文文

献，传递方式包括 ’/2.3、传真和普通邮寄等；为校外教师

（主要是 "’#1& 成员馆读者）向 )*+,-./ 或 !"#" 等文献提

供机构请求原文文献传递服务；馆际借书服务。为互相签

订了馆际互借协议的图书馆的读者向本馆借书。4）为馆

外一般读者提供文献复制服务。为校外一般读者复制本

馆文献，包括图书、期刊论文、会议录文献、部分学位论文

等，传递方式包括 7 8 9:23 、传真和普通邮寄等；为校外教

师（主要是 "’#1&）向 )*+,-./ 或 !"#" 等文献提供机构请

求原文文献传递服务。

四、主页服务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建

设数字化图书馆已经成为摆在全体图书馆人面前的一项

重要课题。高校图书馆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生力

军。时下，网上图书馆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林林总

总的图书馆主页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更好

的宣传自己、展示自己、面向读者、服务读者的重要窗口。

主页（;,9.<:=.）已经成为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的

崭新形式。高校图书馆主页的服务项目包括很多：如馆藏

资源介绍、图书馆利用指南、用户信息查询、数字化资源检

索、现代化参考咨询服务、主页网络教室等。在网络环境

下，传统图书馆在物理上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在消失，分

散在图书馆以外各个角落的读者都可以访问高校图书馆

的主页。因而，高校图书馆应注重开发对一些常用检索工

具进行介绍，提供各种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并定期约请专

家、老师在网上开设讲座，提供在线辅导，创造开放式的学

习环境。使读者通过网络可以随时查询讲座内容，接受信

息教育、培养信息意识、提高信息能力。同时，还可以采用

信息推送技术，将用户定制的信息通过 >7$ 自动传送给

予读者，可采用邮件式推送、主页式推送、专题式推送等多

种多样的方式，使读者通过访问高校图书馆主页，通过因

特网、校园网自由地学习、交流，而不受时间、地点的制约。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只要读者在主页上发送申请，

读者就可以获得数字化存储的文本、图像、声音等信息；设

在北大图书馆主页上的《大学图书馆学报》就向读者承诺：

只要在网上向 ?:3/.:@./A 32BC <DEC .@EC +* 发送一个申请，并

指定电子邮箱地址，就可以在试运行期间得到最新的免费

题录和摘要。

以上，笔者列举了当前高校图书馆界服务创新中的几

个个例。尽管这些新型服务项目有的初露端倪，有的还欠

成熟，但是它们也体现了在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将告

别过去封闭、独立的状态，进入一个开放的、广阔的网络环

境。高校图书馆人必须树立品牌意识与特色服务理念，做

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真正实现

服务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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