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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服务地方60年述略及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图书馆事业历经 60 年的发

展，在馆藏、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也进行了图书馆社会服务方面的有益尝试。虽

然由于思想观念、主客观条件、社会大环境等因素影响，大

学图书馆社会服务经历了一些挫折、遇到了一些阻碍、走

了一些弯路，但回顾历史，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是在探索

与总结中前进的。随着图书馆主客观条件的改善、国家政

策导向的指引，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已成为图书馆服务拓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大学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历程及进展

　　解放以来，大学图书馆服务工作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

发展阶段：

　　1949-1956 年，解放初期大学图书馆开始了广泛的宣

传工作，并逐步开展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组织广大群众走

进图书馆，指导他们有系统、有目的地阅读，培养他们的读

书习惯，巩固了扫盲成果，提高了群众的整体文化水平。

　　1956-1958 年，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

召，大学图书馆加强为科学研究服务，如设立科学技术阅

览室、参考工具书阅览室，集中各种科技书刊和工具书，以

便科学工作者参考查阅；改进图书借阅方法，印发科技工

作者借书证，面向科技工作者扩大借书范围、增加借书册

数、延长借书期限，并主动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书刊资料；加

强书目索引编制工作，有针对性地编制了一些科技专题书

目；联合各个类型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邮寄借书工作，

使各馆互通有无，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科研用书需要。

这一时期，大学图书馆在为科研服务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

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服务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

发展和提高。

　　1958-1960 年，在“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图书馆的

服务工作出现了一种主观主义的浮夸倾向。一些大学图书

馆脱离客观实际条件，提出一些过高的服务指标，并且采

用不合实际的做法，使许多工作做得不细致，造成大量图

书尤其是古籍的丢失和损坏。

　　1960-1966 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指导下，大学图书馆服务工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

行了整顿。首先，各大学图书馆纷纷开展服务工作调查研

究，包括对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需要特点的调查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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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藏书情况的调查研究、对馆员服务工作的基本功问题

的调查研究等，调研的目的是纠正前期脱离实际的工作作

风，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其次，大学图书馆继续加强为科

研服务，加强对重点读者的服务工作。再次，大学图书馆

继续为广大群众开展服务，积极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

　　1966-1976 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图书馆

服务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图书馆文献资源流失严重，

图书馆事业发展元气大伤。

　　1980-2000 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图书馆的服务工

作得以快速发展。图书馆服务工作由于图书馆主观认识的

提高、国家政策的支持、计算机自动化和网络化发展的推

动，逐渐由传统服务走向数字化服务。这段期间，图书馆服

务经历了 3 个阶段：传统图书馆服务、复合型图书馆服务、

数字图书馆服务。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也得到了扩展与延

伸，如普遍开展了文献服务、信息开发服务、信息检索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网络信息服务及用户教育培训服务等[1]。

　　纵观大学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发展历程，大学图书馆服

务工作的发展水平深受国家政策和图书馆事业本身发展的

影响。但总的来看，其社会服务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具体表现在：大学图书馆服务工作始终响应党中央号

召向科技人员服务，以为教学与科研服务为核心；参与工

农建设，向工农开展阅读活动；参与资源共享，实现图书

馆服务的自动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参考咨询、文献

传递、科技查新、业务培训等服务。然而，这些服务的开

展并不是图书馆自然发展的结果，很多是受当时政策推动

的。当时，图书馆事业基础还不牢固，图书馆自动化、数

字化、网络化还不完善，大学图书馆开展地方服务、社会

服务仍处于实验阶段，加之受办馆理念、馆藏条件、自动

化水平、人员素质、社会经济环境影响，不具有可持续性，

只有少数馆进行了浅层次的尝试。

　　21 世纪后，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才在国家政策的指引

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2002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在第 4 章第 21 条明确规定：“有

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

放。面向社会的文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可根据材料和

劳动的消耗或服务成果的实际效益收取适当费用。”[2]此后，

教育部还在《2003-2007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新要

求：“加强教育同科技与经济、同文化与社会的结合，为现

代化建设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3]

2    大学图书馆地方服务内容及形式

2.1    知识普及教育

　　解放初期，为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水平，国家开展了

扫文盲、倡导读书活动。大学图书馆响应时代号召，开展

对外阅读服务工作，送书到社区，送书下乡，进行了有益

的尝试。由于当时国家百业待兴、实力不足，图书馆经费

投入有限，加之大学图书馆资源尚处于整合阶段，没有足

够的条件和实力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服务，所以大学图书馆

跟进国家号召，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支持。但是这种

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观念为今后大学图书馆开展地方服

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学图书馆除开展对外借阅、送书下乡等活动外，还

积极投身全民知识普及和文化扫盲服务，如开展扫盲培训

班、号召学习先进典型、宣传国家最新政策、组织成立学习

社等。这些活动不仅对公共图书馆的教育活动给予了有

力的支持，还培养了民众的阅读习惯，为其树立了读书至上

的观念，提高了民众对知识的兴趣。大学图书馆也因此走出

大学，步入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2    大跃进时期社会服务

　　在“大跃进”、“浮夸风”年代，大学图书馆也受到社

会思潮的严重影响。“大干特干”、“干出成绩”、“做出表率”

成为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一大追求；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提出

脱离实际的想法和要求，不进行实践与理论研究；盲目攀

比，为了达到制定的超前目标，不切实际地开展多种资源

对外开放活动；因工作制度不健全，大批资源不仅没有得

到有效利用，还造成大量古籍流失、图书损坏；一些图书

馆在无法达到服务目标的情况下，捏造数据，图书馆对外

服务遭到扭曲。教训也是经验，历经这段时期后我们反思：

没有务实的态度、脚踏实地的作风，高远的目标只会是空

中楼阁；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尊重客观规律，往往会

事倍功半，徒劳无功。

2.3    支持科研人员及工农兵服务

　　“大跃进”后，大学图书馆对前期社会服务工作进行了

有益的总结，并开展整顿工作。图书馆界对读者服务工作进

行了交流，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加强为科学研究和工农兵服务

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服务工作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鉴于“大跃进”时期脱离

实际的作风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和教训，各类图书馆开始重

视并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以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

展各项服务。此次调查研究对于了解图书馆的主客观条件、

掌握服务工作的规律性、提高服务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深入发展科研服务。大学图书馆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加强了为重点读者服务工作。这一时期，许多大学

图书馆还开展了对重点科研单位和重点科研项目的“对口

服务”工作，针对科研工作的需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

代查代检书刊资料。此外，有些大学图书馆还针对科研工

作者开展了宣传辅导活动，如举办专题书刊展览、介绍工

具书及检索性刊物的使用方法等。

　　三是继续开展为工农兵服务工作。大学图书馆为配合

国家工业、农业生产需要，开展为工厂、农村、军队的定

点服务工作。这时期，各大学图书馆量力而行，在满足本

校教学科研需要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支持工农兵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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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末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服务更扎实、更有实际效果。

2.4    创收服务

　　上世纪 80 年代后，受改革思潮的影响，“以文养文”的

观念在当时占有相当的份量，大学图书馆也被“鼓动”起

来，开始提供有偿服务，“服务有价”、“服务效益”被热议。

于是，大学图书馆开始出租场地、开网吧、开录相厅、开

台球室、办商业培训班，开办咨询公司，大力宣传对外有

偿服务。一时间，“知识有价”、“服务有价”成为服务的核

心理念，创收成为服务的核心评价标准。即使本校师生进

行代查代检、电脑检索、课题查询、数据库检索，也全都

明码标价，照收不误。大学图书馆与社会大众需求越来越

远，人们望“馆”兴叹，校外读者大量流失，服务合作项

目也难有进展。这种“创收意识”不仅损坏了大学图书馆

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且对大学图书馆自身的发展

也造成严重的影响。直到 90 年代末，这种服务理念与服务

方式才随着国家对大学财政投入的增加而有所转变，喧闹

一时的创收行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5    以社会效益为目的的服务

　　上世纪 90 年代后，大学图书馆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教育部本科教育工作水平评估和职业院校教学评估对大学

图书馆的馆舍条件、藏书规模、年均采书量都提出明确的

要求，大学图书馆步入新馆建设高潮。这一时期的图书馆

建设起点高、设计理念先进、实行自动化管理、提供一站

式服务，休闲阅读成为新的办馆理念，大学图书馆在高校

中地位日益突出。随着大学图书馆经费投入逐步科学化、

制度化，图书馆在网络化、数字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对

外开展多样化服务成为了可能。网络时代的发展将大学图

书馆与社会的地域界限完全抹杀，服务内容日益增多，服

务创新典型层出不穷。另外，国家出台的教育新规划——

引导高校服务地方，增强高校与地方融合[3]，也为大学图书

馆积极服务地方指明了方向。

　　在开展地方服务时，大学图书馆更加注重社会效益，

“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已成为当前大学图书馆服务地方

的主流思想。大学图书馆的经费多来源于地方财政，作为

所属地高校，负有回报地方的责任与义务。有了这种主动

服务精神的指导，加上高校对其的认可与支持，大学图书

馆服务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就水到渠成，合作项目

也从无到有，不仅大大提高了图书馆及所属大学的声誉，

也促进了大学与地方的融合，使双方形成良性互动，使高

校教育与地方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3    图书馆服务地方的制约因素

3.1    思想观念因素

　　大学图书馆服务地方受办馆理念的制约，主要体现在:

（1）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定位过窄。大学图书馆服务的核心

是本校师生的教学与科研，社会服务先期并未被纳入大学

图书馆的职责范围，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主要依赖于公共

馆的单打独斗。加之大学图书馆自身禁锢于高校服务机构

的定位之中，对于一些图书馆“走出去”的思路，往往不

能接受，更有甚者，为之扣上“不务正业”之名。（2）高

校主管领导对图书馆的期望值过低。一些领导认为，图书

馆搞好本校服务，不出什么乱子就可以了，不需要“折腾”；

还有一些领导怕图书馆因承担对外服务而引起不必要的麻

烦，对图书馆已开展的对外合作采取不关心、不重视的态

度。图书馆参与地方服务，在人、财、物各方面都需要学

校给予特殊的关照，需要学校政策上的扶持，否则图书馆

对外合作就无法取得进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3）图书

馆内部意见不统一，对参与地方服务的影响和后果看法不

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社会合作进程。（4）大

学图书馆本身对服务地方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大学图书馆

常常满足于校内的管理与服务，“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大

局观念。

3.2    客观条件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图书馆事业也整装待发，重

新起步。在计划经济时代，严格的分配制制约了图书馆新

思潮的出现，大学图书馆多在教学科研服务工作上开拓创

新，但无论是馆藏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还是经费投入都无

法满足本校师生的需要。当时，全国高校整合资源布局还

在进行中，许多大学图书馆实力非常有限，不仅馆舍差、资

源少、人才缺，更是没有条件参与社会服务工作。2000 年

以前，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还没有发展成熟，社会服务理论

并不完善，社会实践凤毛麟角，还无法形成一种自我发展

的趋势。当时，大学图书馆界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图书馆

理论探索与教学科研实践上，社会服务被作为副业无法成

为主流思想。就客观条件而言，受国际互联网技术带动，大

学图书馆率先进行自动化、网络化建设，开发并引进图书

管理系统，从手工服务向计算机服务发展，外借、编目、参

考咨询等各项业务都进入了电子化时代。图书馆接受新事

物、进行重大技术革新，需要一个消化、自我完善的过程，

因此在这期间大学图书馆将工作重点放在本馆的技术革新

和自动化建设上，尚未形成对外服务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和

足够支撑对外服务的技术平台。就文献资源而言，大学图

书馆资源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80 年代以前，大学

图书馆由于经费投入不足、馆舍条件有限，每年的图书购

置量也相当有限，资源积累增长缓慢。一些高校图书馆还无

法满足本校师生的资源需求，对外开放资源只会加重资源欠

缺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当时，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发展还相

当缓慢，由于数字转换技术和存贮技术的限制，还无法进行

大量文献数字化建设，商业数据库的开发也才刚刚起步，大

学图书馆开展地方服务不具有绝对的资源传递优势。

3.3    社会大环境因素

　　21 世纪前的大学图书馆开展地方服务不是自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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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是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更多的是受社

会大环境的影响。一是“大跃进”时期，大学图书馆为实

现不切实际的服务目标，不考虑图书馆自身的承受力而盲

目对外开放服务，精神可佳，但取得的成效有限，而且还

留下了大量的后遗症。二是 60 年代支持全国工农建设，接

受经验教训，大学图书馆相对务实起来并开始注重实地调

研工作，力所能及地为科研人员和工农兵服务，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但这种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只是昙花一现。

三是 1966-1976 年的十年文化浩劫期间，高校日常工作基

本停止，图书馆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图书馆社会服务

更是无从谈起。四是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图书馆事业蒸蒸

日上，受下海经商思潮影响，一大批优秀图书馆员下海经

商，图书馆也对经济效益“顶礼膜拜”，并开始以经济为目

的开展创收服务，结果是这种以经济为目的社会服务不但

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更是没有可持续性。五是进入 21 世

纪，大学图书馆羽翼渐丰，“读者至上”、“用户永远都是正

确的”等观点逐渐为大家所接受，方便读者、方便用户成

为图书馆努力的方向，图书馆摆脱了创收思想的束缚，在

国家倡导大学图书馆为社会服务精神的指引下，大学图书

馆开始了主动为地方服务的尝试。广州大学、四川大学、中

国矿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重庆大学等大学

的图书馆社会服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成为新时期大学图

书馆为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的领头兵。

4    大学图书馆地方服务问题解决思路

4.1    明确大学图书馆地方服务定位

　　大学图书馆要搞好为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

首先得做好为地方服务的定位。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

生、进行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因此，大学图书馆要充分

认识到为地方服务的重要性，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利用图

书馆资源优势和技术能力尽可能地回馈社会。大学图书馆

的定位应该从以前的为本校师生教学科研服务转变为在满

足本校师生教学科研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经济

与文化发展服务。

　　大学图书馆一旦有了良好的发展定位，就有了行动的

纲领。就本校教学科研服务与对外社会服务而言，两者并

不是一对矛盾体，校内教学科研服务开展得好，就有更多

的精力参与地方服务；地方服务有了成绩，将会进一步促

进图书馆内部服务的优化与整合，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更大限度地实现图书馆的价值。当然，开展好校内教学科

研服务是为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的充分条件。如果

校内基本服务都没有搞好，开展对外服务只能是舍本求末。

虽然当前校内教学科研服务与对外社会服务不存在主业与

副业之争，但相对而言，前者是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之本，后

者则是锦上添花。

4.2    树立大学图书馆为地方服务的理念

　　大学图书馆为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应树立

以下理念：第一，大学图书馆为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

展服务是其主业之一；第二，大学图书馆为地方服务强调

主动奉献精神，追求社会效益。

　　图书馆服务理念决定图书馆的服务决策与方向。大学

图书馆很多时候将社会服务作为副业，甚至认为开展地方

服务的大学图书馆是不务正业。这种思想将严重影响大学

图书馆参与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的积极性，阻

碍大学图书馆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按照《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 4 章第 21 条的明确规定

及教育部《2003-2007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要求，大学图

书馆开始反思自身服务理念并进行广泛讨论。而且一些大

学图书馆已经行动起来，将为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

服务看成图书馆的职责和义务，作为大学图书馆新时期的

重要任务。

　　有了好的服务理念引导，大学图书馆为地方服务之路

就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开阔。笔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为

地方服务项目开展得好坏将是图书馆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何发挥大学图书馆社会效益将成为图书馆界努力开拓的

新课题。

4.3    积极拓展服务内容

　　有了正确的定位和服务理念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很好地

开展地方服务，还要有积极主动的精神以及好的规划和服

务方向。大学图书馆要能结合本馆的馆藏特色和本校的地

方属性，打造特色服务资源平台；要重新思考社会服务内

容，既要坚持传统的对外宣传、代查代检、科技查新、对

外借阅服务，还要根据地方特色、要求和自身能力开拓新

形式的社会服务；要很好地利用现代网络平台与数字化技

术找到与地方企事业单位合作的契点。

　　与上世纪 80 年代追求经济效益相比，当前大学图书馆

社会服务应更加理性，更多地从社会效益出发。经济只是

必要的补偿和保持合作可持续性的支撑。这种理念与心态

的改变有利于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更加融合，有利于扩大合

作、带动经济效益长远发展。

 4.4    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

　　图书馆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和

思想变革都需要好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验证，大学图书馆参

与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虽然一直都在进行，但

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小范围的层面上。随着国家政策导向

加强、图书馆自身实力增强及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不断

进步，大学图书馆已存在社会服务创新的急迫需要。因此，

今后大学图书馆在参与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过

程中，要一边探索，一边总结，将工作的实践升华为理论，

用理论的发展为实践指明方向；要继续加强理论与实践研

究，不空想，求实干，使大学图书馆服务地方成为图书馆

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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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信息社会化服务新探索

——参与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政务资讯厅建设的实践

　　2002 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修订)》的第 1 章第 1 条指出：“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

科研服务的学术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

基地。”[1]近 7 年来，广州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遵照

该指示，在保障本校信息服务的同时，积极开展信息服务

社会化实践活动，分别为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商业

局、广州市档案局、南沙区委宣传部、番禺区委宣传部、荔

湾区委宣传部等十余家政府部门提供综合与专题类信息，

提交国内外中英文媒体舆论情况分析报告，效益显著[2]。

[摘    要]    广州大学图书馆与广州市人民政府政务管理办公室、广州市档案局合作共建广州市政务中心政务

资讯厅，创建了高校图书馆信息社会化服务的崭新模式。政务资讯厅经过建设期的实践，不断拓展和完善服

务功能，营造了广州大学服务政府的合作平台，并从理顺管理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提升综合服务功能，深

度开发信息资源；构建社会服务机制，促进地方高校发展；加强服务梯队建设，提升馆员综合素质等 4 个方

面继续深化资讯厅的服务内涵。

[关键词]    信息社会化服务    高校图书馆    广州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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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aims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Hall of Guangzhou Government

Affairs Center co-built by Guangzhou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Government Affairs Office and

Guangzhou Archives Bureau.  By continuously extending and improving functions, the Information Hall

provides an integrated platform, serv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which creates a new open service modle for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Hall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its service in following aspects: to rationaliz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mprove service

levels,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functions and deeply develop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establish the social service mechanism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librarian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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