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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

李凤念

（燕山大学图书馆　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摘要：统计了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研究论文的产出情况，对研究论文的年代分
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作者情况和基金资助情况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探讨我国高校
图书馆社会开放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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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而

作为信息资 源 共 享 形 式 之 一 的 高 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近年来 逐 渐 被 图 书 馆 界 广 大 专 家 学 者 所 关 注。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有关我国高校图书

馆社会开放方面研究论文的发表情况进行调查，从

而分析其学术研究现状，以期为该课题今后的研究

提供借鉴和参考，探索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研

究的思路。

１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 中 国 知 网 学 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 总 库 作

为检索数据来源，将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１年作为检索时

间区 间。采 用“模 糊”检 索 方 式，以“篇 名”为 检 索

项，用“高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为 检 索 式，检 出 文 献

９７篇；以“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为关键词，检出

文献２５６篇；以“高 校 图 书 馆“、”社 会 开 放”为 主 题

词，检出文献４５６篇。对三种方式检索的结果对比

去重，剔除不相关的文献，最后得到３８４篇。通过对

这些论文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探索我国高校图书

馆社会开放研究内容和情况。

２　论文的调查分析

２．１　论文的发表年代分布

论文的时 间 分 布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该 领 域

的研究水平和现状。检索得到的３８４篇论文的年代

分布如表１所示，该表清楚地显示了关于高校图书

馆社会开放论文的年代分布和数量增长情况。
表１　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研究论文年代分布情况

年份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论文

数量
６　 ６　 １３　 １９　 ２４　 ２６　 ２３　 ２５

百分

比
１．５６　１．５６　３．３８　４．９４　６．２５　６．７７　５．９８　６．５１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论文

数量
２３　 ４１　 ４８　 ６７　 ６３

百分

比
５．９８　１０．６７　１２．５０　１７．４４　１６．４０

　　２００２年以前，关于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研

究的论文数 量 较 少，处 于 起 步 阶 段，高 校 图 书 馆 向

社会开放尚未得到重视。２００２年，我国教育部颁布

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其中第二十

一条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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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高 校 图 书 馆 向 社

会开放已经 引 起 教 育 部 的 重 视。从 表１可 以 看 出

２００２年高校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的 论 文 增 加 到１９篇，

２００３年达到２４篇。此后的五年，每年的论文总数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２年秦皇岛市社科联社会科学重 点 应 用 性 课 题“信 息 资 源 共 享 下 秦 皇 岛 市 高 校 图 书 馆 对 外 开 放 服 务

策略研究”（２０１２０６０７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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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在２４篇上下波动。２００８年，中国图书馆学会

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其中第二条和第五条分别

提出：图书馆 向 读 者 提 供 平 等 服 务，各 级 各 类 图 书

馆共同构成图书馆体系，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均

等地享有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开展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各地区、各类型图书馆加强协调与合作，促进全

社会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表１可以看到，关于

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论文总数从２００７年的２３篇

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１篇。《图书馆服务宣言》的发布

促进了图书 馆 社 会 开 放 研 究 的 发 展。２０１０中 国 图

书馆学会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与会专家再次

就高校图书馆是否该对外开放展开讨论，专家们一

致认为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不容置疑，但要考虑开

放方式、开放程度和开放效果等一系列问题。２０１０
年关于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论文总数达到６７篇，

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得到广泛关注，进入深入研

究阶段。

２．２　论文的期刊分布
统计论文 的 来 源 期 刊 是 了 解 该 领 域 期 刊 分 布

特点的有 效 方 法。在 对 高 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论 文

的来源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该领域文章的期

刊分布非常分散，３８４篇论文分布在１５３种刊物中。
其中图书情报类期刊３５种，共刊载论文１５８篇，占

论文总数的４１．１５％，说 明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受 到 图 书

情报类期刊的认可和关注；余下的２２６篇分布在学

院学报、信息、经济等类刊物上，说明其他刊物也给

予了关注。
表２　刊载５篇以上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研究论文的期刊

刊名 论文数 刊名 论文数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３１ 现代情报 ６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１４ 河南图书馆学刊 ５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１３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５

图书馆学刊 １１ 情报杂志 ５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１０ 图书馆学研究 ５

科技信息 ７

　　 由表２可以得知，刊载该领域论文在５篇以上

的刊物有１１种，有１０种是图书情报类期刊，其中中

文核心期刊３种。表２所列１１种刊物载文１１２篇，
即７．１８％刊物刊载了２９．１７％的论文，说明这１１种

刊物是刊 载 该 领 域 论 文 的 主 要 期 刊。另 外，《图 书

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

理论与实践》各刊载该领域论文３篇，这４种刊物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１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

大学出版社）中 确 定 的 图 书 情 报 类 核 心 期 刊，这 说

明部分对高 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进 行 研 究 的 论 文 已

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２．３　论文的研究内容分析
分析高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论 文 的 内 容 分 布 有

利于我们认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明确

今后的研 究 重 点 和 发 展 方 向。该 领 域 论 文 的 研 究

内容主要分 布 在 意 义 和 可 行 性、问 题 和 对 策、现 状

三个方面。

２．３．１　社会开放的意义和可行性

关于高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意 义 和 可 行 性 的 论

文最多，有１７２篇，占 论 文 总 数 的４４．７９％，说 明 高

校图书馆向 社 会 开 放 的 理 论 论 证 是 研 究 关 注 的 热

点。该类论 文 涉 及 高 校 图 书 馆 向 社 会 开 放 的 必 要

性、可行性、积极意义等。刘满闪［１］认为高校图书馆

社会开放的必要性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图书馆的

作用、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和服务优势等决定的。卢

秀英［２］指出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积极意义为有利

于构建和谐 社 会、有 利 于 提 高 馆 藏 资 源 利 用 率、有

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社会效益等。李龙［３］运用德尔

菲法对高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的 可 行 性 进 行 调 查 分

析，得出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利大于弊的结论。
其中一些文章是关于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地

方高校图书馆、中职学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优势和

可行性的研究。陈春美［４］分析了民族地区高校图书

馆社会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包丽苹［５］以福建省

侨兴轻工学 校 图 书 馆 为 例 论 述 中 职 图 书 馆 可 利 用

资源、专 业、设 备、人 文 环 境 等 方 面 的 优 势 向 社 会

开放。
高校图书馆根据自身情况，在不影响对本校师

生文献信息服务的情况下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提供

信息服务，利大于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图书馆发

展的一种趋势。高校图书馆实行社会开放服务，有

利于全体公民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实现，提高全

民素质，从而 有 利 于 社 会 精 神 文 明 的 进 步；为 企 业

的信息需求 服 务，提 升 企 业 竞 争 力，有 利 于 促 进 其

经济发展。高 校 图 书 馆 实 行 社 会 开 放 既 有 利 于 物

质文明建设又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从而有利于社

会的发展进步。

２．３．２　问题和对策

关于高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面 临 的 问 题 和 采 取

相应对策的论文有１４３篇，占３７．２４％，说明在高校

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大趋势下，也很重视对存在问

题和解决对策研究。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并提出解决方法，有利于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更

加健康的发展。朱卫华［６］把社会开放的制约因素总

结为经费、资源、观念和制度，应对策略为控制开放

范围、有选择性地开放文献、利用网络技术、完善制

度。陈曦［７］认为社会开放面临的问题为资源、管理、
·７４·



制度、资金等，建议高校根据自身的优势进行开放、
先为所在社区服务、建立信息资源共享以及与其他

图书馆或者企业合作。卢秀英［２］认为高校图书馆社

会开放的举措为适度开放，积极与社会机构开展合

作，探索各种 服 务 模 式：与 公 共 图 书 馆 实 现 信 息 资

源共建共享以及与有关企业合作开发科研项目，与

社会机构联 合 办 馆，与 社 区 合 作 开 展 社 会 服 务，对

特殊读者 提 供 服 务 等。这 些 应 对 策 略 涉 及 到 内 部

管理改革，外部服务方式，以及构建模式。

２．３．３　现状

关于高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现 状 的 研 究 论 文 有

６９篇，占１７．９７％。既有对国内现状的研究，又有对

国外高校 图 书 馆 开 放 现 状 的 介 绍。关 于 国 内 现 状

的论文一方 面 说 明 我 国 高 校 图 书 馆 向 社 会 开 放 的

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分析开放程度不高的原因和问

题；关于国外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现状的论述一

方面介绍其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与我国进行对比从

而提供经验和借鉴。
李亚洲［８］介绍了我国高校图书馆最早自上世纪

９０年代的对外开放情况。认为从开放的程度来看，
还达不到欧美国家的开放水平。从服务的层次看，
一般都处于比较低层次的图书借阅，更高层次的服

务还没有开展。从服务的形式看，都是各个高校各

自为战，没 有 统 一 的 服 务 计 划 和 目 标，缺 乏 长 远

规划。
沈秀莆［９］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大学高校图书馆向

公众开放情况。如美国公立大学的高校图书馆、巴

黎第八大学图书馆、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图书馆全

部对外开放，进馆阅览不需要任何证件。还有一些

大学图书馆本身就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大学图书馆

和公共图书馆的双重身份，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

馆就完全打破了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界限。
日本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的 时 候 就 有 约９７％的 大 学

图书馆向社会开放。
但是，关于 高 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的 服 务 模 式、

制约因素、具 体 管 理 制 度 等 方 面 的 论 文 数 量 少，所

占比例很小，说明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课题在这些

方面的研究薄弱，希望学界对此引起重视。

３　论文作者分析

３．１　论文作者机构分析
通过对作者机构的统计分析，可以揭示该主题

的主要研 究 机 构。高 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的 研 究 机

构比较集中，主要是高校图书馆。在这里我们只按

第一作者来统计，３８４位作者中２位作者 未 注 明 单

位，３篇论文作者的单位为编辑部，剩余３７９位作者

共涉及３４１个单位，注明图书馆的有２５３个，其中高

校图书馆２１２个。可见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研究

受到图书馆界尤其是高校图书馆界的重视。

３．２　论文作者合作度分析
论文合作 程 度 反 映 一 个 学 科 领 域 内 的 科 研 协

作情况。研究人员在合作过程中能够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提高研究水平。论文作者为编辑部的按独

立作者来统 计，３８４篇 论 文 共 有 作 者５３５人 次。其

中该领域合作论文１０６篇，占总数的２７．６０％，高于

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合著率１６．７％，说明该课题的

合作情况比较正常。２人合作６７篇，是合作的主要

形式。同单位 间 的 同 事 合 作８１篇，占 合 作 论 文 的

７６．４２％，说明同单位间的合作是合作的主要类型。

４　基金资助情况

基金资助是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的重要方式，能

反映学科的研究重点和趋势。在３８４篇该课题的研

究论文中有２３篇论文受到基金资助，省 级 基 金１１
项，市级基金５项，校级基金８项。其中１篇既是市

级科研项 目 又 是 校 级 基 金 资 助 项 目。可 见 该 课 题

得到的基金 资 助 不 多，而 且 没 有 国 家 基 金 项 目，说

明该课题的 研 究 已 经 有 一 定 的 深 度 并 受 到 社 会 的

关注，但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５　分析和总结

以上调查分析表明：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１年，我国

高校图书馆 社 会 开 放 方 面 的 研 究 论 文 呈 明 显 上 升

趋势，说明该课题逐渐引起社会和图书馆学术界的

关注。通过研究和分析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１）到目 前 为 止，高 校 图 书 馆 向 社 会 开 放 的 研

究人员主要是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没有引起高校

以外需要获得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个人、企业等人员

与机构的高度重视。
（２）高校图书馆由只对校内师生服务转变为服

务校内校外读者，这在管理和服务方面会面临很多

问题和困难，不同的作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和对

策。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转变，使得图书馆为读者

提供满 意 的 服 务，需 要 制 定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管 理 制

度，这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性问题。笔者没有检索到

对开放过程 中 的 管 理 制 度 以 及 程 序 方 面 进 行 具 体

研究的论文，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下转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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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举办应 季 时 装 表 演，既 给 女 性 读 者 展 示 美、追

求美提供了场所，也使女性读者对如何着装打扮才

更加得体美观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在阅读时尚书

籍时，提高品鉴眼光和思维深度。图书馆还可以每

年针对女性读者喜爱的几本畅销书或精品图书，举

办读书讨 论 会。组 织 女 性 读 者 在 一 起 讨 论 对 书 籍

的理解和看法，让大家各抒己见，酣畅探讨，提高阅

读的深度，启 发 思 考。总 之，图 书 馆 要 适 应 社 会 的

发展，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加强女性读者之间的

交流，提高 阅 读 质 量，提 升 她 们 的 参 与 意 识，同 时，
这些活动也能够丰富社区生活，提高图书馆在和谐

社会建设中的影响力。

３　结束语

著名女权 主 义 理 论 家 西 蒙 娜·波 伏 娃 有 句 名

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女性阅读活动

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进

取意识不断提高，她们对生活和事业都有更高的追

求，通过阅读女性能提高素质，实现自我。因此，作

为文化服务 机 构 的 图 书 馆 应 努 力 为 女 性 阅 读 提 供

服务，让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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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 高 校 图 书 馆 社 会 开 放 的 研 究，核 心 作

者群不明显，个体作者论文数量最多的只有３篇，作
者机构只有黑龙江科技学院产出４篇，燕山大学、河
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农垦师专各产出３篇，其他大部

分都是１篇，说明缺乏对该课题比较深入的研究。
（４）在３８４篇论文中，关于高校图书馆社会开放

实例的论文只有９篇，而且其以具体图书馆为例的

论述中和该 馆 的 具 体 实 际 结 合 度 不 高，过 于 宽 泛。
当前我国高校社会开放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有的

学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形成了自己的限制性

开放模式，有 的 学 校 如 山 东 聊 城 大 学、宁 波 大 学 等

实行了全 面 开 放 等。我 们 完 全 可 以 对 这 方 面 的 典

型例子进行一下介绍，供学界参考和学习。另外不

同的学校有自己的具体校情，如文献资源方面的特

色，校图书馆 的 人 力 资 源 情 况，以 及 学 校 周 边 的 环

境———社区、企业类别、社会读者素质 等，这 些 都 对

图书馆的开 放 程 度、开 放 的 实 施 有 着 直 接 的 关 系。
所以笔者认为，把自己学校图书馆社会开放的情况

写成文字进行介绍，比泛泛地谈缺少创新的实施方

法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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