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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模式探微

吴起立

（郑州轻工业学院图书馆，郑州 450002）

摘要：电子书服务拓展了图书馆服务的广度，对人们的阅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结合国内外电子书研

究现状分析，详细地探讨了广告植入服务、图书馆联盟服务、采访服务、借阅服务、出版商图书馆联盟服务等面

向图书馆的电子书服务模式，提出从5个方面着手以应用与推广面向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模式，将为图书馆服务创

新提供一个新方法、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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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正经历着从纸质印刷到数字化的演变，

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然而，怎样让读

者可以更廉价、更便捷、更舒适、更随意地阅读自己喜

爱的电子书籍，图书馆还未找到合适的对策。网络阅读

作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悄然兴起，它的魅力还在于

围绕着同一个阅读主题，可以在瞬间提供海量的信息

为读者服务。正因如此，面向图书馆的电子书服务模式

研究不仅可以延续电子书阅读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

种图书馆服务发展趋势，而且将会引发人类的阅读革

命，其意义深远。

1 电子书服务研究现状

1.1 国外电子书服务研究现状

2007年Hazel Woodward[1]分析了高校图书馆电子

书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2007 
年Lynn Silipigni Connaway[2]等认为，图书馆员、电子

书供应商和出版商要经常沟通，努力在图书馆系统和

服务中推动其发布和传递；2009年Pei Fen Chong[3]等

提出了目前电子书的设计缺陷阻碍了电子书服务扩大

化；2010年Wendy Allen Shelburne[4]提出了学术图书

馆有责任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易用的电子书服务；2010
年Polanka Sue[5]等在著作中论述电子书的发展、标

准、技术及未来电子书服务预测等；2012年Elguindi 
A C[6]等探讨了图书馆有偿借阅电子书的服务模式；

2013年Besen[7]等分析了读者可以替代图书馆直接购

买电子书来影响出版商的行为。

2010 年加拿大有四家公共图书馆计划出借电子书

阅读器，还有一些大学图书馆也正在实施或打算提供，

包括Memorial大学、Winnipeg大学、McGill 大学和

SIAST大学的图书馆；2010年温哥华公共图书馆也推

出了阅读器借阅服务，但阅读器的数量问题成为借阅

瓶颈；2011年Dennis T. Clark[8]指出阅读器服务很成功

并将继续推行，但是用户通常只用来读小说、报纸等非

学术性内容，图书馆必须在探索类似阅读器服务的文献

内容传递的新方式上持续投入；2012年Steve Kelley[9]等

调研了手持阅读器的在美国使用情况，得到了读者空前

的支持，并对不同型号阅读器提出意见和建议；2013年
Artiles Michael[10]等提出电子阅读器、电子书已成为颠

覆性技术，迫使媒体和印刷书籍在美国出售急剧下降。

2001年Fane Garner[11]等探讨了netLibrary 的电子

书服务平台进行的采访、馆藏建立、读者使用、管理等

情况；2002年Norshuhada Shiratuddin等[12]提出了电子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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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学术图书馆应采取适当的营销、宣传和用户培训手

段的重要性；2013年Roncevic Mirela[13]将图书馆电子

书平台标准分为内容、技术规格、功能和商业模式等四

个部分。

西方发达国家电子书服务工作研究较早，发展比较迅

速，成果显著。国外2007年之前的研究主要涉及电子书的

概念、历史，对图书馆的冲击和挑战；其次，涉及有关电子

书采购、制作、评估、验收、使用宣传、版权管理、馆藏建

立、编目等涉及电子书在图书馆各个业务层面的影响力。

国内学者的电子书服务研究主要围绕电子书的服

务模式、服务发展等几个主题来开展。通过CNKI期刊

篇名检索“电子书+电子图书”，共计1800篇，其中电子

书服务研究57篇，出版研究103篇，服务平台研究30篇，版

权研究59篇。其他研究主要涉及电子书发展、出版、对

策等方面。

电子书服务模式研究已成目前研究主流。如韩佳、

王阳、范晓洁、晏妮、胡诗瑶、罗晶晶、郝振省、魏玉山

及其电子书年度报告等[14-24]，从技术和实践角度，开展

电子书及数字图书馆服务的研究；谢蓉关于服务模式的

研究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25]。国内电子书服务模式研

究方兴未艾，已呈现出迅猛发展势头，但问题较多。如电

子书服务模式尚局限在理论研究，不能很好地为服务

平台提供理论支撑；实用性较差，不能很好地与服务平

台相结合来促进电子书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目前我国电子书服务模式的发展存在着若

干问题。第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及实际应用具有

较强的地域性，我国图书馆与出版界的沟通明显落后于

国外，并且我国的版权要求与国外有差异；第二，国内

对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模式论述不够系统深入，且尚无

站在图书馆、出版商、读者三者的共同利益上思考电

子书服务模式的研究与开发；第三，国外研究侧重实

证，但国内相关成果基本属于理论性探讨，思辨色彩较

浓，实证研究显得薄弱。

2 面向图书馆的电子书服务模式研究

“电子书”、“服务模式”、“服务策略”这3个方

面能够体现本文的研究价值，考察他们之间的内在关

系，是本文的逻辑基础。严格来说，电子书是主体和基

础，服务模式是手段和方法，服务策略是形式，电子书

只有依靠合理科学的服务模式，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

服务策略，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从2007年开始，电子书阅读服务广泛进入图书馆，

美国Sparta图书馆是最早使用电子书阅读器开展外借

服务，并很快被普及到各个图书馆；2009年以来国外图

书馆积极扩大电子书馆藏规模及服务方式。到目前为

止，美国76％的公共图书馆、90%以上高校图书馆开展

免费电子书借阅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各类读者对电子

书的需求，充分实现电子书资源共享。

我国的电子书服务模式研究多局限在理论层面，不

能很好地为服务平台提供支撑，实用性较弱。鉴于此，本

文拟构建适合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的服务模式，针对不同

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需求的转变，为读者提供更多、更

广的服务方式。其模式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2.1 图书馆联盟服务模式

图书馆联盟服务模式是各不相同的图书馆进行

联合的一种形式，目的是为了实现联合采购、资源共

享、互利互惠。一是通过图书馆联盟合作，每个图书馆

根据自己的藏书特色，联合采购电子书，供联盟内所有

读者阅读，可以有效地缓解图书馆普遍存在经费不足

的问题；二是通过图书馆联盟与电子书供应商进行谈

判，联合采购电子书，可以促使供应商为达到多家采购

而降低价格，最终实现整体优惠的目的。图书馆通过这

样的联盟，能够利用有限的经费，最大限度地获取电子

书资源，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

2.2 采访服务模式

采访服务模式是指图书馆或出版商可以通过一定的

技术，控制电子书的阅读次数，阅读超过一定次数，图书

馆就可以采购该电子书，避免电子书采购的盲目性。这

种模式在发达国家用的比较普遍，出版商为图书馆开

设访问账户，通过网络链接访问该出版商的电子书，根

据读者在线阅读的具体情况，再确定是否采购。

2.3 借阅服务模式

借阅服务模式是对于拷贝下载的电子书，通过设

置权限，根据时间、空间、阅读次数等条件，实现阅读

失效，也可以设置永久有效等，来保证出版商及图书馆

的利益。目前国内有出版商使用这种模式，确实保护了

出版商的利益，但读者下载的很多电子书，短期内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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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能使用，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不便。

2.4 出版商图书馆联盟服务模式

出版商图书馆联盟服务模式有利于加强出版商与

图书馆的相互沟通，联合建立适合双方利益的服务模

式，共同为读者合理利用电子书，寻找切实可行的合作

方法。

2.5 广告植入服务模式

由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不够完善，电子

出版商因利益驱动，电子书价格居高不下电子书推广受

到局限，不能及时地让广大读者阅读。因此，作为电子

书供应商可以通过广告植入方式，让读者看书的同时

看一部分广告，从而降低电子书价格。

广告植入服务模式是指将广告融入电子书的内容

中，通过图片、语言文字、动画等让读者留下对广告的

印象，是一种影响读者认知的隐性广告形式。电子书

中植入一定的商业广告，一是可以解决目前我国电子书

业比较突出的版权问题；二是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子书出

版商经费不足的问题。当前，广电行业当中植入式广告

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已经成为目前广电行业的主要收

入来源之一。电子书同样也可以像影视一样插入广告，在

读者进行正常的阅读或欣赏活动中，出现广告内容，从

而产生一定的商业经济利益。植入式广告的优点是可以

隐藏于电子书中并和电子书融为一体，成为电子书的一

部分，读者也不能通过计算机技术把广告和电子书分割

开来。同时将广告信息用非广告表现方法使读者在无意

识的状态下，在一种潜意思的信息接收中，感受到广告

信息，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广告信息的刺激，如果

读者要阅读电子书，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时欣赏

广告。

3 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模式的应用与推广
策略

3.1 广告植入模式

出版量大、价格相对较高的电子书服务商，因其销

售受价格的影响较大，直接销售可能效果不好，可以采

用广告植入服务模式进行推广，因其拥有大量的电子书

也容易被广告商所接受。同时使得最终用户以相对低廉

的价格换取阅读电子书的需求。超星数字图书馆采用

的防伪防盗技术，就是超星的LOGO，图片加文字，所

有下载的电子图书均带有超星公司的广告，这样既宣传

了公司形象，又达到了防盗防伪的效果，是一种变相的

广告植入。广告植入服务模式是一个效果不错、简单易

行的应用与推广方式。

3.2 采访模式

根据读者对电子书的需求数量，确定是否提供服

务，可以采用采访服务模式。图书馆或出版商通过相应

技术了解电子书的阈值，当达到一定的阅读次数，就可

以直接进入图书馆订购库，以订购库电子书的数量确

定图书馆电子书的采购量。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电子

书采购的盲目性。图书馆电子书采购量比较小，读者阅

读倾向性不明显的情况下，为提高采购的针对性，适用

此模式非常合适。目前国外发达国家大部分数字出版商

均采用这种服务模式，并与各图书馆签订相应的采购

协议，出版商与图书馆均可以对读者的借阅数据进行

处理和统计；国内主要有方正数字图书、科学出版社数

字图书等采用此模式，但在推广的过程中，效果不是很

好。究其原因，一是目前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导致电子图书市场价格差异很大，几倍甚至几十倍，使

得一些大的国有出版商积压大量的正版电子图书无法

出售；二是国有出版商害怕影响纸质图书的销售，电子

图书仅仅作为一个小的销售方式进行尝试，投入小，营

销单调，营销力度也不足。因此电子图书价格偏高，丧

失了市场竞争优势。

3.3 图书馆联盟模式

当图书馆经费不足并与其他图书馆有良好的合作

关系时，可以采用图书馆联盟服务模式。为有效地缓解

图书馆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藏

书特色，通过联盟合作，实现联合采购，供联盟内所有

读者阅读。图书馆根据自己的需求采购相应的电子书，

然后各个图书馆把采购的互不相同的电子书通过共享

平台，让读者使用，从而达到电子书资源共享目的。也

可以通过多家图书馆对同时需要的相同电子书，与供

应商联合谈判，达成多方共同接受的价格方案。比如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是人民出版社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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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书馆着力建立的党政资料数据库，因政治实时性

较强，学术性较高，具有政治领导性，是我国一般高校

都需采购的资源，但因价格较高，可以采用图书馆联盟

服务模式进行采购。

图书馆联盟服务模式在高校图书馆使用比较普

遍，比如DRAA的数字资源的联合采购谈判，斯普林格

在河南省高校的采购方式就是河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

作委员会牵头出一部分资金，剩余资金根据学校的规

模，再出相应很少的资金就能够得到很好地使用。河南

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购买的电子图书，所有河南省

高校都能免费使用。

3.4 借阅模式

对于图书馆已经采购的电子书可以设置借阅期限

永久有效的方式，保证读者的借阅利益；对于试用电子

书数据库，图书馆可以设置下载次数，甚至可以根据时

间、空间、阅读次数等条件，实现阅读失效，来保证出

版商的经济利益。

就我国目前而言，电子书通用服务模式——借阅服

务模式在国内的应用很少，还没有形成电子书主要服务

模式，但在国外使用非常普遍。主要原因是图书馆与

国有出版商的合作力度不够，信任度缺乏，通过借阅

次数来衡量电子图书是否采购没有依据，图书馆的接

受程度有待提高，图书馆经费预算也很难估算读者的

下载量。

3.5 出版商图书馆联盟模式

出版商与图书馆间联合建立适合双方利益的服务

模式，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出版商可以把自己新出版

的电子书及时上传到图书馆资源服务平台上，根据读者

利用情况，确定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26]。比如：根据点

击次数、下载次数确定是否购买；根据总的利用情况，

确定每年图书馆的支付金额等。

出版商图书馆联盟服务模式应用与推广的关键在

于图书馆与出版商的合作信任程度，在价格趋于合理

的情况下，相互了解各自关注的重点及核心利益。图书

馆强调的是读者服务，读者利用率，所购置电子书物有

所值。出版商强调的是利益。在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

上，出版商怎样更好地服务图书馆，让读者利益最大

化，双赢是双方共同的目的。

4 结语

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模式，不仅仅局限于图书馆为

读者提供电子书服务，同时也是为电子书出版商、电子

书供应商与图书馆、读者之间提供一种合作方式。网络

的普及、手机的大众化，致使电子书阅读代替纸质书阅

读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

断完善，出版的规范，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电子

书的发展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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