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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立图书馆

馆际互借参考咨询服务探析

摘要:馆际互借是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主要内容，其发展和改进有利于图书馆更好地进行资源共享。本

文介绍美国州立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对美国州立图书馆馆际互借的服务规范、服务对象、借阅内容、请求方

式、收费标准等基本内容进行举例和分析，比较美国州立图书馆对州内外的不同规则、特色服务和服务创新。由

此得出美国州立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的特点，并对我国馆际互借服务在互借规则、发展平衡和服务改进与创新

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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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书馆开展的参考咨询服务多种多样。其中，馆际

互借是为满足用户信息需求，图书馆根据已有协议相互

出借（Interlibrary　Loan，ILL）馆藏文献的服务，是图书

馆间资源共享的主要形式之一[1]。该服务是通过电子邮

件和图书馆网站表单进行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一项主

要内容[2]。调查显示，馆际互借在中美高校图书馆和公共

图书馆的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中都占据很大比重[3-4]。在

馆际互借服务中各图书馆构成的资源共享群组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与联合参考咨询服务的展开密切相关。我国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也将“以合理利用方式实现电

子书刊的馆际互借”列为其成员馆的权利之一。

目前，我国对国内外各类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的研

究很多，但将美国州立图书馆进行横向比较的相关研究

较少。就各国州立图书馆横向比较而言，黄小虹介绍澳

大利亚6家州立图书馆开展服务的情况，其中馆际互借

是读者获得州立图书馆图书资料的重要途径[5]；易星概

括美国不同州图书馆立法情况，表明美国馆际互借有法

律及经费保障[6]。就单个州而言，姚丹丹[7]、白冰[8]、丁

智阳[9]等均以美国俄亥俄州图书与信息合作网（区域性

图书馆联盟）在该州进行资源共享和馆际互借为例进

行研究。

国外研究中，将美国州立图书馆进行横向比较的文

献也较少。Undhjem等比较挪威各郡间公共图书馆馆

际互借数据，从各郡馆际互借发展环境角度给出数据

差异原因[10]；在以美国俄亥俄州图书与信息合作网为例

的研究中多与高校图书馆相关，从Kohl的研究可见，联

盟早期成员除俄亥俄州立图书馆外，其他成员均为高

校图书馆[11]。

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属于图书馆法的研究范

畴，着眼于州立图书馆馆际互借的立法；针对馆际互借

服务的研究，则多以单个州立图书馆或州图书馆联盟

为例。本文侧重于对州立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进行横

向比较，力求对美国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有整体认识，

对局部异同有所区分。美国关于馆际互借的研究起步

较早，州立图书馆的各种服务政策和服务模式具有前

瞻性，其服务体系较先进，在实践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创

新。通过研究与借鉴，有利于我国公共图书馆更好地开

展馆际互借服务。

本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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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州立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分析

2.1　美国州立图书馆和馆际互借服务简介

按照美国联邦政府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机构

（署）定义，州立图书馆即由州法律指定负责拓展全州

图书馆服务的官方机构；州立图书馆的作用在统筹全

州图书馆资金及指导全州图书馆，特别是在公共图书

馆工作等方面，与中国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有相同

之处[12]。每个州内各图书馆间形成区域性图书馆联盟，

州立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对美国馆际互借服务影响

甚大。

馆际互借是图书馆间互相借用或提供资料的行

为，属于采用率较高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其遵循相

互合作、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理念，使规模、类型不

同的图书馆共同分享资源，为读者提供本地图书馆没

有的信息，馆藏资源较少的图书馆尤为获益。

州立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包含两方面，一是作为用户

的代理向其他图书馆借阅（请求）资料或副本，二是将

本馆资料外借给其他图书馆。

2.2　基本服务

2.2.1　服务规范

参考咨询与服务协会（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Association）的馆际互借委员会于1993年制订《美国馆

际互借法》，并于2001年修订[13]；分享转换存储资源组

规范、准则和技术标准委员会分别于2008年和2015年
对《美国馆际互借法》再次修正；2016年1月，参考咨询

与服务协会董事会批准实施该法规。该法规除介绍馆

际互借定义、确立规范适用范围外，还强调馆际互借双

方的职责（请求馆的16项职责和应答馆的12项职责），

包含该服务的各方面，并在补充文件中对规定进行细

化。美国各州立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均以《美国馆际

互借法》为指导方针和行为纲领，并根据各州具体情

况，订立适合的馆际互借条例。

对纸质图书、缩微胶卷等实体材料或版权受限资

源进行馆际互借，常涉及原件或复印件的版权问题。对

此，州立图书馆主要根据《美国版权法》进行管理。此

外，部分州立图书馆还遵循《国际借阅和文献传递：原

则和程序准则》《AMIGOS资源共享协议》等与馆际互

借相关的规章制度。

2.2.2　服务对象

州立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因其代理的不同角色（应

答方或请求方）而有所差异。作为应答方，大部分州立

图书馆都为州内各图书馆或本州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

相关成员提供服务，少数州立图书馆为州外或国外图

书馆提供借阅服务。如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对美国、加

拿大图书馆提供服务，华盛顿州立图书馆则为联机计

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ILLiad系统内的图书馆提供服务等。

作为请求方，州立图书馆会为请求方向州外图书馆

借阅本馆或本州各图书馆内没有的资料。部分州立图

书馆的服务对象除本州图书馆外，还包括本州政府工作

人员或者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华盛顿州、南达科塔州、

北达科塔州等的州立图书馆为持有本馆借书证的用户

提供服务；新泽西州立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还包括托马

斯·爱迪生州立大学的学生、老师和员工。

2.2.3　借阅内容

美国各州立图书馆在馆际互借应答或请求的借阅

内容上也有差异。作为应答方，大部分州立图书馆因顾

忌版权问题不提供电子书的借阅服务，有的州立图书

馆对报纸、回溯文献、地方特色馆藏和家谱的借阅有比

较苛刻的要求，还有的州立图书馆外借内容依据其借

阅对象而定。例如，北卡罗莱纳州立图书馆为OCLC系
统中的其他图书馆提供期刊论文复印件和普通文献，

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图书馆提供报纸的缩微胶卷，为本

州图书馆提供政府和历史文献、家谱的缩微胶卷[14]；弗

吉尼亚图书馆不对州外图书馆提供其本地历史、家谱、

南北战争军团史的纸质本[15]。仅为州内其他图书馆或

本州政府工作人员提供馆际互借服务的州立图书馆，

其借阅内容范围更大。例如，尤他州立图书馆作为应答

方，仅向州内各公共图书馆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提供借

阅服务，借阅内容包括西班牙语文献和美国本土文献

类的特色馆藏[16]。

作为请求方时，借阅内容一般受应答方图书馆限

制，在为本州政府工作人员等代理请求时，有的图书馆

要求请求内容必须与工作相关。华盛顿州立图书馆提倡

免费互借[17]，但仅为用户借阅其他图书馆的免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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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请求方式

作为应答方时，大部分州立图书馆都接受通过

OCLC系统或ILLiad表格提出的请求；有的州立图书馆

考虑请求方并非OCLC成员，也接受网页表格填写、传

真、邮寄、电子邮件发送ALA表格，本馆专用表格或其

所在图书馆联盟专用系统的请求方式；部分州立图书馆

已建立本州馆际互借系统，为州内图书馆提供服务。

当州内其他图书馆或个人用户需要州立图书馆作

为借阅代理时，提出请求的方式还包括电话请求、面对

面请求、Ask　a　Librarian服务请求（通过联系参考咨询

馆员或馆际互借专员进行请求）等。少部分图书馆对个

人用户借阅审查较严格，只接受本州政府工作人员通过

线下方式提出借阅他馆资料的请求。

2.2.5　收费标准

作为应答方时，州立图书馆向请求方收取的费用

可分为服务费、影印或打印副本的成本费和运费。大部

分州立图书馆对州内图书馆或其所在图书馆联盟成员

馆不收取服务费，部分州立图书馆为州内各图书馆提

供免费运送服务，对于州外图书馆则收取一定费用。

例如，在影印收费标准上，新泽西州立图书馆对LVIS
（Libraries　Very　Interested　in　Sharing）图书馆资源共

享群组的成员馆不收费，对新泽西州图书馆网联盟成员

馆和其他州立图书馆收费较少，对州内非联盟成员馆最

低收费5美元，对州外其他图书馆最低收费10美元[18]。

作为请求方时，提出请求的州内其他图书馆或个人

用户一般仅需支付应答方图书馆要求的费用，但也有例

外情况。如夏威夷州公共图书馆对用户向非系统成员

馆的资源请求收取10美元/份[19]，此外，用户还需支付应

答方图书馆收取的其他费用，如阿拉斯加州立图书馆

规定，对于与国家机关工作无关的资源请求，将收取10
美元的加急费[20]。

2.3　特色服务与服务创新

除基本服务外，有的州立图书馆力求对本馆服务

进行改进，开发特色服务，积极参与服务创新。例如，尤

他州立图书馆在常规读书讨论项目中结合馆际互借服

务[21]，州立图书馆作为应答方或请求方的代理，将大众

读物借阅给图书馆、民间读书会、俱乐部、学校等机构

和组织，使读物在各机构和组织间传递。

为响应OCLC的WorldCat导航项目，美国部分州

立图书馆（如爱荷华州立图书馆、德克萨斯州立图书

馆和档案委员会）参与“馆际互借外借偿还项目”。

该项目能补偿州立图书馆作应答方时付出的直接成本

（如运输成本、材料成本等），以支持和鼓励州立图书

馆在资源共享方面付出的努力，补偿资金来源于美国

联邦政府。

此外，还有德克萨斯州立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博客、

缅因州立图书馆允许州内图书馆自由修改外借资源类

型和运输方式的服务等。

2.4　服务特点分析

通过对美国州立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的调查和分

析，可得出5个特点。

（1）美国州立图书馆是州内其他公共图书馆向州

外图书馆请求馆际互借的中介。

（2）各州立图书馆自身馆际互借服务的规定非常

详细。除上述服务对象、借阅内容、请求方式、收费标准

外，美国州立图书馆规定各类资料可借阅的数量、请求

响应时长、请求方保存期限、续借期限等一系列详细条

款。如西弗吉尼亚州立图书馆列出其作为应答馆和请求

馆的10条取消借阅请求或借阅请求失败的原因[22]。

（3）美国资源共享群组众多。美国各州已形成以

州立图书馆为首的区域性图书馆联盟，有的州立图书馆

还参与不同图书馆集团或不同图书馆资源共享群组。州

内图书馆联盟多用本州自有的系统进行馆际互借，跨州

或跨国联盟多以OCLC为依托。这些资源共享群组吸引

各图书馆加入联盟，通过共享本馆资源获得他馆更优

惠的政策和更便利的服务，也能让州立图书馆与其他各

类型的图书馆进行资源共享，增加资源多样性。例如，

明尼苏达大学的资源共享项目向高校图书馆、政府图书

馆、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提供实时参考咨询和馆

际互借服务，伊利诺伊州立图书馆、南达科塔州立图书

馆、北达科塔州立图书馆、明尼苏达州政府图书馆组等

州立图书馆或州立图书馆系统成员都是其成员馆，对于

实体文献各成员馆能享受运送服务。

在资源共享联盟中LVIS是最大的资源共享联盟，

在此联盟成员馆间进行馆际互借时，应答馆只对30页
以上的影印本收取少量成本费，因而能为LVIS成员馆

的用户节省大量馆际互借成本。坚持免费服务的华盛

美国州立图书馆馆际互借参考咨询服务探析刘思杭，马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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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州立图书馆也是该联盟的成员馆。

除享受优惠借阅权利外，馆际互借图书馆联盟成

员馆还需履行相应义务，包括缴纳会费、定期上报馆藏

量、及时响应借阅请求、参与系统测评、维持网络稳定

等。例如，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联盟根据会员馆所承

担的责任和义务，将成员馆分为合作会员馆和普通成员

馆两个等级[23]。有的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还为联合目录

的建设收取额外费用。发展较好的州立图书馆（如伊利

诺伊州立图书馆）会加入多个图书馆联盟；然而许多水

平不高、经费不足、借阅量较少的州立图书馆达不到联

盟要求，享受的优惠政策较少，其馆际互借的发展也受

到影响。

（4）美国州立图书馆在实现基本服务的基础上注

重个性化服务和创新，致力于便利服务对象借阅，改善

用户服务体验。

（5）美国各州立图书馆有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

馆际互借服务具有不公平性。从美国州立图书馆提供

的基本服务可见，当州立图书馆服务对象为其他图书馆

时，州内或州区域性图书馆联盟成员馆具有较大特权；

在收费标准上，除华盛顿州立图书馆外，其他州立图书

馆对内、对外的收费政策有较大差异，州之间的馆际互

借会对请求方收取较高费用。

当服务对象为个人时，许多图书馆认为本州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为本州作出贡献，应享受特别待遇。因此，

大多数州立图书馆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享有馆际互

借特权，有的州还对学术研究人员或立法机关工作人员

有优待。只有少数州立图书馆为持有该馆借阅证的用户

提供服务，其中，部分州立图书馆借阅证持有者又属于

特权群体。例如，纽约州立图书馆进行代理的服务对象

为有付费卡号的州立图书馆注册用户[24]，实则指本州政

府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地区政

府历史学家。因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借阅请求多与工作

相关，部分州将费用清单寄到其工作单位，以公费报销

的方式支付馆际互借产生的费用。

在借阅方式上，许多州立图书馆在州内互借上使用

自主研发系统，仅允许州内或联盟内图书馆登录；在服

务内容上，州立图书馆对本地特色馆藏有保护措施，大

部分州立图书馆仅允许本州图书馆或政府工作人员借

阅地方志和特色历史文献。

这些不公平性体现出美国各州间、州立图书馆所在

的州首府和其他地区间馆际互借服务发展的不平衡。

3　对我国馆际互借服务的启示

3.1　制定细致、完整的互借规则并进行普及

在我国，国家图书馆现行的是《国家图书馆馆际互

借和文献传递的规则》，该规则包括规则制订目的、服

务方式、服务对象、建立办法、服务的具体办法、外借

图书的范围、借书期限和投寄要求[25]；高校图书馆有以

《CASHL文献传递服务规范》为中心的一系列规范，

科学图书馆有《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服务体系管理条例》等；GB/T　 23269—2009《信

息与文献　开放系统互连　馆际互借应用服务定义》是馆

际互借系统和技术方面的标准，著作权法对版权进行

规范。尽管许多公共图书馆或图书馆联盟都依上述规

则制定本馆馆际互借规则，但我国公共图书馆馆际互借

服务还没有一个指导性标准。我国可借鉴国外经验，先

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再从省级图书馆到市级图书馆逐

级实施。

从我国现有标准看，与美国相比，现存各图书馆

或图书馆联盟的馆际互借标准也需进一步完善和细

化。各项规定还可对不同性质的请求内容作出界定

（如将图书馆特色馆藏和地方资源分为可共享和不可

共享类型），使应答和请求双方减少因请求失败造成

的摩擦。

对规则的不了解，可能会导致用户滥用馆际互借服

务，或对其望而却步。图书馆应向用户普及馆际互借规

则，将其准确传达给用户。在美国州立图书馆网站能查

阅到管理规则和条例，而相关信息在我国很难获取。对

此，我国各图书馆可在图书馆网站或参考咨询台附近

列出本馆或本馆所在联盟馆际互借条款、依靠网站FAQ
或人工咨询方式对馆际互借问题进行耐心解答。特别

是版权方面，对电子书馆际互借的页数限制、所借资料

版权归属等较细致的版权要求进行普及，免去不必要的

版权纠纷。

3.2　促进馆际互借事业平衡发展

目前，我国图书馆馆际互借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

部分省份建立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大型公共图书馆中

以高校图书馆为主的文献共享联盟和国外图书馆及文

献共享系统建立合作关系，该发展状况与美国有一定

相似性，但我国部分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和中小型公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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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发展还比较迟缓，应该对其加强扶

持力度。

目前，我国已建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该工程推动我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与大型公共图书馆

实现线上联合编目，有利于开发和建设中小型公共馆

的地方特色馆藏，促进馆际互借的发展。此外，省级图

书馆和文化厅可开发本省的联合目录查询系统，并对中

小型馆提供的馆际互借服务进行监督；中小型图书馆

所属省和市的政府应加大对其资金投入。

我国公共图书馆除和所属区域性的图书馆间互动

外，还应重视地区间、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类型图书馆间

的馆际互借服务，让图书馆“先富”带动“后富”。各地

区和高校的图书馆联盟应加强彼此合作，联盟间不应

有较多独立政策，应使各图书馆间形成平等友好的互

借关系。

3.3　图书馆完善基础服务并开展创新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大多依托于全国

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或本省区域性图书馆联盟。从公

共图书馆提供的信息和全国参考咨询联盟的网站可

见，在数字文献的传递上，省、市级图书馆服务对象没

有限制；借阅内容多以期刊、专利、标准等学术型资料

为主，也包括报纸和多媒体资料；借阅方式主要通过参

考咨询和电子表单，用户只需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即可获

取资料，不收取服务费。对于实体资料借阅，需通过电

话、面对面等形式借阅，需支付一定费用。与美国州立

图书馆相比，我国公共图书馆提供的馆际互借服务用

户群体广泛、收费较低，对不同图书馆的收费标准也较

一致。但存在同一用户重复请求、过度借阅，在实体资

料的借阅上方式单一、创新服务少等问题。

对此，我国公共图书馆应完善基本服务和互借体

系，对电子资源借阅的审查要更严格；在实体资料借阅

上，可建立线下提出借阅请求与线上查询借阅状态相

结合的体系，作为请求方的图书馆为用户提供馆际互

借、文献到期提醒服务等。

除完善基本服务外，我国公共图书馆还应积极发

展创新服务（如充分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提供多样馆

际互借方式、支付方式，定期调查用户对馆际互借使用

服务的体验并加以改进等）。对于优秀的馆际互借案例

和国内外成功经验，各图书馆和图书馆联盟应进行交

流和学习。

4　结语

本文以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馆际

互借服务作为切入点，通过介绍并分析美国州立图书

馆馆际互借的基本服务和创新案例，总结其服务特点，

在整体上为我国公共图书馆馆际互借的发展提出建

议，希望为我国关于公共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的研究

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素材，对该领域的研究者能有所

启发，也能对我国参考咨询服务的开展有所助益。

通过对美国州立图书馆馆际互借基本服务和创新

服务的调查和分析可见：美国州立图书馆是公共图书

馆间跨州馆际互借活动的中介；图书馆联盟较多；图书

馆具有创新意识；大部分州都具有地方保护意识，虽然

普遍发展较快，服务条件较好，但州与州、州首府和其

他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州内个人用户的借阅权限也依身

份而异。

对我国公共图书馆而言，馆际互借发展更需制订细

致、完整的互借规则并进行普及；政府、省级的图书馆

和文化厅应加强对中小型图书馆的扶持，各地区、各种

类型的图书馆联盟间应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促进

馆际互借事业平衡发展；图书馆自身要完善和改进相关

服务并勇于创新。这样才有助于我国公共图书馆馆际

互借乃至整个参考咨询服务的发展，让读者享受到更

好的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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