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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作为文献共享的一种服务模式，在弥补馆藏资源方面对中小型图书馆发挥着重

要作用。本文以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从服务发展历程、服务模式演变、服务平台建设3个方面回顾馆际互借

和文献传递服务的探索与实践之路，并指出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渠道选择困难、用户信息素养不高和服务宣传力度

不强等问题，进而给出开展一站式检索服务、加大服务宣传力度和加强服务团队建设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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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实践探索* 
——以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基于循证理念的图书馆用户教育研究”（编号：14ZS121）资助。

1  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内涵

馆际互借是图书馆领域的一个传统业务，其目的在

于通过各个成员馆之间的协作，实现资源共享、服务共

担、优势互补，是传统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扩展[1]。由于受

馆舍和经费的限制，任何一个图书馆，特别是中小型图

书馆，都无法完全满足读者对文献的需求。通过馆际之

间的互借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

一难题。用户向所在图书馆提出馆际互借请求，所在图

书馆充当中间人角色，向其他图书馆申请资源共享，并

安排互借资源返回或者不返回。馆际互借最多的资源是

书籍、期刊和学位论文。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从馆际互借发展

出来一项新的服务——文献传递[2]。文献传递是将用户

所需的文献复制品以有效的方式和合理的费用，直接

或间接传递给用户的一种非返还式的文献提供服务，

具有快速、高效、简便的特点。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

和保障下，文献传递已经发展成为高校图书馆文献共

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国内三大文献传递系统CALIS、
CASHL和NSTL为高校图书馆资源共享提供了很好的

网络平台[3]。许多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也加入其中，如超

星旗下的读秀、维普科技的文献传递服务等。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简称“上理图书馆”）在保

持传统特色、加强新办专业图书期刊建设的同时，逐年

加大图书馆网络建设和电子文献资源的购置力度[4]。尽

管如此，限于馆舍和经费问题，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和电

子资源仍然无法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为

适应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上理图书馆积极开展多

项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以弥补资源不足，满足读者

需求，取得一定的效果。上理图书馆将馆际互借和文献

传递服务定位于公益服务，并拨出一部分图书经费对学

校师生进行全额补贴，深受读者欢迎。

本文以上理图书馆为例，回顾其馆际互借和文献

传递服务工作的发展历程、服务模式的演变、服务平台

的建设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分析目前该项服务在开展

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下一步发展的建议。

2  上理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
务发展历程

上理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最早记载可追溯至

1994年。1994年3月，上理图书馆作为首批成员馆加入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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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原上海地区文献信

息资源协作网），通过办理阅览证和馆际图书的互借，

弥补了文献馆藏短缺的问题；1995年12月，上理图书馆

加入上海市东北部地区10所高校合作办学图书馆协作

组；2004年3月，协作组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启动了网上

文献传递服务项目[5]。

上理图书馆的非返还式文献传递始于21世纪初期[6]。

2002年3月，伴随着外文期刊文献传递服务系统的正式

开通，上理图书馆作为其成员馆第一次尝试了电子文

献传递服务，该年度成功传递4篇文献；2004年3月，上

海市东北部地区10所高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实现东

北部高校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上理图书馆的文献

传递工作也由此开始走向正轨，2004年成功为读者传

递文献20篇；2005年，上理图书馆先后注册NSTL和
CALIS系统用户，文献传递工作系统铺开；2007年，上

理图书馆加入CASHL，实现国内三大文献传递系统的

全覆盖，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

撑和服务保障。

3  上理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
务模式演变

上理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工作在加入上海

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和国内三大文献传递服务

系统的基础上，也积极探索立足于自身发展的服务机

制，包括服务对象范围的扩大、服务平台的搭建、服务

团队的建设等。

2008年底，上理图书馆决定进一步扩大馆际互借

的服务对象，从原先的校内教职工扩大至教职工和研

究生，并配备专职人员开展此项工作。同时，采取多种

措施加大馆际互借的宣传力度。2008年馆际互借的外

出借阅量为167册，比2007年的82册增加103.66%。同

年，图书馆开办的馆际互借互阅服务被评为“2008年度

上海理工大学文明创建特色项目”。

此时，上理图书馆馆际互借的工作模式为：读者通

过邮件、电话，图书馆现场登记所需书籍信息，图书馆

1周集中处理1次并电话通知读者到图书馆领取所借图

书，所借图书到期后读者还至图书馆，再由图书馆工作

人员返还至来源馆。整个过程较为烦琐，特别是前期

申请阶段，给读者带来的体验度不高，并且不利于图书

馆对外借图书进行统计。

2014年，上理图书馆在首届馆内“服务创新项目”

申报中，对“馆际互借服务管理平台”进行重点立项，

2015年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使用。通过该平台，极大地

方便用户提交申请和查看申请进度。当年度通过该平

台申请的馆际互借量达到284册，为历史最高。在2016
年和2017年，上理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量连续两年排在

“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第一位。

上理图书馆加入的国内三大文献传递系统不对用

户开放，由图书馆专门人员负责文献传递工作。用户通

过邮件将所需传递的文献信息发送至指定邮箱，图书

馆工作人员获取全文后再通过邮箱发送给用户。整个

文献传递过程操作上比较烦琐，并且不利于文献的统

计和知识库的建设。2007年9月，由图书馆工作人员自

行开发的文献传递系统正式面向教职工和研究生开放

使用。首月通过平台申请的传递文献量有19篇，当年度

有311篇，成功率100%。2008年全年文献传递量达到

1 392篇。2014年，图书馆根据留学生需求，对文献传递

系统的界面进行了英译，上线英文版文献传递系统。

4  上理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
务平台建设

面向用户提供主动性强、体验感高的服务是上理

图书馆不断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之一。面对馆际互借和文

献传递操作流程的烦琐和用户体验感低的困境，图书

馆工作人员利用PHP技术先后自行开发了文献传递系统

和馆际互借管理系统。两个服务平台的上线运行，极大

地方便了读者进行馆际互借申请和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

验。同时，图书馆也注重聚合面向用户自助式“免费”的

文献传递平台，将这些资源归类汇总在导航菜单中，供

读者自行使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大系统不对读者开

放的困境，也提高了读者获得文献全文的速度。

4.1  文献传递平台

尽管上理图书馆加入了CALIS、CASHL（仅限人文

社会科学）和NSTL三大文献传递系统，但是三大系统

不对读者开放，仅供图书馆工作人员使用。三大系统在

系统资源、服务模式、使用方法、操作界面、访问模式

等方面各不相同，给工作人员的使用带来不便。开发人

员将系统的访问地址汇总在平台“工作链接”中，并且

每个平台的访问用户名和密码以参数的方式传递给相

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实践探索——以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吕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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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系统，工作人员只需点击链接即可访问使用数据库。

上理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平台因只供教职工和研究

生使用，因此需要用户先注册审核后才能享受该项服

务。用户通过平台提交申请文献的相关信息，如文献标

题、作者、文献来源、卷期号、年代、页码等，提交申请

后可以通过平台查看申请进度，并通过平台下载文献全

文。文献传递平台采取统一登录入口，通过“角色”分配

不同权限和功能，不同“角色”显示的功能菜单不同。

用户可以在“我的申请”栏目查看进度和下载全文。

截至2018年5月3日，用户通过该平台成功申请的文

献全文共计13 641篇。该系统具有查重功能，当用户提

交的文献信息已存在时，会提示用户已存在并链接到

全文链接供用户下载。同时该系统还具有统计功能，可

以按照用户类型（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数

据库来源、期刊来源、用户所在学院、用户个人、年份等

进行分类统计。

4.2  馆际互借管理平台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对912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54.82%受访大学生阅读仍以纸质图书

为主，38.27%的受访者选择使用电子阅读器，52.85%
的受访大学生选择使用手机进行阅读[7]。随着移动阅

读的兴起，读者到访实体图书馆进行借阅正逐年降低，

此时图书馆的主动服务就显得格外重要。馆际互借是

区域图书馆乃至全国图书馆馆藏资源共享的方式之一，

以解用户燃眉之急。目前上理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只面向

教职工和研究生开放。为进一步提高读者馆际互借的

良好体验感，图书馆于2015年上线“馆际互借管理平

台”，后台管理界面见图1。读者通过平台进行馆际互借

申请，查看申请进度等。申请内容可借阅无馆藏的中国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其他高校图书馆收藏

的图书。图书馆专职工作人员通过平台更新馆际互借

进度状态，当状态为“已满足”时，读者凭证件到图书

馆一楼流通部领取图书。当前，上海地区图书馆的图书

借阅期限为1个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借阅期限为2周。

2010年4月1日起，馆际互借借阅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费

用（不含逾期费）全部由图书馆承担。

4.3  聚合自助式文献传递平台

在自建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平台的同时，上理图

图1  馆际互借管理平台后台界面

书馆还重视聚合面向读者“免费”的文献传递平台，让

读者开展自助式文献传递申请。在图书馆已购买的电

子资源中，读者可以开展自助式文献传递的平台有读

秀学术搜索、百链云图书馆、超星发现、维普资讯中文

期刊服务平台等，汇总归类在“科研辅助与统一检索

平台”栏目；同时，图书馆还整理一些开放获取资源供

读者使用，如全球论文基金库、Open Access Library 
（OALib）、汉斯出版社（OA文献）等，汇总归类在“开

放获取、预印本等文献”栏目。

2007—2017年馆际互借量和文献传递量年变化

情况见图2。馆际互借量自2009年以来保持在200册左

右，且在2015年馆际互借管理平台上线后达到历史最

高的284册，近三年呈下降趋势。文献传递服务自2007
年文献传递平台上线以来，年申请量保持在1 000篇以

上，并在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的2 648篇，当年实际产

生费用约2.8万元，对用户进行全额补贴。2011年以后，

文献传递申请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有较大需求。馆

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年申请量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

读者自助式文献传递的推广特别是读秀学术搜索平台

的使用，读者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文献，无须通过

平台申请；二是2009年图书馆首届服务月以来，每届服

务月都会安排电子数据库使用的专题讲座。通过文献

传递申请量及有馆藏量的逐年下降可以看出，随着电子

数据库资源和使用技能的大力宣传，用户自身的信息素

养在不断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和馆藏图书可以很好

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4.4  学术文献传递服务群

自建文献传递平台的优势是流程简单、便于统计，

可以创建自己的机构知识库；劣势是工作人员无法与用

户直接沟通。自助式文献传递平台需要用户对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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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一定的了解和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能力。为解决

这些困境，上理图书馆于2018年3月尝试开通“上海理

工大学学术文献传递服务群”，探索服务群模式。该模

式是通过QQ群、微信群将专业的文献传递工作人员和

用户聚集在一起。用户直接在群里提出申请，工作人员

直接将获取的全文通过群传送给用户。服务群模式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对用户进行身份识别、已传文献

无法重复利用和无法进行统计等。

5  上理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
务现存问题

5.1  多种选择造成读者选择困难

从目前的文献传递流程来看，图书馆专业工作人员

从文献传递平台接收读者申请，再选择三大国内平台或

多个自助式平台代替读者申请；而读者自己也需要从多

个自助式文献传递平台选择。一篇文献面对多渠道选

择，往往会出现“选择困难”，而读者尤甚[8]。经平台统

计，2008—2017年，用户提交的文献传递申请中平均有

馆藏率为5.05%。多数情况下，用户凭经验选择一个数

据库平台无法检索到所需文献后，就认为图书馆没有

该资源从而直接申请文献传递，增大了文献传递的申请

量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图书馆工作人员在选择国内三

大渠道为读者购买文献全文时，通常是根据协议价格从

低到高进行逐个平台申请，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获取全

文的时间。

5.2  读者信息素养能力普遍不高

读者往往最关注的是如何直接、便捷、高效地获取

所需文献全文，而不理会图书馆有哪些数据库，提供

哪些服务。用户并不熟悉图书馆拥有哪些资源和服务，

对某一数据库涵盖哪些学科内容了解程度不深。有的

用户甚至十分依赖一些搜索引擎，如百度搜索等。通过

搜索引擎进行简单检索而无法获取全文后，就直接向

图书馆提出文献传递申请。

5.3  服务宣传渠道单一，力度匮乏

上理图书馆于2010年创办《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通讯》，并在创刊号上刊登《图书馆服务介绍——馆际

互借与文献传递简介》，其后又在2013年第3期刊登《获

得文献传递服务的几种途径》。但通过印刷版馆刊进行

服务宣传的影响力有限。

近几年，上理图书馆对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

的推广渠道主要有新进教职工入职培训、文献信息检

索课的课堂教育。2016年和2017年，图书馆加入到学校

新进教职工培训阵营，由图书馆馆长向新进教职工介

绍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其中包括馆际互借和文献传

递服务。2011年开始，面向全日制研究生开设的“文献

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由限定性选修课调整为选修课，

导致每年选修该课程的研究生不到300人。以上两种方

式都面临受众面窄的窘境，导致大部分教师和研究生

不知道图书馆提供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

6  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发
展建议

网络化、信息化和共享化是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发展的趋势。各类商业数据库也在探索电子文献的共

享机制，前提是单位购买商业数据库。而经费是限制

图书馆、特别是中小型图书馆购置数据库的一大瓶

颈，因此自建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系统来集中为

读者服务仍是缓解瓶颈问题的重要举措。上理图书馆

通过搭建馆际互借平台、文献传递平台、整合开放获

取资源、搭建服务群平台等措施来满足读者的文献需

求，缓和文献资源短缺的困境，但也存在一定问题。通

过对上理图书馆的实践回顾，提出如下发展建议，以

期对我国中小型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开展

提供思路。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图2  馆际互借量和文献传递量年变化情况

图书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实践探索——以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吕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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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深入整合馆藏资源，探索开展一站式检
索服务

传统的资源发现和获取模式使用户面临选择困

难，增加用户获取资源的难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一站式检索服务更简洁、更快速，对用户自身信息素养

要求更低，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思源探索”，复旦大学的

“望道溯源”，用户只需在检索框输入检索词就可以检

索图书馆所有的相关资源。类谷歌的一站式检索越来

越受用户偏爱，积极探索推进图书馆馆藏资源和电子

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服务，对提高图书馆馆际互

借和文献传递的服务效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上理

图书馆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引入现有技术

实现统一检索入口，另一方面也可以依靠自己的研发人

员开发适合的统一检索入口，但这对技术人员的技能

提出更高要求。

6.2  多渠道加强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
的宣传力度，提高用户信息素养

图书馆除教师入职培训、研究生课堂教育外，可以

进一步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渠道进行不定期推送

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的服务宣传，如每周或每月推送提

供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的服务介绍，通过增加宣传次

数来增大受众群体。同时，在文献信息检索课作为研究

生选修课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文检课研究生必修课和

本科生选修课的审批工作，实现研究生的全覆盖和本

科生的可选择性，通过提高学生自身的信息素养能力来

推动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的开展。

6.3  加强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队伍建
设，统一平台入口

当前，上理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服务由流通部负责，

馆际互借平台由流通部技术人员采用PHP技术研发；

文献传递服务由信息部负责，文献传递平台由信息部技

术人员采用PHP技术研发。在两个平台的研发中，专门

负责技术支撑的技术服务部极少介入其中。由上理图

书馆的案例可知，图书馆可以通过成立专门的馆际互

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团队，汇聚相关服务人员和技术人

员，将两个或多个服务平台进行整合，统一登录入口，

方便用户使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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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Library Inter-Library Loan and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Tak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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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ervice mode of resource-sharing, inter-library loan and document delive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up library resourc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libraries. Tak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nter-library loan and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from three aspects: service development course, service mode evolution and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difficulty in channel selection, low us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weak service promotion, etc. then 
gives som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such as developing one-stop search service, more service promotion and strengthening service tea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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