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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信息共享空间的概念、模式和功能；在分析国内外信息共享空间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国内

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应采取渐进式策略；以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为例，介绍大学图书馆信

息共享空间的建设情况，指出优势和不足，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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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大学图书馆兴起了所谓

“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 以下简称

IC）”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信息共享空间是以读

者为中心，整合了资源、技术、读者培训，促进交

往，以社交网络为模型的全新模式。信息共享空间

使得图书馆在信息社会各种技术和商业服务挑战下

有了新的创新，新的竞争点，也使图书馆重新回到

大学校园的中心，成为欧美大学校园里最流行、最

受师生欢迎的场所 [1]。

国外关于信息共享空间的有两层次和三层次两

种服务模式。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Donald Beagle两层次

模式将信息共享空间划分为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

虚拟空间主要是指数字资源的网络环境，使用户通

过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通过搜索引擎从多点获得

数字信息，服务内容包括本馆馆藏书目和多种数字

信息资源；物理空间把图书馆内提供的各种服务和

场所重新组织调整，给虚拟环境提供物理空间上的

支持。

Bailey和Tierney的三层次模式将信息共享空

间划分为宏观、微观和综合 3 个层次。宏观的信息

共享空间是指对全球信息特别是网络信息资源建立

起来的共享空间；微观的信息共享空间是指由计算

机、各种外围设备、软件和网络设施组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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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的信息共享空间可以集成多种数字信息资源。

Jim Duncan和Larry Woods则认为三层次是指物理

层、虚拟层和支持层 [2]。

虽然服务模式有多种，但基本的目的都是一样

的，信息共享空间是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协作

学习环境的场所，整合了图书馆的人和物，以期给

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服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

面 [3-5]。

（1）信息资源的服务。主要包括传统的流通服

务和数字资源服务，这主要是指各种国内外数据库

资源。其他的还有一些如学科门户、学术博客等导

航服务。

（2）信息技术的服务。主要包括计算机硬件环

境、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等多媒体设备，还有

网络接入服务，包括无线的和有线的接入方式，以

及软件服务，比如各种文字图像处理软件、多媒体

播放软件、电子资源阅读软件等。

（3）参考咨询服务。这个服务包括一般指向性

咨询服务，还包括专家和学科馆员参加的专业服

务，另外还有计算机及其周边软硬件使用中的技术

咨询服务。

（4）基于空间的学习交流服务。这个服务一般

包括单人多人研究小间、多媒体影视鉴赏室、电子

阅览室、一站式咨询服务台等服务区。

（5）服务时间的延长服务。国外很多高校图书

馆做到了 7×24 小时的服务。

（6）其他服务。比如休闲区、咖啡厅等服

务区。

2 国外 IC服务状况

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是目前开展 IC服务最多

的国家，占 88%，其他为加拿大占 9%，澳大利亚

占 3%，爱尔兰占 2%。据 2004 年 7 月美国研究图

书馆协会（ARL）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其

成员馆中开展 IC服务的已达 30%[6-9]。IC已成为美

国大学图书馆的基础环境和最流行的服务模式，建

成的 IC已达上百个。IC是如今国外大学图书馆十分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类大学图书馆最流行的服务

方式和服务空间。

美国衣阿华大学图书馆开放的“信息走廊”

（Information Arcade，IA）是最早建立 IC的图书馆。

加拿大的Calgary大学图书馆于 1999 年创建了 IC，

并将其定位为连接用户和信息的桥梁。Calgary大学

图书馆 IC的服务体现出以用户为中心的核心服务理

念，充分考虑了用户对于学习交流场所、信息能力

培养、信息资源获取以及问题咨询的需要。南加利

福尼亚大学在 1994 年创建了第一个 IC，在得到广

泛的好评后，又建设了第二个 IC，如今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利维图书馆的 IC规模很大，提供几百台计算

机并设有多个媒体实验室和写作中心等个人或小组

学习空间。1998 年， 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在Bel-
mont Abbey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领导下组建了 IC任务

组，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 随后北卡罗莱纳大

学图书馆实施了该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IC在国外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表明， 
创建以读者为中心的信息共享空间是欧美大学图书

馆发展的方向， IC代表着当今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

的新潮流，并将对整个图书馆界新一轮的服务创新

产生深远的影响。

3 国内 IC服务的研究和发展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建设得最为全面的单位。2008 年 9 月中国国家图

书馆在二期新馆的数字共享空间的服务设计中，比

较注重信息内容与服务对象的结合，目的是为满足

用户对空间、资源、服务的需求而建立的一站式服

务空间，整合了用户、资源、技术、共享和空间，

着重开展服务，开拓了图书馆服务的新局面。其特

点明确，数字化资源、群分用户、个性服务、网络

平台、空间集中。依托这个概念，中国国家图书馆

设立了以下特色服务：网络学习区、数字科研区、

特殊服务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体验

区、电子商务区、网络交流区和媒体中心等。同

时，开设了盲人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触摸体验、

手机报服务、移动数字图书馆、数字电视、无线

局域网等多项服务内容。其中有专门针对大众的

服务，如数字资源触摸体验、手机报服务、数字电

视、虚拟现实服务、手持阅读器服务、自助文印服

务、自助借还书系统、身份证还书服务、智能架位

服务等；有专门针对白领的服务，如电子商务区、

数字科研区等；有专门针对残障人士的服务，如特

殊服务区等；还有专门针对立法决策领导机关的服

务，如中南海网站等 [10]。

据文献 [11]的检索分析，国内关于信息共享空

间的研究文献逐年在增长，IC是近几年图书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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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文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

信息共享空间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 IC构建研究的论文，研究者普遍关注 IC实际

构建和建设的研究；关于国外 IC研究和实例介绍的

论文，研究者注重国外先进的 IC研究实例和理念。

其他比例为 42.48%，可以看出 IC主题分布比较广

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IC与Lib2.0 的结合、

IC建设的非技术因素、IC知识管理涵义、IC与图书

馆核心价值等问题。

文献 [12]论述了国内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实

际建设状况。目前建设较成功的高校 IC主要有：香

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资讯廊”、香港科技大学图

书馆的“综合资讯坊”、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蒋震

资讯坊”、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信息空间”、台

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SMILE多元学习区”、台湾

大学图书馆的“学习开放空间”、复旦大学视觉艺

术学院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上海师范大学

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其他一些在建的高校

图书馆和一些高校图书馆的在建项目大多都引入了

IC理念，比如上海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江湾校

区李兆基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多媒体学习中心

等。此外，还有一些高校图书馆正在规划建设 IC，

主要有：香港大学图书馆在 2006-2007 年组织考察

队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学进行图书馆 IC建设调

研，交流、讨论考察结果，并就学习共享空间建设

问题对学校员工和学生进行了访谈调查。上海交通

大学在闵行校区新图书馆建设规划过程中，针对新

馆 IC概念的引入和参考咨询工作模式研究专门召开

研讨会，提出针对 IC的建立成立专题小组，为新馆

的落成做好充足准备。

总体来说，大陆的 IC建设刚刚起步，建立 IC
的大学图书馆很少，而且也不够完善，对 IC的理念

还没有很好地贯彻，基本处在一种摸索阶段；没有

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IC构建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

式，各个单位需要依据自己的建筑情况、资源情况

和技术状况来设计。

大陆的很多大学由于扩建和合并等原因有好几

个校区，新校区的图书馆一般都很大，空间很足，

老校区的图书馆一般空间比较小。可以采取空间规

模、服务内容和资源整合上的渐进策略。空间规模

上的渐进可以先基于现有的电子阅览室等空间建设

一种过渡的 IC。在服务内容方面，可以开放几个自

认为或者读者喜欢的服务项目，在得到读者认可的

基础上争取进一步的支持和发展。资源整合后提供

一站式服务是 IC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资源整合的

渐进需要一步步添加内容，不能试图把所有的资源

服务整合进来，要等 IC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根据

需要补充和修改资源的配置。

在现有条件下，大陆图书馆 IC的建设会遇到

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包括思想观念、实际需求和空

间限制等。思想观念方面的阻碍是最不容忽视的，

因此，采取渐进式发展是最好的策略。

（1）IC在国外图书馆发展比较成熟，国外学生

对这种一站式服务的要求比较迫切。国内建设 IC
就是想引入这种先进的理念，为用户提供一种全方

位的信息服务，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指导学生学

习，引导用户之间讨论等。这种服务模式在国内发

展还是要有一个过程，不仅要得到图书馆工作人员

的认同认可，而且要满足学生和老师等用户的需

求。这些用户是否需要这种服务，将受国内的教学

方法、学习方法、教学体制等的影响。

（2）IC的一站式服务包括的内容很多，只有各

个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才能做好服务保障。比如图书

馆内部的合作，如果参考咨询部门人员、硬件保障

人员、软件支持人员以及采访部门人员等之间的合

作还没有形成比较合理的合作机制，则更不要说涉

及图书馆之外的支持与协作，这需要图书馆长期不

懈的争取与努力。

（3）IC是新生事物，在我国图书馆界探讨得比

较火热。但是，图书馆的领导层对 IC的理解与支

持尚有一个过程。只有得到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才能得到经费上的支持，才能得到很好的实践与

实现。

（4）目前大陆大学图书馆的运行体制和人力资

源状况，也对 IC的实施有比较大的影响。图书馆

存在各部门相对独立、联系不够紧密、各自为阵

的状况，甚至出现扯皮推诿的现象。图书馆工作

人员知识结构参差不齐，缺乏 IC服务的综合性人

才。克服消除这个障碍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

程，需要广大图书馆人从图书馆发展的角度、为

读者服务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断努力，逐渐达

到 IC的要求。

（5）IC的具体实践效果不能充分预见，其中有

很多变数。IC如何不只是成为一个自习的地方、一

个聊天的地方、一个休闲的网吧，如何不只是成为

一个参观的亮点，不流于形式等，这些可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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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直接影响 IC的实施和后期持续的投入。

IC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建设的过程中

需要加强服务设施的支持，加强服务人员的培训，

加强各部门的合作，加强宣传，引导学生和老师理

解 IC，逐渐得到用户和校方的重视与支持。

4 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实践

4.1 空间建设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杜厦图书馆共 5 层，建筑面

积 5.3 万平方米，分为 3 个大区，空间比较大，设

计比较合理，能够满足构建 IC的条件。在建设中图

书馆主要做了以下尝试。

（1）设计开阔舒适的环境。馆里花草摆放整

齐，大面积的玻璃窗户，采光良好，很多柱体和墙

面上都贴了摄影作品和书法作品。馆内设施人性化

设计，学习桌椅摆放于书架之间，在各个过道或者

角落里，都摆放着造型不同的沙发和茶几。这些都

是为了给读者一个轻松宽敞的学习和休憩环境。

（2）设立一站式咨询台。杜厦图书馆目前采用

的是全开放模式，三楼全部是中外文图书，二楼是

现刊、过刊和工具书。一站式服务台设立在二楼大

厅，主要负责借还书、预约图书处理、信息咨询以

及其他日常服务。在图书馆进门处设有首席咨询

台，由有经验的馆员负责处理综合服务台不能解决

的问题和难以处理的问题。

（3）设立开放学习空间。杜厦图书馆提供了 48
台电脑供读者免费下载电子资源、学术资源。在这

个小场所里可以举办小型讲座会，比如信息检索基

本知识和操作、数据库检索和下载方法、软件的安

装和使用等，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指导和操作实践。

馆内还提供了 16 台opac查询机，在书架之间设有

检索台，以方便读者使用。图书馆有专门的电子阅

览室，267 台电脑供读者学习和休闲，提供的上千

个网络接口和无线网络覆盖，方便用户自带电脑在

图书馆里使用。

（4）设立文献复制区。在开放学习空间旁还开

设了复印打印扫描的区域，为师生提供复制文献资

料等服务，目前是人工受理。下一步打算引入自主

复印打印等设备，以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5）设立个人学习空间和团体协作空间。为了

满足个人研究者对安静环境的需要，为方便师生讨

论和学生集体研讨，图书馆建设了 48 个研究空间，

这些研究空间有大有小，小的可以提供给教师做科

研用，大的可以提供给小组讨论用。这些研究空间

里配备了网络接口、沙发桌椅、衣帽架、书架、电

源设施以及小型投影仪等，这里能满足个人研究需

要和团队协作学习和研究。

（6）设立影音鉴赏室及多媒体制作室。在电子

阅览室旁设立了大小 4 个影音鉴赏室，配备了电

脑、网络和高清大屏幕电视机。主要供新闻类专业

和影视专业的师生以及其他有需要的师生进行教学

和讨论。这里的电脑配备了多媒体制作软件和相应

的设备，满足多媒体制作的需要。

（7）设立休闲书吧、饮食区。国外大学几乎所

有的 IC都设有比较舒适的休闲区，配备沙发和茶

几，供用户在学习中作短暂的休息之用。杜厦图书

馆休闲区位于一楼，可提供书刊阅览服务，并可供

应咖啡、饮料、点心等。

（8）设立自助借还服务区。采用了 3M公司的

自助借还设备，方便快捷，深受读者欢迎。图书馆

还准备引进RFID管理系统，以为读者提供更好的

服务。

（9）设立自主翻译台。图书馆在阅览和开架图

书间安置了多台多语种电子词典，供读者查询。

4.2 资源建设

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主要资源包括以下几

方面。

（1）信息资源。主要包括传统的各种印刷型资

源、电子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图书馆在保障传统

资源的情况下，更是注重电子资源的购买和服务。

IC的文献资源主要用来支持读者的专业学习和课余

发展需求，图书馆特别开展了一个区域包括各种工

具书、百科全书、教学参考书、求职参考资料等资

料。电子资源图书馆采购了大量中外文文献数据库

和特色数据库，其中包括 40 个中文数据库，77 个

国外数据库，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2）计算机网络及其外围设备资源，主要包括

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构建 IC的硬件条件包括计

算机、通讯设施等。杜厦图书馆信息共享大厅有

48 台电脑、16 台检索用机，期刊处检索用机 12
台。穿插在书架之中的检索用机 8 台。每个研究空

间都提供多个电源插口、信息节点。整个图书馆

内部提供了 3000 多个信息节点，并提供无线网络

接入服务。在计算机软件的配备上，主要使用了

无盘工作站和瘦客户机方式，尽可能多地安装工

具软件和应用软件，包括常用的各种图文文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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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时通讯邮件等通用软件，还在一些区域提

供了一些如CAD、统计、化学、数学等专业工具

软件，尽量使操作界面简洁、统一、友好，消除

读者的使用障碍。

（3）人员配给与培训。综合素质全面的馆员和

服务人员配给是 IC成功的关键。国外 IC的人员主

要由咨询馆员、计算机技术人员和学生 3 部分组

成。目前，图书馆的 IC人员还比较少，提供服务力

度还不够。图书馆正在着力引进各个专业的大学毕

业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加强这方面的

服务。目前提供服务的主要是咨询部人员和技术部

部分人员，校内勤工助学的学生和学生志愿者也参

与了这项服务。

处于IC环境中，培训处处存在。学生的流动性

强、时间不统一，馆员知识结构的不同、专业的不

同，这些都需要形成一套培训机制，尽可能使得 IC
馆员、志愿者等知识综合化，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指向性导览、传统资源服

务、电子资源服务，比如咨询技能、数据库查询、

图书馆规则、硬件软件基本问题处理等。

4.3 存在问题

杜厦图书馆在建设之始考虑到了引入信息共

享空间，但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1）空间组织。因为新馆面积很大，各个服务

区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有的区域甚至是跨楼层，

这就给读者带来不便。这个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

逐步完善，加以解决。目前最实用的是研究空间，

先把研究空间的功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在此基础上

再构建信息共享空间。

（2）人力资源。IC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硬件

的建设上，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够提供服务的图书馆

员。要真正实现 IC的美好理想，需要了解图书馆工

作、具备计算机软硬件知识和学科知识等的复合型

人才。目前具有综合能力的馆员很少，实现 IC的功

能要靠多个图书馆员甚至是其他单位的人来协助才

能完成，这是每个建设 IC图书馆的软肋。这需要图

书馆在人才建设上花工夫，比如设立奖励机制，给

综合能力强的馆员以更好的待遇；举办培训班，从

别的地方请来专业人员给图书馆员做培训，提升馆

员素质；送馆员出去学习和考察，去学习别的图书

馆先进的做法等。人才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

能一蹴而就。

5 结语

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方

式，已成为欧美大学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

资源共享、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

我国，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刚刚起步，在信息共享

空间建设与发展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思想观

念有待转变，空间组织不甚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有

待加强。因此，要改变观念，加强大学图书馆运行

体制的改革，加强各部门间的联系与合作，改变服

务方式，加强人员培训，提高馆员素质，提高服务

质量，使得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不再流于形式，真

正发挥其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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