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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服务变革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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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是一种颠覆创新的范式，将为图书馆服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研究基于“互联网+”背景的图书馆

服务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文献调查法与实地调研 , 在分析“互联网+”与图书馆研究现状基础上，对业务流

程重组、用户体验、跨界合作、智能互联等进行分析，以期为基于“互联网+”背景的图书馆服务创新具体实施提供参

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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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plus” is a kind of subversive innovation paradigm, will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on the reform of library 
service in “Internet+”. The article used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urvey and field research, and analyzed the 
“Internet plus” and library research, and analyzed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user experience,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intelligent interconnection, etc. This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come the reference tool of 
implementation of library service reform based on “Internet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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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利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

通讯技术，可以随时随地且不受时空限制地改造

所有产业、行业以及生活方式、社会管理形式的

一种颠覆性创新的范式。“互联网+”的典型特征

表现为知识重构、和谐生态、连接一切、跨界融

合、开放获取、尊重人性等 [1]。“互联网+”环境

往往包含“互联网+”加某一行业、互联网技术

以及“互联网+”思维等内容。“互联网+”实质

上就是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某一传统行业，如

餐饮、旅游、公共文化、新农村建设等。其中公

共文化体系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等。因此，图

书馆也可以借鉴“互联网+”理念，发扬互联网

“开放获取、精致服务、连接一切、跨界融合与

创新”的精神，实施“互联网+”与图书馆服务

融合的各种战略 [2]。本文研究“互联网+”环境

下图书馆服务的变革，将为图书馆服务创新提供

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1 相关研究现状

在 CNKI（China  Na t iona 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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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中国知网）上采取高级检索方式，

确定检索式为“篇名”包含“互联网+”与“图

书馆”（模糊匹配）。由于“互联网+”始于 2015
年初，检索开始时间自动显示为 2015 年 1 月 1
日，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共检索到 98
条结果。2015 年为 54 条，2016 年前 5 个半月为

44 条。可见，关于“互联网+”与图书馆的研究

在 2015 年刚刚起步，预计 2016 年将达到高潮。

“互联网+”与图书馆现状研究分布广泛，符

合“互联网+”是一种产品形态的特性，图书馆

不同业务均可构成“互联网+图书馆某一业务”，

研究内容涉及“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服务

转型与发展 [3]、图书馆创新的逻辑与行动 [4]、融

合图书馆构建 [5]、顶层设计 [6]、馆员培训 [7]、读

者服务 [8]、信息服务模式 [9]、图书馆空间再造创

新 [10]、公共数字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构建 [11]、阅读

推广 [12]、图书采访机制 [13]等。其中，韩翠峰 [3]通

过概述“互联网+”的内涵，重点对图书馆服务

转型与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周建芳等 [4]以图书

馆受赠创新为例，提出基于“互联网+”的理念，

即尊重人性、强化连接、重构模式、融合创新及

以打造开放的行业生态是图书馆破解当前发展困

境的正确选择。李立睿等 [5]认为将“互联网+”
与图书馆相结合，是促进融合图书馆发展的必经

之路。张兴旺等 [6]提出“互联网+图书馆”顶层

设计由设计纲领、功能体系与保障体系组成。刘

琳琳等 [7]针对“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馆员培训

与发展，提出图书馆应制订与岗位相关的知识更

新制度、分级别举办研修活动、开展自我导向

性学习方法指导等策略。陈凤娟等 [8]提出创新的

“互联网+”读者服务模式。黄传慧 [9]提出从交互

式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满足用户偏好的主动信

息服务、一站式资源服务、互联网+智慧服务等

方面构建“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情景化用户

偏好信息服务模式。蒋萌 [10]提出更新理念、科学

定位、立足本位、深化改革、网络战略与创新驱

动对策，旨在助力“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空

间再造模式创新与发展。

随着“互联网+”图书馆研究不断地深入，

“互联网+”思维也应引起图书馆业内人士的关

注。例如边国尧 [14]着重讨论“互联网+”思维下

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方案，内容包括服务对象、

服务过程、服务评价等；姜继业等 [15]认为高校

图书馆以“互联网+”思维推动阅读推广；陶功

美 [16]强调以“互联网+”思维为契机，转变思想

观念，牢固树立图书馆的服务意识，以互联网精

神、尊重人性来定位和认识图书馆服务；金伟丽

等 [17]通过对图书馆功能定位和“互联网+”思维

理念的相似性进行对比分析，提出自主学习空

间、研习讨论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创新创业空

间、能力提升空间等“高校图书馆+”空间建设。

以上文献论述内容侧重点各异，对图书馆管理与

服务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然而总体来讲，

未能形成关于“互联网+”与图书馆服务的全面

融合研究。

一些图书馆已将“互联网+”思维应用到了

图书馆实践工作中。天津市静海区图书馆创新服

务模式，积极探索“图书馆+”模式，通过放大

图书管理、跟踪服务、普及阅读等职能，借助电

子书借阅机、深入一线服务农民、有奖字谜竞

猜、“大手拉小手、悦读共成长”亲子读书活动

等，实现用户服务的常态化、多维度和全覆盖。

云南省玉溪市图书馆借力“互联网+”创新服务

模式，开设自助图书馆、电子借阅机、数字图书

馆等。国家图书馆结合“互联网+”行动计划，

及时推出公开课、国家数字图书馆、掌上国图

等 [18]，为广大用户提供服务。

由以上种种现象发现，“互联网+”与图书馆

服务融合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是一

种新型的服务形式，有利于提升图书馆服务的竞

争力。

2 研究意义与价值

 “互联网+”环境，不仅是指互联网加图书

馆的服务，而且还指“互联网+”思维对图书馆

服务的促进。“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人造资

源 [19]，也不应忽视互联网加图书馆资源开发与利

用。“互联网+”与图书馆服务融合，能够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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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图书馆服务潜力。图书馆传统服务急迫需要

转型升级，开展智慧服务，形成技术智慧、知识

智慧和人文智慧的有效结合，为用户提供新颖、

厚重、温馨、无处不在的优质服务。图书馆应走

出去，通过用户思维、开放协作分享思维、知识

整合思维、平台思维、社会化思维等“互联网

+”思维，跨出图书馆传统服务的边界，与不同

行业、领域合作（即跨界合作），寻求图书馆信

息服务的创新点。目前已有一些成功案例印证了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变革的魅力，如上

海图书馆开设的“掌上图书馆”首次入驻支付宝

钱包等。本文提出服务理念、服务质量、技术支

持、人才队伍、标准规范等革新方略，将为图书

馆自身创新管理及其上级决策部门提供有益的参

考作用。同时，也将为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提供新

思路、新方向、新方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项目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3 研究框架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变革必须具备

科学性、全局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应从用户

体验服务、智慧服务和跨界服务 3 个方面拓展图

书馆服务，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实施与推广服务工

作中去，大幅度地提升图书馆服务创新绩效。

3.1 业务流程重组

 “互联网+”如何保障图书馆服务革新，这

就要求图书馆率先做出改变并在一些发展轨迹上

呈现出与“互联网+”时代同步的发展态势。“互

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呈现形式多样，应重

构服务业务模式，实现融合创新。（1）文献信息

提供空间转向知识支持的创业创新空间。在“互

联网+”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中心界限不再明

显，而是突出了知识的重要性，与其他行业的

交融与协作以及知识分享交流，成为“互联网

+”时代的亮点，促进整个社会万众创新、大众

创业。（2）传统参考咨询服务与数字参考咨询服

务转向用户体验服务、智慧服务和跨界服务。在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服务与社会各个行

业发生深层次的联系，用户驱动创新，知识开放

获取，人性化、自助、个性化等服务方式融入了

“互联网+”的因素，图书馆服务活力四射。如

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 “任意云”客户端技术，改

造了传统的服务模式运行方式；上海交通大学运

用“图书馆+”战略，与京东集团合作建成“交

大—京东创客空间”；还有一些图书馆通过“你

选我购”、“你选书，我买单”、“彩云”服务、现

场图书荐购等活动向用户开放图书采购权。智慧

图书馆是图书馆的全新形态，由智慧空间、信息

资源、管理模式、智慧服务等构成 [20]。图书馆

智慧服务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咨询馆员运用智

慧，以用户为核心，实施智能、知识、人文的融

合，提出人性化管理、生态发展、方便用户的服

务模式。其兼具智能服务、数据能力、营销平台

的一站式立体解决方案，实现线上线下产品的结

合与互动。“互联网+”思维倡导跨界融合，任何

突破图书馆服务现有的服务边界，延伸信息服务

内容与方式的行为，就是跨界服务，例如支付宝

钱包移动支付方式的使用。（3）用户信息素养教

育转向数据素养教育。在文献检索课程检索、入

馆教育、数据库培训与讲座的基础上，增加了大

数据的内容，如科学数据、数据安全管理、数据

分析管理、数据流程规范、数据资源挖掘、知识

产权等的数据素养教育 [21]。因此，图书馆现有

的部门设置完全可能被颠覆，要以更开放的心态

去投入，实现关联开放、合作共赢，通过引进技

术，以更好的服务使用户产生粘性。

3.2 用户体验

一切以用户为中心，用户的感知至关重要。

例如“一键触发”和“去中间化”。通过“一键

触发”和“去中间化”，达到用户体验新常态，

其目的都是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1）
“一键触发”是指文献检索系统中往往需要输入

主题、关键词等检索词，咨询馆员需要考虑优化

书目推荐，使用户通过一个键就可以找到自己想

要的书，例如PDA模式。利用PDA（用户决策

采购）是指由用户的实际需求与使用情况，触发

图书馆文献购买决定。PDA主要针对电子书采

购，在国外较为流行，国内则很少。佛山市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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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新书借阅处”即采用PDA运行模式 [22]。（2）
通过变革实现“去中间化”，例如绍兴图书馆馆

的“去中间化”活动，推出“你看书我买单”活

动，实现用户、新华书店、图书馆三方零距离的

接触。

3.3 跨界合作

图书馆内部跨界表现为“互联网+数字资

源”、“互联网+参考咨询”、“互联网+知识咨

询”、“互联网+学科服务”、“互联网+教育培

训”等；图书馆外部跨界则多为跨行业寻求合

作，例如与研究机构、银行、酒店等单位开展跨

界合作，有效发挥合作优势，提供跨界服务。温

州市图书馆与温州市建设银行联合推出一项便民

活动，在温州市建设银行所辖部分机构的场所设

立“图建共创阅读文化”24 小时“自助书房”与

“自助书站”，即“24 小时自助微型图书馆”，图

书馆定期提供区域特色主题图书，温州市建行提

供的场所 24 小时对所有读者开放 [23]。图书馆和

其他公共文化（群艺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组

织）也可开展合作，如组织群众文艺作品创作、

开展各类社会文化艺术活动 [24]。此外，众筹方式

也是一种跨界合作与融合方式，如蒲公英乡村图

书馆、鸟巢图书馆、爱贝乐图书馆等。

3.4 智能互联

线上和线下服务不断融合互动，推动传统服

务体系发生变革。这就要求图书馆加快实施互联

网战略，强化资源建设与服务整合、服务的数字

化和网络化，将线下的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与互

联网有机结合，让互联网成为支撑线下互动的重

要平台。同样，图书馆也应积极参与到线下资源

建设与服务的整合与价值创造过程中，通过线下

的资源建设与服务来促进线上互动。这就需要图

书馆管理者克服急躁情绪，下足功夫去融合线上

线下资源与服务，推进“互联网+”环境下图书

馆服务革新。“互联网+”以互联网技术支撑，构

建统一、开放、交互式共享的知识服务平台显得

非常重要。图书馆服务平台是一个互联网开放平

台，具有统一的资源管理、标准规范的服务，注

重用户参与和体验，能够支持移动互联、提供各

类数据服务等 [25]。“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服务

的特性即全面互联与智能感知、开放包容与大数

据、组织重构与协同演化等 [26]，从人性化服务、

用户体验服务、智慧服务、跨界服务等方面着

手，实现 “互联网+”对图书馆服务的变革。因

此，“互联网+”可以使传统图书馆发生根本性变

革，冲破知识界限，使知识自由流动，用户和图

书馆互通互联，重构创新型服务体系。

4 结语

 基于“互联网+”背景的图书馆服务革新

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路

径认识图书馆服务变革的紧迫性，拓宽了研究视

角，有助于对图书馆学的综合研究。本项目结

合不同类型图书馆、跨行业合作的特点，总结各

方面规律，并提出实施方案，有助于形成共赢局

面。研究结果的使用将成为“互联网+”环境下

图书馆服务创新具体实施的参考工具，并实现预

期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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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6 年 6 月 14—17 日，由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情报学会科技查新专业委员

会（以下简称“专委会”）主办的“2016 年全国科技

查新工作交流会暨研讨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来

自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共计 80 余家

省市情报院（所）、专业性科研院（所）、高校图书馆、

综合性公共图书馆、军队查新系统、医院和企业单位

代表共计 19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题是：宣布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科技查新专业委员会工作组成立；就“新常态下科技

查新的管理与行业自律”、“《科技查新技术规范》宣传

与贯标”等科技查新行业规范与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

交流；新成立的标准质量工作组、业务培训工作组、

学术交流工作组和技术资源保障工作组的工作进行讨

论。会议还就“科技查新发展趋势与战略规划”、“科

技查新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驱动战略下的科

技查新与精准服务”等新时期科技查新工作中的相关

主题进行了研讨。

会上，专委会主任委员朱礼军重点对专委会一

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对《科技查新技术规范》（GB/T 
32003—2015）的贯标工作情况以及 4 个工作组的筹建

情况做了简要介绍。指出新的行业标准的贯标工作是

未来的重点，后续如何具体实施并有效推动查新工作

质量仍是专委会主要工作内容。在未来一年里还要重

点开展 4 个工作组具体工作的布局工作，并进一步明

确了 4 个工作组的成员、工作主旨、工作定位等内容。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所长戴国强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戴理

事长从当前情报服务面临的发展机遇、政策支持以及

查新工作的创新发展进行分析，指出情报学会将大力

支持查新工作，借助学会的大平台，整合全国的信息

资源，助力开发整装化服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作为全国信息情报行业的排头兵，也会利用自身资

源优势、人才梯度，为专委会、为查新工作提供支撑，

探讨共同发展模式，深化情报服务创新。（曹燕）

2016年全国科技查新工作交流会暨研讨会在西宁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