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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安徽”全民阅读视阈下高校图书馆面

向社会开放服务研究1
 

艾家凤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摘 要】“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在安徽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代背景下，拥有丰富文献信

息资源的安徽高校图书馆应积极借鉴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的经验，树立主动服务社会公众

的意识，克服和解决开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充分发挥其资源和人才优势，敞开大门面向社会开放，

让社会成员共享资源建设发展成果，更好地实现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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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 国家全民阅读的倡导 

李克强总理曾强调指出：“一个国家养成全民阅读习惯非常重要。 ”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

仅会增强国家创新发展的力量， 而且会增强人们生活的道德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竞争力不单单取

决于它的硬实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软实力。 阅读，对于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提升国家和

民族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全民阅读”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连续 5 年

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2016 年 12 月，《全民阅读“十三五 ”时期发展规划》正式发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已列入国务院 2017

年立法计划。 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一个书香充盈的社会，已成为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然，全民阅读工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明显的成效，全民阅读长效机制建设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但不可否认

的是，距离“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的书香社会还任重道远，仍需要继续努力。 

（二）  “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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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中央号召，安徽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2014 年 4 月，安徽省委宣传部、省直

机关工委、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发起了“书香安徽阅读季”活动；2015 年 12 月，省委九届十四次全体

会议强调“倡导 

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安徽”；2016 年 2 月，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倡导全民阅读”；2017 年 1 月，

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深化书香安徽阅读活动”。2017 年，为加强对全民阅读工作的指导协调，我省将

原先的“书香安徽阅读季”活动组委会调整组建为“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书香安徽”全民

阅读活动已在安徽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已逐步成为全国知名的阅读品牌。 

（三） 安徽省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出台 

2014 年 8 月，安徽省教育厅出台了《关于推进高等学校教育科研资源有序开放的意见》， 要求全省

各高校应高度重视，转变观念，破除自我封闭思维，明确要求我省高校图书馆有序向社会开放，让人民群

众共享图书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同时规定各高校教育科研资源向社会有序开放的情况，将被列入检查

内容，并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考核的内容指标之一。 该意见对安徽省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具有很强的

政策指导和推进作用，充分体现了安徽省教育厅对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的高度重视。 

2017 年 5 月，安徽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安徽省首个全民阅读规划——《安徽省全民阅读 “十

三五”发展规划》。 该规划的制定，进一步推动了全民阅读常态化， 促进了安徽全民阅读活动持续健康

有效地发展，全面推动“书香安徽”建设，促进安徽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养和精神文明素质的提升。 

（四）高校图书馆新规程的颁布 

为适应新时期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2015 年 12 月，教育部颁发了《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 

规 程 》（教 高[2015]14 号），明确规定高校图书馆应发挥所拥有的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上的优势，

面向社会用户开展服务。 

因此，在国家大力倡导全民阅读和安徽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推进“书香安徽”全民阅读的大背

景下，在安徽省教育厅对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大力推进下，拥有着丰富文献信息资源的高校图书馆应

把握时代脉搏，充分发挥资源和人才优势，顺势而为，敞开大门面向社会开放， 充分实现高校图书馆社会

服务的职能，让社会成员共享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发展成果。 

二、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现状 

（一）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现状 

1.国内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情况 

2012 年，首都图书馆联盟 、武汉地区图书馆联盟相继成立，联合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服务，引起了业

内外的强烈关注。 

2012 年 3 月， 北京地区 110 余家图书馆自愿联合，成立了首都图书馆联盟， 其中有 32 所高校图书

馆参加了联盟。联盟图书馆承诺向广大市民开放，首都市民可以仅凭一张读者卡能浏览百余家联盟图书馆

的文献资源，可以在北京市 60 家图书馆通借通还，方便市民借图书，共享图书资源。 联盟成员馆开展文

化惠民服务合作，如讲座、展览等，可以实时收看其他图书馆举办的讲座转播，促进市民参与公共文化活

动。 

2012 年 4 月，武汉地区图书馆联盟成立 ，首批成员馆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五所高校图书

馆及武汉图书馆。他们同时发出倡议，要以此为契机，共同努力推动各级各类图书馆采取多种方式面向社

会开放，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阅读服务。 同年 12 月，武汉地区 50 余家图书馆成立了范围更大的

图书馆 联盟，共同推出惠民文化服务，打造武汉地区图书馆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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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全国总体而言，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程度还很低，开放率只有 16.74%。对社会开

放程度最高的北京地区，开放率也只是达到 50%，开放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国外高校图书馆开放概况 

国外高校图书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服务是它们的一个突出特色，它们都

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竭力为社会公众提供丰富而便捷的信息资源服务。它们对社会开放服务意识强，

都较早实现对社会开放，并且服务面广，服务类型多样。 

美国。美国高校图书馆基本都面向社会读者开放,几乎所有的读者，不论地区、种族和年龄，都可以进

入高校图书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畅享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同时，美国大学图书馆借助公共机构或私人

基金的赞助和支持，可以通过网络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国际社会的信息需求者，低价或无偿地对发展中国家

的学者及非营利性机构提供知识和资源服务。 

日本。日本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到 90 年代，对社会开放

已经趋于普及。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 2005 年的一份关于学术情报基础实态调查结果的报告显示：日本共有

高校图书馆 701 家，其中的 685 家对社会开放，开放率达到 97.7%。在被调查的 701 家高校图书馆中，日

本的国立和公立高校图书馆分别是 87家和 71家，二者的开放率均为 100%；其余 543家高校图书馆是私立，

他们的开放率也高达 97.1%。 

德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高校图书馆逐步面向杜会开放服务，他们一方面为本校的教学和科研

服务，一方面都对其所在地区的公众开放服务， 承担着市或州公共图书馆的任务。 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图书馆，它就打破了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藩篱， 担负着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双重身份， 其

校内服务量占其服务总量的 60%，而同时其社会服务量占到了 40%。另外，诸如英国、澳大利亚、意大

利、芬兰、瑞典等国家的高校图书馆，它们也都是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外开放，让校外读者享受大学图书

馆提供的服务，在促进全民学习、提供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 安徽省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现状与问题 

1.安徽省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现状 

2014 年 8 月，安徽 省 教育 厅 要 求各 高 校 制 定 “开 放方案”， 并规定对高校开放实施情况

进行定期检查和向社会公布。安徽省首批包括合肥学院、皖西学院等十多 

所高校图书馆宣布了在工作日或周末向社会开放。 但实施过程中都还有各种不同的限制，提供的服务也非

常有限。 

2016 年 4 月，安徽省面向社会开放的高校图书馆增至 49 个。 服务方式上，基本都是通过收取押

金、为社会读者办证提供服务。 开放的形式也是很简单，有的为社会读者提供进馆参观服务，或提供到馆

使用电子资源服务，但馆藏图书一般都概不外借。 而社区民众到高校图书馆办证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意识也

不强， 办证人数少，到馆率低。 

在安徽省教育厅政策要求下，安徽很多高校图书馆已不同程度地面向社会读者开放，但对社会开放的

进程却极其缓慢，调查中很多高校图书馆目前还根本就没有向社会开放的动向，真正对外开放的并不多。 政

府鼓励和推进，但具体落实还很不够。 

2.安徽省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社会开放顾虑多 

一是顾虑向社会开放会挤占资源，影响高校师生的阅读；二是顾虑开放在经费、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维

护本会增长；三是顾虑数字资源的版权问题；四是顾虑开放会不会带来安全问题，等等。 

（2）对社会开放门槛高 

安徽部分高校图书馆在政策要求下已初步实现对社会开放，但却都有着一定的门槛，有的高校图书馆

的门槛还不低，进馆条件严苛，包括交纳押金、办理相关证件、学历及工作经历等等方面的要求，有些高

校馆还需要有单位介绍信才能入馆。如安徽某高校图书馆的开放方案中，免费开放的对象规定为：年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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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岁，本市市民需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外来人员需在本市务工满三年以上并且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

所的； 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有特殊需求的。 诸如此类的开放条件无形中就打消了校外读

者进馆阅读的积极性，阻拦住了很大一部分市民进馆的脚步。 

（3）对社会开放遇冷近年来，社会公众对高校开放图书馆的呼声越来越高，热切盼望能如愿早日走

进身边的高校图书馆，安徽省高校图书馆也适应民众的愿望陆续开展了对外服务。但通过调查得知，实际

每年前来利用高校图书馆的社会读者人数并不多，对外开放的高校图书馆，有 65%每年接待的校外读者数

量少于 50 人次， 很多高校图书馆接待零人次。 如 2014 年安徽省首批开放的皖西学院图书馆，当年 500 

个免费指标最终也只有 38 人报名。 办理的一批借书证，这两年大多处在“休眠”状态。类似的情况目前

在我省开放资源的高校中普遍存在。 

三、安徽省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服务的路径 

（一） 树立主动服务社会公众的意识 

世界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信息资源共享已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呼声和最鲜明的特征。 在国外，

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惠及公众早已先行一步。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剑桥大学等，

他们的图书馆并没有因为对社会公众开放而变得无序混乱。在国内，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

已全部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更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开放的过程井然有序，人们也并没有

蜂拥而至，混乱不堪。 

所以，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也并不那么可怕，也没有太多的困难，顾虑大可不必。 

因此，在“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首先要从思想上意识到社

会服务也是其责无旁贷的职责，要树立起主动服务社会、资源共享的理念， 充分挖掘利用自身专业和信息

资源优势，在保障校内教学、科研和师生阅读需求的前提下，制定科学可行的对外开放方案，降低门槛，

为社会读者提供教学、科研、学习和工作中急需而通过其他途径无法取的专业文献和专业信息服务，促进

信息公平，实现高校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 

（二） 协调处理好校内和校外读者的关系 

1.错峰服务。 对校外读者实行逢周末双休、节假日开放；或避开学生期末考试、考研复习等时间段，

错峰借阅。 

2.“走出去”战略。 高校图书馆可以采用灵活服务原则，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实现“走出去”战略，

开展科技图书赶集、送书下乡等活动，创新服务形式，积极主动地服 

务于社会读者。 

3.远程服务。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越来越丰富，包括图书馆自建、共建、采

购、试用及其它来源的等各类数字资源，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协议的前提下，都可以将这

些数字资源为社会读者提供远程服务。 

（三） 多渠道拓展高校图书馆的阅读吸引力 

在如今高度发达的网络化和信息化技术新时代，以往传统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已被彻底打破。人们的阅

读已不再局限于纸质图书，而是延伸到工作生活所触及到的方方面面的数字化阅读，如电脑、手机、各种

场馆、智能家电、交通工具等等，都充满着数字化阅读场景，进攻性的数字化阅读体验占据上风，整合了

丰富的图片、视频、音乐等各种多媒体元素。 阅读资源不仅在数量上猛增，内容格调上也越来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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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用在 VR（虚拟现实）环境中使用包括“阅读”在内的各种互联网服务，人们的阅读变得越来越碎片

化、可视化和娱乐化。 

因此，在推进建设“书香安徽”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高校图书馆开放遇冷的问题，一方面，

高校图书馆应该首先积极做好宣传工作， 展示图书馆的服务项目，介绍图书馆的服务流程，让社会读者知

道和了解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情况。 另一方面，要充分跟上新时代发展步伐，注意线上线下相结合服

务，多渠道丰富拓展高校图书馆魅力。 

线上方面，面对现代社会呈现的多媒体阅读、交互式阅读及个性化阅读等各种多元化的阅读体验和模

式，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自己的网页、微博和微信等多种媒体渠道，向社会公众推介阅读资源；可以根据

读者的需求，整合网络信息资源，引导读者向深度阅读转化。线下方面，高校图书馆要广泛地利用社会资

源，积极举办各类专家讲坛、 读书沙龙以及新兴的真人图书馆等活动，引导人们阅读、交流、学习，激发

社会读者对高校图书馆的关注度；还可以让素质较高的社会读者参与到高校图书馆的图书采访、荐购的团

队中，以及开展“你阅读，我买单”等活动，鼓励人们进行阅读，提升人们阅读兴趣，促进全社会大兴阅

读学习之风，建设书香社会。 

（四） 政府应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政府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有着调节社会分配及组织社会保障的职能，对社会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 

在美国，政府为了让大学图书馆能够对公众开放，政府每年都会向大学图书馆提供资金支持。 因而，美国

大学图书馆有了美国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对社会公众进行开放服务也就成了应尽职责。 政府资金的支持

为先要条件，免费向公民开放则是其必然结果，两者具有协同性。 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如果高校图

书馆工作量增加而没有收益，对外开放的状态肯定不能长久。 

公共图书馆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是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所规定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然而，由于我国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总体上还比较滞后，还难以满足多元

化的社会需求，与实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加强科学普及， 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水平”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因此，为了促进“书香安徽”全民阅读活动的有效开展，高校图书馆理应审时度势地向社会公众进行

开放服务，分担起部分公共图书馆职责。 而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势必会增加人、财、物的投入，如果

政府没有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必然会导致相当一部分高校图书馆开放的积极性不高。 因此，政府应当积

极借鉴国外做法，为高校图书馆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调动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的积极性，

从而更加有力地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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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Libraries’ "Opening to Society Service" 

Research under the View of "Scholarly Anhui" 

National Reading Activity 

Ai Jia-feng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Anhui 244000，China) 

【Abstract】The "Scholarly Anhui" National Reading Activity is enthusiastically developing in Anhui 

Province. Therefore, with abundant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hui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worldwide experience of opening up services to the society, establish a sense of initiative to serve 

the public, overcome and resolve various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open process, give full play to its 

resources and talents and open to the public, make social members share the results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fully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library so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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