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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图书馆资源优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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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书馆是高校实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然而，国内众多高校图书馆却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大量书籍

空藏库中、馆内无人却灯火通明、借阅率较低、大量藏书重复采购等。以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从学生的视角出发，

采用下寝访问、问卷调查和网上征集等多种方式对图书馆的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探讨，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并就空间节约、能耗节约等多方面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案，优化图书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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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在校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学生对于书籍的需求日益增长。图书馆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基地，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各类所需的文献资料，对于培养合格的本科人

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２０１３年，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新一
轮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体现了对当前高校图书馆建设的新要求。然而，众多高校图书馆仍然存在一些

不合理的地方：大量书籍空藏库中、馆内无人却灯火通明、借阅率较低、大量藏书重复采购等。针对图书

馆存在的问题，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我们采用下寝访问、问卷调查和网上征集等多种方式对图书馆的

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与数据汇总。在大量调查结果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

建议和对策，就空间节约、能耗节约等多方面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案，以期对图书馆资源进行优化。

１　问题的发现与展开调查
１．１　 馆内场所的利用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分为两部分，南校区与北校区。其中，南校区为主要代表，每次有空余的时间，

同学们喜欢在二楼的自习室进行自习。每逢高峰期，自习室常常无可落座。而离自习室不远的英语读

物阅览室，也摆放着大量的课桌，却寥寥无人，大量的课桌闲置。初步调查发现，南校图书馆二楼以上多

个图书室均配备有阅览书籍的座椅，除了一楼的密集书库、三楼的音像资料阅览室、顶楼的过刊阅览室

因存在预约借阅等因素外，其他的普通借阅室、自习室、乃至上机房均存在大量空位，我们统计了１周内
这些地方每天的人流量情况，汇总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知，已调查的楼层人流量大致呈金字塔分布，楼层越低，人数越多，读者因各方面原因不愿
往上层。但七楼的自习室人数却稍有违背该规律。经采访发现，在此自习的大多数为考研复习的学生。

对于人数最多的二楼，则是大部分同学课余时间在此作短暂的停留，利用课余复习看书诸如此类。而三

楼的机房，本次调查一周中，周一的人流量急剧增加。因为本日为公选课开选首日，大量选课学生聚集。

由数据可知，选课风潮过后，该处人流量基本处于动态的稳定水平，故周一数据不计入平均人流量。同

时，为细化数据，我们于３周内随机抽样３天对二楼（文史馆、计算机馆、外文馆）、三楼（数字机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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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社科馆）、五楼（工科书籍馆）与六楼（社科综合馆）各时间段的人流量进行统计，获得数据如表２
所示。

表１　各图书室每天的人流量情况

楼层 阅览室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二楼

外文图书阅览室 ３０８ ２６２ ２７５ ２４６ ２８７ ２５６ ２３１

计算机图书阅览室 １９８ ２０３ １２２ １６３ １７５ １４５ １１１

文史图书阅览室 ２９８ ２８８ ２６４ ２６５ ２３１ ２５４ ２４８

报纸阅览室 ４０６ ４３２ ４１２ ３８２ ３４５ ３６２ ２２８

三楼 数字资源阅览室 １０６５ ４６２ ４９５ ４１２ ４０８ ４７７ ３１１

四楼 社科综合期刊阅览室 １６５ １４６ １５５ １３８ １５７ １４３ １０９

五楼
工业技术图书阅览室 ４６ ５９ ８８ ４７ ６９ ７４ ６４

社科综合图书Ⅰ库 １２３ １１３ １５８ １３４ １７５ １６４ １０９

六楼 社科综合图书Ⅱ库 １０９ １０３ ９６ ８９ ９４ ６４ ７５

七楼 自科综合图书阅览室 ２０９ ２１８ ２７８ ２６４ ２３４ ２７５ １８５

表２　 各时间段的人流量数据

时间段 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 六楼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５６ ２４ ３ ０ １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５ １２ ２３ １６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１１８ １５０ ３５ ４５ ２０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１２４ ９４ ２９ ６１ １２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２０６ ５８ １０ １９ １１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３０９ １６０ ４３ ２６ ２０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２０４ ７５ ２１ ９ ０

由表２可知，人流量的高峰期往往出现在课间、中午、晚上。此期间若学生处于无课状态，大家会分
配时间到图书馆进行自习、借阅等。也就是说，我校的图书馆存在一个问题：拥有大量乃至盈余的基础

设施，但人流量状况显示其对这些设施的利用率不足（排除个别如选课等特殊情况）。大量的空间闲置

无人，图书馆的照明设施却处于无人工作状态，大大的浪费电力资源。

１．２　图书馆书籍的管理
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是由很多相互联系的工作环节组成。一般包括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和服务四

个部分。书籍作为图书馆的核心，成为衡量一个图书馆管理优劣的最大标准。从学生借阅图书的偏好

与图书馆近年来进购书籍的状况分析，馆内书籍的分类与整理、书籍内容购置，图书的及时更新等，均存

在资源配比不合理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对于学生中意的书类，书籍的借阅量大，流动性高，然而图书馆

的藏书量属于资源平均状况，以至于这些热门类书籍供不应求，学生为了想要的书籍还要等待有人退还

之后才能进行借阅。另一方面，一些专业类书籍，借阅基数少，但每年各高校仍然定期定量采购，以至于

大量重复书籍囤积库中。

１．３　纸张读物与电子文献的协调发展
２１世纪将是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互为补充、彼此共存、整体结构逐步调整的世纪，传统纸质文献与

电子文献将在竞争中共同发展。数字化阅读凭借难以估量的速度迅速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不仅创

造了新的阅读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习惯［１］。网上阅读可以更多地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文章，有

时还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比拿一本书来阅读知道得更多。同时，电子文献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也

极大程度的节约了纸张资源［２］［３］。但面对相对庞大的学生基数，我校图书馆电子文献普及率仍有不

足。此外，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同学们普遍有想法使用电子文献进行阅读，但内容却偏向一些网

络小说，因此，电子文献的高质量普及率仍然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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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图书馆系统化和优化实现要点
综合上述调查结果可知，我校图书馆的问题主要在空间、电能、书籍管理、纸张浪费四个方面。因

此，建设一个系统性和先进性的图书馆也应该从这四个问题逐步解决。然而我校图书馆现状已定型多

年，要想根治该类状况，必须提出合理和可行的措施。

１）空间节约方面。管理层可以统计人流量情况，对图书馆自习室分时段开放，分节日开放。同时，
采用更为系统的书库划分管理模式，最大化利用图书馆的空间资源。

２）电能方面。采取新的创新智能控制开关等有效措施。同时，弱电电气的应用也是一个极好的切
入点。

３）书籍管理方面。通过工作人员日常工作量以及电脑后台数据，预测图书馆书籍管理的发展需
要，把握进购书籍的导向类别，避免单一的复本进购。

４）纸张浪费方面。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提倡电子文献的发展与推广。合理协调纸张与电子文献的
比重，做到最大化利用资源。加强学生电子文献普及率，提高电子文献的阅读内容质量（建立媒体平台

定期推送推介读物等）。

３　图书馆优化建设规划及方案
３．１　图书馆空间书库管理的创新模式

新型的图书馆书库管理方式首先应该将图书馆书库划分为小、中、大三类［４］。不同型号的书库具

有不同的功能，大书库虽然藏书大，但是其小过道、预留空间小等特点，不适合我校图书馆的发展。中型

书库由于空间合适、短期类书籍借阅频率高而广受欢迎。对于小型书库，由于其图书存放不足，常常演

变为学校图书馆的统一自习室，但其方便统一管理，各图书管理员也常常增加其数目。针对我校图书馆

空间方面的不合理问题，创新图书馆书库管理模式格外有意义。主要有助于大大节省图书馆的空间。

一般采取的措施是将大型书库与中型书库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提高书库的空间利用率。而对于小型书

库，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数目。在校生与座位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综合院校图书馆的配置情况。

因此，图书馆再划分场馆室，首先调查好学生的数目，图书馆偏爱意向等。

３．２　图书馆弱电设施配置工程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智能照明控制已成为必然趋势，它具备先进的软硬件

设施，为建筑智能灯光控制和管理提供了基础保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后，可使照明系统工作在全

自动状态，系统将按预先设置切换若干基本工作状态，通常为“凌晨”“上午”“下午”“傍晚”“周末”和

“夜晚”等，根据预设定的时间自动地在各种工作状态之间转换。例如，上午来临时，系统自动将灯调

暗，而且光照度会自动调到人们视觉最舒适的水平。在靠窗的区域，系统智能地利用室外自然光，当天

气晴朗，室内灯光会自动调暗；天气阴暗，室内灯会自动调亮，以始终保持室内设定的亮度（按预设定要

求的亮度）。当夜幕降临时，系统将自动进入“傍晚”工作状态，自动地调亮各区域的灯光。系统还能使

走道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的灯具协调工作；无人时、电梯间、通道等公共区域的灯保持基本的亮度，有人

经过时，才将灯调亮。此外，还可用手动控制面板或遥控器等，随意改变各区域的光照度。对于杂志阅

览区、外文借阅室等，系统可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用途，进行灯光的场景预设置，使用时只需调

用预先设置好的最佳灯光场景，使读者产生新颖的视觉效果。

３．３　提高管理水平、减少维护费用
按照传统的开关模式，把灯开一遍，需要到多个配电箱逐个开灯，而采用智能照明系统仅需要在中

央监控室轻轻一点，每个回路的开关状态可以在电脑上一目了然。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将普通照明人为

的开与关转换成了智能化管理，不仅使管理者能将其高素质的管理意识运用于照明控制系统中去，而且

将大大减少图书馆的运行维护费用，带来极大的投资回报。现代智能建筑除了提供舒适的环境外，节约

能源和降低运行费用是人们关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智能照明系统能够通过合理的管理，利用智

能时钟管理器可以根据不同日期、不同时间按照各个功能区域的运行情况预先进行光照度的设置，不需

要照明的时候，保证将灯关掉；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多区域其实不需要把灯全部打开或开到最亮，智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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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系统能用最经济的能耗提供最舒适的照明系统，能保证只有当必需的时候才把灯点亮，或达到所要求

的亮度，从而大大降低能耗。在一些公共区域如走廊、电梯厅等等，利用红外探测功能在有人进入的时

候才把灯点亮或切换到某种预置场景。

３．４　“因特网”下图书馆采购与阅读情况互馈一体化模式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兴的电子商务势必可以成为高校图书馆的图书采购途径之一［５］。这种方

便快捷的方式必然取代传统的图书采购模式。因此，我们构想出一种读者与图书商家直接联系的图书

购买新模式。当然，此类方法还得通过现代计算机庞大的数据统计及处理分析能力。首先，改变传统的

面对面采购方式，运用电子商务进行图书馆购书的网络交易活动。在此基础上，成功的给在校学生读者

与图书供应商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传统情况下，在校学生的书籍借阅情况由学校图书馆管理人员总结

数据，再根据广大学生的偏好书籍类别进行图书的采购。而此类互馈一体化根据学生的借阅数据、偏好

取向等直接由供应商总结反馈到学校，再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统计后选择性购买，而非仅仅通过统计本

校数据单一的进行购置，忽略了高校的知识导向。对于这种图书馆的网络化业务模式其主要优势：（１）
相对于传统的采购方式，省去了当面协商、图书采购交易等花费大量人力资源的时间以及经费的环节；

（２）高校图书馆管理层可从供应商的反馈得到更多外校图书馆信息情况，及时把握当前书籍的热潮，省
去了采购人员的在外调查程序；（３）极大程度的迎合了学生对书籍的需求，另一方面，避免了图书采购
后导致的片面复本量和大量闲置图书。

３．５　以纸质文献为主、电子文献为辅的图书规划方案
传统的图书馆均以庞大的纸质文献收藏而划分等级。而随着电子文献的普及，高校图书馆电子文

献藏有量逐渐成为衡量图书馆规模的新判据［６］。电子文献内容丰富，既可表达文字等静态信息，也可

以是集图、文、声、像为一体的动态信息，各种数据借助计算机实现任意组合编辑，可多次反复进行，形式

多样，生动直观，便于读者对文献信息内容的理解和吸收。

４　图书馆资源优化的建议及对策
对图书馆进行实地调查之后，我们根据实际问题总结如下几点建议及对策：

１）尝试图书馆场所的分时段开放。学校图书馆以空间书库的科学划分为前提，结合各学院、专业
的课程情况，总结出图书馆人流量高峰期，对馆内一些非常开的图书室实行按时段开放，避免大量闲置

空间的出现。

２）进购环保节能的设备。以学校图书馆内电灯的合理布置为前提，采用当前创新节能科技、弱点
系统的一体化安装，可以极大程度的节约能耗。比如实行自习室按就座率感应开关控制照明设施等。

３）正确把握进购书籍的重心。书籍的进购不是以优化学校图书馆藏书量为前提，而应充分调查后
台的借阅数据，避免过多的复本量。

４）实施电子文献的辅助式文献整理工作。实现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的协调发展，实行部分纸质文
献的网络化工程，根据使用率对纸质文献进行分类，决定其是否转化为电子文献，同时在学生中大力推

广电子文献的资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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