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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现状及展望

□张伟庆∗

　　摘要　通过文献调研,梳理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时间、研究

内容和研究程度为依据,将目前对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研究分为几个阶段,考察了延伸服务的

构成及内容,探究了构成延伸服务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延伸服务的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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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图书 馆 的 延 伸 服 务 (Library OutreachServＧ
ices,LOS)是指图书馆为适应社会发展及读者需求

的变化,在结合本馆特点及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创新

的思路,探索可以为读者提供各类服务的新机制、新
模式及新领域.目的是不断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能

力,扩大服务覆盖面,为读者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

化的服务[１].高校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基础服务的

同时,提供更优质、全面和深入的服务,不断拓展图

书馆的服务领域,不仅是自身不断发展的动力,同时

也能够为其他类型图书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及发

展方向.目前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蓬勃开展[２],
也是针对知识敏感和密集区服务对象的深层“护
理”,是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的“风向标”.

２　国外文献追溯

对于国外图书馆延伸服务概念和内容的形成和

发展以时间及研究的内容来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一是探索起源阶段,这一阶段是对图书馆空间场

所和不同区域读者的延伸服务拓展,二是开拓发展

阶段,是网络化各种类型的虚拟延伸服务,三是深化

创新阶段,是高校图书馆对不同用户的细分、学科化

分类、延伸服务管理、特色资源挖掘、嵌入科研团队

等方面的延伸服务.具体说明如下:

２１　探索起源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
学者对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基本局限在对图书

馆所服务对象、空间场所的拓展和创新,在服务的内

容上仅对内容的全面性进行系统的阐述.对图书馆

延伸服务研究的起点,一般认为是１９７８年杰拉尔德

(Gerald)[３]出版的专著中基于图书馆服务的人群中

包括身心存在障碍群体的情况,把扩大读者服务层

面作 为 图 书 馆 延 伸 服 务 的 一 项 内 容.钱 伯 林

(Chamberlin)[４]等介绍了新墨西哥大学医学中心图

书馆开展的综合性延伸服务计划,该计划是用以满

足不同年龄层次人的医疗健康信息收集及反馈的需

要.马丁(Martin)[５]１９８４年对英国公共图书馆延

伸服务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梳理,提出将延伸服

务纳入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中,以创新延伸服务的

方法和模式,从而促进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更好

开展.１９８７年汉纳(Hanna)提出了德国汉堡公共图

书馆为社会弱势群体,如失业群体、社会底层群体提

供延 伸 服 务 的 观 点 和 措 施[６].１９９３ 年 梅 尔 巴

(Melba)介绍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为

大学预科生提供的延伸服务,对扩大服务联盟和推

广计 划 提 出 了 建 议 性 的 策 略[７].２００２ 年 艾 琳

(Ilene)提出通过拓展大学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内容,
从而更好地满足师生获得各种图文信息的需求[８].

２２　开拓发展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学者重点对图书馆

如何顺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延

伸服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２００４年克里(Kerry)等
阐述了基于公共图书馆的资料,依靠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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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移动图书馆的延伸服务[９],系统的对依靠网络

技术完善和发展图书馆的延伸服务进行了阐述,进
入了对图书馆延伸服的开拓发展阶段.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学的保罗(Paul)[１０]等通过对具有代表性论

文的收集整理,形成了世界图书馆延伸服务的重要

论述,介绍了延伸服务的很多新理念、新概念、新模

式,如 主 动 性 延 伸 服 务 (InitiativesFaculty OutＧ
reach)、跨越课程指导延伸计划(InstructionalOutＧ
reachAcrosstheCurriculum)、延伸服务远程用户

组模 式 (OutreachServicesto GroupsofRemote
Users)、多媒体信息亭延伸服务(OutreachMulti－
mediaKiosks)、多模式延伸服务(MultipleModels
forLibraryOutreach)等.２００６年科琳(Colleen)[１１]

等通过整理和分析将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主要分

为远程教育、多元文化服务和专业服务.

２３　深化创新阶段(２００９年－　).
伴随信息技术及科技的不断发展,学者对图书

馆提供的延伸服务的关注点开始集中于某一方面的

深入探索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 ２００９ 年芬拿

(Finnell)[１２]等通过对大四学生流通阅览数据及其

相关学习课程内容的分析,形成了图书馆与授课教

师的学术需求和所需要的知识信息的趋势变化报

告,从此对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研究逐渐走向更

深的层次.２０１０ 年俄克拉何马大学图书馆莫莉

(Molly)[１３]等人,通多创建面向学生宿舍的延伸服

务和教育服务来满足学生直接利用网络远程访问图

书馆信息资源、更加快捷使用图书馆资源的需求.

２０１１年凯思琳(Kathleen)[１４]等人对美国大学的延

伸服务的多样性及创新内容进行论述,提出大学图

书馆应构建市民与大学师生的沟通新途径,从而为

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并为大学周围

的社区提供所需要的知识.奥本大学的卡特(CartＧ
er)[１５]等人通过对近１００个图书馆的延伸服务的调

查研究,从管理的角度深入分析如何开展好延伸服

务的方法和策略.２０１２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图书

馆梅利莎(Melissa)[１６]通过对多个延伸服务的推广

活动及负责人的调研采访,出版了全面论述高校图

书馆延伸服务的专著.在著作中涉及了多种案例及

推广模式,提出了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沟通延伸服

务专业协会以加强组织管理,推动延伸服务发展.

２０１３年美国科琳(Coleen)[１７]等基于移动通信技术

对在线教育的延伸服务进行研究,发现在线教育等

基于通讯技术的延伸服务获得良好的效果.２０１４
年印 尼 泗 水 佩 特 拉 基 督 教 大 学 图 书 馆 图 恩

(Toon)[１８]基于泗水记忆项目的延伸服务拓展建立

了促 进 学 术 交 流 的 社 区 平 台. 英 国 埃 米 莉

(Emily)[１９]通过对图书馆提供的高校团队科研信息

动态性趋势分析的延伸服务进行研究并给出相关策

略,将延伸服务的深度拓展到学科研究中.

３　国内文献回顾

国内对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相关理论研究起

步较晚,在前期并未明确引用延伸服务这个概念,而
近几年的研究也逐渐呈现出对某一领域的深入研

究.同样根据时间和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

阶段:一是借鉴积累阶段,是对国外研究的借鉴性研

究;二是借鉴发展阶段,是通过借鉴不断发展国内高

校图书馆的研究服务研究;三是深化创新阶段,是根

据国内高校图书馆的特点,通多对用户细分、学科分

类、特色资源挖掘、嵌入科研团队等方面的延伸服

务.具体说明如下:

３１　借鉴积累阶段(１９８０－２００５年).
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研究,逐渐提出图

书馆延伸服务的概念,并意识到其重要性,在高校图

书馆的职责方面提出了一定的期望和建议.１９８０
年,封梅芳[２０]在访问陈誉的文章中对美国高校图书

馆对师生提供的服务进行介绍时,虽然文章中没有

直接提出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概念,但也是国内较早

报道高校图 书 馆 开 展 延 伸 服 务 的 文 章.随 后 徐

容[２１]在１９８７年借鉴国外图书馆研究文献的基础

上,提出了“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概念.许柔[２２]在

１９９０年对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进行分析,并提出

了加强职能建设和服务的相关意见.汤玮[２３]在

１９９３年提出了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和发展

问题,建议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调整并充实服务内

容并转换传统的服务功能.１９９５年顾巧琴[２４]结合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高校图书馆根据高校培养

人才和发展科技的职能来深化相关的延伸服务,并
提出了相关策略.胡小菁[２５]在１９９６年对网络时代

的高校图书馆职能与责任进行分析,对高校图书馆

所提供的文献服务、信息检索、信息导航和培训等进

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意见.杨河源[２６]在１９９８年对

佛山市图书馆的延伸服务提出了相关的建议,２０００
年王艳[２７]提出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校图书馆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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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手段、馆藏资源、人才队伍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

和提高,并对其教育职能提出了期望与相关建议.

２００５年卢瑞娟[２８]提出特色图书馆的概念,即由于某

种历史或其他原因形成的、具有独特馆藏资源或地

域特色的图书馆,并可通过相关经费保障、特色推广

等方式拓展图书馆的延伸服务.

３２　借鉴发展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根据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特点及相关职能进行系统性研

究,对延伸服务进行研究模块的划分,并结合信息技

术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具有代表意义的是

２００７年熊军[２９]对国外图书馆的延伸服务进行系统

性的追溯,并提出我国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相关建议,
是国内相关研究脱离模仿不断发展的开始.２００８
年徐卫对我国图书馆的服务补救机制进行探析,提
出了具有４个子系统的服务补救机制.邢杰和赵

晟[３０]对国外相关研究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对图书馆

延伸服务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提出了相关意见.

２００９年朱静[３１]对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延伸方式

从服务理念、服务领域、信息素养等方面进行分析.
葛敏[３２]对军队院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的特殊性进

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一定的建议.２０１０年赵庆

菊[３３]以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为例,对政法类高校图

书馆的优势进行梳理,并从信息资源共建、专题服

务、个性化服务、联合协作服务和开展信息素养培训

等方面对延伸服务进行论述.吴汉华[３４]将图书馆

的服务分成基础服务和延伸服务,认为前者是图书

馆的基本功能,是图书馆长期形成的必要的常规性

服务,而后者则是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提供的延伸

服务,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满足读者的需求,提升图书

馆的服务质量,充分利用图书馆现有的各种资源并

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２０１１年潘志鹏[３５]对图书馆

开展的手机平台延伸服务进行了系统论述,从手机

软件及短信服务开始,继而不断深入.熊太纯[３６]对

国内图书馆延伸服务的理论研究及现状进行了分

析,总结取得的成果,提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

发展方向提出建议.２０１３年肖永英[３７]等人提出我

国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可针对不同用户群体提供

不同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王子舟[３８]等对图书

馆延伸服务的定义、内容、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

分析.

３３　深化创新阶段(２００４年－　).
根据不同高校的特点,延伸服务逐渐向用户的

细分、学科分类及服务科研团队方面扩展和深入.

２０１４年,包祖军[３９]等通过对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多元化延伸服务的探索,提出了可通过构建

学科服务平台、多元化信息服务来延伸图书馆的服

务,标志着国内的研究进入了深化创新的阶段.王

丽萍[４０]从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内容、方式及空间３个

方面开展实证分析.江友霞[４１]对国外图书馆延伸

服务的相关成功经验进行分析,对我国军队院校图

书馆的延伸 服 务 提 出 了 相 应 的 建 议 和 策 略.王

萍[４２]在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保障、服务空间、
服务理念等方面对高校图书馆的延伸进行论述,并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提出建议.２０１５年

马英珺[４３]以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为例,对音乐学院

图书馆开展学科化延伸服务进行探讨.姜晨曦[４４]

对目前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微平台延伸服务进行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运营策略.叶佩珍[４５]以广西师范

学院图书馆为例,对高校图书馆推出的微信服务的

用户需求及发展现状进行了探讨.
通过近３０年的努力,学者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延

伸服务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入上均不断发展.特别是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具体工作越来越专

业化,相关的理论研究的针对性也逐渐加强,研究和

实践逐渐向不同用户的细分、学科化分类、延伸服务

管理、特色资源挖掘、嵌入科研团队等方向扩展.

４　延伸服务的构成

对延伸服务的内容研究及概念表述研究较多,
如刘进将延伸服务划分为内容、空间、网络、文化、理
念５个方面,陈永娴则按照理念、内容、空间、时间和

群体５个方面对图书馆的延伸服务进行了说明.不

同的观点也恰恰说明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还处于

不断发展变化中.而随着目前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和

延伸服务的细化及深入,更细致的分类将更有助于

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发展.
综合以上论述,可将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概

念构成单元分为７部分,分别为延伸服务的主体、对
象、内容、方式、手段、时间及空间.其中延伸服务主

体为高校图书馆及其联合体.现代高校图书馆可看

作是网络化的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的一个节点,
而服务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综合化、网络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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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点,延伸服务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不断深入

开展的一项重要服务工作.图书馆可通过协调相关

建设的个人、团体或企业,如移动图书馆的开发商、
运营商等,更好的发挥主体作用.延伸服务对象即

为读者,包括高校教职员工、学生及其他相关团体及

人员.相关团体及人员指与高校有一定行业性服务

支持或科教信息互动交流的团体及其员工,或部分

对市民开放的高校图书馆中所服务的普通读者,因
此所有进入图书馆的读者均为延伸服务的对象.延

伸服务内容主要为图书馆具有的相关文献信息资

源,也包括基于学科的扩展延伸服务、基于资源的延

伸服务和基于个体的延伸服务等.延伸服务方式主

要包括网络在线和场馆实体,网络在线多为对研究

文献的检索和参考,场馆实体多为相关著作、典籍的

借阅.延伸服务手段主要有网络化的设备、自动化

设备和人工服务.目前很多高校已开始更多地采用

网络化、自动化的设备代替人工服务.延伸服务时

间一般指非正常开馆工作时间,延长图书馆的开放

时间是图书馆开展延伸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延伸

服务空间在过去主要有自习室、研究室、讨论室等图

书馆提供的场所,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建筑面积

的紧张,拓展网络虚拟空间也成为图书馆延伸服务

的重要手段.而虚拟空间的提供往往也伴随着延伸

服务时间的延长.这７部分基本涵盖了目前研究的

相关领域和方面,但随着国内外研究的不断发展和

社会及读者需求的不断提高,后期可能会需要对此

进行更加细致化的分解和描述.
在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中,某一特定的服务也在

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中变化,如图书馆的开放时间,
开始延长的阶段中,可归属为延伸服务,但当大多数

高校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均达到这个阶段后,则这项

服务就变成了基本服务.在延伸服务对象中,如高

校的教职工、学生同时也是图书馆常规服务的对象,
当他们接受延伸服务一段时间后,会将该服务归为

常规服务,这也是促使高校图书馆不断创新延伸服

务的一个原因.目前由于自身服务对象、经费来源

及馆藏资源的不同,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延伸服务也

不尽相同.某一图书馆可提供的服务,对于服务水

平高的图书馆来说,可能为常规服务,但对某些服务

水平较低的图书馆来说,则可能就属于延伸服务.
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手段主要借助信息技术管

理,如 Web２．０、加强电子文献资源建设、现代化设

施建设及高素质的服务团队等,这些手段的不断完

善和提高能够显著改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时效

性、科学性,而这类手段在普遍采用后,也会逐渐变

成图书馆的常规服务,图书馆又必须寻找新的手段.
可见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实际上与基础服务之间

存在交叉互补关系.而高校图书馆开展的延伸服务

一般从开展服务的内容、方式、手段、时间、空间进行

扩展,而延伸服务的对象则是不断深化和细化服务

的重要依据.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双向的交流互

动,通过交流又对另外５个方面的内容产生影响.

５　延伸服务的内容

在延伸服务构成中,延伸服务的内容与其他６
个方面的关系最为密切,如高校图书馆在主体的延

伸服务包括设置总馆和分馆,目的是细化高校图书

馆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即针对学科的细化和对学科

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服务.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高校师生对

于文献资源的检索和需求也日趋个性化、专业化,并
对使用的便利性、高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

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已经从传统的提供纸质文献的

服务逐步上升到提供知识服务的层面,针对不同的

学科、资源和服务对象提供更加深入的内容,并提供

多样化的接口,挖掘基础服务不能包含的服务形式,
收集、整理、完善新的学科资源,提供更加便利化的

服务手段,提高延伸服务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高校

图书馆除提供全面的文献保障外,主要工作之一在

于构建具有特色的学科服务体系,即围绕本校的优

势学科进行实体和虚体并行的运行模式,强化特色

学科的专题知识储备及资源整合,为师生提供更为

深入的知识服务.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延伸服务不仅

需要收集涉及到的实体文献资料,还可以分层次、分
步骤地进行汇总,结合动态数据库进行虚体资源的

建设,通过对数据的挖掘满足高校师生掌握第一手

资料的需求.
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内容可以根据学科和资

源进行不同的分类,两种分类相互包含、相互融合.
如学科分类的核心学科,在资源的分类中可同时从

实体和虚体资源开展延伸服务,具体分类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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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内容分类

６　结语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均已经通过长时

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进入了不断创新、深化的

发展阶段.综合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研究方

向、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分布、职能特点及目前的研究

现状,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在理论

深度上研究不足,而实践中高校图书馆对于基于学

科的延伸服务、基于个体的延伸服务均有待提高和

突破.在延伸服务内容上,国内基于学科的延伸服

务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建议高校图书馆在延

伸服务内容上进行细化和深入挖掘,并结合延伸服

务的主体、对象、方式、手段、时间及空间等方面,从
而不断创新.同时应加强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突
出强势学科及优势互补,搭建具有特色的延伸服务

资源平台.

参考文献
１　BrianD,AlisonP．Creatinganeworganizationalstructurefora

smallacademiclibrary:themergingoftechnicalservicesandacＧ
cessservices[J]．TechnicalServicesQuarterly,２０１５,３２(２):

１６０－１７２．
２　Coleen MM,LaurieB．Thefinalsstretch:examsweeklibrary

outreachsurveyed[J]．ReferenceServicesReview,２０１５,４３(４):

５１０－５３２．
３　孙晓凤．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延伸服务读者需求研究—以中山

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２０１４,４４(２):１１９－１２３．
４　ChamberlinSB,IndredgeJ．Universityofnew Mexicomedical

centerlibrarys healthinformation servicesoutreach program
[M]．Atlanta:RavenSystemsandResearchInc．,１９８１．

５　Martin WJ．Outreach [J]．LibraryReview,１９８４,３３(１):２２
－２８．

６　HannaK．Libraryservicefortheunemployed,sociallydisadvanＧ
tagedandminoritiesinHamburg[J]．NewLibraryWorld,１９８７,
８８(１２):２２４－２２５．

７　MelbaJ．AcademiclibrariesandoutreachservicesthroughprecolＧ
legeprograms:aproactivecollaboration[J]．ReferenceServices
Review,１９９３,２１(４):２９－９６．

８　Rockman,IleneF．EstablishingsuccessfulpartnershipswithuniＧ
versitysupportunits[J]．LibraryManagement,２００２,２３(４/５):
１９２－１９８．

９　KerryB,RachelS,AnneG．ChangingpubliclibraryservicedeＧ
liverytoruralcommunitiesinEngland[J]．NewLibraryWorld,
２００４,１０５(１１):４００－４０９．

１０　PaulK,SigridK．OutreachservicesinacademicandspecialliＧ
braries[M]．NewYork:HaworthPressInc．,２００４．

１１　ColleenB．,CarolS．,BeverlyS．ReachingouttotheunderＧ
served:morethanthirtyyearsofoutreachjobads [J]．The
JournalofAcademicLibrarianship,２００６,３２(２):１３７－１４７．

１２　FinnellJ,FontaneW．Referencequestiondatamining－asysＧ
tematicapproachtolibraryoutreach [J]．Reference & User
ServicesQuarterly,２０１０,４９(３):２７８－２８６．

１３　 MollyS,KarenA．Thelive－inlibrarian:developinglibrary
outreachtouniversityresidencehalls[J]．Reference & User
ServicesQuarterly,２０１０,５０(１):４８－５８．

１４　Kathleen H,MindyC,RobinC．Diversityprogrammingand
outreachforacademiclibraries[M]．Oxford:ChandosPublishＧ
ing,２０１１．

１５　CarterT M,SeamanP．ThemanagementandsupportofoutＧ
reachinacademiclibraries [J]．Reference & UserServices
Quarterly,２０１１,５１(２):１６３－１７１．

１６　 MelissaD．Outreachinitiativesinacademiclibraries,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J]．ReferenceServicesReview,２０１２,４０(３):３６８－３８３．

１７　Coleen M．M．,LynnD．Lampert．Mindthegap:academicliＧ
braryoutreachandEOP[J]．ReferenceServicesReview,２０１３,
４１(２):２１９－２３２．

１８　ToongTL．Leadershiproleofanacademiclibraryincommunity
outreach:surabayamemoryproject[J]．EmeraldGroupPubＧ
lishingLimited,AdvancesinLibrarianship,２０１４(３８):３－１９．

１９　EmilyM．Academiclibrariesandoutreachtothesciences:takＧ
ingacloserlookatresearchgroups[J]．Science& Technology
Libraries,２０１４,３３(２):１６５－１７５．

２０　封梅芳．参加我国大学图书馆代表团访美归来 陈誉在沪谈美国

大学图书馆值得借鉴[J]．外语界,１９８０(２):１１－１２．
２１　徐容．“图书馆”概念在这里延伸 中外图书馆创新服务一瞥[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７(２):７９．
２２　许柔．浅谈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J]．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０,

１４(１):７６－７９．
２３　汤玮,郑泽广．论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与发展问题[J]．

高校图书馆工作,１９９３(４):６０－６１．
２４　顾巧琴．延伸服务领域是增强图书馆活力的重要一环[J]．图书

馆学研究,１９９５(５):４９－５０．
２５　胡小菁．网络时代高校图书馆的职能与责任[J]．大学图书馆学

报,１９９６,１４(３):１１－１５．
２６　杨河源．佛山市图书馆延伸服务及创新服务实例(摘编)[J]．情

报资料工作,１９９８(４):３０－３２．
２７　王艳,黄晓玲．试论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J]．

云南高教研究,２０００,１８(２):１０５－１０８．
２８　卢瑞娟．谈公共图书馆特色服务的拓宽与延伸[J]．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２００５(４):７９－８０．

２８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现状及展望/张伟庆
CurrentStatusandFutureProspectsofUniversityLibraryOutreachServiceatHomeandAbroad/ZhangWeiqing



2
0

1
6

年
第5

期

２９　熊军．公共图书馆向基层延伸服务的实践及其研究[J]．图书馆

论坛,２００７,２７(５):１２１－１２３．
３０　邢杰,赵晟．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J]．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２００８(１２):８５－８７．
３１　朱静．试论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延伸[J]．知识经济,２００９

(１):１４１－１４４．
３２　葛敏．军队院校图书馆面向部队的延伸服务[J]．高校图书馆工

作,２００９,２９(１):４０－４３．
３３　赵庆菊．法律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拓展研究—以西北政法

大学图书馆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０,２２(１):１８５
－１８７．

３４　吴汉华．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含义与边界[J]．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０(６):２１－２６．

３５　潘志鹏．基于手机平台的图书馆延伸服务—以武汉图书馆手机

服务为例[J]．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３４(１):７６－７９．
３６　熊太纯．国内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回顾与发展[J]．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１(１０):６７－７０．
３７　肖永英,孙晓凤．美国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意义[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１):１５－２０．
３８　王子舟,白兴勇,黄伟群等．图书馆延伸服务面面谈[J]．图书

馆建设,２０１３(５):４７－５４．
３９　包祖军,蔡小红,崔倩等．高职院校图书馆多元化延伸服务探

索与实践—以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

报,２０１４(１):１１９－１２２．
４０　王丽萍．美国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实践及思考[J]．图书馆论

坛,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５－１２０．
４１　江友霞,朱李礼,涂晓静．关于军队院校图书馆开展延伸服务

的思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４(１１):１０７－１１０．
４２　王萍,文丽,王毅．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以国外医学院

校图书馆为例[J]．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４(６):７６－８０．
４３　马英珺．音乐学院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探索与实践—以中国音乐

学院图书馆为例[J]．中国音乐,２０１５(３):１９３－１９５．
４４　姜晨曦．高校图书馆微平台服务现状与运营策略研究[J]．现代

情报,２０１５,３５(１２):１４８－１５１．
４５　叶佩珍,廖梅．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用户需求调查分析—以广

西师范学院为例[J]．图书馆界,２０１５(６):８７－９１．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昆明,６５００９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年１月９日

CurrentStatusandFutureProspectsofUniversityLibraryOutreach
ServiceatHomeandAbroad

ZhangWeiqing

Abstract:Throughliteraturereview,thisarticlesummarizesthestudiesontheuniversitylibraryoutＧ
reachservicefromespeciallyaspectsofitsformationanddevelopmentathomeandabroad．Basedontime,
researchcontentanddegree,theresearchonuniversitylibraryoutreachservicecanbedividedintoseveral
stages．Itthendiscussesthecompositionandcontentoftheservice,explor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
variousaspectsoftheserviceandfinallygivesananalysisonthecontentoftheservice．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OutreachService;FormationandDevelopment



(接第７７页)

NeighboringCountriesandRegionsLiteratureResourcesNeeds
andAssurance—theCaseofSunYatＧsenUniversity

ZhouChun　FengCaifen　MaCuichang

Abstract:SunYatＧsenUniversityhasalwaysattachedgreatimportanceonHongKong,Macao,TaiＧ
wan,SoutheastAsiaandotherneighboringcountriesandregionsstudy．WehaveaccumulatedsomeexperiＧ
enceintherelevantregionalliteratureresourcedevelopment,whichcanprovideusefulreferencetoregional
documentresourcesdevelopment．Thisarticleexplainsfeaturedregionaldocumentresources,theacquisiＧ
tionpathsandthestatusquoofregionaldocumentresources．FinallyitputsforwardsomeideasandmethＧ
odsoffutureregionalliteratureresourcesdevelopment．

Keywords:RegionalResource;DocumentResourceRequirements;LiteratureResourcesAssurance

３８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现状及展望/张伟庆
CurrentStatusandFutureProspectsofUniversityLibraryOutreachServiceatHomeandAbroad/ZhangWeiq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