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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服务研究

□杨新涯　罗丽∗　王彦力　刘芳兵

　　摘要　通过网络调研和实际捐赠行为,对我国３９所“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捐赠工作

进行了研究.高校图书馆目前普遍重视图书捐赠工作,在捐赠说明、业务流程及捐赠管理方面已

经有了初步发展,但在捐赠反馈、捐赠宣传、专题网站建设及图书法律归属权等方面存在不足,缺

乏与捐赠人的交互及对捐赠利用数据的反馈.提出加强捐赠制度建设、增强宣传推广力度、将捐

赠服务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及完善捐赠管理与服务流程来深化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捐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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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图书馆接受读者和社会人士的捐赠,是图书馆

开拓经费来源和发展馆藏的一种重要途径.图书捐

赠可帮助图书馆收集各种类型的文献,进行馆藏资

源的特色化建设,还能拓宽馆藏资源的广度与深度,
起到补充替代损毁丢失文献资料的作用,不仅提升

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水平,还能节约图书馆的资

源建设经费,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更是加强社会关

系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部在２０１５年新修订的«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应鼓

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积极向图书馆进行捐赠和资

助”及“寻访和接受社会捐赠”[１].因此做好图书捐

赠工作是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义务,更是责任.
近１０年来,图书馆的图书捐赠服务水平在不断

提高,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对图书捐赠的意义[２]、
捐赠渠道、图书加工及捐赠管理的研究[３],对图书馆

文献捐赠说明内容的研究[４],对捐赠图书的编目、检
索的研究[５].也有少数学者将“循环书架”[６]或“互
联网＋”的模式运用在图书捐赠服务上,以扩大对数

字化出版物的采集及捐赠数据的反馈[７－８].还有图

书馆开展捐赠工作的实践研究,如清华大学图书馆

通过自主研发建立了图书捐赠专题网站,实现了馆

藏资源的特色化建设[９],为各高校图书馆捐赠工作

的开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而国外图书馆对图书捐

赠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捐赠的价值、赠书的来源

及管理措施等方面,对赠书的成本效益、质量、目的

等进行重点探索[１０].但是各高校图书馆在收藏反

馈、捐赠宣传、捐赠专题网站建设、捐赠图书借阅数

据的后期反馈及法律归属权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对３９所“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

捐赠服务的研究,提出改进优化措施,以期为各高校

图书馆进一步提高图书捐赠工作水平提供参考.

２　“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文献捐赠服务的调研

２．１　调研方法

采用网络调研法、实际捐赠行为调研及内容分

析法进行图书馆捐赠服务的调研.
(１)网络调研法.对普通捐赠者最常利用的３９

所“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网站进行网络调研,明确

各图书馆是否提供图书捐赠服务,以及捐赠服务的

相关规章制度.
(２)实际捐赠行为.通过邮寄的形式向各样本

图书馆捐赠«图书馆文献搜索研究»(杨新涯著,重庆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６月版)２册,目的是以用户的

角度进行捐赠服务的实际调研,采用最常见的用户

捐赠方式,能很好地反映各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的

用户体验度,更直观考察各图书馆图书捐赠工作开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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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得好坏程度.当然这种调研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因为捐赠类型多样,不能全面反映各图书馆接受

捐赠的情况,因此对无法确定的、涉及是否接受书刊

捐赠、是否接收到捐赠图书等问题的高校图书馆,进
一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明确了捐赠信息,以保证

调研的真实可靠性.
(３)内容分析法.对样本图书馆捐赠服务的网

络调研和实际捐赠行为收集到的内容进行整理、归
纳及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

措施.

２．２　调研内容

对实际捐赠行为的调研始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
日,对样本图书馆在实际捐赠行为中的收藏反馈时

间、反馈形式、收藏公告及捐赠书籍流通查询进行详

细记录.网络调研的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对样本

图书馆门户网站中捐赠服务的有无、制度建设中的

捐赠书籍的法律归属权与受赠途径、捐赠宣传推广

中的专题网站及捐赠查询入口的设置、捐赠展示的

现状进行统计分析.

３　“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捐赠工作的调研结果分析

３．１　捐赠服务概览

调研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样本图书馆门户网站中是否

提供捐赠服务、制度建设及宣传推广的情况,其中在

中南大学图书馆的门户网站上未发现捐赠服务,固
未列入表中,调研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捐赠服务概览

图书馆名称
捐赠

服务

制度建设 宣传推广

法律归属权 受赠途径 专题网站
捐赠查

询入口
捐赠展示

清华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有 有 网上展厅、捐赠鸣谢、重要捐赠

北京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有 无 重要捐赠、捐赠名录、捐赠新闻

厦门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有 捐赠名录

南京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无 无

复旦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无 无

天津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浙江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有 无

南开大学 有 无 电话联系 无 无 无

西安交通大学 有 无 电话联系 无 无 无

武汉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有 有 捐赠专题报道、捐赠目录

东南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中央民族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无 无

上海交通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无 无

山东大学 有 有 电话联系 无 无 无

湖南大学 有 无 邮寄/到馆捐赠 有 有 捐赠作品人气榜,最新捐赠展示

中国人民大学 有 有 现场/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吉林大学 有 有 现场/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捐赠名单

重庆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电子科技大学 有 有 电话联系 无 有 捐赠者名录

四川大学 有 有 现场/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中山大学 有 有 现场/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有 有 捐赠新闻、最新捐赠榜

华南理工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有 有 捐赠名录

兰州大学 有 无 现场/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有 无 图书捐赠数据

东北大学 有 无 电话联系 无 无 无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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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名称
捐赠

服务

制度建设 宣传推广

法律归属权 受赠途径 专题网站
捐赠查

询入口
捐赠展示

西北工业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捐赠者鸣谢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有 无 电话联系 无 无 无

华中科技大学 有 无 邮寄捐赠 无 有 捐赠名录

中国海洋大学 有 有 电话联系 有 无 捐赠鸣谢

北京理工大学 有 有 现场/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大连理工大学 有 有 现场/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有 无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无 无

北京师范大学 有 无 电话联系 无 无 无

同济大学 有 无 现场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 无 无 无

中国农业大学 有 无 到馆捐赠 无 无 无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无 无 无

华东师范大学 有 有 到馆/邮寄捐赠、上门提取 有 有 捐赠名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有 有 邮寄捐赠 有 无 无

３．２　图书捐赠服务的开展情况

在调研的图书馆网站中,９７％的图书馆提供了

网络化的图书捐赠服务信息,并将捐赠栏目置于网

站主页或者二级栏目中,如“服务指南”“互动交流”
或“本馆概况”中,可见我国高校图书馆已普遍重视

网络化的图书捐赠服务.也有极少数图书馆不能明

确定位捐赠服务,将其设置在“资源荐购”“制度管

理”及“联系我们”等栏目中.

３．３　制度建设

(１)法律归属权.在图书馆捐赠制度建设中,重
点对捐赠图书的法律归属问题进行研究.调研发

现,２８％的图书馆在捐赠制度中并未明确规定捐赠

图书的法律归属权,未强调捐赠图书的所有权及处

置权归图书馆所有,图书馆有权对赠书进行适当处

理.少数图书馆虽规定了图书的所有权,但不够明

确,未将图书归属权单独罗列出来.
(２)受赠途径.捐赠图书的途径主要有到馆捐

赠、邮寄捐赠及图书馆工作人员上门提取.调研发

现,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及中山大学图

书馆人性化地提供了详尽的捐赠地址及联系方式.

２０％的图书馆只是简单提供电话联系方式,给捐赠

者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极少数图书馆在网站上找不

到受赠途径,如中南大学图书馆.

３．４　通过网站的宣传推广建设

(１)专题网站.图书馆建立捐赠服务的专题网

站,可以直观地反映开展捐赠服务的现状,捐赠人也

可以及时查询捐赠信息.调研发现,２６％的图书馆

设置了图书捐赠专题网站,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

大学图书馆及中山大学图书馆最为出色,界面独具

特色、捐赠信息更新及时、捐赠内容丰富多彩.多数

图书馆只提供了简要捐赠说明、相关条例等信息.
(２)捐赠查询入口.研究发现,仅有２５％的图

书馆在捐赠主页上设置了独立的捐赠查询入口,如
湖南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但个别图书馆捐

赠查询系统中没有捐赠数据,如华中科技大学图书

馆.５０％以上的样本图书馆没有设置专门的捐赠查

询入口,只能利用图书馆书目查询系统进行捐赠图

书的查询.
(３)捐赠展示.捐赠展示的多样化能反映出各

图书馆对待捐赠者和捐赠图书的态度,以及对捐赠

工作开展的重视程度.研究发现,有３６％的样本图

书馆在其捐赠专题网站上进行捐赠展示,以清华大

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湖南大学图书馆为代

表的捐赠展示最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但其中大部

分图书馆的捐赠展示比较单一,只是将捐赠名录、捐
赠鸣谢整理和罗列出来.也有６４％的图书馆对捐

赠展示不够重视,门户网站上未发现相关捐赠展览

信息.

３．５　收藏反馈

各高校图书馆是否能及时处理受赠图书并纳入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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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环节、提供捐赠证书及发表收藏公告因馆而异.
因此通过向样本图书馆实际捐赠的研究,获得了各

高校图书馆对捐赠图书的处理概况,其中１６所高校

图书馆未提供收藏反馈信息,固未列入表中,其余调

研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对捐赠图书的处理情况

图书馆名称
收藏反

馈时间

收藏反

馈形式
收藏公告

９０天OPAC

查询结果

清华大学 ２０１６/０３/０３ 证书 无 有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证书 有 有

厦门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捐赠纪念卡 无 有

南京大学 ２０１５/１２/２５ 证书 有 有

复旦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证书 无 有

浙江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证书 无 有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１７ 证书 无 有

东南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 证书 无 有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１７ 证书 无 有

湖南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９ 证书 无 无

重庆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证书 有 有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证书 有 有

兰州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 证书 有 有

东北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证书 无 无

西北工业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证书 无 有

中国海洋大学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证书 无 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证书 无 有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证书 有 有

同济大学 ２０１６/０１/１４ 证书 无 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６ 感谢信 有 有

中央民族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捐赠纪念卡 有 有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证书 无 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 证书 无 有

(１)收藏反馈时间.各图书馆在收藏反馈时间

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以兰州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

图书馆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最为快速及时,
清华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的捐赠反馈时间

相对较慢.
(２)收藏反馈形式.各样本图书馆的收藏反馈

形式包含三类:一是捐赠证书,清华大学图书馆、同
济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的捐赠证

书外观设计精美,并将馆训、馆舍等内容设计在证书

的背面,独具本馆特色;以兰州大学图书馆、复旦大

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代表的捐赠证书

内容温馨贴切;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的捐赠证书附有证书内容的英文翻译;中山大学

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捐赠证书加盖有馆长名

字的印章,而绝大部分图书馆加盖的是图书馆印章;
极少数图书馆的捐赠证书上有捐赠编号和捐赠目

录,如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二是捐赠

纪念卡,以纪念卡的形式反馈捐赠的图书馆较少,如
厦门大学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三是捐赠

感谢信,仅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采取赠书回

执信的方式反馈图书捐赠情况.
(３)收藏公告及查询.对样本图书馆的门户网

站进行捐赠公告的查询,以及捐赠图书纳入图书馆

的流通查询,发现有７７％的高校图书馆不能及时的

在图书馆主页上发表收藏公告.４６％的图书馆在馆

藏目录中无法检索出,不知是否纳入流通环节.

４　主要问题

４．１　图书捐赠服务意识还不够强

我国“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的总体捐赠服务水

平还不高,发展不平衡.绝大部分图书馆虽提供了

捐赠服务,但都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捐赠服务水平高

的仅是少数高校图书馆.究其原因,一是各高校图

书馆对待捐赠服务的态度不同,大部分图书馆的捐

赠服务意识还不够强,仅形式上提供图书捐赠服务,
而不积极认真开展图书捐赠工作.二是尚未意识到

开展捐赠服务对图书馆馆藏建设、经费节约等方面

的重要意义及价值.

４．２　捐赠图书的法律归属权不明确

多数图书馆在制定图书捐赠条例时,未提及捐

赠图书的法律归属权问题,亦或是不能明确规定图

书馆拥有对捐赠图书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导致图书

馆如果对捐赠书籍处理不当或书籍不慎遗失时,容
易产生与捐赠人之间的矛盾,也为后期图书馆管理

和服务留下隐患.只有明确了捐赠图书的法律归属

权,才能维护好捐赠人与图书馆双方的权益.

４．３　宣传力度不足

在图书捐赠服务的宣传上普遍存在渠道单一、
形式固定、捐赠内容更新缓慢等问题.多数图书馆

仅在传统的门户网站上进行捐赠公告、捐赠名录及

捐赠鸣谢的宣传,不能很好借助网络更直观、多样地

宣传捐赠服务.更有大部分图书馆忽视对捐赠图书

的宣传推广,只是被动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图书

捐赠,缺乏对图书捐赠持续性征集的意识.

４３

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服务研究/杨新涯等
AStudyonLibraryDonationin“９８５Project”AcademicLibraries/YangXinyaetal．



2
0

1
7

年
第5

期

４．４　对捐赠图书的收藏反馈还不够

目前图书馆对捐赠图书的反馈普遍存在反馈不

及时、速度慢、周期长的问题,各图书馆的收藏反馈

形式也各不相同,捐赠证书在外观设计、内容设置上

都存在较大差异,且一些图书馆忽视对捐赠人、单位

等的收藏反馈,不能及时地发表捐赠公告,并且在捐

赠书籍的后期馆藏流通中,图书馆未将书籍的使用

情况告知捐赠人,缺乏与捐赠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积极

性,给图书馆捐赠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影响.

５　高校图书馆图书捐赠服务的发展建议

５．１　加强制度建设

图书馆在制定捐赠说明、捐赠条例时,应重点加

强图书捐赠的制度建设.一是明确规定接受捐赠物

品如图书、期刊、图片、收藏品、手稿及音像制品等的

所有权及处置权应归图书馆所有,图书馆可根据馆

藏需要做适当的处理,如收藏、转赠或淘汰,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图书馆有限的空间资源,并将捐赠物品

的归属权分点陈列在捐赠说明中;二是在捐赠说明

中明文规定图书馆接受社会捐赠的收藏反馈形式如

捐赠证书、捐赠纪念卡、感谢信、电子邮件等,以督促

图书馆能够及时处理受赠文献资料,同时也让捐赠

人对图书馆的捐赠工作更有信心;三是规定接受捐

赠文献资料需满足的条件.如本馆缺藏的、需增加

副本的图书、期刊以及有收藏价值的古籍、画册、译
著等;四是其他捐赠如接受现金、汇款捐赠等规则和

捐赠方式;五是为捐赠者提供多样化的受赠方式及

详细的捐赠地址,将图书馆接受图书捐赠部门的地

址落实到具体的门牌号上,最好指定专门联系人.

５．２　加强宣传推广力度

图书馆对捐赠服务的宣传推广,不仅能彰显图

书馆对捐赠工作的重视程度,还能增强读者的捐赠

意识,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图书捐赠,同时

给读者提供检索、利用捐赠图书的途径,提高捐赠书

籍的利用率.因此,图书馆必须加强捐赠服务的宣

传推广力度,选择多样化的宣传推广方式.一是利

用传统的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如在图书馆主页上开

设独立的捐赠栏目,置于主页醒目位置,并建立图书

捐赠的专题网站,将捐赠信息、收藏公告、捐赠名录

等及时在专题网站上发布,将捐赠作品、书籍及手稿

等数字化,分专题展示.二是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

体进行宣传,将捐赠信息、公告、捐赠主题展等在图

书馆的官方微博上宣传,同时在图书馆官方微信上

设置捐赠栏目,读者通过移动客户端也能查询到相

关的捐赠服务信息,保证图书馆捐赠服务的无时不

在、无处不在.三是不定期举办捐赠作品主题展,将
名人书籍、作品及手稿等在图书馆大厅进行集中展

览,同时进行图书捐赠的宣传推广.

５．３　将捐赠与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相结合

目前很多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服务,向校外读

者开放借阅,只需交纳办卡费和适当服务费就可以

利用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利用这笔费用进行馆藏补

充.高校图书馆可以将捐赠服务与社会服务相结

合,社会读者通过有选择性地向图书馆捐赠缺藏的、
需增加副本的或有价值的古籍、专著等,就可以在图

书馆免费借阅同等数量的书籍,但不能超过图书馆

借阅数量的上限,以实现图书捐赠与图书馆馆藏补

充的良性循环,实现图书馆与社会读者的双向互动,
提升高校图书馆的社会服务水平,增强社会组织和

个人的捐赠意识,让更多的社会读者共享高校图书

馆丰富的文献资源,促进全民阅读,提升公民的整体

阅读水平.

５．４　完善管理和服务流程

高校图书馆对图书捐赠的规范化管理和人性化

服务,是提高图书捐赠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也为图

书馆开拓经费来源、发展馆藏及加强社会联系打下

良好基础.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开展捐赠服务时,首
先要注重对捐赠人的收藏反馈,如外观精美独特、内
容温馨贴切的反馈证书能表达出图书馆对捐赠工作

的重视及对捐赠人的感谢,合理设计收藏反馈证书

十分重要,如证书的正面应包含图书馆名称、馆徽、
“捐赠赠书”等字样,证书背面应适当添加馆训、受赠

地址等要素,证书正文应具备内容的中英文对照翻

译、落款时间具体到年月日并加盖图书馆印章及馆

长的名章、捐赠目录、收藏编号等;其次是将捐赠书

籍、图片、音像制品等及时典藏和流通,在进行捐赠

物品的编目时,要特别标注出图书、期刊及古籍等的

来源,如捐赠人、捐赠单位的信息,实现图书馆对捐

赠物品的规范化管理;最后在捐赠物品的后期管理

中,要加强与捐赠人的交互,如告知捐赠人图书的馆

藏地、图书借阅和被评论的情况、长期的联系机

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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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语

我国“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在开展捐赠工作的

过程中虽存在诸多不足,各馆的捐赠服务水平也高

低不均,但显示出极大的发展及上升空间.各高校

图书馆必须重视捐赠工作的开展,积极改善捐赠服

务中存在的不足,培养良好的捐赠服务意识,将捐赠

制度建设、捐赠宣传推广、捐赠管理、捐赠与社会服

务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高校图书馆赢得更多的社

会资源和建设经费,满足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从而

体现出高校图书馆主动服务和人性化服务的精神,
提升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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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山东交通学院图书馆

山东交通学院图书馆始建于１９５６年.建馆６０余年来,图书馆坚持学校“立足山东、服务交通”的办学方

针,弘扬“爱校、敬业、务实、创新”的“交院人精神”,向着建设研究型、数字化、自动化和人性化的特色鲜明的

大学图书馆目标不断前进.
目前图书馆系统由１个总馆(长清校区)、２个分馆(无影山校区、威海双岛湾校区)及各院(部)资料室组

成,实行“一主多辅、资源共享”的服务管理模式,现有馆舍面积４４５万平方米.馆藏图书文献覆盖学科门类

齐全,纸质文献与电子资源互补,尤以交通运输类文献最具特色.馆藏纸本图书１９４３万册、电子图书１８３７
万册、中外文期刊１０５０种、中外文数据库４３个.信息服务体系健全,阅览室开放１０１５小时/周,数字资源

提供 VPN随时访问,文献利用率高.
无影山校区图书馆作为国内较早探索绿色生态技术策略并得以实施的项目,由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

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手组成的建筑师团队设计完成,荣获第二届全国绿色建筑创新综

合奖(公建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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