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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大学生读者对阅读学习空间的要求不断提高，高校图书馆占位问题愈演愈烈并产生了新问题，从阅览室

占座到馆舍内其他公共空间均出现不同形式的占位现象，由此引发的多方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本文通过对高校图书馆空间利用存在的问

题成因分析及影响阐述，提出优化高校图书馆空间利用的一些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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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 明确了高校图书馆在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服务学校建设目标和中心工作、落实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应有贡献 , 强调了实体空间

的功能创新与价值回归重要性 , 即图书馆空间建设应该在高密度

储存、交互式学习、沉浸式文化等方面探索新发展模式 [1]。高校

图书馆是学校的图书资料情报中心，肩负着培养人才和开展科学

研究的重要使命，是大学生德育美育的重要场所，高校图书馆积

极营造良好的阅读学习及人文环境，提供优质的读者服务，有利

用促进读者积极利用馆藏资源的热情，也是图书馆合理开发公共

空间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相继出现各种不

良的占位现象，给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增加了难度，提出了新的工

作要求。因此，分析研究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新的占位问题，对

图书馆开展优质服务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高校图书馆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与隐患
1.1 高校图书馆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

占座现象已成为我国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的普遍存在问题，随

着大学生读者学习阅读方式的不断转变，对馆舍空间利用的需求

逐渐多元化和个性化，从占座问题中衍生了新的空间利用问题，

即占位问题。各高校图书馆对阅览室内占座问题，从管理制度、

空间布局、技术设备等多方面已进行了探索实践，采取了多种措施，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杨光茂根据贵州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及座

位数据，以历年高考人数和录取率为参考，从高校的教育培养模式、

供求不平衡、硬件设施短缺等方面分析了占座现象。[2] 杜彦华从

学校、图书馆、学生三方面分析占座原因，提出了提高学校其他

资源的利用率、提高管理者的人员素质、加大图书馆经费投入等

治理措施 [3]。但高校图书馆针对除阅览室外的公共空间占位问题

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在实践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少数体现在

占位问题的研究中，如朱旭芳、龚健以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从直接占位、占用书架、占用公共空间三个方面分析了占位的形

式及危害，并从思政德育教育、第三方参与建设管理、座位预约

管理系统等方面提出解决“占位”问题的具体措施。孙震从学校

重视支持、图书加强管理、学生提高认识三个方面阐述高校图书

馆自习室和其他公共区域的管理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努力，多方面

采取措施。

占位是指提前以放置个人物品作为占用标识，占有活动场所

内个人需要的位置并为私人使用。本文的占位指发生在高校图书

馆内利用整理箱、椅子、小桌子、书籍、水杯纸巾、毯子抱枕等

个人物品占用阅览座位及其他公共空间的行为。目前，高校图书

馆占位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在阅览室及自习室内，学生利用自

己的个人物品长时间占用座位、书架间空隙、墙角等现象。二是

学生在图书馆中庭、服务大厅、走廊、楼道等除阅览室外的公共

空间，利用自己的个人物品划分私人空间并占位使用，开展个人

学习阅读、休闲娱乐等活动。两种现象相比之下，阅览室外的公

共空间占位问题，占用空间范围更广泛，违规行为情况更复杂，

并对图书馆正常工作秩序，校风学风乃至社会风气产生的不良影

响正在逐步恶化。

1.2 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占位问题存在隐患

1.2.1 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图书馆是学校重点消防场所，为确保图书馆的消防安全，需

时刻保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通畅。馆舍公共区域内设有大量疏

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若堆放个人资料文献、各类材质桌椅、衣服

布料、简易电器等物品挤占通道出口，随意私接乱拉电线使用电

暖炉、电热杯等大功率电器，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如电路发

生漏电短路等突发明火情况时，着火点较低的杂物会加速燃烧，

加重火情。火灾发生时，在走廊、楼道、中庭等公共区域堆放大

量杂物 , 极易使得逃生通道不畅 , 致使疏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严

重威胁逃生人员生命安全。

1.2.2 破坏卫生环境与学习秩序

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宁静、舒适、 整洁的场所 , 占位读者在馆

内各个角落随意存放及遗弃的大量个人物品，甚至出现的乱扔果

皮纸屑等不文明行为，使馆舍公共空间杂乱无章，加大馆员清理

卫生及管理秩序的难度，破坏卫生环境。占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

阅览座位资源浪费，激化阅览空间的供需矛盾，阅览室位置空缺，

阅览室外学习秩序混乱，学习氛围散漫，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

氛围，降低师生读者学习的舒适度，破坏学习秩序。

1.2.3 激化读者与馆员相处矛盾

占位行为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读者之间对占位

问题存在不同态度，占位与不占位的读者存在空间使用的利益冲

突，如空间使用方式、个人行为习惯、学习方式需求等不同，从

而产生害怕吃亏、焦虑、自私、从众等不健康心理相互影响。例如，

在走廊大声背诵研讨、闲聊吵闹、播放音视频等不文明现象，极

易引发读者之间的冲突，激化双方的争辩、争执。为了制止占位，

图书馆馆员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清理和保管读者用于占位的个

人物品，加大工作量的同时 , 占位物品随意乱放，容易出现丢失、

错拿等问题 , 占位读者会对馆员及其他读者产生埋怨、猜疑等情绪，

引发对图书馆的不满。由此可见，占位现象是破坏读者之间、读

者与馆员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原因。

通过分析结果可见，占位问题的严重影响高校图书馆良好的

建设和发展，为了防止此类不良现象的蔓延和恶化，解决高校图

书馆公共空间物品占位问题是迫在眉睫的。

2. 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占位现象成因
2.1 管理机制不完善及执行力度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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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规章制度里都有禁止占座的明确规定 , 但对阅览室

外的公共空间占位现象管理和处罚缺乏应有的态度、力度及制度

保障。图书馆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中关于阅览室外的公共空间占

位问题，管理机制内容还未成熟，管理方法多以阅览室内管理模

式为参照，还未形成针对性的管理和处罚制度，从而导致对占位

行为的管理和处罚缺乏应有的执行力度，目前对占位行为处罚多

以引导教育为主，极少有实质性的惩戒措施，此方式易使大学生

产生占位的成本低，无伤大雅的错觉，成效不明显，导致占位屡

禁不止。

2.2 配套设施不足及功能设置单一

图书馆出现不同形式的占位行为，一定程度反映了图书馆学

习阅读空间设置未完全满足读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传统的

高校图书馆布局往往以满足阅读和借阅需求为主，因此阅览区和

借阅区的空间规划相对充足，而用于学习支持、科研支持、研讨

交流等功能区的空间则显得较为紧张，这种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忽

视了现代高等教育中对多元化学习空间的需求。图书馆阅览室以

及自习室的功能有限，室内对保持安静、举行文明、禁止吃食等

规章制度要求较多，监管力度更大，对读者个人行为约束较强。

阅览室外的空闲的公共空间使用方式灵活但功能定位不明确，存

在未充分利用的问题，导致部分学生根据研讨背诵、学习时长、

学习资料物品储藏、轻松舒服学习环境等个人学习需求，模糊使

用概念，设置的私人空间，创造个人学习阅读条件。

2.3 学生公共道德修养及安全健康素养淡薄

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是指大学生在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和公共

财产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素质，因是每个大学生应当具备的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占位现象的出现与大学生公共道德修养及安全健

康素养淡薄存在着必然联系，是大学生缺乏公共责任感和共享意

识的表现。校园及馆舍环境优美舒适，学生容易忽视身边存在的

安全隐患，对火灾的预防、扑救和安全逃生技能缺乏一定常识，

个人消防安全意识不强。加之身边激烈的竞争压力与自身的求知

欲和学习热情，对学习环境有便利性、安全性、隐私性等要求，

导致出现一定的利己主义。如占位的学生在对待公共空间使用问

题上，都是奉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个人专人专用”的原则，

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公共资源使用的共享权利，还对他人公

共安全健康造成威胁。

3. 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占位问题解决对策 
3.1 完善管理服务体系，强化执行监督力度

规章制度是读者在馆内活动的行为规范 , 是馆员制止占座行

为的依据。图书馆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

一是对图书馆占位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针对阅览室外的公共

空间占位问题出现的不同形式深入探析，明确定义占位行为的标

准，制定不同功能区域详实的规定及实施细则。二是将学生自我

管理与图书馆工作管理相结合，值班馆员坚持每日巡查各楼层，

提醒学生文明学习阅读，并在馆内工作群及读者服务群内通报楼

层巡查情况。同时，积极发挥学生组织团体的作用，利用学生之

间共情的桥梁，鼓励学生主动换位思考，在学生群体里成立巡查

队，呼吁共同自觉抵制占位行为，让大学生自主管理、相互监督。

如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创新案例大赛中，以图书馆的管理、

设计、活动等为主题，图书馆组建学生服务中心，由学生组建，

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中来。三是加强监督管理以及惩戒执

行力度。每日闭馆前，馆员带领学生管理员进行清理占位物品，

占位物品每周主要以图片形式公布到网站、公众号上进行认领通

知及警告提醒。学生领回个人占位物品时，须提供由所属学院证

明的个人申请表，违规行为体现到个人综合测评结果中，提高学

生占位的成本。

3.2 优化公共储物空间，设置多功能学习空间

图书馆可优化公共区域储物空间，打造好大厅、走廊、楼道、

阳台等文化建设，设置研讨学习、个人学习、综合学习、多媒体学习、

休闲区等不同功能的学习空间。一是图书馆积极引入由第三方提

供存包柜设备并负责日常管理服务，并在每个楼层固定地点设置

学习资料物品储藏架，规定物品储藏时间，定期清理，因特殊原

因需长期储存，需读者个人提交申请说明，定点储存既保证了学

生个人财产安全，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也改善了物品占位和堆放

占用公共空间的乱象，缓解了占位压力。如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

引入悠悦易存存包柜，存取手续快捷简便，存包柜开馆期间免费

使用，闭馆期间按时计费使用。二是在阅览室内，分区设置多人

及单人阅览位，单人阅览位可利用独立隔音板间隔，并设置插座、

台灯、隔音耳机等。在阅览室外设置背诵角、独立自习位以及研

讨自习室，满足空间独立性和隔音性。背诵角每个空间容纳人数

可规定 1-2 人，并开设多处。研讨自习室可开设多人空间，设置

多处小组圆桌，提供投影仪、音视频播放器等多媒体设备，营造

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设置 1-2 人独立自习位，并提供隔音耳机

避免互相影响。如耶鲁大学学习空间设置打印机、独立阅读桌、

扫描仪、个人学习室、团体研究室、视频演讲室等。三是图书馆

要充分利用在人流量较多的地方空闲地，合理摆设休闲桌椅、放

置饮水机。还可开设书吧，书吧内除摆放书刊杂志外，可供应咖啡、

茶水、甜点等饮品美食，配备音响、视频播放器等设备，装饰绿

植花卉等美化环境的物品，为读者打造休闲放松和自由交流的空

间，营造和谐温馨的人文环境。如安徽农业大学设置的青禾书店、

享味坊、一盏年华茶吧、咖啡屋等休闲场所。

3.3 加强大学生公共道德修养及安全意识宣传教育

图书馆提高大学生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及安全意识的重视

程度，加强社会公共道德及安全工作的宣传教育，一是新生入馆

教育时，加强学生对图书馆不同功能区域设置用途的认识，强调

图书馆消防安全认识的重要性 , 明确占位行为是明令禁止的，并

说明不良影响和相应的处罚措施，在入馆教育中设置测试，利用

学习通或微信小程序编辑相关试题并设置考试，学生考试合格后

才可以开通使用图书馆的权限。二是配合学校开设的高校思政课，

不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纪律教育，树立

正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学生提升公共道德修养，让其自

觉遵守各项规则制度，懂得和遵守最基本的公共道德，自觉抵制

占位的不文明行为。三是在图书馆公告栏、各阅览室、走廊楼梯

明显位置等粘贴规章制度及温馨提示，利用网站、微信等平台发

布文章、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主题宣传材料，让读者意识

到占位行为是错误行为，加大对禁止占座行为的预防和警示的宣

传力度。

4. 结语
笔者对高校图书馆如何解决空间利用存在的占位问题，充分

利用馆内资源的同时，满足师生读者自身学习和工作不同需求进

行了探讨分析。但面对高校师生不断更新的阅读学习需求以及未

来占位思想的转变，缓解图书馆占位的情况，还需结合不同校情

馆情实际，对馆舍功能、管理机制、读者教育等方面，不断地去

思考和实践探索，促进有限的馆舍空间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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