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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逐渐进入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

的今天，人们对于图书管理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发生变化，但是，目前我

国很多地方还延续着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无法满足信息时代人们对于

图书管理的需求，因此，对图书管理进行创新势在必行。本文主要首先

就现阶段图书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对图书管理的创新途径进行讨

论，希望为广大图书管理从业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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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图书馆作为人们学习的知识宝库，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

各样的学习资源，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学习平台，对
社会民众知识的获取与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
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网络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
遍，人们对于图书管理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图书管理开始面临着
新的机会和挑战。所以，必须不断进行创新与完善，才能够适应
社会的发展，满足新时期环境下人们对于图书管理的要求[1]。 

1、图书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 
1.1 图书管理模式开始发生转变  
传统的图书管理模式通常为封闭式图书管理，封闭式图书管

理模式是指借阅人员提前找到所借书籍的对应代码，然后将书籍
代码交给借书窗口的图书管理员，由图书管理员找到代码对应的
图书交给借阅人员。这种封闭式图书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便于重
要文献的馆藏文献，但是由于借阅人员在借到书籍之前并不清楚
所借书籍的具体内容，借书容易发生偏差，会对借阅人员的时间
造成极大的浪费。开放式图书管理模式是指打破借阅隔离，实现
“流阅一体”的图书管理模式，即馆藏文献全开架，读者或借阅
人员可以自由的进出阅览室，在借阅之前对自身所借书刊进行初
步浏览，达到借书和阅读一体化，避免误借，提高了图书的借阅
效率，避免图书管理人员的劳动量。目前，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均
采用开放式图书管理模式，便于学生在学校图书馆进行自习或浏
览借阅[2]。 

1.2 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图书资源共享  
文献信息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由于历史发展原因，

各个区域的文献信息资源储备量有很大的差别，不利于各个区域
间的均衡发展。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很大程度
上消除了各个区域间的时空限制，便于不同区域间进行图书资源
共享。目前，图书资源共享大多在各大高校的图书馆中展开，通
过各各高校图书馆的横向协作，形成图书资源的共享体系，有利
于图书资源欠发达地区图书行业的健康发展[3]。  

1.3 图书资源更新速度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人们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视度不

断提高，学术领域中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现，
很多图书中的论述与目前科技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甚至一些
图书中的理论已经被证实是错的，必须及时对图书资源进行更新
才能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但是，目前很多图书馆的图书管理都
仅仅对图书进行归类整理，而不能及时对图书资料更新和补充，
使读者无法准确查阅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使人们对图书馆中的
图书的使用量大大降低。同时，图书资料更新速度慢，还很容易
造成理解偏差，影响人们的学习效率[4]。 

1.4 图书管理投入不足设备落后 
很多地区对图书管理建设的投入不够，没有及时购入最新的

书籍和资料，图书更新率较低，使得图书馆中图书版本较陈旧，
一些新书很难找到，图书馆中的馆藏图书与人们的需求严重不匹
配，而且现存的书籍也因为时间较久而出现严重破损或条码和标
签缺失，不能满足人们的正常阅读需求。另外，图书馆的环境也
对读者借阅有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图书馆建设投入不足，一
些图书馆内的书桌、书柜、桌椅、写字台等基础图书设施都出未
能及时进行修护或更换，给人们造成了很多不便，严重影响了人

们的借阅效率。特别是，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迅速普及，传统的
图书管理设备无法满足目前用户查阅资料的需求，图书馆逐渐向
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这也对图书资料管理设备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计算机、宽带网络等成为现代化图书管理中不
可缺少的设备，需要进一步加大图书管理建设的投入。 

2、图书管理工作创新途径分析  
2.1 增加投入，强化图书管理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满足现代人们日趋变化的阅读需求，必须加强图书管理

基础设施建设。具体的，首先要重点强化馆藏图书建设，加大馆
藏图书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购入版本较新书籍和期刊，及时更新
馆藏书籍，提高馆藏图书与时代发展的契合度，另一方面，做好
馆藏书籍的保护工作，及时修复破损书籍和书籍标签，保证所有
馆藏书籍都能够正常借阅。与此同时，图书管理还要要注意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加强图书管理网络设备和技术的配置，为图书管
理工作的基础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推进图书管理的网络化，以
便科学运用网络信息技术，通过网络信息拓宽人们的信息获取渠
道。 

2.2 正确定位图书管理的功能 
做好图书管理工作必须要对图书管理工作进行正确定位。图

书馆是保存书刊资料的信息中心，是最重要的公共教育资源之
一，它主要为教育和科学研究提供信息服务机构，是进行全面素
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对于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民
众综合素质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要予以图书管
理工作高度重视，提高图书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图书管理工作为
教育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服务功能。  

2.3 建立读者交流互动平台  
图书管理本质是一项服务工作，为了给广大教学与科研人员

提供更加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应当注意在图书管理过程中建立起
读者的交流互动平台。一方面，通过交流互动平台的建立，各个
读者之间可以进行交流互助，共同提升；另一方面，图书管理人
员也能够通过交流互动平台充分了解读者的需要，对于读者的意
见或建议进行及时反馈，在交流互动之中，更好的提升自身图书
管理水准。 

2.4 建立健全图书管理投入保障机制 
图书馆是重要的公益性文化建设工程之一，图书馆建设和发

展离不开国家政策保护和经费支持，保证图书馆建设合理的资金
需求，图书管理才有充足的发挥空间。但是，一味的增加图书馆
的资金投入又可能滋生行政腐败和资源浪费，所以，必须要健全
图书管理投入保障机制，对图书馆建设进行科学评估，合理统筹
图书馆建设的经费，避免形成腐败和浪费。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图书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

广大图书管理相关人员共同努力，进一步准确定位图书管理的地
位和功用，建立健全图书管理机制，才能真正优化图书管理事业，
实现图书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
图书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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