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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模式下的图书馆资源共享
李月兰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523960

摘　要：微服务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还是理念、方法和模式的应用，将会涉及到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方

方面面，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络和数字资源的服务工作。而微服务应用下的图书馆资源共享包括资源领域、技术领域、系统平

台三个方面的内容，真正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去中心化和个性化共享资源供给，令资源共享进人以资源为核心包括技术、

平台、法律等多个元素的微系统化共享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共享竞争、共享市场、知识产权市场的长足发展。由此，本文对

推进资源共享环境的微服务模式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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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图书馆服务现状
通过对高等院校图书馆服务现状进行评测可知，虽然多

数高校图书馆在服务模式改革中投入资源较多，但是缺乏显
著成效。

主要表现为：
无完善的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分割存在，无法满足师生

对于信息个性化、快捷化、完整化的需求；
仍然以纸质文献的流通及单向阅览为主要服务方式，违

背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微服务内容建设雷同，服务号侧重于为师生提供服务，

订阅号重点关注宣传推广，在内容深度、广度方面具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无法满足师生针对性需求；无法兼顾多类型平台运营，
仅侧重于在特定平台发挥良好作用。

二、资源共享微服务架构的特点
微服务架构的共享不仅仅是以往以数据、文献、知识等

为主体的资源共享，实质是包含平台共享、技术共享、资源
共享、空间共享、服务共享等多个方面内容的共享体系。架
构的主要特点就是分层共享、分层融合、供需双方共同参与，
具有极强的应用模式和应用环境的自适应性。架构的创新点
是引入集合的概念，采用多种平台集合的运行模式。这里的
集合是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应用实例共同运行在微服务整体
架构的任意层阶的平台中，并且多个实例可以形成功能域、
自然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功能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并保证
良好运转。

三、推进资源共享环境下微服务应用的对策
（一）合理引导发展，倡导发展多种类型的共享参与模式
通过政策驱动、资金驱动、资源驱动、技术驱动、需求

驱动、创新驱动等策略，推进多种类的微服务应用架构下的
资源共享参与和发展方式。鼓励参与实体或者个人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通过人力、资源、资金、技术、渠道等优势共享
生产要素建设，参与到微服务资源共享工程中来；引导参与
实体或者个人在各个共享产生环节完成资金供给、场所供给、
空间供给、设备供给、网络供给、原始资源供给、微服务技
术供给、容器供给、知识产权供给、安全技术供给等。促进
区域内共享模式、系统内共享模式、同质共享模式、资源互
补共享模式、技术同质共享模式、技术互补共享模式、互联
网 + 模式、网络社区模式、星型共享模式、网状共享模式等
以参与和服务的对象、共享的范围和特征为基准划分的多种
共享模式共生共存。

（二）开展政策扶持，为资源共享微服务应用提供基本制
度保障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促进微服务资源共享工作快速
发展的宏观规划和实施方案，对于从事微服务资源共享基础
研究、技术开发、应用部署、咨询推广等方面工作的企业，
适当采取优惠或者减免税费的激励政策，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激活企业创新动能；同时针对此类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优惠政
策，做到贷款渠道畅通和款项到位及时，特别是促进小微企
业平稳发展的无抵押、无担保小额贷款；降低此类行业的企
业和其他实体的准入门槛，对于场地、设备等基础资源的建
设或者租用费用给予合理的优惠；科学引导社会投资、社会
力量、社会金融资源积极参与微服务资源共享工程建设，促
进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优化共享服务和发展渠道；进一步完
善知识产权制度，推行包容审慎的监督措施，提高知识产权
管理框架的灵活性，促进知识产权的资本转化和应用；运用
财政补贴，鼓励图书馆、企业和其他实体针对微服务资源共
享行业的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通过学历教育、职业教育、
社会化教育培养更多的专业队伍和专业人术更大范围地开展
微服务应用社会实践活动。
（三）充分借助力量，发挥各类协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微服务在图书馆资源共享工作中的应用需要充分借助各

类协会组织的力量，如图书馆行业协会、互联网行业协会、
科学技术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等。
协会可以完成微服务行业发展方略的制定、技术应用指导、
服务等级评估等主要工作，通过纵向的纽带作用协调政府、
社会、企业、图书馆等各方关系，解决政策、制度、规则、
合作等问题；通过横向的桥梁作用协调不同行业协会，解决
技术、架构、安全、通讯等问题。当然，由图书馆行业的旗
舰馆和微技术应用环发的领航企业联合牵头成立有关微服务
应用方面的行业组织，能够更加准确、有的放矢地处理和解
决微服务在资源共享工作中的问题。

四、结语
高等院校图书馆应摒弃以往普遍、大众、无特色的服务

模式，而是以师生为中心，在推进资源共享环境下不断探索
有效的微服务模式，从而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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