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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读者借阅权限
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结题报告

（杨玲梅，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加盖公章））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我们这里讨论的借阅权限，主要指的是借阅册数、借阅期限。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图书

馆读者借阅权限都是以读者类型划分权限大小，一般借阅权限都是按照教职工>研究生>本

科生逐级递减,这种借阅权限的制定虽然便于管理，但不利于图书馆的最大限度实现文献开

发与利用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程度的提高，传统文献人均占有数的增长和数字

文献资源的大力充实，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能力大大提高，传统的读者制度同时也越来越

失去了某些延续的合理性前提，高校图书馆有责任和义务在读者的信息需求及图书馆的服

务能力之间寻求能适应新形势的最佳平衡点，因此有必要和可能对现有的读者借阅权限的

设定办法进行改革探讨
[1-23]

。

1.2 研究目的

通过本项目研究，挖掘出读者对借阅权限的需求，为完善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借阅

权限提供理论参考依据，以提高图书利用率，降低读者的拒借率，充分开发图书馆的文献

资源，对高校图书馆读者借阅制度的改革做一个探讨与研究，并提供一个实践的参考作用。

1.3 研究意义

申请人以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读者为调查对象，通过读者对现有借阅权限满意度的调

查分析，结合读者实际利用图书馆的情况与本馆所具有的服务能力，提出更细化、更符合

读者实际需求的借阅权限。1.合理的借阅权限,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加快图书的周转,降低拒

借率。及时满足读者的需求。2.合理的借阅权限有利于降低图书的复本数，为图书馆节约

经费开支。3.合理的借阅权限使有限的文献信息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使每个读者的借

阅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4.合理的借阅权限还可以缓减馆舍面积紧张的矛盾。因此这

个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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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内容、思路及创新点

2.1 研究内容

（1）以书面调查问卷的形式，随机抽样调查研究华南农业大学读者对现有借阅权限的满意

度，调查对象主要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工。

（2）问卷内容主要涉及读者借书习惯、借书原因、对借阅册数的需求量、各种类型文献的

实际借阅期限、读者的拒借率等多方面问题。

（3）汇总调查的结果，统计分析出各类型读者对图书借阅权限的需求。

（4）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对各种类型、各种代表性专业的读者实际人均借阅量做一个分析，

与调查问卷的结果做对比，发现两者的调查结果是否有出入。

（5）通过客观数据与主观数据的统计分析,综合做出读者提出的对借阅权限的建议需求,然

而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对实际馆藏量、学校全部读者人数、人均可借阅量、各主要类型图书的借

阅周期、不同出版年代的借阅周期进行调查统计，对比分析读者提出的需求与实际图书馆能提供

的服务能力是否相符合，论证读者提出的需求是否有可行性。

（6）对近十年来关于高校图书馆借阅权限的研究进展做一个调查，对他们的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研究程度做一个综合评价与归纳。（见支撑材料3）

（7）综合所有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提出完善现有图书馆读者借阅权限的建议。

2.2 研究思路

通过读者问卷调查形式分析各种类型读者对借阅权限的满意度及他们对目前借阅权限的建

议，同时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调查各种类型读者实际利用图书时对借阅权限的需求度，两方面做

比较，看是否有出入。如果一致，说明读者调查问卷反映读者的需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再通过

相关数据论证是否可行性，再进一步采纳。

2.3 研究创新点

主持人调查了二十多所知名度较高以及广州周边几所高校的读者借阅制度，发现绝大多数借

阅权限都是以读者类型来划分借阅权限,而且借阅权限的制定较粗线条。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己经

注意到了现有借阅制度的不足,也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改革方法[1-23]。借阅制度的改革是一个

实践性很强的命题,只有通过反复的调查、论证、实践，才能进一步的改革实施。因此申请者想

通过对读者借阅权限的满意度的调查,进行研究、分析、求证，提出更细化、更符合读者需求的

借阅权限,为图书馆借阅制度的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和借鉴。这也是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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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过程、方法及步骤

3.1 研究过程

1．对现有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的读者借阅权限做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首先要对现有的借阅权限进行评价分析，读者的满意度是最好的评

价。

2．通过调查结果发现读者的主观借阅需求

将读者的问卷调查表进行收集整理，发现读者对现有借阅权限的不满意之处。有针对性地

研究。

3．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调查读者的实际借阅需求

按各种类型读者、各种代表性专业的读者分类，对他们实际借阅需求做一个调查，与读者

调查问卷结果对比综合分析，对读者的借阅需求做一个客观真实的判断。

4．对现有图书馆馆藏为读者提供的服务能力做评估分析

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进行统计调查，论证读者提出的建议的可行性与图书馆是否有能力提

供这个服务。

5．提出适合本校读者借阅权限的建议

读者需求如果与图书馆所能提供的服务能力相符合，就可以修订现有借阅权限。最大限度

地满足读者需求。降低读者拒借率，提高图书的利用率。

3.2 研究方法

运用分类统计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从读者主观意愿上分析他们的借阅需求,再用图书馆

管理系统的中客观数据分类统计出读者的实际借阅需求,两组数据进行对比,相一致的部分就

是读者的客观需求,然后再分析评价图书馆能提供的借阅能力,最终提出一些综合性的改革建

议。

3.3 研究步骤

本课题将按下列顺序进行研究：

第一阶段：问卷设计阶段，以书面设计调查问卷，力求内容全面，达到调查的目的。

第二阶段：调查阶段，①在全校读者范围内，调查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读者对目前借阅权限的

满意度。②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统计出各种类型读者的实际借阅情况。

第三阶段：汇总阶段，对调查问卷进行汇总统计，与实际借阅情况做对比，得出读者对借阅权

限的意见结果。

第四阶段：求证阶段，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对本馆的图书馆藏量、学校全部读者人数、各主要

类型图书的借阅周期、不同出版年代图书的借阅周期做统计，并与得到的读者意见做对比分析，

论证读者提出的意见的可行性。并参考其它高校图书馆借阅权限改革的成功经验。

第五阶段：总结阶段，对前段工作做总结，并撰写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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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综合两组调查，得出结论：

第一，各类型读者对目前借阅权限评价基本满意以上的均达到 70%以上，说明目前借阅权限相对

比较合理，能基本满足读者的需求。（即支撑材料 1 ）

第二，在各类型读者中，对目前借阅册数最不满意的是本科生，一到三年级的学生主要是对中文

类图书的借阅册数不满足，大四的学生主要是对外文类图书的借阅册数不满足；其次是研究生，

他们主要是对外文类图书的借阅册数不满足，最后是教职工，他们对各类图书基本上都是满足的。

(即支撑材料 1、 2 )

第三,各类型读者，对图书借阅期限最不满意的图书类型是专业类图书，对其不满意的超过六成，

最高甚至接近百分之百。（即支撑材料 1、2）

4．2 建议

第一，取消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职工借阅册数的差异，即本科生总借阅册数与研究生、教职工借

阅册数相同，提高至 25 册。

第二，取消中、外文类图书借阅册数的限制，即不受原有中文图书 10册，外文图书 10 册的限制，

根据读者的需求，只要中文、外文类图书加起来共 20 册即可，这可以扩大读者的借阅自由度，

管理操作也方便。

第三，针对毕业班的学生需求，大四 、研究生对专业类图书的借阅期限增加多一个月，以满足

他们对专业的需求。

以上结论与建议使得读者的借阅权限根据读者实际需求得到合理的调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充分

开发图书馆的纸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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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支撑材料列举（发表的文章、相关照片、系统、软

件、获奖等情况列举说明）

支撑材料 1，高校图书馆读者图书借阅权限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

支撑材料 2，杨玲梅.高校图书馆读者借阅权限设定的实证分析[J].图书馆论坛,2011(3) ：

50-53

支撑材料 3,杨玲梅.我国高校图书馆读者借阅权限研究进展 [J].图书馆学研

究.201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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