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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书馆流通数据分析的阅读服务策略研究

关键词:流通数据9阅读服务

一、研 究背景、 目的及意义

数据统计和分析是现今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它 能够

完整的、正确的反应图书馆的运行状况。流通部作为图书馆读者服务的

主体部门,其工作中形成的流通数据是图书馆数据分析中最重要的参

数,通过对流通数据的分析,可 以最直接反映图书馆的实际运行情况、

文献资源使用情况,读者的需求和阅读倾向。这对于读者的阅读服务有

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对于当今高校图书馆而言,纸质图书资源建设方向已经从重收藏发

展到了重利用,因 而流通与采访以及阅读推广工作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成为必然。自从 “全民阅读
”
首次出现在政府报告中,阅读推广服务

就成为高校图书馆 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流通数据调

研,不仅仅在文献资源建设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更是为了阅读推广活动

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和指导。通过对图书馆内图书流通数据进行科学

地统计分析,可以准确的了解读者阅读需求变化,增强图书采访工作的

针对性,更加有效的提升图书馆馆藏资源利用率,提升文献资源建设工

作的成效,让阅读推广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方向性。

二、研 究内容及方法

1、 研究的思路、内容



1.1制定合理的数据调研参数。

1.2通过汇文系统根据不同的数据参数进行流通数据统计分析。

1.3对读者进行调研,与流通数据进行有效的对比验证,得 出初步

的结论。

1.4根据数据结论制定合理化的服务举措。

2、 具体的研究方法

3.1通过汇文系统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3.2制定调研表格,联系院系读者进行调研。

3.3分析整理调研报告,与流通数据记性对比验证。

3.4制 定合理化,常 态化的阅读服务设计方案。

三 、结论 与建议

(-)引 言

高校图书馆作为一所大学的信
`息 资料传播中心,是重要的教育教学

辅助单位,整合图书馆相关时间段内各类图书的借阅数据,通过统计分

析馆内流通情况,总结出我馆中图法各大类图书的借阅利用情况。从而

使图书馆有效地把握读者阅读需求变化,增强图书馆阅读服务的针对性

与实效性,提高馆藏文献利用率,更好地促进全校师生对图书资源的使

用,使 图书馆在科研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

(二 )图书馆概况及数据来源

大连海洋大学图书馆 (以下简称 “
我馆”)始建于 1952年 ,现有黄

海校区图书馆、渤海校区图书馆和瓦房店校区分馆,馆舍 `总 面积 1。 两



万平方米。图书馆共有馆藏纸质图书 113万佘册,电 子图书 152万佘册 ,

形成了以水产和海洋学科为特色,农、工、理、管、文、法、经等学科

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多类型的馆藏文献资源支撑体系,文献资源量丰富。

本文所用数据由我馆黄海校区主馆与渤海校区分馆的流通工作产生,通

过我馆汇文文献信息服务系统提取。文中选取 2015~2019年 图书馆纸本

图书流通统计数据,并利用 Ex∞ |对于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三 )、 流通数据分析

1、 借阅纸本图书量与借阅读者数概况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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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一的数据图像走势,可以看出我馆近五年来的纸本图书借阅量

呈现阶梯式快速下滑的态势。从 ⒛15年、⒛16年的 55000册 以上的借

阅量,大幅下滑至 ⒛17年、⒛18年约 SsO00册的借阅水平,降 幅超 36%。

之 后 ,⒛ 19年 又 降 23%,来 到 26000余 册 的 水 平 。⒛ 19年 比 之 ⒛ 15年
,

馆内借阅量缩水近 ss%。          1

图二 读者借阅人数年度数据



7000

岱OCl¤

$000

碎Qoo

sOoo

哀00¤

】∷000

o

2019

鳔攀篮

鹬辎W晒

媒研究璧

zO1$ 2Q17 2018

图二分类柱状图直接体现的是我校五年来三类读者的借阅人数情况 ,

从整体可以看出,本科生借阅读者人数是研究生借阅读者人数、教师借

阅读者人数的十倍、二十倍以上,故而是借阅的主要力量。而翻看我馆

有效读者数量五年来稳中有增,故排除在校有效读者数量下滑对纸本图

书借阅量的影响。在图中,教师读者借阅人数与研究生读者借阅人数基

本恒定,数据上没有大的变化,而主要借阅群体本科生借阅人数出现了

明显降幅。本科生借阅读者数从 ⒛15年、⒛16年的年均 ssO0人 以上
,

先 滑 落 到 ⒛ 17年 、 ⒛ 18年 的 4400人左 右 ,再 又 降 到 33两 人 的 ⒛ 19

年,整个下降形式也是呈现出阶梯式特
`点

。

联系图一纸本图书借阅量与图二借阅人数,可 以清晰地展现出五年来

整体借阅概况,图 书借阅量与借阅人数随时间变化特
`点

呈现一致性。图

书借阅量与借阅人数同时呈现阶梯式下降,相互证实了我馆纸本图书流

通量逐阶段大幅下滑的事实。分析其中原因,首先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

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移动 4G5G网 络的普及应用使得网络信
`包传

播速度更快、内容量更大、传播质量更优,因 此作为易于接受新型事物



的大学生群体网络阅读、移动终端阅读方式被其更多的选择,同 时,随

之产生的碎片化阅读方式更进一步挤压了图书整本阅读的存在空间;其

次,我馆在 ⒛16年进行了流通管理方式的大变革,将阅览室流通模式

改为
“
大流通”模式,大幅提升了读者馆内的阅览和学习空间,优化了

阅读环境,增设了更多阅览座位,于此同时,开馆时间每周增长至 小

时,所 以从空间与时间上为读者提升了更多馆内阅览的可能,将部分借

阅需求转化为了馆内阅览。

2、 读者借阅时间分布特
`点
分析

图三 五年来每年月份间借阅比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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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三可以看出,五年来各月份的间借阅比例关系及图像走势形态

基本一致,说明每年的各个时间段对读者借阅存在的影响因素变化不

大,经调查分析这和我校基本的教育教学概况具有较强关联性。图中 2

月与8月 为我校放假期间,借 阅图书所占比例在全年排在末尾占比极低 ,

说明在非正常教育教学时间段内学生纸本阅读率很低。以 2月 和 8月 为

时间划分节
`点 ,每年的 3月 至 7月 与9月 至来年的 1月 是在校读者正常



借阅的两个时段,这与正常的教学科研时间相吻合。而如图这两个时段

的借阅形态特
`点

呈现明显差异性,3月 至 7月 份这一时段的借阅比例先

高后低,由 15%以上逐步降低至 sO/0,呈一个斜率稳定的直线状;而 9月

至来年 1月 ,这一时段的借阅比例,各月份间基本稳点在百分之 gO/0ˉ 10o/o

左右 (1月 份为考试月借阅比例较低),置一个斜率为 0平稳直线。综合

两个时段呈现的特
`点 ,结合我校教学实际情况,可 以得出三个主要因素

导致每年 3月 份形成全年的借阅高峰,一是每年的 3月 份是新学期伊始

学生的阅读热情较高,对各类图书的需求较大,主动借阅性强;二是 3

月至 6月 是大四毕业前最后一学期,有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需要完成 ,

故而对专业图书借阅需求大:三是为来年研究生备考的学子为自身各考

储备相关考试资料,进而形成相关类别图书的借阅。而9月 至来年 1月

的学期,学生实际学习任务比较稳定,故而各个月份借阅情况比较均衡。

3、 读者借阅类型分布特点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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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四所示,五年来,我校读者对各大类图书的借阅倾向变化不大,



各大类图书借阅分布情况基本与我校的学科设置相关。对各学科门类图

书借阅情况 (取五年平均借阅率)整体进行统计,其 中社会科学类图书

占比 61.6%, 自然科学类图书占 SB.4%,社会科学类的借阅占比明显

高于自然科学类,说明我校读者在纸本图书的需求上更多关注在人文历

史类书籍。具体观察图四,借阅类别具体体现在文学 丨类、工业技术 T

类 、语言文字 H类借阅量分别排在前三,合计占据近 bO%的借阅量;历

史地理 K类、数理科学与化学 0、 经济 F、 哲学 B、 生物科学 Q、 农业科

学 s此六大类借阅量占比均为 sO/0左 右,体现了读者在这些大类上的借阅

稳定性。以上 9大类图书的借阅,占 据了`总 借阅量的 90%。 具体分析主

要借阅类属,大学生作为求知欲旺盛的知识性群体对文学类的阅读具有

天然的亲近性,因此,作为丰富课佘生活、陶冶情操、拓宽视野的文学

类图书受到青睐,借阅量常年排在第一;工业技术类图书借阅占比第二
,

与我校工科学院招生规模相对较大相关,工学专业资料需求较高;语言

文字 H类 图书五年来一直位居第三位,这和我馆在该类图书的收藏主要

以外文参考书及等级考试辅导用书为主有关,符合学生外语四、六级水

平考试、日语等级考试以及考研外语学习的实际需求。此外,其他六类

图书中,经济 F、 数理化学 0、 生物科学 Q、 农业科学 s类的专业图书在

我校有相关专业设置,对此四类图书的借阅有专业教学需要的稳定需

求;反观哲学 B类、历史地理 K大类五年来的稳定借阅量,在我校未来

相关学科设置情况下,说明有相当量的读者在哲学思考、历史地理知识

方面存在稳定高质的图书需求。根据各类图书借阅分布,对 l大 类及 T

类,作为典型类别进行借阅周期分析。



图五 文学类图书五年内月份借阅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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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五显示,可 以看出文学类每年月份借阅量形态样式基本一

致,也如图一所示形态样式相似,都是 3月 份明显地出现借阅高峰,而

后大体逐步开始下滑,来到 8月 假期的低位,9月 开学至来年 1月 考试

月整体借阅量又回到平稳状态。但是具体分析图五,五年的文学类图书

借阅量折线分离较大,纵坐标体现的月份借阅量的值随时间推移 (按年

份由⒛15至 ⒛19)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正常借阅时段内大体每个月

份下一年借阅量相比上一年借阅量的持平或降低,这反映出文学类随时

间推移借阅量整体下沉,作为借阅权重较大的类属,这对 `总 体借阅量的

下降起到了关键作用。

图六 工业技术类图书五年内月份借阅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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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六所示,工业技术 T类整体月份借阅量折线形态与图一所示形

态进行对比。3月 至 7月 的借阅量形态相识,均是前高后低,但在 9月

至来年 1月 份的借阅量形态出现了一个明显区别。工业技术类图书的借

阅量形态与整体借阅形态的平稳有所不同,借阅量置现小幅逐步走高的

一种态势,并且五年来在此时段这种态势均有出现,这说明,在 9月 至

来年 1月 学段工业技术专业图书需求有逐步增大的客观情况。

4、 新书利用率情况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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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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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0。 089 4754 钅217 0.02 5082 0,01 1085 0.011

文化

科学

教育

体育

1209 o.079 ?28 o,05 1246 0.02 5

语言、

文字
3815 0,202 2587 0,14 1575 0,05 1451 0.05 526 0.038

文学 3592 0,564 2533 0 38 1761 0.34 3366 0.15 1249 186 o.

艺术 0,187 350 0,24 0.1 o。 0荃

历史、

地理
1980 0,228 1547 289 0. 19 1228 0.09 1494 0.05 0,022

自然

科学

总论

366 0.049 o。 06 l 0,01 0 0 l

数理

科学

和化

学

1615 o.105 1883 0.09 0,09 0,06 8 0,022

天文

学、地

球科

学

0,102 389 0,08 o,04 o,04 9 o,025

生物

科学
672 146 o。 217 0,21 430 0.09 0.09 363 0 058

医药、

卫生
396 157 348 0, 12 17 0,06 3 0.031

农业

科学
535 0.224 0 17 0,08 389 342 o,088

工业

技术
9618 892 0,093 10532 o,06 3801 0.05 7161 0.04 1950 o,035

交通

运输
1131 0,106 877 0,05 362 0,04 0,02 o,041

航空、

航天
1 0.056 0 6 l 0, 17 0 0 11

环境

科学、

安全

科学

0,069 878 0,0茌 0.02 6在 9 o.02 7 0.023

综合

性图
266 o。 15 0。 09 0 06 o,05 3 0,018



书

分类

合计
40500 6754 4327 23100 0.046

表一所统计的是近五年来新书利用率的情况。首先从整体上看,新

书购置总量是呈下降趋势的,因 此不存在因购置量增加借阅量不变导致

的借阅量率下降问题。各大类数据合计后显示,新书利用率由 ⒛15年

的 16.ZO/0开 始以每年 4%-5%下 降幅度,快速降落到 2018年 4%多 利用率 ,

2019年基本维持在此利用率水平上,这说明读者对纸质新书的利用欲望

正变得基本失去兴趣。具体分析其中类属,可 以看到 l大 类新书借阅量

在当年新书借阅`总 量上占据最大比重 (⒛0/0-33%之 间),因 此对年新书借

阅率影响最大。而文学类新书借阅率从⒛15年的 56。 00/0一路下滑到⒛19

年的 14。 90/0,借 阅率缩水 △%。 另外新书权重较大的如 T类 (年均占比

12%以 上)新书借阅率由 9.2%下 滑至 3.5%。 经对其他大类新书利用数据

分析,可 以发现五年来新书利用率无一例外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趋势。据

调查,主要问题在与整体纸本阅读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纸本新书推广

活动也没有开展起来,导致随旧有图书一起逐渐沉默于书库。

(四 )阅读服务举措

1、 开展纸质图书阅读价值推广活动,完善读者对阅读资源价值

认知。

媒体的时代,传统纸媒 已受到严峻挑战。通过我馆这样一个局

部范围内纸本书借阅统计数据,可 以看出以纸本图书阅读量下降已

是不争的事实,网络信息多元媒体阅读分流了原来属于纸本书的使

用场景。但是,纸本书的存在价值依然坚挺。在 内容上,纸本图书



话题聚焦,内容丰富而不杂糅,编排科学、系统,知识获取率及权

威性高,而这些都不是网络论坛、微博等时下流行媒介所具有的优

势;在阅读体验上,纸书的实物感能充分满足读者阅读时占有感 ,

带来比电子书更好的阅读享受、以及更高的阅读效率。这些优势说

明了,纸书更适合承载信
`息量大、有较高文献价值值得深度阅读的

内容。当然也必须看到,纸书在网络时代所显现的弱
`点
:时效性差、

信
`包
容量有限、表现方式单一,所 以,纸书阅读价值推广要突出优

势,解释缺陷,培养读者综合运用媒介的能力,帮助读者培养良好

的阅读习惯,提升阅读品味,完善读者对阅读资源的价值认知。例

如,开展纸本阅读状态取影活动,不 同媒介阅读体验交流会等等。

2、 把握时节和图书的属性特
`点
,针对性做好阅读推广。

通过对我馆读者借阅时间分布及借阅类型分布的分析,可以得

出:把握好读者借阅时段,利 用好读者借阅高峰期与盘活读者借阅

低谷期,会对阅读服务效果起到放大作用。

2.1。 针对我馆全年借阅高峰时
`点
在 3月 份且全年社科类图书借

阅量占比超六层的具体特点,结合社科类尤其是文学类纸书阅读量

下滑严重的问题,可以在年初开学的春季学期期间着重推广社科会

科学类图书的阅读,充分利用 3月 份读者假期回校的阅读热情,联

系阅读自愿者协会、校内阅读爱好者及校院各级团委组织推广阅读

活动。具体,利 用我校校园网、图书馆官网、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

平台、读者微信阅读群以及各年级各院系广泛的班级 QQ群、微信群

多方位多层面进行线上社科类图书阅读活动宣传推广,最大范围的



触及所有读者。同时在我馆阅览区域、校内教学休闲活动区域做好

线下各类社科类图书的精品推介。具体可依据大类的不同,分期依

主题推介相应的经典精品图书,附设
“已阅读者书评小栏

”、设计与

主题相关的互动性游戏以及打卡微信二维码,打通线上线下阅读服

务方式,构建线上宣传线下精读的全方位参与式互动阅读模式,降

低学生读者浅表性阅读概率,培养学生深度阅读习惯,提升学生阅

读层次和质量,进而增强读者人文素养。

2.2。 针对 9月 开学的秋季学期借阅整体平缓的特
`点 ,结合我校

自然科学类图书尤其是与我校专业设置密切相关类属图书的借阅量

在秋季学期固定有所增长的特点,可在秋季学期着重进行自然科学

类图书的阅读推广。具体,首先可与我校相关不同自然学科专任教

老师建立联系,对每个学科的学习及阅读方式与之进行探讨,分析

其中特点,之后与专任老师共同按学科专业学习需求甄选图书馆现

有相关精品专业图书并对图书按照专业特
`点
和学习特

`点
设计针对性

推介语言和形式,最后与各学科专业的院系、院团委、专业老师建

立广泛联系,联合向本专业学生推广与本专业教育教学相适应的精

品专业图书,助力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更

好地夯实人才培养的基础。

2.3。 针对 2月 与8月 的寒暑假期间学生读者纸本图书阅读率较

低的问题。可以通过趣味性、社交性强的简易线上阅读活动,增 大

学生纸本阅读概率,保持读者对纸本图书的黏性,着 力于读者纸本

阅读习惯的养成,如开展
“
带着图书去旅行

”
的线上活动,引 导读



者进行一本自选纸书的阅读,并进行阅读拍照及阅后心得撰写,上

传至活动云端后与各位活动参与及关注者进行阅览留言性交流。帮

助读者打开心灵园地,了 解不同读者的观点,结交趣味相投的朋友 ,

拓展阅读功能属性。

2.4。 针对纸质新书借阅率严重下滑的问题,首先要重视纸质新

书阅读推广服务,增加新书阅读服务项目。在当今信息快速更迭地

时代,人们习惯了求新,所以图书馆将本馆制作精良、排版引人的

新书摆在读者面前时就已经带给了学生足够的新鲜感受,足 以引起

他们的注意,再配以抓人眼球地推介文稿,读者翻阅兴趣极易形成 ;

另外因为当今很多书籍的出版都紧随潮流,所 以很多图书在出版之

时就带有了极强的社会话题属性,引起了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在

馆内新书推荐时也可以顺势借用热点图书的影响力推动相关类别新

书的推介。通过重视新书推广,改善新书借阅情况,同 时带动整体

读者阅读氛围,逐步提升全体读者的阅读兴趣。

四、项 目成果

待发文章 《基于图书馆流通数据分析的阅读服务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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