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近年来，高校在校生数量持续上升，学生学习热情持续高涨。与此相

反，高校图书馆纸本资源普遍陷入低利用率困境。如：2021 年，江苏省

51 所本科院校馆纸质书刊外借量为 3 326 982 册，占当年纸质书刊馆藏

总量 101 898 460 册的 3.26%1。如此反差，固然有多重成因，然而以创

新提升资源利用则是必然选择。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人偏好阅读电子书，无可厚非，而且要顺

应。这对纸本书阅读推广以有益启示，即要采购读者想阅读的书、还要推

广读者需要的书。换言之，要与读者的阅读偏好同向同行。若要精准匹配

读者阅读，则阅读推广工作必然要向采购延伸。否则，功效甚微，难以持

续，困境依旧。因此，“放权读者、让读者参与采访，赋能读者、让读者

自主阅读”就成为必然选择2。 

“您选书，图书馆买单”读者借购（荐购）平台是赋能读者的卓越平

台。较之此前采用的“读者荐购”方式，该平台不仅基于立馆使命赋予了

读者充分的采购权，而且将新书从馆配商到读者的时间缩短至 2-3 天，极

大地提高了资源供给的及时性。此外，通过该平台采购的纸本资源，其循

环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方式采购的纸本新书。 

二． 研究内容及方法 

 
1 数据来源：《2021 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第 98 页。 
2 张甲，胡小菁.读者决策的图书馆藏书采购: 藏书建设 2.0 版[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 37 (2) 



相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高校图书馆的读者阅读兴趣广泛、学习能

力强、社群交互频率高。“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台（NAU 版，以下简

称 NAU 版平台）是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紧扣读者特质，立足读者阅读行

为模式转换背景下，通过赋予读者资源采购权，以精准匹配读者社群阅读

需求，着力从底层激发阅读潜力的阅读推广运营模式。长期来看，该平台

不仅对于有效支撑高校师生的个性化成长与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优化馆藏质量、彰显高校图书馆价值具有重要作用。南京农业大

学图书馆在建设和推广此平台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组织协同攻关。为消除技术障碍、化解运营难题，南京农业大

学图书馆成立了专项工作组。馆长担任组长，负责重大问题决策；分管馆

领导负责统筹协调，全程参与项目推进工作；抽调读者服务部、文献资源

建设部、技术保障部的骨干力量分工负责、通力合作，着力突破掣肘难题。

技术保障部负责与杭州麦达（平台建设公司)、江苏汇文(图书管理系统公

司)对接沟通，及时有效破解技术难点；读者服务部负责平台的使用推广，

向读者普及平台使用知识、答疑解惑；文献资源建设部负责与浙江新华

（馆配商）、江苏凤凰（馆配商）洽谈。总之，着力搭建一个由全校师生

主导的、图书馆运营的“采访—阅读”一体化集成平台。 

第二，再造工作流程。与图书馆传统的工作流程相比，“您选书，图

书馆买单”平台（NAU 版）实现了图书不进馆而直达读者，从而达成了

读者“采访—阅读”一体化。颠覆了此前“采访—编目—加工—上架—借

阅”的工作流程，恪守了阮冈纳赞关于图书馆学的五定律（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做到了图书物流信息的全程追踪、无缝衔接，蹚出了

一条新时代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读者、激励阅读、优化管理的可复制、可推

广的典范路径。 

读者感知具体借购流程如下： 

1、读者登录平台，按需选书； 

2、读者下单后，按物流公司短信提示，到营业点取书； 

3、读者阅读后，将书归还至总服务台。 

读者未能感知的是图书馆老师倾注心血的多处流程重构与再造。如

图书馆与馆配商要事先确定图书分类上架规则、书目数据标准化规范等；

读者选书并下单后，订单服务系统将订单数据发送给馆配商供应链系统；

馆配商根据订单信息完成拣货和打包，通过快递将图书发送给读者。订单

发货的同时，馆配商将物流信息推送至 NAU 版平台上的订单、物流信息

模块；读者和馆方均可以通过 NAU 版平台跟踪物流信息，并通过平台发

送消息提醒读者关注物流状态，及时取书，确认到书等；此外，在读者收

到快递后，平台将图书的简单编目数据和借阅数据推送给图书馆业务平

台（汇文），为后续的读者还书和图书加工做好数据准备。读者在阅读完

图书后将图书归还至图书馆指定柜台，由馆员做图书归还业务处理，并将

此类图书集中送至采编部门进行编目、加工处理，然后进入馆藏供其他读

者借阅。 



 

图 1 “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台（NAU 版）工作流程图 

另外，NAU 版平台将传统的“荐购”工作也嵌入到平台中，体现了

平台良好的兼容性。 

第三，创新运营规则。规则决定了赋予读者的采购权限及其对读者阅

读的激励效果。为此，我们制定了激励与约束兼融的《“您选书，图书馆

买单”平台（NAU 版）读者星级管理方案》《“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

台（NAU 版）读者星级借购规则》。我们将师生读者分为五级，分级赋权，

初始赋值为三星读者。此外，还明确了读者升级方案、降级方案、停权方

案。 

表 1 读者分级赋权方案 

读者星级 单次借购量（册） 年总借购量（册） 单册价格上限（元） 

二星 3 15 50 

三星 6 30 100 

四星 9 45 150 

五星 12 60 200 

六星 15 不限 300 

说明：1、部分图书条目为“上下册”或“上中下册”的视为 1 册； 



      2、馆藏复本不足 2 册时，可提供借购（总馆藏复本不超过 2 册)； 

      3、每本书借阅期为 30 天（遇假期顺延），可续借一次 15 天； 

      4、借购图书逾期、损毁或丢失，均参照馆藏图书理赔的对应规则执行。 

第四，实施推广计划。着眼于以鼓励阅读育人功效的高校图书馆公共

服务，同样需要营销与推广活动。为此，我们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推广计划。

充分利用开学、假日、假期、入学、会议等关键时间节点，立足本馆，深

入课堂，依托社团，联手工会，线上线下同步，集中与分散结合，构建了

全方位、多层面、多方式、立体化的推广矩阵。我们甚至专门开辟了“借

购”“荐购”书架，以鼓励朋辈学习、社群分享。 

“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台较之前平台的三处创新： 

第一，“采访—阅读”一体化。这是符合高校图书馆读者群体特质的、

极具实质意义的创新。满足读者、激励阅读、社群分享、优化馆藏。此类

新书的借阅率超过 100%，显著高于馆员采购的图书。最为重要的是，它

以超快捷的速度（2-3 天）满足了读者阅读新书、获取新知的愿望，切实

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适应了师生个性化、多元化发展诉求。 

第二，一个定制化平台支持多家馆配商。这是 NAU 版平台区别于其

他学校平台的显著特征。NAU 版平台支持接入多家馆配商，形成统一的

书目展示平台，读者通过一个平台检索浏览统一标准的书目信息，选择自

己需要的图书品种下单。此举避免了多家馆配商通过多平台提供服务所

造成的服务碎片化。NAU 版平台通过数据标准化将各家馆配商分散的图

书采选平台集中统一管理，优化采购流程，方便读者选购。此外，单一定



制化平台支持多家馆配商接入的意义还在于丰富平台的上架图书品类，

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满足广大读者对图书资源的多样性需求。 

第三，实现平台与图书管理系统的数据交换。通过 OpenAPI 链接接

口，实现各项基础服务在关联内部数据的同时，也与书商的供应链系统和

图书馆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完善系统数据，整合图书馆相关业务和馆

配商供应链系统。业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订单信息、物流信息、图书编目

信息和借阅信息等都可以通过 OpenAPI 接口在平台与外部系统之间传输。

实现系统自动查重，优化书目清单，以及数据标准化对接。 

三． 结论与建议 

高校阅读推广的关键是赋能读者。“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台（NAU

版）基于“用户导向，服务至上”的理念，通过攻克技术难关，优化运营

模式，赋予了读者资源采购权，激发了读者参与图书采访的动力，激活了

读者自主研学修习的潜力。此外，此举还推动了馆藏资源结构优化、提高

了馆藏资源利用效率，也减轻了馆员的采购工作压力，坚定了馆员构建

“用户友好型”图书馆的信心。在高校中，具有很高的应用推广价值。 

该服务系统采用可靠的技术框架，整合相关业务系统的采访模块、读

者借阅模块，与馆配商供应链进行数据互换；支持多馆配商接入，形成统

一的书目展示平台，实现读者无感检索下单；提供借购、荐购两种方式，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采购模式，精准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 



2018 年下半年，我校在浦口校区分馆开通使用，效果不彰。2022 年

下半年，图书馆通过优化运营规则、攻克技术难点、接入新供应商，加大

推广力度，在两校区图书馆同步运营，取得令学生满意、令老师称道的运

营绩效。 

运行以来，本校线上注册人数 3,111 人。借购图书共 3,594 种，4,764

册，其中社科类图书占比 80.06%，科技类图书占比 19.94%。此外，组织

基于平台的线下现场采购共 3 次，共采购图书 3,224 册。 

此举提高了读者借阅满意度，实现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精准化、个性化

服务，也有利于图书馆通过分析后台数据以掌握读者的阅读偏好，为图书

馆后期其他推广服务提供很好的借鉴。 

此外，为今后平台业务拓展指明了方向。在后期平台优化中，我们会

考虑开通电子图书 PDA，DDA 采选模式。通过对接电子图书供应商平台，

将供应商提供的电子图书书目信息与纸本图书书目信息进行整合，在平

台上统一展示。读者在查询到图书信息后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下单购买

纸本图书或者直接申请开通电子图书访问权限，实现同一品类不同类型

资源的一站式揭示和采选。 

阮冈纳赞指出，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包括阅读推广在内

的图书馆各项业务和服务要与时俱进。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

重要部门要充分把握数智时代高等教育的规律与趋势。面向教育新生态、

教育新模式、教育新流程，找准高校图书馆的新定位，开发适应用户需求



的新业务，提供更有价值的新服务。 

第一，“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驱动图书馆成长。时至今日，高校学生

的学习内容越来越趋于定制化、自主化，学习方式趋于合作化、项目式，

Learner-centered 趋向越明显。向读者赋权是趋势，更是规律。技术创新

有利于捕获外部价值，管理创新有利于降低内部交易成本，二者的完美结

合将成为驱动图书馆行业成长的“双引擎”。“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台

（NAU 版）恰是融合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推进高校图书馆纸本图书资源

利用的典范。 

第二，图书馆业务深度整合与系统重构亟待策略推进。作为一个有

机体，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在持续深化的同时，业务之间

的关联度持续弱化，工作协同难度不断加大，影响有机体的功能发挥，导

致高校图书馆在高等教育机构生态中的地位呈现出加速“去中心化”现象。

就阅读推广而言，单靠读者服务部门或者提供类似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文

化服务，显然不是高校图书馆读者最期待的服务供给。立足读者需求，向

前延伸赋权增能，向后延展提质增效，是对读者理性选择的尊重，是必然

的选择。“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台（NAU 版）恰是立足“阅读”、在

前端的“采访”环节赋权增能读者，昭示了策略推进图书馆业务深度整合

与系统重构的可行性。 

第三，为用户创造价值是图书馆业务与服务转型图强的灯塔。高校

的学生不只是知识的接受者，还是知识的重新建构者。“您选书，图书馆



买单”平台（NAU 版）恰是将读者置于第一的位置，相信读者的理性，

尊重读者的选择，真正贯彻落实了“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理念。让读

者从被动接受采购文献变成主动采选阅读所需图书，从而使图书馆馆藏

图书最大化贴近师生个性化、精准化需求，优化馆藏资源结构。此外，大

大提高了新书的时效性，也加快了图书馆文献服务速度。最为关键的是，

它从整体上大大降低图书馆“无人问津”图书（即零借阅率图书）的数量，

提升了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效率。 

四． 项目成果 

2023 年 4 月在南京农业大学第十四届“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月开

幕式上，“您选书，图书馆买单”平台正式上线启用。 

2023 年 9 月以此平台为基础申报的《创新模式 赋能阅读——“您选

书，图书馆买单”的 NAU 运营之道》获得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优

秀案例奖。本项目主持人获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优秀馆员称号。 

五． 参考文献 

1.《2021 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发展报告》，2021:98 

2. 张甲，胡小菁.读者决策的图书馆藏书采购: 藏书建设 2.0 版[J].中

国图书馆学报, 2011, 37 (2) 

3. 孙华.基于馆藏结构优化的读者决策采购策略研究，[J].新世纪图



书馆，2023(01):37-43 

 4. 楼宇源.高校图书馆纸本书采购模式新探—以深圳大学图书馆

PDA 项目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05),22-26+37 

 5.王春生 .论馆藏建设与读者服务一体化趋势[J].国家图书馆学

刊,2020,29(1):58-65. 

6.方波.图书馆馆藏质量控制机制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9(1):28-

34. 

7.叶爽美.关于健全图书馆馆藏质量保障机制的思考[J].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2013(4):58-61. 

8.肖蔚,易红兵.基于数据分析的读者决策采购(PDA)实践与思考[J].高

校图书馆工作,2018,38(3):39-42. 

9.蔡惠霞.数据馆员:内涵、核心角色与培养策略[J].图书馆,2022(1):45-

53. 

10.李晓露,古婷骅.基于文化引导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决策采购

探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10):18-23. 

11. 查璐.用户驱动采购模式下的馆藏资源建设研究:以南京图书馆

“陶风采”服务为例[J].情报探索,2021(1):103-108. 



12.李晓飞.读者参与图书采购实践国内外比较分析[J].图书情报工

作,2019,63(10):68-74. 

13.郑满生,王琦,李爱华.基于图书电商平台的 PDA 模式研究[J].图书

馆研究与工作,2021(8):6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