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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寒暑假馆际实体空间共享探究
于伶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5；

摘要：我国高校图书馆寒暑假期间普遍面临空间利用率低、离校读者使用不便的问题。通过分析样本高校的读者

访问和假期数据，证实了这一现状。借鉴英国国立大学图书馆协会经验，结合我国政策法规和数据分析，提出以

AI 智能管理为核心的寒暑假馆际实体空间共享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动态配置实现空间资源高效利用，推动精细

化管理，满足读者弹性需求和智能时代人才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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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
[1]
，高校图书馆在支持

教学、学习和科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共享经济

的兴起，共享理念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高校图书馆

也实现了文献共享服务，突破了馆藏限制，提高了资源

利用率。然而，当前资源共享主要局限于文献，图书馆

实体空间的潜能特别是在寒暑假期间未释放出来，不能

满足离校读者的需求。若能通过 AI 智能管理平台整合

各高校图书馆的闲置空间，实现精准对接，不仅能满足

读者需求，还能优化空间配置，提升利用率。通过对业

界已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高校图书馆馆际之间的文献资源共享和个体图书馆内

部学习空间的建设方面，对于图书馆之间实体空间共享

这一领域尚未有过涉及。鉴于此，本文将结合英国国立

大学图书馆协会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深入探讨

国内大学图书馆在寒暑假期间实施空间共享的具体策

略，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有

益参考。

1 高校图书馆寒暑假实体空间共享的必要性

满足用户需求是图书馆持续拓展与深化其服务内

涵和外延的内在驱动力。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文

献资源数字化给读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使用便利，但是实

体空间的服务潜能还没有释放出来。因此，当读者离校，

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就会出现读者与实体空间配置的缺

口。

1.1 假期馆舍空间的低使用率

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寒暑假期间普遍面临空间利用

率低的问题。由于高校外地读者占比较高，假期期间大

量学生离校，导致图书馆入馆人数显著减少，空间闲置

或低效利用。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2023 年 2

月 13日至 2024年 2 月 18日（近 54周）的入馆数据显

示，入馆人数随校历周变化明显，寒暑假期间入馆人数

大幅下降。这一现象凸显了高校图书馆在假期期间空间

资源未能充分利用的现状。

图 1 2023 年 2 月 13 日—2024 年 2 月 18 日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读者入馆情况

从图中可见，入馆人数显著下降的时段为第 19至 2

8周（暑假）、第 33至 34周（“十一”假期）和第 48

至 53周（寒假）。假期平均每周入馆人数约 6,354人，

仅为学期中平均每周 24,813 人的 1/4，入馆人数减少与

假期密切相关。窥一斑而知全豹，囿于篇幅这里只列一

学年数据，寒暑假期间图书馆空间利用率低的现象具有

普遍性，每年入馆人数波动情况相似。这表明实行寒暑

假制度的高校图书馆在假期中实体空间无法充分利用。

1.2 寒暑假高校读者流动性和馆舍空间使用率特

征

截至 2023 年 6月 15日，全国共有 3,072 所高校，



2025 年 2 卷 2 期 聚知刊出版社

智慧教育 JZK publishing

283

包括2,820 所普通高校（本科 1,275 所，高职/专科 1,

545 所）和 252 所成人高校，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 4,

763.19 万人。
[2]
以 2024 年 112 所非军校 211 高校的寒

暑假时间为样本，统计分析如图所示，横坐标为时间序

列，纵坐标为进入假期的高校数量。蓝色代表寒假，橙

色代表暑假，直观反映了这些高校假期的同步性特征。

图 2 211 高校寒假、暑假放假时间同步性特征图示

统计显示，高校寒暑假存在显著同步性：所有高校

有约 30 天寒假和 20天暑假完全重合；71%的高校（80

所）有约 35天寒假和 40 天暑假完全重合；54%的高校

（60所）有约 40天寒假和 45天暑假完全重合。这种周

期性、规模化的假期同步为馆际实体空间共享提供了契

机，呼唤高校图书馆反思现有访问政策的局限及由此引

发的资源浪费问题。

1.3 假期读者的实体空间需求

寒暑假期间，大部分读者进入自主学习与研究阶段，

安静的空间对他们而言无比宝贵。那些返回异地家中的

读者，在享受家庭亲情之余，也迫切需要一个能随时从

家庭氛围中抽离出来、供自己思考的空间，为思维碰撞

营造蓄势待发的学术情境。假期高校图书馆通过馆际空

间共享这一深度服务为他们提供一方空间，这无疑是对

读者最具人性化的支持。

2 英国国立大学图书馆协会的实体空间共享经

验

在英国和爱尔兰，许多高校读者暑假返家后，可就

近使用其他高校图书馆的实体空间和文献资源，这得益

于其所属图书馆参与了国立大学图书馆协会（SCONUL）

的暑期访问计划（Summer Vacation Access）。该计划

面向本科生和授课型研究生，允许使用空间、图书和期

刊，但不包括外借和电子资源。此外，SCONUL还运营全

年访问计划（SCONUL Access Scheme）和研究附加计划

（SCONUL Research Extra）
[4]
，这些计划虽在运营时间、

服务对象和权限上各有侧重，但均赋予读者共享图书馆

实体空间的权限。

SCONUL 致力于推动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转

型，通过其运营的访问计划促进成员馆在空间和资源上

的协作，提升读者体验。该计划由访问指导小组管理，

成员包括推选和任命的代表，任期3年。计划遵循互惠

原则，成员馆可自主选择访户类型，并据此获得相应访

问权限。加入计划需获得机构代表和执委会批准。目前，

该计划每年支持超过 45,000 名学生和员工访问其它学

术图书馆的资源与空间，助力研究、教学和学习活动。

3 我国高校图书馆寒暑假馆际实体空间共享服

务的策略

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源共享尚未大规模开展实体空

间共享。鉴于我国庞大的读者群体，馆际实体空间共享

将极大提升教育投资效益。《高等教育法》鼓励高校间

协作，优化资源利用。针对假期离校读者因权限限制无

法就近使用高校图书馆实体空间的问题，本文提出以空

间共享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建议推行高校图书馆寒暑假

馆际实体空间共享方案（简称“方案”），允许学生和

教职工假期期间访问当地参与计划的图书馆，优化资源

配置，确保假期馆舍空间得到有效利用。具体实施策略

如下：

3.1 借鉴 SCONUL 访问计划的成功案例，构建

管理机制

借鉴 SCONUL 访问计划经验，构建方案管理运行机

制：组建服务馆长委员会，制定跨馆协作规范，推选执

行委员会负责常规管理；设立战略小组，提供业界动态、

策略及宣传支持；成立访问指导小组，监督方案落实，

确保服务质量；成员馆内部安排专人承担具体工作。通

过以上机制，推动方案顺利实施与持续发展。

3.2 AI 智能管理是推动方案实施的技术支撑

随着 AI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以 AI为驱动，优

化管理与服务。智能管理通过强大算力处理海量数据，

精准匹配馆舍空间与读者需求，成为馆际实体空间共享

的核心动力。通过搭建统一共享管理平台，实现数据采

集、处理、分析、可视化及多终端访问，支持空间调度、

需求预测、智能预约、用户行为分析等功能，优化资源

配置。实施步骤按照需求调研、数据整合、算法开发、

试点测试、推广合作及持续优化开展。AI平台虽提升效

率，但也面临数据质量与隐私伦理挑战，需健全数据安

全管理机制、加强防护手段及用户教育。AI技术推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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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智能化转型，提升服务能力，支持深度服务。例如，

辅助资源加工、自动化盘点、智能咨询、自然语言检索；

在空间管理中实现人脸识别、设备与能源使用的安全预

警。

3.3 寻求学校及顶层主管部门支持，使空间共享服

务快速落地

高等教育主要由国家兴办，所属图书馆是国有资产，

其所有权归属国家
[5]
，因此，方案的实施完全符合高校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底层逻辑，符合国家主体发

展为人才创设条件的需要。方案的实施具有法理基础，

彰显国家意志。因此，积极寻求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对

方案的支持是极为必要的，特别是对 AI 平台开发和维

护所需要资金、技术支持。

4 结语

寒暑假期间赋予读者馆际空间访问权限，不仅为读

者提供了便利和选择自由，还通过馆际联合推动了大空

间的畅通，增强了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促进了

资源优化与重组，有利于营造良性高等教育生态，催生

规模经济效应背后的智力产出。方案实施将提升国家对

教育的智能管理能力，激活空间使用中的沉默成本，推

动资源动态配置与精细化管理，满足智能时代人才发展

需求，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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