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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分析了我国一般图书馆存在的主要问题,介绍了供应链管理(SCM)理论及其构建方法,并结合

图书馆管理业务流程构建了图书馆供应链模式,最后相应地提出了供应链管理理念在图书馆管理创新运用中的

几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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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firstanalyzesthemajorproblemsinChina’sgenerallibraries,introducesSup-
plyChainManagement(SCM)theoryanditsrelevantconstructivemethods,thenthispaperconstructs
librarysupplychainmodebasedonthebusinessprocessinlibrarymanagement,andfinallythi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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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图书馆面临着许多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由于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公众对信息的

需求日益增长,并且要求对信息进行深加工;另一方

面,公共图书馆由于受传统、经费、人才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而无法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

许多读者宁愿自己花钱去购买图书或者通过网络等

其它渠道获取信息;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尽管图书资

源数量巨大,但学生实际需求的图书少、库源更新

慢,甚至还存在某些专业图书严重匮乏的现象。
我国图书馆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和图

书馆工作人员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当中不少人还积

极地从图书馆管理体制[1-2]、部门结构[3]、人才机

制[4]、信息资源[5]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创

新。本文引进供应链管理(SupplyChainManage-
ment,简称为SCM)理念,从产销结构和图书馆内部

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图书馆的管理提出新的观点,旨

在实现图书馆的管理创新,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一、供应链管理概述

供应链是由一些相互关联的企业组成的,它通

过合作来共同制定战略定位和提高运作效率。相关

企业之间建立跨部门的管理流程,并使这个流程突

破企业组织的界限,与上下游的贸易伙伴和客户相

互链接起来[4-6]。供应链要求的是“快速反映型商业

运作模式”,即销售→物料的采购→进行生产→运送

货物,它以应对需求反应为前提,所需步骤少,可以

提供更贴近客户需求的服务。
在20世纪后期,企业盛行电子化,MichaelE.

Porter于1985年提出供应链管理(SCM)的概念,
其目的在于把产品从供应商那里及时、有效地运送

给厂商和消费者,将物流配送、库存管理、订单处理

等资讯流进行整合之后,通过网络传输,其功能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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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库存、保持产品有效期、降低物流成本,以及提

高服务质量。不言而喻,实施供应链管理可以为企

业带来以下五个方面的好处:一是缩短供应链流程

的时间;二是节省库存成本;三是物流通路资讯透明

化;四是物流通路流程简化;五是整合物流、资讯流

与资金流,达到效率极大化[7]。随着市场形势及国

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供应链管理要进行不断地适应

性调整。

  二、供应链管理理念在图书馆中的
运用

  1999年3月,在美国 OCLC图书馆馆长会议

上,大趋势公司的PatriciaAburdene女士作了题为

“图书馆是一门商业”的报告。她说如果把图书馆看

作一个企业,就会发现图书馆有很多与企业相类似

的结构和运作环境,如果将经营机制和竞争机制引

入图书馆,就会发现自己手上有许多可运作、待开发

的资源。因此,她希望图书馆管理人员要学会经营、
学会推销[8]。

1.图书馆供应链系统分析

从图书馆管理流程看,我们可将图书馆视为分

销型企业。它有自己的产品,即从出版社那里订购

的实物性图书资料或者电子图书,不过其不同之处

在于:“逆向”回来的资源都是可再利用资源,即读者

借阅后归还的图书具有不变的使用价值,那么其“逆
向物流”是必然环节;从实物的角度看,图书资源没

有成品和半成品之分,相对于其它产品来说,它的

“生产”和“流通”似乎更加简单,只需要经过作者和

出版商两个环节;图书馆供应链的外部环境虽然相

对简单但是显得模糊,它受社会、文化、读者学术水

平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因而凸显读者的需求才

是图书馆的立足点。在图书馆供应链中,供应商即

出版商,传统的出版商会预测读者的需求,然后发行

图书,但是,这样容易造成有些图书达不到预期的销

售量,给出版商和作者带来相应的损失。因此,供应

链的每个环节都要以读者需求为中心。
总而言之,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是“推动式”管理,

出版商出版了新书,图书馆就根据自身所缺乏的类

型去采购书目,但是这往往没有考虑到读者这一“客
户”真正的需求量。因此,我们建议将图书馆管理改

为“拉动式”管理,及时获取读者的需求信息,统计需

求量,再分别采购图书,提供给读者最满意的图书,
使得图书馆资源不再闲置或者缺乏,从而使图书馆

成为读者所需求图书的主要来源场地。

2.图书馆供应链模式的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构建如下图书馆供应

链模式:首先,图书馆自身建立起一体化的组织结

构,成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但这个核心企业的立

足点是“读者的需求”。根据读者的需求,图书馆管

理员编制图书采购计划,由采购员负责新书的采购

工作。采购图书入库后,交采编室编目,粘贴标签,
产生图书目录。图书交借阅室上架,供读者借阅。
采编后的电子图书和数据库交给电子阅览室。这样

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相互协作的内部组

织。其次,读者为供应链的下游。注册读者借书时,
管理员录入相关信息,更新系统里图书登记表中该

书的数量。图书馆设读者信箱,读者可以通过该信

箱反映其需求信息。新的电子图书和数据库采购之

后需要宣传和推广,咨询员可以开设讲座,介绍其特

点和使用方法,同时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大学图

书馆还可设学科馆员,不定期地通过问卷调查向读

者征求需求信息。图书馆管理员、咨询员和学科馆

员定期整合这类信息编制成图书采购计划交采购员

购买。再次,出版商为图书馆供应链的上游。出版

商不仅要根据图书馆的需求及时为其提供所需图书

的种类及数量,而且还需要及时向图书馆推介新书

和新开发的数据库。在供应链中,我们要选择满意

的出版商作为供应链的上游,及时做好图书的出版

和供应。因此,从上游到下游的是图书物资流,是图

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从下游到上游反馈的是读者

信息流,是读者的图书需求信息,是图书馆提供服务

的基础。

3.运用策略

图书馆供应链模式的运用,需要图书馆在实践

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图书

馆内部组织的合理性和协调性。根据我们的经验,
提出以下几点相应的策略:

(1)建立以读者为中心的目标管理体制。读者

的需要是图书馆业务的源泉,图书馆管理员应定期

统计读者的借阅情况,了解读者所需,及时完成采编

书目的任务,做到读者能在图书馆找到自己需要的

图书资源。
(2)合理分配组织结构。组织结构设计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①根据社会需要和图书馆管理目标

及自身特点,设置有利于完成图书馆各种职能的组

织结构;②明确各业务部门职责权利后,以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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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各部门、各层次,从宏观上考虑规定各部门的协

作关系,把各部门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
(3)构建以效率和效益为中心的质量管理模

式[9]。供应链物流管理的重点是以效率和效益为中

心,而图书馆长期以来一直忽视效益问题,在自然资

源(图书馆现有馆藏、设备及隐形的图书馆知名度)、
财力资源(图书馆各种活动经费)、信息资源的管理

上,应当重视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尽管图书馆的投

入与产出的计算较为复杂,但我们可以对此进行探

索和研究,如统计每年馆内购入的各大型数据库、图
书、期刊的利用率和国内外电子资源的引用情况等

信息。
(4)建立完善的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随着图

书馆作为社会文献信息中心的职能日益显著,对图

书馆管理的效能也有了新的要求。首先,图书馆要

处理和提供的信息不仅日益增多,而且也更为复杂。
图书馆有必要增强对信息的搜集能力以及对信息资

源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对“虚拟馆藏”和“共享资源”
的开发,通过提高信息服务能力来全方位地满足读

者的多样性需求。因此,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本位

主义”思想,确立“网络图书馆”、“全国图书馆系统”、
“全球信息资源系统”的理念,建立起完善的图书馆

信息平台供全球读者共享。
(5)与出版商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供应链中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供应商建立互信、合作的关系,
这样便于新版图书的宣传和吸引更多读者,从而达

到双赢的目的。
(6)加强与读者的互动,提供增值服务。供应链

中客户成功的计划包括了企业对客户需求的全面了

解,并承诺与客户建立长期的业务关系来获取较高

的发展和盈利空间。同样,图书馆要想获取更多的

读者群,就必须通过与读者广泛接触来了解读者的

具体需求。因此,图书馆管理过程中应多与读者展

开交流互动,提供诸如免费知识讲座、送书上门等增

值服务,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稳定的读者。

  三、结语

目前,图书馆的利用率和服务满意度都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我们需要从管理创新入手,引进先进

的供应链管理理念,加强与出版商的联系,把读者的

需求作为整个图书供应链的首要目标,加强图书馆

内部组织结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和效益,真
正做到各种图书资源的有效利用。

参 考 文 献

[1] 杨丽华.论城市与高校共建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创新[J].河南图

书馆学刊,2007(4):31-33.
[2] 席涛.政府视野下的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创新[J].图书情报工

作,2007(7):75-78.
[3] 凌征强.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发展[J].图书馆论坛,2003(5):21-

23,128.
[4] 鲁秀红.高校图书馆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思考[J].情报探索,

2007(11):92-94.
[5] 徐大叶.论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服务的软实力[J].图书馆学

刊,2008(3):48-49.
[6] BOWERSOXDJ,CLOSSDJ.供应链物流管理[M].马士华,

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7] FNAME.什么是供应链管理(SCM)? [EB/OL].[2008-05-

13].http://www.cnshu.cn/info/scm/148402.shtml.
[8] 李冬梅.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设与物流管理的应用[J].农业图

书情报学,2006(8):123-124.
[9] 侯曼玲,杨晓华.从物流管理探讨现代图书馆管理模式[J].情

报科学,2002(6):564-565.

(责任编辑:侯之学)

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