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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校图书馆现状



吉林省是全国高校云集的省份之一，
省内现有56所高等院校，其中本科院校27
所，独立学院10所，高职高专19所。

在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积极组织、宣传
和各个兄弟馆的共同努力下，省内27所本
科院校已全部加入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
务，在成员馆发展上做到了本科院校全省
覆盖。



27家本科院校图书馆开通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北华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白城师范学院 长春大学 长春工程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师范学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工程技术师
范学院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华桥外国
语学院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建设工程
学院

吉林警察学院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科技
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医药学院 吉林艺术学院 通化师范学院 延边大学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省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
借成员馆 41家（含14家高职高专）

长春地区 27家 吉林地区 10家

延边地区 1家 通化地区 1家

白城地区 1家四平地区 1家



吉林省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现状



目前，省内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主要
依托CASHL、CALIS、NSTL和吉林省图书馆
联盟，在成员馆间开展网上文献传递服
务。

文献传递的内容包括：博硕士学位论
文、期刊论文、会议录、查新报告等。



吉林省高校图书馆提供文献传递服务TOP10

吉林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长春理工大学图书馆 长春工程学院图书馆

长春工业大学图书馆 东北电力大学图书馆

北华大学图书馆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吉林财经大学图书馆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图书馆



吉林省高校图书馆发出文献传递请求TOP10

吉林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华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信息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东北电力大学图书馆

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 吉林化工学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财经大学图书馆



馆际互借服务主要依靠国家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CASHL以及吉林省高校图书馆内的成员
馆之间开展。

吉林大学图书馆在吉林省内一直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起着文献保障、媒介、枢纽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吉林大学图书馆现藏有各类纸质书刊585万余册，
其中古籍40万册，古籍中6000余部为善本。地方志与谱
牒、金石拓片与古文字文献的收藏在高校图书馆中名列
前茅。这些珍贵文献与亚细亚文库、满铁资料一起构成
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收藏。订阅外文期刊1268种，中
文报刊4914种。

已订购48种西文文献数据库，14种中文数据库，超
星、书生等电子图书140万册。

自建东北亚研究、地学、汽车、满铁资料等12个数
据库。



吉林大学图书馆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东北地区中心

教育部化学学科外国教材中心

文化部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项目成员馆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东北区域中心

教育部引进文科图书中心书库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2012年4月，吉林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高
校三家古籍文献传递服务试点馆之一，为全国
高校图书馆用户开展古籍文献传递工作，从现
在来看，古籍文献传递的前景广泛。

2014年6月，吉林大学图书馆外国教材中
心作为全国13家外国教材中心，正式签署外国
教材馆际互借服务协议，成为化学学科外国教
材服务馆，面向全国成员馆提供馆际互借服务。



吉林大学作为服务馆对成员馆的服务效果



吉林省内高校宣传推广与培训



图书馆密切与省图工委的合作，积极发展本
省成员馆

在成员馆的发展上，得到了省图工委的大力
支持，在省内图书馆同仁的鼎力合作下，现在
省内27所本科院校，14所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
成为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成员馆。



吉林省高校、社科院系统宣传推广工作会议
（2010年）



吉林省本科院校成员馆馆长工作会议（2011年）



馆员业务培训现场







北华大学图书馆

张贴海报宣传

开展专题培训

纳入文献检索课程计划



年份 文献传递数量

2011 226

2012 7474

2013 3056

2014（1-6月） 1233

北华大学图书馆发出文献传递请求数量



福祉专业是东师人文信息学院院2010年新成
立的专业,其概念最早起源于日本。该院是国内
第一个成立该专业的院校。2011年成立之初,严
重缺乏相关的教材和课件, 该馆为配合该专业
的需要,抓住优惠活动这个时机，传递大量相关
文献。为福祉学院的教学和教研工作提供大量
可以借鉴的资料。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信息学院图书馆：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4篇 33篇 2888篇 1569篇 1319篇



由于请求量的激增，适
时在吉林省高校成立了文献
传递与馆际互借工作组。工
作组成员都能起模范带头作
用，真正实现了带动本地区
开展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工
作。工作组成员都是文献传
递与馆际互借服务的第一线
馆员，对本地区熟悉，对本
地图书馆了解，便于宣传开
展工作。

整合优秀人力资源，形成合力，带动吉林省高校
图书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工作



2012年：“文献传递服务到你身边，贴心永远”为主题走入吉林省



走入学校名称 注册总人数 发出请求数 走入基层注册人数 走入基层发出请求数

吉林工商学院 124 734 44 297

吉林农业大学 26 372 17 19

吉林财经大学 79 713 56 623



积极配合2013年CASHL教育学学科服务推广基地试点

工作组

制定方案 指导培训 实时解答
上报资料
汇总

优秀宣传组织奖（共10名，吉林省占7名）

一等奖（3名） 二等奖（3名） 三等奖（4名）

吉林财经大学图书馆 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 吉林化工学院图书馆

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华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图书馆

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内蒙古科技大学图书馆 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

长春大学图书馆



问题与对策



问题一
馆际互借图书费用问题一直以来是大家

关注的问题，是影响馆际互借图书请求量不
高的主要问题之一。40元/本,仅在“畅读”
优惠服务活动期间为20元/本。相对于上海
图书馆15—25元（含往返运费），价格偏高。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只设文献传递服
务补贴，尚未设立图书专项补贴。



问题二
当前，吉林省有很多高校已经逐渐把购买电

子资源和数据库放在同纸本文献同样重要的位置。
以吉林大学为例，从近五年的采购侧重点就能发
现。自2009年至2013年，共购入中外文图书63.2
万册，新订中外文数据库31种，续订中外文数据
库298种。可见，数字资源在高校图书馆的地位
在不断升高。但在数据库和电子书不断扩大的同
时，文献传递有下降的趋势。



问题三
用户获取文献的途径越来越广泛,一些数据

商也都相继推出不能直接下载全文的文献可以通
过“文献传递”进行，这也是导致文献传递量下
降的原因。



问题四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人员队伍不稳定，
直接影响到省内高校图书馆读者使用文献
传递和馆际互借这项服务工作的开展。



对策探讨

1、针对省内高校图书馆用户文献传递与馆
际互借请求量下降问题，吉林大学图书馆决定从
2014年开始，对校内以及省内高校成员馆读者申
请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图书，实行全部免费。



2、充分利用吉林省高校图书馆的文献检
课教学优势，为本校无法提供的文献寻找获
方式--加强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功能的宣传
详细的讲解，让参加文献检索课的所有学生
能及时了解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这项服务。



3、为提高省内高校图书馆文献传
递的请求数量，还要继续发挥工作组的
集体智慧，查找本地区请求量下降的真
实原因，加大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
的宣传力度，找出切实可行的应对办法，
以利于我们今后开展工作。



4、建立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人员
信息库，使人作为一种宝贵资源进行共享，
这样把省内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工作当做“一盘棋”，让每位馆员都树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服务理念。热爱
自己本职工作，以从事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工作为荣。



5、积极参与省内项目，争取经费
支持吉林地区高校图书馆的科研工作，
为文献传递在资源方面提供保障。挖掘
地区资源和特色资源的潜力。如：可以
把学科专业有共性的学校的组织在一起，
开展图书馆方面项目的联合申请。



随着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作的深入开展，带给我们图书馆人更多的是
遇和挑战。此项服务将会日益丰富与完善起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工作也将会逐渐走向
放，未来发展前景更加广阔。从而让更多、
广泛的科研工作者和高校师生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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