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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玲 / 东莞图书馆 东莞 523071

集群管理系统应用下的

区域图书馆建设模式

摘要：适应区域图书馆建设的需求，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的设计思想由基于单馆转换到基于多馆整体设

计，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为其中代表。文章以东莞图书馆集群管理为案例，探讨在应用集群管理系统

的基础上，通过管理层面的政策措施、组织形态、制度规范、业务整合等建设，构建平台统一、资源共享、联

合服务、联系紧密、运行有序的区域图书馆整体协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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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区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不断

加速，带来了对区域整体发展、城

乡协调发展、生态共存共生、资源

共享共建等多个方面的需求。图书

馆作为区域文化活动基地与信息集

聚中心，是区域重要的文化资源。

图书馆的个体独立发展很难达到

为全区域服务的目的，无法实现知

识和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进行区

域合作和资源共享已成为图书馆发

展的必然趋势。而区域图书馆是群

体概念，包括区域内一定数量的图

书馆，而且这些图书馆是互相联系

的。因此，对业务管理系统而言，

业务流程、业务范围、业务功能和

数据处理方式都有别于原来单个

图书馆的形式。同时，集群管理系

统的应用也推动形成了新的区域图

书馆发展模式。

1 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
概述

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发展历程

来看，经历了单机、终端／主机阶

段、局域网下客户机／服务器（C／
S）阶段。C／S模式在90年代中期

作为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架构的主

流，将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带入了

新境界。C／S模式是基于局域网技

术发展起来的，Internet技术发展

到今天，C／S模式在伸缩性、可管

理、资源共享、联合服务等方面有

技术上先天的缺陷，难以实现数字

资源和传统业务紧密结合以及海量

数字资源的分布处理。为适应IT技
术发展要求，基于Web和Internet的
B／S模式作为新的架构模式逐渐取

代C／S模式，成为技术的主流。它

同Internet紧密结合，基于Web的B

／S多层架构体系保证了系统的可

扩充性、伸缩性、开放性和分布式

部署的安全可靠性，为今后与数字

资源的结合打下基础[1]。

正如世界范围内大型企业级

管理软件从C/S到B/S结构的转变

一样，不管是国外的图书馆业务管

理系统还是国内自己研发的管理系

统，为更好地适应Internet日益普及

的环境，原先采用C/S结构的图书

馆业务管理系统开发公司纷纷升级

软件，希望能够轻松实现系统与互

联网用户的即时通讯。但由于早期

的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的设计思想

一般是基于单馆应用为前提，缺少

考虑区域图书馆系统之间的通信，

往往不能够较好地适应区域图书馆

的发展特点和需求，需要在原有系

统基础上进行修改。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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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B/S方式的新一代的图书馆

业务管理系统，于2005年5月通过文

化部组织的专家鉴定，目前用户达

2000多家。它充分考虑到区域内公

共图书馆进行集群化管理的需要而

构建了基于Internet的管理平台，可

实现区域内多分馆的集群管理，实

现多馆联合采购、协调采访、联合

编目以及区域内通借通还，使得系

统使用者可以利用该功能实现馆际

合作，形成一个集群化的图书馆合

作体，有利于各种信息资源的进一

步共建共享。作为资源共建共享实

现的新形式，突破前两代管理系统

基于本地、停留局部的服务局限，采

用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将一个地区

中心馆的自动化管理根据需要延展

至整个地区，实现整个地区各级各

类图书馆对中心馆软件、硬件、数

据、人员与技术、服务资源的共享，

实现财政投入效益与社会利益最

大化。在集群网络中，分馆无需服

务器，无需高级IT技术人员，无需

考虑数据安全、系统维护等，只需

配备一般的PC机，联上Internet即
可。现在来看，这是云服务概念的

较早体现。

2 区域图书馆建设与业
务管理系统

区域图书馆多馆建设的需求，

使集群化管理成为图书馆业务管理

系统设计中的核心模块。正如ILS
专家Marshall Breeding在2009年
发布的《ALA年度热门图书馆技术

趋势》一文中指出：单个图书馆集

成管理系统最终会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以聚集了一定数量图书馆的联

合体为单位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平台
[2]。这就要求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具有较强的区域集群化组织管理功

能，把区域内的图书馆群看成相互

关联的整体，将原先馆际间的业务

协作由外部关系转变为系统内部所

需处理的因素，提升图书馆集成管

理系统的交互性能，为图书馆节约

成本，为读者提供更多优质的信息

资源。

2.1 区域图书馆建设对业

务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

区域图书馆集群管理的图书馆

业务管理系统，具体到功能方面，

关键需要实现以下几点：

2.1.1 实现图书馆间的实时

互联

Internet方式将一定区域内的

图书馆联系在一起，在实现各成员

馆自动化管理的同时，整合图书馆

群的文献资源（含数字化资源），实

现业务协调管理，并提供多层次的

联合服务，使整个集群对外表现为

一个整体，对内又各具特色。

2.1.2 数据处理与交换能力

在多馆合作形式下，藏书量大，

读者量大，系统必须具有较强的

数据处理能力，性能稳定可靠。首

先在同一平台下，实现多个图书馆

间的协调合作与联合服务，包括联

合采购、联合编目、通借通还等。

成员馆间实现书目数据共享，能清

楚了解集群内其他馆的馆藏和读

者情况。其次，具有与其他系统进

行数据交换的能力。系统应提供

开放的接口，实现与其他图书馆

业务管理系统的数据交换，为实

现与集群外的图书馆资源共享与

馆际互借奠定基础。再次，还应适

应网络环境下的工作方式。互联网

环境下，信息的传递往往是数字化

的，例如书商的新书目往往以电子

文档的形式通过E-mail传给图书

馆，图书馆订书清单也可能以电子

文档的形式通过互联网传到书商

手中，或直接在网上订购。因此，业

务管理系统要能够接收多种形式

的数据，如MARC格式、Excel电子

表格或文本文件等；而输出数据，

如订单、催缺单、统计报表等也应

该可以以多种形式输出。最后，还

应该支撑M A RC记录下载与导入

功能，遵循国家著录标准和编目规

则，支持CNMARC、USMARC、

U NIMARC等；支持Unicode，能
解决多语种书目编目问题；支持

Z39.50广播查询，可与网上联合编

目中心联接下载书目数据，也可导

入其他机构（如编目中心、书商等）

提供的MARC数据等。

2.1.3 文献在集群内的流通与

产权的处理

多种形式的区域图书馆集群

流通策略，妥善解决图书文献资产

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问题，可以

区分文献资料的原始所属馆和所在

馆，即使图书资料在集群内通借通

还，各成员馆的财产账依然清晰

不乱。

2.1.4 对数字资源的整合

建立一个区域图书馆群的电子

化、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空间，整

合各个电子资源系统，实现电子资

源的跨库检索，实现电子文献的在

线阅读及全文传递，使传统的图书

馆业务与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有机结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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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其他通讯技术的应用

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同时，还可

利用其他的通讯系统，可通过电

话、手机短信实现书目查询、预约

借书、续借、新书到馆通知、图书荐

购等功能。

2.2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

理系统描述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

作为新一代的图书馆自动化软件，

采用开放的多层结构体系，基于

Internet实现传统业务与海量数字

资源管理的结合，打破了图书馆各

自分离的局面，将区域内图书馆群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从而达到

资源共建共享、合理配置和图书馆

之间互相合作的目的。

图 书 馆 集 群 网 络 管 理 系

统（ I n t e r l i b）采用M V C 模式

（M o d e l - 模型、V i e w - 视图、

Controller-控制器）实施开发和管

理，保证系统开发的结果与预期效

果一致，确保区域图书馆协同发展

的系统功能需求得以满足。该系统

从上至下共分为用户界面层、应用

服务层、业务层、数据库核心层四

个层级[3]。

（1）客户层（用户界面层）

浏览器在客户层中运行，并从

一个Web服务器上获取静态页面或

与后台交互获取动态XML数据，

通过XSLT转换生成动态HTML页
面。

（2）Web层（应用服务层）

Web组件可以由JSP页面、基于

Web的applets以及显示HTML页面

的servlets组成。项目调用servlets
或者JSP的动态页面，在应用程序

组装时与Web组件打包在一起。就

像客户层一样，Web层通过包含图

书馆业务逻辑处理的JavaBeans类
来管理用户输入，并将输入发送到

在业务层中运行的enterprise beans
类来处理。

（3）业务层

解决或满足图书馆业务管理

和各馆交互的业务代码由运行在

业务层的enterprise beans来执行。

一个enterprise bean从客户程序处

接收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如果

需要），再将数据发送到企业信息

系统层存储。一个enterprise bean
还从存储中检索数据，并将数据

送回客户程序。运行在业务层的

enterprise beans依赖于容器来为

诸如事务、生命期、状态管理、多线

程及资源存储池提供系统级代码。

业务层和Web层一起构成了三层应

用的中间层。

（4）数据库核心层

由事务处理（ t r a n s a c t i o n 

processing）、数据库系统等构成，

通过业务逻辑层的代码进行访问。

总之，Inte rl ib区域图书馆集

群网络管理系统采用JAVA语言

开发，是跨平台的软件系统，适合

在任何操作系统上运行。同时，系

统使用标准性的 JAVA语言以及

X M L元数据的标准格式，可以方

便地进行二次开发。再次，所使用

的Oracle数据库拥有庞大的处理

功能、雄厚的技术支持，为系统海

量数据的存储处理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能够在兼顾我国图书馆现实

环境的基础上，较好地满足区域图

书馆整体协同发展的需要。此外，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网络管理系统

是基于Web方式的开放系统，还妥

善解决了图书文献资产所有权与使

用权的分离问题，可以区分文献资

料的原始所属馆和所在馆，即使图

书资料在集群内通借通还，各成员

馆的财产账依然清晰不乱。

图1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体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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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莞案例：一种区域图
书馆建设模式

图书馆集群在整体发展的过

程中，不再是以往简单的联合和松

散的协作，而是要通过统筹管理创

造性地融合，让区域内各图书馆形

成集群整体，着眼于提高整个区域

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建立起稳定持

续可行的运作机制，从而获得规模

可扩展能力，达到整合资源、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的最终目的。东莞

图书馆以“Interlib图书馆集群网络

管理平台”为技术支撑，通过互联

网将多个图书馆联系起来，实现多

个图书馆业务处理的平台统一与资

源整合。同时将协同管理思想和管

理方式置入集群管理系统之中，建

立以业务统筹管理为基础的协同管

理模式，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保

障在不改变原有行政隶属及人事和

财政关系的情况下，以技术统领、

业务协作、联合服务和资源共享为

特征的区域图书馆整体协同发展的

实现。

3.1 “技术+管理”进行具

体实施

3.1.1 研发Interlib技术平台

根据中心馆、分馆和图书流

动车业务管理的现实要求，东莞

图书馆联合专业软件公司研发出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网络管理平

台”，并于2005年5月通过了文化部

组织的科技成果项目鉴定。Interlib
平台突破以往单馆应用模式，具有

“数据集中管理、零维护、易推广”

的特点，特别是对基层图书馆，应

用该平台不需要重复购置服务器及

软件，不需要重复配置技术人员，

不需要数字资源的重复购置，只是

作为整个区域图书馆集群的一员参

加联合服务，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

和运行成本，解决了镇村基层图书

馆缺资源、少人才、弱管理的现实问

题。技术平台的统一，为总分馆各

项业务的规范、通借通还服务的开

展奠定了基础。

3.1.2 采用以技术平台为支撑

的业务统筹管理

Interl ib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

的设计思想由基于单馆转换到基于

多馆整体设计，是把区域内的图书

馆群看成相互关联的整体，原先馆

与馆之间的业务往来由外部关系转

变为系统内部所需处理的因素，通

过技术创新带动图书馆的业务流

程重组。在开发Interlib集群管理平

台时，就将事先制定的一些标准规

范内置其中，在推广管理系统的同

时，实现标准与规范的同步推广和

“强制”执行 [4]。通过技术平台的

统一，对区域图书馆系统的资源、

管理、服务、人才等进行整合，将业

务建设、服务要求等纳入技术化处

理程序中。再通过考核促进，对馆

舍面积、藏书、经费、技术、人员、

开放时间、业务建设、读者活动等

作出要求，纳入对基层政府文化工

作的考评标准中，进行图书馆整体

建设，实现行业业务的统一规范管

理，实现区域的整体服务。

3.2 “中心馆+分馆”构建

体系网络

3.2.1 推行总分馆制

东莞确立了推行总分馆制的集

群管理之路，即建设以东莞图书馆

新馆为城市中心馆（总馆），各镇街

图书馆为分馆，村（社区）图书馆

以及图书流动车为补充，同时吸收

企业、学校等其他系统图书馆加入

的城乡图书馆网络，以“中心馆-分
馆-服务站”的形式，促进图书馆服

务向基层延伸。在不改变原有行政

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下，按

照“规范标识、集中管理、同一平

台、凸现特色、共享资源”的总体要

求，共同保障市民服务。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

把总分馆的所有业务纳入到统一

的技术平台上，确保了各项业务工

作的顺利开展，实现技术统管地区

图书馆网群的联动和创新。通过采

用集群的管理方式，区域内各图书

馆不再是孤立的、离散的点，互相

之间通过Internet/城域网连接在一

起，形成网状结构，区域图书馆群

对外的表现是一个整体，同时又具

有各自特色，对内是互相联系在一

起的独立实体，读者享受的服务可

以是全区域范围的。

3.2.2 中心馆

区域图书馆群的整体效能很大

程度上通过中心图书馆的数量、整

合能力体现出来。在集群管理系统

应用下，东莞图书馆作为中心馆，是

区域图书馆的数据存储中心和技术

管理中心，负责业务系统相关的服

务器、网络、存储设备的管理、维护

和数据备份工作，负责业务系统的

管理工作和业务系统操作的培训工

作，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规程、业务

标准和规章制度来保证执行；同时

指导和协调读者服务工作，在分馆

代码、读者证、条形码规范、流通规

则等涉及馆际运行的项目上严格管

理，在特色资源、特色服务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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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形成各成员馆之间既保持业

务统一、又具有特色的管理机制。

一些基础较好的基层馆发展

为分中心馆，如东莞的长安、莞城、

虎门等分馆，管理本区域的成员

馆。由于系统对网络的依赖度较

高，中心馆和分中心馆的网络环境

要比较好，有足够的带宽，同时保

证网络的稳定性，让成员馆快速而

方便地访问。

3.2.3 分馆

Interlib采用了大集中的方式，

除中心馆外，各成员馆无需高档的

服务器，无需安装专用系统软件，

无需专业的计算机业务人员，直接

通过网络联入中心使用系统。东莞

由市统筹安排镇街分馆业务管理系

统和网络通讯基本费用，分馆工作

人员的权限由中心馆分配，分馆采

用如ADSL等各种接入Internet的

方式，带宽满足256Kbps就可流畅

使用系统，集中力量从事读者服务

工作。

3.2.4 服务点

凡是 Inter net连通的地方，都

可以是图书馆的服务点，Interlib将
图书馆的服务网络延伸到居民社区

等社会的各个角落[5]。系统支持在

任何一个流动服务点直接进行读者

管理、图书流通管理、书目查询等

方面的自动化管理，实现通借通还

的便利服务；也支持图书自助服务

站（图书馆ATM）、自助图书馆的

服务。

在东莞，中心馆、分馆、固定服

务点、图书流动车、自助图书馆等

共同构成了覆盖广、全天候的区域

图书馆服务网络，将图书馆的服务

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3.3 “整合+服务”推动体

系完善

3.3.1 资源整合

（1）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建立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OPAC），将总分馆的书目数据集

中于同一业务管理平台，为读者提

供总分馆体系内图书馆馆藏书目检

索，读者在任何一台能上网的计算

机上，可以根据需要查询总分馆体

系内任何一所图书馆的所有馆藏实

体资源及馆藏电子资源的目录。此

外，平台还同时提供全国各图书馆

书目、数据库目录的检索以及全国

共享工程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实现

了总分馆体系的通借通还服务。在

数字资源的整合方面，东莞数字图

书馆可供总分馆读者使用，扩展了

总馆资源的利用范围，丰富了基层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提升了基层分

馆的服务能力。

（2）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区域图书馆包括区域不同类

型、不同规模的图书馆，发展也存

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尤其是基层图

书馆普遍规模小，业务弱。Interlib
平台解决了基层图书馆技术人员缺

乏的问题，同时可以在业务上减少业

务部门的重复设置、文献加工的重

复劳动等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等问

题，使基层馆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读

者服务和读者活动中去。在人员培

训方面，东莞图书馆发挥资源、技

术和人员优势，派专人负责，按照实

施总分馆制的规范和要求，在馆舍

规划、功能布局、馆藏建设、特色确

立、人员培训、读者服务、业务管理

等方面都给予全面和具体指导，为

各个分馆的顺利开馆提供保障；并

推进常规培训，建立全市总分馆人总分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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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培训证书制度，提高基层工作

人员的业务素质。特别对业务系统

操作，实行持证上岗制度，考核合

格后方能有权限进入业务系统进行

操作。统筹培训可以提供更多的培

训机会，使得各成员馆共享培训资

源，达到更有效的培训效果。

（3）设备资源的合理利用

采用区域图书馆集群管理模式

及配套的Interlib集群管理系统后，

各成员馆通过互联网登录总馆的服

务器即可完成全部业务工作，无需

配置高档服务器及操作系统，无需

单独购买自动化业务管理软件和

数据库资源，节约成本，提高了办

馆效益。

3.3.2 联合服务

（1）一卡通服务

东莞图书馆总分馆读者证采取

“一卡通”，样式统一，分馆名标于

左上角。读者办证和挂失在总馆和

任一分馆均可办理、使用，总分馆

读者证各项收费标准统一。

（2）通借通还服务

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理平台

为总分馆通借通还的实施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读者从服务

网络的任何一所分馆（总馆）所借

的图书均可以还到其他分馆（总

馆）；可以在总分馆体系内的任何

一间图书馆检索各馆馆藏书目，浏

览实时联合书目信息，了解文献借

阅情况；可以在总分馆体系内的任

何一间图书馆外借各馆用于通借

通还的藏书；可以在任何一馆归还

所借图书；可以预约在任一馆的图

书；可以通过到馆、网络、电话方

式进行预约和续借，实现了“一馆

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多馆还

书”的一体化服务。

（3）图书流动车服务

图书流动车以方便、快捷、灵

活等特点参与基层图书馆流动服务

点的建设，成为文献物流传递系统

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图书流动车

在馆外设点，开展办理读者证、图

书借阅、预约登记、续借图书、解

答读者咨询等服务，随着读者需求

的增加，流动车还将参与到为特殊

人群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活动中去。

另一方面，图书流动车充当了总分

馆间物流传递的工具，主要采用定

时定点传递文献的方式，解决了文

献、信息的物流问题，从而实现了区

域图书馆的通借通还服务，为全地

区图书馆服务在服务区域、服务对

象、服务方式、服务时间等方面得

到全面延伸奠定基础。

（4）网上联合参考咨询

借助“联合参考咨询网”开展

网上联合参考咨询服务，解答所有

分馆读者及工作人员的疑难问题。

“联合参考咨询网”是在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中心指导

下，由我国公共图书馆合作建立的

公益性服务机构，拥有我国目前最

大规模的中文数字化资源库群，提

供网上咨询、短信咨询、电话咨询

和OICQ实时在线咨询等四种方式

的服务，实行资源共享和免费服务

政策。东莞图书馆在主页上设立了

Web咨询表单，读者或分馆工作人

员按表单要求，表达咨询问题及相

关要求，并发送给中心馆。咨询方

式包括专家咨询和合作馆咨询两

种，用户可以自行指定或选择某一

专家或某一合作馆，咨询人员则以

E-mail方式将答案返回读者，或者

将已解答问题列在FAQ中。

（5）活动联动

通过总分馆搭建的平台，全市

整体联动共同开展读书学习活动，

既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又丰

富和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

了群众的文化素养。从20 05年开

始，东莞每年举办一届读书节，采

取市委市政府发文、全市统筹、部

门协作、镇（街）联动的方式，以全

市各级图书馆为主阵地，推动开展

群众性读书活动，至今七届读书节

累计举办各类活动2979项，参与群

众达2280万人次，扩大了图书馆的

影响和阅读活动的辐射力。此外，

定期举办的巡回展览、讲座等活

动，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共享图书馆

的知识服务。同时，市民的图书馆

意识、学习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对

信息知识的需求也源源不断地被激

发出来，形成了良性循环。

4 小结

以网络技术为先导和依托，将

整体协同理念、群体规范管理运用

在业务管理系统之中，是技术＋管

理的综合统筹发展模式和路径的

主要特点，有具体可操控落实的实

现形态。以东莞为代表的区域图书

馆建设模式，就是将新时期图书馆

的整体协同发展理念和多资源共

享理念及其管理规范要求，通过

网络环境下的集群软件平台加以

实现，使得协同发展能够在图书馆

具体的工作流程和工作任务中体

现出来。这一模式较少受到地区社

会、经济、图书馆管理体制等条件

的制约。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

各级图书馆的人事和财政分级管

理，分灶吃饭，而区域图书馆建设

的内在要求就是加强图书馆之间

的联系和统筹管理，行业的统筹管

理与行政的分级管理形成了一对矛

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不是消极

等待剧烈的体制变革和重构，而是



http: // www.dlf.net.cn

2012年第1-2期（总第92-93期）21

东莞公共数字文化专刊

参考文献

[1] 王涛.试析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Interlib的运用前景[J].图书情报论坛,2008(3):55-58.
[2] 刘鎏.我国公共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调查与分析[J].新世纪图书馆,2011(3):47-50.
[3] 李东来,等.城市图书馆集群化管理研究与实践[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4] 黄文镝,王素芳.区域图书馆“技术+管理”综合统筹发展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1(21):31-35.
[5] 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Interlib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用户手册[G].
[6] 冯玲,黄文镝,廖小梅.基于协同视角的区域图书馆业务统筹管理[J].图书与情报,2009(6):14-19.
[7]李绥州.推进行政改革的技术路径:以ISO质量管理体系为例[J].岭南学刊,2009(2):90-92,96.

作者简介

冯玲（1968-），东莞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E-mail: lfeng@dglib.cn

The Model of the Regional Librar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luster Management System

Feng Ling / Dongguan Library, Dongguan, 523071

Abstract: Interlib library cluster management system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brary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s whose design idea was based on center and 
branch libraries rather than single library to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library construction. Taking Dongguan Library established cluster management mode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del of the whole regional librari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hich is uniform platform, resource sharing, united service, closely 
linked and orderly operating by constructing the policy, organizational form, system regulation and business integration by using the cluster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Library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Cluster management, Regional library, Construction model， Dongguan Library
                                                                                                                                                                                                                                                                                    

                                                                                                                                                                               （收稿日期：2010-11-30）

主张渐进的、变通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推进区域图书馆建设

和发展中，要重视运用新技术来推

动。从现有的实践看，有效的建设

模式应从技术入手，从一开始就将

技术很好地设计到组织业务基础

和文化环境之中。在通过技术、图

书馆网络建构的基础上，重视管理

层面的政策措施、组织管理、制度

规范等建设，以实现区域内图书馆

的资源共享。而且，技术不仅仅是

推动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工具，从长

远来说，它提供了冲破现有行政体

制制约的重要路径。技术革新对行

政体制改革有着巨大的作用空间，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发展

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会拉动、推进

行政体制改革[7]。改革现有分级财

政基础上的多层管理体制，实现统

一管理固然是推进区域图书馆整

体协同发展的理想方案，或者借助

政府行政部门的力量来整合统领区

域各图书馆，但在没有法律规范和

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行政支持力量

是难以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利

用技术力量减少行政管理体制障

碍是现实且奏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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