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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作为高校理论知识和科研文献存储的重要机构，图书馆充分发挥信息储存和

现代化管理的优势，给予高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带来巨大的帮助。然而，传统的

图书馆管理模式在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网络发展中呈现老态，不能紧随计算机网络

发展的步伐。这种新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要求开始在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中

进行改革，使新型的自动化信息管理方式将更加贴合应用需要。尤其是数字图书

馆的出现和成型使得图书系统在自动化管理方面走向更为信息化的设计领域，各

高校需要迫切地对传统的图书馆自动化管理模式进行变革，以满足广大师生的需

要。 

本文以贺州学院图书馆为背景。作者通过对信息技术发展作为高校图书馆管

理能力提升的核心课题进行研究，分析相关课题研究的理论前沿知识和发展现状

对本课题相关管理系统的影响。针对系统的业务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及国内外图书

馆管理系统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比对，结合管理系统目前的发展状

况、技术水平及图书馆管理实际情况，根据当前高校图书馆适应知识管理的需要，

设计并开发了此高校图书馆管理系统。该系统基于 B/S架构，在应用 J2EE、Flex、

Web2.0等技术基础上，采用 SOA模式来对现有服务进行模块化的设计或者更新，

具体实现以下功能：业务管理功能、馆藏管理功能、数据管理功能和借阅归还管

理功能。 

论文遵循软件工程开发规律，围绕系统的建设展开描述，主要内容包括： 

1.为贺州学院图书馆的管理提供更为专业化和人性化的信息管理模式，提高

图书馆的业务便捷性； 

2.利用贺州学院校园网增强系统的开放性，提供丰富的网络接口，使得图书

馆成为数字化的信息共享平台。 

3.通过有效的业务流程完善借阅归还的方式，避免资源被占用浪费，提高馆

内书籍文献的利用效率。 

关键词：图书管理；业务管理；Li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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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literature stored library full advantage of modern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management, to give universities a huge help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management presented the old state in the 

ever-changing computer network development, we can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s. The impact of this development brought about a 

new era for reform began in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management mode is carried out, 

the new autom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ould be more fitting applications. In 

particular,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libraries and library systems in automation 

molding makes the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sign more, the 

university needs urgent for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automation management model for 

change to meet the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is thesi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Hezhou university library, the author 

focuses on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o suppor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the core subject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learns from the 

advanced books management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current university library, combines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ibrary management, designs and develops this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The system is based on B / S architecture, the technical basis of applications J2EE, 

Flex, Web2.0 and so on, using the SOA model for a modular design or updates to 

existing services, in particular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business management, 

collection management functions , data management and loan and return management 

function. 

The thesis follows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1. Management of Hezhou university Library to provide more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 to improve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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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2. Using Hezhou university campus network to enhance the openness of the 

system and offer a rich networking interface that allows the library to become 

digitize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3. Effective business processes improves the way to loan and return, to avoid 

the waste of resources being used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museum 

literature books. 

Keywords: Library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Li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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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化和计算机将成为这个时代信息化传播的

核心，这种信息化领域的深远发展也同样影响着图书馆管理的业务能力，并且随

着信息化图书馆概念的构成，信息技术在图书管理领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现代

化、自动化的图书馆将成为人类获取知识的新窗口，这种技术运用的成熟度在很

大程度上将反应一个国家对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深化能力，也将大范围影响某一

区域的人民在提升知识方面所能够达到的质量和效果。在实现计算机信息化、自

动化的基础上，图书馆在管理和运营上也能够更上一层楼，服务能力，检索查询

能力和各类应用能力也将得到提高。图书馆综合能力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工作效

率方面，对于将图书馆事业作为第三产业进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能够取得较大的

成效。 

应用于图书馆领域的信息化系统是比较常见的，这是因为信息化技术原本就

是为海量信息处理所应用提供的，图书馆管理所涉及的书目处理、资源处理正好

符合海量信息的需求要素。在信息化运作的图书管理模式中，对于即将存储和数

据化应用是信息化系统主要的应用方向，也是图书事业在文化领域竞争中非常重

要的元素之一。借助于数据化和网络平台，通过实现网络搜索使得多种图书资源

能够面向和应对所需求的人群，开发整体的图书资源库，这就使得图书管理系统

能够涵盖更多的应用模式，为管理服务提供更为优秀的应用平台[1]。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MARCⅡ型机读目录开始流行，该系统最早由美国国会图

书馆研制并且发行使用，这标志着图书管理迈入了信息化阶段。而随着局域网络

的普及和CD-ROM光驱的应用，图书馆在图书存储业务和信息化能力上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新型的信息化图书馆开始出现雏形。直到上世纪末随着互联网时代开启，

作为信息资源载体之一的图书馆理所当然的随着知识全球化进一步实现数字化

扩展。传统的纸质文献便已经成为过去，图书电子信息服务将取代传统成为图书

管理的时代模型。在传统的图书馆管理系统 C/S 结构中，由图书馆单向为读者

提供远程文献信息服务的图书馆管理模式曾经被广泛地采用于各级图书馆。现代

图书馆发展充分地体现着信息技术应用的历史。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因为计算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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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改变。在图书馆的众多服务中，就信息检索而言Web浏览器

无疑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信息检索工具，将Web检索技术与图书管理技术结合起来，

大大提高了图书馆服务的效率。Web 2.0的核心是互联网服务，让用户从受众变

成参众。它是以人为核心线索的互联网，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鼓励用户提供内

容，为用户创造新的价值[2]。 

信息化的图书馆在服务管理上，为高校师生提供服务，进行良好的数据交互

是现今高校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作为一种信息窗口可以运用信息为高校师生产生

知识，这就是高校图书管理系统的应用过程。不同高等院校有不同的教学模式，

在这一方面图书管理系统也需要针对高校的教学科研进行相关的设计。在检索管

理上，需要能满足读者对图书信息的检索和对个人信息的查看功能，并能够针对

实际要求来修改相关信息。在应用管理上，对于馆内最重要的资源图书进行存储

式管理，并可以针对读者信息进行借阅与归还的管控，提升业务质量。 

本文所研究的贺州学院图书管理系统是在贺州学院向应用服务型大学方向

发展转型中，以贺州学院应用型教育拓展作为实用背景的。因此图书馆的信息资

源利用也将符合整个贺州学院应用型教育发展的需要，使得人才培养方面能够通

过图书馆的资源应用实现更高层次的提升，才能真正符合面向地方的应用技术人

才培养需求。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图书管理系统发展现状 

作为图书资源和文献资源的现实载体，图书馆在社会文化层次上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而图书管理系统是社会信息化管理中的一个环节，其服务能力将面向

相应的知识文化群体。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通过广泛地应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图书管理

系统在电子文献信息的加工整理和传播利用方面产生了质的飞跃。而随着广大读

者对使用图书馆方式的改变，迫使图书馆朝着现代化、信息化方向迅猛发展。这

一时期的信息网络建设也使我国图书管理业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

三个重要阶段并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图书管理模式：1.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

自动化管理集成系统发展阶段；2.对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建设与网络化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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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3.对于数字化信息应用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阶段[3]。各国间的数

字图书馆的建设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有着以下三方面的共同之处：信息资源数字

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传递网络化。“美国的记忆”(American Memory)项

目始建于90年代初，图书馆馆藏数字化是该项目的主要创举，通过针对在美国馆

藏历史上具备里程碑意义的哈佛图书馆和大都会图书馆进行数字信息化实践完

成。该项目的数字信息能够依靠英特网与世界其他地区互联，实现资源共享世界

化的目标。经过“美国的记忆”(American Memory)项目建设，在网上共享的书

目、文献等资源由美国最主要的图书馆或者文献管理机构提交。一些出版社也纷

纷加入电子文献资源的服务体系中，如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亥伯龙

出版社（Hyperion Books）等出版社为美国一些地区图书馆网络提供1200种电子

杂志服务等。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国外对于信息化技术在图书管理方面的应用就已

经开始研究了。比较具有特色的功能模块建设是单元词匹配检索系统，比如用于

进行兵器目录核查的NOTS核心检索系统，部署于美国海军兵器中心。在信息化基

础上美国人卢恩于1964年发起图书管理自动能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通过机器读取

目录的研制方式进行相关实验，这也使得信息化和自动化能力成为图书管理系统

研究的主要方向。编目系统是这个时期的图书管理系统的研究核心，主要通过应

用一些现代化联机编目的局域网和互联设置来构造信息自动化资源枢纽，最终实

现书目文献的有效管理。这种部署方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基本实现了实际

运用，也促进了图书管理系统的发展。该自动化系统的部署方式在当时被广泛运

用于美国多个大学的图书馆，每个大学再经过自身的类型和教育能力进行自动化

完善改造，最终形成并研制出符合该学校需要的图书管理系统。比较完备的大学

图书管理系统有由华盛顿州立大学自主研发的图书运作系统和UCAL研制的图书

资源共享系统等等。 

真正使得图书管理系统从功能单一模式走向集成信息化管理是进入到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企业开始充当商业化图书管理系统的研制主力，Notis，

SirsiEx， Innovative ，libris等比较著名的由企业设计的多功能图书管理集

成系统开始投入市场应用。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全面推行和微软全球化战略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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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于微软相关编程系统的信息化图书管理系统开始蓬勃发展。通过利用Web

技术进行系统的架构以及针对需求进行Windows相关图形界面设计，使得图书管

理系统的实用性能大为提高，也更利于进行推广应用。时至今日对于图书管理系

统的主要架构仍然沿用那段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但是在功能研究方面趋向于细

化发展。 

1.2.2 高校图书馆管理发展现状 

在国内针对大型图书馆的管理通常都会部署相对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但是

各个地方高校的自属图书馆由于受到资金、办学条件等限制，基本上还是处于信

息化管理缺乏和有效机制不明显的应用阶段。对于相关资源信息的管理和基本图

书存储工作的资料采集多采取传统的手工形式，这就使得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在管

理方面存在较高的返工率和出错率，不适合当前高校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需要。另

一方面，基于高校职业应用的门栏性质，能够用于信息化系统开发和维护的管理

人员很难招聘，因此多数高校图书管理系统的管理人员部署难以实现，虽然购买

了一些商业系统，但是存在维护方面以及系统与相关院校的教学实际不切合等情

况，这导致部分高校信息管理不具备真实意义的信息化，反而因为系统的操作性

等问题出现了复杂而混乱的信息量处理情况，这极大的影响高校图书馆的业务工

作效率。 

在旧的管理模式中，图书馆信息和管理分离，对于借入借出等日常业务往往

还需要通过记录本进行手动记录，而部分馆员和系统应用人员在工作交接过程中

容易因为手动操作的信息交互问题发生错误。此外，信息记录的不统一也会给管

理工作带去负担，在标准化情况下系统的应用管理应该是具备统一要求的，对资

料的翻阅、信息的共享和登记记录应该有符合系统要求的高标准，而高校图书馆

管理基于其松散性在传统管理方面往往只注重个人的管理习惯而不注重管理的

效率要素，这就使得本来业务工作量具有一定要求的图书馆管理工作更难以提高

本身需要具备的办公效率。这些工作完全可以借助计算机系统进行有效处理。由

此可见，对于适应于某一高校的图书管理系统进行部署是信息化技术在图书管理

方面应用的一个实用性较高的研究方向。而如今市场上很难找到专门为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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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或资料室量身定做的图书馆管理系统，这种情况阻碍了高等院校图书馆自

动化管理需要和发展。 

受制于种种条件，功能单一的手工信息系统仍然处于高校图书馆管理的主要

使用地位。如果不对图书管理进行相关功能区分和系统集成，那么图书管理系统

就会存在以下缺陷：1.效率低下、处理缓慢。2.数据不齐全、不稳定、不准确。

3.容易造成数据不一致。4.不能与代化市场的变化同步。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及人们对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更高要求，迫使图书馆管理进

行优化和升级，先进的管理手段能极大地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效率。对图书管理系

统进行研制和开发，需要通过有效的手段来分析适合自身需要的系统需求，以此

为依据来形成系统的总体设计和各个功能模块设计，并且完成数据库的建模，这

样才能最终实现系统。根据实际需求研发的图书管理系统将为学校的师生提供优

质的服务，比如图书管理系统中的统计决策、读者管理、馆藏管理、借阅服务等

功能将极大的提升馆藏业务工作效率，减少运营成本和人力开支，以满足广大师

生日益增长的对图书馆信息服务需求的需要。 

1.3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以贺州学院图书馆管理的实际需求为背景，进行图书管理系统的相关开

发工作。在研究中主要通过针对实际的系统分析入手，通过大量文献调研和实际

调研的形式选择合适程序开发应用技术，明确贺州学院图书管理系统的整体需

求，进而遵循软件工程开发流程来设计完成和应用实现该系统，并且针对系统的

使用进行相关测试。 

1.3.1 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论文在撰写过程中需要应用到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研究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以文献搜集、鉴别和整理的方式，对于相关专业技术前沿的

文献进行具体而深化的研究，对图书管理系统建设的相关理论模型、发展趋势做

到准确的把握，使得相关系统建设能获得必要的文献理论基础。 

2. 调查研究法 这种方法是针对现行系统发展和具备参考价值的同类管理平

台进行深度调研，对于使用现状和应用分析是此项研究方法所最需要进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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