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云模式”：我国高校图书馆实施读者决策采购的本土参照 

董燕 （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 

摘要： 读者决策采购自 2011 年引入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然而，真正

意义上的读者决策采购在我国尚无一例报道。文章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高校图书馆实施读者决

策采购的业界环境。以内蒙古图书馆“彩云服务”创新模式为例，阐述了我国类读者决策采

购模式的雏形，分析了在高校图书馆实施“彩云服务”的合作模式，指出“彩云模式”对高

校图书馆实施读者决策采购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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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读者决策采购（Patron-driven Acquisition，以下简称 PDA），又称按需购买（Purchase-on-

Demand，POD），需求驱动采购（Demand-driven Acquisition，DDA），是一种基于读者实际

需求与使用的全新的资源建设模式。早在 1990 年，巴克尔大学图书馆即开始了对 PDA 的探

索和尝试[1]，之后，因其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优化资源采购质量和提高馆藏利用率等优势，

PDA 迅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我国对 PDA 的认知可以张甲、胡小菁发表在

2011 年第 2 期《中国图书馆学报》的《读者决策的图书馆藏书采购——藏书建设 2.0 版》[2]

为起始，业内同仁以敏锐的职业观察力认识到 PDA 在资源建设领域广阔的应用前景，从而

迅速掀起 PDA 研究的热潮。根据对中国知网论文检索结果的分析，国内 PDA 研究水平普遍

较高，80%以上的相关论文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核心作者主要集中在各高校图书馆。在

经历了概念译名的推敲[3]、国外成功案例的介绍分析[4]、我国的应用策略[5]等理论研究之后，

国内 PDA 研究逐步转入实践测试阶段。但时至今日，真正意义上的 PDA 应用在国内尚无成

功案例。学习并借鉴国际图情界优秀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在过去三十多年呈现飞

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舶来品”的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

我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纸质图书、电子图书的出版、发行与销售、图书供应商的身份等

都有别于欧美国家，PDA 的实践在我国一直没有实现突破，本土化策略的缺失或是重要原

因。 

“以人为本”服务理念早已是图书馆行业的共识，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

馆法》也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图书馆服务与管理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在资源建

设领域，“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就是资源采集要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前提。传统的资源采

购是馆员根据本馆的藏书规划，运用工作经验和个人主观判断预测读者的可能性需求而实

施。这种模式的弊病之一便是藏书利用率低，研究显示，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 2005-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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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藏的 89496 种图书中，从未流通的达 47257（占 53%）种，其中，仅 2005 年入藏的图书

至 2009 年尚未流通的就达 9112（占 42%）种[6]。国内有关藏书利用率的统计同样不容乐观，

华南农业大学 2008-2010 年入藏的 8915 册外文书，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零流通的图书

高达 67.9%[7]。信息资源的供需不对称是我国图书馆资源建设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因此，馆

藏建设模式的多元化势在必行，读者决策采购则不失为有益的尝试。有学者明确指出，读者

决策采购是一种拥有诸多优势的图书销售与采购模式，应该与传统的采购模式相互配合，共

同促进馆藏建设[8]。 

2 我国高校图书馆实施 PDA 模式的不利因素分析 

PDA 概念被引入我国已有数年，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亦可谓丰硕，但 PDA 的实施是

一个细致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也是该模式在我国尚未有成功案例的原因之一。制定严格的

标准、选择合适的书商、设定科学的选购环节、及时跟踪与评价[9]是成功实施 PDA 的关键，

然而，这些因素在 PDA 本土化的过程中却遭遇重重阻力。笔者试从我国图书采购的业界环

境进行解析。 

2.1 前“纸电同步”阶段的出版现状 

十年前，中文纸质图书馆配商和电子图书数据库商是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两条路径。

随着出版市场的发展，为使出版销售生态链能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纸、电并存或融合逐渐成

为资源建设者的共识。国内各大中文图书馆配商积极开拓电子书的供销，并已成功实施一批

新的项目。2015 年 4 月，北京人天书店正式发布“畅想之星馆配中文电子书平台”，第一期

《中文电子书目录》上线[10]；2016 年 3 月，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田田网”订

购平台，为高校馆提供中文电子图书的单本订购服务[11]；2016 年 4 月 21 日，浙江省新华书

店集团的开放式纸电相融馆配服务云平台——“芸台购”上线[12]。这些项目为“纸电同步”

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但事实上，现阶段我国“纸电同步”并未真正实现。有学者对某纸电供应平台进行了考

察，通过对当年出版的纸质图书与平台提供的电子图书进行适配发现，图书馆无法从平台购

置当年出版的绝大多数电子本。与纸质图书相比，出版社相关电子图书的发行有一年的时滞。

因此，国内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还是未能“同步”，中文信息资源建设仍处于前“纸电同步”

时期[13]。 

国外成功的 PDA 案例多见于电子图书 PDA 实践，借助导入 OPAC 中的 MARC 书目，

若读者的检索及阅读行为达到系统对读者人数、点击数、阅读时长等项目的设定标准，便在

不影响读者阅读行为的情况下自动触发购买指令。这些操作是在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系

统设置在后台完成的。纸电同步是实施 PDA 采购模式对信息时效性要求的必要条件之一，

尤其是电子图书 PDA。而我国尚处在前“纸电同步”时期，电子图书长达一年的出版时滞无

法满足读者对信息的即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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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书商的图书采购平台与图书馆图书集成系统的分离现实 

PDA 的发展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在图书馆业务中的直接应用。通信技术的发展

加快了图书馆创新和变革的步伐，图书馆集成信息管理系统与书商系统的无缝衔接是 PDA

实施的技术基础和保障[14]。书商系统与图书馆系统的集成，有助于书商在后台对触发采购指

令的读者阅读行为做出实时反应和统计，便于迅速与馆员核实满足采购条件的书目，缩短采

购图书到达读者手中的时间，体现 PDA 采购模式的高效率，节省读者的时间。 

图书馆资源采购自本世纪初逐步采取招标采购的规范化运作方式，为保证市场占有率，

国内一些大型馆配商顺势而为，馆配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力量也日趋雄厚。如人

天书店的网站，图书馆可以作为用户访问登录，下载定期更新的采访书目。在图书采访征订

目录刚从纸质清单向电子书目过渡的阶段，电子书目尚未普及，出版社无书目可供，从书商

的网站免费获取的电子书目极大地提高了各图书馆采购工作的效率。然书商平台提供的书目

只对图书馆采访馆员开放，普通读者是无缘使用的。即便是前文提到的人天书店“畅想之星

馆配中文电子书平台”、湖北三新“田田网”订购平台、浙江新华的“芸台购”，也并未实现

读者、图书馆与书商的交叉联动。各大书商的图书采购平台与图书馆图书集成系统的分离，

并非技术原因所致，而是推动技术实施的理念、政策缺失，笔者认为这也是我国实施 PDA

采购模式最大的障碍。 

2.3 高校馆图书政府采购的经费支出方式 

PDA 模式作为传统采购模式的有益补充，不应仅是短暂性的试验项目，而应通过制定

科学合理的计划、划拨固定经费、进行过程监控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作出调整并在下一轮

实施过程中改进等环节建立起 PDA 模式的常态机制。其中，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是 PDA 得

以顺利实施的保证。 

以笔者所在的高校馆为例，近十余年来的纸质图书采购均严格遵循政府招标采购的模式。

受经费下拨时间、纸质图书采购项目归口单位的工作管理次序、负责招标单位的工作进程等

因素的影响，招标结果往往到下半年方揭晓，而费用的支出又严格控制在年底前结清，这势

必要求馆配商在极短的周期内结束配货、物流及加工分编等任务，这就与 PDA 模式下读者

的即时需求长期存在相矛盾。除此之外，我馆并无自主采购经费，实施 PDA 便成了无源之

水。这种政府采购的经费支出方式在高校馆普遍存在。因此，主管部门应改革高校馆的经费

管理模式，允许各馆调拨合理的经费比例用于自主采购，以满足自身资源建设的特色和需要，

为 PDA 模式的持续、有效实施提供经济支撑。 

3“彩云模式”对高校馆实施读者决策采购的借鉴意义 

PDA 模式的备受推崇源于其将读者从资源建设的末端提升至采购图书的主体，实现了

读者从服务对象到图书馆主人的角色转换。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早在这种模式之前，我国高

校馆在调研读者需求方面从未停止孜孜探求的步伐，深入院系调研、征求专家学者的采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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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邀请教师同赴现采、与馆配商组织“你选书，我买单”现场荐购活动、读者在线荐购等

一系列举措，都旨在吸引更多的读者参与到图书采购业务中来，购其所需。但这些做法因存

在到书周期长、读者荐购信息反馈不及时、活动时间短未能常态化等问题，并没有取得读者

的广泛信任和持续支持，没有形成如 PDA 模式一般的影响力。 

任何一种外来的先进理念和技术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国内图书馆界同仁在 PDA 模

式实践领域不断探索，目前已形成了一批类 PDA 的采购模式。2013 年湖南大学启动 PDA

模式[15]，上海大学图书馆设立 PDA 项目，进行 PDA 测试[16]，武汉大学图书馆自建集成的

荐购知识库，中山大学图书馆与人天书店合作，以读买网为平台，引导读者参与采书[17]，佛

山市图书馆与书店合作的“新书借阅处”[18]，最耀眼的莫过于内蒙古图书馆的“彩云服务”

[19]。“彩云服务”虽是公共图书馆推出并成功实施的读者参与采购项目，但对高校图书馆而

言同样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高校馆可悦纳之在于其同根同源性。 

3.1“彩云服务”能显著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 

“彩云服务”模式源于内蒙古图书馆对工作的思考和创新。为缓解馆藏图书与读者需求

不对等的矛盾，内蒙古图书馆积极与书店达成协议，由书店将新书及热门图书送到图书馆请

读者买书，活动结束后，图书馆则将余下的图书全部买下。这本是为鼓励书店共同承办活动

的积极性的无奈之举，但却引发了内蒙古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思考，并开启了将广大读者的购

书行为直接转化为图书馆图书采购行为的尝试和探索。该馆自主研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读者、书店、图书馆集“借、采、藏”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的安装与使用，为“彩云服

务”模式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该平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与先进理念，实现了

图书馆、书店乃至各出版单位的资源与服务的有效整合，为读者提供基于图书借阅、资源共

享、联合编目等集成化动态数据的云服务，读者在任意合作书店皆可下单，极大地拓展了服

务的空间，满足了读者的个性化、多元化和随机化需求，同时更促进了不同机构间的资源开

放共享[20]。 

2014 年 5 月，“彩云服务”的启动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业界、学界甚至各行业的关注。

5 月至 12 月，“彩云服务”模式共销售图书 400 多万元。内蒙古图书馆馆长李晓秋称，当年

购书经费 800 万元，其中 60%即 480 万用于“彩云服务”。经后期跟踪统计，“彩云服务”所

购新书流通率达 100%，这在全球图书馆界都称得上是个奇迹。“书是为了用的”是印度图书

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之一，为读者找书，让书尽其用，提高图书利用率，

是千百年来图书馆人一直努力的方向。图书馆是“彩云服务”的设计者、倡导者和践行者，

“彩云服务”则在提高图书馆服务效能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读者、图书馆、书店的多方

共赢局面是对“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最好诠释。 

3.2“彩云服务”是推进实体书店成长的源动力 

“彩云服务”首次合作方是新华书店图书大厦。网络书店冲击下拓宽图书零售业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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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是维系实体书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彩云服务”的购、借书模式得到读者的热

烈拥护和积极回应，在内蒙古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图书大厦社会效益提升的同时，新华书店图

书大厦经济效益的提高尤为明显，而优秀图书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图书馆据协议每月

和书店结一次帐，稳定的销售份额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体书店的生存压力。“彩云服务”

模式实施后，书店由最初的被动参与活动转化为主动寻求合作，并且有更多的书店愿意与图

书馆牵手“彩云服务”。缘于书店是图书销售的直接受益方，“彩云服务”于实体书店有经济

利益的直惠，而这种利惠又反过来成为促进“彩云服务”长期开展的源动力。 

3.3“彩云服务”能有效提高读者满意度 

在书店的图书销售链中，顾客是作为消费者存在的，是市场经济下的消费用户；在图书

馆的公共服务体系中，读者是图书馆服务的对象，是图书馆开展工作的价值所在，可以说，

图书馆是为读者而存在，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平等服务是图书馆的使命和职业精

神的体现。“彩云服务”模式将顾客和读者两种身份巧妙地融合，不仅实现图书消费群体向

图书服务对象的转移，更是“使处于最末端的读者一下子被提到了最前端，成为采购的决策

者，这是颠覆性的创新”[21]。“彩云服务”模式从购买行为采集读者的信息需求，实现了用

户身份“书店顾客—图书采购主体—图书服务对象”三个角色之间的即时切换，而在节省读

者购书支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优秀图书找到了读者。统计显示，不仅是受读者热捧的莫言

的相关文学作品达到销售高峰，各图书网站、相关机构评选的获奖图书也都入围销售榜单。

“彩云服务”模式很好地体现了杜威的“三 R”准则，这对于提高读者的满意度，提升图书

馆的服务效能有积极意义。 

4 高校馆实施“彩云服务”模式的策略分析 

4.1 政策支持 

2015 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

信息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高校图书馆在学校发展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彩云服务”是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中的一项创新服务模式，它的全面实

施不仅需要正确理念为导向，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更是开展“彩云服务”的必要条件。从高

校图书馆发展的实际来看，2000 年以来，为了迎接教育部对本科学校的水平评估、教学评

估等几轮评估，学校加大了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的投入，各高校馆都迎来了文献资源数量迅速

增长的发展期。然而资源数量的增长未必能直接提高图书馆的使用效果，资源建设中的供需

不对称矛盾仍然突出。“彩云服务”是传统资源建设方式的有益补充，改革现行资源建设经

费支出模式，将“彩云服务”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为学校文献资源建设的常规工作，势必能确

保开展“彩云服务”的持续性。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d6627bcce552d2c1fd60030dc8dbe794)&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tsgx198203022&dbname=CJFD&dbcode=CJFQ&ie=utf-8&sc_us=838798415879456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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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作模式 

是否有一定比例的自主使用经费决定了“彩云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从经费使用方式

可以将高校图书馆的“彩云服务”划分为两种合作模式。 

4.2.1 与实体书店合作的服务模式 

拥有购置经费自主支配权的高校馆可以直接参考内蒙古图书馆的运作模式，选择有实力、

高资质的实体书店联手打造本馆的读者决策模式。与公共图书馆不同的是，高校馆读者群体

的活动范围集中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实体书店一般位居城市繁华区，这就给高校读者选书带

来不便。因此，将书店引进学校，或开设合作的图书室，提供学术类与畅销图书兼顾的样本，

是高校馆开展“彩云服务”的一大特点。 

4.2.2 与中标馆配商合作的服务模式 

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高校馆资源建设基本采取政府统一招标采购的方式。若不能

获取经费自主权，与中标馆配商合作开展“彩云服务”亦有变通的途径。以我馆的汇文自动

化管理系统为例，读者在线荐购功能的使用不可小觑。图书馆可以从学科分类、中图法分类、

出版社分类等角度提供信息完备的新书征订目录，诚邀读者参与 OPAC 界面的在线荐购（亦

可提供荐购表单），并将图书是否采购、到馆、分编、上架等动态信息及时以电子邮件方式

通知读者，以便读者了解荐购意见是否被采纳，并能在上架后优先使用荐购图书。但是，这

种将读者在线荐购的电子书目交由馆配商的合作模式还是有别于“彩云模式”的。首先，读

者在线荐购的依据是电子书目，而“彩云模式”的实体图书更有利于读者进行准确的决策；

在线荐购的到书率受出版、销售等多种因素影响，无法与“彩云模式”的所见即所需的 100%

到书率相提并论；在线荐购的图书需要读者至少等待一周以上，“彩云服务”却实现了读者

的零等待。即便如此，这种鼓励更多的读者参与在线荐购的变通合作模式仍然值得探索和进

一步完善，它对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和读者满意度的积极作用是显见的。诚然，电子书目的

更新速度、学科主题的覆盖面、读者在线荐购的宣传力度、荐购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到书的

时效性将直接影响这种合作模式的效益和推广。 

4.3 技术要求 

与实体书店合作的服务模式自然少不了平台的支撑。内蒙古图书馆的“读者、书店、图

书馆集‘借、采、藏’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系自主开发，此平台的开发是基于本馆自动化

集成管理系统和书店销售管理系统及开展“彩云服务”所需功能的整合，不具备普适性。而

拥有雄厚技术开发实力的高校馆毕竟屈指可数，从绿色共享的角度来看，平台由专业的开发

公司承担更合适。为了“彩云服务”管理平台适用于所有图书馆和书店，以行业标准为设计

准绳，考虑各系统接口的兼容性，将是“彩云服务”得以全面实施和普及的技术前提。 

与馆配商合作的服务模式，读者只需在 OPAC 界面完成荐购，员工从采访模块导入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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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然后反馈至馆配商，操作流程无须借助第三方平台。为了缩短读者等待的时间，荐购

书目应及时交付馆配商，而馆配商的配货、物流、加工、上架等速度将决定了这种合作的效

率，让读者等待时间的长短也直接影响读者继续参与荐购的积极性。这种合作模式离所谓的

“彩云服务”尚有一段距离，却是在既有条件下开展读者决策采购的一种变通方式。从技术

支持的层面来看，依赖集成系统的在线荐购，属于现有技术条件的功能应用，具备可操作性。 

5 结语 

高校馆服务教学科研的特性，对藏书多有学术性要求，馆藏学科的完整和连续性仍需要

借助传统采购方式予以保障。但从构建高校馆特色性与时代性并举、充满生命活力的资源建

设体系的角度，资源采购方式的多元化势在必行，PDA 模式即是有益的探索。但是，前“纸

电同步”时期的出版现状、书商的图书采购平台与图书馆图书集成系统的分离现实、高校馆

图书政府采购的经费支出方式构成我国高校馆实施读者决策采购的业界环境，也是高校馆一

直没有成功 PDA 案例报道的背景原因。“彩云服务”模式是国外读者决策采购在我国的本土

化实践，尽管源起公共图书馆，但对高校馆而言同样具有可移植性。我国诸多高校馆与新华

书店集团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传统，在图书馆和书店的精心筹划下，在读者的踊跃支持下，

具有多方共赢性质的“彩云模式”势必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在政府采购为主导的当下，高

校馆与馆配商、读者的通力协作，充分发挥现有管理系统的在线荐购功能，以变通的方式实

现读者决策采购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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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ul Cloud Pattern:A Local Reference of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in Chinese Academic Libraries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PDA) in China in 2011,it has 

accumulated rich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However,no real PDA has been reported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DA in our academic libraries. Taking 

the innovation model of Colorful Cloud Service in Inner Mongolia Library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similar PDA model in China, analyzes the cooperation mode of Colorful Cloud 

Service in academic libraries,and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Colorful Cloud Patter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DA in academic libraries. 

Keywords: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Demand-driven Acquisi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cadem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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