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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探析

周文奇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文章选取新加坡 １２ 所高校图书馆为样本，通过网络调查其用户义务性规范并进行比较分析。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用户
义务性规范主要涉及出入馆、馆内行为举止、纸质资源利用、电子资源利用、馆内设施与物品使用、尊重与保护著作权、尊重人

权七个方面。究其现状，为我国图书馆相关规范的完善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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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图书馆规章制度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或用户必须

遵守的工作条例、章程、规则、细则和办法［１］。图书馆

在管理好馆员，使用户充分享受图书馆服务的同时，还

需用户自觉维护好馆内秩序以保障全体用户的共同利

益。对用户进行恰当管理，用图书馆相关用户规章制

度处理好图书馆与用户、用户与用户的关系，是图书馆

能够顺利运行的法宝。

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图书馆读者义务”或“图书

馆用户义务”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得到 ６２ 篇中文文献，
人工筛选后得到 ２９ 篇相关文献。如付立宏等学者对
香港 ８ 所大学图书馆进行的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分
析［２］；李志等学者专门研究了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

配置［３］；谢元泰等学者针对用户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

行了辨析［４］；任亚忠等学者探究与调查了用户义务的

内涵、用户实施义务的相关意识［５］。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以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ｒ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或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为主
题进行检索，得到 ７２ 篇英文文献，人工筛选后得到 ４
篇相关文献。Ｂａｓａｋ 等学者专门研究了孟加拉国

ＢＲＡＣ 大学图书馆用户逾期归还图书的原因，为发展
中国家高校图书馆的过期借阅政策提供参考［６］；Ｙａｎｇ
Ｃｈｕｎ等学者为解决现阶段电子资源使用牵扯到的版
权问题，探讨了相应的解决措施［７］。

本文选取了 １２ 所新加坡高校图书馆作为调查对
象，针对其用户义务性规范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具体

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简称国立馆）、新加坡管理

大学图书馆（简称管理馆）、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图书

馆（简称科技设计馆）、新加坡管理学院图书馆（简称

管理学院馆）、新加坡理工学院图书馆（简称理工馆）、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图书馆（简称南洋理工馆）、新加

坡共和理工学院图书馆（简称共和理工馆）、新加坡淡

马锡理工学院图书馆（简称淡马锡理工馆）、新加坡义

安理工学院图书馆（简称义安理工馆）、新加坡 ＰＳＢ 学
院图书馆（简称 ＰＳＢ馆）、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
图书馆（简称詹姆斯库克馆）、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图

书馆（简称科廷馆）。

１　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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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本文将新加坡高校图书

馆用户义务性规范分为出入馆义务性规范、馆内行为

举止义务性规范、纸质资源利用义务性规范、电子资源

利用义务性规范、馆内设施与物品使用义务性规范、尊

重与保护著作权义务性规范、尊重人权义务性规范。

１.１　出入馆义务性规范
所调查的 １２ 所新加坡高校图书馆出入馆义务性

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在图书馆员要求时必须

出示借书卡（包括出入馆时）；须将手机、传呼机等个

人移动通讯设备调成静音状态；用户穿着必须适当；不

准携带动物进入本馆建筑范围内；离开时要带好自己

的物品与垃圾，不得占用座位；若有必要，用户必须在

图书馆出口处向馆员出示所有书籍及个人携带物品。

经比较后我们发现：（１）国立馆针对出入馆义务
性规范的规定最为全面，只有该馆强调了不得带动物

入馆，用户应注意自身穿着［８］。科技设计馆、义安理工

馆、詹姆斯库克馆均未对用户出入馆指定明确的规范。

（２）半数左右的图书馆要求用户的借书卡必须在图书
馆员要求时进行出示；用户应将手机等随身设备调成

静音；在出馆时，用户应带走随身物品与垃圾；在出馆

时，如果馆员要求出示所有书籍及个人携带物品，用户

应该积极配合；共和理工馆则强调“所有书籍和个人物

品必须随时向图书馆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展示”［９］。

１.２　馆内行为举止义务性规范
所调查的 １２ 所新加坡高校图书馆馆内行为举止

义务性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禁止在图书馆内

制造噪音；馆内不允许吸烟及饮食（指定情况除外）；

请将浏览完的材料放到手推车上；随身携带个人物品；

不允许在图书馆里伸展四肢睡觉；不要在图书馆内乱

扔垃圾；不要将脚放在座位上；用户应避免滞留于密集

书架过道，以便其他用户使用；避免对他人造成干扰、

虐待、破坏、粗鲁或不合理的行为。

经比较后我们发现：（１）３／４ 的图书馆都禁止用户
在馆内制造噪音，尽可能保持安静的学习氛围。（２）
１ ／２ 的图书馆规定不允许吸烟及饮食，部分设有咖啡
厅或商店的图书馆允许在其中进行消费与食用，而管

理馆规定可以携带有盖的饮品［１０］，理工馆则允许携带

有盖的饮料和干燥的零食［１ １］。（３）管理馆与理工馆进
一步提出禁止对他人造成干扰、虐待、破坏、粗鲁或不

合理的行为。其中管理馆除了禁止制造噪音以外，还

表示“任何威胁或恐吓的行为”［１０］都是禁止的。

１.３　馆内纸质资源利用义务性规范
所调查的 １２ 所新加坡高校图书馆馆内纸质资源

利用义务性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用户在借阅

时必须出示有效的图书馆借书证；用户在离开图书馆

前，必须确保图书馆资料已妥善借出；用户不得将所借

阅的图书转借予他人；用户不得将所借阅的图书带出

国外；用户必须立即归还已到期或被征调的图书馆资

料；图书馆资料丢失必须立即向图书管理员报告；预约

书籍必须在预约通知所述的预约有效期届满前亲自办

理；学校学生或员工在毕业或离职前，应归还所有图书

馆资料。

经比较后我们发现：（１）相关规范主要涉及凭借
书卡借书、续借、还书过程中的用户细则及注意事项。

（２）１ ／３ 的图书馆指出“用户在离开图书馆前，必须确
保图书馆资料已妥善借出，否则不得将图书馆资料取

走”。同时，国立馆与共和理工馆还强调用户必须亲自

借阅。（３）仅有国立馆规定用户所借阅图书不得转借
给他人，不得带出国外［８］。

１.４　馆内电子资源利用义务性规范
所调查的 １２ 所新加坡高校图书馆馆内电子资源

利用义务性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馆内电子资

源不可用于商业用途；不得向外部传送、分享、复制在

线资源；不得将本人电子资源入口的账户与密码提供

给他人使用；不可（一次性）下载过多资源；不得使用

任何数据抓取工具以自动的方式系统地复制和下载授

权资源；用户应阅读各数据库供应商所声明的使用条

款和条件；禁止系统地将内容下载到硬盘驱动器、服务

器或其他便携设备，或将其打印。

经比较后我们发现：（１）管理馆、科技设计馆、理
工馆、ＰＳＢ馆、科廷馆对馆内电子资源的使用进行了详
细规定，其主要围绕保护电子资源的版权。（２）仅有
科技设计馆指出，禁止系统地将内容下载到硬盘驱动

器、服务器或其他便携设备，或将其打印［１２］。

１.５　馆内设施和物品使用义务性规范
所调查的 １２ 所新加坡高校图书馆馆内设施和物

品使用义务性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禁止损害

图书馆资料与财物；禁止故意阻碍使用设备或设施，通

过盗窃或故意将资源错置来阻碍其他用户获取资源等

行为；在图书馆拍照和摄影必须事先获得图书馆的许

可；必须遵守图书馆关于使用信息和通信设施的指导

方针；图书馆设备只供与图书馆资料一起使用，请勿浏

览个人媒体资源；由于可租用设备数量有限，所以租赁

方式是先到先得；如果发现有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损坏或将图书馆财产从图书馆移走，请向当局报告。

经比较后我们发现：（１）１０ 所图书馆对其馆内物
品与设备的使用进行了规定。虽然涉及方面各有不

同，但是大多规定较为简单，主要有关于使用图书馆设

施和物品前应得到图书馆允许，不得损害图书馆财物。

（２）淡马锡理工馆与管理馆规定在图书馆拍照和摄影
必须事先获得图书馆的许可。理工馆要求“于图书馆

中进行拍照和摄影必须事先获得图书馆的许可”，同时

强调“这一活动需与课程作业有关”［１ １］。

１.６　尊重与保护著作权义务性规范
所调查的 １２ 所新加坡高校图书馆尊重与保护著

作权义务性规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复制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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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版权保护的材料仅供学习与研究，禁止复制、发行、

编辑和出租；任何想要复制超出版权法允许范围的作

品的人，都应该得到出版商或作者（或其协会）的许可

及支付必要的版税；严禁移除或更改与作品有关的版

权管理信息，或采取任何措施规避控制作品访问的技

术；使用者在使用图书馆资料时，必须遵守新加坡版权

法和相关法规；除遵守本馆的资料使用规范外，用户必

须遵守与任何形式作品有关的所有适用版权法；在使

用信息时，请确保您引用的信息来源正确，以避免涉及

抄袭或侵犯版权的问题；用户需对因借用资源而引致

的任何版权侵权负全责。

经比较后我们发现：（１）有 ７ 所图书馆单独制定
了有关著作权的规定。除此之外，科技设计馆规定“用

户要根据版权法授权搜索、查看或打印获授权的资料，

且作为非商业用途”［１２］。（２）国立馆规定“用户应确
保所复印副本仅为自己所用，且对其今后的使用负

责”［８］。义安理工馆规定“用户需对因借用资源而引

致的任何版权侵权负全责”［１３］。而南洋理工馆规定

“任何侵犯版权法的行为均由用户个人负责”［１４］。

１.７　尊重人权义务性规范
人生而平等，我们在享受图书馆的“知识大餐”的

同时，也要尊重其他用户，以避免侵犯其他用户“享

用”的权利；其次，也要善待图书馆工作人员。所调查

的 １２ 所图书馆中，仅有 ３ 家对尊重人权做出明确说
明：淡马锡理工馆为用户对图书馆其他用户以及图书

馆的资源、设备和家具的尊重与爱护作出规定［１５］；ＰＳＢ
馆提出请礼貌对待与尊重每一个人［１６］；科廷馆仅强调

了对待其他用户要有尊重的态度［１７］。

２　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得失

通过对新加坡 １２ 所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
的比较，我们发现以下几条有关这些规范的优缺点。

２.１　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的长处
首先，其总体分类明确，针对性强。虽然每个馆的

用户规范侧重点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高校的

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涉及范围较广，总体上采用总

分的模式。除结构、分类清晰以外，规范还充满人性

化，对象标识一目了然。例如，新加坡高校有大量的中

国留学生，国立馆可能考虑到这一情况，在其图书馆规

范网页最后一栏贴出一份中文版规定。毫无疑问，这

一举措既方便了图书馆的全面管理，也带给广大中国

用户较好的学习体验。

其次，擅用电子资源，从义务制度做起。电子资源

在图书馆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图

书馆海量的电子资源使读者在不能返校的情况下，依

旧能紧随时代发展脚步。虽然大多新加坡高校图书馆

仅在版权指导方针中制定电子资源在版权方面的注意

事项，两项往往掺杂在一起，但也有五所图书馆单独制

定了有关电子资源的利用义务性规范。高校图书馆的

电子资源建设水平关系到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同

样的，制定单独的电子资源利用规范，可提高用户电子

资源利用效率，为用户充分且恰当地使用电子资源发

挥关键性作用。

最后，版权意识强烈，值得我们效仿学习。“新加

坡作为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法治文明程度较高的

东方式法治国家，其法律治理的‘触角’几乎延伸至全

部社会面向，弹丸般国土承载了巨大的法治之网，可谓

是“无孔不入、无域不辖”。在众多法治之域中，知识

产权是新加坡法治施力较强、法治成果显著的典型法

域之一。”［１８］在调查中发现的确如此，多家图书馆为使

用户遵守版权法，避免引起版权纠纷，单独做出了规定

与相关指导。例如，共和理工馆针对图书馆线上资源

的使用，教职员和学生群体、教育工作者使用的书籍和

期刊，教育工作者使用的电影胶片这四个方面分别作

出指导［１９］。本文调查所涉及的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版

权规范均基于新加坡版权法案及其修订版制定。

２.２　新加坡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的短板
首先，安全问题不容小觑。理工馆规定“应对紧急

情况和其他情况，用户应在图书馆工作人员和保安的

指示下离开大楼或清空图书馆的任何区域”［１ １］。其他

馆除了鼓励用户随身携带自身物品外，并没有针对安

全这一方面进行详细的规范。图书馆有义务保障用户

的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但这往往需要用户强烈的安

全意识与自觉配合，尤其在紧急情况下，只有用户的自

觉配合才能保障自身安全。在笔者调查过程中发现多

数图书馆强调用户应随身带好物品，后面紧跟一句“如

有丢失，图书馆概不负责”。其不仅没有单独强调用户

人身安全，还忽略了图书馆自身对于用户的安全责任。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安全第一”的理念，新加坡

图书馆应对此义务性规范进行补充。

其次，应重视尊重人权，此为利人利己之举。《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１９ 条规定：“人人有
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

各种消息和思想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

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

其他媒介。”［２０］尊重彼此为图书馆服务用户的基本，强

调尊重图书馆用户人权的重要性应仅次于安全，但从

前文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高校图书馆在这一方面的工

作还需努力完善。毋庸置疑，为保证这一权利的实现，

我们应该提倡尊重在馆内的每一个人，而不仅局限于

用户。自由与平等是人权保障和发展的核心内容，图

书馆工作人员也极其需要用户的理解与尊重，双方相

互尊重，形成良性循环，自然促成良好的学习与工作氛

围。

最后，不难发现，新加坡高校图书馆针对非本校人

员的义务性规范较罕见。仅有理工馆与科技设计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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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此类人群的规范，例如，科技设计馆在图书馆空

间使用义务性规范中规定：图书馆开放给学生、职员、

教师和公众使用，其中，讨论室、公园景观室和培训室

预留给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使用，欢迎非

科技设计馆用户使用图书馆的其他可用空间［２１］。但

没有详细规定非科技设计馆用户的进出馆、举止行为

等方面的义务性规范。实行对外开放是高校图书馆履

行自身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鼓励非本校人员进馆借

阅、学习，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是必要的，要想在短时

间内使“游客”顺利查询与获取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一份明确且详细的图书馆游客义务性规范是必备的。

３　我国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发展建议

从学者闫明英文章《中英高校图书馆用户义务性

规范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图书馆存在条例

规范表达不清晰、服务对象具有局限性、版权义务性规

范匮乏等问题［２２］。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借鉴新加

坡高校图书馆义务性规范的长处，进一步完善与丰满

我们的相关规定，同时也要反思是否存在与其相同的

问题。新加坡图书馆规范制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全

面性、浓厚的版权意识与周密的版权保护措施是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国高校图书馆也应根据情况明确

各项版权规定，提高用户版权意识，从而在根源上杜绝

侵权行为。同时，我国高校图书馆同样存在与新加坡

高校图书馆一样的问题：均没有针对校外读者作出相

关义务性规定。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可

以制定相关的游客义务性规范，适当接待校外人士，使

更多的人得到知识滋养，使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这一举措可能会给图书馆甚至整个校园的

管理带来压力，但高校图书馆应承担面向社会的义务，

成为本地的文献中心。

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我国图书馆应不断吸取其

他地区与国家的管理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建立有效

的图书馆用户义务性规范，如此方能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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