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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及时掌握馆藏图书借阅量的变化情况，可为馆藏资源配置提供科学量化的管理依据［1］。基于此，针对馆藏

图书借阅量数据统计特点，本论文设计并研发“馆藏图书借阅量统计分析系统”，对图书借阅情况进行定量

化统计分析，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案例分析。应用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快捷、直观地获得馆藏分类图书借阅

的分布情况及借阅规律和变化趋势，对优化各类图书资源配置起到参考借鉴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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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馆藏图书借阅量的大小，一方面可以了解馆藏文献的利用情况及读者的阅读倾向，另一方面可

以用以评估藏书比例是否科学合理［2］。通过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借阅情况进行定量化统计分析，可以获

得馆藏图书借阅量的分布特征及变化情况，尤其是各学科间的不同变化情况反映了读者的阅读倾向。掌

握这些变化数据，有助于更科学地制定或完善图书馆馆藏建设方案或目标。

目前，用于对图书借阅量等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是借助于一些办公系统（如 Office、WPS、SPSS、

Origin 等）进行间接地分析。如果能研发一种针对性强或专业性强的，专用于馆藏图书借阅量统计分析

评价系统，无疑有助于提升相关分析评价能力，为及时了解馆藏图书借阅量的变化情况提供便利。

1  系统设计思路

本着以满足高校图书馆管理需求为目的，基于分类图书借阅量数据统计特点，设计并研发专用于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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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图书借阅量统计分析系统。所设计的系统可在目前主流操作系统（如 Windows 系统）下运行，且可直

接利用目前主流文档管理系统（如 Office、WPS 等）中的 Excel 表格数据作为输入。该系统的软件研发

是在 Windows 系统下的 Matlab 平台编程开发，该软件可在 Windows 系统下运行，具有安装简单，操作方便、

运行速度快等优点，方便图书馆管理人员快捷、直观地了解到图书借阅动态的统计图表［3］。该软件系

统可实现对图书馆线下图书借阅量进行快捷统计、分析，获取馆藏图书借阅情况，从而了解读者阅读规

律和借阅特点，为提高图书利用率，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教育作用提供科学量化的管理依据［1］。

根据总体设计思路及需求分析，本系统设计了如下三大模块，主要包括“分类图书总借阅量趋势分

析”“学科年度借阅量统计分析”及“分类图书借阅率统计分析”，具体如图 1 所示。其中，“学科年

度借阅量统计分析”包括两部分，即“分类文献借阅量”与“分年度借阅量”。本文以某大学（在此以

SKD 代号简称）馆藏图书的借阅量作为案例分析原始数据。本案例加载了该校 2011—2021 年馆藏图书

借阅量数据，年度借阅量数据可以随时增加。

2  系统架构及其模块功能

如前所述，系统架构主要由三大模块组成，即由“分类图书总借阅量趋势分析”“学科年度借阅量

统计分析”及“分类图书借阅率统计分析”三大模块组成。下面就这些模块及其统计分析的具体实现或

其主要功能进行简要介绍。

2.1  分类图书总借阅量趋势分析

在出现软件主界面后（如图 1 所示），单击如图 1 所示的【分类图书总借阅量】，就可以得到如

图 2 所示的“2011—2021 年图书总借、还书量趋势图”。依此，可直观地观察到馆藏图书借阅量的变

化趋势，用于了解馆藏图书总借阅量的变化或变迁，由此可以总体了解、分析读者线下阅读倾向或行

为的变化。

图 1  软件主界面

Figure 1 Main interface of th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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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21 年图书总借、还书量趋势图

Figure 2 Trend chart of total books borrowed and returned from 2011 to 2021

2.2  学科年度借阅量统计分析

单击图 1 中的选项【分类文献借阅量】，即主菜单栏目的第三项，此时就会弹出如图 3 所示的下

拉菜单。然后在该下拉菜单中，选择年份（本案例加载了 2011—2021 年不同学科图书的借阅量，该模

块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加载新增年份或更早期年份的借阅量），如 2016 年，系统会自动绘制出该年度的

不同学科图书借阅量分布图。也可以选择多个年份，并叠加显示，如可以选择 2011 年、2015 年、2019 年、

2020 年、2021 年分类图书的借阅量并叠加显示，如图 4 所示。图 5 则是从中选择借阅量靠前学科近 11 年

变化趋势对比图，本案例选择借阅量排名前 6 类学科。依此，不仅可直观地观察到单个学科借阅量的变化

趋势，还可以同时观察不同学科借阅量的变化趋势和对比情况。透过各学科受关注程度的变化，可以更深

入了解有关公共类学科、其他热门学科，以及本案例中学校重点或主业学科馆藏图书借阅热度情况。

图 3  分类文献年度借阅量下拉菜单

Figure 3 Drop down menu of annual loan volume of classifie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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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分类图书借阅量变化趋势对比图

Figure 4 Comparison chart of variation trend of borrowing volume of classifie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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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分类图书借阅量变化趋势对比图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variation trend of the borrowing volume of classified books

2.3  分类图书借阅率统计分析

单击图 1 中的选项【分类文献借阅率】，得到如图 6 所示的“2011—2021 年馆藏分类图书总借阅

率”。图书借阅率是图书被读者借阅的次数与实际馆藏的图书册数之间的比率。透过图书借阅率，可直

观观察读者对各类图书的需求情况［4］。这对于图书馆馆藏建设、规划，对优化各类图书资源配置、量

化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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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馆藏分类图书借阅率

Figure 6 Borrowing rate of classified books

3  系统综合应用评价

图 2 为本案例 2011—2021 年线下馆藏图书总的借阅统计情况。通过分析该案例，发现一个很重要

的现象，即读者的线下借阅图书的趋势近 11 年总体是下降的。其下行的变化趋势正好与互联网发展的

上行趋势呈相向而行的态势。

本案例中（2011—2021 年）借阅量最大和较大的区域主要在前区，即 I 文学类及其相邻学科区，以

及后区，即 TP 自动化计算机类及其相邻学科区。图 5 是从中选择借阅量靠前（本案例选择借阅量排名

前 6 类学科的）学科近 11 年变化趋势对比图。不难看出，不同学科借阅量总体呈下降趋势，除了 I 文学

类分别于 2015 年及 2018 年有 2 次略有反弹外，其余学科只是在 2015 年有 1 次反弹外，总体都是呈逐

年下降趋势。图 6 为本案例的 2011—2021 年馆藏分类图书总借阅率，从借阅率看，排名靠前的分别是 I

文学类、A 马列毛邓、O 数理化学、TD 矿业技术及 TP 自动计算等学科，前三类是公共类学科，第 4 类

是本案例中该校的主业学科，第 5 类则是热门学科。借阅量的大小基本反映了社会面有关公共类学科、

热门学科，及本案例中学校主业学科馆藏图书借阅热度情况。

上述统计分析结果客观反映了馆藏图书借阅的现状，反映了读者的阅读倾向，更是折射出社会某种

现象。因此，图书馆应该根据本校学科特点，充分考虑读者对象、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因素，建立以

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导向，建立科学合理的馆藏结构，加大对优势学科馆藏图书的采购，以更好地满足读

者学习、科研需求。

4  结语

针对分类图书借阅量数据统计特点，所设计并研发的“馆藏图书借阅量统计分析系统”，针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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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应用于实际案例分析，可快捷、直观地获得馆藏分类图书借阅的分布情况及借阅的变化趋势。定量

化与多样性分析提高了分类图书借阅量数据统计分析的科学性。为更科学地制定或完善图书馆馆藏建设

目标，提供科学量化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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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Library Borrowing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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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ly grasp the changes in the borrowing volume of books in the collection can provide 
scientific and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basis for the allocation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borrowing volume data, this paper designs and 
develops a “library borrowing volume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which carries out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book borrowing, and applies it to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quickly and intuitively obtain the distribution, borrowing rules and changing trends of 
classified books in the collection. It plays a reference role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various book 
resources.
Key words: System design; Library books; Borrowing volume; Borrowing rat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