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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医院图书共享模式构建方法，旨在激活医务工作者手中闲置的
家庭图书或医院图书馆中流动率低的图书资源，实现在本院甚至更广泛空间共享，以解决医院图书馆经费

缩减以及 “重藏轻用”的困境。方法／过程 分析现有医院图书共享模式的不足并提出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共
享模式及共享平台设计架构，讨论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共享模式意义以及运营过程中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结果／结论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共享模式是医院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方向，有助于节省购书经费、提高图书资源
利用率、丰富医院文化资源供给、帮助医务工作者变革阅读方式、培养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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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共享经济是指拥有闲置资源的机构或个人将资源

使用权有偿让渡给他人，让渡者获取回报［１］。其本

质是资源整合，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壁垒快速建立供

需双方联系，从而降低资源闲置率。共享理念在住

宿、交通、教育、生活及旅游领域得到深入应用。在

这种经济模式全面驱动下，图书共享应运而生，获取

图书资源的成本开始大幅降低。目前，医院图书馆面

临着经费缩减以及 “重藏轻用”的困境［２］，图书流

通率低，图书资源无法发挥其相应价值，医务工作者

无法获取最合适的图书资源。若能以适当方式激活个

人手中闲置的图书或医院图书馆中流动率低的图书资

源，使之流动起来，实现更广泛空间的共享，不仅能

节省购书经费，丰富医院文化资源供给，提高图书

资源利用率，同时还能变革医务工作者的阅读方

式，实现智慧资源共享，传承知识和文化，推动科

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２　现有模式及不足

目前，医院类图书共享相关研究文献较少，主

题基本为共享服务探索和共享平台构建。白冰［３］发

现国外善于运用合作和联盟方式增加共享图书类

目，扩充书库，使书籍流动起来，从而增加图书使

用率。徐绮庆［４］提出在现有互联网图书管理系统基

础上设计实现员工私有医学图书共享服务模式，以

达到扩充馆藏目的。但是该方案设计存在如下弊

端：一是馆员工作量非减反增。馆员需对信息管理

系统收集到的可借出图书进行实地收集，并人工核

对书目信息，赋予二维码编号，现场扫描确认图书

纳入管理范围，以保证书籍和人员信息准确，增加

了很多繁琐的审核流程。二是书籍实体储存位置过

于固定。为避免与馆藏书籍混存，参考超市临时储

物箱设计，在图书馆内设置私有图书借阅专柜，实

现每本图书独立储存、扫描借出与归还。尽管一书

一柜制图书分类清晰，但是未考虑医务人员繁忙的

工作性质，提供送书上门服务或者设置便利的图书

储物柜更切合实际需求。周天［５］围绕图书共享设

计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公益性图书共享网络平台，创建

一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线上到线下 （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
Ｏ２Ｏ） ＋点对点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２Ｐ）图书共享服务
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方式解决海南医学院信息

资源分配不均和用户闲置图书不能发挥其应有价值等

问题。但是，对线上线下相融合模式下图书共享的可

行性问题，包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即将面临的挑

战没有进行讨论。

３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医院图书共享模式

３１　构建思路

美国生产与库存管理协会对供应链的定义是：

供应链是一种全球性网络，通过精心设计的信息

流、物流和资金流，从原材料开始直到将产品和服

务交到客户手中，包括所有合作伙伴以及通过物

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形式链接合作伙伴的各种方

法［６］。该定义表明，供应链管理的本质是提供一个

平台，链上各种相关企业在这个共同使用的信息化

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基础设施上进行
资源整合共享，以满足最终客户核心需求。将供应

链管理模式运用于医院，医务工作者 （共享图书提

供者）就是 “相关企业”，图书共享平台就是 “ＩＴ
基础设施”，其他医务工作者就是 “最终客户”。医

务工作者共享闲置书籍到医院图书共享平台，其他

医务工作者从平台借阅书籍，形成良性供需闭环

链，见图１。

图１　医院图书共享平台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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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医院图书共享平台设计架构 （图２）

图２　医院图书共享平台设计架构

３２１　智能共享书柜　智能共享书柜联合物联

网、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能实现图书自循环自

动借还［７］，最新书籍存量自动更新供医务工作者在

线查看，２４小时自助服务。医务工作者在线查看想

要阅读的图书，通过导航到达共享书柜，扫码借

阅。医务工作者也可携带想要共享的图书，将其放

入距离最近的共享书柜中，系统会对书籍进行消毒

和分拣，重新上架，实现二次循环。

３２２　用户端　用户端为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ｐｐ），包括 “首页”“附近点位”“同事

在看” “我的”模块。 “首页”模块主要功能有扫

码借书、扫码还书、共享登记、书目检索等。 “附

近点位”模块可查看各智能共享书柜位置以及不同

层架书籍基本信息。 “同事在看”模块可查看书友

最新动态，可进行关注、评论、点赞等社交互动行

为。“我的”模块主要包含当前借阅、押金、逾期

费、共享赏金、心愿单等。

３２３　馆员端　馆员端以个人计算机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Ｃ）为主，包括 “图书管理” “读者管

理”“流通管理” “批量处理”模块。“图书管理”

可新增或删除书籍、编辑书目信息、查看图书状

态，对图书进行不同共享书柜点位分配管理。 “读

者管理”对医务工作者个人基本信息进行管理，可

编辑个人基本信息、查看个人借阅情况。 “流通管

理”可查看图书借阅流通情况和热门书籍等。批量

处理主要通过 Ｅｘｃｅｌ格式导入图书信息和医务工作
者个人基本信息，以便后台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３３　应用效果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医院图书共享模式于 ２０２３
年３月开始试运行，并提前进行了宣传动员。借阅
规则暂定为每人每次最多借阅两本图书，借阅周期

不超过两个月。在试运行的两个月中，共有 ３０名
医务工作者共享图书５０本。智能共享书柜分６层，
第６层备用存储架放置共享图书，其余第１—５层放
置由图书馆指定的２５０本图书。
３３１　图书流转应用效果　选取图书馆指定的
２５０本图书作为研究对象，以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未使
用此模式时这些图书借阅次数作为对照组，以２０２３
年３—４月试运行期间这些图书借阅次数作为观察
组。两组数据的差值基本服从正态分布，采用ＳＰＳＳ
统计学软件使用配对 ｔ检验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 “均数±标准差”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１。应用供应链管理图书共享模
式后，观察组的图书流转情况好于对照组，平均每

本书被借阅２３０次，远高于对照组的０３１次，且
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应用供应链管理图书共享模式

前后指定图书流转情况对比

组别 图书数量 （本） 借阅次数

观察组 ２５０ ２３０±１９８

对照组 ２５０ ０３１±０５３

ｔ １８３９５

Ｐ ＜０００１

３３２　借阅周期应用效果　以２０２３年１—２月被
借阅图书的借阅周期作为对照组，以２０２３年３—４
月被借阅图书的借阅周期作为观察组。对照组中共

７０本图书，共被借阅 ７８次，平均每本书被借阅
１１１次。观察组中共有２１８本图书，共被借阅５７６
次，平均每本书被借阅 ２６４次。由于试运行时间
较短，借阅周期以该图书首次借阅归还周期为准，

最长不超过６０天。若超过两个月未还书则标记为
逾期，借阅周期记录为６０天。采用 ＳＰＳＳ统计学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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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数据分析，各组数据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计

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表示，方差齐时组间均
数比较采用ｔ检验，方差不齐时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应用供应链管理图书共享模式后，观察组借阅周期明

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医务工作者逾期未归还图书的情

况明显减少，且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　应用供应链管理的图书共享模式前后被

借阅图书借阅周期对比

组别 图书数量 （本） 借阅次数 借阅周期 （天）

观察组 ２１８ ２６４±１９０ ２１２５±１８１５

对照组 ７０ １１１±０３２ ５４１９±１１２２

ｔ １１３８９ －１８１０９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医院图书共享意义

４１１　加快医院图书流转速度　当前很多医院图
书馆尽管藏书数量多且丰富，但是 “重藏轻用”理

念导致很多医务工作者无法获取合适的图书资源，

图书流转率较低。通过供应链管理模式进行图书共

享，使书籍在不同医务工作者手上流转，可以加快

流转速度，提高利用率，还可以缩短医务工作者归

还图书的周期，减少图书逾期现象的发生。

４１２　减少医院图书购置成本　医院图书馆并不
直接产生效益，经费缩减严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因而不得不通过减少图书资源的采购来控制成本。

通过供应链管理模式进行图书共享可以打破经费限

制，将职工私有图书纳入馆藏范围以扩充馆藏量。

４１３　变革医务工作者阅读方式　在共享经济和
智能移动设备普及的背景下，共享平台可打破时间

和空间限制，将图书供给方和需求方联系起来，便

捷地共享图书资源。通过供应链管理模式共享图

书，可节省去图书馆找书、借书的时间和交通成

本。医务工作者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图书馆场所，可

以通过共享平台借阅书籍，并 “点赞”和 “评论”，

找到和自己研究方向、兴趣爱好、价值观念、思想

理念相近的书友，形成自己的社交阅读圈。

４１４　培养医务工作者的环保意识　共享图书有

效衔接闲置文化资源和医务工作者信息需求，通过

供应链管理模式循环共享图书，不仅可以使闲置的

文化资源产生价值，而且能够贯彻国家节约资源和

绿色发展的理念和要求，帮助医务工作者在满足阅

读需求的同时享受低碳环保生活。

４２　关键问题

４２１　图书筛选机制　医务工作者将闲置书籍登

记在图书共享平台，馆员在后台审核后进行线上新

增图书操作，以便后续正常流通。智能共享书柜容

量有限，需引入共享图书筛选机制，进行质量把

控。共享图书筛选原则取决于医务工作者的图书需

求以及图书共享运营情况，医务工作者可以将想引

进的图书登记在心愿单模块，馆员在后台审核后，

利用经费购买或利用其他医务工作者共享的书籍满

足需求。馆员需在后台对书籍流通率进行分析，并

在智能书柜中筛选放置流通率高的热门书籍，以确

保流通书籍符合医务工作者实际需求。

４２２　用户奖惩机制　为了鼓励医务工作者共享

闲置图书，可以制定赏金政策。例如，每位医务工

作者共享的闲置图书被其他医务工作者借阅，可按

照具体天数获得一定赏金。赏金可提现或用于抵扣

逾期费。同时可以采用押金 ＋逾期费模式，医务工

作者首先支付一定押金作为信用抵押，到期书籍没

有归还将从赏金和押金中扣除一定逾期费，当押金

清零后，该医务工作者在图书共享平台上的使用权

限将被永久封禁。

４２３　传染病防控装置　纸质书籍在流通过程中

存在一定携带和传播病毒的风险。在智能共享书柜

旁需要添置紫外线消杀装置，将每次从智能共享书

柜中取出借阅或者放置归还的书籍进行消毒，以保

障医务工作者和图书馆员的健康。

５　结语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图书共享模式是医院图书馆

服务创新的方向。对医院图书馆来说，应用该模式

·５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８



能节省购书经费，提高图书资源利用率，丰富医院

文化资源供给；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可以变革其阅读

方式，培养环保意识。在实现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图书

共享模式时要注意以下４方面问题：一是根据医务工
作者需求以及后台流通记录时常更新智能共享书柜中

的书籍，同时移动智能共享书柜尝试在不同点位进行

运营，以确保图书共享运营效果最佳。二是制定明确

的奖惩制度，对共享行为进行激励，对逾期行为进行

惩罚。三是配备紫外线消杀装置，降低流通纸质图书

传播病毒的风险。四是与人力资源处、医学院以及信

息中心建立联动管理，及时掌握医务工作者信息变

动，确保及时开通新员工和关闭老员工图书共享平台

使用权限。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包括引入

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４个阶段［８］，成熟期

产品用户数量较大，体验稳定，且积累了一定用户数

据，但也将面临用户流失问题，需制定相应运营策

略。因此，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图书共享模式运营一段

时间后，如何增加医务工作者的黏性，避免用户流失

将是未来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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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支付平台和医院医疗业务的紧密度会越来越高，

本文仅就门诊处方单缴费方面阐述技术对接，但

事实上，关于移动支付平台与医院业务对接所涉

及层面较多，例如预约挂号、公众号、体检系统

等。未来医疗行业发展趋势是移动支付平台与医

保平台、体检系统、电子健康档案等系统对接。

居民移动端医疗信息管理具有极大的前景和使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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