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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支付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黄志平（厦门市图书馆 福建 361001）

摘 要 论述了图书馆微服务背景下各种支付方式的现状，微支付的特点、支付角色的互换和接口开

发及结算流程，微支付在图书馆中的具体应用，微支付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并对图书馆微服务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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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爆炸时代，新媒体和新应用层出不穷，对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图书馆带来了发

展机遇，许多图书馆都在积极利用各种现代技术作为创新手段，进一步完善服务细节。近年来，图书馆界

引入了全新的微服务概念。尽管各馆开展的微服务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差异，实践环节不尽相同，但是都

把“为读者提供的细微化、个体化、差异化阅读服务”作为共识，利用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微博、微信、

脸书等社交媒介）、物联网 RFID 自助服务、AR/VR 类虚拟呈现、全高清视频采集及实时直播等手段，融入

图书馆服务之中，力求提升读者服务质量。各种图书馆微服务也日渐受到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年轻读者的

青睐。而在图书馆的传统服务中，一些创新手段的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部分图书馆开展的微支

付应用正是创新实践的一环。相比传统支付方式，微支付在数据处理上更加便捷，在用户体验上也有了长

足进步，提高了读者的积极性和互动性，极大地改进了传统支付方式的不足。

1 图书馆目前常见的支付方式

1.1 现金支付

目前仍有大量图书馆采取现金方式，用于办证押金和滞纳金的收取。缺点是办证读者需携带足够的押

金，滞纳金小额钱币的收取找零费时费力，高峰时读者排队等候现象时有发生，工作人员出错的可能性也

加大，读者体验较差。因此工作人员和读者都希望能改进这种支付方式。

1.2 POS 机支付

POS 机支付采用银联提供的 POS 设备刷卡支付，读者只需携带银行卡（储蓄卡或信用卡），即可现场

刷卡支付相应金额，同时适用于押金及滞纳金小额支付场景。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无需收取钱币找零，对账

方便，读者无需准备钱款；缺点是涉及到图书馆、银行、银联三方，需确保网络及支付接口的稳定性。

1.3 E 通卡等日常小额支付卡

这种卡日常应用于公交车刷卡，由于采用非接触式方式，支付时简单方便，且持有这种卡的读者较多，

深受老年读者的喜爱。但由于办证押金金额较大，一般较少以此种卡支付。

1.4 RFID 支付模块

自助借还设备上有 RFID 支付模块，一般是采用身份证或 RFID 等支持 NFC 的读者证，读者持证到模块

区域即可完成支付。缺点是维护和保养较麻烦，如果支付模块损坏，维修需较长时间。这种支付适用于 RFID

自助设备场馆，读者交付也非常方便，可实现无人值守 24 小时服务。

2 微支付

以上这些支付方式，都避不了读者现金/卡实物操作及工作人员人工处理，流程机械刻板且受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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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限制。而随着 4G/Wifi 的普及和移动终端设备的发展而出现的微支付方式，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微

支付是一种微创新，它是指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一些小额的资金支付。这种支付方式本质上就是第三方支付

商为交易双方提供电子现金兑换交易清算等服务，整个支付链中，第三方支付起到了连接银行和买卖交易

双方的作用。这种支付机制有着特殊的系统要求，在满足一定安全性的前提下，要求有尽量少的信息传输，

较低的管理和存储需求，即速度和效率要求比较高。微支付是围绕人的场景而不是围绕交易的产品。产品

是个固定的东西在那里，围绕交易的如何充值、如何支付、如何确认；而场景是可以变化和变换的，结合

到图书馆服务中，可以在页面上，可以在二维码，可以在公众号的 API 里面，唯一不变的是人，即用户读

者不变。读者只需一次性绑定读者证到微信和支付宝账户，即可享受图书馆微支付带来的便利。

2.1 支付角色转换

传统的支付方式摆脱不了开放时间和支付设备的制约，读者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期限内缴

纳押金或者滞纳金，这个过程虽然简单却繁琐又不可避免，占用了工作人员的不少时间精力，重复性劳动

也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微支付让支付双方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读者以我为主的操作方式快速解决了这一

问题，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图书馆内容的提供。馆员同时也摒弃了单调的无效率服务，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更

为深入的读者资讯提供。各种服务细节的变化正在推动着图书馆和读者的进步与转型，它们改变的不只是

一些方法、一些手段，而是整个模式或者说整个体系。

2.2 微支付在图书馆中的具体应用

主要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读者可在微信公众号及城市服务、支付服务窗及城市服务里缴交钱款

办理。

2.2.1 文献借阅逾期滞纳金。现场归还文献后产生的欠款当场或离场支付；或者在 RFID 自助设备借还后扫

描欠款二维码进行支付。

2.2.2 办证服务。线下扫码可现场办理借阅证时缴纳押金或者更改金额，临时借阅证等需到场馆办理发放

的在二维码扫码完成支付后由工作人员处理，也支持网上办证（官网、微信或支付宝、APP 等） 通过身份

证或社保接口认证后绑定办理。

2.2.3 送书上门服务。读者查询馆藏图书时因故不能到场借阅的，可在支付文献转送费用后由专人送书上

门，享受更加高效的服务。

2.2.4 图书馆读者活动。知识讲座、文化展览、少儿活动、读者部落、主题活动、公益培训等需要微支付

的场景应用。

2.2.5 与书店的深度合作。读者到与图书馆合作的书店，微支付购书享受打折或者直接免单优惠。

2.3 微支付接口开发及支付流程

微信和支付宝支付接口都支持图书业务系统开发平台的接入调用。系统提供商针对图书馆这个特殊的

应用环境，开发出微信、支付宝支付滞纳金、押金的一个支付功能。图书馆只要上公众号后台申请开通支

付接口，接入系统提供商的微信/支付宝 SOA 服务总线，就能迅速开发出一套完善的支付应用。并且微支

付这个功能可以嵌套到其他需要支付的模块，为线上服务流程打下实现的基础。

读者微信支付完毕，微信的支付平台财付通扣掉手续费后，结算汇总到图书馆对应的对公账户。财付

通平台和图书馆系统里均可以统计金额进行核对，整个过程对读者和工作人员都是透明的。由于不增加读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90.htm


3

者的服务成本，图书馆的手续费用可接受，第三方汇款结算等安全迅捷，一经推出就深受图书馆员和读者

欢迎。

微信（财付通）与图书馆的结算规则如下：①每一天会结算前一天的读者微支付所缴纳的所有金额；②结

算后会在 1-3 个工作日把钱自动划到图书馆对公账户里；③每一笔结算的金额会产生手续费，扣除 0.6%；

④图书馆可以开发票报销手续费--财户中心--发票。

以主流的 Interlib 图创集群管理平台和微信支付为例，如图 1所示：

图 1：图书馆微信支付流程

3 微支付的制约因素

目前浙江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汕头市图书馆、惠州市图书馆、武进图书馆业已开展了微信支付滞

纳金，浙江图书馆也率先采用支付宝支付押金，更多的图书馆也将陆续上线相关应用。与此同时，由于微

信、支付宝均属于第三方支付公司，涉及到金融领域，而国家行业相关政策法规尚未规范，因此存在一定

风险。图书馆属于政府拨款性质，在资金投放、结算等方面有些场馆有所顾忌。除此之外，公共图书馆属

于全民公益事业单位，微支付产生的微信、支付宝的手续费用是否可以减免，也希望国家出台相关细则，

鼓励对这些资费进行免除，以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4 微支付等微服务在图书馆中的展望

微信和支付宝是目前受众最广的平台，不少图书馆已经主动参与进驻“城市服务”栏目，再搭上公众

号宣传，迅速跟上了时代的发展，让公众看到图书馆的新变化和现代感。如何利用这些平台打造精品内容

和细节创新，吸引年轻一代读者拥抱图书馆，创造出更广阔的服务范围、更深入的服务研究，协调各种服

务形式的共通性和差异性，需要我们不断思考和实践。目前业界观点认为，图书馆的新常态，就是要打造

出适应互联网发展需要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体系，也就是说互联网＋图书馆，这样的图书馆不是纯物理形

态的图书馆，也不是纯数字化的图书馆，而是要建一个互联网环境下的虚实融合的复合型图书馆。在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云计算等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个图书馆都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微服务的内容和

方式，避免走上同质化的老路。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第四定律指出：“节省读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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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 第四定律在强调采用开架借阅以节省读者的时间的同时，还强调通

过科学排架、目录工作、参考咨询服务、出纳系统、馆址选择等多种途径来节省读者的时间。第五定律还

指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A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作为一种机构的图书馆就

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正是由藏书、读者和馆员 3个生长着的有机部分构成的结合体。图书馆要

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就要在服务细节上做到极致。微支付是我们在微服务中走出的一步，更多的创新手段

还依赖馆员们更加勤勉努力，读者更加积极智慧，社会更加开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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