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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新业态发展思考

魏大威　 李春明　 温　 泉　 薛尧予

摘　 要　 随着外部信息环境进入万物互联时代，智能感知与全面互联，大数据传播与分享，快速的技术跟踪与应

用将成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新特点。 万物互联催生了公共图书馆的新业态，公共图书馆需提升理念，转变模式，

创新服务，才能实现新业态的构建。 构建公共图书馆新业态需做好以下工作：构建数字图书馆一体化网络，建设

标准化图书馆业务系统，丰富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形式，营造公共图书馆发展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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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信息技术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质变，
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且广泛。 通信技

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跨越距离障碍，
加快传播速度。 计算机、移动终端等设备的普

及转变了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方式，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带来了强大的计算和存储保

障。 可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影响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为社会各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 信息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对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对用户

阅读行为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事物、人、数
据被互联网联系起来，互联网的力量正呈指数

增长［１］ 。 人、流程、数据和事物的结合使得网络

连接变得紧密相关，更有价值，越来越强大，这
种情况就像是 １＋１ 大于 ２ 的效应。 思科将这一

发 展 趋 势 定 义 为 万 物 互 联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认为在互联网越发庞大的今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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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台新设备连接到互联网，随着这些“物品”
具备情境感知、增强的处理能力和能源自给等

能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新信息类型连接到

互联网，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从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时代迈入万物互联时代［２］ 。 思科预

测，到 ２０２０ 年全球物联网设备将达 ７５０ 亿台。
万物互联使网络规模呈指数级增长，相应的社

会信息数据量也出现了指数级增长，因此大数

据技术得以大规模发展应用。
当前人们信息获取和阅读方式呈现出多渠

道、移动化、社交化的特点，数字阅读正在逐渐

融入大众生活，满足了任何用户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内容的阅读需求。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达 ４ ９ 亿，即
时通信网民达 ５ ３２ 亿，手机搜索和即时通信的

用户数分别达到 ３ ６５ 亿和 ４ ３１ 亿。 此外，博客

和个人空间用户数量为 ４ ３７ 亿人，社交网络用

户达到 ２ ７８ 亿［３］ 。 搜索引擎及各种社交网络

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发

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２０１３ 年我国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

超过半数，达到 ５０ １％，较 ２０１２ 年上升了 ９ ８ 个

百分点，其中有 ４４ ４％的成年人进行过网络在

线阅读，４１ ９％的成年人进行过手机阅读［４］ ，此
外使用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进行阅读的比例

逐渐上升。 数字阅读日益普及，从最初的在线

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发展到现在以手机、平
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为载体的移动阅读，人们获

取信息的方式正在改变，呈现出移动化、社交

化、碎片化、浅层化的新特点。
万物互联的环境和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对于

图书馆开展基于全媒体、多终端的服务提出了

新的要求，也催生了图书馆的新业态。

１　 图书馆发展形态之探讨

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挑战与发展并存，
图书馆形态也随之发生着变化，由传统图书馆

发展为自动化图书馆、电子图书馆和数字图书

馆，以及近年来业界普遍认可的一种形态———
复合型图书馆。 对于图书馆未来的发展形态，
业界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图书馆业务模式发展带

来的变化、技术驱动带来的变化、图书馆角色转

变带来的变化等。 张晓林引入破坏性技术概

念，描述了可能颠覆当前数字图书馆模式的技

术需求与机制，建议采取驾驭破坏与颠覆的态

度观念，预测可能的战略发展方向［５］ 。 王世伟

认为，智慧图书馆作为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将
成为图书馆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的新理念和新实践，互联、高效与便利是未来智

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６］ 。 陈进等学者提出，将
信息共享空间（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 与创新社

区（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两个“ ＩＣ”，以乘法关

系结合起来，强化学术创新支持与文化素养拓

展，并形成平方级的（图书馆） 服务效能提升。
认为图书馆应成为活跃的学术交流中心、炫动

的知识加工中心、蕴聚的文化传承中心［７］ 。 吴

建中则提出，图书馆将更加注重作为城市第三

空间的价值，更加注重复合型图书馆的建设，更
加注重信息交互和咨询能力的提升，更加注重

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合作。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

场变革，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饱满

的创新激情，主动应对并积极推进从纸质书为

主向全媒体时代的转型［８］ 。
我国公共图书馆有其特殊的发展历程，在

万物互联背景下，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在全国范

围内整体规划，发展新的业态，是图书馆人应该

思考的问题。 下文简要回顾我国公共图书馆的

发展历程和现状，总结万物互联背景下公共图

书馆发展的新特点及要求，提出构建公共图书

馆新业态需要完成的工作。

２　 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

２ １　 发展概况

我国公共图书馆诞生于 １００ 多年前，１９０８
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使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有法可依。 随着京师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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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建立及对公众开放，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艰难跨

越。 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普

及与发展。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数

量、馆藏数量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从以下数据可

略见一斑。

表 １　 １９４９ 年以来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一览［９］

年份 图书馆数量（个） 馆藏数量（万册） 图书馆从业人数（人）

１９４９ ５５ １ ６７６ ２ ２０８

１９５９ １ ０１１ １０ ６６９ ４ １４４

１９７９ １ ６５１ １８ ３５３ １７ ５３９

１９８９ ２ ５１２ ２８ ３６８ ３９ １０３

１９９９ ２ ６６９ ３９ ５３９ ４８ ７９２

２００７ ２ ７９１ ５２ ０５３ ５０ ４２３

２０１２ ３ ７６５ ７８ ９００ ５４ ９９７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

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支持力度，以建立覆盖全社

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目标，以保障群众的

基本文化权益为着力点，进一步推进了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在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全国图书

馆界的共同努力下，图书馆新馆建设成绩斐然。
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公共

图书馆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公共图书馆文献资

源日益丰富，服务理念不断创新，实现向社会公

众免费开放；２４ 小时自助图书馆、手机图书馆、
电视图书馆等新的服务形式发展迅速；各级图

书馆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

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等重大文化工

程项目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０］ 。 近年来，
各地探索实施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公共图

书馆服务一体化、图书馆联盟、通借通还、流动

服务车、自助图书馆服务等模式，在完善服务网

络方面成效显著。
但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事业发展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费

不足，设施网络不完善，布局不合理，区域发展

不平衡，资源共建共享水平不高，服务尚未实现

全覆盖，弱势群体和偏远地区服务相对薄弱，服
务效能有待提高。 资源建设服务与现在新媒体

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有较大距离，也与百姓的

需求有较大距离。

２ ２　 当前环境及图书馆自身的改变

我国的图书馆从诞生之日起，就随着社会

的发展不断演变，从藏书楼到数字图书馆的发

展既体现了社会环境对图书馆的影响，也反映

了图书馆自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转变。 研究未

来公共图书馆的业态发展变化，需要对目前及

未来的发展环境和自身转变做相应的分析。
第一，图书馆应用新技术的速度加快。 网

络建设、服务器计算和存储能力、各类系统平台

的发展与信息技术发展紧密结合。 移动通信和

移动计算技术迅速发展，许多图书馆都通过短

信、ｗａｐ 网站、二维码和移动应用等形式提供服

务［１１］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图书馆

开发了基于 ＩＯＳ、Ａｎｄｒｏｉｄ 平台的应用程序，融入

了社交互动、分享传播、位置服务等内容。 图书

馆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而新技术的

不断涌现为数字图书馆在软硬件平台、资源建

设和服务方式拓展等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性。
第二，信息资源从纸质向数字形式转变。

在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资源构成已经发

生了转变，以往图书馆以纸质资料、缩微胶片、

０２４



魏大威　 李春明　 温　 泉　 薛尧予： 万物互联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新业态发展思考
Ｗｅｉ Ｄａｗｅｉ， Ｌｉ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 Ｗｅｎ Ｑｕａｎ ＆ Ｘｕｅ Ｙａｏｙｕ：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实体音像资料为主，而现在，数字资源无论是经

费投入比例，还是馆藏中的比例，均不断提升，
数字资源规模总量急剧增长。 根据文化部对公

共图书馆基本情况的最新统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全国公共图书馆纸本馆藏为 ７４ ８９６ 万册，电子

图书总量为 ３７ ７６７ 万册，占纸本馆藏的 ５０ ４２％
（见图 １）。 而 ２０１１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电子图书

总量为 ５ ８２２ 万册，两年时间增长了 ５ ５ 倍［１２］ 。

图 １　 全国公共图书馆馆藏构成对比［１３］

第三，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格局随读者需求

变化发生了巨大改变。 图书馆提供数字化、网
络化的信息服务，到馆阅读的传统方式正在向

网络访问转变。 文化部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文化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３ 年底我国公共图书馆

计算机总量为 １９ ５４ 万台，供读者使用的电子阅

览终端为 １１ ６３ 万台［１４］ ，而 ２０１１ 年这两个数字

仅为 １５ ７５ 万台和 ９ ２６ 万台，两年时间分别增

长了 ２４％和 ２６％。 再如，目前通过互联网查找图

书馆资源的读者人数已经远超到馆读者人数。
此外，由于馆内无线局域网的全覆盖和移动设备

的普及，公共图书馆到馆服务呈现 ＢＹＯＤ（ Ｂ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Ｄｅｖｉｃｅ）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读者携带

自己的移动设备到图书馆获取信息资源。
与此同时，文化部实施的文化信息共享工

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计划三大惠民文化工程，积极营造信息技术环

境下的文化发展氛围，着眼于将图书馆、信息资

源与公众相互连结，提出要打造基于新媒体的

服务新业态，鼓励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的合作

共建，互联互通［１５］ 。
图书馆是保存人类文化、传递知识的枢纽，

其发展始终跟随着社会的进步，当社会信息环

境向着万物互联的方向发展时，必然催生图书

馆新业态的形成。

３　 万物互联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新

特点

万物互联背景下，图书馆业态是一种结合

了信息全面感知，资源自增长与智能流动，并提

供丰富智能服务的新业态，体现了图书馆的相

关要素按照万物互联的理念相互关联，图书馆

的信息资源与用户关联紧密，图书馆与图书馆

之间息息相连。

３ １　 智能感知与全面互联

万物互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充满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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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动计算、传感设备、近距离通信等各种

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万物互联环境下的图书馆

呈现出智能感知和全面互联的特性。
万物互联环境下的图书馆新业态，不但有

全面的感知体系，还有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础结

构，以及相配套的产业和应用有机体，构建要素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公共图书馆新业态构建要素分析

其中，全面感知体系可以划分为基础感知

和业务感知。 基础感知主要指读者反馈，包括

从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络等智能设施获得的读

者信息，社会媒体、平台的反馈，以及社交网络

舆论信息等；业务感知主要指对图书馆管理数

据、用户需求定位、图书馆业务表单等的感知。
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形成的基础架构，以及目

前蓬勃发展的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构成

了新形势下图书馆的基础结构。 产业和应用有

机体则包含了政策支持、各类开放性的合作、产
业链的良性催生、图书馆各类创新性服务，以及

通过数据运营为其他行业提供的服务等。 在图

书馆构建的各要素中，开放与创新是关键点，互
联与智能是核心特点。

如果说智能感知为图书馆提供了信息感知

与处理能力，那么全面互联就成为信息传播的

渠道和沟通的桥梁。 全面互联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泛在的互联互通，也就是将分散异

构的信息资源与数据、信息获取终端、用户本身

连接起来，实现任何人、任何信息资源、任何位

置、任何时间的全面互联和共享。 国家数字图

书馆的唯一标示符系统、统一用户系统，分别针

对资源和用户构建基础性标识体系，目的就是

为了智能感知和全面互联。 二是图书馆界将打

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构建跨行业、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 全国各类区域性图书馆

联盟和网络互借平台呈现了联合共建、互联互

通、融合发展的特点，同时文化资源共享工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一些重点文化工程，可
在全国范围加快信息传播速度，互联共享资源，
实现各级图书馆的全面互联。

全面互联使得图书馆的服务更加顺畅，同
时为图书馆智能感知提供了信息反馈的渠道。
资源的开放互联，将使用户从图书馆获取的不

单是散乱的资料，而是更加完善的知识体系。
用户与图书馆的紧密相连，则使图书馆能更有

效地获取用户需求，并及时、有针对性地调整服

务。 图书馆之间的互通互联，将加大各个层面

的共建共享，提升图书馆的资源建设能力和服

务能力，使得知识的获取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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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大数据传播与分享

万物互联是大数据滋生的土壤，数以千万

计的各种传感器，源源不断地侦测、创建和传输

大量的数据，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则给大数

据带来丰富、鲜活的个人数据信息，伴随信息载

体从实体到数字的迁移，信息资源将呈现爆发

式增长速度［１６］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ＩＤＥ 与 ＥＭＣ 发布

的“数字宇宙 ２０２０”报告，到 ２０２０ 年，全世界的

数据量将达到 ４０ＺＢ（ ＺＢ 即泽字节，等于十万亿

亿字节），相当于 ４０ 万亿 ＧＢ 的数据，其中大部

分数据并不是由人类产生的，而是由机器产生

的，包括机器传感器以及其他具备通信功能的

智能设备，这些数据中的 ３３％包含有价值的信

息［１７］ 。 即便是这 ３３％的信息，数据也达到了惊

人的 ＺＢ 级别。
正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始终引领着图书

馆的技术应用、信息资源及用户服务，图书馆的

大数据时代即将到来。 按照数据增长规律，新
的技术发展环境下，图书馆信息也将爆发式增

长，并且很多数据来自于互联网。
一方面，图书馆将收录互联网产生的越来

越多的优质资源，借助大数据应用可以实现资

源的自动组织、整合与发布。 目前，数字图书馆

的资源建设已经突破传统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局

限，资源类型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

纸、数据库、音视频资源、网络资源等。 这些数

字资源的来源既包括传统文献的数字化，也包

括各种类型的原生数字资源，还包括其他异地

存储为图书馆所用的虚拟馆藏及大量网络资

源。 根据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

两次调研结果，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省级图书馆自建

数字资源平均保有量为 １６ＴＢ， 相比 ２０１０ 的

７ ３ＴＢ，增长了 １ ２ 倍；省级图书馆外购数字资

源平均保有量为 ４２ＴＢ，相比 ２０１０ 的 ２０ＴＢ，增长

了 １ １ 倍［１８］ 。 自建和外购是常见的两种资源建

设方式，具体形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１９］ 。 对于

自建资源，从单馆独立自建发展为馆际合作共

建、交换共建、委托共建等；对于采购资源，已经

形成多馆联合采购、馆际互购的格局。

另一方面，由于智能感知，未来图书馆将产

生大量信息追踪、用户行为等数据信息。 利用

好、分析好这些数据，可以实现资源合理有效的

配置，用户服务个性化、定制化，全面优化信息

获取流程。

３ ３　 快速的技术跟踪与应用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与信息技

术发展非常相似的规律。 图书馆将始终伴随信

息技术的发展而革新，并体现出信息技术的摩

尔定律发展特征。 近年来，负载均衡、分布式计

算、“在线—近线—离线” 三级存储机制等技术

已经在图书馆实现，各类服务应用程序融入了

社交互动、分享传播、位置服务的概念。 不久之

后，图书馆就会借助大数据来分析资源使用率

和读者偏好，进而优化资源结构与服务模式。
图书馆还可以借助物联网把图书馆的所有元

素，诸如信息资源、网络入口、存储、地理位置、
读者，甚至图书馆本身都关联起来，实现万物互

联。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

撑，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为数字图书馆在软硬

件平台、资源建设和服务方式拓展等方面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
摩尔定律揭示，每 １８ 个月 ＩＴ 产品的性能会

翻一番，或者说相同性能的计算机等 ＩＴ 产品，每
１８ 个月价钱会降一半。 数字图书馆经历了资源

的大规模数字化、关键技术的攻关研发和集成

服务系统的建设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呈现出信

息载体数字化、信息技术加速应用的特点。 下

一阶段，图书馆界的万物互联将成为趋势，信息

技术加速融合应用，也同样遵循此发展规律。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底，网
络带宽从 １００ 多 Ｍｂｐｓ 增长到 １ ２Ｇｂｐｓ，扩容近

１０ 倍，这 ６０ 个月的时间，正好是 ３ ３３ 个摩尔定

律周期；存储容量也能发现相同的特点，２０００ 年

存储容量为 ２ ５ＴＢ，２０１２ 年增长到 ２２７０ＴＢ，１３
年增长了 ９００ 多倍。 全国各地数字图书馆的发

展也存在类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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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万物互联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要求

一个新的业态的产生是在充分运用以往成

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更多的是创新与

提升，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全局化规则，催生科

学、合理的生态结构，并推出符合新业态特征的

创新性服务模式。 图书馆必然也需要发挥自身

优势，在一些关键性的提升要素上下功夫，才能

实现新业态的构建。

４ １　 理念提升

首先，要注重规划与设计的全局性。 构建

图书馆新业态，规划和设计需要有全局性，万物

互联背景下，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楼宇自动化、
服务智能化、应用网络化的单体图书馆，而应该

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有机整合的图书馆群体，
每个图书馆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根据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时刻保

持图书馆业务的革新，使图书馆界成为一个生

长着的有机体，在全局规划下，制定合理的机制

和规则，使各图书馆都能根据自己的特性和优

势，进行有侧重和有特色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

简单地对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和复制。
其次，要将继承与发展并重。 继承是发展

的前提，发展是对继承的最好阐释，任何新业态

的产生都是在继承与发展中前行的。 百余年来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积淀了大量的知识与经验，
发展必然还要保持图书馆传承文明、存储信息、
服务社会的本色。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

图书馆形态在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智能互

联。 依托物联网可实现智能化感知、识别、定

位、跟踪和监管，借助云计算及智能分析技术可

实现海量信息的处理和决策支持［２０］ 。 同时，伴
随知识社会新形态的逐步展现，现代信息技术

在对图书馆各类产业完成面向效率提升的数字

化改造之后，将逐步衍生出一些新的产业业态

和组织形式，使人们对信息技术引领的创新形

态演变、图书馆变革有更真切的体会，对科技创

新、以人为本有更深入的理解，对现代科技发展

下的图书馆形态演化有更新的认识。
第三，产业催生与共赢相融合。 文化事业

发展的资源优势可以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

点，建立以文化事业发展培育消费能力的机制，
带动文化产业发展。 构建图书馆新业态，需要

有与之配套的产业生态环境，形成多方共赢的

良好局面。 因此不仅是图书馆之间广泛合作，
更需要图书馆与各行各业之间进行广泛的合

作，通过良性的政策导向，激励多方参与，并创

新出多样、科学的合作模式。 良性的产业生态

环境，不但要有宏观维度的规划和秩序作为保

证，也需要有中观维度的分工和互联作为依托，
更需要微观维度的成长和共赢作为基础。 需要

进一步分析产业构成，研究合理的产业分工结

构，对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链条加以保护和鼓

励，对产业链中的供需链条进行细化分析和梳

理，使产业链形成的同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各环节紧密相扣，并有足够的成长空间，使各方

均能在整个环境下快速成长，并互相推动发展，
形成良性互动。

４ ２　 模式转变

图书馆以传承人类文明为己任，历来被誉

为知识的海洋，大量的古今文献、知识数据库、
网络信息资源构成了图书馆的海量资源库，是
图书馆独有而珍贵的数字资产。 在万物互联时

代，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模式必将发生重要改变。
首先，在大数据的环境下，未来图书馆的数

字资源建设将吸纳传统纸质文献、缩微胶片和

音视频等新媒体资源，以及大量的互联网信息

资源，主要通过自建和外购两种方式来扩展。
自建资源通过“横向扩大、纵向深入”的方式来

实现。 “横向扩大”是指图书馆不仅要保存已有

领域和类型的数字资源，还要根据社会中不同

行业的需要，以各种实体单位为潜在服务对象，
广泛收集和保存行业性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的大数据资源，从而建立起“单个机

构—行业”的完整的行业大数据环境。 “纵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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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指图书馆在已有数字资源的基础上，继续

拓展资源类型，加强资源内容细粒度刻画和关

联数据分析，将知识语义化、形式化，将信息资

源语义化、可视化，形成以数据为支撑的知识集

合。 共享资源的对象包括图情行业等第三方已

有资源，需要借助统一的技术平台，研究资源共

享机制，充实图书馆已有的数字资源种类和

储量。
其次，资源建设更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原

则，将依据用户行为的大数据分析来实现。 各

类智能感应器、智能移动终端、社交网络成为大

数据产生的主要源头，资源建设的决策将依赖

读者借阅习惯、资源服务痕迹等数据的分析，而
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

４ ３　 服务创新

图书馆新业态的形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万物互联与全面感知，由此也必将带来图书馆

服务形态由到馆借阅范式向主动服务范式转

变，由人为筛选信息到知识智能发现转变，由单

一图书馆服务到图书馆生态圈资源共享服务转

变，即服务的重心由图书馆转向用户。 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图书馆界发展创新、转型提

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图书馆所处的信息环境

迅速出现“ Ｅ”化，传统的以纸本资源为主、提供

到馆服务的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

求，数字学术文献已经成为用户学习与创造的

基本保障［２１］ 。 科研人员更倾向于优先使用网络

资源。 但在海量网络资源中寻找信息资源，往
往得到的是浅层、宽泛的信息，实际上用户更期

望得到精准、专业、权威的信息资源，而未来图

书馆应该提供一站式信息搜索、知识发现和科

研数据分析等智能化服务。 因此，图书馆服务

创新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揭示大量原

始数据中蕴含的科学价值，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挖掘更多元、深刻、全面的事物规律，构建完善

的科学数据管理与交流平台，满足大数据时代

用户的知识需求和个性化服务。 从国家数字图

书馆文津搜索系统的建设与使用情况来看，这

一点得到了充分印证。 文津搜索系统是通过全

面整合图书馆资源元数据，对资源进行统一检

索和揭示，并通过全国资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给
予资源精确定位，这为资源的深度整合和高效

利用，以及资源知识挖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服务的创新还体现在各种智能设备以及社交网

络的运用，从而实现全媒体、全流程、全社会的

服务。

５　 开创公共图书馆发展新业态

图书馆担负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先

进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等重要社会职能，是公民

的终身学校，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一
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保障公民基本

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２０１１ 年我国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开始实施，各地数字图书馆建设

蓬勃发展，工程与各地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

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使万物互联背景下图书馆

新业态的构建成为可能。 未来图书馆将通过与

传统图书馆进行全流程业务整合，包括馆藏统

筹建设、资源一体化揭示、服务整合，实现实体

文献与数字文献资源之间的无缝连接，实现到

馆服务与网络服务的互补，打破地域和行业的

限制，建设跨行业、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图书

馆服务体系。

５ １　 构建数字图书馆一体化网络

开创图书馆发展新业态，首先要加快和完

善数字图书馆网络体系建设，扩大网络覆盖范

围，提高网络传输能力，逐步建设以专网为主

干，虚拟网为补充，连接国家省市县数字图书

馆，覆盖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网络体系，
为全国数字图书馆系统互联、业务整合、服务协

作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网络设施保障。
通过覆盖全国的一体化网络，各类数字资

源，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音视频

等，可以方便快捷地传递，分发推送到基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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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图书馆的网络和平台设施能够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加快各地公共文化

服务的传播和推广效率。

５ ２　 建设标准化图书馆业务系统

开创图书馆发展新业态，要加强综合业务

平台和标准化服务平台的建设。 通过建设全国

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加工网络体系、数字资

源唯一标识符体系和版权信息管理体系，实现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标准生产加工，促进全国各

地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有效融合和统筹管理；通
过建设数字资源组织和保存系统，加强对数字

资源的有效组织与集中管理，逐步建立全国范

围内数字资源分级分步的集中保存和长期保存

体系；通过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文津搜索系统、
数字资源发布与服务系统的推广部署和深入应

用，建设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推动实现数字图书

馆服务一体化。 标准化图书馆业务平台的建成

能够有效提升各地图书馆的资源建设能力、用
户服务能力和业务管理水平，逐步建设形成全

国数字图书馆标准化综合服务平台，对公共文

化服务平台形成有效支撑。

５ ３　 丰富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

开创公共图书馆发展新业态，要加快形成

开放共享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 一是建设我国

公共图书馆元数据仓储库，加强对全国图书馆

资源的整合揭示。 借助全国联合编目系统，逐
步实现数字资源与传统资源的有效关联和深度

整合，建设全国公共图书馆界元数据仓储，为全

国文献信息资源的集中揭示、分级调度与服务

奠定基础。 二是加大资源联合建设力度，加快

海量资源库群的规划建设。 加强对资源建设的

整体规划与主题设计，有重点地建设一批满足

公众阅读需求、反映历史文化变迁、体现地域发

展特色的专题资源库。 加大适用于手机、平板电

脑、数字电视等新兴媒体的资源建设力度。 对已

建数字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知识关联，逐步形成

体系完备、主题突出的专题知识库群。 三是积极

拓展共享方式与范围，逐步实现各地数字资源成

果在各级各类数字图书馆系统间的开放和多向

流动，不断提高数字资源的使用效益。
各地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形成的一系列适

合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的精品佳作，强化

了信息技术环境下数字文化健康发展的主导

权，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公共数字文

化资源的组织与管理中，加快形成互联网上优

秀文化资源的规模优势，促进体现中华传统文

化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反映时代特点的数字文

化资源更高效、广泛地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５ ４　 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形式

开创公共图书馆发展新业态，要深化服务

内容，推进服务均等化。 一是夯实数字图书馆

基础性服务，完善不同来源、不同类型数字资源

的统一揭示和获取；开展数字图书馆专业化服

务，积极探索为政府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

位及少儿、残疾人等各类读者提供个性化、知识

化、智能化的文化信息服务；借助互联网、移动

通信网、广播电视网等通道，利用手机、平板电

脑、数字电视等新兴媒体终端，加大新媒体服务

的力度。 二是积极开展多角度、多形式的数字

图书馆服务推广活动，通过资源推介、阅读沙

龙、现场讲座、摄影比赛、展览体验等群众喜闻

乐见的活动形式，培养群众数字阅读的习惯，使
公众更加深入了解数字图书馆，使用数字图书

馆。 各级数字图书馆的数字文化服务水平需逐

步提升，服务内容需不断创新与拓展，积极探索

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服务需求，切实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形式，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

等性。

５ ５　 营造公共图书馆发展良好氛围

各地数字图书馆在立项和实施的过程中，
注重对体制机制的总结探索，逐步形成一系列

推动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制度。 针

对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重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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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方面的探索：一是继续在国家层面实施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统筹各级数字图书馆建

设，打破以往的地域壁垒，实现图书馆资源服务

的共建共享，引导各级数字图书馆良性发展；二
是各级财政加大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投入，逐
步建立长效经费保障机制，形成中央和地方财

政投入为主，多渠道融资为辅的格局；三是图书

馆界注重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成果的应用推

广，解决各地业务系统无法对接、资源无法共享

的问题，提升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的标准化水

平和一体化进程；四是各地注重人才培训工作，
与文化惠民工程一起，以点带面，相互补充，形
成多级培训联动协调制度。 此外，各地的数字

图书馆在跨行业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方

面积极探索，这些实施经验和相关制度建设成

果，也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６　 展望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有着不可比拟的推动和提升作用。 无论信息技

术如何发展，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依然是传承人

类文化遗产、传播信息知识。 数字图书馆建设

充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成为推动数字文

化建设、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

擎，助力各地形成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

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我国的数字图书馆体

系是由国家图书馆、各级公共图书馆、行业图书

馆共同组成的，每个馆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需要图书馆界基于这个新起点，通
力协作，探索实践图书馆发展的新业态，激发生

命力和活力，释放图书馆生态圈的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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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ｓｈ ｃｏｍ ｃｎ ／ ｙｗ ／ ２０１４０４ ／ ｔ２０１４０４２３ ＿
１５５０７９ ｈｔｍｌ ）

［ ５ ］ 　 张晓林 颠覆数字图书馆的大趋势［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５）：４－１２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ｒｕｐ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５）：４－１２ ）

［ ６ ］ 　 王世伟 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 ６）：２２－ ２８ （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６）：２２－２８ ）

［ ７ ］ 　 郭晶，陈进 ＩＣ ～ ２：一种全新的大学图书馆服务模式［ Ｊ］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０８（ ８）：１１５－ １１８ （ Ｇｕｏ Ｊ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ｎ ＩＣ２： Ａ ｂｒａｎｄ⁃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８（８）：
１１５－１１８ ）

［ ８ ］ 　 吴建中 新常态 新指标 新方向（２０１２中国图书馆年会主旨报告） ［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２（ １２）：２－ ６， ６７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ｎｅｗ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６７ ）

［ ９ ］ 　 黄江娓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变迁研究［Ｄ］．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０９：２４－３１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ｗｅｉ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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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四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１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Ｄ］．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２４－３１ ）
［１０］ 　 刘小琴 在第十四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城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上的致辞［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

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 ／ ｄｓｂ ＿ ｚｘ ／ ｇｔｘｗ ／ ２０１３１２ ／ ｔ２０１３１２１３ ＿ ７９２７３ ｈｔｍ （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ｑ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ｌｃ ｇｏｖ ｃｎ ／ ｄｓｂ＿ｚｘ ／ ｇｔｘｗ ／ ２０１３１２ ／ ｔ２０１３１２１３＿７９２７３ ｈｔｍ ）

［１１］ 　 楼向英， 施干卫， 高春玲 智能手机客户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Ｊ］ ．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１（ １１），３３－ ３４
（Ｌｏｕ Ｘｉａｎｇｙｉｎｇ， Ｓｈｉ Ｇａｎｗｅｉ， Ｇａｏ Ｃｈｕｎ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ｐｈｏｎｅ ｃｌ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１（１１），３３－３４ ）

［１２］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年鉴２０１２［ 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５６７ － ５６９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２ ［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 ５６７－５６９ ）

［１３］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年鉴２０１３［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４： ４６７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４：４６７ ）

［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２０１３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Ｒ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５）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４０５ ／ ｔ２０１４０５１６＿３０２９４ 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Ｒ ／ ＯＬ］．（２０１４－ ０５－ １５） ［２０１４－ １０－ ２０］．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４０５ ／ ｔ２０１４０５１６＿３０２９４ ｈｔｍｌ ）

［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财政部 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Ｒ ／ ＯＬ］．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１５）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７０８４６ ／ １６６７６２０９ ｈｔｍｌ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Ｒ ／ ＯＬ ］． （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１５ ）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７０８４６ ／ １６６７６２０９ ｈｔｍｌ ）

［１６］ 　 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等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 ［ Ｍ］．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 － ３ （ Ｚｈａｏ
Ｇｕｏｄｏｎｇ， Ｙｉ Ｈｕａｎｈｕａｎ，Ｍｉ Ｗａｎｊｕｎ，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１－３ ）

［１７］ 　 ＩＤＣ， ＥＭＣ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 ２０２０［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５－０３］．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ｃ ｃｏｍ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 ２０１４ｉｖｉｅｗ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１８］ 　 李晓明  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研究［ Ｍ］．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４：７６ － ８６ （ Ｌｉ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４：
７６－８６ ）

［１９］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２）［Ｍ］．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３９０－３９１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 ３９０－３９１ ）

［２０］ 　 宋刚， 邬伦 创新２ ０视野下的智慧城市［ Ｊ］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１４（ ４）：３ （ Ｓｏｎｇ
Ｇａｎｇ， Ｗｕ Ｌｕｎ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０［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２， １４（４）：３ ）

［２１］ 　 初景利，杨志刚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图书馆新消亡论论辩［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２，５６（１１）：５－１１ （Ｃｈｕ
Ｊｉｎｇｌｉ，Ｙａｎｇ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ｏｒ ｄｉ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ｄｅａｔｈ ［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２，５６（１１）：５－１１ ）

魏大威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３３ 号。 邮编：１０００８１。
李春明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同上。
温　 泉　 国家图书馆馆员。 通讯地址同上。
薛尧予　 国家图书馆馆员。 通讯地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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