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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

王世伟

摘　 要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和未来的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设从五个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论述。 首

先是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训诂文化和特点解析；其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时代逻辑；第三是公共图书馆服

务品牌的生动实践；第四是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德性方法；第五是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未来发展。 参考文

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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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ｅｖｅ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ａｄ ｍａ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ｏ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４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ａ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０　 问题的提出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开始了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发展理念、场馆建设、体系布局、文献整理、人
才培养、法规制定、服务推广、资源共享、技术创

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长足进步，其
中就包括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牌建设。 在数十

年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精彩纷呈、百舸争流的

服务品牌实践中，如何认知服务品牌的文化内

涵，如何理解服务品牌所体现的时代逻辑，如何

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品牌的创意与生动实

践，如何揭示服务品牌内在的规律与方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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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服务品牌建设中尚存在的问题，在新时代

推进服务品牌进一步转型升级，实现与时俱进

的再出发，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思考并予以回答

的问题，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与论述。

１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训诂文化和特
点解析

１．１　 “品牌”的中外文字词语训诂

我们可以从中外文字词语的训诂中了解一

下品牌的字词含义。
“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卷二品部：

“众庶也。 从三口。” ［１］ 众庶意为众多，如品物流

行，意为万物流行；品字也可指某一类物品，如
品类、商品、成品。 品字由众多和品类的本意引

申为等级、品性、标准、品价，如上品、中品、下

品、品格、品茶、品赏。 《尚书·舜典》曰：“百姓

不亲，五品不逊。”唐孔颖达疏：“品，谓品秩。 一

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 ［２］

“牌”，意为做标志或告示用的板，古时也指官府

用作凭证的小木板或金属板、户籍板等，如门

牌、路牌、招牌。 “牌”字由标志告示之意引申为

企业为产品起的专用名称，如牌照、牌号、牌子，
含有名气、口碑之意。 “品牌”连文，前者指众物

等级，后者指名气口碑，组字成词即指众多事物

之中有品质、 有美誉度、 有影响力的事物或

机构。
品牌 的 英 文 单 词 ｂｒａｎｄ 源 出 古 挪 威 文

ｂｒａｎｄｒ，意思是“烙印” ［３］ 。 古希腊罗马时代，随
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人们用作标记来分辨家

畜等私有财产和商品的具体来源，以便与其他

人的财产和商品相区别，在中世纪的欧洲，手工

艺匠人用这种烧灼的方法在自己的手工艺品上

烙下标记，以便顾客识别产品的产地和生产者，
产生了最初的商标，而消费者正是依据这样的

标记来保证所观、所购商品的质量［４］ 。 由国际

品牌标准工程组织编写的《国际品牌标准化手

册》曾对品牌作了如下的定义：“品牌是一个复

合概念，它由品牌的外部标记（包括名称、术语、
图案等）、品牌识别、品牌联想、品牌形象等内容

构成。” ［５］ 可见，从品牌字词的历史文化源头来

看，品牌具有独特标记与信息识别的特性和文

化内涵。

１．２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性质特点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牌是服务项目或服务

机构加上之外的附加值，就是在公共图书馆的

服务项目和服务活动中，体现出服务的优势、特
色和强项并据以展示其服务的美誉度和影响

力。 服务品牌包括创意策划、形象识别、核心价

值、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宣传推广、读者满意、
技术创新和无形资产等诸多要素。 服务品牌是

一个图书馆最具识别度的形象文化呈现，最优

秀的服务品牌往往是一个图书馆乃至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作为识别标志，象征

着图书馆的文化品质，体现了图书馆的价值理

念，折射出图书馆的精神追求，反映出社会公共

文化空间存在的价值取向，是图书馆服务由数

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提升的重要抓手。 服务品

牌的意义不仅是为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进行标

识，其关键是以品牌所具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来不断满足读者的需求，并实现服务的文化增

值。 服务品牌的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一蹴而

就之力，而需要由时间的足迹、内容的创新、影
响的叠加、久久为功才能锤炼而成，服务品牌的

确立必然是长期追求服务质量并且得到广大读

者认同的结果。
与经济领域的品牌有所不同，作为文化领

域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其服务面向大众，由
此而产生的服务品牌更多是大众品牌，其着力

点在于为广大读者提供公益性、基本性、均等

性、便利性的服务；而企业的部分高端品牌中，
往往着力于小众服务，其设计推销的商品或打

上了财富地位的符号印记。 如英国学者马特·
黑格在所著《品牌的成长》一书中曾将品牌细分

为先驱品牌、娱乐品牌、对比品牌、象征身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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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品牌、名人品牌、感性品牌、设计品牌等［６］ 。
经济领域的品牌定位核心是强调企业提出的价

值主张最终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其强调的是

品牌主体的独特性和品牌客体的认同度。 同

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牌的定位，也需要着

力于品牌的特征、特点和特色，注重品牌的群

体差异和读者认同；但同时公共图书馆服务品

牌更注重读者认同而相对淡化差异性，服务品

牌的项目和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异地

异馆复制推广，这是与企业品牌不完全一样的

地方。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公共图书馆品牌、国

家文化品牌三者关系密切，是互为表里、相辅相

成的。 从微观上看，众多优秀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品牌，成为提升公共图书馆品牌的基础力量；
从中观上看，公共图书馆品牌是公共图书馆服

务品牌的重要保障；从宏观上看，由国家层面推

进全国一体协同的国家文化品牌战略、出台全

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

程等服务品牌、指导和引导百舸争流的公共图

书馆服务品牌和公共图书馆品牌建设，将成为

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重要举措，也是在全

球舞台上树立中国文化品牌并藉以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

分析。 从公共图书馆服务项目而言，有图书馆

讲座、图书馆展览、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等；从
图书馆独体机构而言，有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杭州

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东莞图书馆等；从国家层

面和全国图书馆行业而言，有全国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中国图书馆

志愿者行动、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等。

２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时代逻辑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发展离不开时代和

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

环境给服务品牌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舞台和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确定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这给服务品牌的再出发提出了转型升

级的新要求，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呼唤形成一大批服务品

牌的高原并进而形成品牌高峰。

２．１　 从一般需求到更高需要的读者逻辑

品牌从出现伊始，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
同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牌也必须以读者为

中心。 服务品牌代表着公共图书馆服务主体与

读者客体需求关系的升级方向，体现着读者对

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 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不断发展和进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在主要解

决有没有的一般矛盾的基础上，解决好不好的

更高需要的矛盾开始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读者服务的更高需要是全方位并不断升级

的，这是中国在持续的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社
会和谐、文化繁荣基础上广大读者期待公共图

书馆服务质量全方位提升的必然趋势，如服务

内容需要更丰富，服务路径需要更便捷，服务方

式需要更个性，服务形态需要更新颖，服务空间

需要更优雅，如此等等。 广大读者对服务有了

新的需要，他们期待内容新颖，要求创意设计，
讲究个性服务，追求情感满足，企盼泛在便捷，
希望均等普惠，这些更高需要呼唤公共图书馆

创立并发展广大读者欣赏和喜爱的大众化与

品质化相结合的服务品牌，不断满足读者高品

质、个性化、多样化、体验式的图书馆服务新

期待。

２．２　 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型逻辑

就公共图书馆而言，在 １９７８ 年中国拉开改

革开放大幕之际，其“人财物”三大发展条件是

十分困难和不足的。 改革开放之初的 １９８０ 年召

开的中央书记处第 ２３ 次会议专门讨论通过的

《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曾指出了当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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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事业规模亟须发展；图书

馆物质条件困难；图书馆之间缺乏必要的协作

协调；专业干部缺乏；有些主管部门不重视图书

馆工作［７］ 。 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公共图书馆

令人称奇的数量增长，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这些短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出

版的《中国图书馆年鉴 ２０１７》 中的统计数据显

示，公共图书馆机构数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１ ６５１ 个增

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 １５３ 个；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

数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９ ３５０ 人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７ ２０８人；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１８
３５３ 万册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９０ １６３ 万册；人均拥

有公共图书馆馆藏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２７ 册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０ ６５册；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从 １９７９
年的７ ７８７万人次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６６ ０３７ 万人

次；公共图书馆图书外借册次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９ ６２５
万册次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４ ７２５ 万册次；公共图

书馆发放的借书证从 １９８６ 年的 ５２３ 万个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５９３ 万个；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总经

费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５ ０４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４１５ ６６８万元；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４ ３ 平方米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３ 平

方米［８］４２０－４３５ 。
事物的数量增长必然会引发质量提升的诉

求，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公共图书馆服务

也不例外。 人们看到，中国公共图书馆在数量

增长的同时，质量的提升相对滞后，其中就包括

服务品牌还相对缺乏，其影响力和美誉度都还

比较薄弱。 实际上，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建

设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随着公共图书馆

数量的迅速增长，服务品牌建设开始由自发趋

向自觉，由独体趋向集群，由树木趋向森林，由
单一趋向多样，由自下而上趋向自上而下，由中

国逐步走向世界，这些发展的趋势和特征正体

现了公共图书馆服务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

转型逻辑。 １９９１ 年起设立的文化部群星奖、
２００６ 年起设立的文化部创新奖、１９９４ 年开始的

公共图书馆评估，这些由国家层面所颁发和评

选的奖项以及不断优化的评估指标都有力地推

动了服务品牌在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和服务技

术等方面的创新［９］２９６ 。
新时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矛盾焦

点既表现在数量上依然欠缺，同时更表现在质

量上有所不足。 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改革进

程中的不断深入发展，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

设对于促进事业发展和提高服务效能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 服务质量和服务品牌是有机统一

体，品牌是质量的象征，服务质量的提升在很大

程度上要体现在服务品牌的美誉度上。 这就要

求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在增量的同时应着力于提

质，以服务品牌质量引领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新

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通过进一步聚集高质量发

展要素，做强品牌服务链，让公共图书馆文化发

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读者。 ２０１８ 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

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 “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

质革命” ［１０］ 。 这虽然是就中国制造而言，对于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设而言，同样具

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品质革命”所表述

的内在含义，即不仅要在质量上实现突破，更要

在品牌上站稳脚跟。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设

正是公共图书馆事业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

转型逻辑。

２．３　 从独体建设到共建共享的发展逻辑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设关乎图书馆的整

体服务力，而独体建设的服务品牌缺乏品牌的

体系化和关联度，无法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平
台化、一体化、泛在化、共享化的发展趋势。 当

公共图书馆的一个个独体品牌开始不断涌现之

时，以互联协同的共建共享服务开始提上议事

日程。 ２００２ 年起，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

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

化共享工程”）。 这一工程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建

设工程和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

和整合，通过信息化和自动化的文化基础设施、
数字化和多媒体的文化信息产品、覆盖城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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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和普及化的传播方式，逐步发展成为公

共图书馆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服务典范。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文化共享工程通过互联互通的

国家中心和 ３３ 个省级分中心，将服务共享至 ２
８９６ 个县级支中心和 ２８ ３４４ 个乡镇 ／ 街道基层服

务点，以及与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

工作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合作共建

的 ８０ 万个基层服务点，累计为 ８．９ 亿人次提供

服务；通过广泛整合文化教育和科技农业等部

门的优秀数字资源，数字资源建设总量也增加

至 １０５ ２８ＴＢ，形成了 ２０７ 个优秀特色的专题资

源库，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求知识、求富裕、求
健康、求快乐的需求［１１］序。 这样的服务效能和

效益是独体品牌所无法比拟的。
从独体建设到共建共享的发展逻辑，加强

了各级图书馆之间的互联互通，延伸拓展了服

务的时间和空间，大大提升了服务品牌的服务

能级和品质。 如文化共享工程在服务的实践中

形成了八个结合，即结合国家重大事项和节假

日策划活动开展服务，结合各地实际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结合各地的信息化建设

和文化建设开展服务，结合党员干部和中小学

现代远程教育开展服务，结合网上参考咨询开

展服务，结合信息服务的市场拓展开展服务，结
合面向农村的其他工作开展服务，结合数字图

书馆联席会议开展服务［９］１２３－１２６ 。
从独体建设到共建共享的发展进程中，不

仅产生了全国性的服务品牌，也形成了区域性、
城域性的服务品牌，如城市群的讲座和展览服

务联盟、城区和城乡总分馆一体化服务联盟等，
如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一卡

通和一证通，深圳图书馆的“城市街区 ２４ 小时

自助图书馆系统”等，这使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

走近了读者，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服

务。 这些品牌的建设和成长，都演绎了公共图

书馆服务品牌从独体建设到共建共享的发展

逻辑。

２．４　 从传统品牌到网络品牌的创新逻辑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社会信息化的不

断深入，使人类进入了信息文明的新时代。 美

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 １９８０ 年所著《第

三次浪潮》一书中就曾预测：“第三次浪潮不仅

加速信息流动，而且还深刻改变人们赖以行动

与处世的信息结构。” ［１２］ 互联网如水银泻地般

融入了人类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改

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

式，也正在深刻地改变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方

式以及读者服务的信息结构。 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发布第 １ 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的数据显示，截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当时中国上网用户数仅为 ６２ 万，且其

中大部分用户是通过拨号上网［１３］ ；另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发布第 ４２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我国网民规模达 ８ ０２ 亿，互
联网普及率为 ５７ ７％，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７ ８８ 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９８ ３％ ［１４］ 。 互联网如此惊人的发展给图书馆带

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环境、新资源和新读者，
呼唤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必须思考并实践由传

统品牌到网络品牌的创新逻辑，积极拥抱数字

化创新。 令人欣喜的是，以技术见长的上海图

书馆和广东中山图书馆以敏锐独特的眼光和久

久为功的精神先后创建了网上参考咨询的服务

品牌。
２００１ 年，上海图书馆顺势而为，率先从传统

的线下参考咨询服务开始向线上的网络参考咨

询服务发展，创建了“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在
上海图书馆参考咨询专家的基础上，联合了上

海高校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以

及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参与，并逐步扩展

至长三角地区的图书馆专家，同时还先后吸引

了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等

地区的图书馆专家加盟。 在实践中还先后推出

了实时网上咨询和抢答补答机制，形成了咨询

问答机制，建成参考咨询问答数据库［１５］ 。 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则借国家文化共享工程的东风，
于 ２００５ 年开始推进线上的“联合参考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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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其联合的成员机构迅速拓展至包括新疆、
西藏、澳门等在内的全国 ２０ 多个省市和地区的

７８ 个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图书

馆，为开展网上联合参考咨询和文献远程传递

服务创设了新平台和新通道。 ２００８ 年，“联合参

考咨询网” 升级为“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

网” ［１１］２７２－２７３ 。
这些网上的参考咨询服务品牌为公共图书

馆服务品牌插上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翅膀，为
读者服务带来了传统品牌所不具备的超时空和

超载体的极致品质和超预期的服务，不仅充分

扩展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而且赢得了广

大读者的口碑，彰显了从传统品牌到网络品牌

的创新逻辑。

２．５　 从城域服务到面向世界的时代逻辑

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纪初的世界呈现出政治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的发展态势，其中文明的多样共存、文化的交流

互鉴成为时代的潮流和文化发展的特征。 在中

国公共图书馆界与世界图书馆界相互学习交流

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原本的城域服务开始打

破边界，走向城市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位

于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图书馆于 ２００２ 年起策划并

实施了“上海之窗”的对外交流与服务项目，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随着位于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

尼西亚大学图书馆与位于美国加州的尼克松总

统图书馆举行揭牌仪式，“上海之窗”已遍布全

球 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５６ 家公共图书馆、大
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１６］ 。 “中国之窗” 作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

子项目，从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０ 年，这一服务项目通过

馆际交流的渠道，推动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向境

外对应图书馆赠送中国图书，为国外读者阅读

中国图书提供方便，先后对全球 ６５ 个国家的

１３３ 家图书馆赠送了 ８ 万余册图书，受到了国外

图书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

赠送图书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图书馆设立了中

国政府赠书专室或专架，开通了“中国之窗”网

站并在常规赠书的基础上为受赠馆提供个性化

服务，如大英图书馆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接受“中国

之窗” 项目赠书， ２００８ 年成为特别受赠馆，至

２０１０ 年接受赠书约 ３ ５００ 册件［１７］ 。 “上海之窗”
“中国之窗”等服务品牌项目，使中国文化元素

鲜明地呈现在全球数以百计的图书馆之中。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品牌建设也开始引

起了国际图书馆界的关注。 《中国图书馆年鉴

２０１７》在“纪事” 栏目中以“ ２０１６ 年中国图书馆

屡获国际大奖”为题，介绍了内蒙古图书馆“彩

云服务”获 ２０１６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图书馆

创新项目主席大奖的有关信息。 获奖证书上写

道：“彩云服务”项目：①针对图书馆流通率低的

状况，采用高度创新、彰显读者决策采购的采访

流程；②与书店及读者社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创多方共赢，增加书店的售书额，彻底改变图书

馆服务模式，增强图书使用率，并最大限度地提

高读者满意度；③利用云服务和移动技术打造

实体与虚拟共享空间，集成整合网络资源从而

推动阅读及图书馆馆藏的使用；④构建可仿效

的服务模式，为在全国营造以读者为主的阅读

氛围做出贡献［８］１７－１８ 。
进入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正在

实现三大转变，即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

牌转变，以上三大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通

过塑造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创造和中国质量的提

升并推动中国发展的转型升级。 这既是中国制

造的行动纲领，也应成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

在新时代建设的重要指导。 实现面向创造、质
量和品牌的三大转变，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品

牌，让更多的服务品牌涌现出来，是新时代文化

建设的要求，也是适应读者文化新需求，培育文

化新动能的需要。 从一般的图书馆服务项目向

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创新转化，从一般服务品牌

向知名服务品牌的攀登升级，从中国的公共图

书馆服务品牌向世界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延

伸拓展，这是当代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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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题

中应有之义。

３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生动实践

在公共图书馆追求更高质量发展的今天，
是否拥有服务品牌乃至知名服务品牌已成为衡

量一个公共图书馆（或体系）服务能级的重要标

志。 服务品牌是公共图书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的价值资源，也是衡量公共图书馆服务品质和

水平的重要标志。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

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不断塑造、不断

涌现、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四十年。 在服务品

牌的积极创建和生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公

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可
以看到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高度和新

境界。

３．１　 因势而谋的“文津图书奖”
设立文津图书奖的创意最早是由国家图书

馆于 ２００４ 年提出的，当时全民阅读的概念还没

有形成较大的业界和社会影响，但终身学习、阅
读经典、学习型社会、读书是人生第一件好事等

学习阅读理念已愈益深入人心，如何就读者读

好书的服务热点发挥国家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

的倡导、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当时摆在国家图书

馆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文津图书奖”的设立

可谓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之举，把握住了支持学

习和阅读这一图书馆使命的核心。 其名取“文

化津梁”之意，是希望这个奖项能够在图书馆与

读者、作者与读者、出版社与读者之间发挥连

接、沟通、引导的作用；同时，“文津”一词也带有

国家图书馆的特色（国家图书馆馆藏有“文津阁

四库全书”，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门前大街名为

“文津街”）。 “文津图书奖” 设立之初，国家图

书馆曾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要体现公益性，
具有非营利性，不收取作者等的评审费；第二，
要体现公正性，秉持公平原则，确保奖项高水

平，真正为读者阅读而设，不接受跟此奖项有关

的利益方如出版社等的赞助；第三，要体现公开

性，整个评选办法、程序完全公开，并采取了获

奖信息在公布前的保密措施［１８］ 。 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文津图书奖”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三届，在
图书馆与出版业界和广大读者中形成了良好的

口碑。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文津图书奖与文津读书沙

龙荣膺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联

合授予的 “全民阅读活动优秀项目奖” ［１９］ 。 我

们还可以通过梁晓声为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
所写的总序来进一步了解文津图书奖的方方面

面。 梁晓声认为：文津图书奖历来遵循如下评

选原则：一是评选和推荐面向大众的优秀图书，
兼顾小众的阅读需要和兴趣；二是评选和推荐

优秀的汉文图书，兼顾优秀的翻译著作；三是评

选中也将科普类图书单归一类，乃是基于为大

众服务的评选考虑；四是对于少儿图书的评选

和推荐，本着“有意思”和“有意义”两条来进行；
五是出版现象如播种和收获，有丰年，有平年，
评选和推荐不可能不受此种影响；六是评委也

都是读者，对于参选图书皆能保持寻常心态，因
为终究我们不是在为自己选书，而是国家图书

馆委任的评委，是在为大众评选和推荐优秀图

书［２０］ 。 可见，“文津图书奖”的最大特点是倡导

和引领了当代全民阅读的风尚，树立了公共图

书馆阅读推广核心业务的服务品牌。 诚如伦敦

大学哥尔史密斯学院社会学家塞利亚·拉瑞所

论述的，他将品牌比作指示位置的旗杆，它所指

示的事物与信息的意义一样重要［４］５ 。

３．２　 全域服务的深圳“图书馆之城”
创新与创意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灵魂与精

髓。 ２００１ 年，深圳市政府在规划未来发展时就

形成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社会主义示范市”的新理念，在此基础上，
深圳市政府于 ２００３ 年提出打造“图书馆之城”
发展思路，让人感受到深圳这座城市与时俱进

的活力与创意。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

田，深圳培育了“图书馆城” “文博会” “读书月”
“市民文化大讲堂”“百课下基层”等系列文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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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深圳的高品质系列文化活动为深圳“图书

馆之城”服务体系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

境和文化基础。 正是在深圳城市创新创意和文

化立市的氛围中，深圳图书馆事业始终走在中

国城市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前列。 在“图书馆之

城”服务品牌的引领下，深圳图书馆在人才高地

建设、图书馆信息系统管理、创建城市街区 ２４ 小

时自助图书馆、图书馆开放和公益服务、公共图

书馆理论研究、智慧图书馆实践探索、全民阅读

促进条例等方面在全国都起到了导夫先路的示

范和引领作用。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图书馆之

城”的创新路线图已从写意画趋向工笔画，公共

图书馆已在深圳全市遍地开花，成为这个城市

独特的文化景观。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深圳全市共

有各级公共图书馆 ６３８ 家，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

２４９ 台，自助书香亭 ３５ 台，实现了每 １ ３６ 万人

拥有一个图书馆基层服务点，常住人口人均公

共图书馆藏量 ２ ５２ 册。 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从

“馆”到“城”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网络体系［２１］ 。 与此同时，“互联网＋阅读” 模式

的普及，为“图书馆之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服

务视野，让深圳这座“最互联网城市”里的阅读

门槛越来越低，让图书馆更加方便快捷地走近

千万读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

别授予了深圳 “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的

称号［２２］ 。
２０１０ 年，深圳图书馆课题组编纂出版了《图

书馆之城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２３］ ，２０１７ 年，深圳

图书馆再次组织撰写了《深圳模式———深圳“图

书馆之城”探索与创新》 ［２４］ 。 从指标体系研究

发展至模板样式研究，两书为深圳“图书馆之

城”的服务品牌建设作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从
探索、创新、成就与展望等维度，为深圳城市图

书馆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勾勒了历史画卷，
描绘了未来愿景，体现出深圳图书馆人创建服

务品牌的文化自觉和开创中国特色城市图书馆

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

３．３　 历久弥新的“上海图书馆讲座”
“上海图书馆讲座” （简称“上图讲座”） 是

与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同步起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品牌。 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上图讲座”以

不息为体、创新为要，在业界和广大听众中营造

出一个跨越时空、穿越载体的巨型的无边界“城

市教室”。 据上海图书馆讲座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提

供的信息，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上图讲座” 在四

十年中共举办讲座及各类文化活动 ３ ４００ 余场，
现场直接听众 １５４ 万人次，线上听众和间接听众

不计其数。 “上图讲座”内容从最初的时事政治

讲座发展成包括大型宏观信息讲座、都市文化

系列讲座、国际名家讲坛、“海上心声”诗歌朗诵

会等六大板块的 １８ 个系列，形成了上图朗诵、智
慧讲堂、会员沙龙、志愿者服务等讲座服务新模

式，开启了微信公众号、新媒体音频平台分享、
电视讲座、广播讲座、讲座书籍、讲座网站、讲座

光盘等多媒体知识传播新形态。 同时，“上图讲

座”从上海图书馆走向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各分

馆、长三角地区图书馆、中西部地区图书馆和全

国图书馆，从公共图书馆走向高校、企业、军营、
社区、监狱、医院和地铁，服务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品牌的美誉度不断提升。 名为“城市教室”
的上海图书馆市民讲座荣获了 ２００６ 年文化部颁

发的首届创新奖，其创意也受到了国际图联的

重视和赞赏［９］２９９ 。
听众为本是“上图讲座”历久弥新的钥匙。

“上图讲座” 不断注入以听众为中心的创新动

能。 读者是讲座服务的客体，同时也是“上图讲

座”服务品牌的主体创造者和表现者。 从讲座

最后环节的提问回答到网上咨询留言，从“我与

上图讲座”的心得文字到志愿者服务，从触手可

及的微信互动到读者微讲座的登台亮相，互动

使广大读者为上图讲座带来了历久弥新的创新

活力和品牌温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者迈

克尔·斯克瑞吉说：“真正的价值在这种互动

中，……真正的互动并不是给出更多的内容让

人们 选 择， 而 是 要 客 户 去 创 造 自 己 的 内

容。” ［４］９５－９６ “上图讲座”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这

样的秉赋。
从因势而谋的文津图书奖，到全域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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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图书馆之城”，再到历久弥新的“上海图书

馆讲座”，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品牌，凝练了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

全新经验，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服

务品牌的鲜活实践，贡献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在

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创新智慧，从一个侧

面演绎了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相协调的中国公

共图书馆事业繁荣兴盛的精彩乐章。

４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德性方法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创新与发展促使人们思

考如下问题：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设如何认

知其内在发展的规律性，如何把握其创新和科

学发展的钥匙，如何保持服务品牌生命之树常

青，如何体现服务品牌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
这些问题使笔者想起了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契先

生（１９１５—１９９５）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出并始终

坚持的“两化理论”，即“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

为方法”，要求哲学家能够运用理论作方法和运

用理论来提高思维认知［２５］ 。 这一“两化” 理论

虽然针对哲学家的学术追求和学以成人而言，
但对服务品牌的理论思辨和规律认知同样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即我们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将
服务品牌的丰富实践上升至规律认知和理论方

法的高度予以总结，着力于彰显服务品牌本质

的德性价值追求，将理论的研究和方法的探讨

融入精彩纷呈的伟大实践之中，以破解服务品

牌的创新密码。 如果从理论方法的维度加以总

结的话，笔者认为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可

以用以下七个“度”来概括。

４．１　 服务品牌高度的文化

文化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灵魂与价

值观，是服务品牌可持续生长的基石和沃土，体
现了服务品牌的高度，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

割的紧密关系。 文化可厚植品牌，文化也可以

点亮品牌，让服务品牌不仅代表一种服务项目，
更代表一种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

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
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

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２６］ 。 大连图书馆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创办的“白云书院”服务品牌就是文化作

用于灵魂并据以焕发品牌服务力的成功案例。
“白云书院”自创办之日起，即以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提高城市文化品

位为宗旨，力图建成国内振兴国学的重镇。 “白

云书院”以传承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导，以培养少

年儿童国学基础为重点，并依明清书院风格改

造院舍，备置明式书房家具，学子身着蓝布国

服，在立雪堂、博文堂、依仁堂、仰山堂、依礼斋

中诵读国学经典，与窗外的竹影和青山交相辉

映；同时举办白云讲坛、白云资讯、白云夜话等

讲座，编辑出版“白云论坛” 图书［２７］ ，通过多种

形式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

炼并展示出来，融入读者的思想和言行，以点亮

广大读者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光。
２００６ 年启动的“全国图书馆志愿者行动”服

务品牌同样向人们显示出品牌高度的文化追

求。 志愿者行动所奉行的无偿、公益、利他的基

本原则，所秉持的智慧与服务的图书馆理念，在
图书馆行业实践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适应了许多图书馆理论研究者、实
践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希望回馈社会、帮助他

人的愿望，为他们提供参与社会文化服务的机

会，为推动老少边区和基层图书馆的服务创新

带去了志愿服务的春风，这一活动还被纳入中

国科协继续教育引导工程，荣获了文化部创新

奖，对全国图书馆界的志愿者服务起到了示范

作用［９］２９７ 。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矩阵之所以能够

保持波浪般的持续创新，也可以从品牌高度的

文化中找到答案。 杭州图书馆“平民图书馆、市
民大书房”的文化使命，深圳图书馆“图书馆之

城”的文化目标，上海图书馆讲座“城市教室”的

文化定位，广州图书馆“连接世界智慧，丰富阅

读生活”的文化愿景，这些服务品牌的文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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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命担当，已经超越了服务品牌功能的层面，
成为服务品牌繁荣兴盛、充满活力和持续创新

的不竭源泉。

４．２　 服务品牌深度的内容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之所以能够为广

大读者所称道并成为忠实的读者之友，其重要

原因就在于服务品牌所提供的内容具有深度的

吸引力和感召力。
国家图书馆组织的讲座内容都聚凝了演讲

者一生的学术研究心得。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国家图书馆就曾由老舍等一代文化巨匠作为主

讲人传道授业、答疑解惑。 ２００１ 年新年伊始，国
家图书馆以“文津讲坛”为名，举办文史、政经、
音乐、美术等系列讲座，主讲人多为学界名流、
文坛泰斗，这些演讲者用毕生心血，焚膏继晷，
皓首穷经［２８］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国家图书馆又顺应

互联网时代大众阅读习惯和学习模式的变化，
借鉴“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理念，推出了“国

图公开课” ［２９］ 。 在“国图公开课” 首讲中，国家

图书馆不仅选择了汉字这一最为本源的文化主

题，还邀请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教授在精

心准备的基础上就“汉字与中华文化”展开了十

次颇具文化震撼力的演讲。 演讲后，王宁教授

与其学生又整理录编而成内容更为丰富的《汉

字与中华文化十讲》一书，从该书中，我们可以

看到每次演讲后演讲者与听众的精彩互动，让
人们感受到国家图书馆讲座服务品牌所包含的

深度内容在听众中所引起的波澜和强烈的共

鸣。 国家图书馆讲座品牌系列的文津讲坛、中
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

化讲座等，都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服务品牌深度

的内容。
上海图书馆依托丰富的馆藏，在上海图书

馆各类展览的基础上，从 ２００５ 年起推出了每年

１１ 月举办的年度馆藏特色文献大展，如善本碑

帖展（２００５ 年）、明清名家手稿展（ ２００６ 年）、历
史原照展（ ２００７ 年）、盛宣怀档案展（ ２００８ 年）、
家谱精品展（ ２００９ 年）、馆藏宋本展（ ２０１０ 年）、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展（２０１１ 年）、建馆 ６０ 周年文

献特展（２０１２ 年）、尺牍精品展（ ２０１３ 年）、稿本

日记展（２０１４ 年）、人物文献展（ ２０１５ 年）、翁氏

藏书与文献精品展（２０１６ 年）、张元济文献精品

展（２０１７ 年）、中国古代图书装潢艺术展（ ２０１８
年）。 这些年度大展，从主题策划、文献选择、展
览陈列、图录出版、专题讲座、展览讲解都匠心

运作、精心挑选、认真编制，吸引了众多的国内

外专业观众和普通读者。 这一年度大展服务品

牌深度的内容已成为许多读者和观众每年所期

待的上海都市文化盛事，而公共图书馆服务也

藉以实现了从服务资源向服务品牌的创造性

转化。

４．３　 服务品牌长度的人才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能够久久为功的

关键在于人才。 《管子·权修》篇中说：“一年之

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 ［３０］ 意思是说，如要着眼于未来长远

的发展，就必须致力于人才的培养。 中国公共

图书馆服务品牌中涌现了一些图书馆机构的服

务品牌，这些图书馆机构服务品牌的成长在相

当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图书馆掌门人的创新与进

取，如杭州图书馆、上海浦东图书馆、广东东莞

图书馆的馆长就曾先后入选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图书馆的榜样人物，他们为这些图书馆服

务品牌的战略发展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管理

和服务思路。 同时，服务品牌中展览的策划

人、讲座的主持人、志愿者行动中的演讲人、网
络服务与自助服务以及流动服务创新中的技

术工程师等，都是服务品牌得以持续发展的内

在动力。
湖北省图书馆于 ２０１３ 年在原有基础上推出

的“长江讲坛”，曾先后邀请了文学界、历史学界

和哲学界的一批著名学者，形成了周末讲堂、阅
读讲堂等系列，数年中迅速跃居湖北省三大文

化品牌之首［３１］ ，探究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服务

品牌长度的人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２００４ 年，上海图书馆讲座迎来了第 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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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讲座主持人写下了如下感言：１，是一面光辉

的旗帜；０，是一个圆满的象征；０，是为过去划上

的句号；０，一个从零开始的起点。 “路漫漫其修

远兮”，若想创造更辉煌的明天，就必须有从零

开始的气魄和胸襟［３２］ 。 正是这些服务品牌的人

才高地，夯实了服务品牌方阵成长轨迹的基础

并不断开启服务品牌走向未来之路。

４．４　 服务品牌力度的技术

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

牌提供了从增量创新转向颠覆性创新的发展

空间。
深圳图书馆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中以技术创

新见长的典型之一，该馆于 ２０１７ 年编写出版了

《深圳模式———深圳“图书馆之城”探索与创新》
一书，其中对“技术创新”专门进行了介绍和总

结。 深圳图书馆人将一系列富有科技精髓与人

文情怀的奇妙创想，转化为无所不至的便捷服

务，实现了高新技术与市民文化生活的完美结

合［２４］６５－８９ ，充分体现出服务品牌的技术魅力。 从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地区性数字图书馆网络构

架研究与开发”到研制“图书馆之城”中心管理

系统，从打造全媒体服务平台到研制“ ＲＦＩＤ 文

献智能管理系统”，从研制城市街区 ２４ 小时自

助图书馆服务系统到联合创建城市文献资源整

合与服务平台，从构建城市图书馆网络与数据

中心到持续探索研发“智慧图书馆”系统，深圳

图书馆服务品牌中的技术含量与时俱进，其服

务力和影响力节节攀升，不断演绎出服务的技

术爆发点，持续激发起读者的阅读热情，在中国

乃至世界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增添了具有中国自

主原创特点的服务品牌标记。 其中，“城市街区

２４ 小时自助图书馆”项目荣获文化部创新奖，这
一技术创新服务品牌的智慧得到了国内外业界

的肯定，先后在全国各城市和境外一些公共图

书馆得到推广。
广东东莞图书馆也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中以

技术创新见长的典型之一，该馆的“区域图书馆

集群管理与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了区域内图书

馆“一馆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多馆还书”
的服务新模式。 ２００８ 年，东莞图书馆荣获美国

图书馆协会的国际创新奖，成为美国境外第一

个获此殊荣的图书馆。 这一奖项的获得，正是

基于东莞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技术创新所展现的

服务力度：打造了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电子资源

丰富的图书馆；设立了“永不关闭的图书馆”和

“图书馆 ＡＴＭ”，实现了实体图书馆真正意义上的

２４ 小时开放，为读者提供了超预期、易接近和便

捷化的“奢侈”，每年吸引超过百万的读者走进图

书馆，“堪称世界图书馆界的典范” ［９］３０４－３０５。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技术创新带给

了图书馆前所未有的服务力，使公共图书馆传

统的服务插上了信息技术的翅膀，实现了具有

无边界、跨时空、零门槛、个性化、体验式、互动

型等特点的大发展，给广大读者带去了更多的

公共文化服务获得感。

４．５　 服务品牌宽度的融合

融合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这从互

联网＋、文化＋、图书馆＋、智能＋等各类事物的叠

加中可见一斑，事物互联、学科交叉、媒体融合、
行业协同、社会互动，当代社会正呈现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新形态。 馆际合作以及

与社会的协同，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至关重

要。 探寻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成长轨

迹，我们可以找到品牌宽度的融合之道。
在品牌宽度的融合方面，文化共享工程可

以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文化共享工程就

是一个庞大的协同融合体系，通过国家与地方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及其相应的文化服务机构，
形成“城乡统筹、协调统一、共同实施”的服务融

合体；同时，国家各有关部委、各级政府服务单

位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协同也是文化共享工程服

务融合体的重要机制。 文化共享工程原主任张

彦博曾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协同融合环境作了包

括内、外、上、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他认为：
“内”是指文化系统组织内部的工作协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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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跨行业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同；“上”是指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保障协同；
“下”是指以满足基层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宗旨

的横向拓展、逐级深化的服务协同［９］１１１ 。 此外，
在技术路径方面，文化共享工程融合了互联网、
卫星网、有线 ／ 数字电视网、电子政务专网以及

光盘、移动播放器、移动硬盘等网络路径和信息

载体，将各类技术手段加以整合，因地制宜地加

以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服务品牌

融合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模式。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被冠名“混搭创新”的

品牌战略中观察品牌宽度的融合命题［３３］１１ 。 这

种渐成影响的创新主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将
不同特点的服务内容和技术混搭在一起，带给

读者独特新颖的学习体验和感悟。 如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世界读书日期间，上海图书馆别出心裁地策

划举办了 ２０１８ 世界读书日的特别活动“上图之

夜———英华拾贝”，将展览、讲座、音乐、戏剧、朗
诵、绘画、经典阅读与翻译等诸多读者服务样式

混搭并融为一体［３４］ 。 这一服务模式在讲座、展
览品牌服务“常见款”的基础上推出了品牌服务

混搭型的“时尚款”。 就品牌创意而言，我们还

可以从国际著名现代品牌大师戴维·阿克所提

出的客户的“甜蜜点”（即最佳兴趣点）对混搭创

新予以解读［３５］ ，即这种混搭正是读者感兴趣的

“甜蜜点”。 这样的时空穿越与交汇融合的全新

服务设计不仅对公共图书馆广泛开展的阅读推

广活动带来了有益的启示，而且可以让我们从

中观察到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在宽度融合

方面别具一格的新探索和新趋势，观察到在这

种新探索和新趋势中服务品牌所展现的开放、
融合、多样、丰富、新奇、延伸、协同等服务的新

特点。

４．６　 服务品牌广度的覆盖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在当代的一项重要使

命就是要构建并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这就提出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在空间广

度上全覆盖的“服务密度”问题，而许多公共图

书馆服务品牌正是在品牌广度的覆盖方面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曾经获

得文化部创新奖和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创新奖

的一些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其服务的亮点正

体现在服务品牌广度的覆盖上。
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城区一卡通、城乡

一卡通，是全球公共图书馆的普遍服务模式。
在借鉴全球服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所

在城市的实际，上海图书馆率先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启动了中心图书馆建设，通过信息系统服务链

的一体化平台，将通借通还作为最主要的服务

内容。 “上海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信息系统建

设暨向社区基层服务点延伸”项目从起始之初，
就将服务的覆盖作为项目推进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这一项目是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区

县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科技专业图书馆为

分馆，以网络为基础，以知识导航为动力，以资

源共享为目标，以提高服务水平、为读者提供跨

越时空的便捷服务为宗旨的新型图书馆服务联

合体。 这种为读者提供通借通还一卡通的便捷

服务，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延伸至读者身边，在
中国东部地区的各大城市得到了广泛应用，并
逐渐向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延伸发

展，形成了一卡通服务品牌的群体，如上海市中

心图书馆一卡通、苏州图书馆服务网络、杭州图

书馆一证通等服务项目，都曾先后荣获文化部

创新奖和群星奖。
苏州图书馆“小候鸟”服务项目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上被授予美国图书馆

协会主席国际创新奖，成为 ２０１８ 年全球获此殊

荣的四个项目之一。 该奖项奖励国际公共图书

馆服务创新项目，其颁奖的寓意也体现出服务

品牌广度的覆盖和公共图书馆读者群体细分的

服务深化。 “小候鸟”是苏州图书馆开展的一项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服务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开始实施，主要是在寒暑假期间开展形式多

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以此来培养他们的阅读习

惯，帮助他们了解苏州文化，感受家在苏州的

温暖［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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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服务品牌厚度的体系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各具特色，但探究其

发展规律，可以发现其中的方法论意蕴，即服务

品牌的打造往往是呈现出品牌厚度和层次的体

系。 这种体系可以是群、网形态，也可以是线、
圈模式，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品牌纵向与

横向的集群阵列，这种体系的构建，体现出品牌

服务的丰厚度、层次性与群雁方阵效应。
上海图书馆的服务品牌就是以横向集群阵

列为主要特点的。 该馆以“精致服务、至诚合

作、引领学习、激扬智慧”的核心价值观和“积淀

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的文化使命，在
数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服务品牌的集群体系。
这些品牌，有面向广大公众的上图讲座、上图展

览、中心图书馆一卡通、“ ｅ 卡通”电子资源远程

服务、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也有面向研究群体

和企事业单位的上海情报服务平台、“创之源”
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创·新空间”特色阅览室、
全国报刊索引；还有面向党政决策部门的上图

专递、媒体测评，以及面向世界的“上海之窗”
等。 在以上服务品牌的集群体系中，各品牌既

独立运作，又相得益彰；既各具特色，又汇为一

体。 这些品牌的树木以其阵列的体系，形成了

叠加整合的森林效应。 通过品牌间的呼应联

通、排列组合、优势互补、交相辉映、汇聚集群，
使服务品牌既形成了单一品牌的影响力，又汇

聚成品牌方阵的一体服务力，形成了群涛拍岸、
精彩纷呈、此起彼伏的壮观景象，大大增加了品

牌服务的丰厚度。
杭州图书馆的服务品牌则体现出纵向的树

干阵列。 该馆于 ２０１８ 年建馆 ６０ 周年之际，推出

了图书馆品牌服务的纵向衍生模式———“ ＹＵＥ
杭图”系列活动。 该品牌以拼音“ ＹＵＥ”为主题，
“ＹＵＥ”在汉语拼音中可以是阅读的“阅”、愉悦

的“ 悦”、 相约的 “ 约”、 音乐的 “ 乐”、 跳跃的

“跃”，以及超越的“越”，即在“ ＹＵＥ 杭图”树木

主干的总品牌下细分为“ ＹＵＥ 杭图·阅” “ ＹＵＥ
杭图·悦” “ ＹＵＥ 杭图·约” “ ＹＵＥ 杭图·乐”
“ＹＵＥ 杭图·跃”等七个子品牌的枝叶［３７］ 。 这

样的品牌体系构建突破了“孤掌难鸣”的局限，
使品牌的每一种“快乐”更为生动，以统一的树

干总品牌为引领，厚植更多的子品牌枝叶，使各

子品牌的枝叶汇成服务总品牌的立体大树并形

成了服务品牌的全新体系。
一些城市图书馆的服务品牌则体现出纵向

与横向相结合的品牌厚度体系架构。 首都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浦东图书馆、杭州图书馆、
苏州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等都成为

该城市和地区服务品牌的旗舰馆或首馆，成为

该城市和地区范围内服务品牌的火车头，成为

服务品牌纵向体系的领头羊；同时这些服务品

牌馆又与所在城市和地区的诸多图书馆齐头并

进，相互协同，组成了服务品牌横向体系中的群

雁方阵。 上海中心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历史发

展，就综合体现了品牌厚度体系的纵向加横向

的发展模式，如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２００１ 年）、
季度馆长例会长效管理机制（２００２ 年）、专业分

馆模式（２００２ 年）、一卡通区县分馆全覆盖（２００３
年）、一卡通向街镇延伸形成两级总分馆体系

（２００５ 年）、利用社会力量推进中心馆建设（２００６
年）、物流实现社会化管理（２００７ 年）、提出城市

图书馆未来发展愿景（２００８ 年）、召开主题馆工

作推进会（２００９ 年）、一卡通实现同城街镇全覆

盖（２０１０ 年）、一卡通向少儿图书馆延伸（ ２０１１
年），等等，这些服务品牌的持续创新，正是基于

品牌厚度的体系，并实现了品牌价值和服务效

能的最大化。

５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未来发展

５．１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公共图

书馆服务品牌的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产生了

一批不同门类、各具特色的服务品牌，服务品牌

发展成效初步显现；具有中国特色和区域特点

的服务品牌不断涌现和成长，个别品牌开始在

世界图书馆舞台上崭露头角；支撑图书馆服务

品牌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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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等

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架构初步形成，公共

图书馆行业创建服务品牌的意识不断增强，这
些都为进一步加快服务品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提供了有利于再出发的发展环境。
同时，综观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设

的发展，尚存在一些发展的痛点和难点。 如服

务品牌的顶层设计与学术研究较为缺乏，服务

品牌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所不足，服务品牌发

展的区域不够平衡，服务品牌发展的体系结构

不够完善，服务品牌的技术创新还不能完全适

应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读者不断增长的

新需要，服务品牌发展的国际影响力、传播力和

美誉度都较为薄弱，服务品牌建设水平仍然滞

后于公共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水平。 以上这些

问题需要正视并通过进一步改革与创新予以

破解。

５．２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提出了“兴文化”的使命任务，其中包括要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

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

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２６］ 。 应该看到，服
务品牌建设不仅关系到微观单个和地区图书馆

发展，更关系到中观和宏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总体水平；不仅关系到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建设，更关系到我国“兴文化”的使

命任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因此，不能

仅仅将服务品牌建设看作是单个图书馆或单个

城市文化的事，而应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

战略高度。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对公共图书馆而言，就是要坚定不

移地将服务品牌建设引向深入，不断激发公共

图书馆服务创新创造的活力，以“品牌再造”的

理念不断提升服务品牌的品质和品位。 站在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门槛上，公共图书馆服务

品牌再出发需要登高望远，加强顶层设计，勾勒

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应从国家层面加强对新时

代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强馆战略的总体指

导，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服务品牌建设水平；应在

以往“以评促建”的品牌推进方式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科学的品牌建设评价系统，营造符合

新时代品牌建设要求的发展环境；应建立有利

于服务品牌建设的长效机制，把服务品牌战略

纳入图书馆服务管理的核心内容；应充分发挥

媒体作用，生动讲述中国特色服务品牌故事，充
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在自主创新、质量提升、转
型发展、服务人民等方面的成果，为服务品牌建

设营造有利的舆论和发展环境。

５．３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５．３．１　 要谋划服务品牌的扩容提升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要与时俱进，就要从

服务品牌进化论的升位思路着眼［３８］ 。 这种升

位，应从服务品牌的顶层设计入手，以扩容与提

升为两大着力点。
从服务品牌的扩容来看，应注重两个方面。

第一，要增加服务品牌方阵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我国公共图书馆共有 ３ １６６ 个［３９］ ，且数量

仍在逐年增加，如果将诸多社会力量创办的公

共图书馆统计在内，数量会更多。 但服务品牌

特别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服务品牌的

总体数量还不多，需要在原有基础上采取措施

实现服务项目和服务资源向服务品牌的创造性

转化。 第二，要丰富服务品牌的内容。 目前服

务品牌较多集中于讲座、展览、通借通还等服务

内容，但随着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应当考虑将

非遗服务等内容纳入品牌建设的计划之中。 中

国是世界非遗大国，据统计，收录进国家、省、
市、区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代表

性项目有 ８７ 万项，同时拥有 １ ３７２ 项国家级非

遗项目和 １ ９８６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球希望联合会亚洲区主席李永军

认为，非遗在与时代和产业相结合的同时，也要

与品牌相结合。 这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与非

遗品牌计划相结合进行内容建设是一个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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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４０］ 。 ２００９ 年， 成 都 图 书 馆 的 “ 蜀 风 雅

韵———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服务

项目曾荣获文化部创新奖，就是两者结合的一

项有益探索。 同时，２０１８ 年国家层面经机构改

革新组建成立了“文化与旅游部”，这就为公共

图书馆服务品牌在“诗与远方”的有机结合上提

供了发展空间。 可以在有条件的服务品牌中设

计为读者提供国内外旅游相关的多媒体文献，
设计针对旅游团队和散客的参观项目和参观路

线，结合各馆实际形成建筑探访、家谱寻根、名
人手稿、历史原照、少儿游戏、智能物流以及科

技体验、社科普及等新看点。 服务品牌的扩容

及服务体量持续增大，必将进一步释放公共图

书馆服务品牌的能量，激发出服务品牌潜在的

无限可能性。
就服务品牌提升而言，应注重其影响力和

美誉度。 服务品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知晓度。 据笔者调查，现在为图书馆业界普遍

知晓并认可的服务品牌屈指可数，更遑论图书

馆业界之外的知晓度了。 这就启示我们，服务

品牌需要在跨行业的长度上和读者细分的深度

上下功夫以提高知晓度，在服务的精致化、品味

化、乐趣化和个性化上下功夫以提高美誉度，实
现从一般服务到优秀服务再到卓越服务的提

升。 品牌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表述［３３］３０３ 。 我们

要从更深层次的服务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着

眼，从文化创新的高度和文化情感的方法上来

提升服务对象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依附感。
５．３．２　 要促进服务品牌的地区平衡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同样具有较为典型的

马太效应，即强者更强，如东部地区的国家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州

图书馆等都是如此。 中国公共图书馆品牌方阵

的地区不平衡是品牌建设全局中的短板。 这就

要求我们按照“兴文化”的要求，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增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

适用性。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建设应当

把握发展机遇，加强与国家层面的系列发展战

略对接，以改变服务品牌地区不平衡的短板。

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东部地区服

务品牌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拓展，推动中西部地

区公共图书馆在自我发展与借力发展的同向共

振中创牌树牌；又如应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来研究部署公共图

书馆服务品牌的总体布局、服务链延伸和服务

要素流动，逐步形成城市、地区与全国的服务品

牌不同空间层次的集群与特色方阵；又如应把

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在海南

省公共图书馆建设中将服务品牌战略纳入发展

规划之中，使海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转型升级，
形成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并与所在省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 我们高兴地看到，
中国中西部的内蒙古图书馆近年来涌现出“彩

云服务”创新项目并形成了独特的服务品牌创

新之路［４１］ ，西部地区的云南省图书馆的盲人服

务项目也曾于 ２００５ 年荣获国际图联“古斯特”
扫盲奖［９］３０４ ，这说明中国中西部公共图书馆蕴

藏着创建服务品牌的巨大潜能。
５．３．３　 要把握更新迭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机遇

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

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已成为当代发展的新

理念。 “数字中国” 和“智慧社会”，为新时代

“兴文化”所要求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
建共享，提供了发展新通道，为众多公共图书馆

顺势而上塑品牌、创名牌，并保持服务品牌的鲜

活度提供了发展新机遇。 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机遇同频共振，跟上持续的技术变革的

节奏，使信息技术的变量转化成服务品牌发展

的增量，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错过整整一个时

代，这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转型升级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和未来的智慧图书馆

正在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各种智慧要素在全域

空间内实现系统化和立体化的融合，为服务品

牌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性。 如在移动信

息技术支持下，公共图书馆正在将阅读推广延

伸至街道社区、购物商厦、地铁公交、机场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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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文化场馆、书店书屋、老年公寓、村镇

大院等城乡的各类“肌体”与“管道”之中，这为

服务品牌服务力和影响力的拓展提供了无限广

阔的舞台。
数字人文的服务理念也为传统的服务品牌

增添了新的动能。 如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文献服

务在原有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打破时空局限，
精选数以百计的家谱供全球用户在线阅览全

文，以满足遍布五湖四海读者的需求。 随着“华

人家谱总目·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上线，上海图书馆搭建起了快捷高效的家谱数

据平台，通过关联数据技术进行数字人文的最

新尝试；同时新增了开放的人人可以参与互动

的“在线修谱”平台功能，每位读者都能做自己

家谱的编撰者；在此基础上先后开发了盛宣怀

档案知识库、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名
人手稿档案库、人名规范库、“上海记忆———从

武康路出发”等全新服务内容，实现了数据的汇

总与集成，力图以数字开放的理念和关联数据技

术实现家谱服务品牌的数字化转型，探索从读者

找文献到文献找读者的服务创新转化，并通过移

动互联网等载体为读者带来“高质量文化供

给” ［４２］ 。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 ３Ｄ 打印和机器

人技术，还是人脸识别、区块链等各类人工智能

技术，都将为服务品牌提供万物智能、万物计算、
万物赋能的驱动力，从而带来技术创新和服务创

新的新机遇。
５．３．４　 要提升服务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公共图书馆服

务品牌，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融入全球文化多样

化发展并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从

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视野观察，中国服务品

牌与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系是交流

互鉴，而不是企业品牌发展的排他竞争。 在全

球图书馆界，“中国声音”还比较微弱，中国还严

重缺乏与经济发展和自身地位相适应的世界性

服务品牌。 因此，提升服务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应当成为服务品牌未来发展路线图的着力点之

一。 对此，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开展中国服务品

牌的全球推广活动，在国际传播中增强中国服

务品牌在国际图书馆业界的知晓度；应注重应

用“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手法，融通中外文化

的综合多样的传播与表述方式，恰当、科学、真
实、亲近地发出中国服务品牌的声音，以产生文

化共鸣，避免生硬刻板和政治宣传印象的形成

和服务品牌传播中的误读。 另外，服务品牌的

国际推广活动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让中国

服务品牌在全球图书馆界和广大读者心中逐渐

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核

心服务品牌的吸引力与全球声望，同时增强在

世界图书馆界对服务品牌评价的话语权。
５．３．５　 要加强服务品牌的理论研究

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

开理论的指导。 不少公共图书馆先后就其服务

品牌进行过案例的总结，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不仅要进一

步完善服务品牌发展的整体战略框架，对发展

定位、名称特点、体系结构、范围要素、策划拓

展、产权维护、路径方法、传播推广、智能网络、
读者满意、生命周期等加强系统研究，而且要通

过一些具体举措予以推进和加强。 如可以考虑

成立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联盟和专家委员

会，总结研究中国特色服务品牌案例、服务品牌

发展指数模型，加大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服

务品牌的培育。 也可以通过图书馆专业智库，
分析研究中国和世界服务品牌发展历史和未来

趋势，加强对服务品牌的诊断预警，编制服务品

牌年度发展报告，对服务品牌如何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建言献策，并对服务品牌中存在

的创新迟缓和发展懈怠现象提出破解对策。 还

可以举办服务品牌发展论坛，打通实践管理者

和理论工作者之间的围墙，凝聚图书馆业界共

识，搭建服务品牌交流平台，展示自主品牌服务

成果，分享服务品牌成功经验，传播服务品牌文

化内涵，树立服务品牌良好形象，通过每年的

中国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和中国图书馆年会等

载体平台进行重点宣传推广，提高广大读者和

整个社会对服务品牌的知晓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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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语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的建设与发展体

现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的文化创

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加强服务品牌建设必

将进一步形成服务品牌的中国气质、中国气场、

中国气象和中国气韵，从而让服务品牌持续点

亮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前进道路，更好

地惠及国内外的亿万读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和全球文化共同体添砖加瓦，为“图书馆

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增写中国服务品牌的

创新实践，绘就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面向未来

发展的全新图景。

参考文献

［ １ ］ 许慎．说文解字［Ｍ］． 徐铉，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４８．（ Ｘｕ Ｓｈｅｎ． Ｓｈｕｏ Ｗｅｎ Ｊｉｅ Ｚｉ ［ Ｍ］． Ｘｕ Ｘｕａｎ， ａｎｎｏ⁃

ｔａｔ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３：４８．）

［ ２ ］ 孔安国．尚书正义［Ｍ］． 孔颖达，正义． 黄怀信，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００．（ Ｋｏｎｇ Ａｎｇｕｏ．Ｓｈａｎｇ

Ｓｈｕ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Ｍ］． Ｋｏｎｇ Ｙｉｎｇｄａ，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ｉｘｉｎ， ｃｏｌｌａ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７：１００．）

［ ３ ］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中外企业管理经典案例［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８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Ｃａｄｒ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６：３８４．）

［ ４ ］ 雷恩·爱尔伍德．品牌必读［Ｍ］．张天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３：５．（ Ｗｏｏｄ Ｒ． Ｂｒ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ｒｅａｄ ［ Ｍ］．

Ｚｈａｎｇ Ｔｉａｎｙａｎ， 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Ｘｉｎｈｕ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３：５．）

［ ５ ］ 国际品牌标准工程组织．国际品牌标准化手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５：２．）

［ ６ ］ 马特·黑格．品牌的成长［Ｍ］．陈丽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６：目录．（ Ｈａｉｇ Ｍ． Ｂｒ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 Ｍ］． Ｃｈｅｎ

Ｌｉｙｕ，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ｕｚｈｏｕ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６：Ｃａｔａｌｏｇ．）

［ ７ ］ 张树华，张久珍．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６５． （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ｕｚ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２０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１６５．）

［ ８ ］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年鉴２０１７［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８．（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７［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８．）

［ ９ ］ 公共图书馆研究院．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２０１０）［Ｍ］．深圳：海天出版社，２０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 ［Ｍ］．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Ｈａｉｔｉａｎ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０．）

［１０］ 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ｐｒｅｍｉｅｒ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７６６０８．ｈｔｍ．（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５， ２０１８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ｐｒｅｍｉｅｒ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７６６０８．ｈｔｍ．）

［１１］ 张彦博．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与跨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研究论文集［ Ｇ］．北京：国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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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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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ｂ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０．）

［１２］ 阿尔文·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 Ｍ］． 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１７．

（Ｔｏｆｆｌｅｒ Ａ．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 ［Ｍ］． Ｚｈｕ Ｚｈｉｙａｎ， Ｐａｎ Ｑ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

ｎｙ， １９８４：１７．）

［１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１９９７ ／ １０）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 ０８－ １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２０６ ／ Ｐ０２０１２０６１２４８５１２３７３５６６１．ｐｄｆ．（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１９９７ ／ １０）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２０６ ／ Ｐ０２０１２０６１２４８５１２３７３５６６１．ｐｄｆ．）

［１４］ 第４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８－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

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８０８ ／ ｔ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 ７０４８８． ｈｔｍ． （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８０８ ／ ｔ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７０４８８．ｈｔｍ．）

［１５］ 张轶．分布式联合虚拟参考咨询案例研究———上海图书馆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的实践［ Ｇ］ ／ ／ 王世伟．现代

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论丛．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０３ － １１２． （ Ｚｈａｎｇ Ｙｉ．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Ｇ］ ／ ／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１０３－１１２．）

［１６］ 南太平洋 ｐｌｕｓ 美国总统图书馆：上海之窗的新地标［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３５２３０８４５＿７８５９７９． （ Ｐｌｕ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ｅｗ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ｉｎｄｏｗ［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０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２３５２３０８４５＿７８５９７９．）

［１７］ 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出席大英图书馆“中国之窗” 赠书项目答谢招待会［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８－ 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ｕｋ ／ ｃｈｎ ／ ｚｙｇｘ ／ ｍｊｗｌ ／ ｔ６９４１２８． ｈｔｍ． （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ｄ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 ０８－ 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ｕｋ ／

ｃｈｎ ／ ｚｙｇｘ ／ ｍｊｗｌ ／ ｔ６９４１２８．ｈｔｍ．）

［１８］ 刘磊．文津图书奖背后的那些故事———专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０８］．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ｃｎ ／ ｄｐｏｏｌ ／ ｂｌｏｇ ／ ｓ ／ ｂｌｏｇ＿６３４１ｃｆ１ｃ０１０２ｘｌｄ３． ｈｔｍｌ？ ｆｒｏｍ ＝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 Ｌｉｕ Ｌｅｉ．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ｎ Ｊｉｎ

Ｂｏｏｋ Ａ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ｎ Ｌｉ，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

０５－０８］．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ｎ ／ ｄｐｏｏｌ ／ ｂｌｏｇ ／ ｓ ／ ｂｌｏｇ＿６３４１ｃｆ１ｃ０１０２ｘｌｄ３．ｈＴＭＬ？ Ｆｒｏｍ ＝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１９］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简介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ｅｎｊｉｎ．ｎｌｃ．ｃｎ ／ ｗｅｎｊｉ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ｎ Ｊｉｎ Ｂｏｏｋ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ｅｎｊｉｎ． ｎｌｃ． ｃｎ ／

ｗｅｎｊｉ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２０］ 国家图书馆．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Ｍ］．北京：国家图书馆，２０１８：总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ｔｈｉｒ⁃

ｔｅｅｎｔｈ Ｗｅｎ Ｊｉｎ Ｂｏｏｋ Ａｗａｒｄ［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８：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２１］ 王冰．阅读，请到图书馆来［Ｊ］ ． 公共图书馆，２０１８（２）：２．（ Ｗａｎｇ Ｂｉｎｇ． Ｒｅａｄ，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８ （２）： ２．）

［２２］ 杨永群．阅读—城市—图书馆［Ｊ］ ． 公共图书馆，２０１５（４）：２．（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ｑｕ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０２２



王世伟：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ｒａｎ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５ （４）： ２．）

［２３］ 《图书馆之城建设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图书馆之城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０．）

［２４］ 张岩，王林． 深圳模式：深圳“图书馆之城”探索与创新［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Ｌ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ｍｏｄ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ｉｔｙ” ［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２５］ 高惠珠．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庆贺冯契先生从事哲学事业６０周年暨“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研讨会侧记［Ｊ］ ．哲学研究，１９９５ （ １）：８０ － ８１． （ Ｇａｏ Ｈｕｉｚｈ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ｉｄｅｌ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６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Ｆｅｎｇ Ｑ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５ （１）： ８０－８１．）

［２６］ 张洋．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０８－２３（０１）．（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ｎｅｒ ｔｏ ｇ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

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Ｎ］．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

ｌｙ， ２０１８－０８－２３ （０１）．）

［２７］ 白云书院［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 ０８－ ２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ｔ． ｃｎ ／ ｂａｉｙｕｎ ／ ｂａｉｙｕｎｇａｉｓｈｕ ／ ２００８０４０８ ／ １９４．ｈｔｍｌ．

（Ｂａｉｙｕ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８－ ２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ｔ． ｃｎ ／ ｂａｉｙｕｎ ／ ｂａｉｙｕｎｇａｉｓｈｕ ／ ２００８０４０８ ／

１９４．ｈｔｍｌ．）

［２８］ 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讲演录［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２：前言．（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ｅｎｊｉ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ｒｅｆａｃｅ．）

［２９］ 王宁．汉字与中国文化十讲［ 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前言．（ Ｗａｎｇ Ｎｉｎｇ． Ｔｅ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８： Ｐｒｅｆａｃｅ．）

［３０］ 二十二子［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９４．（Ｅｒ Ｓｈｉ Ｅｒ Ｚｉ［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６：９４．）

［３１］ 姚迎东．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机制创新性探索──以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 为例［ Ｊ］ ．图书馆工作，

２０１５（３）：２７．（Ｙａｏ Ｙｉ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ａｋｉｎｇ “Ｙａｎ⁃

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２０１５（３）：２７．）

［３２］ 王世伟．论图书馆讲座的策划［ Ｇ］ ／ ／ 王世伟．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发展论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１６．（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Ｇ］ ／ ／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ｒｉ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１１６．）

［３３］ 道格拉斯·霍尔特，道格拉斯·卡梅隆．文化战略：以创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独特的文化品牌［ Ｍ］．汪凯，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Ｈｏｌｔ Ｄ Ｂ，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ｒ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Ｍ］． Ｗａｎｇ Ｋａｉ，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３４］ 上海图书馆华丽变身！“图书馆奇妙夜”带读者穿行中西文学的交会中［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５－ 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２２９２４３６７９＿２７５７８６．（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ｇｏｒｇｅｏｕｓ！ “Ｔｈ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ｎ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ａｋｅｓ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ａｉｒ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２９２４３６７９＿２７５７８６．）

［３５］ 科创驱动与品牌经济发展———第三届中国品牌经济（上海）论坛嘉宾精彩观点摘录［ Ｎ］．解放日报，２０１７－

０２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八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８

０５－１０（ ０９）．（ Ｋｅｃｈｕａｎｇ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ｃｅｒｐ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ｕｍ ［Ｎ］．Ｊｉｅｆａｎｇ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７－０５－１０ （０９）．）

［３６］ 苏州图书馆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国际创新奖［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ｌｉｂ．ｃｏｍ ／ ＳｚｌｉｂＩｎｆ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４１３５６．（Ｓｕｚｈｏ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ｌｉｂ．ｃｏｍ ／ ＳｚｌｉｂＩｎｆ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４１３５６．）

［３７］ 蒋萍，刘海波．杭州图书馆推出“ ＹＵＥ 杭图”品牌［ Ｎ］．文汇报，２０１８－ ０５－ ２３（ ０３）．（ Ｊｉ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Ｌｉｕ Ｈａｉｂｏ．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ＹＵＥ Ｈａｎｇｔｕ ｂｒａｎｄ ［Ｎ］．Ｗｅｎ Ｈｕｉｂａｏ， ２０１８－０５－２３ （０３）．）

［３８］ 李光斗．升位———中国品牌革命［ 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ｄｏｕ．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ｒ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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