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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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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英

摘　 要　 当前健康需求已成为人们增长最快的需求，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设施，应该将健康服务融入其

发展政策，利用自身的特色，通过跨机构的合作，开展倡导健康理念、引导健康行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提供权威

健康信息、提升健康素养的健康促进和健康服务活动。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显示科学界以及图书

馆界对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浓厚兴趣，本文跟踪英美学界的发展动态，选取几大学术机构的典型案例作重

点分析，发现健康与图书馆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关联，公众认可公共图书馆健康服务的价值，健康服务是他们最

愿意接受的图书馆服务之一。 在此基础上，从国家、社会、用户以及公共图书馆自身发展的角度分析公共图书

馆健康服务的必要性，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公共图书馆健康服务的合理性。 建议：大健康时代我国的社

会发展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应回应公众的需求，在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健康

服务将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国家健康发展战略计划，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

图书馆的服务计划中，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现有的劣势，抓住发展机遇，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图 ２。 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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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ｕｐ 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ｕｒｇ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Ｗ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 ｆｉｇｓ． １５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ｉｍ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当前国民健康需求成为增长最快的需求，
在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开展健康服务、满足

公众的健康需求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公益性机

构普遍关注的问题。 公共图书馆是否应该和

有能力开展健康服务？ 本文以英美业界相关的

发展动态分析为基础，分析探索公共图书馆开

展健康服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及存在的

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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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大健康时代的公共图书馆

１．１　 大健康时代的来临

（１）对健康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曾经把健康

问题都交给医疗机构或者把解决健康问题都与

医疗技术联系起来，但是今天社会秉承的是“大

健康”理念，国际社会对健康概念的解读正在发

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健康

的理解，传统的健康概念是作为生病的反义词，
当前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采用的健康的定义是

“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完好状态” ［１］ ；二是对

维护健康方式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经过研究

得出结论，认为影响个人健康的四大因素中占

６０％的是“个人行为与生活方式”；三是对维护

健康的责任认定，健康不再只是医疗机构的事

情，还是社会共同的事情，个人也要对自己的健

康负责。
（２）健康中国战略的确立

依据健康理念的上述变化，国际社会健康

政策的导向开始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我国国民

健康发展战略于 ２０１６ 年得到国家正式确定。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树立大

卫生、大健康的观念，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建
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２］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提出了健康优先原则，要求把健康融入

所有政策；提出共建共享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

本路径，强调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
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强化跨部门协作，形成多

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格局［３］ 。

１．２　 健康服务：应该被公共图书馆正视的服务

健康服务是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

康为目标的服务。 健康服务是多维度的，是以

人的健康为中心的一系列服务活动的总称，包

括专业性的医疗科学和技术服务，也包括促进

健康的其他相关服务，如健康教育、健康信息、
健康咨询等内容。

健康服务曾经被认为是医疗卫生的专业化

服务，而现在即将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性的服务。
健康服务的多维度决定了它涉及多个领域，是
多机构共建共享、参与共治的活动。 在大健康

时代，公共图书馆是否应该为公众健康服务承

担一定义务和责任？ 这是图书馆业界和学界需

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上述对健康概念的理解分析以及健康中

国战略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到，健康中国的建

设不仅仅是医疗机构的事情，也是全社会共同

的事情。 从社会机构的角度分析，在人民健康

优先发展的时代，社会组织需要积极参与健康

中国的建设，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强化跨机构

的合作，共同促进健康社会的发展；从个人的角

度分析，在大健康理念下，个人要担负起维护自

身健康的责任，需要了解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

式，需要懂得医疗保健系统的基本知识，需要知

道如何从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保持健康的

状态。
公共图书馆作为为国民提供信息服务和开

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应该将健康服务

融入其发展政策，针对上述健康中国建设中对

社会机构和个人的要求，利用自身的特色，通过

跨机构的合作，开展倡导健康理念、引导健康行

为、促进健康生活方式、提供权威健康信息、提
升健康素养的促进和服务活动。

从提供信息和社会教育这两大公共图书馆

的基本服务层面上看，在健康成为社会焦点、健
康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下，今天的公共图书馆

应该正视健康服务给公共图书馆带来的挑战，
实际上，公共图书馆能够承担的健康服务还不

仅仅如此。

１．３　 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对健康服务问题尚缺乏

深度研究

　 　 对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外数据库的文献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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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界

对健康服务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太一致，我国图

书情报学界在公共图书馆健康服务方面的研究

与国外相比有差距。
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健康

服务＋图书馆”为主题查询，返回结果仅有 ４７ 条，
４７ 篇论文中 ３ 篇为误检的无关论文，２１ 篇为图书

馆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务，１０ 篇为图书馆在健康

信息方面的服务，医学院校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和

健康教育分别为 ３ 篇。 统计结果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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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ＣＮＫＩ 图书馆健康服务论文的主题分布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搜索 ｌｉｂｒａｒｙ 并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主题的文献，返回结果为 ８ ０３８ 条（见图

２），其中，来自于健康护理科学服务领域和图书

情报领域的文献占据其中的 ５６％和 ５４％ （有交

叉），是研究该问题最主要的两大领域。 从检索

结果看，国外图书情报领域（包括部分英文发表

的少量国内成果）对图书馆从事健康服务的研

究是比较重视的，研究角度多样，成果丰富，研
究具有一定深度。

图 ２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图书馆健康服务主题的论文分布

中外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说明，国际上对图 书馆健康服务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健康科学

０６４



周晓英：健康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ｗｉｔｃｈ ｏｎ Ａ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９

领域和图情领域的研究力量平分秋色，涉及的

研究主题也较丰富。 相比而言，当前我国学界对

图书馆健康服务的研究还不够，成果数量较少，
还主要关注图书馆在促进各种人群的心理健康

及提供健康信息方面的作用，而对于图书馆在民

众健康教育、健康素养方面的研究关注不够，更
缺乏对图书馆健康服务全面、综合的深度分析。

综上，大健康时代的来临，使得开展健康服

务的问题提到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议事日程，
图书情报学界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国际上公共

图书馆健康服务的发展动态，总结经验教训，结
合中国国情综合分析公共图书馆在健康服务方

面的可行性和优劣势，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健

康服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２　 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服务：来自英美学
界的新动态

２０１０ 年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
显示科学界以及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开展健

康服务的浓厚兴趣，笔者从众多的案例中挑选

了几个不同领域的代表性案例来总结分析，以
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２．１　 英国图书馆馆长协会将健康服务作为公共

图书馆的基本服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英国图书馆馆长协会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ｅ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ＳＣＬ）确定和宣布公共

图书馆的四大基本服务为：健康服务、阅读服

务、信息服务和数字服务，认为这四大服务领域

对于公共图书馆是不可或缺的。 ＳＣＬ 认为基本

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目标，它支持图书馆

提供核心服务并不断开展新的服务内容，以巩

固图书馆作为社区基石的地位。 文化部长 Ｅｄ
Ｖａｉｚｅｙ 议员在发布会上说：“图书馆持续作为我

们地方社区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是提供娱乐

和教育、作为会议的场所和提供地方信息的重

要来源。 四个基本服务清楚地显示了目前图书

馆服务的范围，要确保所有的图书馆能够紧跟

变化中的社会需求。” ［４］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ＳＣＬ 将基

本服务更新为六个，即文化服务、数字服务、健
康服务、信息服务、学习服务、阅读服务，此外，
官网上还列出了“使用图书馆确保更好的公共

健康”一些案例［５］ 。
ＳＣＬ 明确要求公共图书馆与医疗机构开展

合作，为读者提供健康服务，具体的服务内容包

括：提供非临床的社区服务空间，满足弱势群体

的健康需求，由专业人士利用本地知识开展服

务，提供图书馆资源自助服务，提供健康和护理

信息，提供公共健康服务活动，提供与健康相关

的社交、娱乐和阅读机会［６］ 。

２．２　 ＯＣＬＣ 和 ＩＭＬＳ 鼓励公共图书馆参与健康

社区建设

“健康发生在图书馆”是一项旨在扩大公共

图书馆作为社区健康关键角色的活动项目，由
ＯＣＬＣ、ＺｅｒｏＤｉｖｉｄｅ 联合开展，并由博物馆和图书

馆服 务 协 会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ＭＬＳ） 赞助。 “健康发生在图书馆” 项

目的目的是增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促进公共

图书馆提升所服务社区的健康水平。 项目通过

给公共图书馆提供资源来回应公众对健康信息

的需求，通过提供工具与社区健康专家形成伙

伴关系。 该项目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结束，但是其提

供的资源和材料可持续为公众使用［７］ 。 该项目

提供的可免费获取的资源包括：①可持续扩展

的健康信息资源库，包括由州和全国公共图书

馆所做的相关工作的例证；②提供已有和未来

的在线研讨会信息，其中图书馆和其他社区健

康组织能够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③提供项

目信息，包括图书馆处理社区健康需求的工作

信息、新的资源方面的信息以及伙伴合作机会

方面的信息。
“健康发生在图书馆”项目发布了《通过健

康信息和服务支持健康社区》报告。 报告认为，
健康社区是指个人能够获取稳定和有效生活所

需要资源的社区。 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
应该能够服务于每个需要健康服务、健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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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信息的人。 这项报告提出了一种通过健

康信息和服务支持健康社区建设的路径，提出

了三个关键的应对策略：接入健康数据，与其他

组织机构建立联系，服务儿童和家庭。

２．３　 美国科学促进会重视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

服务的挑战

　 　 美国科学促进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ＡＡＳ）于 ２０１０ 年发

布报告《公共图书馆提供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

挑战》 ［８］ ，该报告也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的美国“健康国民 ２０１０” （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２０１０）
图书馆首创项目的成果。 该项目由 Ｍａｒｙ Ｃ．
Ｃｈｏｂｏｔ 博士主导，不仅做了大量的文献分析，还
提供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事实和相关实践。 报告

呈现了下述七大关键发现，这些发现既体现了

医学图书馆等专业性图书馆在健康服务中的作

用，也特别体现了公共图书馆在健康信息服务

中的重要性。
发现 １：对公众而言，从图书馆获得的健康

信息很有价值，会影响他们的卫生保健决策。
发现 ２：大部分可获得的纸质或电子健康信

息的书写模式都高于使用者的接受能力。
发现 ３：公共图书馆是重要的公众健康信息

提供者。
发现 ４：从已经开展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

图书馆那里可以获得经验和教训。
发现 ５：在满足公众健康信息需求方面，地

方网络、联盟和其他参与者起到了很大作用。
发现 ６：医院图书馆、健康图书馆和医学图

书馆正在开展面向公众的健康信息服务。
发现 ７：国家医学图书馆和其他政府机构是

公众健康信息的有益来源。
该报告直面当前公共图书馆在公众健康信

息服务方面的问题，提出今天的图书馆员所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健康信息需求。

２．４　 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论证公共图书馆的健康

效益

　 　 英格兰艺术委员会（ Ａｒ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ＣＥ）是负责英国文化公共政策和分配政府文

化事业经费的非官方机构。 ２０１５ 年，ＡＣＥ 发布

了一份分析公共图书馆在公民健康效益方面的

报告《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效益》 ［９］ 。 报告采用条

件价值评估（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方法，通过询

问 ２ ０００ 名受调查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支付意愿，
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 研究结果对认

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以及对公共图书馆

开展健康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据。
由于该项研究是由非图书馆学专业领域的

学者所开展，采用的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非

图书馆界常常采用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所
以，它反而更能证明外界对公共图书馆的真实

感受。
笔者归纳了报告的几项相关调查结论。
（１）图书馆有重要的社会作用。 图书馆作

为图书外借、计算机接入、儿童活动、培训课程

和会议空间等诸多方面服务的提供者，具有重

要的社会作用。
（２）图书馆服务能够改善民众生活质量、提

升民众的幸福指数。 通过分析健康和幸福方面

的数据发现，利用图书馆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更好的幸福感、更高的生活使命感有很大关联，
图书馆服务与改善生活质量和提升民众的幸福

安康（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有较大关联度。
（３）图书馆可以通过它在健康方面的影响

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调查数据显示，
图书馆用户中有良好健康状况的人数比非图书

馆用户多出 １ ４％；同时，通过使用图书馆在健

康状况改善方面的服务，可以减少医疗服务支

出，从而节省财政费用。 参与图书馆活动的用

户与总体健康状况有正向相关性。
（４）健康服务是图书馆用户最愿意接受的

服务内容。 受调查者表达的通过增加家庭税收

对图书馆服务的平均支付意愿情况是：图书馆

用户愿意支付 １９ ５１ 英镑 ／ 年，非图书馆用户愿

意支付 １０ ３１ 英镑 ／ 年。 其中，在图书馆使用了

“健康服务”的用户愿意支付 ３９ ０３ 英镑 ／ 年，在
图书馆“参加报告会和其他活动”的用户愿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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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２９ ０８ 英镑 ／ 年，在图书馆使用“社会活动空

间”的用户愿意支付 ２６ ４４ 英镑 ／ 年。
从健康服务的角度看，ＡＣＥ 的上述研究成

果反映了三个重要信息：其一，公共图书馆能对

公众健康产生好的影响；其二，公众认同公共图

书馆健康服务的价值；其三，公共图书馆在改善

公众健康状况方面的服务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

生好的影响。

２．５　 对英美学界公共图书馆健康服务动态的

总结

　 　 从以上案例以及对其他英美理论与实践动

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１）公众的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作为公共服

务机构，图书馆与健康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关联，
公共图书馆可以将健康服务确定为自己的基本

服务内容。
（２）公众认可图书馆是可靠健康信息的重

要来源，公众认可图书馆健康服务的价值，健康

服务是他们最愿意接受的图书馆服务之一，图
书馆健康服务能够影响公众做出正确的健康

决策。
（３）公共图书馆有自身的优势，不仅体现

在提供健康信息方面，还体现在提供服务空

间、满足弱势群体的特殊健康需求、开展健康

服务活动、促进健康信息的阅读和传播等方面。
（４）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设施，本身就

能够给予公众幸福安康的感受，公共图书馆还

可以通过健康服务，确保所服务的社区或者地

区有更好的公共健康，并由此对社会经济发展

产生较好的影响。
（５）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尚缺乏足够

的能力，从统一认识、资源储备、人才储备，到服

务理念、服务模式的建立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图
书馆界正在通过健康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健

康服务的经验分享、图书馆健康服务人才培训、
与社区医疗机构及政府部门的合作等多种方式

来改变现状。

３　 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服务：必要性和合
理性分析

英美国家正在逐步认可公共图书馆在健康

服务中的作用，从来自图书馆界、公共政策研究

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科学界等多个领域的相关

动态分析中可以看到，英美学界对健康服务作

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有了初步的认识；英
美公共图书馆已经在多个项目的支持下开始探

索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服务活动；调研结果也显

示，公众认可公共图书馆在社区开展健康服务

的尝试，愿意支持和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服

务。 从学术领域、公共图书馆实践以及公共图

书馆用户三方面看，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

已经具备一定的认识和实践基础。
我国健康中国战略正在逐步实施，借鉴国

外的经验，立足我国的实际，下文进一步分析公

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３．１　 必要性

（１）从国家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有责任助

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指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
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
当前我国健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与健康服务需

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十分突出，在未来健康中国

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中，全社会要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公共图书馆概不例外。 遵循健康中国

战略的基本原则，公共图书馆助力健康中国战

略的实施，可以在当前的延伸服务活动中优先

考虑推进公平公正的健康服务，需要转变观念、
制定规划、改革创新、科学发展。

（２）从社会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有责任完

成大健康时代的社会使命

国际上的健康促进理论和实践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健康促进是一个为保护和促进人们的健康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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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社会倡导、跨部门合作和人人参与的社会

行动［１０］ 。 健康促进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公共

图书馆的责任。 当前，我国公众在全面关注健

康的同时，健康素养却普遍偏低，即使高学历的

大学生群体也是如此，“魏则西事件”就是一个

证明。 上述现实问题和矛盾，需要制定全社会

健康教育与促进政策来总体规划，公共图书馆

作为承担公民终身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设施

之一，应积极与医疗机构及其他社会机构合作，
通过倡导、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参与对公众的

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和

使命。
（３）从用户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有责任满

足民众的迫切需要

大健康时代，公众对健康问题的关注重心

逐步从以疾病治疗为主转向以健康管理和预防

保健为主，如何维护长久的健康，不仅仅要依靠

医疗机构，也要依靠社会机构和个人。 健康信

息是日常信息的一部分，不只是医疗机构或者

医学图书馆专有的信息，也是公共图书馆和学

校图书馆信息的一部分。 公众对健康的关注度

持续升高，２０１０ 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调查发

现，我国 ８２ ７％的公众认为“医学与健康”信息

是他们最感兴趣的科技信息［１１］ ，对图书馆读者

的调查同样显示，８７％的读者有健康信息需求，
７８％的读者希望从公共图书馆获得健康信息服

务［１２］ 。 可见，公共图书馆有责任通过行使其教

育职能、信息传播职能、信息服务职能，满足公

众健康保健方面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健康信息

方面的需要。
（４）从图书馆自身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需

要在与时俱进中完善自身

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 １９３１ 年提出的

图书馆学五定律中，就强调“图书馆是一个生长

着的有机体”。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社会的

变迁，公共图书馆不能抱残守缺，必须在与时俱

进中完善自身。 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也

是公共图书馆健康服务的机遇期，只有在全民

健康时代的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真正满足公

众的需要，图书馆才能得到社会更好的认可，这
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３．２　 合理性分析

（１）理论视角：从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

基本作用看

公共图书馆具有公益性，主要职能是保存

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技信息、开发

智力资源和促进资源共享；主要作用有传播主

流文化、提升公众素质、保障信息平等获取权力

和推动社会进步。 在大健康时代和健康中国战

略实施的背景之下，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

机制，可以在开展健康素养教育、提升公众健康

素质、传播正确健康理念、传递医学与健康信

息、提供健康信息保障、促进健康信息资源的共

享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公共图书馆将原

有的职能和作用发挥在公众健康领域是合情合

理的。
（２）实践视角：从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展的服

务看

从上文案例陈述的事实以及美英加澳和我

国的图书馆已经开展的服务看，公共图书馆已

经开始了健康服务方面的尝试，国外一些公共

图书馆专门建立了健康中心，开展健康服务；一
些公共图书馆尝试设立健康图书馆员，为公众

提供健康信息咨询；一些公共图书馆还汇集医

疗健康专题信息，除了营养、肥胖、饮食、运动等

健康信息之外，也将医药卫生状况、医学概念、
疾病知识等医疗信息在公共图书馆加以传

播［１３］ ；一些公共图书馆与医学图书馆以及其他

机构合作，在社区开展公众健康服务。 我国的

公共图书馆也开展了不少健康方面的讲座，如
国图的“健康中国”系列讲座、“春季话养生”讲

座等等。 可见，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服务具有一

定的基础。
（３）公共图书馆还是医学图书馆？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由医学图书馆来开展公

众健康服务的观点［１４］ ，虽然医学图书馆的健康

文献资源丰富，拥有懂得基础医疗健康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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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图书馆员，但医学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普遍

专业性程度深，难以为大众所理解，所以，很多

医学图书馆开展针对公众的健康服务时，都需

要做适当的转型。 比如，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经历了从仅满足医务专业人员信息需求向为公

众提供健康服务的转化过程，该馆 １９９８ 年创建了

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ｌｕｓ 网站以便专门面向大众提供健康信

息，此举措在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方面效果显著，
是医学图书馆从面向医疗专业人士服务向面向

公众服务转型的标志［１５］ ；另外，美国一直在探索

公共图书馆参与健康服务的方式，强调公共图书

馆在社区健康服务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的医学图书馆规模较

小，服务的覆盖面不够，由此导致以下三方面的

不足。 首先，我国健康信息学的研究不够深入，
医学图书馆的服务体系、服务能力和资金保障

尚不完备，因此医学图书馆实现从医学专业性

服务向公众健康服务的转型有较大的困难；其
次，医学图书馆有医学资源优势，医学专业性资

源理论上是可以为公众所用，但实际上由于资

料的难度普遍高于公众的接受能力，专业性资

源直接为公众服务的可能性要打折扣；第三，我
国公众普遍没有利用医学图书馆的习惯，要培

养图书馆的常客用户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做

到。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权衡利弊，我国

的公共图书馆开展针对公众的健康服务更有条

件，公共图书馆有大量的使用者、有良好的空间

条件，只要改变观念，广泛合作，建设资源和吸

引人才，短期内开展面向公众的健康服务、助力

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是能够实现的。

４　 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 ＳＷＯＴ
分析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虽然围绕健康事务

开展了一些活动，主要包括健康讲座活动、健康

展览和健康信息服务，其中健康讲座在公共图

书馆的各种主题讲座中所占比率较高，但大多

数情况下，公共图书馆只是被动采用了公众感

兴趣的主题而已；健康信息服务虽然提供了健

康相关的信息资源，但并未有重点地展开专题

信息服务；健康展览也不是一种有系统的活动。
总体上，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服务活动尚缺

少规划性和系统性，很多活动尚不是作为一种

自觉的、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工作来开展的。 与

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服

务任重而道远。
健康服务是个多维的综合领域，公共图书

馆不是健康服务的唯一提供者。 发挥公共图书

馆的优势，完善服务模式，在国家健康服务能力

建设中体现公共图书馆的独特价值，是公共图

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关键。 以下采用 ＳＷＯＴ 分

析法来分析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

的优势（Ｓ）、劣势（Ｗ）、机会（Ｏ）和挑战（Ｔ）。

４．１　 优势分析

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有着自己的优

势，与其他机构相比这些优势是显著的。
（１）信任优势：公众信任并依赖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公众愿意在公共图书馆接受健康服务。
（２）信息优势：公共图书馆可以充实和完善

健康信息资源，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服务。
（３）空间优势：公共图书馆是公益性大众文

化场所，适合开展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活动。
（４）服务优势：公共图书馆聚集了社区的人

群，在服务对象、服务提供者、服务场所和服务

态度方面都有着长期开展服务的历史和经验。
（５）群体优势：图书馆是个大家庭，有实力

采用合作共享等方式，利用全国图书馆的资源，
开展适合社会需求的健康服务。

４．２　 劣势分析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也有

一定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观念不强：目前医疗健康领域、图书馆

领域以及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系统性开展健康

服务的认识还不足，将健康服务作为图书馆基

础服务的观念需要逐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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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才匮乏：懂得医疗健康知识，能够胜

任并愿意在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人才储备明

显不够。
（３）资源缺陷：资源方面的问题表现在两方

面，一是作为健康服务的信息资源储备不够丰

富；二是现有的资源都是适合于医疗专业人士

的专门知识，难以被普通公众所理解和使用。
（４）经验不足：健康服务的类型和内容都有

一定的特异性，不仅仅是专题性的服务，公共图

书馆缺乏面向公众开展健康服务的经验。

４．３　 机会分析

当前，健康中国的建设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发

展提供了机会，公共图书馆应以开展健康服务为

契机，实现以下目标，促进自身发展。
（１）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在最受关注的服务

行业中发挥自身优势。
（２）更好地融入社会，满足当前的社会需

求，成为公众所依赖的服务机构。
（３）吸收更多优质人才，壮大图书馆员队

伍，提升图书馆员整体素质。
（４）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需要在发展

过程中实现图书馆价值。

４．４　 挑战分析

要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图书馆必然面对挑

战，具体分析如下。
（１）通过国际和国内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将

健康服务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逐步统

一对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的认识。

（２）做好战略规划，探索公共图书馆健康服

务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
（３）掌握社会需求，分析竞争对手，充分发

挥公共图书馆的优势。
（４）开展合作协作，形成优势互补格局，包

括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公共图书馆与医学

图书馆的合作，特别要开展与政府卫生管理机

构、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机构的协作。

５　 结语

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服务在国际上已经初

见端倪，大健康时代我国的社会发展决定了公

共图书馆需要回应公众的需求，在为社会服务

的过程中体现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图书馆界有些人热衷唱衰图书馆，而不考

虑为图书馆寻求新的出路。 唱衰虽然有让图书

馆同仁保持警醒的作用，但并不能让图书馆持

续生存发展，只有积极寻求新的发展出路，才能

探索图书馆生存的更好状态。 健康服务为公共

图书馆带来的不仅仅是认知，也使公共图书馆

拓展发展领域，丰富服务资源，促进人才储备，
是体现图书馆社会公益性的重要途径。

健康服务将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领

域，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国家健康发展战略

计划，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计划

中，同时，也要呼吁在政府的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计划中更多考虑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公共图书

馆应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现有的劣势，抓住发展

机遇，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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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常飞，刘毅，郝彧．医学院校图书馆健康信息社会化服务及其改进措施［ Ｊ］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５，

２４（１）：４１－４５．（Ｃｈａｎｇ Ｆｅｉ， Ｌｉｕ Ｙｉ， Ｈａｏ Ｙｕ．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

２４（１）：４１－４５．）

［１５］ 李赞梅，李晓瑛．中美两国公众健康信息网站对比分析及启示［ Ｊ］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６，２５（４）：

１７－２０，４０．（Ｌｉ Ｚａｎｍｅｉ， Ｌｉ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ＵＳ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

ｍｅｎｔｓ［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５（４）：１７－２０，４０．）

周晓英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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