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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前瞻:图书馆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

饶　 权

摘　 要　 “十三五”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法制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总分馆建设深入

推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不断创新,全民阅读服务蓬勃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促进事业转型发展。

在全球图书馆事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在不断拓展的

跨界融合趋势下,图书馆的主动谋划和作为尚显不足;在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下,图书馆业态的创新发展已迫在

眉睫;营销意识缺乏、手段单一,使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受到较大局限;多元文化体验需求日益旺盛,对图书馆的

传统空间设计理念带来冲击;数字文明时代,图书馆的资源采集与保存体系亟待被赋予新的内涵;体制机制改革

中仍存在某些错位与不到位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的发展活力。 全国图书馆界正在从传统文化传承

弘扬、资源建设、服务创新、新技术应用、转型发展、跨界融合、营销推广、管理运行机制等多方面主动谋划,用前瞻

思维引领更加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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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brarianship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he
 

legal
 

system
 

witnessed
 

a
 

great
 

breakthrough.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Guarante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as
 

introduced
 

in
 

2016.
 

The
 

Public
 

Librar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the
 

first
 

law
 

to
 

specialize
 

in
 

the
 

library
 

since
 

the
 

PRC
 

was
 

founded
 

was
 

issued
 

in
 

2017.
 

Also 
 

nationwide
 

reading
 

regulations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planning 
 

service
 

specifications
 

of
 

public
 

libraries 
 

loc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guarantee
 

regulations 
 

public
 

library
 

regulations 
 

and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regulations
 

were
 

issued
 

successively 
 

which
 

provide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y
 

system
 

also
 

made
 

an
 

advance.
 

As
 

of
 

the
 

end
 

of
 

2018 
 

over
 

25 000
 

branch
 

libraries
 

were
 

built
 

by
 

3 176
 

public
 

libraries
 

above
 

the
 

county
 

level.
 

Compared
 

with
 

2015 
 

the
 

number
 

increased
 

by
 

over
 

12 000 
 

nearly
 

doubling
 

that
 

of
 

2015 
 

which
 

helped
 

to
 

extend
 

public
 

libraries
 

services
 

to
 

grass-root
 

areas
 

below
 

the
 

county
 

level.
 

Innovative
 

measures
 

were
 

taken
 

to
 

inherit
 

and
 

promo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Libraries
 

of
 

all
 

levels
 

abided
 

by
 

the
 

spirit
 

of
 

making
 

characters
 

in
 

ancient
 

books
 

come
 

alive .
 

With
 

the
 

support
 

of
 

key
 

cultural
 

projects
 

such
 

as
 

the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Pla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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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gram
 

of
 

Revolutionary
 

Documents
 

and
 

Documents
 

in
 

Minguo
 

Period
 

Plan 
 

the
 

levels
 

of
 

protection 
 

reorganization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were
 

all
 

elevated.
 

Nationwide
 

reading
 

flourished.
 

Nationwide
 

reading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for
 

six
 

times
 

since
 

2014.
 

Public
 

libraries
 

of
 

all
 

levels
 

held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such
 

as
 

lectures 
 

exhibitions 
 

reading
 

guidance 
 

reading
 

communication 
 

speeches 
 

reciting 
 

exchanging
 

and
 

sharing
 

books 
 

which
 

aroused
 

public
 

reading
 

interests.
 

Digital
 

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facilitate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y
 

various
 

media
 

channels 
 

public
 

libraries
 

of
 

all
 

levels
 

expanded
 

remote
 

network
 

service 
 

booste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ading
 

facilities 
 

and
 

innovated
 

digital
 

reading
 

service
 

modes 
 

which
 

enabled
 

the
 

public
 

to
 

access
 

library
 

reading
 

service
 

without
 

the
 

restriction
 

of
 

time
 

and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library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librarianship
 

is
 

confronted
 

with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growing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the
 

library
 

does
 

not
 

take
 

enough
 

initiative 
 

with
 

the
 

increasing
 

it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brary
 

becomes
 

extremely
 

urgent 
 

lack
 

of
 

marketing
 

and
 

means
 

restricts
 

the
 

librarys
 

social
 

influence 
 

the
 

demand
 

on
 

multi-
cultural

 

experience
 

makes
 

impact
 

on
 

traditional
 

idea
 

of
 

the
 

librarys
 

space
 

desig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the
 

resource
 

harvesting
 

and
 

preservation
 

in
 

the
 

library
 

need
 

to
 

be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vitality
 

to
 

some
 

extent.
 

The
 

library
 

community
 

is
 

contriving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urce
 

construction 
 

service
 

innovation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enable
 

proactive
 

thinking
 

to
 

guid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10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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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是当前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特

征,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是涉及我国乃至

全球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和图书馆学理论重建

的重大命题。 在“十三五”规划即将收官,“十四

五”规划调研编制的关键时期,国家图书馆组织

召开“第十五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城

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研究分析当前图书馆

事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共同商讨应对转型时

期将要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把握机遇,实现中

国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2019 年 9 月,在国家图书馆迎来 110 周年

华诞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 8 位老专家回信,
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对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提出

殷切期望,全国图书馆人倍感振奋。 总书记的

回信对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是一份指明我

们前进方向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当前推动全国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全球图书馆事业都

面临着转型挑战。 国家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

图书馆在国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国家书目和

联合目录编制、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组织全

国古籍保护、开展图书馆发展研究和国际交流,
以及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等

方面的核心职能[1] 。 国家图书馆在积极履行职

能,不断开拓创新的同时,也在探讨和预测转型

发展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寻找自身在业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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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技术研发应用、服务创新发展、事业发展研

究等方面的增长点,思考如何更好地为全国各

级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即将进入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将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精神落到实处,抓住公共图书馆事业转型发展

的重要窗口期,谋划好“十四五”时期甚至未来

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方向、任务与举措,
对整个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力求对“十三五”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成果及经验进行概要总结,重点分

析在新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环境下,图书馆

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对未来

工作主要着眼点的初步思考,并就加强国家图

书馆与各级图书馆交流合作,共同谋划事业未

来发展提出建议。

1　 “十三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取
得显著成绩

“十三五”已近尾声,对当前事业发展形势

的客观研判是我们科学谋划未来发展的基础和

前提。 过去四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公共

图书馆在设施、馆藏、服务等方面成绩显著,截
至 2018 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近 10. 4 亿

册次,较 2015 年增长约 2 亿册次,增长近 24%;
建筑面积近 1

 

600 万平方米,较 2015 年增长近

280 万平方米,增长量超过 21%;2018 年,全国县

以上公共图书馆文献流通近 8. 2 亿人次,较

2015 年增长 2. 3 亿人次,增长近 39%;举办各类

活动超过 17. 7 万场次,较 2015 年增长近 6. 2 万

场次,增长近 54%①。

1. 1　 法制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十三五”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工作

取得重大突破。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2017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部图书馆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

馆法》颁布,前者是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

法,对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均

有要求;后者弥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

馆事业在国家立法方面的空白,对公共图书馆

的设施建设、运行方式、服务提供、管理制度和保

障机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未来我国公共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法制框架。 这两部法律

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和人民群众普遍

均等地获得图书馆服务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同
时也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例
如,要求省级公共图书馆接受出版物交存,采集、
保存地方文献并提供服务;要求各图书馆建立年

报制度,定期公布年报等。 与图书馆工作密切相

关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 已于

2017 年 4 月由国务院法制办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首部规划《“十三五”时
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于 2017 年 8 月发布,
为古籍保护工作明确了目标和重点任务。

此外,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

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文献影像

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标准化技术组织,围
绕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数字化建设与服务、特
殊人群服务、图书馆绩效评价、文献保存与保护

等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深入推

进图书馆领域标准规范制修订工作,陆续发布

实施《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 《公共图书馆评估

指标》《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等一系列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图书馆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在地方层面,天津、湖北、浙江、陕西等地也

陆续颁布出台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贵州

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东莞市公共

图书馆管理办法》颁布;吉林、广东、福建、贵州、
烟台等省市陆续颁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安徽、
浙江等地制订出台多项图书馆领域地方标准。

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规范的出台,为
公共图书馆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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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2015)(2018),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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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标准化发展。

1. 2　 总分馆建设深入推进

“十五”末“十一五”初期,“县县有图书馆”
的目标基本实现后,为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

普遍均等和广泛覆盖,一些地区、特别是东部发

达地区率先探索总分馆制,取得了较好成效。
2016 年,原文化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推进县级

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

家层面对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的总分馆体系建

设做了总体部署。 目前,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建

立了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乡镇、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为分馆的总分馆体系,按照服务半径、
服务人口等要素,逐步实现固定馆舍、流动服务

设施和自助服务设施的合理布局,安徽、山东等

地还将农家书屋纳入总分馆体系,江苏、广东等

地成功探索了“城市书房”“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等新的服务形式,对基层群众服务成效明显。

各地在总分馆建设中因地制宜创造了不同

模式,既有以人财物的全面统筹管理为核心的

完全总分馆制,也有以业务建设的统筹规划和

管理为核心的准总分馆制,还有以行业管理与

合作为核心的松散型总分馆制。 在总分馆制的

带动下,区域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卓有成效。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3

 

176 家县级以上公共图

书馆共建设 2. 5 万多个分馆,较 2015 年增加了

1. 2 万余个,几乎翻了一番①,有效推动了公共图

书馆与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公共阅

读资源的整合利用和互联互通,实现公共图书馆

服务向县以下广大基层地区的进一步延伸。

1. 3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不断创新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活起来” [2] 的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公共图书

馆依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革命文献和民国时

期文献保护计划等重点文化工程,整体提升了

我国文献典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水平,
基本摸清了古籍存藏状况,极大改善了古籍存

藏环境,200 余万叶古籍得到修复,全国古籍修

复人才队伍从不足百人增至千余人;通过开展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广州大典》等国家和

地方典籍整理出版项目,深入发掘和阐发典籍

的文化内涵,使之更好地服务当代、服务社会;
吉林、湖北等地陆续建立典籍博物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先进展陈手段、精彩互动体验,策划

举办精品展览,社会反响热烈;国家图书馆(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各省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举

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晒国宝、晒经典、晒技

艺、晒传统;山东省图书馆以“图书馆+书院”形

式大力推进尼山书院发展。 2019 年,国家典籍

博物馆特别组织“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

大展”,展出来自全国 20 余个省区市 40 余家单

位和 30 余位私人藏书家的 330 余件珍贵古籍善

本,同时配套研发上线“古籍保卫局”之“山海社

的宝藏”实景解谜游戏,为读者提供对中华优秀

传统典籍魅力的沉浸式体验。
同时,各级公共图书馆还通过开发文创产

品、组织研学游等方式探索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的新路径,全国 116 家图书馆共同成立全国图

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上线联盟天猫旗舰

店;广西、黑龙江、山东、浙江等各地图书馆纷纷

探索开展中华传统文化研学游系列活动。 图书

馆已日益成为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重要阵地。

1. 4　 全民阅读服务蓬勃开展

自 2014 年起,“全民阅读”连续六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全社会的阅读氛围越来越浓

厚。 作为提供公共阅读服务的主要阵地,各级图

书馆积极策划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努力提供更

加丰富优质的阅读内容、更加精细生动的阅读

方式、更加开放有设计感的阅读空间,更好满足

社会公众多元化阅读需求。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2015)(2018),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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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公共图书馆普遍开展了讲座展览、阅
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

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

坛”、首都图书馆“换书大集”、湖北省图书馆“长

江讲坛”、深圳图书馆“南书房”等一系列阅读服

务品牌广受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好评;宁波图

书馆、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图书馆等一批新建

图书馆以创新思路重塑图书馆文化空间;浙江图

书馆、杭州图书馆等与社会合作建立主题图书

馆,吸引更多公众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2019 年 4 月 23 日,国家图书馆首次尝试联

合中国图书馆学会共同发起“服务全民阅读
 

共

创美好生活”———中国图书馆界 4·23 全民阅读

活动倡议,3
 

039 家图书馆给予积极响应,在全国

同步开展同城共读、扫码看书、中华传统典籍阅

读竞答、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等系列活动,受
到社会公众广泛欢迎,是一次凝聚全行业力量,塑
造全行业形象,共同服务全民阅读的成功活动。

1. 5　 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促进事业转型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各级公共图书馆

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以及微博

微信等多媒体渠道,积极拓展远程网络服务,推
进数字阅读设施建设,丰富数字阅读资源,创新

数字阅读服务形式,使社会公众可以不受时空

限制获得图书馆的阅读服务。 服务内容方面,
数字资源供给更加丰富,尤其是全国范围内共建

共享的数字资源迅速增加,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公共图书馆共享电子图书近 2. 7 亿册,较 2015 年

增加 7
 

439 万册,增长 38%[3] ;服务渠道方面,国
家图书馆联合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 414 个移动

阅读平台地方分站①,为全国用户提供移动端阅

读服务;服务手段方面,自助服务、智能服务系统

日益普及,重庆、浙江等地公共图书馆探索采用

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构建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
上海、浙江、四川、安徽等地利用大数据发布阅读

报告,基于读者使用数据分析资源利用情况及服

务效果,挖掘读者需求,优化读者服务。
此外,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党组要求,在过去

多年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的实施基

础上,国家图书馆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

化发展中心,建立协调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公共

数字文化工程创新融合发展,得到各级公共图书

馆,特别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支持。 目前已实现

工程统一称谓、统一标识、统筹管理;建立统一标

准规范框架,完成一批亟需适用标准的研制;搭
建统一平台,打造“文旅 e 家”两微一端服务品牌;
设立资源池,初步形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服务总目

录;梳理盘活已建数字资源 2. 2 万 TB,统筹开展基

层数字文化资源配送,加大群众文化资源供给;拓
展社会化合作,在喜马拉雅平台开通“文旅之声”
账号,在“学习强国”平台设立“数字文化”公众号,
与强军网建立军民融合合作共建试点。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延续了“十二五”的快速发展趋势,新实践、
新理念、新技术、新服务层出不穷,国家图书馆

 

“M 地铁·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彩云服务”、
苏州图书馆“小候鸟”、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应

用开发竞赛”、辽宁省图书馆“童阅乌托邦”、重
庆图书馆“格林童话之夜”等多个项目获得国际

图书馆奖项。 各级图书馆积极参与全国县以上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深入推进以理事会为核

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享受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不断

凸显,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认可,为未

来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新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
盾、问题与工作着力点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信息

技术加速迭代,社会公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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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 2019 年国家图书馆内部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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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图书馆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信息

交流环境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在新的发展机遇

不断呈现的同时,公共图书馆也面临一系列突

出矛盾和问题。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突破口,事
业的未来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因此,我们既要

正视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又要认真研究思

考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方法与路径。

2. 1　 在不断拓展的跨界融合趋势下,图书馆的

主动谋划和作为尚显不足

　 　 “互联网+”环境下,新技术、新业态、新管理

模式不断涌现,很多行业原有的壁垒被打破,一
些行业之间的固有界限变得模糊,跨界融合日

益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遍发展态势。
以全民阅读服务为例,随着推动全民阅读

上升为国家战略,社会各界掀起了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的热潮,很多行业开始探索通过提供阅

读服务彰显文化内涵、吸引用户关注。 例如,三
联书店开放 24 小时“深夜书房”;北京花市新华

书店为读者打造优雅静谧的阅读场所,提供 6
万册图书的 24 小时阅读服务,同时不定期举办

新书分享会、读书会、专题讲座等阅读活动;安
徽合肥新华书店三孝口店通过向用户提供免费

借阅服务汇聚人气,开业当天客流就突破 2 万

人次,成为广受关注的网红书店;万科集团建造

“云中图书馆”,以图书馆服务培育地产项目的

文化内涵和商业价值;亚马逊、当当网等电商平

台以低廉价格推出海量电子书包月服务,赢得

数以千万计的忠实用户,2017 年,当当云阅读电

子书销售额同比增长 126%,电子书下载册数同

比增长 51% [4] ;越来越多的机场、车站、酒店、餐
厅等公共场所也开始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借

阅或低价租阅图书服务。 这些阅读服务的新方

式、新途径,为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提供了丰富

的经验借鉴,值得图书馆学习,但同时也使图书

馆提供的阅读服务受到严峻挑战。
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捐

赠、兴办实体、承接运营等方式主动参与到公共

图书馆的建设和服务中。 图书馆的信息咨询、

决策参考、学习辅导、创新支持、文化交流等功

能也逐渐成为其他行业跨界拓展的新目标和新

方向。 甚至是图书馆的一些传统核心业务工作

也受到来自其他行业的跨界竞争,越来越多的

书商和馆配商已能够随书提供标准化书目数

据,一些企业承接了北京海淀区、安徽芜湖、河
北衡水等地公共图书馆的整体管理运营。 图书

馆业务、管理及服务工作,对于其他行业而言,
都已经不再具有排他性的专业优势。

由此看来,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

都将面对不断拓展的跨界融合与跨界竞争趋

势,图书馆自身应该主动寻求跨界融合发展的

新策略,并将其作为未来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强
化危机意识,未雨绸缪。 一方面找准自己的定

位,强化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主动求变,树立

跨界融合的思维,积极探索与其他行业和机构

的合作,丰富图书馆服务的形式,延伸图书馆服

务的边界,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

2. 2　 在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下,图书馆业态的

创新发展已迫在眉睫

　 　 当前,全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正在深刻改变着社会公众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方

式,也改变着图书馆的发展形态。 一方面,数字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应用催生了很多新的

图书馆服务形态,为图书馆丰富服务内容、创新

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互联网知识信息服务市场的快速扩

张,也在不断瓜分人们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对
图书馆作为主要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地位带来较

大冲击,也对图书馆稳定和扩大信息服务规模

带来较大挑战。
近年来,我国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呈持

续增长趋势,2018 年达到 27. 6 小时,平均每天

近 4 小时,特别是在各类移动应用中,即时通信、
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短视频、网络音频使用时

长占比达到 53. 1% [5] 。 相较而言,到图书馆阅

读学习的相对成本较高,许多社会公众已不再

将图书馆视为获取信息的第一选择。 2018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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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民规模已达 8. 29 亿,其中在线教育用户规

模达 2. 01 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3. 97 亿,网
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6. 12 亿,均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5] 。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公共图

书馆网站访问量近三年来呈连续下降趋势,其
中省级公共图书馆 2017 年网站访问量比前一年

下降 22. 42%①。 如何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

环境下吸引和留住图书馆的用户,已经成为图

书馆非常显见的巨大挑战,图书馆必须加快数

字化网络化转型发展的步伐。 不过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网络阅读平台内

容,又为图书馆依托专业信息处理能力占据互

联网信息服务新阵地提供了机会。 近年来,各
级图书馆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了一系

列服务平台,在推动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 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平台之

间的资源和服务并没有彻底打通,形成了很多

信息孤岛,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有待提高。
特别是对比一些商业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图书

馆的资源服务方式显得过于被动和落后。 当图

书馆的资源服务还停留在被动接受读者查询请

求的阶段时,很多商业平台已经将人工智能技

术大规模应用到信息推荐中,提供更加智能化

的服务。 以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字节跳动公司为

例,通过提供基于智能算法的信息分发服务,其
旗下产品“今日头条” 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 2
亿,“抖音”更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月

活跃用户 5 亿的规模。 其受欢迎程度至少带给

我们几个启示:一是图书馆资源的呈现形式与

服务方式亟待改变;二是图书馆亟待探索开展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化信息服务;三是图

书馆亟待提高网络服务的用户黏性。
当前全球技术革命的另一重大特征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

术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机
器人和语音识别等核心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2016 年以来,美国谷歌公司开发的阿尔法狗

(AlphaGo)机器人在人机围棋大战中以压倒性

的优势先后战胜两位世界冠军;2018 年世界杯

期间,优酷将 AI 技术应用于视频剪辑,比赛结束

三分钟内就自动剪辑出了赛事精彩集锦;阿里

巴巴、京东等电商公司纷纷建立了智慧化仓储

中心,大规模应用智能分拣设备,实现全流程无

人操作,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 一系列突破人

们想象的事件表明,智慧化社会已然向我们走

来。 国内外一些图书馆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先

行探索。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 [6] 已将人工智能

列为四大技术发展趋势之一,认为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将为我们带来行业转型的新机遇;在
国内,深圳图书馆于 2014 年引入咨询机器人

“小图丁”,辅助开展参考咨询业务;南京大学图

书馆于 2017 年开始使用图书盘点机器人进行藏

书的自动化盘点;清华大学图书馆于 2018 年启

用无人驾驶小车,用于运输通借通还的图书等。
但是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智能技术的应用还缺

少全面的统筹规划,也还没有对图书馆的核心

业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改善,距离实现真正

的智慧化服务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还没有将

智慧图书馆建设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框架

下。 “智慧社会”首次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并
与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
通强国、数字中国并列,这是对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提出的新要求。 近些年,中央和各地政府陆

续出台了一些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文件,
其中都含有智慧化公共服务的内容。 例如,深
圳市 2018 年 7 月颁布的《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总体方案》 [7] 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六个

一”发展目标,即“一图全面感知、一号走遍深

圳、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

业、一屏智享生活”,其中“一屏智享生活”就要

求融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与市民生活相

关的各类服务,建设一体化市民服务平台,市民

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可以方便快捷获得高品质

生活服务。 图书馆应当积极作为,利用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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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2016)(2017),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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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带来的契机,在智慧化公共服务的总体框架

下谋划和推进图书馆的智慧化建设与服务。
图书馆的智慧化不是购置一两套设备就能

够实现的,而应该是利用智能化技术对图书馆

的资源、空间、服务乃至业务管理活动进行全方

位重塑的过程。 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在以下四

个方面进行探索实践:一是利用新的知识组织

技术打通线上、线下馆藏资源,并有效整合馆外

资源,以提供更智慧化的资源检索和推送服务;
二是利用智能化技术对图书馆的空间和设施设

备进行改造,以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体验;三是利

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产生的大量行为数据进行

分析,以开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四是利用智能化

设备和系统将图书馆员从一些重复性的业务活

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创造力的工作。 这

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2. 3　 营销意识缺乏、手段单一,使图书馆的社

会影响力受到较大局限

　 　 互联网时代,营销已成为提高产品或品牌

认知度和公信度的一种普遍方式,“酒香也怕巷

子深”,无论是商业产品还是文化品牌,如果没

有好的营销宣传,就很难得到公众的关注和认

可。 作为人们了解和认识图书馆的重要环节,
图书馆营销在吸引潜在用户、推送优质服务、发
挥社会效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图书馆界的倡

导和重视。 国外有观点认为,优秀的图书馆和无

法达成目标的图书馆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营

销的品质[8] 。 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图书馆与情

报专家学会等都设立了图书馆营销奖项,国际图

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也在 2002 年设立了“国

际图书馆营销奖”,以鼓励图书馆开展营销。 近

年来,我国也有一些图书馆获得过该奖项。
2017

 

年初发布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
 

2017
 

图书馆版》 [9] 将图书馆营销列为重要挑战

之一; 2018 年, 国际图联发布 《 全球愿景报

告》 [10] ,认为资助者和利益相关者不理解图书

馆价值已成为图书馆面临的严峻挑战,甚至影

响到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特别强调了营销推

广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

图书馆界的营销理念普遍还比较淡薄,大多数

图书馆缺乏自我营销意识,特别是图书馆整体

营销推广的影响力非常薄弱,甚至还有很多基

层百姓并不知道自己身边有个图书馆,更不了

解图书馆竟然免费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丰富的

阅读资源和优质的阅读服务。 相较而言,博物

馆行业近年来通过文创产品、影视作品、互动游

戏等新的营销方式快速走进人们的生活,激发

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热情。 一部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甚至在年轻一代

中引发了到博物馆求职应聘的热潮。 仅就文创

产品的天猫店粉丝量来说,故宫博物院文创旗

舰店有 319 万、中国国家博物馆旗舰店有 108
万,即使是 2018 年刚上线的苏州博物馆旗舰店

也有 23 万人关注,而全国图书馆文创联盟旗舰

店截至 2019 年 10 月却只有 8
 

000 余人关注。
另外,从文创产品的数量、种类、口碑、设计、宣
传文案等方面来看,我们也相差甚远。

与企业营销不同,图书馆的营销更多是秉

持营销的观念,采取策略性行动来争取社会各

界更多的理解支持与合作共赢,从而提升自身

的影响力。 过去每年 4·23 期间,全国各级各类

图书馆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但因宣

传推广和活动组织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影
响力有限, 多少有一些 “ 自娱自乐” 的意味。
2019 年,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首次尝

试联合全国 3
 

039 家图书馆,共同发起中国图书

馆界 4·23 全民阅读活动倡议书,集中开展活动

策划和整体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可以说,图书馆在营销方面还大有可为,特

别是首先要更新理念,提升自我营销的意识和

能力。 一方面,各馆都需要结合本馆的实际情

况,做好单馆的营销工作,探索贴近大众生活的

营销策略和营销形式,构建多元营销渠道,提升

服务品牌和机构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全

行业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合作策划开展大规模

持续性宣传推广活动,共同宣传图书馆的价值

和作用,扩大图书馆行业的整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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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多元文化体验需求日益旺盛,对图书馆的

传统空间设计理念带来冲击

　 　 近年来,越来越多文化场所因其独特的空

间设计、舒适的功能布局以及美观的建筑风格

被评为“最想去的博物馆” “最美书店” “最值得

去的图书馆” 等,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例

如,因空间的艺术气质被人们熟知的苏州博物

馆、孤独图书馆、晓书馆、诚品书店等,每天都吸

引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慕名观光打卡,为社会公

众提供“诗和远方”相统一的文化体验,甚至已经

成为人们感受地方文化、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
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的空间价值也在国

际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世界各地图

书馆的建筑理念、空间设计、功能布局正在发生

革命性变化。 例如,备受全球瞩目的芬兰“颂

歌”图书馆,集交流中心、学习中心和知识中心

为一体,凸显了融合全民学习、体验与交际休闲

等功能的特色;被众多媒体赞誉的天津滨海新

区图书馆,以“滨海之眼”和“书山有路勤为径”
的设计立意,吸引社会公众纷至沓来。

不难预料,未来图书馆的空间还将处于不

断发展变化之中,这一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反

映着图书馆职能的发展变化,图书馆将不再仅

仅是一个阅读书籍的场所,更是人们感知和体

验多元文化、交流思想、共享知识的场所,是人

们开展各类创新创造活动的场所。 我们要使图

书馆从阅读学习空间向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不
断发掘和丰富图书馆空间的文化意境,使图书

馆成为联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明、人与

知识、人与未来的新型文化空间。

2. 5　 数字文明时代,图书馆的资源采集与保存

体系亟待被赋予新的内涵

　 　 保存文明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职能。 今

天,人类已进入数字文明时代,过去图书馆所熟

悉的保存文明的载体、渠道、手段、方式都在发

生剧烈变化,数字资源已经成为保存人类文明

成果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活态记

忆资源等成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记忆的新载体,
并且由于其易逝性和不可再生性,使得这些信

息的采集和保存尤为迫切。 因此,早在 20 年前,
国际图联就认识到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文化遗

产特别是文献资源保存和保护的重要性,并致

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相关研究和实践。 美

国、荷兰、新加坡、波兰、俄罗斯等国家陆续实施

了一系列国家、民族文化记忆项目和网络信息

保存项目,国内也有不少类似项目。 2012 年,国
家图书馆启动实施“中国记忆”项目,联合全国

各级图书馆,围绕中国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

物等专题进行口述历史资料的抢救性采集与保

存,迄今已累计采集保存口述史料、影像文献等

超过 2
 

700 小时①。 2019 年 4 月,国家图书馆启

动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在新浪建立了

首个试点基地,对新浪全平台内容进行系统保

存。 这些都是国家图书馆在保存数字文明成果

方面的一些初步探索。
今后,图书馆仍需与时俱进,进一步拓展馆

藏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在继续加强传统文献资

源保存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口述历史资料、
网络资源等新形态资源的采集保存,逐步建立

起涵盖纸质文献、缩微文献、音像制品、电子出

版物、数字资源、网络资源、口述历史资料等多

种载体类型的立体化资源体系。 国家图书馆也

将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联合全国各级图书馆和

网络信息供应商,逐步构建覆盖全国的分级分

布式国家互联网信息资源采集与保存体系。

2. 6　 体制机制改革中仍存在某些错位与不到位

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的发展活力

　 　 随着国家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职称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等稳步推进,与过去相比,图书馆管理体制机

制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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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深水区,势必会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更

深刻的影响。 近两年,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直接相关且对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产生较大影

响的改革,一个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一个是法

人治理结构改革。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业

单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益服务需求。 国

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公共图书馆划分为公益

一类,强化了公共图书馆的公益属性,明确了对

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的依据,保障了经费来源,
但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方面,一些地

区还做不到足额保障或保障的定额标准过低;
另一方面,图书馆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难以

通过调节收入激励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如

何激发图书馆的内生活力,是我们当前面临的

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根据原文化部等七部

委文件部署,近年来在全国公共文化领域重点推

进的一项改革举措,目前已有数百家省市级公共

图书馆完成了理事会组建工作。 国家图书馆作

为唯一一家国家级改革试点单位,经过前期充分

调研和酝酿,于 2019 年初正式组建第一届理事

会,讨论制定了理事会议事规则和国家图书馆章

程。 成立理事会只是初步完成了改革的阶段性

任务,从目前各馆理事会实际运行的整体情况来

看,理事会在各级图书馆管理决策过程中发挥的

实质性作用还很有限,理事会、管理层、党组织和

职代会之间的权责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如

何科学、有效地发挥理事会作用,通过改革建立

健全多元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管理和监督的评

价机制,切实提升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效

能,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除上面谈到的六个方面突出矛盾和问题

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思考。 例如,
新技术革新浪潮下的图书馆行业正处在一个剧

烈变化的关键时期,全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都

在探索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路径,在新的发展模式

尚未定型,目标与路径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如何准确判断与把握图

书馆事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有什么

样的阶段性特征;多向融合被称为是互联网时代

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图书馆行业,应该与谁融、融
什么、怎么融,才能更好地借时代之“势”跃阶而

上;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
调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如何在事业发展中利用好社会力量,特别是在利

用社会力量的同时,怎样体现我们的主导性和主

体性;如何加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

效能,特别是基层图书馆服务效能不高的问题如

何破解。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成熟的答案,仍然需

要全国图书馆同仁共同思考、研究和探讨。

3　 群策群力,共同谋划事业未来发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这个“预”,就是

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和大局,认清机遇和挑战,
准确分析不利环境和有利条件,从而未雨绸缪,
系统谋划,趋利避害,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党的

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复杂变

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改革和发展的各

项工作中要有战略思维。 图书馆事业发展是一

个持续性过程,也需要以战略思维来引领更加

长远的发展。 当前,“十四五”即将开局,新的篇

章即将展开,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应向

何处去,应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与方略,如何

解决上文提到的那些重大矛盾与问题,需要我

们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以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前瞻意识,在新的历

史方位下重新思考和认识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功

能和价值理念,进一步锻造和凝练图书馆的核

心竞争力,以面向世界的国际化、全球化思维,
立足中国实际,做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

个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
推动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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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集众家智慧,做好顶层设计,共同描绘

好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蓝图,经与文化

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商议,国家图书馆研究提

出了“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方案”,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提出了 13 个研究课

题,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事业发展面临的总体环境与未来趋

势开展研究,力求深入分析研究当前和未来一

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

展变化、未来趋势及其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带来的可能机遇与挑战,研判国际图书馆事业

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我国公共图书

馆事业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目标。
二是针对新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开展研究,力求找到

解决问题的突破点,提出未来发展策略。 其中包

括:系统梳理总结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基层公共

图书馆发展实践、可行经验、关键问题和突出矛

盾,探讨不同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制定基层公共图

书馆发展策略,推进总分馆制的高效运作,提升

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从服务制度设计、
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内容提供、服务方式创新、服
务空间体验等方面,对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服务

的规模、质量、效益、影响等进行综合评估,梳理

分析关键问题和突出矛盾,研究提出未来五到十

年我国公共图书馆应当采取的服务创新战略;面
向网络强国、智慧中国建设等国家战略,跟踪研

究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特点,及其在国

内外公共图书馆建设、管理与服务等领域的应

用,结合公共图书馆功能定位及社会需求的发展

变化,研究提出公共图书馆技术创新及数字发展

战略;跟踪研究国内外图书馆建筑理念、空间设

计、功能布局等领域的创新发展,聚焦关键问题

和突出矛盾,结合文化和旅游融合、文化与科技

融合等环境趋势,研究提出未来公共图书馆空间

发展战略;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分析,发现薄弱环节和关键问

题,提出公共图书馆营销推广战略;梳理总结近

年来各级公共图书馆在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吸纳

社会力量参与、绩效评价激励等领域的改革创新

成就及经验,客观分析我国公共图书馆现行管理

运行机制的特点、优势及不足,就公共图书馆管

理运行机制提出改革创新思路。
三是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核心业务及重

点领域开展战略研究,力求明确进一步加强核

心能力建设,提高事业发展竞争力和可持续能

力的目标与路径。 其中包括:根据习近平总书

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要求,分析当前意识形态

工作形势及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
就公共图书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守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阵地,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出策略建议;在梳理总结我国各级公共

图书馆近年来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

面所做工作和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进

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作为滋养民族心

灵、培育文化自信重要场所作用的目标与策略;
在对国内外国家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的

政策制度、方法举措、经验特点等进行分析比较

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信息资源生产、传播、利用

等的发展变化,研究提出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公共

图书馆加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更好满

足社会公众阅读学习需求,更有力保障国家经济

社会创新发展的方法路径;研究提出继续深化阅

读服务,推进协调合作,共同构建全民阅读服务

体系的发展战略,特别是研究提出进一步提升面

向未成年人的阅读推广及服务水平、提高未成年

人阅读服务效能的目标思路、重点任务及方法路

径;研究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各领域跨界融合

发展对公共图书馆带来的冲击、挑战和机遇,研
究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跨界合作战略。

当前,图书馆事业还处于改革创新的“窗口

期”,很多问题还没有找准规律、达成共识。 省、
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城市图书馆因其规模较

大、业务较强,在全国图书馆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力,是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今后应在联席会议框架下,进一步推动省、自治

区、直辖市、较大城市图书馆在制度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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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积极开展先行先试,充
分发挥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

用,在有效防控风险损失的同时,分级分类推进

改革创新,逐步面向全国推广。 同时,国家图书

馆将进一步加强与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

城市图书馆的交流合作,更广泛地联合全国图书

馆,通过资源保障、技术支撑、人员支持、业务指

导等多种方式,辐射、带动全行业整体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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