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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的应用实践创新及发展研究
∗

司　 莉　 陈　 辰　 郭思成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不仅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而且促进了应用实践领域的发展。 向世界讲好

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正确认知和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在

文献调研、事实数据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相关的制度政策、标准工具、成功实践和特色服务进行深入分析,
探讨图书馆学在实践中的应用现状。 具体包括:①490 项制度、政策、法规和文件;②379 项标准规范,以及颇具中国

特色的信息组织工具与索引工具;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推动、引导及服务全民阅读活动等的成功

实践;④显示中国图书馆学蓬勃发展的特色馆藏服务、学科化知识服务、数字人文服务和政府信息服务。 最后提出

中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的发展建议:在世界图书馆舞台发出“中国声音”,增强影响力;落实图书馆制度政策的实施

保障,强化执行力;开展图书馆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增强标准效力;因地制宜采纳图书馆“中国方案”,彰显辐射能力;
弘扬图书馆在特色领域的服务优势,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 图 3。 参考文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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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s
 

not
 

only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also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ell
 

the
 

world
 

the
 

Chinese
 

story 
 

of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so
 

that
 

the
 

world
 

can
 

correct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Chinas
 

librarianship.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panoramic
 

display
 

and
 

in-depth
 

summary
 

of
 

the
 

important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applie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pecifically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systems
 

and
 

policies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 standards
 

and
 

tools
 

for
 

promoting
 

library
 

standardization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lving
 

the
 

China
 

problem 
 

in
 

library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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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in
 

characteristic
 

areas
 

that
 

show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Based
 

on
 

it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e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re
 

made
 

to
 

condense
 

out.
Through

 

searching
 

the
 

Chinese
 

Legal
 

Knowledge
 

Database
 

 CLKD   the
 

Peking
 

University
 

Law
 

database
 PKULAW  the

 

National
 

Standard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nd
 

the
 

CNKIs
 

Standard
 

Database etc.  
by

 

July
 

2020 a
 

total
 

of
 

490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379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collected.
 

The
 

corresponding
 

featur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data.
 

Based
 

on
 

factual
 

cases widely
 

used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tools 
 

far-reaching
 

effects
 

of
 

indexing
 

too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lving
 

the
 

China
 

problem 
 

in
 

library
 

science
 

is
 

summarized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romoting guiding
 

and
 

serving
 

the
 

reading
 

activities
 

of
 

the
 

whole
 

people serv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project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through
 

culture carrying
 

out
 

the
 

ancient
 

book
 

protection
 

plan
 

and
 

inheri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library
 

servi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a
 

guarantee
 

system
 

for
 

resour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erving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caring
 

for
 

humanity and
 

promofing
 

development
 

through
 

library
 

evaluation.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
 

field
 

services
 

that
 

show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cluding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
 

service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services 
digital

 

humanities
 

servic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at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can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making
 

a
 

Chinese
 

voice
 

on
 

the
 

world
 

library
 

stage
 

and
 

increasing
 

its
 

influence.
 

2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brary
 

system
 

policies strengthening
 

the
 

execution.
 

3 
 

carrying
 

out
 

library
 

standardized
 

maturity
 

assessment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ndards.
 

4 
 

adopting
 

the
 

library
 

China
 

pla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highlighting
 

the
 

radiation
 

ability.
 

5  carrying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library
 

service
 

in
 

characteristic
 

fields
 

and
 

enhancing
 

the
 

capabilit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3
 

figs.
 

70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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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学科范畴、理论体系、
方法体系和应用实践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根

植于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践[1] ,同时

图书馆学的应用实践又为构建中国图书馆学的话

语体系提供了实践支撑。 图书馆学的根本发展动

力不仅来自纯学术、理论,还要来自现实、实践[2] 。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事业自 20 世

纪初算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然而图书馆

事业发展最迅速、最有活力、最辉煌的时期,是
1978 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 40 余年。
这 40 余年的成就,让中国改变了图书馆事业的

落后面貌,在资源共建共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图书馆阅读推广、特色服务等领域发展迅

速,有的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本研究从保障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度与政策、推进图书馆标

准化与规范化的标准及工具、解决应用实践中

“中国问题”的中国方案和显示中国图书馆学蓬

勃发展的特色领域服务等四个方面,全景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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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深入分析 40 余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

领域的重要创新性成果,总结凝练中国图书馆

学应用实践的发展特色,并对未来的应用实践

发展提出建议,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

书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基础,
为提升我国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之林的影

响力与显示度贡献力量。

1　 保障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度与政策

图书馆制度与政策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基础保障。 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

之间,制度与政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理论、观念只有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与

政策条文,才能直接指导实践。 因此,制度与政

策既是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也是图书馆

学应用实践领域需要关注的内容。 图书馆制度

与政策往往以法令、法规、规定、条例、通知、标
准、规程、意见等形式来体现[3] 。

1. 1　 总体特征分析

通过检索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 CLKD)、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同时结合各年度《中国图

书馆年鉴》进行补充,经筛选后共得到改革开放

以来与图书馆密切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共计

490 项。
1. 1. 1　 数量分布

从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发布数量看,总体上

呈现缓慢增长态势(见图 1)。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与图书馆相关的制度与政策数量统计

　 　 其中,2006 年以前颁布的制度与政策大体

维持在 5—10 项,其中有 12 年的数量在 5 项以

下(不含 5),3 年的数量在 10 项以上(不含 10);
2006 年后开始急速增长,2011 年达到峰值,该年

共发布 48 项。 根据制度与政策的发布数量特

征,以 2006 年为分界点,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稳 步 发 展 期 ( 1978—2006 ) 和 快 速 发 展 期

(2007—2020)。
1. 1. 2　 主题分布

通过主题标注,发现这些制度与政策涉及了

九个方面的内容,数量由多到少分别是:图书馆

服务(168 项)、图书馆工作综合规定(75 项)、基
础设施建设(62 项)、文献资源建设(52 项)、宏观

事业发展规划(43 项)、图书馆评估(32 项)、人力

资源建设(26 项)、图书馆管理(24 项)与图书馆

学教育(8 项)。 具体分析内容见 1. 2 小节。
1. 1. 3　 颁布主体分布

经统计分析,发现制度与政策涉及的颁布

主体及数量情况如下: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和事

业部门(235 项)、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部门

(除国务院之外,178 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

(20 项)、国务院(15 项)、图书馆行业协会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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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组织(9 项)、国务院办公厅(7 项)、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5 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5 项)、其他(5 项)、中宣部联合其他部门(3
项)、全国人大常委会(3 项)、图书馆(2 项)、中
共中央书记处(1 项)、中共中央(1 项)、总参谋

部(1 项)。 具体分析内容见 1. 2 小节。

1. 2　 各阶段特征分析

1. 2. 1　 稳步发展期(1978—2006)
1978 年底改革开放开始之时,我国图书馆

事业正百废待兴。 国家出台相关制度与政策引

导图书馆事业稳步恢复,此阶段共发布制度与

政策 176 项,占总数量的 35. 9%。
(1)主题分布特征

主题分布方面,有关“图书馆工作综合规定”
的制度与政策数量最多(50 项),涉及图书馆设施

设备、人员职责、组织机构、业务范围、工作改革

与规划等方面。 如 1980 年中央书记处第 23 次会

议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作为“文革”后

我国图书馆事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纲

领[4] ,直接促成了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的成

立以及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分系统管理体制的

确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政策[5] 。 此外,
还有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

工作条例》,针对学校图书馆的《高等学校图书馆

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中小学

图书馆(室) 规程》 和《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规

程》,针对专业图书馆的《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

作会议纪要》等,这些制度与政策对各类型图书

馆的总任务和服务方向作出了明确规定。
“图书馆服务”位列第二(29 项),涉及借阅

服务、服务收费、服务推广、免费开放服务等方

面。 如 2003 年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出台《关于

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

的通知》《送书下乡工程实施方案》 等;2006 年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为图书馆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提供指南。
“文献资源建设”位列第三(25 项),涉及文

献征集、图书呈缴、古籍整理、藏书建设、资源采

访及资源协作共享等方面。 如 1980 年 6 月颁布

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收回文化革命期间散

失的珍贵文物和图书的规定》;1999 年全国 124
家图书情报单位在北京图书馆共同签署《全国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倡议书》,开启了文献资

源共建共享之路;2002 年文化部和财政部颁布

《关于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通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实施方案》等,促进

了我国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对资源共享以及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颁布主体分布特征

颁布主体方面,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事业

部门颁布的制度和政策数量最多,共 98 项,其中

参与颁布数量较多的部门为文化部( 43)、教育

部(24)、中国科学院(11);此外,还包括国家文

物事业管理局、人事局、出版局、卫生部等部门。
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及事业部门颁布的数量排名

第二,共 44 项,其中 23 项是由各地方文化局或

文化厅颁布。
中共中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国务院办

公厅共颁布 11 项制度和政策,内容涉及农村文

化建设、国家信息化规划、文化发展纲要等宏观

事业发展规划,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与行动指南。 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

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规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要努力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的目

标,因地制宜建设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偏远

地区要积极发展流动文化车、汽车图书馆和流

动剧场等。
1. 2. 2　 快速发展期(2007—2020)

2006 年后我国图书馆制度与政策的发布呈

现快速发展态势,此阶段共发布相关制度与政

策 314 项,占总数量的 64. 1%。
(1)主题分布特征

主题分布方面,有关“图书馆服务”的制度

与政策数量最多( 139 项) ,远高于其他主题的

数量。 内容涉及全民阅读推广、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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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服务、突发事件(疫情防控)服务等方

面,有关全民阅读和阅读推广服务的政策最为

集中。 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6 年印发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提出要举

办重大全民阅读活动等十项主要任务,这是我

国制定的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 辽宁、江
苏、四川、吉林、黑龙江、贵州、广东等省相继出

台全民阅读促进办法或条例,深圳市、石家庄

市、烟台市等地的相关机构也陆续制定全民阅

读实施办法,形成了由国家、地方和机构组成

的立体化全民阅读方案。 此外,有关服务均等

化的政策也较为集中,如 2017 年国务院印发

《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保
障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基本公共服

务,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
基础性、指导性文件。 此外,宁波市、嘉兴市和

桐乡市等地区发布了有关公共图书馆服务一

体化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对农民、残疾

人和少年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服务倾向和规定。
“基础设施建设”位列第二(55 项),集中在

图书馆工程建设、数字图书馆建设、电子阅览室

建设、总分馆建设、一体化联合图书馆建设,尤
其在中小学图书馆、乡村综合文化站图书室、社
区图书馆等方面较为突出。

除此之外,该时期其他主题的制度与政策

数量较均衡,且覆盖了多个方面,如文献资源建

设(27 项)、宏观事业发展规划(25 项)、图书馆

工作综合规定(25 项)、图书馆管理(20 项)、图
书馆评估(17 项),这说明国家对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政策引导是全方位的,其导向与指引作用

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
(2)颁布主体分布特征

颁布主体方面,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部

门发布的数量最多,共 191 项。 其中从地区分布

看,涉及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布数量较多

的是浙江省(16 项)、山东省(16 项)、江苏省(15
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4 项)、福建省(13 项)、
广东省(12 项)、安徽省(12 项)、上海市(10 项)。
其次为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部门(80 项),

其中文化部(46 项) 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17 项)是颁布和参与颁布数量较多的部门。
该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图书馆相

关法规有三部,分别为 2016 年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和《 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2017 年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使得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法律保障取得历史性突破,政策效

力最强。 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正式步入法治化轨道,
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 [ 6] ;同时在理论层面宣告一种独具特色的

“中国图书馆路径” 已然初步成型,为全面推

动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根本保障 [ 7] 。 此外,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颁

布地方性图书馆法规 15 项,主要涉及各地区

的公共图书馆条例、全民阅读条例等。 此阶

段图书馆法制化建设突破空白,成果突出,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逐步迈入法治化轨道。

2　 推进图书馆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标准及
工具

在调研、梳理支撑我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

的标准和工具的基础上,分析标准和工具在应

用实践中的作用和具体体现。

2. 1　 标准规范的建设

通过检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
国知网的“标准数据总库”、工业标准咨询网,以
及归口机构———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 / TC
 

389)与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 / TC4)、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CALIS、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信

所等)的相关信息,经系统筛选后得到改革开放

以来的标准规范 379 项。
2. 1. 1　 数量与趋势

从标准规范的状态上看,现行标准 293 项,
作废标准 57 项,处于标准计划状态的 2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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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发布数量达到峰值,其原因在于:一是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自 2004 年开始对之前的标

准进行复审、更新、替代和重新确认,二是 2009
年相继发布了《文献著录》 《信息技术元数据注

册系统(MDR)》《书目数据元目录》 《外语地名

汉字译写导则》 《信息与文献》等系列标准。 鉴

于作废标准和标准计划对于图书馆学应用实践

不具备现行指导意义,本文只统计了现行标准

的发布时间分布(见图 2)。

2. 1. 2　 主题分布

对获取的标准规范进行主题标注,发现其

涉及五个主题,各主题数量分布见图 3。
(1)资源类(257 项)是指围绕图书馆资源

采集、 编目和典藏等制定的标准, 占总量的

67. 8%。 其中现行标准 196 项,标准计划 21 项,
废止标准 40 项。 包括采集类 1 项,保存、保护和

修护类 24 项,资源组织类数量最多,共 232 项。
资源组织类标准主要涉及以下六个方面。

图 2　 现行标准发布时间分布

图 3　 各主题标准规范的状态分布

①描述和组织规则(95 项)。 从资源组织对

象来看,既包括图书、期刊、古籍、测绘制图、音
像资源等传统资源的组织规则,也包括政府信

息目录体系、科技报告等科研管理信息、数据溯

源,以及临床数据和电子健康记录等方面的描

述规则;从规则类型看,包括著录规则、标引规

则、规范控制规则、目录组织规则、资源编排组

织规则、参考描述模型等。
②基础标准(51 项)。 包括标记语言、代码、

拼写规则、日期和时间表示法、译文标识、译写

规则、译音规则、字符集和术语集,如《信息与文

献
 

术语》《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元数据的

XML
 

Schema 置标规则》等。
③元数据标准(49 项)。 主要包括三方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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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图书馆领域的书目信息、馆藏信息、规范信

息等,如《信息与文献
 

书目数据元目录》 《中国

机读书目格式》《中国机读馆藏格式》等;面向网

络资源的通用规范,如《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

元数据元素集》《网络资源元数据规范》以及《专

门元数据规范设计指南》等;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音视频资源、图像、会议论文、科技报告、古
籍、标准文献、家谱、拓片、地方志等专门元数据

规范以及名称规范元数据,如《名称规范元数据

标准》《科技人才元数据元素集》《公共图书馆读

者个人信息集》和《机构名称元数据》等。
④唯一标识符(15 项)。 资源类型包括数字

对象、文本作品、公开身份、连续出版物、图书、
期刊、关联关系、电子书、政务信息、专利文献

号、国家和行政区划以及健康信息学中的患者

数据等,如《信息与文献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系

统》《中国标准名称标识符》 《健康信息学
 

患者

健康卡数据第 5 部分:标识数据》等。
⑤知识组织体系(14 项)。 包括各类型词表的

编制规则等,涉及叙词表、主题词表、语义网络、本
体等,如《信息与文献

 

叙词表及与其他词表的互操

作》《电子政务主题词表编制规则》《健康信息学—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分类框架》等。

⑥数据加工(8 项)。 涉及图像、文本数据、
音频数据、引文数据库等类型,如《图书馆馆藏

资源数字化加工规范》和《信息与文献
 

引文数

据库数据加工规则》等。
(2)管理类(61 项)是指为支持图书馆人、

财、物的有效运转而制定的标准,包括对设施设

备、业务、环境和组织机构人员的管理等,占比

16. 1%。 其中设施设备类 26 项,涉及 RFID、流
动图书车、图书用品设备、电子书等;业务管理

类 23 项,涉及业务统计、评估与绩效、版权、图书

剔旧与装订等,如《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统计》
《乡镇图书馆统计指南》 《图书馆数字资源统计

规范》《信息与文献
 

公共图书馆影响力评估的

方法和流程》等标准规范,以及省市县公共图书

馆、少年儿童图书馆评估指标等;资源管理类 5
项,涉及资源内容质量及资源外观设计规定等;

环境管理类 4 项,涉及图书馆安全、卫生以及古

籍书库环境管理要求等;人员管理类 3 项,涉及

馆员职业标准,包括《古籍馆员国家职业标准》
《图书资料馆员国家职业标准》等。

(3)技术类(31 项)是指支持图书馆资源和

服务的各种接口、集成规范和应用协议等标准

类型,占比 8. 2%。 如技术互操作规范、总分馆

数据接口要求、信息检索、馆际互借应用协议规

范,还有信息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如健康信

息学中的公钥基础设施建设规范。
(4)服务类(25 项)是指各种服务标准,包

括基本服务、特定领域服务和针对特定人群的

服务标准,占比 6. 6%。 从服务类型上看,既有

基本服务领域的,如上海、浙江、江西分别颁布

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也有面向特定服务

领域的,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的

《科技查新技术规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

机构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山东省图

书馆的《图书借阅服务规范》,以及吉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的《专利信息检索服务规范》等。
此外,总分馆服务相关标准也陆续出台,如

《嘉兴市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标准》、安徽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信息化服务

规范》、浙江的《公共图书馆中心馆—总分馆建

设服务规范》等。 另外,还有面向特定群体如少

年儿童、残障人士的服务规范,如国家图书馆出

台《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 《公共图书

馆读写障碍人士服务规范》等。
(5)基础建设类(5 项)是指与馆舍布局、建

筑、设施设备相关的标准规范,占比 1. 3%。 如

《公共图书馆建筑防火安全技术标准》 《图书馆

建筑设计规范》《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等。
这些标准的制订与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图书

馆资源的共建与共享,提升了服务的标准化与

均等化水平。

2. 2　 相关工具的研制

2. 2. 1　 广泛使用的信息组织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修订与研制的代表性信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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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引工具有: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1975 版

进行了四次修订(1980、1990、1999、2010),并编

制系列版本;对 1958 年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进行了两次修订( 1979、1994);对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了两次

修订(1982 第 5 版、1996 第 6 版)。 研制的信息

组织工具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
索引》(1984)、《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 (1992)、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2005、2017)。

代表性的主题标引工具有:1980 年出版的

《汉语主题词表》,其自然科学版于 1991 年修订

出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9 年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持并联合全国图书

情报界相关机构对《汉语主题词表》进行重新编

制,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学卷、
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现已出版工程技术卷

(2014)和自然科学卷( 2018)。 此外,还有一批

专业性的主题标引工具,如《中国档案主题词

表》 (1995)、《中医药主题词表》 (1987)、《化工

汉语主题词表》(1983)等。
2. 2. 2　 影响深远的索引工具

以图书情报机构为主开发的索引工具主

要有: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由南

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
1999 年被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 已收录 1998—
2009 年来源文献近 100 余万篇,引文文献 600
余万篇。

(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系 1989
年中国科学院创建的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
被称为“中国的 SCI” ,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二等奖。 已积累论文记录 5
 

453
 

919 条,引文

76
 

723
 

867 条。
(3)中国科学文献计量指标数据库,利用

CSCD 和美国 SCI 数据库对我国科技论文进行

详细统计,自 1999 年起描绘每年度我国科技论

文产出和影响力的宏观状况。
(4)《全国报刊索引》,1955 年由上海图书

馆的成员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创刊,1996 年获

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文化局科技进

步一等奖。 收录报纸约 200 多种,全国各地区

(包括港澳台地区)期刊 8
 

500 多种。
这些由图书情报领域研制的工具,在提升

学术质量、开展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创新等方

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图书馆学推动的实践创新

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研

究与实践发展互相联动,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 学术研究上探讨不同时期的基础理论

问题,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推动制定出台政

策法规,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研制适应中国

文献和信息特点的标准和索引工具,实现文献

整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实践方面,在公共文

化服务、阅读推广、古籍保护、服务模式、资源共

享等不同领域探索图书馆发展的“中国道路”。

3. 1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是现阶

段党和国家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战略安排[8] 。 进

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术领域就开始对

现代图书馆理念[9] 、图书馆精神[10]、 图书馆权

利[11] 、图书馆法[12] 以及普遍均等服务[13] 等进

行探讨,产生了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推动了

政府层面与文化管理部门出台文件、政策、法

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2015 年

1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提出了具体目标和

指导标准;2016 年颁布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制定了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的倾斜政策,
强调关注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体现了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原则;2017 年国务院下

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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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会;2017 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法》提出,公
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

会公众提供服务;2018 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标准化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建设。
关于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

均等化,我国图书馆界正在积极探索自己的方案

和道路。 ①由政府财政出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尤其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的投入,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推进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②以数字化促

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我国先后启动了

包括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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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公共数

字文化工程,通过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整合、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建设等举措来推进均等化的

实现。 ③推进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的总

分馆制建设,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基层农

村。 ④以标准化促均等化。 实现均等化的关键

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以标准化手段优

化资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明确

权责关系、创新治理方式,可确保全体公民公平

可及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3. 2　 推动、引导及服务全民阅读活动

“推动全民阅读”作为我国重要的公共文化

服务工程,在提升国民素质、构建学习型社会、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及

各省市区陆续出台了推动全民阅读的政策,如
2006 年中宣部、文化部、中央文明办等 11 个部

门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

书》,自 2014 年起连续 7 年将“倡导全民阅读”
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广东省、贵州省和吉林省

等也纷纷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国家层

面的政策提供基本指导,各地方的政策和管理

办法因地制宜,有效地推动了各地阅读活动的

开展,为图书馆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创造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14] 。
我国图书馆学在阅读推广理论研究方面取

得显著成果[15]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推广模

式[16] 、阅读推广人培养[17] 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

探讨,有力推动了阅读推广实践的发展。 公共图

书馆在推动、引导和服务“全民阅读”活动方面扮

演了先锋队和主力军的角色[18] ,通过提供资源、
空间和服务,举办讲座、报告、培训、沙龙,推出了

一系列创新品牌服务,如图书流动车服务、城市

学习中心、读书节、市民学堂等;高校图书馆则通

过人文讲座、学术座谈、特色展览、读书节、真人

图书馆等打造阅读推广品牌。 中国图书馆学会

设立“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以推动图书馆的阅读

推广活动,2019 年全国有 21 个单位进入“全民阅

读示范基地”名单,16 个单位进入“2019 年全民

阅读优秀组织”名单,51 个单位进入“2019 年全

民阅读先进单位”名单,这是对图书馆在推动全

民阅读工作中所做贡献的高度认可。

3. 3　 古籍保护计划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图
书馆应自觉肩负起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责任。 图书馆学在古籍保护规划、
保护策略[19] 、保护体系[20] 、保护方法[21] 、古籍

保护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推动了我国古

籍整理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2002 年财政部、
文化部共同主持,国家图书馆具体承办“中华再

造善本工程”,采用现代技术对古籍善本进行仿

真复制,从而使珍贵古籍为学界所用、为大众共

享。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十一五”期间大

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2007 年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牌子,负责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

作,同时负责汇总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华古籍

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

录。 图书馆在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贡献卓著。
如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要成果的“中华

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

古籍、《赵城金藏》、各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资

源,总量超过 2. 5 万部、1
 

000 余万叶。 国家古籍

031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七卷　 第二五三期　 Vol. 47. No. 253

保护中心从 2017 年起联合省、市、区县级公共图

书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系统等 30 余

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两

万部。

3. 4　 创新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事业逐渐恢复和发

展,学界和业界都在不断探讨适应我国经济、社
会、文化的图书馆发展模式。 尤其是进入新世

纪以来,图书馆学界围绕总分馆制理论[22] 、总分

馆建设模式[23] 、案例分析[24] 进行探讨。 理论与

实践互动发展,推动图书馆服务网络日趋完善,
在各地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效能卓著、具有中

国特色的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型的高质量发展

模式。 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①东莞图书馆“总

分馆”模式。 该模式构想始于 2002 年,是以东

莞图书馆为总馆,各镇(街)、各系统图书馆为分

馆,以村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单位内部图书资

料室为网点,以图书流动车为补充和调节手段

的地区图书馆网群。 ②深圳“图书馆之城” 模

式。 2003 年深圳市文化局首次提出建设“图书

馆之城”的思路,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边界

的大图书馆网,以全市已有、在建和将建的图书

馆网点和数字网络为基础,联合各图书情报系

统,建立覆盖全城、服务全民的文献信息资源共

享网络。 ③佛山图书馆 “ 联合图书馆” 模式。
2005 年创建的佛山市联合图书馆经过多年发

展,建成了以市图书馆为中心馆、区图书馆为总

馆、街镇图书馆为分馆、(社区)村居图书室、智
能图书馆等其他类型图书馆为基层服务点的四

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了统一服务形象、
统一联合书目检索平台、一证通借通还、数字资

源共建共享等服务。 另外,佛山市“邻里图书

馆”构建的“图书馆+家庭” 服务体系,是“图书

馆+社会力量”开展阅读推广的新方式与全新的

服务形态,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中国创造”。
④嘉兴图书馆 “ 城乡一体化总分馆制” 模式。
2007 年以来嘉兴市图书馆探索“中心馆—总分

馆”服务体系,以市(县、市)总馆为中心,以乡镇

(街道)分馆为切入口和纽带,以村(社区)分馆

和图书流通站、汽车流通点等为基础,形成了

“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级投入、集中管理、资
源共享、服务创新”的总分馆制模式。 ⑤浙江省

公共图书馆“信阅服务”模式。 该模式开展以信

用为基础的图书借还服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互通,打造全省公共图书馆联合体。 读者可线

上注册、下单借阅,图书快递到家(也可快递还

书,还可就近图书馆归还)。 该模式拓展了图书

馆服务半径,提升了服务效能。 ⑥上海市嘉定

区图书馆“全域服务”模式。 该模式以标准化、
社会化和数字化为切入点,以“我嘉书房”为探

索路径,构建区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将图书馆的

建筑服务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网络数字空间融

为一体,为市民开展阅读活动提供了更为便捷、
优质的服务。 ⑦自助图书馆服务模式。 该模式

又称为“家门口的图书馆”,是图书馆智能化建

设的组成部分,是集数字化、人性化、智能化为

一体的新型服务模式,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延伸。 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场馆形态,一
种是终端设备形态。 场馆形态的自助图书馆多

被称为“城市书房”,仅有终端设备形态则被称

为“图书 ATM 机”。 2005 年东莞图书馆开放全

国首家自助图书馆;2008 年深圳市图书馆首创

的“城市街区 24 小时图书馆系统”研制成功;扬
州市已建成五家“24 小时城市书房”,成为城市

名副其实的“精神地标”。 自助图书馆的蓬勃发

展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繁荣发展的力证,也是图

书馆知识惠民、文化惠民的新创举。
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模式在学界与业界的

共同推动下不断创新,名称不同、特色各异,但
均体现出服务均等化、标准化与开放共享的理

念,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着中国模式

和中国力量。

3. 5　 构建资源共建共享的保障体系

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一直是全国图书馆

员的最高理想和目标,全方面、多层次的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是共享的前提。 图书馆学对信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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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障体系[25] 、保障模式[26] 、保障机制[27] 等问

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理论成果推动了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项目的开展。 1997 年成立的全国图

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以国家图书馆为中心,采用

“中心—分中心—成员馆” 的组织机构,致力于

实现书目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成员馆已达 3
 

100
余家。 1997 年启动了“中国试验数字图书馆”工

程,并进一步形成 “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2002 年开始实施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该工程对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

字化加工处理和整合,通过覆盖全国的文化信

息资源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

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 截至 2013 年,文化共享

工程已建成 1 个国家中心,33 个省级中心,2
 

843
个市县支中心,29

 

555 个乡镇(街道)基层服务

点,60. 2 万个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 截至

2014 年底,资源总量达到 412. 46TB,初步形成

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资源存量[28] 。 2017 年全

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在统筹整合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

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惠民工程基础上,推出

国家公共文化云,目前已经通过网站、微信号和

移动客户端,面向基层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在高校图书馆领域,1998 年 11 月启动的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CALIS)是教育部“九五”
“十五”和“三期”“211 工程”中投资建设的面向

所有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在教育

部领导下,把国家投资、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

技术手段、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

合起来,形成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

心的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最终实现信息资

源共建、共知与共享;2016 年,CALIS 管理中心

联合 16 家高校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中国高校机

构知识库联盟( CHAIR),目前有 46 家会员机

构。 2000 年 12 月,中美两国合作发起“高等学

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2009 年 8
月更名为 “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ADAL),CADAL 通过一期(2001—2006)和二

期( 2007—2012) 的项目建设,完成近 250 万册

图书的数字化整理,提供全球可访问的图书浏览

服务,2013 年以后,CADAL 项目进入运维保障

期,继续在资源、服务、技术、对外交流合作等方

面推进工作。 2004 年 8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批复建设 “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图书馆”
(CADLIS) 项目,该项目由 CALIS 二期工程和

CADAL 合并组成,经过“十五”“十一五”的建设,
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和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2004
年又以 CADLIS 平台为基础设立“中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该中心在人文社

科期刊、印本图书、电子资源数据库等类型资源

建设规模上不断扩大,已拥有近 900 家成员单位,
个人注册用户愈 15. 4 万多个,为中国高等教育的

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等作出了贡献[29] 。
这些以数字化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服务为目标的

建设项目,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图书馆资源共

建共享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3. 6　 特殊群体服务与人文关怀

进入 21 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步入黄

金时期,更加重视个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更加

重视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尤其是面对弱势

群体,图书馆要有更多的担当和责任。 弱势群

体主要指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利用或在利用传

统和现代数字化图书馆服务上存在困难的一切

群体[30] 。 学术领域针对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进

行了探索,如阅读服务[31] 、知识援助服务[32] 、移
动图书馆服务[33] 、应急信息服务[34] 等,推动了

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出台各类政策、规划,指导

各类信息服务实践的开展。 2008 年中国图书馆

学会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其目标之一就是

在服务与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致力于消除弱

势群体利用图书馆的困难[35] 。 2017 年的《“十

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强调

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加强老年人、未成年人、残
疾人、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

适用的资源建设和设施配备,有针对性地开展

新技术应用培训、阅读辅导、送书上门、网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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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为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帮助[36] 。 图书

馆正以多种方式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 如国家

图书馆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建设中国盲人

图书馆、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 广州少年儿

童图书馆“爱童馆”专为特殊儿童提供无障碍阅

读服务。 近年来,我国的特殊群体服务取得了

较大进步。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公

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1
 

174 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9
 

135 场

次[37] 。 在各类特殊群体中,农民工及其子女是

中国特有的一类社会群体。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
如何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满足他们在城市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公共图书馆以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为己任,在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提

供基本的阅读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援助、丰富

的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

献。 2020 年 6 月,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图

书馆感人肺腑的留言,就是社会对公共图书馆

在为特殊群体服务中体现人文关怀的充分肯定

与褒扬,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特殊群体的生动写照。

3. 7　 借助图书馆评估促发展

图书馆评估是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面考

量,评估过程和结果能够促进图书馆基础设施、
业务建设、服务工作和办馆效益以及发展水平

的提升。 评估工作的作用在于以评促建,以评

促管,以评促用,即促进公共图书馆的全面建

设、全面管理与全面利用。 图书馆学在评估标

准[38] 、评估方法[39] 、评估指标[40] 、评估模型[41]

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并积累了大量理论成果,
推动立法机构、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等颁布指

导图书馆评估工作的政策、标准等。 公共图书

馆评估是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治理制度体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评估始

于 1994 年,至今已进行了六轮。 图书馆评估理

论研究与评估实践实现了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制度化的公共图书馆评

估,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在评估中特别强调

了党和政府对发展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将其作为

评估考察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指标,也彰显了我国

的制度优势和特色。 2018 年《公共图书馆法》的

实施为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

保障,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评估方法和流程逐

渐成熟,评估工作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取得显

著成效。 从第一到六次的评估结果比较看,上等

级馆数量从第一次评估定级时的 1
 

144 个(占比

52. 30%)增加到第六次评估定级时的 2
 

522 个

(占比 84. 20%),数量增加一倍多;一级馆数量从

第一次评估定级时的 68 个(占比 3. 10%)
 

增加到

第六次评估定级时的 969 个(占比 32. 40%),20
多年间一级馆数量增长了 14 倍多[42] 。

4　 中国图书馆学推动的特色领域服务

为社会提供文献服务,保障信息的有效查

询和有效获取,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责。 我国的

各级各类图书馆在文献信息服务领域进行不懈

的探索,形成了专藏服务、学科服务、人文服务

和政府信息服务等特色服务模式。

4. 1　 特色馆藏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界积极探索特

色馆藏服务方式,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特

色资源建设,二是特色馆建设。 研究者对特色

资源建设[43] 、特色馆藏数字化[44] 、特色资源服

务[45] 、特色资源评价[46] 等方面进行探索,推动

了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的开展。 围绕特色资源

建设,自 2003 年 CALIS 一期特色专题数据库项

目启动,至 2012 年三期项目验收,已建成特色数

据库 242 个,其选题充分体现出学科特色资源、
地方特色资源与馆藏特色资源。 公共图书馆方

面,截至 2018 年 3 月,34 所省级公共图书馆(不

包含台湾地区)共构建特色数据库 474 个[47] ,其
选题特色主要集中在地方文献、地域文化、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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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特色与专题特色等方面。
此外,图书馆布局也不再拘泥于传统形式,

而是涌现出一些满足多种需求的特色图书馆

(也称主题馆),提供特定领域(某一领域或数个

领域)的专藏文献和服务。 如杭州图书馆历经

10 年打造出盲文分馆、音乐分馆、棋院分馆、生
活分馆、科技分馆、电影分馆、运动分馆、环保分

馆、茶文化分馆、李白诗词文化分馆、佛学分馆

等 28 家主题分馆,形成了主题图书馆的杭州模

式,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苏州图书馆通过多

元社会力量参与建成了五个特色阅读空间和四

个主题特色分馆,构建了“书香校园” “书香机

关”“书香银行” “书香移动” 等品牌项目,入选

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示范项目。
 

4. 2　 学科化知识服务

学科化知识服务是按照科学研究(如学科、
专业、项目)而不再是按照文献工作流程来组织

科技信息工作,使信息服务“学科化” (而不是阵

地化),使服务内容“知识化” (而不是简单的文

献检索与传递)。 图书馆 学 对 学 科 服 务 模

式[48] 、嵌入式学科服务[49] 、学科服务平台[50] 、
学科服务体系[51]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具

体的实现形式是建立学科馆员制度[52] 。 1998
年清华大学首次引入学科馆员制度,标志着国

内学科馆员服务的开始。 2006 年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探索嵌入科研过程的深度知识服

务,并吸引了部分课题组主动将学科馆员纳入,
成为项目组成员,对项目过程提供全程式的信

息服务与信息支撑。 学科馆员的服务场所从图

书馆转到用户的科研过程和场景,在用户的办

公室、实验室、野外台站和虚拟空间提供个性

化、知识化、泛在化的学科服务[53] 。 在学科化知

识服务的模式上,大致经历了“以资源建设为重

点的学科文献资源保障建设模式→基于图书馆

的物理及虚拟环境提供的学科馆员服务模式→
学科平台服务模式”的发展阶段[54] 。 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以嵌入研究过程、支
撑科研创新为主要目标,探索学科服务支持科研

的方式和内容,如拜访教授、信息专员、学术成果

RSS 订阅、学科指南、学科专题培训、走入实验室

等[55] ;武汉大学图书馆制作完成 36 个学科服务

平台,提供该领域的学科动态、会议预告、学科分

析、学术成果、专家学者、教材教参数据、学科机

构与学习社区等服务[56] 。 嵌入式学科服务是图

书馆学科服务的重要发展方向,学科知识服务最

终要面向实践,且要应用到实践场景中。

4. 3　 数字人文服务

随着数字人文学科的崛起,人文学者对于

数字人文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大。 利用知识组织

的方法对图书馆已有的数据和资源进行知识重

组,并利用新技术手段提供知识服务,是数字人

文项目建设的主要任务[57] 。 图书馆学对数字人

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58] 、智慧数据的角

色[59] 、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60] 进行探讨,推
动了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的发展。 为人文研究

提供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科学的研究方法和

计算机辅助研究工具的支持,是数字人文向图

书馆提出的全新要求。 图书馆可从四个方面进

行参与:普及数字人文专题信息服务,建设数字

人文网络基础设施,充当跨学科合作的桥梁,充
当数字人文项目的孵化器[61] 。 目前我国图书馆

界正积极扮演数字人文服务新角色,如:上海图

书馆数字人文项目的开放数据平台,以关联数

据方式向互联网公开发布上图数字人文项目所

用的基础知识库(人、地、时、事、物)、文献知识

库(家谱、手稿档案、古籍等)、本体词表以及各

种数据清洗和转换工具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建成数字人文服务空间,配备先进技术设备,
满足数字人文研究各种需求;北京大学图书馆

开设“数字人文工作坊”,旨在丰富人文和社会

科学领域师生的数字技术知识,培养计算机等

信息科学领域师生的人文研究兴趣,并促进两

者的互动与跨界融合。

4. 4　 政府信息服务

2008 年 5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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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条例》奠定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

众法定获取政府信息通道的法律框架,公共图书

馆在传递政府信息方面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职责。
研究者对政府信息服务案例[62] 、服务现状调

研[63] 等进行探讨,推动了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

开展。 2009 年国家图书馆建立国内首个政府公

开信息整合服务门户———中国政府信息整合服

务平台,以各级政府网站上的公开信息为整合对

象,并将互联网上不同来源、格式和版本的政府

信息资源与国图馆藏文献资源进行有序整合,构
建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门户,用户可一站式发

现并获取分布在全国各地政府网站上的政府公

开信息资源,并可快速访问各个政府站点,开创

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对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与利用

的先河[64] 。 深圳图书馆于 2009 年设立政府信息

公开查询专区,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查询和相关咨询

服务,设置专架收藏政府各类公开信息文献,提供

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查询机,提供包括历年政府公

报、政府年鉴、统计年鉴、年报汇编等在内的 50 余

种工具书查阅。 2008 年上海图书馆设置上海市政

府公开信息查阅点,后来又开通“上海市政府信息

公开检索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上海市政府及各

行政机关公开信息查阅服务。 政府信息服务是公

共图书馆的重要服务领域,图书馆要提供政府信息

导航、政府信息咨询、政府信息素养培训以及参与

开放政府建设等全方位的服务。

5　 中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研究及发展
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在面向世界、融
入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培养和增强了文化自

觉与文化自信[65] 。 未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应用

实践创新及发展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加强。

5. 1　 在世界图书馆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增强

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应用实践取

得了辉煌成就,体现了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道路的中国探索、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中国地标和中国智慧[66] 。 然而我们在世界图书

馆舞台上的声音还很弱。 因此,要积极主动地

开展中国图书馆好故事的全球推广活动,在国

际传播中增强中国图书馆应用实践品牌的国际

知晓度。 需要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带

领全国学界和业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

任职于图书馆国际组织协会,如国际图联( IF-
LA)、iSchool 领导小组( iCaucus)、国际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会( ASIS&T)、国际知识组织协会( IS-
KO)等机构的中国学者,以及科研工作者与业界

同仁在学术论坛、成果发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

传播图书馆应用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

智慧,逐渐构建起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
增强我国图书馆学的国际影响力。

5. 2　 落实图书馆制度政策的实施保障,强化执

行力

　 　 制度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

在于执行力。 图书馆制度执行力是指制度在执

行过程中,制度本身内在所具有的力量、执行者

执行的力量和执行效力的总和,其要素包括制

度执行主体、制度、制度环境、执行方法(包括手

段、目的和工具) [67] 。 目前我国图书馆制度政

策建设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尚未形成面

向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制度政策体系,已制定的

制度也欠缺执行力。 因此,一方面需要补足短

板,制定图书馆服务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从执

行主体、制度本身与制度环境以及执行方法要

素出发,进行执行力评测,提升我国图书馆制度

与政策的执行力。

5. 3　 开展图书馆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增强标准

效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颁布与图书馆相关的

标准与规范 379 项,涵盖了图书馆资源、管理、服
务、建设和技术等五大方面,但还缺乏有关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管理运行标准、基层图书馆建

设与服务标准、面向特殊群体的图书馆服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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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及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服务效能评价标

准等,更缺乏对于标准的推广及运用现状的调

查。 未来,首先要研制一批当前事业发展亟需

的标准规范,包括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特殊群

体服务、基层图书馆建设与管理、阅读推广、数
字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服务、图书馆绩

效评价、文献保存与保护等重点领域。 其次要

进行标准化成熟度评测。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

工作“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对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高等教育数字图

书馆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标准规范成果进行及时

追踪和科学评估,要探索建立标准的实施评估

机制[68] 。 建议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相关

部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的领导下,建立评估机

制,从数据资源标准化、管理标准化、基础设施

标准化、服务标准化和图书馆技术标准化五方

面对图书馆标准化水平进行综合测试和评估,
以测促用、以测促改、以测促建,提升我国图书

馆标准化治理水平。

5. 4　 因地制宜采纳图书馆“中国方案”,彰显辐

射能力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我国图书馆界不断探

索,贡献一系列打上中国烙印的中国方案。 以

服务体系的实践为例,有“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嘉兴模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创建的呼和浩特模式” “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

‘平民大书吧’ 模式” “深圳图书馆之城模式”
“中国城市图书馆发展广州模式” “杭州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中心馆—总分馆模式” “‘书香之

城’宁波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书香城市建

设的扬州模式”等。 但是,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

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这是目前

全国图书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实践上,需
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对不同模式的特色进行

深入比较分析,挖掘其内涵与适用性,在全国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加以推广,增强其辐

射能力。 理论上,需要对图书馆与社会发展的

理念、制度和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为图书馆在

全国范围内标准化、均等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制度保障和文化认同。

5. 5　 弘扬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优势,提升高质

量发展能力

　 　 目前,图书馆经过量的发展,逐步走向质的

提升,进入了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步的时代[69] 。
但我国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还存在发展不均

衡、服务效能有待提升与可持续发展不足等问

题,有待图书馆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

讨。 ①在特色馆藏服务方面,虽然在特色资源

与特色馆建设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但在利用方

面还存在“重建轻用”现象。 如目前 CALIS 专题

特色数据库导航因为经费等原因暂时不能提供

使用。 ②在学科化知识服务方面,学科服务是

体现学术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服务之一,
这一认知已达成共识,但高素质学科馆员队伍

建设、学科服务绩效考核以及用户需求调研仍

然是提高学科服务成效的重点和难点[70] 。 ③在

数字人文服务方面,图书馆还需注重数字人文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桥梁作用,为数字人

文相关学科及机构建立协商合作的平台,促进

数字人文研究的多机构和跨学科合作。 ④在政

府信息服务方面,绝大多数图书馆提供了政府

信息展示、查询与咨询等服务,但面向政府用户

需求提供决策支持的服务还不够,服务的深度

有待进一步拓展。 总之,图书馆特色领域服务

的范围与形式不断创新,高质量发展是总趋势,
需要强化特色领域服务的精细化、品质化,加强

创新性、引领性与可持续性,推动构建高品质的

特色服务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在学术研究和应用

实践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论与实践互动,
不断推动图书馆学思想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实

践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背景下,探索满

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图书馆发展道路,建立中国

特色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
当今图书馆人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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