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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模式与实践进路

秦　 顺

摘　 要　 面向“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正在重塑公

共图书馆发展的格局。 本文遵循守正与开新辩证统一的思路,总结并阐释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内涵、典型

模式和实践进路。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相互

统一,具备赋能行业实践的价值和作用;在新发展理念驱动下,我国公共图书馆探索出创新型、均衡性、可持续、内涵

式和民生化的发展模式。 新时代贯彻落实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行动起点是要能回应数智赋能、深度均等

化、可持续发展、社会数字化转型和全民阅读等时代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展开具体行动。 未来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基

本遵循,促进理念与实践互动共生,不断创新实践样态与发展模式,进行核心要素提档升级,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高

质量发展。 图 1。 表 3。 参考文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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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layout
 

of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an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and
 

powerful
 

state.
 

Fac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for
 

2035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ith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as
 

the
 

kernel
 

is
 

reshap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tern
 

of
 

public
 

libraries.
Follow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typical

 

mode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blic
 

libra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blic
 

libraries
 

is
 

predicated
 

upo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hich
 

is
 

mutually
 

unified
 

in
 

the
 

quintupl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and
 

it
 

has
 

the
 

value
 

and
 

role
 

of
 

empowering
 

industry
 

practice.
 

Its
 

direct
 

manifestation
 

is
 

to
 

further
 

build
 

a
 

smart
 

library seamless
 

library green
 

library blended
 

library
 

and
 

authoritative
 

librar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means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low-tech
 

and
 

sustainability resonanc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centeredness so
 

as
 

to
 

form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model
 

of
 

innovation balance sustainability connota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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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with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this
 

article
 

advances
 

the
 

action
 

starting
 

poin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quintuple
 

dimensions.
 

1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first
 

motive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we
 

should
 

advocat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2  
 

Coordination
 

has
 

become
 

an
 

endogenous
 

featur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we
 

should
 

advoca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nder
 

the
 

melody
 

of
 

deep
 

equalization.
 

3 
 

Green
 

has
 

become
 

a
 

universal
 

for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we
 

should
 

advocate
 

green
 

development
 

aiming
 

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4 
 

Openness
 

has
 

become
 

the
 

essential
 

wa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we
 

should
 

advocate
 

op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5 
 

Sharing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we
 

should
 

advocate
 

sharing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reading.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action
 

dire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blic
 

libraries.
Orienting

 

to
 

the
 

future in
 

order
 

to
 

meet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cultural
 

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should
 

follow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we
 

should
 

push
 

forward
 

the
 

balanc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quintuple
 

dimensions the
 

balance
 

and
 

spiral
 

rise
 

in
 

the
 

space-time
 

dimension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he
 

concept
 

and
 

the
 

practice
 

system.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can
 

be
 

promot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updating
 

practice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models upgrading
 

core
 

element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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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bs.
 

47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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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公共图书馆负有教育、文化和信息使命,其
发展理念的形成与更新不仅事关自身的结构优

化、业态变化,更有助于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

实现理念内涵的升华和发展效能的提升。 改革

开放以来,无论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还是图书

馆实践探索,广度与深度都在持续拓展;图书馆

资源建设、管理规范、业务工作、专业教育和事

业合作交流等走向复兴与开拓[1] 。 在 21 世纪

初新图书馆运动的推动下,图书馆界探索重建

现代公共图书馆发展理念,对图书馆制度、图书

馆权利、图书馆精神等方面的探讨逐渐回归理

性。 2018 年 1 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将 20
世纪以来的图书馆价值理念集中宣示为“平等、

开放、共享”,体现了国际一般规律与中国特

色[2] ,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步入法治化

轨道。 但是,面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

目标,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任

务尚未完成,供需关系不够协调,专业化能力有

待增强[3] 。 2021 年 3 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在公

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期,文化和

旅游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品质发展、均衡

发展、开放发展和融合发展”四大原则,承袭了

新发展理念的精神。 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进一步指出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

公共图书馆向‘以人为中心’转型,建设开放、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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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包容、共享的现代图书馆。” 实际上,高质量

发展理念的内涵已初步延伸、内嵌到公共图书

馆发展的全要素和各环节,正推动公共图书馆

事业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现阶段,全球图书馆发展的最大特点是“转

型”,它以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理

念先行的范式变革。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由

资源、空间、治理和服务等核心要素构成[4] ,需
要解决速度与质量、单馆与区域、图书馆事业与

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问

题,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

续的发展[5] 。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本质上与

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核高度契合,并体现对现

代图书馆理念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

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

理论和实践问题。” [6] 这一科学论断对公共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基于此,本文通

过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的总结,从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阐释公共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核心内涵,解析公共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模式,探索实践进路。

1　 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1. 1　 文献综述

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进行总结和分析,可丰富公共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意蕴,进一步明确实践

发展的方向。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

系统变革,旨在提升服务覆盖面与效能、促进优

质均衡发展,其内涵包括理念、供需关系和动力

机制等方面[3] ,涉及均等化、标准化、普惠性、品
质化、高效能和可持续等多个维度[7] 。 在我国经

济社会步入新发展阶段后,公共图书馆界对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认识逐渐深化,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样态。

推动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要善于培育最具

特色的服务新形态。 国际上,公共图书馆服务

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实现的相关实践从区域性探索逐步上升

为全球行动,既覆盖发达国家与地区,也深入影

响到欠发达国家与地区[8-9] 。 在我国,新时期对

公共图书馆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已渐趋成

熟,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上海[10] 、深圳[11] 和佛

山[12] 等地区的图书馆实践已自成体系,体现出

专业化与个性化的特征。
(2)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引擎。 以

法为引领、以法为遵循、以法为底线,公共图书馆

事业才能跟上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13] 。 我

国的图书馆法治环境正在不断完善,法治的引擎

作用亦不断凸显。 2006 年以来,我国图书馆法规

政策的发布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至 2020 年,共颁

行相关制度与政策 314 项[14] 。 《公共图书馆法》
的出台是我国应势而谋、为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的重要举措;一些地方性法规也发

挥着驱动、保障、引领和辐射作用,对形成高质量

的图书馆服务体系、铺开总分馆建设、完善图书

馆基础服务布局具有积极意义。
(3)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

新一代数智环境的影响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促使业界积极调整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赋能机制。 有学者从组织管理和

技术发展的视角构建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

机制,提出的赋能整体观认为“必须促进高质量

资源、服务与高质量管理之间的最优匹配,以及

社会环境与技术环境的有机契合” [4] 。 事实上,
理念的赋能不容忽视,在高质量发展成为下一

轮事业发展主基调的背景下[15] ,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高质量发展将是我国“十四五”及更长远时

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4)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略。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重新传播与树

立现代职业理念的问题[16] ,其基本行动指向为

深度一体化、均等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安全

化[17] 。 实现体系化和专业化是文化强国愿景下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之道[18] 。 体系化应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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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少边穷地区、延伸到基层、惠及更广泛群

体,以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均衡性,如促进品质化

发展、助推效能化服务、重视智能化发展、加强

精准化供给、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和推动

可持续发展[19] 。 在更均衡普惠的体系化基础

上,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还应以专业化为支

撑,形成专业能力,提供智慧的专业服务。
图书馆发展是技术变革、制度创新与观念

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观念领域的更新对

于图书馆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20] 。 高质量发展

理念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也引发了学界的

关切,柯平[4] 、金武刚[7] 等将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理念的内核定位到新发展理念上,并一致认为

其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战略导向作用。 总体

上,国内外形成了以可持续发展观、转型发展观

和高质量发展观等为引领的图书馆发展学说,
为开展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研究提供

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仍需要与中国图书馆实

践相结合,进行全面系统阐释,以期为行业发展

提供思想基础,为实践创新提供价值遵循。

1. 2　 研究设计

公共图书馆发展必须把对理念的守正创新

放在首要位置,与时俱进地更新发展理念、思想

和价值观。 本文遵循守正与开新辩证统一的思

辨逻辑,解析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内

涵、典型模式和实践进路,研究步骤如下。
第一步,以新发展理念的内核为依据,结合

新时代创新内涵和图书馆使命的丰富意蕴,剖
析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内涵、缘起与

更新。 第二步,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文化

强国战略、七大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战略构想等国家重大战略方针要求,以文献

元分析、事件与案例分析以及专业报道与数据

挖掘等多重证据为支撑,总结公共图书馆高质

量发展理念的实践规律和模式。 第三步,扫描

国内外宏观环境,并通过政策、数据和案例剖析

贯彻落实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时代要

求。 第四步,应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提出公共图

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 在此基础

上,从整体论和系统论的视角以及图书馆与社

会互动的视角,提出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

念与实践互动共生的建议。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

源于历年的《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

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和 《 中国统计年

鉴》等。

2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解析

探究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渊源和

内涵,可为推动理念与实践的互动共生提供理论

依据。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在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相互统一、互为递

进,在时空维度上平衡,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

和价值体系。

2. 1　 创新发展理念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将创新列为基本国策

和发展路线图。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实际

上是一部创新史,创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义在

于“打破思维定势,谋求发展新境界”。 公共图

书馆创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源于用户服务需求,
需求驱动创新,创新进一步驱动资源、空间、治
理、服务和技术等基本面互为联动、不断迭代。
一直以来,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导向、目标定位、
行业环境和关键要素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其永

恒追求是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保障信息的有

效查询与获取。
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理念的形成还源于消

除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要求。 图书馆不是随

机出现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

及不同的机遇和挑战,都要守住初心,有所创

新。 新世纪以来,全球图书馆发展处于“十字路

口”,曾出现剧变论、去职业化等理论思潮。 图

书馆该往何处去? 需要用创新思维来解答“在

永恒价值不变的基础上,图书馆的存留或形态

117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九卷　 第二六六期　 Vol. 49. No. 266

演化问题”。 在面对图书馆消亡论、存在论和图

书馆学理论跨世纪重逢中的 “ 莫比乌斯陷

阱” [21] 时,要以需求和创新去求解;面临数字蝶

变,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与业态更新可赋予图书馆这个生长着的有

机体以全新的生命力;在疫情常态化使传统图

书馆服务受到影响的同时,数智赋能也开启了

泛在信息服务的新篇章。 创新发展理念很好地

契合了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窗口期” 的要

求,紧抓以大数据、AI 等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

4. 0 机遇,用好数智技术为发展赋能,抓好制度、
业态、治理等创新的任务落实是现实需求。

2. 2　 协调发展理念

协调与失衡相对立,公共图书馆协调发展

是相对于目前存在的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均衡、
投资不均衡和技术采纳不均衡等现象而言

的[22] 。 失衡的制度、失衡的体制、失衡的发展会

导致体系不全和服务不均,使公共图书馆事业

落入“陷阱”、陷入风险。 公共图书馆协调发展

理念蕴含着平等、公平的价值追求和职业精神,
体现着用户最基本的现实诉求。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在于实现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必要过程。 19 世纪中后期,英美兴起

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催生了以平等、免费、自由等

为标志的现代图书馆理念,这些理念在英国《公

共图书馆法》、国际图联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共图书馆宣言》、国际图联《图书馆及其可持续

发展声明》 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

言》等政策文件中得到多次重申;我国颁行的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不仅

从法律上宣示了平等的价值理念,更融入、延伸

出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发展

和特殊群体协调发展等基本导向。 公共图书馆

协调发展理念是平等理念的具体表现,是在认

识把握协调发展规律、总结中外发展经验教训

和正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行稳致远。

2. 3　 绿色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其核心要义在

于“绿色”和“低碳”。 信息的便宜、平等、低碳获

取与利用以及人类文化的传承与保存是公共图

书馆绿色发展的涵义、要求和目的[23] 。 作为一个

全方位的概念,绿色不单指公共图书馆的环境、
空间绿色发展,还要体现在发展方式的低技术与

可持续方面。 法国学者菲利普·比胡克斯(Phil-
ippe

 

Bihouix)在《低技术时代:迈向可持续发展的

技术文明》一书中最早探讨低技术与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提出低技术不局限于传统技术,而与新

的、面向未来的更加生态、更注重社会联系的技

术有关,可延伸至哲理、环境和社会的层面[24] 。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高速发展以高消耗为

代价,偏离了低技术与可持续的要求,与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绿色发展理念相悖。 绿色

发展理念有序衔接了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

创新、协调和开放、共享理念,旨在推动公共图书

馆走文化建设与环境相协调的道路,实现知识传

承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与国际上绿色图书馆

运动的兴起以及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对行业的关切息息相关。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绿色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

便已起步,到 2008 年绿色图书馆的发展接近一

个临界点,随后新一轮绿色图书馆运动又在全

球开启[25] 。 面向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公
共图书馆逐渐采纳其在环境、空间、技术、治理

和服务等方面的绿色发展理念,进行转型升级。
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公共图书馆数字包

容服务对实现公平、包容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有

一定影响[26] ;埃及的实践证明,农村公共图书馆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具有潜在作用[27] 。
国际图联前秘书长杰拉德·莱特纳(Gerald

 

Leit-
ner)进一步将图书馆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总结

为促进有识读能力、有见识和参与性的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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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提出全球图书馆界的全球议程[9] 。

2. 4　 开放发展理念

现代图书馆制度缘自对传统知识垄断与封

闭社会的挑战与博弈[28] 。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作用在于满足民众对知识的

免费获取。 随着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发展,开放

发展理念逐渐在英、美、中乃至全世界流行。 公

共图书馆的开放发展是一个动态有机的过程,
既体现在空间序列上的无限泛在延伸,也体现

其作为生长着的有机体在时间序列上的发展和

与时俱进[29] 。 开放服务及其理念的嬗变与迭代

升级,使公共图书馆作为知识集散地与公共文

化空间的功能渐趋强化。
早在 1931 年,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

五定律”就阐明了图书馆发展的核心要素———
书、读者和图书馆[30] ,三者构成有机的整体。 最

初,开放发展与书强相关。 古代西方锁链图书

馆同样有“以藏为传” “以藏为用”的传统,在自

由思想引领下才发展为开架借阅,图书(数据、
信息和知识)的价值在开放实践发展过程中逐

渐得以释放。 其后,开放发展与读者的关联、互
动不断强化。 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公共

图书馆界更多地关注到图书馆精神和职业价值

等层面,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主动呼唤价值

的理性和回归,开放发展的价值导向也从藏用

结合转向以人为本。 随着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

型,图书馆业界与时俱进推动读者服务更新,有
效保障了读者文化权益,“以人为本、服务至上”
上升为行业准则,开放发展理念被赋予了“新灵

魂”。 可见,在持续发展完善后,开放不再单指

开门服务,更多体现在服务的民主、宽松、和谐

程度上[2,29] 。 与 1994 年、2022 年《公共图书馆

宣言》宣示的教育、文化和信息使命相联系,开
放成为公共图书馆履行公共文化空间职能以及

三大使命的重要表征。

2. 5　 共享发展理念

共享指公共图书馆资源、空间和服务等要素

的联合使用,也是划分和分配要素的过程,展现着

社会公平正义。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

素中,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与可复用性,空间具有公

共性,治理具有协作性,服务具有全民享有性,皆具

有共享的特质。 公共图书馆共享发展理念源于“以
人民为中心,尽可能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和“缩小

数字鸿沟,实现文化公平”的要求,与协调发展、开
放发展理念强相关,以实现服务的全民享有、全面

享有为目标,强调治理主体的一核多元、过程的公

共参与和结果的共同享有[2] 。
有学者通过定基极小设定极大展开基本原

理,以逻辑推论形成“资源(书)—人员(人)—服

务(用)”的形式架构,其中书是基础、人是关键、
用是目的[31] 。 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

律” [30] 亦展现了共享发展的思想光芒,至今仍然

适用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书是为了用

的”,要求提高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水平,提升

其利用率并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每个读者有

其书”,要求构建全民共享的服务体系,全面贯彻

落实全民阅读战略;“每本书有其读者”,要求提

升核心要素供给、共享的精准性,打造云享借阅、
创建智慧服务体系;“节省读者的时间”,要求以

有序共享解决信息冗余与信息贫困之间的矛盾,
保障读者对信息的有效查询和利用;“图书馆是

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要求积极关注以人为中

心的第三代图书馆发展,从整体上打造公共图书

馆“智慧体”,助力实现优质的全民阅读服务。

3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探索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付诸实践,不
断驱动着业态更新,催生出一些典型的发展模

式。 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在探索不同发展模式上

的经验进行总结,可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

3. 1　 创新型发展模式

公共图书馆事业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

转型,离不开需求与技术等间接的外在驱动力,
更重要的是直接的内在驱动力———创新[32] 。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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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持续驱动着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进步。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走

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特色发展道路,
包括建立起纵横联动的图书馆服务体系,促进

图书馆事业均衡发展,实现图书馆数字化网络

化转型,推进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多元

文化交流互鉴等,初步形成以制度保障、探索机

制和文化认同为基本内涵的 “ 中国图书馆路

径” [33-34] 。
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我国公共图书馆初

步形成了以创新为第一推动力的不同发展模

式,如东莞“总分馆”模式、深圳“图书馆之城”模

式、佛山“联合图书馆”模式、嘉兴“城乡一体化

总分馆制”模式、浙江省“信阅服务”模式、上海

市嘉定区“全域服务”模式等皆是改革创新、先
行先试的样板模式,充分体现了均等化、标准化

与开放共享的中国特色[14] ,使公共图书馆在民

众中树立起专业、权威的良好社会形象。 创新

或将成为一种常态,正向作用于业务流程重组、

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形态更新等各个方面,
为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提供引擎和动力。

3. 2　 均衡性发展模式

公共图书馆的协调发展旨在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保障人民对基本文化权益的

需求。 如表 1 所示,至“十三五”末期,我国公共

图书馆保障条件与服务效能呈增长提质态势。
同时,为解决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公共图

书馆初步探索形成了以协调为内生特点的均衡

性发展模式。 统计数据表明,2021 年图书馆总分

馆已覆盖全国 2
 

632 个县(市、区),平均每 3. 02
万人、每 205 平方公里范围有一个图书馆(含分

馆) [35] ,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图书馆的整体服

务效能。 但不同区域之间的各项指标总数(ΣP)、
均值(X

-
P)存在一定差距,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仍

较为突出,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共图书馆服务

的内生增长,也表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离深度均等化还有一定距离。

表 1　 我国分区域公共图书馆基本数据(2020 年)

　 　 　 　 指标

区域　 　 　 　
公共图书馆

(个)
总藏量

(万册 / 件)

人均拥有

公共图书馆

藏量(册)

实际持证

读者数

(万个)

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书刊文献

外借人次

(万人次)

书刊文献

外借册次

(万册次)

中央(c) ΣPc 1 4
 

107. 98 / 493. 14 67. 23 6. 50 11. 55

东部(e)
ΣPe 896 61

 

178 / 6
 

514 31
 

242 9
 

326 25
 

061

X
-
Pe 89. 60 6

 

117. 80 1. 29 651. 40 3
 

124. 20 932. 60 2
 

506. 10

中部(m)
ΣPm 799 20

 

960 / 1
 

426 11
 

714 4
 

412 8
 

677

X
-
Pm 133. 17 3

 

493. 33 0. 60 237. 67 1
 

952. 33 735. 33 1
 

446. 17

西部(w)
ΣPw 1

 

218 22
 

534 / 1
 

388 8
 

749 2
 

998 6
 

299

X
-
Pw 101. 50 1

 

877. 83 0. 68 115. 67 729. 08 249. 83 524. 92

东北(ne)
ΣPne 298 9

 

148 / 429 2
 

373 723 2
 

038

X
-
Pne 99. 33 3

 

049. 33 0. 91 143 791 241 679. 33

总计(Total) 3
 

212 117
 

930 0. 84 10
 

251 54
 

146 17
 

467 42
 

087

注:①据国家统计局经济区域划分整理,ΣP=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指标数之和,X
-
P =ΣP÷区域省份个数。 ②2021

年后,《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地区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不再统计“中央”数据,本文以《国家图书馆年鉴(2021)》

相关数据作补充;因原统计数据与本表统计数据均进行数值修约,导致表中总计一行所列数据与实际计算数据有

略微偏差,该行以《中国统计年鉴(2021)》统计数据为准。 ③“ / ”系无意义数据或数据不详,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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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总分馆制、区域联盟和城乡阅读服务

协同等协调发展策略促进内生增长,既是由我

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城乡、区域不均衡的现

实倒逼而来,也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因时而

动、应势而为的主动回应,充分体现了图书馆从

传统思维向全新理念的融汇与发展,也体现了

“以读者为中心”“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公

共图书馆精神。 只有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迈

进,才能不断夯实基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要素在全域内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

活的需要。

3. 3　 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新环境和新技术的支撑下,公共图书馆

发展对绿色与可持续的要求更为普遍,其实践

前景也较为复合多元。 国际图联( IFLA)是图书

馆行业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导

者。 为应对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IFLA 发起国际宣传项目( International
 

Advo-
cacy

 

Program,IAP),支持全球绿色图书馆运动,
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绿色图书馆计划,得到了我

国公共图书馆行业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
以建设绿色图书馆为契机,我国初步探索

形成了以“绿色” 为普遍形态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立了生态环

保图书馆,嘉定图书馆打造了“嘉定模式”———
绿色生态馆。 2016 年,国际图联设立特殊奖

项———绿色图书馆奖( Green
 

Library
 

Award),重
点关注“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问题,我国

多所公共图书馆因实现了图书馆与环境、城市

发展互联互通先后入选。 2020 年 3 月,杭州图

书馆参选案例“守卫我们的城市———杭州图书

馆环保分馆的绿色使命”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评

价,认为其在应对环境问题挑战时独辟蹊径,通
过建立环保分馆,提供了绿色发展的中国解决

方案,所做的实践和努力具有全球意义[36] 。 从

最初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公共图书馆环境

建设、运行及服务优化,到构建更为普遍的绿色

图书馆生态,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正逐渐向高

质量的方向转型。 处于数字化转型、疫情常态

化、全球环境污染等社会机遇和风险因素叠加

的时期,绿色图书馆建设不失为一条可持续发

展的新路径。

3. 4　 内涵式发展模式

由开放向深层次进化,可以进一步促使公

共图书馆结构优化,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互联

网加速全球社会开放的进程,与泛在信息社会

共生的信息环境和用户需求促使图书馆进行泛

在化转型[37] 。 内涵式发展以数量增长、规模扩

大为基础,如表 2 所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时期为时间观察窗口,我国公共图书馆开放服

务的效能得到明显提升,正朝着更开放、更高质

的方向迈进,积极承担保障信息有效查询与有

效获取的社会使命。
在开放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公共图书馆

初步探索形成了以开放为必由之路的内涵式发

展模式,积极探索用户需求驱动的多元化、个性

化服务模式,主动应对数据、信息和知识开放服

务可能存在的“边缘化”危机,以及社会数字化、
疫情常态化下开放服务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北

京阅读之城、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之

城、深圳图书馆之城、武汉阅读之城和辽宁文化

广场等通过提供新资源、新空间、新技术和新服

务,打造图书馆权威知识中心品牌,彰显了图书

馆的专业价值;新冠疫情期间,云端服务成为新

常态,“无边界图书馆”实现了图书馆服务的“线

下关门、线上开门”,体现了图书馆开放服务的

深刻内涵和温度。 面对数字化转型和复杂信息

环境,仍需持续回应并破解数据资源收藏、竞争

服务阵地、知识中介功能和获取成本与效率等

问题[28] 。

3. 5　 民生化发展模式

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下,共享发展理

念成为公共图书馆链接“书、人、用”的纽带。 随

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关乎民生的发展目标

的不断落实,我国公共图书馆行业也紧跟国家

121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九卷　 第二六六期　 Vol. 49. No. 266

表 2　 2012—2020 年我国公共 /少年儿童图书馆主要指标增长情况

服务指标
公共图书馆 少年儿童图书馆

2012 年 2020 年 增长率(%) 2012 年 2020 年 增长率(%)

图书馆(个) 3
 

076 3
 

212 4. 42 99 146 47. 47

分馆数量(个) 11
 

060 38
 

631 249. 29 1
 

012 1
 

319 30. 34

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1
 

058. 40 1
 

785. 77 68. 72 30. 54 62. 14 103. 47

从业人员总数(人) 54
 

997 57
 

980 5. 42 2
 

124 2
 

623 23. 49

经费投入(万元) 1
 

002
 

068 1
 

914
 

647 91. 07 54
 

119 112
 

826 108. 48

总藏量(万册 / 件) 78
 

852 117
 

929. 99 49. 56 3
 

217. 38 5
 

747. 73 78. 65

实际持证读者数(万人) 2
 

485 10
 

251. 31 312. 53 116. 41 295. 03 153. 44

总流通人次(万人次) 43
 

437 54
 

145. 81 24. 65 1
 

937. 64 3
 

047. 70 57. 29

书刊文献外借人次(万人次) 17
 

402. 05 17
 

466. 62 0. 37 943. 07 976. 92 3. 59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万册次) 33
 

191 42
 

087. 15 26. 80 2
 

087. 17 3
 

011. 16 44. 27

组织各类讲座次数(次) 44
 

564 61
 

660 38. 36 2
 

383 6
 

160 158. 50

参加讲座人次(万人次) 826. 53 2
 

996. 79 262. 57 48. 12 144. 59 200. 48

读者活动总次数(次) 81
 

890 150
 

713 84. 04 5
 

771 11
 

200 94. 07

读者活动参与人次(万人次) 4
 

108 9
 

279. 33 125. 88 132. 63 386. 48 191. 40

举办培训班(个) 24
 

937 52
 

614 110. 99 2
 

990 3
 

611 20. 77

阅览室座席数(个) 734
 

571 1
 

264
 

694 72. 17 26
 

508 33
 

843 27. 67

注:受疫情影响,2020 年总流通人次等服务效能数据的值偏低,导致增长率一列数据也偏低,仅供参考。

大政方针,积极服务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初步探索形成了以共享为根本目的的

民生化发展模式。 民生化发展模式以创新型、
均衡性、可持续和内涵式发展模式为基础,体现

出一切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遵循。 如表 3 所示,
以“十三五”时期为时间观察窗口,我国公共图

书馆的设施网络、文献资源、服务效能和队伍建

设等主要发展指标基本达到“十三五”规划预定

的目标,为持续优化人均服务效能及公共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4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和需求,有助于理

清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逻辑,明确由

理念转向实践的行动起点和现实路径。

4. 1　 时代要求

4. 1. 1　 数智赋能环境下的创新发展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创新发展需要持续赋

能,这种动力源于制度设计、理念更新和服务创

新,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技术创新的直接推动。
20 世纪中叶以来,技术的进步一直驱动着图书

馆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的二十余年来,理念、技
术、业务和服务等维度的创新进一步融合共生。
全球已步入数智赋能时代,数智赋能的本质是

新一代技术思维和技术应用,是图书馆发展的

主流趋势和生长点。 国际图联发布的《 IFLA 关

于图书馆与人工智能的声明》 [38] 中指出:“图书

馆可以支持高质量、符合伦理的 AI 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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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十三五”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主要指标及达标判定

类别 指标 单位
初始值与目标值 达标判定

2015 年 2020 年 2020 年数据 达标率②(%) 结果③

设施

网络

公共图书馆达标率

(部颁三级以上)
% 72. 5 80 79. 41① 99. 26 基本达标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平方米 94. 7 110 126. 49 114. 99 达标

阅览室座席数 万个 91. 07 105 126. 47 120. 45 达标

文献

资源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0. 61 1 0. 84 84. 00 未达标

人均公共图书馆年新增图书藏量 册 0. 04 0. 08 0. 05 62. 50 未达标

人均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 元 1. 43 1. 8 1. 6 88. 89 基本达标

县均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 TB / 5 7. 93 158. 60 达标

服务

效能

有效读者总人数 万人 5
 

721 8
 

000 10
 

251. 31 128. 14 达标

年流通人次 亿人次 5. 89 8 5. 41 67. 63 未达标

文献外借册次 亿册次 5. 09 8 4. 21 52. 63 未达标

队伍

建设

专业技术

人员比例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

10. 2 12. 7 12. 05 94. 88 基本达标

32. 7 33 32. 08 97. 21 基本达标

注:①依据文化和旅游部于 2018 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上等级图书馆名单》测算。

②达标率= 2020 年数据÷ 2020 年目标值。 ③达标率≥100%,判断为达标;85%≤达标率< 100%,判断为基本达

标;达标率<85%,判断为未达标。

负责任地利用 AI 技术推进其社会使命的实

现。”2020 年 5 月,“数字新基建”正式成为我国

重要战略举措,为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的重构、
AI 的深入广泛应用以及“数字记忆” 工程的实

施带来了全新机遇[39] ,驱动着服务价值、场景和

内涵提档升级。 2021 年 4 月,中国图书馆馆长

高级论坛发起 《推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

书》,明确提出“推动技术赋能,重构核心业务”。
在日新月异的数智技术驱动下,公共图书馆创

新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
落实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理念离不开数智

赋能的作用。 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我国

各级各类图书馆初步探索打造下一代图书馆服

务平台,积极实施科技赋能创新行动,构建智慧

图书馆新业态;为打破地域阻隔和时空限制,已
形成线上咨询、云端讲座和网上展览等数智应

用场景,体现了图书馆服务的巨大创新活力。
处于数智赋能时代,通过构建“人文与技术”相

统一的赋能机制,打造智慧图书馆实践样态,可
进一步丰富创新型发展模式。
4. 1. 2　 深度均等化旋律下的协调发展

实现深度均等化,满足基本公共文化保障

是公共图书馆协调发展的总要求。 在国际范围

内,推进社区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成为协调发

展的重要举措,如国际图联《多元文化社区:图
书馆服务指南》、美国《PLA 战略规划》以及我国

《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等政策指南无不体现着

将图书馆建成社区中心的思想。 我国图书馆发

展的范例深圳盐田区智慧社区图书馆、佛山邻

里图书馆等,既体现了智慧化、个性化的高质量

发展转向,更突出体现了向社区延伸、协调发展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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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乃天下之公器,理应成为保障公民

教育、文化、信息权益的利器[40] 。 为保障公共图

书馆事业协调发展,解决信息减贫、数字鸿沟等

问题,我国在顶层设计、政策标准建设方面采取

了积极策略。 2016 年 12 月,文化部等五部委印

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明晰了“十三五”期间总分馆制建

设的原则、目标、措施与保障策略。 2020 年 9 月

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以更高标

准规范总分馆体系的业务工作内容和质量要

求,从制度设计层面回应了协调发展的现实要

求。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共建成 43
 

603 个分馆,
较 2020 年增长了 4

 

972 个,增幅为 12. 87%[35] 。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协调发展

的内生需求远未被满足。 通过对事业发展的内

外部结构进行优化,打造内外衔接、均衡普惠的

无缝图书馆实践样态,方能进一步丰富均衡性

发展模式。
4. 1. 3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绿色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从 2015 到

2030 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

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公共图书馆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引擎,始
终致力于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对实现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至关重

要[8] 。 国际图联《发展与信息获取 2019》报告指

出,“议程中有 20 个目标与信息获取相关,涉及

发展基础设施、提高技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和促

进自由等方面” [41] 。
绿色发展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继承,将实现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 公

共图书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更强调科学性与

可持续性,不仅提倡环境友好与可持续,更在于

构建“节约资源、舒适健康、均等自由和可持续

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推动生态文明与文化建

设的发展[23] 。
我国也重视发挥公共图书馆赋能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作用,在全面、协调的基础上增强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 现阶段,公共图书馆发展方式

正在转变,需要充分激活内源动力,提升可持续

发展的韧性。 从动力机制上来看,面向环境友

好、社区协同、治理完善和效能提升等绿色发展

目标,需以智慧化转型为契机提升绿色发展能

力,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充分、平衡、稳定和持续

发展,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通过

贯彻低技术与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打造绿色图

书馆实践样态,可进一步丰富可持续发展模式。
4. 1. 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开放发展

公共图书馆开放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同步。
从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的认知模式,到近现

代公共图书馆开放发展理念的传入,再到新世

纪“开放、均等、免费、自由”图书馆精神的艰难

重建[1] ,图书馆界正以更为开放的理念和姿态

迎接新发展机遇,也反映了图书馆与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同步。
在全球步入信息社会之后,数字化转型的

特征凸显。 2013 年前后,我国公共图书馆电子

图书藏量超过了开架纸质书刊总藏量[42] ,标志

着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开始

向数字化业态发展。 2022 年以来,党和国家相

继印发并实施《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的意见》《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和《数字中国

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顶层政策,推动图书馆行

业从制度、理念、业态和能力等方面实现自我变

革,使图书馆发展转向数据要素化、制度体系

化、治理现代化、服务品质化和业态智慧化。
从量的发展向质的发展跨越, 关键在转

型[15] ,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和民众需求正在加速

图书馆数字化转型。 站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时

代坐标上,应通过持续扩大开放,为图书馆这一

生长着的有机体注入生命活力,通过制度创新、
理念更新和技术变革,助力公共图书馆由普及

并向社会公众开放,进而转向高质量的“全景、
全域、全程”开放。 通过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打造权威图书馆实践样态,可进一步丰富内涵

式发展模式。
4. 1. 5　 全民阅读视域下的共享发展

全民阅读与公共图书馆有着天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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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保障全

民享有公共图书馆服务,我国持续统筹布局公

共图书馆事业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 5. 5
亿人口中 80%为文盲,到 2020 年全民综合阅读

率达到 81. 3% [43] ,实现了历史性的进步。 全民

阅读蔚然成风,公共图书馆文化辐射力和社会

影响力不断提升。 2006 年 4 月,中宣部等十一

部门联合倡议发起全民阅读活动,2014 年全民

阅读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关于全民

阅读的政策格局日益明朗,统筹协作机制也日

趋完善。 2020 年 10 月,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

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从基础设施、服务体系、
内容引领与供给等方面对全民阅读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在图书馆实践方面,2014—2020
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与书刊文献外借

册次稳步上升(见图 1),共享发展的成效惠及全

民。 同时,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逐年增加,内
容形式日益丰富,为全民阅读提供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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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20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与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公共图书馆共享发展

的重点在于解决泛在信息社会中资源分布、服
务覆盖的空间与场域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以

全民共享为目标,公共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战

略需统筹兼顾总体、群体和个体,促进服务向基

层“末梢” 延伸,回应《公共图书馆法》 提出的

“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的

法定要求。 通过突破时空限制的数字阅读,构
建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通过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融合图书馆

实践样态,可进一步丰富民生化发展模式。

4. 2　 实践路径

4. 2. 1　 创新发展需要特别关注科技向善

对科技采纳的过程充斥着不确定性,融合

“人文与技术”特征的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需
要特别关注科技向善。 “科技呈恶”可能演化成

发展的风险问题,如吴建中认为:“长期以来,图
书馆在技术应用上存在导向上的不足,忽略了

图书馆作为社会赋能器的功能。” [44] 因此,以科

技向善为目标导向的下一代图书馆技术要把突

出用户本位、适应事业发展、体现增值功能放在

首位。 “十四五”开局时,新一轮全国规模的图

书馆数字化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推进以人为本

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展现出科

技创新的活力。 面向未来,在国家文化数字化

战略的引领下,公共图书馆发展将以数字化为

基础,以智慧化为行动方向。
行动一是坚持创新发展理念,紧抓“数字新

基建”赋予的机遇,推进“数字孪生” “上云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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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智”等技术应用,为行业整体转型做好准备。
可通过数字孪生技术重构公共图书馆战略规

划、智慧治理(管理)、智慧服务、应急演练的模

拟和应用过程[45] ,通过“上云用数赋智”扩大服

务的创新场景。 行动二是打造面向全国、跨域

共享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形成智慧图书

馆新业态。 国家图书馆提出基于“1+3+N”总体

架构的“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总体思路,
上海图书馆基于 FOLIO 搭建智慧图书馆 “ 场

景—规范—平台—服务”框架,为在全国层面推

动智慧化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思想和新经验。 行

动三是完善数智创新成果应用生态,以期实现

智慧迭代。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实践经

验表明,智慧图书馆要具有辅助其他应用的功

能,使得依据行业标准规范打造的新应用能够

轻松叠加在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之上,实现

即插即用,使创新应用具有无限可能。 应该强

调的是,公共图书馆的未来不是平台,而是以用

户需求为中心、不断创新和整体智治的生态。
4. 2. 2　 走协调发展的道路需要进行结构优化

为满足全面小康社会对图书馆的需求,我
国已开展图书馆特色案例、图书馆区域合作发

展等诸多实践探索[22] 。 面向深度均等化的现实

要求,需要在整体提升公共图书馆事业能级的

基础上,增强体系的可及性。 为此,应以制度协

调为主线,促进核心要素的整体结构优化,解决

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走协调发展的道路。
各地应结合实情分步实施核心要素转型,

重塑 DIKW 资源链、构建泛在空间、改善治理机

制和促进服务协同,以弥合高质量发展核心要

素的“时空鸿沟”。 一方面,持续解决“历史欠

账”问题。 在提升质量方面做文章,增强制度效

能和人均服务效能,推进标准化和制度化建设,
以政策法规、评估定级和发展规划引领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着力补齐“十三五”及更早时

期我国图书馆在核心要素布局上的短板,如依

据《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公共图书馆业务规

范》和《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等,进一步

规范各级公共图书馆设施设备、经费与人员、文

献资源、业务管理、用户服务等各方面的工作。
另一方面,持续解决“空间失衡”问题。 深耕县

域图书馆总分馆制,将社区图书馆的深圳模式、
主题图书馆的杭州模式、邻里图书馆的佛山模

式和家庭图书馆的重庆模式等推广开来,在不

均衡中追求并实现新的优质均衡;注重技术变

革下的融合发展,让数据、信息和知识抵达城乡

每一个角落,惠及社会每一个阶层。
4. 2. 3　 构建绿色发展生态关键在于低技术与可

持续

科技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人类社会迅速

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生态问题。 公共图

书馆绿色发展强调发展方式的科学性,不仅提

倡环境友好与可持续,更注重“节约型创新”。
2020 年 1 月,国际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
表《人工智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的

作用》一文,发现在全部 169 个细分目标中有

79%可从 AI 中获益,但可持续发展议题下的 AI
研究与应用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适应复杂社会

变化,推动道德约束制度化,确保技术公平、可
信、合规[46] 。 低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思维倡导技

术发展应当受到合理规制,强调用技术“做减

法”,关注除了技术之外的社会变革,平衡技术、
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这启示公共图书馆行业

应当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引下,遵循低

技术与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提升技术应用

的人本性和包容性,构建具备技术韧性的绿色

图书馆发展新生态。
从战略全局出发,需要增强公共图书馆应对

环境变化的能力,更好地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因此,在理念上需将低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

思维融入我国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当中去,重新

思考人、技术、核心价值与图书馆的关系[44] ,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服务应用体系,使每一个基层

公共图书馆(如主题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等)都是

生态友好、社会协同和智慧赋能的。 在实践上,
需持续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全生态新路径,以
大数据、AI 等数智技术推动信息资源增能、空间

再造、治理和服务创新,促使核心要素朝着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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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并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4. 2. 4　 开放发展重点在于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社会数字化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生成与扩散

的渠道[28] ,各类信息服务提供商也在抢占服务阵

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图书馆的权威地位。 不同

于其他信息机构,公共图书馆具有传播知识、传
承文明的社会功能,承担着保障公民文化权利、
缩小社会信息鸿沟的职责[2] 。 开放社会中,用户

需求、技术应用和服务供给不断变化,公共图书

馆实现普惠包容目标需持续掌握和适应开放发

展的规律,获得社会赋能,规避发展风险。
在新时代,履行公共图书馆的各项使命,需

体现出开放发展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无限延伸。
一是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策略开展社会教育。 在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要推动数字资源的多源聚类与场景整合,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的全息阅读服务模式,实现

全民阅读服务不打烊、社会教育不下线。 二是

打造“人文与技术” 相融合的智慧公共文化服

务。 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域联动,打通公共

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公共图书馆的

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影响力。 三是保障民众的基

本信息权益,打造权威图书馆制度体系。 积极

构建国家基本图书馆制度,明确图书馆的信息

保障主体地位及其制度体系的构成。 通过具有

基本性、强制性、稳定性特征的制度供给,巩固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根基,使其成为人民信任

的数据、信息、知识开放共享的权威中心和坚定

文化自信的主要阵地。
4. 2. 5　 共享发展以全民阅读战略为主要抓手

作为实施全民阅读战略的核心责任主体,公
共图书馆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引,引导及服务

全民阅读战略。 以实现全景、全域、全程阅读服

务为目标,推动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构建资源

共建共享保障体系,调整和优化服务布局,为人

民群众提供普遍均等、专业高效的阅读服务。
一方面,在资源供给上要构建起区域联合机

制,实现泛在信息环境下文献信息资源的全域共

建共享。 如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公共图书馆启

动“文献共享借阅计划”,使各省图书馆文献能够

按需分流、惠及全民。 该计划总体上分两个阶段

实施:第一阶段,利用已建成的总分馆体系,按照

文献资源利用最大化和资产可追溯原则,将国家

图书馆馆藏复本文献投入全国的图书借阅流通

体系,实现外借服务拓展;第二阶段,结合“十四

五”时期“1+3+N”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战略

规划,打造云享借阅,打通与各级合作图书馆间

的服务平台连接端口,实现对文献的动态管

理[47] 。 另一方面,在服务业态上要拓展和深化

“图书馆+”融合发展模式,通过社会力量参与、
宣传与认知,使公共图书馆向知识中心、学习中

心、文化中心和交流中心转型发展。 如国家图

书馆携手新华书店总店,“馆店融合”推进全民

阅读,尝试新型服务业态,并探索功能聚合的新

路径。 公共图书馆应当注重区域协调,牵头打

造更多的精品阅读空间,开展高质量的阅读活

动,以跨界融合的方式增强阅读服务供给,推动

全民阅读服务的体系化和常态化发展。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两个方面提出推动公共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念与实践互动共生的建议。
(1)从整体论和系统论的视角出发,以核心

要素的优化和事业的全面发展推动公共图书馆

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守正开新。 “守正”守的是核

心价值、使命和精神,需遵循发展规律,夯实基

础,丰富内涵;“开新”则要求突出专业特色,拓
展外延,不断强化图书馆生命有机体。 以新发

展理念为指引,推动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空间、
治理和服务等各类核心要素提档升级,以微观

要素的不断优化提升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整体效

能和质量;以制度协调为抓手,通过有效规制核

心要素中的诸多潜在风险因素(脆弱部分),避
免公共图书馆的价值流失、业务淡化和服务替

代,实现韧性发展。
(2)从图书馆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公共

图书馆应当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导向,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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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专业化道路[18] ,重点解决好“三个关系”。
第一,解决好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的关系,在体

系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以速度为中心”转向“兼

顾速度和质量”;第二,解决好单馆与区域协调

发展的关系,以单馆为基础,构建更多信息资源

多样、可靠,空间无限泛在、安全,科技智能向

善、友好,服务高质、可信的现代图书馆,使其向

中西部、农村和基层延伸,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

促进不同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第
三,解决好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国民经济和社会

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需在整体转型的基础上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有别于高速发展,
具有坚守人民主体性、文化内涵性和服务权威

性等根本特性与突出亮点。 推动公共图书馆高

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后全面小康”时代谋篇

布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

求。 新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新环境和

新挑战,需要新观念、新路径的引领和支撑。 未

来,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基本遵循,在持续重塑核

心要素、不断推动理念与实践相互促进和动态

平衡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理

念的守正开新。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图书馆发展风险规制研究”
(编号:19ZDA340)的研究成果。

在论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得到武汉大学陈传夫教授、陈一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

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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