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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现状与前瞻

李国新　 李　 斯

摘　 要　 我国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走过了十年历程。 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直接带动了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建设。 “十四五”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一系列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提档升级的政策措施,是推动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快速发展的直接动力。 目前全国已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33
 

500 多个,主要类型包括既有公

共文化设施空间的创意性改造、新建“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综合利用、嵌入式公共

文化空间、开放式公共文化空间、城市更新中腾退空间的改造利用、实体书店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呈现出理念新、形态新、机制新、技术新和服务新的特点。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推

进以新空间建设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优化;转变观念,扎实推进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建设;坚持提升设施品质

与强化服务功能并重;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运营管理机制;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服务融合发

展,充实服务业态。 参考文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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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began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branch
 

system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cultural
 

centers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directly
 

dri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new
 

cultural
 

spaces.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various
 

levels
 

of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have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y
 

measures
 

aimed
 

at
 

elevating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serving
 

as
 

a
 

direct
 

impetu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At

 

present more
 

than
 

33
 

500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China.
 

Among
 

them 
more

 

than
 

27
 

600
 

have
 

been
 

newly
 

constructed
 

or
 

renovated
 

with
 

government
 

investment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83%
 

of
 

the
 

total while
 

more
 

than
 

5
 

800
 

have
 

been
 

buil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constituting
 

approximately
 

17%
 

of
 

the
 

total.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in
 

a
 

few
 

provinc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ith
 

less
 

than
 

100.
 

The
 

primary
 

categories
 

include
 

the
 

creative
 

rejuvenation
 

of
 

existing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exquisite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paces embedded
 

public
 

cultural
 

spaces open
 

public
 

cultural
 

spac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rban
 

renewal
 

area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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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paces
 

through
 

physical
 

bookstor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acilities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concepts new
 

forms new
 

mechanisms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service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people
 

for
 

high-qual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have
 

become
 

a
 

prominent
 

symbol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n
 

the
 

future guided
 

by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system shift
 

paradigms
 

and
 

solid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pace
 

system put
 

equal
 

importanc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cilities
 

and
 

strengthening
 

service
 

functions refine
 

the
 

mechanism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etal
 

entitie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new
 

public
 

cultural
 

space
 

services
 

and
 

enrich
 

service
 

formats.
 

3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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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已经走过了

十年历程。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四五”以来,
以“城市书房”“文化驿站”为代表的各类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建设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走
出了一条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带动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 研究总结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创新做法、主要经验,直面

已经显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建设持续创新发展的方向任务、政
策措施,对于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充分发挥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承载新时代文化新使命的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

1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起源和发展

1. 1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起源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开启了我国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同年,
江苏省张家港市出现了一批散布在街头的新颖

别致的公共阅读“小木屋”,又称“ 24 小时图书

馆驿站”,有学者称其是“公共阅读新型空间形

态的最早原型” [1] 。 2014 年,浙江省温州市推出

24 小时无人值守的自助式场馆型公共阅读空

间,首次以“城市书房”命名[2] ,同时在城市书房

的选址布点、空间品质、技术应用、服务提升、社
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取
得了显著的服务成效。 2015 年,温州市还开发

建成另外一类以艺术展示、艺术分享、艺术活动

为主要功能的新空间,称为“文化驿站” [3] ,同样

广受欢迎。 温州市的做法和经验经宣传推广

后,不少地方借鉴温州经验开始建设具有当地

文化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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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

分馆制建设[4] 。 2016 年,文化部等国务院五部

门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填平补齐原则,新
建或改扩建一批总馆和分馆[5] 。 图书馆文化馆

总分馆制建设直接带动了全国范围的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建设。 进入“十四五”,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建设在全国普遍推开,兴起建设热潮。

1. 2　 “十四五”以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

促进政策

“十四五”以来,各级党委政府落实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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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思想,出台一系列推动公共文化设施

和服务提档升级的政策措施,是推动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建设快速发展的直接动力。
“十四五”时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顶层设计文件,都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作为重要任务加以部署。 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立足城乡特点,打造

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对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站)功能布局进行创意性改造,实现

设施空间的美化、舒适化;创新打造一批融合图

书阅读、艺术展览、文化沙龙、轻食餐饮等服务

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业态,营
造小而美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积极推进社

区文化“嵌入式”服务,将文化创意融入社区生

活场景[6] 。 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将创新发展城乡公共文化

空间纳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建设范

畴,要求在农村因地制宜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

场、乡村戏台、非遗传习场所等主题功能空间;
在城市加快推进社区文化“嵌入式”服务,将文

化创意融入社区生活场景,将社区文化设施建

设纳入城市更新计划,创新打造一批具有鲜明

特色和人文品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7] 。 文化

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部署

健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明确提出创新打

造一批“小而美”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文化礼

堂、文化广场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8] 。
在国家层面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部

署的指引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把新空间建设作为推动当地公共文化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 如北京、上海

等地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纳入地方“十四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 《上海市社会

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四五”规划》将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作为营造城市人文气息的

重要任务[9] 。 2021 年,浙江省杭州市出台了地

方标准《未来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规范》,从
建设规模、整体布局、空间功能设置、标志标识

等方面规范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10] 。 浙江

省嘉兴市出台《关于高质量推进嘉兴市城乡一

体“ 10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为依据,优化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布局[11] 。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出

台《推进全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建设行动方案》,
建立了评选全省年度十佳城市书房和十佳文化

驿站、并给予相应扶持的激励机制[12] 。

1. 3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现状

据初步统计,截止到 2023 年 9 月,全国已建

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33
 

500 多个。
从建设主体上看,政府投资新建或改扩建

的有 27
 

600 多个,约占 83%;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的有 5
 

800 多个,约占 17%。 在政府建设的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中,依托基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村(社区)文化中心改扩建的有 16
 

300 多

个,约占全国总数的 49%;政府新建的有 11
 

200
多个,约占全国总数的 34%。 从区域分布来看,
已建成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主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达 14
 

500 多个,约占 44%;中部地区次之,为
10

 

400 多个,约占 31%;西部地区最少,为 8
 

400
多个,约占 25%。 从省际来看,广东、浙江、四

川、河南、湖南五省数量较多,约占全国总数的

48%,最多的省份已建成 4
 

000 多个;也有少数

省份尚处于起步阶段,建成的新空间数量不足

百个[13] 。

2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类型和特点

2. 1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类型

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机制,采用多种方式开

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总体来看,目前主

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2. 1. 1　 既有公共文化设施空间的创意性改造

既有公共文化设施空间的创意性改造,是
指对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

站、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等既有公共文化设施

进行提档升级改造,优化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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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如 2023 年年中改造完成后开放的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主题馆、山西省图书馆长风馆,就是

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再造的成功范例,其共

同的特点是秉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在原有设

施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再造、功能重组,在公共图

书馆服务的基础上,融入全民科普、艺术普及等

主题服务,突出地方文化特色,以空间再造带动

服务品质的大幅提升。
2. 1. 2　 新建“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近年来各地新建了一大批“小而美”的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 上海市浦东新区在东岸滨江岸

线 22 公里的核心区域内新建了 22 座 “ 望江

驿”,通过与景观、地形的多维整合,形成了日

常、自主、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14] 。 河南省洛

阳市近年来采取自主建设、与社会力量合作等

多种方式,建成 200 多座“河洛书苑” [15] 。 浙江

省已建成城市书房 1
 

100 多家,文化驿站近 600
家[16] ,近年来在温州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的基础

上,又涌现出了乐清“清和书苑”、台州“和合书

房”、杭州图书馆茶文化主题分馆、嘉兴“禾城

艺”“健心客厅”、“乌镇·有戏 FUN” 音乐剧共

创空间等一批地方文化特色鲜明的新空间。
“小而美”、高质量的新空间也在向农村延伸。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左步村的“左步书屋”,
由村民自主建设,几间绿色玻璃房矗立在稻田

边、草地上,一派清新的田野风情。 日常服务除

图书借阅、数字作品欣赏、展览展示等,还将书

屋前的十亩农田开辟为农耕文化体验园,开展

农耕研学活动,打造出了具有田园特色、现代风

格、文农旅融合的乡村新地标[17] 。
2. 1. 3　 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综合利用

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综合利用,是指对散

布在城市街头的城市驿站、户外劳动者驿站、长
途客运站等既有公共服务空间进行升级改造,
嵌入公共文化元素,融入多元业态和多种功能,
打造成为复合型的城市公共服务空间。 广东省

东莞市从遍布全市的 300 多个城市驿站中遴选

符合条件的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融入阅读、艺术

展览、文化活动等多种功能,拓展了城市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布局[18] 。 江苏省苏州市在建设户外

劳动者驿站时,关注户外劳动者的精神文化需

求,嵌入了图书借阅、扫码听书等公共文化服

务,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出租车驾驶员、环卫

工人等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综合性的关爱

服务[19] 。 江苏省张家港市将使用率日渐低下的

港城长途汽车客运站改造成为 “ 书香交通驿

站”,保留了原车站的建筑特色与时代印记,将
退役公交车改造成亲子书屋,将安检空间改造

成爱心母婴室[20] ,既留住了城市记忆,又活化了

城市公共设施。
2. 1. 4　 嵌入式公共文化空间

嵌入式公共文化空间,是指与餐饮、商场、
公园等场所合作,在其场地开辟公共文化空间

场景,嵌入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这种模式常见

于大城市,特别是寸土寸金的中心区域。 如广

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2023 年实施公共文化空间

“星罗棋布”计划,首批推出 100 个通过自愿申

报、专家评审产生的“嵌入式”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由政府提出服务基本要求并提供经费扶持,
企业自主建设运营,公共文化空间和服务快速

布局到了城市街区、商业楼宇、交通枢纽、社区

园区、公园景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形成了设施和

服务星罗棋布的局面。
2. 1. 5　 开放式公共文化空间

开放式公共文化空间,是指在公共广场、城
市街角、老城小巷、乡村空地融入公共文化元

素,开辟公共文化活动阵地,营造遍布街头巷

尾、深入城乡肌体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杭州

市临平区“文化艺术长廊”以长廊联结曲艺交流

中心、图书馆、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三组建筑,构
建以“形、音、书、画”四大功能为主的公共文化

服务,形成了一轴多点、动静结合、主客共享的

开放式公共文化集聚区[21] 。 苏州第二图书馆除

了主体建筑以外,还配套建设了书香公园,总建

设面积约 21 万平方米,融入阅读、书香文化元

素,为该片区居民提供舒适、人性化的开放式休

闲娱乐空间[22] 。 近年来,许多城市开展了居民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建设,融入公共阅读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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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展示功能成为口袋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
2. 1. 6　 城市更新中腾退空间的改造利用

城市更新中腾退空间的改造利用,是指将

符合条件的腾退空间进行创意性改造,融入公

共文化功能,构建彰显腾退空间特色的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 北京市东城区抓住城市更新契

机,活化利用闲置的建筑、小区“边角料”空间、
地下室空间,建成了一批美观大方、实用便民且

京味儿浓厚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美后肆时”
(景山街道市民文化中心)、 “ 东苑戏楼” “ 南

阳·共享际”、史家胡同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

馆、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 27 院)、 “缘庆书

苑”、东总布胡同图书馆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陆续涌现,在服务居民的同时

承载着老北京的记忆,展现着老北京的历史风

貌。 重庆市渝中区在城市更新中通过修缮历史

建筑,打造出一批抗战文化空间,如《新华日报》
总馆旧址、飞虎队别墅等;通过解码重庆母城基

因,构建起一批山城记忆空间,如修复十八梯传

统风貌区、建设湖广会馆历史文化街区等;通过

活化纪念遗址,建设起一批主客共享文化空间,
如“曾家岩书院” “鹅岭二厂记忆馆”等;通过升

级社区设施,建设起一批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圈

中的文化空间,如老旧住宅改造而成的“人和书

院”、沧白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通过嵌入城

市街角,营造出一批城市公共艺术空间,如双钢

路家规家训文化长廊、张家花园耕读文化墙、
“城墙故事会”等活态公共艺术活动[23] 。
2. 1. 7　 实体书店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实体书店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是指将

符合条件的实体书店纳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

扶持范围,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北京市朝

阳区图书馆与建投书局合作,在书店内开辟公

共阅读空间,开展免费借书服务,举办各类公益

文化活动,并纳入“朝阳城市书屋”体系[24] 。 北

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与王府井新华书店合作

打造了中华第一书店的图书馆分馆,以“你选

书、我买单”为纽带联结事业和产业,书店开辟

公共阅读场地,组织公益性阅读活动,与图书馆

实现通借通还[25] 。 北京隆福寺“更读书社” 建

成百姓家门口的特色“书房”,设置借阅区,定期

举办文化活动,还融入文创产品销售、沉浸式演

出等多种文化业态,打造出文化事业与产业融

合新场景[26] 。

2. 2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特点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与传统设施空间相比,
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适应了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要求,成为新时代我国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标志。
2. 2. 1　 理念新

首先,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不搞大拆大

建,而是主要采用优化存量和嵌入增量的方式

开展建设。 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将新空间建

设与城市更新改造相结合,对已有的基层社区

公共文化设施进行提档升级,或采用嵌入的方

式,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和服务嵌入商场、地铁

站、公园等公众生活的公共空间中,实现空间快

速布局、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营造了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文化氛围。
其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打破“空间即

建筑”的观念,将公共广场、城市街角、老城小

巷、乡村空地等开放性的空间都视为空间场所,
融入公共文化元素,营造遍布街头巷尾、深入城

市肌体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 如云南省昆明市

在老城小巷中打造的“巷巷美术馆”、上海在老

旧小区中打造的“暖亭” “楼道美术馆” “露天博

物馆”等。
再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打破设施按行政

层级布局的传统方式,依据常住人口和服务半

径、以“文化圈” 的理念进行科学合理的布设。
上海市嘉定区在建成区、镇街、村居三级公共文

化设施体系的基础上,以“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建设为契机,在公共文化设施覆盖不足的镇

街与村居的中间片区,建立了大量的“我嘉·秀

空间”“我嘉·艺空间” “我嘉·阅空间”,开创

了“2. 5 级”层面的公共文化设施,明显提升了公

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覆盖能力[27] 。 福建省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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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翔安区根据当地镇街和村居之间设施和服务

薄弱的实际,以“学校+片区” “社区+片区”的方

式,建设介于镇街和村居两个层级之间的片区

联网分馆,通过片区分中心织密总分馆体系网

络[28] 。 浙江省出台“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建设规划,以 1. 5 公里为服务半径,规划服务圈

内至少有 3 个公益性公共文化空间[29] ,为通过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查漏补缺、完善体系提

供了标准。
2. 2. 2　 形态新

与传统的公共文化设施相比,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在物理形态上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除了

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功能外,更关注以“人”
为中心的参与和体验,不论建筑外形还是内部

陈设,都具有较高识别度和可见度[30] 。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秉持“小而美”的建设原

则,多以小型空间为主,空间设计融入艺术与美

学元素,将空间打造成为具有审美意向与文化

精神的载体,突出强调品质化、时尚化、舒适化。
如位于上海陆家嘴的“融书房”由著名设计师设

计,建筑风格独特,书香气息浓厚,在高楼林立

的城市中心独树一帜[31] 。 山西省晋城市浙水村

聘请中国乡土设计院团队设计了页岩图书馆,
借助天然岩石依山而建,与文化之美相结合,成
为网红打卡点[32] 。 这些形态新颖的空间深刻改

变了公众对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形象和品质的印

象,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空间设计彰显当地文化特色是各地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普遍追求。 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等地深入挖掘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用好用活文化元素、文化符号,将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打造成展示当地深厚人文内涵的载

体,在引起当地居民情感共鸣、增强归属感的同

时,也助力全域旅游,成为主客共享的新空间。
2. 2. 3　 机制新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管理和运营机制上普

遍实现了创新突破,成为公共文化领域践行开

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
在管理机制上,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纳入

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是普遍的做法,实现

统一运营标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资源配送、
统一活动联动、统一服务策划、统一资源共享,
总馆承担对作为分馆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资源

和服务的指导、保障和援助职能。 如浙江省温

州市、湖南省长沙市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纳入

总分馆体系,使分散分布的新空间形成紧密联

系,打破了设施孤岛,促进了总馆优质资源和服

务的下沉以及分馆之间的资源共享,提升了总

分馆体系的整体效能。
在运行机制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较多地

采用社会化运营管理方式,充分体现了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由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特

色。 由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鼓励和引导

文化企业、社会组织和文化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具体实施运营管理,目前已经发展出了连锁式

运营管理、整体运营管理和部分运营管理等不

同模式。 优惠收费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也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中率先试行。 北京市

东城区出台了《公共文化设施优惠收费服务指

南》,在“美后肆时”开展了优惠收费服务实践,
上海、广州、成都也开展了相关实践。
2. 2. 4　 技术新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较为普遍地综合运用人

脸识别、物联网、远程监控等技术,配置自助借

还设备,实现了无人值守环境中的公众自助操

作,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对接、融入国家和地方

公共文化云平台,通过各类终端,实现汇资讯、
看直播、享活动、学才艺、订场馆、看好书、赶大

集等功能,以互动式、预约式、菜单式服务提高

用户使用、参与的便捷度,提升服务效能。 一些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还建设了沉浸式的数字文化

体验空间。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注重采用新技术来变革

传统的管理方式,实现了数据的统一实时传输、
计算,并以可视化方式显示,据此进行精细化的

预测、预警和预报,提高了管理决策的效率。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还充分践行绿色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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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技术手段提升空间的绿色水平。 嘉兴、深
圳等地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将物联网技术引入

空间管理中,通过无处不在的感知装置,建立即

时的、具有自我调控和智能特征的响应机制,实
现了对环境的智慧化管控,空调、照明、通风、湿
度系统可随着人流量的多少进行调节,降低了

能耗。
2. 2. 5　 服务新

不同于传统公共文化设施聚焦于公共阅读

或艺术普及等某一方面,有不少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以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

求为导向,整合各类资源,融合多种业态,为人

民群众提供融合公共阅读、艺术普及、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等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同时,与
时俱进地探索提供个性化、高品质的普惠性非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如上海金桥碧云美术馆在

传统美术馆基础上设置了“缶+文创体验空间”、
天顶露台花园等多元复合功能;“66 梧桐院·邻

里汇”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在提

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还提供养老、托

幼、就餐、日常维修等公共服务。 针对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融入人民群众生活场景的特征,一些

空间还提供了便民服务,如嘉兴市南湖景区的

红船服务驿站在提供阅读服务的同时,也提供

旅游导览、手机充电、便民雨伞等服务[33] 。

3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发展前瞻

以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指引,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在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为完善和深化图书馆文化馆总分

馆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未来发展需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扎实推进。

3. 1　 以新空间建设促进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优化

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设施与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差距并不在于单体建筑的高大上,而是设

施的体系化程度不够高,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圈

中的公共文化设施还没有做到星罗棋布。 农

村、基层一些基础条件较差的地方存在设施和

服务空白点或薄弱环节,城市中心等基础条件

好的地方又有扎堆建设的现象。 还有一些地方

没有充分体现“设施跟着人走”的原则,没有跳

出单纯以行政地域单元布局设施的窠臼。 高质

量发展阶段的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首先应

考虑的是消灭设施和服务覆盖的盲点。 应以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为契机,开展公共文化设

施网络的“填空计划”,建立起公共文化设施、资
源和服务与常住人口、服务半径挂钩的制度,以
建设高品质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为目标,
综合分析既有公共文化空间布局现状,消灭服

务盲点,强化薄弱环节,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
便捷高效的空间设施网络,为全体人民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3. 2　 转变观念,扎实推进公共文化空间体系

建设

改变“空间即建筑”的观念,适应公众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和活动的实际需求,构筑包括建

筑、广场、公园、街角、场景等多样化的“空间体

系”,创造出更多的开放式、包容性、融入生活的

新型空间与场景。 在城市,特别是在寸土寸金

的城市中心区域,大力发展“嵌入式”空间场景,
让公共文化服务嵌入商圈、嵌入社区、嵌入公共

场所、嵌入人流密集地,以空间场景的嵌入带动

公共文化服务的泛在,让公共文化元素举目可

见,让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得。

3. 3　 坚持提升设施品质和强化服务功能并重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要始终围绕公共

文化服务的功能展开。 当前,有的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建设存在过度追求设计的奇特性、艺术

性和高档化,过分“设计师化”,对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空间的基本功能重视不够,建成的空间与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需求的适应性不够好。 有的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变成了探险式旅游的打卡

点,无法满足在地居民日常使用的需求,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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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性大打折扣。 作为原则,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的建设和功能设计,应始终坚持提升设施

品质与强化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 让这一原则

真正落地,应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员全程

参与规划和建设环节的机制,确保公共文化专

业人员与空间设计人员充分沟通,优先考虑选

址的科学性与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实现,在兼

顾公众审美的同时确保获得良好的文化服务体

验,杜绝简单的“交钥匙工程”。

3. 4　 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运

营管理机制

目前各地已经建成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运营管理机制多样化。 总体上看,社会力量参

与运营管理的模式较前大为增加。 同时也应该

看到,社会力量独自或参与运营管理显现的问

题更为复杂。 目前已经出现了因企业倒闭、效
益下降、甚至负责人更换等原因导致日常运行

服务中断的现象。 有的社会力量建设或参与建

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后续管

理不到位、缺乏专职管理人员、服务不规范、服
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有的地方虽然针对城市书

房、文化驿站、乡村博物馆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制定了建设管理标准或规范,但由于缺乏专人、
专业化运营管理,标准或规范事实上难以真正

落实。 针对这些问题,应强化各级政府的主体

责任,不断完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管理

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化运营管理承接主体谋

划长远、创新服务、打造品牌的发展环境。 一方

面应明确社会化运营管理承接主体的准入资质

条件,建立社会化运营管理承接主体的退出机

制;另一方面,构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社会化运

营管理的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测

算机制,建立起社会化运营管理的政府托底机

制;同时还应探索建立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优惠收费机制,形成对社会力量运营管理

的激励机制。

3. 5　 推动融合发展,充实服务业态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多样化的,越到基

层,公共文化空间和服务越要走强化综合性的

路子。 因此,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把握公

共文化服务与相关领域的共生性、互补性与目

标一致性,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推动功能

融合、服务融合、业态融合,打造出更多的共建

共享、一站式满足多种文化需求的空间场景。
当前,应改变城市书房类新空间和文化驿站类

新空间向农村、基层单兵独进、分头推进的状

况,强化农村、基层新空间在公共阅读、艺术普

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旅游、产业、政
务等公共服务功能上的融合,让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呈现出全新的服务业态。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
23AZD05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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