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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研究*

豆洪青

摘摇 要摇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是图书馆服务水平与能力的直接体现。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辐射半

径、辐射厚度、基础设施与服务方式等,可以此构建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宁波市及其区县级公共

图书馆的辐射力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建议,以期帮助政府根据城市发展的要求合理规划,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水

平。 表 2。 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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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 radiation power of a public library can demonstrate its service level and abiliti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radiation power of public libraries consists of 3 aspects熏 including radiation radius熏 radiation thickness and basic facilities
and service models熏 which can be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adiation power of the city熏 county and district public libraries in Ningbo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熏
with the hope that it may help government sectors in all levels to scale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rationally and
raise their service level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city development. 2 tabs. 1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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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中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 深圳市文化局曾经做过一个调

查,市民最常去的公共文化设施中图书馆排在

第一位[1] 。 2004 年大英图书馆对外公布了一份

题为《衡量我们的价值》 (Measuring Our Value)
的报告[2] ,报告表明,国家对大英图书馆每投入

1 英镑,就会对英国经济带来 4. 4 英镑的效益。
国内虽然没有进行类似的研究,但公共图书馆

对一个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忽

视的。

1摇 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与辐射力

1. 1摇 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

服务半径是衡量公共图书馆在物理空间上

服务范围的重要指标。 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根据调研对各类型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半径作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

大、中、小型馆以读者乘公交或骑车 60 分钟、30
分钟、20 分钟可以到达为宜,确定其服务半径

分别为 9km、6. 5km 和 2. 5km[3 - 4] 。 《标准》的

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开始步

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作为政府规范性文

件,将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提供决策标

准、行为依据和监督检查尺度。 但是《标准》中
“服务半径冶作为一种服务范围概念并不能直

接反映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为此,我们引

进“辐射力冶这个概念来表达服务能力与范围

两个方面内容———辐射力越大,服务范围就越

大,服务能力就越强,进而说明公共图书馆为

社会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效益越大。 公共图书

馆辐射力最终表现为其为城市提供的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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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服务及图书馆实体本身对其周围的覆盖力

度与范围。

1. 2摇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

“辐射力冶一词来源于物理学研究范畴,原
指单位时间内物体单位表面积向半球空间所有

方向发射出去的全部波长的辐射能的总量。 现

在,辐射力一词广泛地用于社会学的各个领域。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是指以公共图书馆为中心向

周围提供服务的覆盖范围与力度,它包括空间

上的广度、深度及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它不但能

在深度和广度的空间中更好的衡量一个公共图

书馆的服务能力,而且能为城市公共图书馆建

设规划提供合理的依据,是公共图书馆服务能

力的外在体现。 辐射半径的测定可以直观地评

价图书馆的服务能力,辐射力还可以作为衡量

一个公共图书馆投入(图书馆自身的努力)和产

出(辐射力度)之比的重要指标,并作为其为周

边居民服务贡献程度的一个指标。
国外政府和学者对图书馆服务辐射力进行

了研究和实践。 图书馆学家 O. C 丘巴果认

为[5] ,“城市里按照居住地点形成图书馆的服务

地区,大约根据图书馆活动的范围 1. 5 公里,平
均标准是一万人拥有一所图书馆。冶日本政府于

1977 年 11 月颁布了“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

划[6]冶,以“定居圈方案冶为中心对图书馆的建设

提出了要求,提出在居民徒步 20 分钟之内要有

一个图书馆。 国内对服务辐射力的研究着重于

如何通过延伸图书馆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辐射

能力[7] 。 另有国内部分城市(如深圳)根据相关

研究成果和城市发展的需求,提出每 15 万人口

要有一个公共图书馆[8] 和形成 15 分钟阅读

圈[9]等。

2摇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指标内容与

体系

2. 1摇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内容

2. 1. 1摇 辐射半径

辐射半径是体现公共图书馆辐射力的最主

要指标。 图书馆界目前并没有关于图书馆辐射

半径的研究,为此,我们引入城市辐射力的相关

成果。
(1)城市断裂点理论。 城市断裂点理论[10]

被广泛用来确定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和城市经

济区的划分,由康维斯(P郾 D郾 Converse)于 1949
年对赖利(W郾 J郾 Reilly)的“零售引力规律冶加以

发展而得。 该理论认为,一个城市对周围地区

的吸引力,与它的规模成正比,与距它的距离的

平方成反比。
(2)孤立城市吸引区范围的界定[11] 。 吸引

力强度是随着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增大而不断减

小的,当吸引力强度小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能

再对其他城市(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 在实践

中,可以根据经验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一

个吸引力强度 e 作为临界值,吸引力强度大于 e
的区域为城市吸引力的显著作用区域———“有
效吸引区冶;反之就是吸引力作用效果不明显的

区域,也就可以认为不受该城市吸引力的影响

了。 因此孤立城市的有效吸引区是一个有限圆

域,吸引力强度等于 e 的等吸引力强度线即为其

边界。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辐射范围的测定中,
可以根据已有的调研结果作进一步分析,在服

务半径研究的基础上估算公共图书馆吸引力强

度临界值作为公共图书馆之间横向评价的参考

依据。
(3)屏蔽效应[12] 。 开放性区域城市体系中

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还面临来自中心城市的抑制

性作用,即屏蔽效应,就是中心城市利用交通、
信息等基础设施的优势截留外部生产力要素向

区域内非中心城市的流动,产生一种类似物理

学中防辐射作用的“屏蔽冶效应,使区域外流向

区域内非中心城市的生产力要素的数量大大减

少,同样也抑制非中心城市生产方式的改进和

经济规模的扩张。 同理,大型图书馆与小型图

书馆在服务与功能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对小

型图书馆也有着屏蔽效应。
参考以上理论,在公共图书馆辐射半径研

究中,对宁波市级与县区级公共图书馆的用户

信息从空间分布角度进行统计分析(表 1),发现

以图书馆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时,其服务对象经

历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但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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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服务对象人数来看,图书馆的辐射力总

体水平程下降趋势,这符合辐射力的一般规律

(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表 1摇 宁波市级与县区级公共图书馆用户空间分布

图书馆名称
办证人员地理分布(% )

500 米 1000 米 1500 米 1500 米以上

鄞州区图书馆 50 20 20 10

奉化市图书馆 20 30 40 10

北仑区图书馆 10 10 20 60

慈溪市图书馆 10 20 40 30

余姚市图书馆 2 8 10 80

镇海区图书馆 30 50 12 8

宁波市图书馆 5 15 30 50

象山县图书馆 22 18 40 20

宁海县图书馆 10 30 20 40

江北区图书馆 50 30 15 5

江东区图书馆 65 20 10 5

海曙区图书馆 50 20 20 10

摇 摇 注:划分单位越小,则“等强线冶越密,所测定的辐

射半径越精确。

摇 摇 因此可以认为,当距离达到一定程度且服

务对象减少时,图书馆的辐射力已经达到最大

并且其辐射范围为一个圆。 也可以说,图书馆

的吸引力在达到一定距离后,开始衰减。 参考

区域划分的相关理论及图书馆辐射半径的特

殊性,我们认为,图书馆的辐射半径是指以图

书馆为中心到随着距离的延长,图书馆服务对

象减少为拐点的距离,其辐射范围是一个有限

圆域。 圆以内的是图书馆的有效吸引区;圆以

外的是图书馆服务的发散区,服务的影响力不

明显。
2. 1. 2摇 辐射厚度

公共图书馆辐射厚度是指单位面积内已服

务对象占应服务对象的比例。 其影响因素主要

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
(1)公共图书馆建筑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

图书馆建筑一般要求分布在人口密集地区。 如

果比较偏僻,服务对象到馆成本(主要是时间成

本与交通成本)过高,则影响到馆人数。
(2)服务对象。 可从服务区域人口总数、服

务对象的构成等方面进行评价。 其中服务对象

构成的相关指标有:重点服务对象(主要服务目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多少,服务区范围内的总用

户比等。
2. 1. 3摇 基础服务设施与服务方式

公共图书馆的辐射力距离衰减规律是无法

违背的,但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减缓衰减速度。
从传统城市断裂点理论的计算公式来看,可以

通过提高城市质量、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等方式

来增大城市在某处的吸引力强度。 同理,图书

馆也可以通过增加基础服务设施或改进服务方

式来提高自身的辐射力,扩大其辐射范围。 因

此,服务方式与基础服务设施也是影响图书馆

辐射力的重要指标。
在图书馆基础服务设施与服务方式指标

中,可参考目前公共图书馆评估中常用的指

标:淤经费投入,具体指标包括图书馆在所属

财政市区所占的经济指标、图书馆经费量、平
均服务成本等;于馆舍面积,具体指标包括服

务范围内人均馆舍面积等;盂人力资源,不但

包括在编人员,还应该包括非在编人员(如志

愿者等)工作时间等,鼓励社会人员共同参与

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榆服务方式,具体指标包

括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服务方式的有效性、服
务的开放性,是否是无门槛服务(任何对象都

能方便使用)等。

2. 2摇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的相关指标,
我们构建了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体系(见表

2),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

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目标、多准则的决

策分析方法,是目前国内外确定指标体系常用

的方法[13] 。 而指标的赋值可参考图书馆相关评

价标准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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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领域层 指标层

公
共
图
书
馆
辐
射
力
指
数

辐射力
半径
(0. 4)

服务半径
(0. 4)

规定半径
服务对象最远距离

辐射半径
(0. 6)

屏蔽半径
服务对象最近距离

辐射厚度
(0. 3)

位置
(0. 5)

所处地段
交通状况

服务对象
(0. 5)

总人口数
办证人员比重
年服务人数
服务对象的构成

基础服务
设施与服
务 方 式
(0. 3)

服务方式
(0. 5)

相关服务政策
馆舍内服务
延伸服务

基础设施
(0. 5)

经费投入
所占文化产业投

入比重
研究人员数量
服务人员数量
馆舍面积

注:规定半径:指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对服务半径的规定。

屏蔽半径:指 A 馆与 B 馆有效服务范围重叠部分。

延伸服务:指图书馆物理场所的延伸,其中图书馆网

站只从其服务方式的开展情况进行评价。

3摇 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应用———以

宁波市及其县区级公共图书馆为例

通过调查统计并利用地图工具进行分析,
宁波城市图书馆(市级与县区级公共馆)呈以下

特点:淤宁波市区以三江口为中心,县级图书馆

分布密度大,但规划不合理,辐射范围在空间上

重叠,而且在市级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的“屏
蔽冶范围之内;于部分县区图书馆未处于服务区

域的合理位置,如镇海区图书馆服务半径从地

图的某个方向来看已超出其行政管辖范围,而
其它方向的管辖区又不在其服务半径之内;盂
宁波市区在江东区(科技园区部分)还有大量区

域不在目前已有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之

内;榆大部分城市公共图书馆在其 1. 5 公里的服

务半径内并未达到最大辐射力,说明服务能力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以上评价对宁波城市图书馆的规划、

布局和服务提出以下建议。

3. 1摇 公共图书馆设置的合理布局

宁波市公共图书馆从其物理建筑在城市规划

中的布局来看,并不适合日益扩增的宁波城市建设

要求。 辐射力指标及其它相关研究表明,当服务半

径内有大量居民时,图书馆的辐射厚度将得到保

证,图书馆的辐射力可得到提高。 因此,图书馆的

合理布局是影响其辐射力大小重要指标。
目前,对已有的公共图书馆全部重新布局是

不现实的,重要的是在新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
充分考虑到图书馆的建设,把图书馆建设纳入城

市规划之中,以发挥图书馆的最大效益与功能;
老三区的图书馆的位置可以考虑重新规划;对江

东区科技园区所在地域,可以参考宁波大学园区

图书馆建设方案,建设一个适合当地科技发展的

科技类图书馆。 而在新的图书馆建设中,应科学

选址,除了要求政府切实认识到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对于提高公民素质、提升城市内涵、树立城市

形象的重要性外,最重要的在于让普通民众参与

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决策中来。 公民的文化

权利不仅包括享受文化成果,还包括参与文化活

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摆脱以往那种文化活动、
文化设施单纯由政府提供、决策,而普通民众被

动消费的习惯,让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的决策,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利

于做出最合适的公共决策。
按照国际惯例,一座城市的图书馆应该建

造在城市中心, 为的是最大程度地方便读

者[14 - 15] 。 甚至有的城市,比如日本横滨建设多

座图书馆分馆,均匀地分散在全市,使居民不需

要远行就可以利用,让市民方便读书、愿意读

书。 不能把图书馆建筑当作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在公共文化设施的选址上,多放在市区偏僻

处,而把市中心等黄金地带划归为商业区,这无

疑削弱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服务性。
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标准》也对图书

馆的设置作了说明:符合当地建设的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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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建筑的网点布局规划,并适当考虑今后

的发展和扩建;位于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环境

优雅安静、符合安全、卫生及环保标准的区域;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3. 2摇 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

多个规模稍小,但分散在人口集中地区的

图书馆体系,恰恰是最符合建设“百姓身边的

图书馆冶这一目标的,这也是目前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理论提出的土壤之一。 这种服务网络

体系模式体现了区域图书馆整体协同发展思

想,可实现图书馆由单馆到多馆、信息资源由

孤岛到共享、读者服务由一馆独立到多馆联动

的思维转变。 此外,该模式以多资源整合理念

为指导,在实践中通过整合地区图书馆资源,
构建有形的紧密协作的图书馆网络体系,通过

区域图书馆集群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构筑

无形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各种资源的

充分共享。 在这种创新理念的指导下,该模式

的实施可达到“集中使用资金投入,合理组织

专业分工,统一业务规范管理,实现资源最大

共享冶的目的。 在服务创新上,该模式以服务

为目的,发挥集群优势,满足民众需求,活动开

展上可实现多馆联动,展览、讲座、读书等活动

在网络体系内各馆同时展开,传播范围更广,
影响也更大。

在现有格局下,还应该加强社区图书馆建

设,并将其纳入到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中

来。 目前宁波已建成市县两级村落文化宫 1184
家、社区文化宫 170 家,这些文化宫内都开设有

图书馆(室)。 但是社区图书馆的经费保障存在

许多困难,不少地方难以有效、持续开展服务。
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保障社区图书馆建设

和运行的机制来确保它持续的生命力。 建议建

立由市、区、街道(镇乡)三级投入机制,并由上

级中心馆来统一运作,统采、统编、统配、统一规

范与服务,这应该是最经济、高效的办法。

3. 3摇 现有格局下公共图书馆功能的重新规划

现有格局下重新规划公共图书馆功能有以

下几项措施:

(1)在位置相近或相邻的公共图书馆之间

重新规划功能。 部分区域公共图书馆设置比较

集中,具有相互“屏蔽冶现象,小型图书馆及社区

图书馆的发展要避免成为大中型图书馆发展的

“外围冶区域。 在不改变物理实体布局的情况

下,为减少“屏蔽效应冶还可以通过功能上重新

规划来实现,使功能相近、空间位置过近的公共

图书馆实现互补,在相邻的公共图书馆之间培

育不同的区域功能,形成特色,最大限度地利用

自身资源,吸引读者。
(2)与功能相近的其它社会服务机构进行

合作协调。 目前社会的其它机构也在承担着公

共图书馆的许多功能,如继续教育、休闲场所

等。 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要与周围其它机构相协

调与配合,借助其它机构力量,增加辐射能力,
达到双赢。

(3)托管。 如幼儿园附近的图书馆,可以吸

引儿童放学后到图书馆来,以弥补幼儿园部分

功能的不足。
(4)书吧。 改变过去的阅读功能格局,让人

愿意主动亲近,成为市民的“书吧冶。
(5)技术培训中心。 这是图书馆发展的潜

力之一。 在英国,有 2 / 3 的信息技术培训中心设

在公共图书馆。 随着“信息公开冶的实施,电子

政务的要求,对全民的信息技术培养也势在必

行。 信息技术培训可与“信息公开冶相关服务结

合起来,另外,还可与企业合作,提供信息技术

设施及合作培训等,降低企业成本,也为图书馆

增值服务开辟新的途径。
(6)将互联网服务纳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

如在美国如何利用网络游戏为用户提供图书馆

服务应成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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