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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诸城模式研究∗

臧运平　 宋桂娟　 郑满生　 牟肖光　 姜仁珍　 于良芝

摘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界为解决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现方式问题,进行了很多探

索,形成了若干基层图书馆建设模式。 山东省诸城市于 2007 年前后参与这一探索过程,推出了依托社区服务平

台的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 本研究考察了这一模式的特点,分析了它对于保障城乡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

价值与局限。 研究发现,诸城模式继承了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的两大元素:(1)将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

功能分散在不同的文化设施中;(2)维持图书馆运行的长期任务主要依靠基层政府。 诸城模式对以往农村图书

馆建设模式的最大创新就是它所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 社区服务平台的建设机制改变了诸城农村图书馆的性

质,也为它注入了更强的可持续发展力。 继承与创新两股力量很可能从不同方向塑造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

未来,使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使诸城模式在回答“如何在我国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时,存留了

一些未解难点。 图 1。 参考文献 36。
关键词　 农村公共图书馆　 诸城模式　 社区服务中心

分类号　 G250

A Study on Zhucheng Model of Providing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to Rural China

Zang Yunping, Song Guijuan, Zheng Mansheng, Mu Xiaoguang, Jiang Renzhen &
Yu Liangzhi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in order to achieve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all people,the
Chinese public library sector has experimented with a number of models for developing public libraries in rural areas.
Zhucheng of Shandong Province joined this exploration in around 2007 and advanced a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based
public library servi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odel and its value and limitation in ensuring univer-
sal and equitabl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The study shows that Zhucheng model has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rural library de-
velopment two features:disintegrating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among a number of cultural facilities,and having the lowest
level government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ing rural library services. The most notable innovation of Zhucheng
model is its incorporation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into the general community service platform. This has not only trans-
formed rural library service to a true public good,but also enhanced it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The trajectory of public li-
brary services in Zhucheng will likely be determined by both its inheritance from the past and its innovation,engendering at
least a certain degree of uncertainties for its future. This,in turn,makes the Zhucheng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to de-
velop an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for all people in China” unaccomplished. 1 fig. 3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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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虽多次尝试在农村

建设图书馆服务设施,并多次出现过农村图书

馆建设高潮[1 - 3] ,但城乡公共图书馆服务始终

存在巨大差异。 据官方统计资料,自 1949 年到

2000 年,我国省级、地级及县级图书馆的总数量

由 51 个增长到 2674 个[4 - 5] 。 2000 年三级图书

馆的分布情况分别为:省级 36 个,覆盖所有省会

城市;地级 394 个,超过当年所有地级行政区划

数(333 个),实际覆盖近 90% 的地级市①;县级

2244 个, 覆 盖 78. 4% 的 县 级 行 政 区 ( 2861
个)②。 在县级市或城关镇以外的广大农村,由
于图书馆服务设施既不规范也不稳定,官方统

计资料从未将它们纳入“公共图书馆”范畴。 这

表明,截至本世纪初,居住在城区以外的农村居

民,很难享受到规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2003 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就是要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

程,缩小城乡差距。 此后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

文件、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都
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公共服务的普遍

均等。
探索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方式因此成

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公共图

书馆是政府向民众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如何

建设覆盖城乡的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也就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和文化主管部门亟待

解决的问题。 熟悉中国农村图书馆发展史的人

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如前所

述,我国自建国初期就开始建设农村图书馆,然
而,没有任何一次农村图书馆建设运动产生持

久的效果。 在周而复始的 “建设—关闭—建

设—关闭”的循环中,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依然

停留在几近为零的水平上;农村图书馆发展遗

留给新时期建设者的,也是失败的教训多于成

功的经验。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启动的新一轮

农村图书馆建设,若要产生更持久的效果,必须

创新建设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地区开始探索新的

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例如浙江嘉兴推出了市、
区、乡镇三级政府联合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模式[7] ,江苏吴江推出了县级市政府主导的四

位一体(农家书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党员干

部远程教育接收站点、乡村图书室)模式[8] ,江
苏江阴推出了市政府主导的市、镇联合建设模

式[9] 。 山东省诸城市于 2007 年前后参与这一

探索过程,推出了社区服务平台上的农村图书

馆模式。 或许是因为这个齐鲁县级市远离创新

相对集中的长三角与珠三角,诸城模式较之其

他模式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关于这一

模式虽然有其参与者提供的零星介绍[10 - 12] ,但
缺乏来自第三方(特别是学术界)的系统、中立、
相对客观的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从第

三者的立场,系统考察诸城模式的特色及其对

保障普遍均等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分析诸城

经验的未来前景和可推广性。 本研究希望通过

这样的考察,使诸城经验升华为我国图书馆界

对以下问题的答案之一:“如何在几近为零的农

村图书馆服务水平之上,实现城乡普遍均等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
本研究将“农村地区”定义为主要由从事农

业生产的人口居住、以集镇和村落为基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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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缺乏 2000 年实际覆盖情况的准确数据,但李国新等对 2005 年地级市公共图书馆设置情况的调查

显示,当年有 10. 5%的地级市没有公共图书馆[6] 。
覆盖率中的图书馆数量来自:李国新. 中国图书馆年鉴,2003[M]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417;

城市和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来自中国资讯行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统计摘要 2012》数据( http: / / www. bjinfobank.
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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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的地区。 按国际图联 2010《公共图书

馆服务标准》 [13] 和《公共图书馆宣言》 [14] 中的

阐释,本研究把基层政府或组织建设的、实际履

行公共图书馆功能的设施,统称为“农村公共图

书馆”,不管它们是否已经获得“公共图书馆”或
“图书馆”命名。 诸城市农村像全国大多数农村

地区一样,并不存在用“公共图书馆”或“图书

馆”命名的设施,《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公共图

书馆功能被分散在文化站的图书室、电子阅览

室、文化活动室、培训室等设施中。 按于良芝和

于斌斌的分析,这是一种“被话语消解了的农村

公共图书馆” [15] 。 为了将这种“图书馆”与名副

其实的图书馆相区分,本文将使用带引号的“公
共图书馆”描述非命名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设施。
之所以如此使用“公共图书馆”概念,是因为被

消解的公共图书馆也是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

中,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依然存在,只是被剥夺了

本应属于自己的概念外壳。

2　 近年来相关研究综述

如前言部分所述,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公

共图书馆建设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农村

图书馆服务水平几近为零的基础上,高效持久

地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在各地实

践中,新时期的农村图书馆建设思路大致分为

两类:一类是把“农村图书馆”化约为文化中心

的图书借阅设施加以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农家

书屋和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图书室建设;另一类

是把农村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组

成部分(图书馆服务网络的成员馆或总分馆体

系的分馆或流通点)加以建设,比较典型的是浙

江嘉兴、江苏苏州及江阴的农村图书馆建设。
在地区文化发展规划中,第一种思路体现为

“[县市图书馆 + 县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
村文化中心”的底层设计,第二种思路体现为三

级或两级图书馆的底层设计。
与此相适应,2000 年以后有关农村图书馆

的研究也大致分为两类:①有关农家书屋 /乡镇

综合文化站图书室的研究;②有关覆盖农村的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 与前者相比,后者

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不同层级图书馆的关系以及

基层图书馆的专业化问题。 从时间上看,2007
年前后是相关研究特别是第二类研究的重要转

折点。 2007 年之前,第一类研究大都从提高农

村文化品味、满足农村文化需要的角度看农村

文化中心的图书室[16 - 18] ,第二类研究大都从整

合、共享及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角度看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中的农村图书馆[19 - 22] 。 2007 年

以后,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国家“十一五”时
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解读过程中,普遍均

等、全覆盖等关键词被着力强调[23 - 24] 。 此后,
相关研究,特别是把农村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的研究(上述第二类研究),开始明

确地把农村图书馆建设与“如何在我国实现普

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问题联系起来。
这一问题导向下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各地创新

经验的简单介绍,而是增加了批判分析的成分,
即深入剖析每一种创新模式对保障普遍均等公

共图书馆服务的价值和局限[7,25 - 26] 。 例如,从
实现普遍均等服务的角度,于良芝认为苏州模

式的最大优势是“全委托”关系确立的总馆对分

馆的全面控制,最大挑战是这一关系带来的编

外员工队伍的规模及其利益诉求[25] ;李超平认

为,嘉兴模式的最大优势是政府主导下的管办

分离, 最大挑战是总馆缺乏对分馆的全面

控制[7] 。
2007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资助的“图书馆服

务网络”课题,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的课题。 课题组通过对全国十余个创新案例的

调查,得出了“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现

依赖制度创新”的结论[27]186 - 209。 课题组建议的

主要制度创新是将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

适当上移,通过建设主体和管理单元的整合,实
现图书馆服务设施的合理布局及资源和服务的

整合共享。 对于农村地区的图书馆,他们建议:
将县级政府确定为全县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

体;在全县建设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和流动服务

车,保障县域所有图书馆的运行经费(含购书经

费、人员经费、设备更新经费等);县政府建立专

门的职能机构负责全县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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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协调,指定县图书馆作为总馆,其他图书

馆作为分馆,形成资源和服务高度共享的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 2009 年启动的公共图书馆立

法支撑研究的“公共图书馆设置与体系建设研

究”课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各级政府财政能

力的分析,将上述结论调整为:由县政府作为农

村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直接建设主体,
由省政府作为联合建设主体;省政府按人口或

配套比例为县政府提供公共图书馆建设经费

补贴[28] 。
除了基层图书馆建设主体的适当上移和管

理单元的整合,于良芝还提出对基层图书馆进

行专业化改造[29] ,认为若不如此,那些在全覆盖

目标驱动下草成的基层图书馆设施很可能不会

持久。 她还揭示了现有公共文化话语体系对基

层图书馆专业化改造的阻碍[15] ,认为这一话语

体系通过肢解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功能,消解了

专业化公共图书馆在基层的存在基础,同时消

解了专业化图书馆职业及其知识体系在基层的

用武之地。
总之,截至目前,图书馆界对“如何在我国

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问题的探索

远没有完成。 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项目)已将这一问题纳入更高的研

究日程[30 - 31] 。 在这些研究的发现汇成“普遍均

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现路径”之前,任何以此

为目标的创新经验都值得剖析总结。 根据现有

的零星介绍,诸城模式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模

式的元素 (如它以政府创建的社区平台为载

体),因而有望为正在进行的探索贡献新的经

验,为形成中的“普遍均等服务实现路径”贡献

新成分。 这正是本文试图对诸城模式进行深入

剖析的原因。

3　 研究方法

3. 1　 总体设计

本研究采用案例调研的研究方案,通过访

谈、文献分析、问卷调研、实地考察等数据收集

方式,收集有关诸城农村图书馆发展历史与当

前模式的相关资料,以及有关诸城经济社会发

展现状及规划资料。 结合诸城市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的环境因素,透视该地区之所以产生“农村

公共图书馆诸城模式”的原因,总结和分析这一

模式的特色、价值及前景。

3. 2　 焦点访谈

本研究 组 织 了 两 次 焦 点 访 谈 组 ( focus
group)形式的访谈调研。 一次是与诸城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主管副局长、市组织部和

农业局相关干部、乡镇主管干部代表、乡镇综合

文化站站长代表、社区文化中心管理员代表的

访谈。 访谈内容包括:诸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

内容、社区图书室和电子阅览室等设施建设方

案提出的背景和过程、方案确立的方式和建设

效果、上述设施建设经费及运行经费的来源及

可持续性、社区图书室与农家书屋及公共电子

阅览室等设施之间的关系等。
另一次访谈是与诸城市图书馆领导班子

的访谈。 此次访谈集中了解诸城市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建设及服务情况。 访谈内容包括:市
馆与下面各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市馆对辖区

内其他图书馆承担的责任、各级图书馆的经费

来源及资源采购方法、通借通还的实施方法及

各个图书馆的资产界定方法、人员归属与管

理、各馆之间业务联系和资源共享的技术支

撑等。

3. 3　 文献分析

本研究查阅分析了诸城市委、市政府、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潍坊市、山东省人民政府等

部门的 20 多个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诸城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

五”规划;诸城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社区

化服务与建设方面的文件;诸城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关于文化建设的“十一五”规划、“十二

五”规划及关于文化建设的其他文件;各类文化

设施建设方案、标准及考核办法等文件。 文献

分析旨在揭示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

广泛背景、驱动力及规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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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问卷调研

本研究向诸城市已经建成的 208 个社区文

化中心发放问卷一份。 重点调查社区图书室的

空间、人员、文献等资源配置情况。 共发放 208
份问卷,回收 208 份。

3. 5　 实地考察

本次调研共考察了 2 个乡镇 1 个街道的 5
个社区。 实地考察的主要内容是了解各个社区

所辖自然村数量、人口情况、经济情况,观察社

区服务中心的办公用房、服务项目、人员配置、
服务设施及其利用情况,了解各个社区图书室

的藏书状况、借阅状况、开放时间等。

4　 诸城市建设“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模式
及其特点

4. 1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社区平台

山东省诸城市总面积 2183 平方公里,总人

口 108 万,农村人口 70 万,辖 13 个乡镇(街道)
和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辖区内共有 1257 个自

然村,即大约每十平方公里内有 6 个自然村。
2011 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21. 0 亿元;实
现财政总收入 62. 0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40. 1 亿元①。 2010 年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全

国百强县(市)第 35 位②。
2007,诸城市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及普遍

均等公共服务的实现方式时,设计、规划和实施

了“农村社区化”发展方案。 所谓“社区化”,是
指把相邻 5 个左右的自然村,1500 户左右农户,
服务半径在 2 公里以内的区域,规划为一个社

区③,在不改变农民原有居住场所和环境的情况

下,划定自然村和农民的社区归属④。 全市把

1257 个村庄规划为 208 个社区。 由此形成的

“社区”,既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平台,也是农

村社会的组织单元。 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平

台,每个社区选出一个中心村作为社区服务中

心,为农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
治安警务、社会保障、法律援助、教育培训、科技

推广、公共文化、证件办理等,同时承接上级政

府部门延伸到农村的公共服务。 作为新的农村

社会组织单元,社区拥有自己的领导班子,是组

织集体经济、土地流转、科技推广等活动的平

台。 诸城市希望通过社区建设,促进县域内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

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公共文化服务是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之

一。 根据市政府的统一规划,每个社区服务中

心至少提供以下公共文化服务:图书室、公共电

子阅览室(提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源、
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资源及其他互联网服

务)、文化宣传橱窗、文化广场、文体活动室、休
闲娱乐室等,由此形成社区成员可以就近享用

的“2 公里文化服务圈”。 其中图书室提供图书

借阅服务,电子阅览室提供数字化资源获取服

务,文化宣传橱窗提供信息展示服务,培训室提

供讲座培训和影视播放服务。 按照《公共图书

馆宣言》和图书馆学教科书界定的公共图书馆

功能[32 - 33] ,上述绝大多数服务都未超越公共图

书馆功能。 可以说,社区服务平台上的多种文

化设施共同“合成”了诸城市的“农村公共图书

馆”。

4. 2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规划及建设

流程

作为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诸城市

“农村公共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一样,
都是市政府统一规划的结果。 市政府的统一规

划包括若干关键内容:首先,它规划了社区服务

中心的布局方案,奠定了“2 公里文化服务圈”的

008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自:诸城市统计局. 2011 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 http: / / www. zhucheng. gov. cn / zc / lcgk / jjfz / n28324. html
数据来自:《诸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p. 1
社区化定义来自:中共诸城市委文件(诸发[2007]第 54 号)《中共诸城市委诸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

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的意见》,p. 2
不少社区也规划了新的居民区,农民可以选择用现房置换新居,迁入社区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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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标准。 其次,它规划了社区文化中心的设

施构成(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培训室、文体活动

室、棋牌等休闲娱乐室),确立了“[社区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 + 其他文化设施]—社区文化中

心—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共文化格局。
在这个格局中,农村“公共图书馆”有功能,无形

状,属于被话语消解的“公共图书馆”。 再次,它
规划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农村文化投入

机制,指定乡镇政府承担社区图书室、电子阅览

室等设施的主要运行经费。 第四,它规划了各

类设施的建设标准和考核方法,并以文件的形

式加以颁布。 建设标准规定:图书室面积要达

到 30 m2以上,藏书达 3000 册以上,报刊阅览室

面积要达 30 m2,报刊达 30 种,阅览座位 20 个以

上;电子阅览室面积要达到 50 m2,配备电脑 20
台、电视机 1 台、DVD 播放机 1 台、投影仪 1 台、
投影幕 1 个,有源音响设备 1 套,接入互联网;室
外文体广场面积要达到 1000 m2,放映电影每村

每月至少 1 场,其他文艺演出达 12 场;宣传橱窗

面积达 60 m2以上。 考核细则规定:每年年底组

图 1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
的规划及建设框架

织考核验收并进行奖惩,把考核结果作为评价

各行政部门和基层镇街、社区工作业绩和提拔

任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此外,它还规划了文化

中心的建设及管理机制、实施步骤。 该机制要

求诸城市各部门都成立协调委员会,各个社区

都成立精神文明办公室,做到机构、人员、经费、
设施“四到位”,形成了“市委统一领导、文明委

组织协调、各个部门积极参与、乡镇和社区具体

落实”的工作体系①。 市图书馆不仅参与规划、
协调及评估,而且在落实过程中提供专业指导、
技术支撑及初始藏书的加工处理等工作。 概括

起来,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规划及建设

框架如图 1 所示。

4. 3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来源与

管理单元

按照诸城市社区化建设规划,社区公共服

务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政府主导、多方参

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诸城市在

“十一五”规划的文化建设部分提出:“按照社区

建设模式编制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 建立多元

化的资金投入机制,确保规划稳步实施。”②在

“十二五”规划草案中进一步提出:“加大公共文

化事业投入,形成覆盖城乡、发展均衡、网络健

全、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③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形成的诸城市公共文化

经费投入机制可以概括为:在市政府的指导、监
督和扶持下,以乡镇政府投入为主,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 乡镇政府不仅负责乡镇综合文化站的

运行经费,也承担辖区内所有社区文化中心的

运行经费。 市政府在社区化建设的起步阶段提

供了部分经费补贴,但在运行阶段,其主要责任

是组织对基层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考核,督促乡

镇政府持续投入。 因此,如果不考虑市政府的

启动经费,从长远来看,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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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鲁文明委[2009]3 号文件《关于印发 < 关于诸城市文明中心村创建活动的调查报告 > 的通知》,2009 年

2 月 6 日,p. 1 - 2
诸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总体规划纲要,p. 6
诸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总体规划纲要(草案),p. 10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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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设模式中的基本经费来源是乡镇财政,或
者说诸城模式的基本建设主体是乡镇政府。

与此相适应,一个乡镇之内的乡镇综合文

化站及各社区文化中心共同构成了一个管理单

元。 管理单元的边界首先体现在资源(如文献

资源)的资产权上:由于资源购置经费均来自乡

镇财政,因此,无论是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资源还

是社区文化中心的资源,都属于乡镇政府;其次

体现在工作人员的管理上:文化中心的管理员

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其编制及工资均来自于乡

镇;再次体现在文化中心的管理活动上:资源采

购计划的审批及采购、上级实物补贴的分配、公
共文化服务的考核等管理活动,都是以乡镇为

单位实施的。

4. 4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及

运行

作为社区服务的组成部分,图书室、电子阅

览室等文化设施与其他服务实施统一管理。 乡

镇政府为每个社区配备三名专职工作人员(208
个社区共有 624 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人专门负

责公共文化服务,大多数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

管理员由大学生村官担任。 正常情况下,文化

中心每周开放六天,周一休息,每天开放时间为

8:30———18:30,按规定每周不少于 56 小时,如
有需要,还可以延长开放时间。

自 2009 年 8 月开始,社区图书室和市图书

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一卡通”借阅管理,以 In-
terlib 系统为技术支撑,实现文献资源“通借通

还”。 “通借通还”的图书无论被还到哪个社区,
其资产权保持不变,但系统会自动标记还书地

点。 异地还书需要在返还其归属社区后才能继

续流通。 一旦产生异地还书,接受还书的社区

负责将所还图书“物归原主”。

5　 诸城模式下“农村公共图书馆”可持续
发展力分析

如前言部分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其实并不缺乏农村图书馆建设活动,而是缺乏

能够持久运行的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 从上

世纪 50 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国每隔一段时间都

会掀起农村图书馆建设运动,但这些运动的结

果一般在运动结束后的 3—7 年内逐渐消失[29] 。
这些昙花一现的农村图书馆设施不仅未能为农

村居民带来持久有效的知识、信息、文化服务,
而且往往因为实施者过于追求“轰轰烈烈”的运

动效应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农村图书馆服务的

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普遍均等公共文

化服务的巨大瓶颈。 新时期各地探索的基层图

书馆建设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图书馆的持

久运行,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已有研

究发现,不少新模式都赋予农村图书馆更强劲

的持续发展力[3,29] 。 除了相对稳定的投入机制

(例如嘉兴模式采用市、区、乡镇三级投入的机

制),新模式通过总分馆关系对基层图书馆实施

的专业化改造,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9] 。
这些专业化改造帮助基层图书馆产生了足以激

励基层政府持续投入的效益,形成了良性循环

的长效发展动力。
与已有模式相比,诸城模式中的上述可持续

性利好因素并不十分显著。 在投入机制上,虽然

市财政在文化设施的启动时期提供了补贴经费

(例如,在社区文化中心建设之初,市财政投入

620 万元购置了 1500 多个品种的图书和音像制

品,配送给社区图书室),但维持它们运行的却是

市政府监督下的乡镇政府。 虽然诸城的乡镇财

政能力被认为居于全国中上水平(根据实地调研

过程中一个中等水平的乡镇提供的资料,该乡镇

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 2000 万元),但要长期维持

规范专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依然比较困难。 目

前乡镇政府被要求每年为每个社区图书室新增

图书 300 册。 根据访谈过程中获得的资料,最初

这一指标是 1000 册,但后来根据乡镇政府的意见

下调至 300 册,足见乡镇财政的力不从心。 在专

业化改造方面,诸城市的社区图书室虽然纳入了

全市范围的通借通还系统,但由于市图书馆与社

区图书室分属不同的建设主体和管理单元,市图

书馆除了在技术上维护社区上传的书目数据,只
承担业务指导责任。 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的专业

化公共图书馆服务(如讲座、咨询、读者活动等),
在这一模式中难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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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地调研的观察,诸城模式为“农村公

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注入的最大活力因素是

它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 如前所述,社区服务

中心是诸城市在探索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保障

方式的过程中建设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涵盖

农业科技服务、医疗服务、治安服务、政务服务、
远程教育服务、图书借阅、互联网接入、电影演

出、文化演出等服务。 它不仅是当地乡镇政府

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也是市政府及其

公共机构向下传输服务的重要渠道,例如文化

主管部门和市图书馆通过社区服务平台传输文

献资源服务,农业主管部门及其信息中心通过

社区服务平台传输农业科技服务。 通过整合当

地政府及市政府的各类公共服务,社区平台至

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图书馆服务的持续

发展。 一方面,它可以使公共图书馆服务与其

他公共服务之间形成需求和利用上的连带效

应,鼓励农民在享用一种服务时连带使用其他

服务。 国外相关研究显示,公共图书馆服务不

仅与其他公共服务之间存在连带效应,它甚至

与周边的商业服务之间存在连带效应[34] 。 这有

望为公共图书馆服务提供持续的需求基础。 另

一方面,它可以使公共图书馆服务与其他公共

服务之间产生“共存亡”的捆绑效应:除非政府

决定关闭整个社区服务中心,否则单独停止其

中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可能性很小。 不仅如

此,由于社区化在诸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

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社区服务平台受到的关

注远非孤立的图书馆(室)能够望其项背。 2007
年以来,该市先后制定了“中共诸城市委诸城市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的意

见”、“中共诸城市委诸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农村

社区化服务与建设考核奖励办法”等 6 个文件,
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关问题作出

了规定。 目前,诸城市政府已经针对社区化提

出了五个长效机制,即组织领导机制、财力保障

机制、考核激励机制、队伍保障机制、活力运作

机制,希望形成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

平管理的社区公共服务。 这些措施如果成功的

话,有望将公共图书馆服务与整个社区公共服

务一起,推向持久发展的轨道。

6　 诸城模式下“农村公共图书馆”的全
覆盖分析

我国 “十一五”时期明确提出建设覆盖全

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 公共图

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也被

赋予全覆盖的机遇。 然而究竟什么叫 “全覆

盖”? 于良芝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全覆

盖”定义为基于特定标准(如每 5 万人一座图书

馆或每座图书馆覆盖半径为 2 公里的文化圈

等)的百分之百的覆盖率[24] 。 问题在于,截至

目前,我国依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全覆盖标准。 按照“一级政府建设一座图书

馆”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体制,全覆盖的标准应该

是“镇镇有”或“村村有”。 “十一五”期间,我国

实施的很多与公共图书馆服务相关的工程(如
农家书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
都是按“村村有”的全覆盖标准规划和建设的。
但正如“图书馆服务网络”课题组所评论的,由
于无法考虑村落及人口的分布情况、服务半径

等因素,也无法突破行政区划追求合适的集约

度和规模效应,“村村有”的全覆盖标准未必能

保证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科学合理布局[27]197 - 198。
2008 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

试图提出与普遍均等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新的全

覆盖标准,即按人口而不是行政区划规划公共

图书馆布局。 一些地区也提出了诸如 2 公里文

化圈等新的全覆盖标准。 然而,正如于良芝根

据天津的情况所显示的,在不改变公共图书馆

建设体制的前提下,任何超越行政区划的新的

全覆盖标准都可能遭遇可操作性问题[35] 。
诸城模式恰恰在这个难题上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 诸城模式采用的是半径 2 公里的全覆盖

标准,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该市对这一标准

的采纳是以对自然村的社区化整合为前提的。
它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社区服务中心所在

地的中心村有发展潜力的要求,合理确定社区中

心和社区服务范围;服务半径一般控制在 2 公里

以内,覆盖 5 个左右的自然村,1500 户左右农户。
从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角度看,这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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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保证了村村都被覆盖,却不是村村都有图书

馆。 这相当于把原来若干个农家书屋的资源整

合成了一个社区图书馆,保证了图书馆在合理服

务半径基础上的适度集约化、规模化。
正因为如此,诸城市的全覆盖模式是一种

相对节约成本、优化资源利用的覆盖模式。 在

社区化的起步阶段,诸城市财政投入 620 万元图

书购置费,为每个社区补助了部分初始藏书,投
入 29. 7 万元更新了市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支
持市图书馆与 208 个社区图书馆的通借通还;乡
镇财政总计投入 600 万元,购置了另外一部分初

始藏书;市乡两级财政还分担了电子阅览室建

设经费。 此后,乡镇财政每年为每个社区图书

馆新增图书 300 册,承担 1 名专职人员工资以及

水电、办公等费用。 如果诸城市按每村一个图

书馆(室)的标准建设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那么,上述所有费用都会按比例提高。 即

使抛开过渡分散带来的服务质量问题不谈,维
持这一系统所需的费用对市乡两级财政而言,
也是巨大的负担。

截至目前,仅从资源总量上看,诸城市公共

图书馆服务已接近城乡均等。 从 2007 年开始到

2010 年底,诸城市在 208 个社区建成含图书室

在内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或社区文化中心。 其中

2007 年建成 93 个,2008 年建成 110 个,2009 年

和 2010 年新增 5 个。 86% 的图书室面积为

60—90 平方米,另有 11%的图书室面积在 90 平

方米以上。 分别有 42% 、47% 、11% 的图书室的

藏书规模为 3001—4000 册,4001—5000 册,5000
册以上。 目前社区图书室的藏书总量达 120 万

册,农村人均图书拥有量达到 1． 7 册;期刊

37， 116 册,每千人 53 册;光盘 23， 453 片,每千人

24 片;报纸 2， 080 份,每千人 2． 9 份①。

7　 诸城模式下“农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
化水平分析

自 19 世纪末开始,公共图书馆一直是现代

社会的专业化机构,由专业化人员管理和运行。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专业化公共图书馆为了方

便公众利用,经常设置服务相对单一的流通点,
但这种流通点及其服务内容,是作为专业化图

书馆服务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完全独立于专业

化图书馆的阅览场所尽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
但它们的作用比较边缘,无法取代全覆盖的专

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作用。
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各种农

村阅览设施,为广大农民提供图书馆服务,但
由此出现的阅览设施,大都缺乏专业化公共图

书馆的品质。 它们或者作为项目或运动的产

物,由兼职人员维护,或者作为社会力量办馆

的产物,由志愿者维护,很少能根据公共图书

馆原理、方法和技术,对自身服务进行科学设

计。 偶尔有较大图书馆出面在农村设置分馆或

流通点,但由于总馆本身的专业化水平和资源

限制,它们也很难给分馆带来足够的专业化

品质。
专业化品质缺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

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和农村公共文化话语体系

中,农村地区根本不存在“公共图书馆”。 在这

些话语体系中,“公共图书馆”专指县级及以上

图书馆;农村地区有过人民公社图书馆、乡镇万

册图书馆、乡村电子信息馆、农家书屋,却没有

过“公共图书馆”。
在新时期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的探索中,

各地出现的重要创新之一就是对基层图书馆的

专业化改造。 以苏州模式和嘉兴模式为例,专
业化改造体现在基层图书馆规划、设计、馆舍建

设与布局、资源配置、技术支持、服务、人员培训

等各个环节[7,36] 。 在这些地区,专业化改造不仅

带来了基层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高,而且将基

层图书馆建设纳入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

展规划,形成了“社区图书馆→县域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规划思

路。 这是对传统的基层图书馆规划思路,即“社
区图书室→社区文化中心→县域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规划思路的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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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诸城模式沿用了传统基层图书

馆的规划和发展思路。 首先,它不是从全覆盖

的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角度规划公共图书

馆服务,而是从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角度规划图书借阅服务。 这使它很难完全从普

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高度,考虑诸如不同

层次图书馆的角色分工及资源诉求等问题,也
无法全面考虑通借通还之外的其他人财物(包
括参考咨询等服务)共享方式。 其次,它不是用

“公共图书馆”概念以及如此命名的设施整合基

层的公共图书馆功能,而是把它们分散在图书

室、电子阅览室、培训室、文化活动室、农业科技

信息服务平台等设施当中。 这使它无法围绕专

业化公共图书馆的使命通盘考虑资源配置、馆
舍布局、服务设计、虚实结合(数字化服务与实

体图书馆服务的结合)、人员培训、绩效评估等,
也无法在分散的设施平台(无论是图书室、电子

阅览室还是文化活动室)上,完整系统地运用公

共图书馆的原理、技术、方法以及世界和国内其

他地区公共图书馆的经验。 这一切都限制了诸

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化水平。 实地调研

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即使我们把整个社区

文化中心都看成诸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化

身,其服务离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也相差

很远。 图书室的服务仅限于借阅,电子阅览室

的服务仅限于互联网连接、不定期信息技术培

训、在电脑桌面上提供文化信息共享资源和党

员干部远程教育资源的快捷键。 专业化的缺乏

在文献资源选择和配置、馆舍布局方面也很明

显。 例如,尽管大多数社区图书室内都有儿童

阅览空间,但其陈旧而稀少的儿童读物根本无

法支撑儿童服务;实地调研的图书室几乎是清

一色的灰色书橱配木质阅览桌椅,几乎全都与

电子阅览室隔墙而居,这种布局是否有利于挖

掘公共图书馆的空间价值(社区起居室、聚会场

所、第三空间),专业化图书馆职业的确会打上

大大的问号。

8　 结论

以上分析显示,诸城市当前的农村公共图

书馆建设是以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下的农村社区

化改造为背景的。 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平台上,
诸城市利用社区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文化活动

室、培训室等设施,提供了图书馆学意义上的部

分公共图书馆服务。 正因为如此,尽管诸城市

并未在农村地区使用“公共图书馆”概念,甚至

没有使用“图书馆”概念,我们依然把它作为农

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一种模式。
这一模式继承了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的两

大关键元素:第一,将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公共图

书馆功能分散在不同的文化设施中(图书室只

具备单一的借阅功能),使农村地区无法形成可

称为“公共图书馆”的完整的机构形态。 第二,
尽管市政府为诸城市的“农村公共图书馆”提供

了启动经费,但维持图书馆运行的长期任务主

要依靠基层政府。 在考察以往农村图书馆经验

教训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对这两个元素的效果

提出质疑,认为它们负面地影响了农村图书馆

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前者在消解农村“公共图书

馆”机构形态的同时也消除了在农村建设专业

化公共图书馆的抓手,消弭了对农村图书馆进

行专业化改造的可能性[15] ;后者把建设公共图

书馆的任务交给财政能力薄弱的基层政府,无法

保证图书馆所需的经费投入[3],[27]197 -198。 如果这

些质疑成立,诸城模式对这些元素的继承很可能

成为它的“问题基因”(诸城正在探索、镇、社区及

社会捐助、企业赞助等相结合的多级多元投入模

式,但新模式的成熟和制度化尚需时日)。
诸城模式对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的最

大创新就是它所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 诸城市

实施的农村社区化改造以及由此建立的社区公

共服务平台,使依托其上的“公共图书馆”既不

同于以往的村级图书馆(室),也不同于以往的

乡镇图书馆,它是两公里文化圈的图书馆。 这

也意味着,诸城模式改变了以往基于行政区划

的全覆盖标准,开始真正尝试基于服务半径的

全覆盖标准。 社区服务平台带给诸城模式的另

外一个优势,就是各类服务在需求和利用方面

的“连带效应”以及在持续运行方面的“捆绑效

应”,这使诸城模式下的“农村公共图书馆”比以

往的农村图书馆具有更强劲的可持续发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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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模式的另外一个创新之处是其“公共

图书馆”建设主体安排:它指定乡镇政府作为全

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在市政府监督下,负责

在辖区建设一群图书馆而不是一个图书馆。 虽

然乡镇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专业化人力资

源来担当此任还有待商榷,但它对“一级政府建

一个图书馆”、“村级图书馆由村集体(而不是政

府)建设”等传统的改变,具有制度创新意义。
如前所述,这一创新使一个乡镇之内的所有图

书馆成为一个管理单元,带来了图书馆管理单

元的相对集约化。 市政府的监督考核、乡镇政

府的经费保障,也使“农村公共图书馆”具有了

公益性,从而真正成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

组成部分。
诸城模式从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中继

承的“问题基因”和它自身的创新元素极有可能

争相塑造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未来。 它

所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相对合理的全覆盖、乡
镇政府对辖区所有图书馆的责任担当、相对集

约的管理单元,为本地区的“农村公共图书馆”
注入了一定的活力和可持续性,但“公共图书

馆”功能的肢解、农村图书馆与县域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的脱节、专业化的缺失却有可能削弱

这个地区图书馆的效益,进而负面地影响其可

持续性。 正因为如此,关于“如何在我国实现普

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诸城模式提供的答

案依然存留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从图书馆职业的角度来看,诸城模式的主

要创新因素都与政府启动的“社区化”建设相

关,依赖地方政府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及实

施方式的选择。 这意味着,它不可能作为职业

经验在职业内部推广;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
诸城的社区化模式不涉及行政区划和干部编制

等重大调整,也不涉及人口迁移、撤村征地等尖

锐问题,具有可操作性,且符合城乡统筹、公共

服务普遍均等等国家发展战略。 这意味着,社
会经济条件及人口密度与诸城相近的地方政府

有可能对诸城模式产生兴趣;这些地区的图书

馆职业可以在参与制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

展规划时,吸收诸城模式的元素,推动当地政府

发展思路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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