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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绿色图书馆建设的理论、实践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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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旭

摘　 要　 美国绿色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
还是在绿色建筑、节能管理、环境素养教育等实践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广泛的绿色图书馆运动。 其影

响力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绿色建筑的建设，降低图书馆楼宇运行能耗；二是重视节能环保工

作，减少资源的浪费；三是通过各种形式将节能环保理念传递给社会公众，彰显了图书馆的价值追求，对美国社会

的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绿色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可为我国的图书馆建设和管理提

供借鉴。 表 ２。 参考文献 ３７。
关键词　 绿色图书馆　 图书馆建筑　 节能环保　 美国

分类号　 Ｇ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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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行业都与环境紧密相连，从环境中产

生又对环境产生影响，图书馆也不例外。 比如，
图书馆大楼在运行和使用的过程中要用水电，
日常运行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纸张，尤其是用

电，占了图书馆能源消费的很大比重，而电力消

费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加重环境负担，造成温

室气体效应。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仍以火力发电

为主，化石燃料是用来发电的主要能源，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排入空气中，引发温

室气体效应以及全球气候变化。 严峻的能源问

题和环境污染威胁着人类的发展，作为地球生

态体系中的一员———图书馆，也积极行动起来，
成为节能环保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此背景

下，绿色图书馆理念被提出并广泛实践。 所谓

绿色图书馆，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第一，
从建筑实体来讲，绿色图书馆建筑在建造及运

行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能耗低于同等建筑面积

的普通图书馆；馆内空气质量优良，使用环保建

筑材料，不对人体造成伤害。 第二，在图书馆内

部的管理环节及对读者服务的过程中，推行节

能环保，有效降低能源和资源的耗费。 第三，发

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承担环境素质教育的社

会责任。
绿色图书馆既节省能源又有益环保，可以

实现利民、利馆、利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绿色图书馆应该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方向。 但

就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图书馆对绿色图书馆

的认识尚不全面，将绿色图书馆等同于绿色建

筑，较重视绿色馆舍建设，忽视内部节能管理和

公众环境素质教育。 认识偏差与实践领域的不

深入，是目前绿色图书馆建设存在的两个主要

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的绿色图书馆建设，美国走

在最前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图书馆界开始

了绿色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历经 ３０ 多年，已积累

了一批研究成果。 同时，在实践领域，绿色建

筑、节能管理、环境素养教育也蓬勃开展，形成

了广泛的绿色图书馆运动，影响波及加拿大、法
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 本文以美国绿色图

书馆建设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
全面介绍美国绿色图书馆的建设情况，为我国

绿色图书馆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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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美国的绿色图书馆理论研究

在美国图书馆界，关于绿色图书馆的理论

研究是与建设实践同步发展的。 从时间和文章

数量来看，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萌

芽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９ 年），这一时期虽然经历时

间长，但发表的文章数量很少，只有 １０ 篇左右，
原因在于绿色建筑尚未普及，多数图书馆人尚

未意识到图书馆节能环保的重要性。 起步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每年都有 ４—６ 篇文章（含网

络文章）发表，绿色图书馆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

话题。 这一时期美国的图书馆建筑设计开始关

注绿色环保，而且实践带动了理论研究的发展。
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７ 年以后），文章数量明显增

多（含网络文章），２００７ 年为 １０ 多篇，２００８ 年增

至 ３０ 多篇，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略为减少，２０１１ 年

又增至近 ４０ 篇，这一时期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

互相呼应，实践为理论提供经验与参考，理论又

反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理论研究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总论、绿色建筑、节能管理、
环境素养教育。

１ １　 总论

此类文章一般从图书馆与环境的关系入

手，研究绿色图书馆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
析图书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Ｐｈｉｌｉｐ 于 ２００３ 年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上
发表的《走向绿色的图书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 一文，指出：科学家预言，由于人们无

节制的生产生活活动，森林将会逐渐消失，温室

气体排放量增加，气候变化异常。 如果这个预

测真的在未来某一天不幸成为现实的话，那么

它会像洪水一样，淹没和冲走大大小小的图书

馆。 虽然这个预言有些偏激，却值得图书馆从

业人员、政府管理者深思：图书馆应该向什么方

向发展？ 文章认为，节能环保无疑对图书馆本

身大有裨益，绿色图书馆是图书馆未来的发展

方向。 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绿色图书馆的措

施。 第一，图书馆建筑要依照节能环保标准进

行设计建造，馆内应光线明亮、干净整洁、空气

质量高，确保读者和馆员的身体不受损害。 第

二，图书馆应从全局出发，快速行动起来，用电

子文献替代纸质文献，减少纸张消费。 第三，图
书馆要有环境保护意识，在图书馆管理、读者服

务以及制定总体发展战略中考虑环境保护因

素。 第四，图书馆应该在为读者开设的讲座或

培训课程中增加环保内容，宣传节能环保知识，
提高读者的环保素养。 第五，图书馆要制定相

关的制度和政策，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降低

对大气和环境的污染程度。

１ ２　 关于绿色建筑的理论研究

绿色图书馆建筑方面的文章主要包括图书

馆中节电、节能技术的应用，以及图书馆建筑结

构的节能设计等。 这些文章所论述的理论观点

对绿色图书馆建筑设计、施工和后期维护，以及

未来图书馆的功能定位都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１） 节电、 节能技术应用。 Ｂｒａｎｄｅｈｏｆｆ 于

１９８１ 年在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发表的文章《图书馆

捕捉阳光》（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ｓｕｎ） ［２］ ，介绍加州

千橡 树 公 共 图 书 馆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在暖通风系统和照明系统上的节能设

计，这是最早从节电角度写图书馆绿色建筑方

面的文章。 同年，Ｓｈｅａｒｅｒ 在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上发

表《公共图书馆的太阳能发电》 （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３］ 一文，１９８３ 年 Ｗａｌａｃｈ 等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表《太阳能发电系统》 （Ｓｏｌａｒ ｏ⁃
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４］ 一文，这两篇文章都是介绍太

阳能发电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１９９３ 年，
Ｌｅｗｉｓ 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上
发表《图书馆能源效率》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一文［５］ ，介绍如何在图书馆应用节能技

术降低图书馆能耗问题。
（２）图书馆建筑结构的节能设计。 这方面

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图书馆建筑本身展开，
既包括建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包括实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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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面的案例分析。 Ｐｅｔｅｒ 于 ２０１１ 年发表的《可持续

图书馆，可持续服务：全球纵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ｅｗ） ［６］ 一文，
对绿色建筑 ／ 可持续建筑的内涵及其建设目标

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几个获得建筑奖项的绿

色图书馆。 文章认为，所谓绿色建筑 ／ 可持续建

筑，是指建筑物在建造和使用的过程中都可实

现节能环保，包括选址、设计、建造、使用、维修、
翻新改造的每一环节。 绿色图书馆 ／ 可持续图

书馆的建设目标是：第一，绿色建筑不但保障使

用者的身体健康，而且能够与周围自然环境融

为一体；第二，推动图书馆向着丰富社会文化，
增进公众环保意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方向

发展。 文章还认为，发展绿色建筑只是确保可

持续发展的第一步，了解公众节能环保需求，为
其提供相对应的信息服务项目，构筑图书馆在

公共服务中的领导地位，制定服务规划，才是图

书馆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同年 Ｂｒｉａｎ 发表

的另一篇文章《可持续性是现代图书馆建筑设

计的驱动力》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 ［７］ 提出了绿色图书馆

建筑设计应考虑的重点因素，文章认为，由于气

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人们越来越重视能源效

率，这已成为图书馆建筑设计中优先考虑的因

素。 现代图书馆建筑不仅考虑化石燃料的消

耗，还要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即自然采光、环
保建材、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概括起来，在绿色

图书馆建筑设计中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能源效率是图书馆建筑设计中需要考虑的一个

主要元素；绿色建筑与便利的公共交通紧密相

关，图书馆应坐落在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

都比较方便到达的地方；馆内读者活动区域应

有良好的照明、自然通风和采光；解决馆内不同

空间的噪音问题，特别是在公共活动区和阅览

区；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恶劣环境的影响，如夏季

强光照射或无法自然采光的区域、馆外噪音等，
应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予以解决；馆外应有自然

绿化带或人工绿化带，使图书馆与大自然融为

一体；馆内放置适量植物，有利于净化室内空

气。 Ｊａｃｋｉｅ 于 ２０１２ 年发表《展望：让你的图书馆

通过太阳能（和财政）获益，利用被动式太阳能

建筑技术实现能效的提高、照明和通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ｏｌａｒ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ａ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８］ 一文，对被动式太阳能建筑技术在图

书馆中的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和阐述。 文章认

为，每年美国高能耗图书馆楼宇花去了大量的

经费，应该在图书馆建筑设计中推广被动式太

阳能建筑技术。 虽然新建一座绿色建筑（或旧

建筑改造为绿色建筑）要比建一座普通建筑成

本高，但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通过能源节

约，是可以收回建筑成本的。 文章重点研究了

被动式太阳能采暖技术，即利用建筑朝向和周

围环境、内部空间和建筑结构的合理布局，不借

助机械动能就可实现采暖功能，同时还研究了

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绿色屋顶和环保建筑材料

等其他节能技术。 该文为图书馆绿色建筑设计

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参考。
其他关于绿色建筑方面的文章还有：Ｂｉｌｌ 于

２００３ 年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网络版）发表的《新的

绿色标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９］ 一文，讨
论了图书馆绿色建筑的新趋势，认为图书馆引

领了绿色建筑的浪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网络版）登载的另一篇文章———
《公共投入不再排斥图书馆的绿色建设》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ｐｕｔ ｙｉｅｌｄｓ ｇｒｅｅｎ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以阿肯色州第

一座获得 ＬＥＥＤ 认证的绿色图书馆———费耶特

维尔公共图书馆（ Ｆａｙｅｔｔｅｖｉｌ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

布莱尔分馆（ Ｂｌａｉ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为例，介绍了它的节

能环保特征、节能效果，以及申请 ＬＥＥＤ 认证的

过程［１０］ 。

１ ３　 关于节能管理的理论研究

关于图书馆节能管理方面的文章大多探讨

图书馆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普遍认为，节能管理

可以降低图书馆碳足迹，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还
可以帮助馆员和读者树立节能环保理念，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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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习惯。 代表性的文章有 Ｇｅｏｒｇｉａ 的《回

收：对图书馆有什么益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ｗｈａｔｓ ｉｎ ｉｔ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１］ ，作者在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对美国 １２５
个法律图书馆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８０％
的图书馆都将废旧报纸、纸张和下架图书扔掉

了。 作者认为，它们随其他垃圾被送到垃圾填

埋场，不但增加了垃圾场的负担，还污染了周围

环境和地下水资源。 美国各类图书馆作为纸张

消费大户，应该遵守和执行联邦政府颁布的有

关废旧物品回收法令，主动制定图书馆回收章

程和制度规范。 图书馆可以将废旧报纸、纸张

和下架图书卖给回收公司，既可以有少量的资

金收入，又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更重要的

是，回收纸可以作为造纸原材料再次被利用，从
而减轻造纸厂对树木的依赖程度，降低造纸成

本，减缓图书等印刷品价格上涨，间接缓解了图

书馆购置新书的压力。 作者进一步提出图书馆

开展纸张回收工作的关键环节：第一要与政府

管理部门、非营利性回收组织、商业回收公司建

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第二，图书馆建立纸张回收

制度，使回收工作常态化。 另一篇文章《从少量

到大量：高校图书馆复印服务的调查》 （Ｆｒｏｍ
ｓｃｒａｐｓ ｔｏ ｒｅａｍｓ：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２］ 介绍了南伊利诺伊大学莫里

斯图书馆（Ｍｏｒ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一项调查工作，他们

对馆内资源消费和回收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最
后提出建议：扩大图书馆的回收种类，不但要回

收普通白纸，还要回收彩色纸、混合纸、碎纸、铜
版纸、期刊、图书、报纸、纸板等各类型纸质用

品，同时还要回收塑料、玻璃、金属铝材等废旧

物品。 应该在大学图书馆大楼入口处设置分类

回收箱，使到馆读者养成废物分类回收的习惯，
并提出高校图书馆应该树立节能环保形象，成
为高校节能环保的引领者。

１ ４　 关于环境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就有学者关注图

书馆环境素养教育问题，他们认为：图书馆应该

积极参与到环境素养教育中，这是图书馆发挥

教育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 只有公众的环境素

养提高了，人们才会自觉地关心和保护地球环

境，维护生态资源平衡，使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

活环境。 有关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方面的文章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１）宣传节能环保知识。 在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威

尔逊图书馆通讯》（Ｗｉｌｓ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上刊登

了《寻找森林中的树木：环境信息源》（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一文［１３］ ，列
出了一个关注环境的组织机构名单和出版物名

单；同期还有《庆祝地球日常态化》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 Ｄａｙ ａｌｌ ｙｅａｒ ｌｏｎｇ）一文［１４］ ，介绍了世界地球

日的由来和发展历程，以及吸引公众持续关注环

境问题的方法。 ２００７ 年美国俄亥俄州冬季年会

上的一篇会议论文《绿色阅读：可持续发展思想

的源泉》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ｉｎｄｅｄ） ［１５］ ，也是对环保知识的介绍，文章

认为，一些图书馆员不知道环保节能该如何去

做，也不知晓绿色图书馆建筑成本有多大？ 现在

有很多信息资源（包括纸质资源和网络资源）可

为以上问题提供答案，文章围绕“建筑和环境美

化”、“可替代能源”、“节能设备和产品”、“节能

汽车”、“环保居住”五个主题，介绍了相关书籍、
文章、网站，目的是帮助图书馆员了解绿色环保

知识，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图书馆节能管理、绿色

图书馆建筑规划与管理运行中，推动图书馆绿

色环境的建设和发展。
（２） 培养公众环保意识，提倡环保行为。

《绿色图书馆员》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１６］ 一文，
介绍了在家中和图书馆中的节能环保行为。
Ａｍｙ 在 ２００３ 年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网络版）刊登的

《环保不容易但肯定很有趣：安娜堡地区图书馆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Ｉｔｓ ｎｏｔ ｅａｓｙ ｂｅ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ｂｕｔ
ｉｔ ｓｕｒｅ ｉｓ ｆ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７］ 一文，介绍了安娜堡地区

图书馆开展环境知识宣传与教育的活动内容，
包括：新燃料汽车知识讲座，野生动物木偶戏表

演，播放电影《远离富裕病》，环保节能旅游，绿
色日记等。 文章认为，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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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它的使命就是提供教育资源。
（３）环境素养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Ｍａｒｉａ 于

２０１０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高校图书馆可持

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未来计划》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１８］ ，主要阐述了环境素养教育的制度化建

设问题。 文章认为，高校图书馆在可持续发展

中面临困境：一方面要开发和保存印刷型馆藏

资源和数字馆藏资源，提供和支持快速变化的

技术和网络基础设施，提供免费服务；另一方面

还要承担不断增加的水、电等运行成本，无形中

增加了图书馆的能源消耗和经费投入。 高校图

书馆应该在建筑和管理方面率先垂范，减少对

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图书馆要在主动传播绿

色环保主题文献，加强环境素养教育的制度化

建设，降低图书馆碳足迹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使图书馆向着高效、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为
高校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２　 美国绿色图书馆建设实践

２ １　 绿色建筑

图书馆大楼虽然是一座建筑实体，但它体

现着建造者的价值观和态度取向，这种价值观

和态度取向不仅凝聚在建筑物中，也蕴含在建

筑的运行管理中，不仅为当代人所感知，还会对

后代人产生影响。 因此，美国图书馆人认为，绿
色图书馆建筑是承载节能环保社会责任的一个

重要载体，也是为社会公众传达节能环保理念

的重要场所。
在美国，普遍被认可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是

美 国 绿 色 建 筑 委 员 会 （ Ｕ Ｓ Ｇｒｅｅ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制定的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ＥＥＤ）评估

体系，该体系对绿色建筑的鉴定级别分为四级：
合格级、银级、金级、白金级。 第一家获得 ＬＥＥＤ
认证的图书馆是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对外开馆的加州圣

何塞公共图书馆西谷分馆（ Ｗｅｓｔ Ｖａｌｌｅ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它比传统建筑节能 ３０％ ［１９］ 。 据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美国有 １３１ 家图书馆（含分

馆）获得 ＬＥＥＤ 认证，其中获合格级认证的有 ３８
家，银级认证的有 ４７ 家，金级认证的有 ３３ 家，白
金级认证的有 １３ 家。 加利福尼亚州最多，有 １５
家，其次是伊利诺伊州，有 １４ 家［２０］ 。 绿色图书

馆节能主要表现为，大楼在运行过程中节水、节
电效果明显，据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调查显示，
获得 ＬＥＥＤ 认证的绿色建筑要比普通建筑节能

２９％以上［２１］ 。 例如，怀特特克分馆和自然中心

（Ｗｈｉｔｅ Ｔ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
它是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图书馆的一个分

馆，是该州第一个获得 ＬＥＥＤ 白金级认证的公共

图书馆，自开馆以来，每年节水 ５０ ０００ 加仑（约

１８９ 立方米），２７％的电力来自太阳能发电，它比

美国政府颁布的《除低层住宅之外的建筑节能

标准—２００４ 年 修 订 版 》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Ｌｏｗ⁃Ｒｉ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ＳＨＲＡＥ ９０ １－２００４）还要节能 ４２％ ［２２］ 。

节约能源既减少公共财政负担，又缓解了

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绿色图书馆

建筑受到社会和公众的普遍欢迎，读者到馆率

和借阅量大幅上升。 而且，通过绿色建筑，图书

馆向社会传达出节能环保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

任观，对培养公众节能环保意识起到了积极的

推进作用。

２ ２　 节能管理

２ ２ １　 制定节能环保实施计划

制定行动计划是美国图书馆在节能管理过

程中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计划的制定与

实施践行了环保节能理念，图书馆实现了节能

目标，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公众

对节能环保的认识与理解。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

ｂｒａｒｙ）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推行“图书馆绿色环保计

划” （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ａｃｋ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 ［２３］ 。 具体内容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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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绿色环保计划”内容

建筑节能

①对旧金山中心图书馆和 ２７ 个分馆启动设施节能改造工程，完成从废品回收到节能照明

灯具的改造。
②依照绿色建筑标准，规划新建和改造 １０ 个分馆，并申请 ＬＥＥＤ 银级或更高级认证。

环境素养教育

①制定为期一年的公众环境素养教育计划。 包括夏季阅读活动，以及由旧金山公共图书

馆斯特格纳环境中心和各分馆主办的专题活动：绿色食品介绍、节能环保生活方式、节能

出行、全球环保问题等。
②与旧金山环保部合作开展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社区宣传活动，提高居民环保意识。

使用环保产品

发放环保借阅证，是美国第一家发放环保借阅证（ＥｃｏＣａｒｄ）的图书馆。 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开

始，该馆逐步替换传统的塑料借阅证，新借阅证由玉米棒加工而成，可以回收降解，不对环

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节能环保阅读推广 购置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文献信息资源，推荐给社区居民。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因成功推行节能环保计

划，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但树立了良好的

节能形象，而且成为旧金山节能运动的引领者，
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旧金山市长的高

度评价，获得旧金山政府颁发的“２０１０ 绿色和蓝

色奖”（２０１０ Ｇｒｅｅｎ ＆ Ｂｌｕｅ Ａｗａｒｄ）。
２ ２ ２　 使用节能环保产品

使用节能环保产品，是许多美国图书馆倡

导的重要节能手段。 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４］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就

在日常工作中推行节能环保计划，其中，使用节

能环保产品是重要管理举措，对于要经常购买

的办公用品，该馆从环保角度出发，进行严格的

规定：必须购买由回收材料（回收材料成分至少

占 ３０％）制成的纸张；购买以植物为原料的打印

机墨粉，因为这样的墨粉可以降解回归大自然；
购买可重复使用或耐用的物品，尽量不买一次

性用品。 比如，该馆停止给读者发放塑料袋，如
果读者需要袋子装借阅图书，需要向图书馆付

费购买布质袋子，这样的袋子可重复使用且能

回收；将部分图书馆公车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２ ２ ３　 回收或再利用废旧物品

图书馆每年有大量下架的图书、报刊，废弃

的纸张、纸板，有时还有多余不用的办公用品，
如何处理这些物品，美国图书馆采取了多种办

法，对于多余的办公用品和报刊书籍，有些馆采

取交换再利用的方法。 例如，亚利桑那州的皮

马县公共图书馆（Ｐｉｍ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在

分馆之间建立了一项多余物品交换制度，某个

分馆不需要的书刊或办公用品可以转送给另一

个分馆，达到节省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的目

的［２５］ 。 对于已经报废的纸张、纸板、办公用品以

及生活、工作产生的废旧物品，图书馆一般采取

回收的办法，减少资源的浪费。 例如，美国芝加

哥公共图书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每年回收

纸张 ３０７ ５６５ 磅（约 １３９ ５ 吨），相当于少砍伐

２ ５３３棵树［２４］ 。 又比如，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公

共图书馆（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在大楼门口设

立分类回收箱，居民可将废弃的纸张、饮料瓶、眼
镜、手机、灯泡等放入回收箱，既培养了居民的环

保意识，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２６］ 。
２ ２ ４　 引导馆员养成节能的行为习惯

鼓励馆员选择节能出行方式，培养馆员节

能的行为习惯。 例如，明尼苏达州的大河地区

图书馆埃尔克河分馆（ Ｅｌｋ Ｒｉｖ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７］ ，鼓
励图书馆工作人员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上

班，减少开私家车次数，降低因汽油燃烧对空气

的污染。

２ ３　 培养读者节能环保意识

２ ３ １　 环境素养教育

美国图书馆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环境素养

教育，包括阅读推广、专题讲座、展览、物品交换

等活动（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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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美国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形式及案例

环境素养教育形式 案　 例

阅读推广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每年在暑假期间举办阅读推广活动，２００８ 年暑期专为成人举办一个主

题阅读活动：“绿色阅读，绿色生活：成人暑期阅读”。 图书馆给每位参加阅读活动的人免

费发放一套需要讨论的书籍，这些书籍的主题与节能环保有关。 并在全市设立 ７９ 个讨论

点，公众可以到这些地点参与小组讨论［２４］ 。

讲座
格林斯博罗公共图书馆的凯思琳·克莱·爱德华兹分馆（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Ｃｌａｙ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ｂｒａｎｃｈ）举
办与环境相关的主题讲座或活动，每年吸引 ５ ０００ 多人参加［２８］ 。

展览
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图书馆为社区居民每年举行一次由回收材料制作的艺术品展览

活动［２６］ 。

物品交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大急流城公共图书馆（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举行旧衣物交

换活动，主题是“更适合你！”，吸引了 ６４０ 名社区居民参加，人们把自家不需要的衣服拿来

彼此交换，留下的没有被交换出去的衣物由馆员整理后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２９］ 。

２ ３ ２　 协助政府宣传节能环保政策

在节能环保建设中，美国政府一般通过制

定环保法律和政策规章推进本地区节能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政府颁布的政

策不一定都能被公众理解和接受。 一个原因

是，政策内容比较抽象、笼统，不容易被理解，另
一原因是，公众觉得节能环保政策与我没有直

接的关系，是政府的事情。 美国图书馆人认为，
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是地方政府的一个

公共服务部门，在承担文献信息服务职能的同

时，还要承担环保政策宣传这一社会责任，图书

馆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政府

的节能环保政策能够贯彻执行。
例如，２００７ 年，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政府推

出了《阿灵顿主动减排计划》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图书馆积极配合政府的减

排计划，通过环保书籍的阅读推介、开设专题讲

座等活动，诠释、分析政策内容，特别是在该计

划中，包含一个“阿灵顿自行车” （ Ｂｉｋｅ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倡议活动，目的是鼓励公众骑自行车出行。 为

了响应政府号召，阿灵顿中心图书馆和各分馆

的许多馆员放弃开车，改为骑车或乘公交上下

班，带领居民参加由该县政府举办的自行车之

旅。 另外，图书馆定期举办“星期二阿灵顿自行

车讲座”（Ｂｉｋｅ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ｓ Ｔｗｏ Ｗｈｅｅｌ Ｔｕｅｓｄａｙ），讲
解自行车安全、设备维护等内容。 阿灵顿中心

图书馆还设立了自行车出借点，方便居民骑自

行车出行［２６］ 。 另一个例子是，佛罗里达州的杰

克逊维尔市电力局计划推行家庭能耗评估计

划，帮助人们了解居家耗能的主要内容，掌握节

能方法，降低家庭用电用水量。 杰克逊维尔公

共图书馆（ Ｊａｃｋｓｏｎｖｉｌ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主动要求

协助电力局推行这一计划，起初是在其中心图

书馆和三个分馆进行试点，后来扩大到所有 ２１
个分馆。 这个计划的主要工作是给居民发放

“家庭能耗测量工具包”，每个工具包包括红外

温度计、电度表、温湿度计、计算器、卷尺、直尺

和水流测量表，以及使用说明书、一本《降低能

耗方法指南》、一张介绍最佳节能方法的 ＣＤ。
电力局给每个馆配备 ６ 套工具包，读者可以凭图

书馆借阅证，将工具包借回家，在家里进行能耗

测量，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图书馆用户已经用这些

工具在家里测试了 １ ３７３ 次。 杰克逊维尔公共

图书馆对于电力局计划的推行起到了促进

作用［３０］ 。

２ ４　 其他

除了各图书馆开展绿色图书馆建设，联邦

和各州的图书馆协会也采取多种形式倡导和推

行绿色图书馆运动，主要形式有建立工作小组，
召开学术谈论会，倡导节能环保生活方式等。

（１） 建立工作小组。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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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对于推进美国图书

馆界的环境保护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１９８９ 年，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社会责任圆桌会议（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之下成立了一个环

境工作小组（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成
员包括各类型图书馆代表、出版商、数据库供应

商、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有关各方代

表［３１］ ，其职责是促进图书馆界关注环保问题，促
成图书馆员与信息专家的合作与交流。

（２）召开学术讨论会。 最早开展节能环保

主题 讨 论 的 是 纽 约 图 书 馆 协 会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 年，纽约图书馆协会

在水牛城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会议主题是“我

的图书馆如何做到节能环保？”会议围绕图书馆

节能环保方法、绿色图书馆建筑等议题展开

讨论［３２］ 。
（３）倡导节能环保生活方式。 美国图书馆

协会环境工作小组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倡导节

能理念，他们曾做过一次估算，每年冬季的 ＡＬＡ
年会大约有 １０ ０００ 多名参会者，每次年会要举

办 ２ ０００ 多场商务会议、分组学术讨论和其他活

动，假设每人平均参加 ６ ５ 次活动，每人每参加

一次活动用一个纸杯的话，到会议结束时，将会

用掉 ６５ ０００ 个纸杯，相当于耗费 ２ ０１８ 磅纸张，
需要砍伐 １７８ 棵树。 为此，在 ２００８ 年 ＡＬＡ 年会

召开之前，环境工作小组向参会者发出倡议：
“为了我们的地球，请自带水杯。”在此倡议下，
所有参会人员都自备饮水杯，节省了大量的一

次性纸杯［３３］ 。 环保行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

３　 启示

３ １　 构建完善的制度，是绿色图书馆建设的基

础和保障

制度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

则，是实现某种功能和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乃

至整个社会需要遵守的一系列规范体系，因此，
制度建设是任何实践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

障，美国绿色图书馆发展亦是如此。 以环境素

养教育为例，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环境素养

教育的国家之一，１９７０ 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

《环境教育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 ［３４］ ，对学校环境教育进行立法规范。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美国国会又颁布《国家环境教育

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３５］ 。
在法律的保障之下，美国环保署出台《国家环境

教 育 培 训 计 划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６］ ，通过计划项目

推进环境素养教育工作。 除了联邦政府的政策

规定，美国各州也制定了相关制度。 例如，北卡

罗来纳州制定了一项环境教育认证制度（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３７］ ，目的是提高该州公民的环境素养水

平。 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环境素养教育基地

和教育者进行认证，规范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保证教育基地和教育者质量。 该州格林斯博罗

公共图书馆的凯思琳·克莱·爱德华兹分馆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Ｃｌａｙ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ｂｒａｎｃｈ） 便通过了认证，
成为环境素养教育基地，同时该馆还设立了一

个环境管理岗位，该岗位人员亦通过资格认证，
被称为“环境教育图书馆员”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制度建设为美国绿色图书馆

建设奠定了基础。

３ ２　 与政府和其他组织合作，是图书馆开展节

能环保工作的关键因素

注重与政府和其他组织合作，是美国图书

馆开展节能环保工作的关键因素。 经费缺乏，
专业水平无法保障，工作人员不够是制约图书

馆节能环保工作的主要因素，解决办法是获得

地方政府支持以及与其他组织合作。 政府在政

策和经费方面的支持，可以使图书馆实现绿色

馆舍建设目标，进而达到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日

常运行成本的目的，美国 １３１ 家获得 ＬＥＥＤ 认证

的图书馆就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而与其他组织

合作，则可以带来多方面益处，一是可以获得节

能环保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使节能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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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科学、规范，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人手不够的问

题，由于图书馆人员紧缺，开展活动相当困难，
与其他组织合作，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例如，前
文所述，皮马县公共图书馆（ Ｐｉｍ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建立了一项在分馆之间交换多余物品的

制度，而在具体操作运行过程中，是由非盈利组

织 ＦＲＥＥＣＹＣＬＥＴＭ 参与进来，与图书馆共同完

成的。

３ ３　 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辅相成，是绿色图

书馆建设效果显著的重要因素

实践活动是学术研究的来源，也是学术研

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学术研究则发挥着对实

践活动进行归纳、总结、规范和指导的作用。 正

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美国绿色图书馆建设才得以快速发展。 在

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积极撰写绿色建筑、节能

设备、环境素养教育、节能方法等方面的论文，
各协会通过开展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学术讨论

会，促进学术研究交流与合作。 在实践领域，有
１００ 多所绿色图书馆大楼落成，实现了节能运

行；图书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环境素养教育，提
高了公众的环境素养水平；通过废旧物品回收，
使用环保产品等方式，图书馆积极践行环保节

能理念。 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相互促进和影

响，使得美国绿色图书馆运动不断向更深更广

的领域发展。

３ ４　 价值追求与公众利益相一致，是图书馆发

展的重要前提

图书馆是信息资源存储与传播，社会公众

学习知识、提高文化素养的重要场所，图书馆的

价值追求只有与公众利益相一致，才能得到持

续发展，美国绿色图书馆建设经验充分验证了

这一点。 他们开展的环境素养教育活动，政府

节能政策宣传与推广活动，绿色建筑推广与应

用、废旧物品回收、使用环保产品等节能行动受

到了美国公众的欢迎和认可，到馆人数明显增

加，节能环保活动成为社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 与此同时，绿色图书馆建设也受到了政府

的肯定和奖励，一些通过 ＬＥＥＤ 认证的绿色图书

馆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建筑大奖，成为地方政府

推进绿色建筑的优秀范例，建设经验在其他公

共建筑领域得到推广。 在其他方面，一些图书

馆也获得政府授予的奖励，比如格林斯博罗公

共图书馆的凯思琳 · 克莱 · 爱德华兹分馆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Ｃｌａｙ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ｂｒａｎｃｈ）因为在环境素养

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获得北卡罗来纳州政府颁

发的 ２００８ 年度“优秀环保组织奖”。 美国政府

和公众对绿色图书馆建设的认可，表明图书馆

的价值追求与公众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一致，
这是图书馆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换句话说，图
书馆的存在和发展，要成为公众所需、社会所

求，唯有这样，图书馆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

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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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旭： 美国绿色图书馆建设的理论、 实践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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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３１］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ｓｒｒｔ ／ ｔｆｏｅ ／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Ｌｉｂｂｉｅ Ｍ Ｇｏ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１５］．ｈｔｔｐ： ／ ／ ａｕｂｕｒｎｐｕｂ ｃｏｍ ／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 ／ ｇｏｉｎｇ⁃ｇｒｅ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０９５５３９５－

２９ｆ０－５ｂ３３－８３８ｆ－８９２８ｄｂ７６３７ａ３ ｈｔｍｌ

［３３］ 　 Ｍｏｎｉｋａ Ａ， Ｆｒｅｄ Ｓ， Ｅｌａｉｎｅ Ｈ Ｃｕｐ ｂｙ ｃｕｐ：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ｐ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ｅｔ ｅａｒｔｈ［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２－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ｉｋｉｓ ａｌａ ｏｒｇ ／ ｍｉｄ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８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Ｃｕｐ＿ｂｙ＿Ｃｕｐ

［３４］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８－１１］．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ｃｔ

［３５］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８－１１］．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

［３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８－１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 ｅｐａ ｇｏｖ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７］ 　 Ｎ Ｃ ＤＥＮＲ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３－

０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ｅ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ｏｒｇ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崔　 旭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通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学府大道 １ 号。 邮编：７１０１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２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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