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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面小康的图书馆常态化转型发展模式探索
∗

陈传夫　 冯昌扬　 陈　 一

摘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面临着独特的机遇、风险与挑战，“转型发展”是这一

时期全球图书馆事业的主要特征。 中国图书馆应当主动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调整自己的发展方

式，科学确定发展方向，融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流，纳入国家重大规划视野。 本文在职业认知调查、政策研

究、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分析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图书馆的常态化趋势，提出图书馆事业常态化转型发展这

一概念；研究全面小康对图书馆事业服务经济增长、国民素质提升、文化强国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新

要求；分析图书馆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投资与预算、人口数量与结构、外部行业竞争、图书馆内部治理、人力

资源与技术；凝练常态化发展模式特征：内涵式发展、均衡性发展、民生化发展、法制化发展和创新型发展。 参考

文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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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ｂｙ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ｕｐｈｏ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ｅｔｃ ５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ｅｅｔ ｕｓｅｒ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ｎｅｅｄｓ ｂｙ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
ｃ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ｅｒｖｅ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３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历

史时期。 这一时期在中国是“十三五”规划“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１］ ，在欧美则是“后

金融危机时期” ［２］ 。 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一时期

全球图书馆事业的主要特征是“转型” ［３］ 。 《人

民日报》“编者按”指出图书馆“变革和转型势在

必行” ［４］ 。 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报告称“图书

馆继续转型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 ［５］ 。 学者

的调查表明，２０１１ 年开始，我国有关图书馆转型

的研究突增［６］ 。 但是，“图书馆转型方向尚未明

晰” ［７］ 。 罗伯特·丹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Ｄａｒｎｔｏｎ）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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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转型特别任务组说：“我们正

处于图书馆历史的转折点上，却仍不知它究竟

将转向何方。” ［８］ 转型问题广受重视，转型的方

向是什么则需要深入探索。
我国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十三五” 时期的主要

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各项改革任

务、制度建设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

聚焦［９］ 。 公共图书馆作为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

组织［１０］ ，理应主动围绕这一目标调整自己的发

展方式，转型发展将成为新常态。 但是从转型

的实践来看，有些转型是成功的，如“图书馆之

城”模式、“中心图书馆”模式，也有些存在不确

定性，如图书馆与信息中心合并模式。 国际上

同样有转型失败的案例，如哈佛大学图书馆的

第一次重组，甚至引发了占领哈佛运动（ Ｏｃｃｕｐ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１１］ 。

图书馆界很早就关注社会发展与图书馆转

型问题的研究，发表了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
这些研究重视图书馆内部结构的调整，主动分

析小康社会的建设需求，重点关注以下内容：①
将图书馆的作用定位于文化传承、文化教育，将
图书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服务定位为文化

服务；②强调图书馆提供信息资源的作用；③重

视图书馆文献收藏和保存的作用。 但是，从全

面小康的总目标看，前期的探索主要关注图书

馆的内部结构调整，忽略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如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图书馆发展的新要求；重视

图书馆的文化因素，忽略了图书馆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图书馆支撑创新功能；重视

图书馆资源提供的功能，而忽略了图书馆的城

市、社区支撑功能，如图书馆社区中心发展的作

用；重视图书馆的内部管理变革，忽略了图书馆

转型的制度性探索，如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图书

馆的激励制度。
图书馆只有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一致，才

能科学确定发展的方向，才能融入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主流，才会在国家重大规划中被纳

入视野。 因此，探索图书馆转型发展具有现实

意义与紧迫性。 笔者认为，聚焦于全面小康目

标，是“十三五”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流方

向。 本文提出图书馆事业常态化转型发展这一

概念，分析全面小康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要

求，以及图书馆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

上，凝练常态化发展模式的特征。

１　 现状调查过程

探索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我国图书馆转型发展方

向，推进图书馆服务于全面小康总目标，需要准

确掌握我国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公
共政策现状、不同层次图书馆的转型实践以及

国际图书馆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以了解我国图

书馆事业发展现状与差距，以及全面小康的新

要求，为探索这一时期图书馆常态化发展新模

式提供理论支撑。 为此，笔者通过数据分析、政
策分析、案例与比较分析等方式开展研究。

（１）数据收集。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具有独特的

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面临独特的机遇、风险与

挑战。 研究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图书馆的常态化发展

模式，首先必须全面深入了解这些状况。 笔者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１０ 月 １０ 日，向图书情报

界的专业人员发放“图书馆转型风险问卷”，调
研对象是省级或副省级公共图书馆、副省级以

下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学会、高校

教学机构、政府部门图书馆等机构的从业者，共
有 ２７５ 人回答了问卷。 问卷涉及图书馆转型发

展中可能面临的 ４０ 项风险，包括业务、战略、资
本、人才、法律、管理、技术、价值八个方面。 调

研发现，“图书馆对转型发展模式存在不确定”
（平均值 ３．６３）是最大的风险之一。

（２）政策研究。 政策是保证整个图书馆事

业健康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集中体现［１２］ 。 笔

者主要研究国家“十三五”规划发展政策、小康

社会建设国家政策与测度指标、现行与正在制

定的图书馆公共政策。 重点对我国图书馆的文

献资源政策、财政拨款政策、读者服务政策、人
才管理政策、发展政策、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
等开展研究，同时也对各地的图书馆条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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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ｆｕ， ＦＥＮＧ 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ｇ ＆ ＣＨＥＮ Ｙｉ：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调查。 此外，还包括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政

策文件。
（３） 案例调查。 选取国家图书馆、部分省

级、副省级公共图书馆（包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深圳图书馆、杭州

图书馆等）、市县级图书馆展开案例调查，重点

调查各馆近年来的发展规模、经费投入变化、人
员变化情况、管理与服务、读者人数的变化情况

等。 重点调查了深圳“图书馆之城”发展模式，
上海“无处不在”的图书馆发展模式，西藏地区

图书馆发展模式，粤东地区的南澳县图书馆发

展模式。
（４）比较研究。 调查欧美地区图书馆事业

发展状态，可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参考。 主要调查：①欧美国家历年图书

馆年度报告，包括：美国《公共图书馆 ２０１２ 财政

年度调查》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ＡＬＡ，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资

源调查》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５，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年美国图书馆现状报告》 （ ２０１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ＬＡ，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美国图书馆现状报告》 （ ２０１５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ＬＡ，２０１５），英国的

《英国统计数据》 （ ＬＩＳＵｓ Ｕ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ＳＵ，
２０１５）；②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包括：《建设中

国数字包容的老龄化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潜力》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４），《从混沌中提取价值》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ｏｓ，ＩＤＣ，２０１４），《图书馆认知报告

２０１０：语 境 与 社 区 》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ＣＬＣ，２０１０），《图

书馆和信息资源认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ＣＬＣ，２００５），《美国人如何

评估社区公共图书馆》 （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３），《乘风破浪还是随波逐

流？ ———如何在信息狂潮中把握方向》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ｓ ｏｒ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ｄ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ＦＬＡ Ｔｒｅ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ＦＬＡ，２０１３），《让城市发展更

强劲：公共图书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ｒｂ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０７）； ③国际图书馆发展模

式，主要考察欧美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和关注度、
用户数量、政策法律制度、经费、馆员素质，着重

了解图书馆服务，包括社区图书馆、图书馆延伸

服务、民生服务、教育服务、企业服务等。

２　 全面小康对图书馆发展的新要求

全面小康是多项战略目标的有机组合，涉
及经济目标、产业目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目

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目标、农业现代化目标、人
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目标等多方面［１３］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多

方面力量汇聚与协同。 图书馆将在全面小康实

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我国图书馆

事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

差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我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

馆 ３ １１２ 个，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 ０．５５ 册，
这和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人均

１．５—２．５ 册图书馆藏书量、图书馆最佳覆盖半径

和服务读者数量等标准相比，存在显著差距［１４］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３ １１７个，从业人

员达 ５６ ０７１ 人，发放借书证３ ９４４万个，总流通人

次 ５３ ０３６ 万，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４６ ７３４ 万，外借

人次 ２２ ７３７ 万［１５］ 。 而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

最新统计，美国有公共图书馆总馆 ８ ８９５ 座，分
馆 ７ ６４１ 座，合计共有公共图书馆 １６ ５３６ 座［１６］ 。
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公布的数据显

示，２０１３ 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 ２ ５％，
美国是 ６８％，英国是 ５８％ ［１７］ 。 ２０１４ 年“第十一

次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３ 年我国

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４．７７ 本，远低于

韩国的 １１ 本，法国的 ２０ 本，以色列的 ６４ 本。 从

图书馆数量、人均馆藏、借阅证数量到国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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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我国与国际上存在较大差距，全面小康对

图书馆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图书馆具有很大发

展潜力，面临机遇与挑战。

２．１　 图书馆服务经济增长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以下简称《“十三五” 规划建议》） 确立到

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的目标。 图书馆在诸多领域都需

要发挥其天然优势来服务经济发展。 “知识资

本”已经成为当今经济活动生产要素中最活跃

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知识服务将在知识经济

的所有基础环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１８］ 。
图书馆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但在数据驱

动经济发展浪潮下，数据日益成为重要资产，图
书馆作为贮存数据和信息的关键机构，在帮助

人们选择数据、评价数据、关联数据以及发挥数

据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

外，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供给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发挥特有的资源和服务优势，合理

定位，突破传统服务职能，创新服务方式，增强

为经济服务的意识，成为创新的支撑机构。

２．２　 图书馆服务国民素质提升

国民素质包括国民在身体健康、文化知识、政
治觉悟、道德思想等方面发展的基本状况和水

平［１９］ ，它是体现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十三

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人们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新的目标也提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显著提高。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

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

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
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

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素质出

现了“分化”“复杂化”和“不平衡”现象［２０］ 。 作

为重要的公共文化和社会教育机构，图书馆在

国民素质教育中应起关键导向作用。 以书育人

是图书馆的价值所在，图书馆必须在知识信息

的选择与评价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２１］ ，图书馆

丰富的馆藏为育人提供了物质基础。 图书馆通

过对人类知识的加工组织，对文献的有序化整

理，通过科学有效的参考服务、推荐服务、学科

服务等服务形态，满足用户的多样性需求，并帮

助人们掌握获取数据信息的方法和手段，提升

国民的信息素养和科学素养。 图书馆应当把培

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作为使命之一，利用权威

中心优势，将图书馆发展成为公共教育、终身教

育场所，成为社会的公共学习中心。

２．３　 图书馆服务文化强国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基本

建成。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底，全国有公共图书馆 ３ １１７ 座，从业人员５６ ０７１
人，实际使用房屋面积１ ２３１．６０万平方米，图书

总藏量７９ ０９２万册，电子图书５０ ６７４万册，阅览

室坐席数 ８５．５５ 万个，计算机 １９．８６ 万台，供读者

使用的电子阅览终端 １２．１６ 万台，全国平均每万

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９０．０ 平方米，人均图书

藏量 ０．５８ 册，全国人均购书费 １．２４ 元［１５］ 。 为提

高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满足城乡居民基本

文化需求，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央财政投入巨资

陆续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数

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

划”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

程”“农家书屋工程”等多个具有全局性、基础性

的文化惠民工程。 “全民阅读” “文化传承” “文

化遗产保护”都成为图书馆的社会标签。 而作

为全民阅读实施主体空间、文化资源保存机构，
图书馆在保存文化遗产，促进文化资源开放共

享、免费服务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推动文化

强国建设的重要机构。

２．４　 图书馆服务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一个由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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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进社会公正、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培育社

会组织、发展社会事业、推进民生建设等多个领

域构成的宏大系统［２２］ 。 社会建设的内容可以简

要概括为：优化人口品质，完善保障机制，推进

自由平等，理顺社会流动［２３］ 。 《“十三五” 规划

建议》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确立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这为公共图书馆

的民生服务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政

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要与重要民生工程合作，
主动利用馆藏资源推送相关民生信息，开展民

生信息服务，提高服务效益，使民生信息服务能

真正改善民生。 如在开展社会教育方面，公共

图书馆可以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先进的设

施，向社会公众提供政策解读、语言文化、科技

信息等方面的信息，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平等

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文化信息服务方面，图书

馆要及时向公众提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

育、社会保障、民政福利、就业服务等多个社会

事业领域的信息［２４］ 。

２．５　 图书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本着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均

衡负责的宗旨，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

模式，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自

然环境，修复和建设生态系统，为国家和民族的

永续生存和发展保留和创造坚实的自然物质基

础［２５］ 。 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论

的丰富和完善，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

洞察，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发展道路的文明

新形态，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的基本要求［２６］ 。
生态文明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图书馆的公益

性，决定了图书馆必然成为公共服务的基础，为
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著
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发布

名为《创新区的崛起》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

５０ 年里，美国的创新集聚区往往坐落在像硅谷

这样的远离市中心的城市郊区，很少注重生活

品质或工作、家庭和娱乐的有机融合。 当前，正
在兴起的新型“创新区”则出现在那些汇聚领先

的“ 锚 机 构 ” （ Ａｎｃｈ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的 地 理 区

域［２７］ 。 按照哈佛教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ｒｔｅｒ 的定义，
“锚机构”是指一些大型的、固定的非盈利性机

构，主要包括大学、非盈利性医院、图书馆等［２８］ 。
由此可见图书馆对新型生态文明的贡献。 生态

文明建设是现代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现

在多个方面，比如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食品安

全问题、民生问题、儿童早期阅读以及城市的各

种文化设施建设、环境等。 作为保存和传承知

识、典籍和人类历史文化的社会机构，图书馆在

城市生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图

书馆不仅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同时自

身也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之一。 现代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的程度是以这个区域拥有的图书馆、美
术馆、博物馆、大剧院等文化设施的规模和数量

来作为评价的基础。

３　 服务全面小康图书馆面临新的挑战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

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图书馆发展同样要适应

新常态，充分考虑投入、人口、图书馆内外因素

的影响。

３．１　 投资与预算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逐年

稳步增长，全国文化事业费也逐年递增。 ２００６
年，１５８． ０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 １％；２００７ 年，
１９８．９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９％；２００８ 年，２４８．０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７％；２００９ 年，２９２．３２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７． ９％ ［２９］ 。 “十二五” 期间， ２０１２
年，４８０． １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 ３％ ［３０］ ； ２０１３
年，５３０．４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５％ ［３１］ ；２０１４ 年，
５８３．４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０％ ［１５］ 。 由此可见，
文化事业的投入直接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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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舍调查表明：“十一五”期间，我国公共图

书馆新建、扩建、翻修规模很大，馆舍面积增长

很快。 ２００９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房屋建筑面积

达到 ８５０ 万平方米，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２５２ 万平方

米，增长 ４２．１％ ［３２］ 。 很多图书馆都建设了新馆，
如 ２００６ 年深圳市政府投资 ７．７ 亿元建成新馆，
２００７ 年南京投资 ６ 亿元建国内一流图书馆，
２００８ 年杭州图书馆新馆对外开放，总投资 ４ 亿

多元，２０１０ 年上海浦东新区图书馆投入使用，总
投资 ８．５ 亿元，同年，投资 ５ 亿元的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开馆。
近年来，文化投资重点发生了转移，文化新

业态发展成为重点领域。 数据显示，我国省级

公共图书馆基本支出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项目

支出有所上升。 这些项目支出主要包括近年来

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展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项

目的建设支出［３３］ ，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各地方的数字图书馆工

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等项目。
由于经济下行的压力，建筑规模投资放缓，

控制建设规模的常态政策必然对图书馆的扩建

和新馆建设产生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国土资源

部明确国家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建设

用地的规模、布局、结构和时序安排，对建设用

地实行总量控制［３４］ 。 “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

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 ６．５％以上［３５］ 。
而对比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二五”期间预计经

济年均增长近 ８％ ［３６］ ，很明显 “十三五” 期间

ＧＤＰ 预计增速放缓，这必然会影响国家对社会

机构投资的规模与速度。

３．２　 人口数量与结构

２０１４ 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
１３６ ７８２ 万人。 １６ 周岁以上至 ６０ 周岁以下（不

含 ６０ 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９１ ５８３ 万人，占总

人口的比重为 ６７．０％，６０ 周岁及以上人口２１ ２４２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５． ５％，６５ 周岁及以上人口

１３ ７５５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０．１％。 城镇常住人口

７４ ９１６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６１ ８６６ 万人。 全国

流动人口为 ２．５３ 亿人［３７］ 。 与过去相比，老龄人

口、城镇人口、流动人口均有所增加，人口数量

与结构的变化对图书馆提出了新的要求。
图书馆发展应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 其中

成年人、儿童、老年人、流动人口、残障人口是应

当考虑的结构性要素。 一项涉及 ２７１ 个图书馆

的调查显示，意识到老年人身体障碍并提供切

实帮助的图书馆还比较少，仅有 １２．９％的被调查

馆明确列出所提供的设施设备，并且这些图书

馆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 ５１． ４％） 和省市馆

（６８．６％），仅有 １５．５％的被调查馆在馆舍中设置

了专门的老年阅读和活动场所［３８］ 。 ２０１３ 年，我
国公共图书馆盲人图书藏量为 ８３．２５ 万册，视听

文献 １ ３５３．０８ 万件［３９］ 。 全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

患听力障碍者达 ２ ３３６．６２ 万。 此外，图书馆为老

年人提供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还比较单一，其中

电脑网络培训占绝对比重（占 ７７．６％） ［３７］ 。 世界

银行调查表明，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还没有

充分开发，以应对正在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现

实，特别是在农村地区［４０］ 。 由于国家放开二胎

政策，图书馆甚至要考虑新一代婴儿潮对图书

馆的需要。 ２０１５ 年世界读书日期间，当当童书

与少读工委联合主办“亲子共读 ２１ 天”公益活

动。 由艾索儿童研究咨询机构发布的《 ２０１５ 中

国亲子阅读报告》表明，少年儿童主观意愿想去

图书馆，但因为环境、藏书量等问题，导致孩子

们没有爱上图书馆。
２０１３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年接待 ５ 亿人次，

人均年到馆 ０．３６ 次，美国人均年到馆 ５．１ 次［１７］ ，
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均达到 ４—５ 次。 显然，
我国图书馆用户潜力巨大。 同时，各地区之间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２０１４ 年，上海市公共图书

馆人均年到馆 １ ６３３ 次，浙江省 ０ ９９５ 次，湖南

省 ０ ２３３ 次，西藏 ０ ０５２ 次［４１］ 。

３．３　 其他行业的竞争

技术创新、产业革命导致新型社会分工，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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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新兴服务业，例如网络服务、信息中介服

务、创意产业。 网络环境的发展不但给图书馆

自身的业务带来挑战，信息行业的迅猛进步也

不断争夺图书馆用户资源。 以数字出版为例，
数字出版产业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分流了图

书馆的用户。 数字出版机构是通过出售数字资

源发展市场，而图书馆则是通过提供数字资源

来履行社会职能，数字出版机构正在创新市场

模式与图书馆抢夺用户与业务资源。 例如，盛
大等数字出版机构与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手机阅

读基地合作，推广自身的数字产品，甚至以免费

阅读来吸引读者［４２］ 。 社交媒体、网络公司也与

图书馆抢夺市场。 以微博、微信为载体的内容

较传统阅读介质对读者更具吸引力，碎片化的

“轻阅读”“浅阅读”趋势明显。 基于搜索的互动

式知识问答分享平台，如“百度知道” “新浪爱

问”和“搜狗问问”等几大品牌逐步占领问答咨

询市场。
图书馆业务正在受到一些市场力量的挑

战。 以业务外包为例，以编目为代表的图书馆

的核心业务也被外包出去。 据儒林公司统计，
从 ２００３ 年起，其图书馆全套加工服务每年递增

２０％，现在有 ７０％的图书馆要求提供全套加工服

务［４３］ 。 我们的调研发现“社会信息资源和互联

网挑战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的重要性” “愈来愈

多的资源和服务由商业机构、网络服务提供商

所取代，图书馆中介机构地位下降”已为很多业

界人士认识到。

３．４　 图书馆内部治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用户对图书馆服务

的期待，用户对图书馆提供信息的实时性与准

确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已

经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变化的知识需求。 根据我

们的调查，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纵深不足。 为了

适应变化的社会，很多图书馆创新内部治理机

制，如图书馆内部业务重组，设立内部分馆，部
门合并与部门拆分，设置新的岗位。 这种治理

模式，虽然稳定了图书馆管理秩序，仍然难以满

足用户的变化需要，一些公共图书馆人员经费

不断攀升。 另外，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

各地文化事业发展不平衡，有些甚至连基本的

服务都难以保证。 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例，
２０１４ 年杭州市 １５７ 家镇（街道）、村（社区）图书

馆（室），平均每周开放时间只有 ２１ 小时，平均

每个乡镇购书经费只有 ５ ０００ 元，不足千元的占

３０％。 在随机调查的几个乡镇街道中，总藏书量

只有 ５ ８００ 册，平均每个街道不足２ ０００册［４４］ 。
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粤东地区的南澳县图

书馆 ２０ 年没有买过一本新书［４５］ 。 即使有些图

书馆创新服务形式，但仍未受到较大认可。 图

书馆治理模式创新还在实验中，图书馆理事会

等治理方式还在试验，有些取得了很好成效，但
总体上发展还不成熟。

除此之外，图书馆的服务难以满足用户的

新需要。 随着智能网络、社会计算、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与普及，图书馆的服务必须增加深度。
但实际上，很多图书馆还是只能提供“百科式”
的咨询服务，移动数字类服务也并不普及，图书

馆需要彰显与网络信息服务不同的特点。 图书

馆新兴业态的发展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否则业

态创新就会受到抑制。

３．５　 人力资源与技术

专业队伍素质与能力成为当今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 学者认为，图书馆服务所发

挥的作用，７５％来自图书馆员的素质［４６］ 。 不少

图书馆缺少真正符合条件的管理人员。 因为图

书馆属于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有的图

书馆人员安排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４７］ 。 有

调查显示，图书情报类专业的职位相对局限在

图书馆招聘比率很低的采编、特藏和古籍等部

门，工作领域越发狭小；其他学科专业人员大量

进入。 在行政管理方面，相关岗位更倾向于招

收语言和新闻类学科应聘者［４８］ 。 政府、大型企

业在就业市场上很容易聘任人才，但图书馆所

需要的新兴技术人才如数据管理专家、可视化

技术专家、数字版权管理专家、元数据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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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古籍修复专家、社会媒体专家、社会计算专

家、学科馆员等岗位人才缺口，招聘合格者在国

内外都很困难。 同时，图书馆复合型人才缺口

大，难以应对新技术挑战以及“互联网＋”、大数

据环境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特别是随着数字图

书馆的建立，新型业务的不断扩大，图书馆需要

大量复合型人才。 ＩＦＬＡ 在其报告中也阐述了数

种与图书馆相关的技术［４９］ ，指导图书馆如何在

信息狂潮中把握方向。 研究显示：我国公共图

书馆移动服务普及率偏低，存在移动服务体系

不完整、移动服务缺乏创新性、知晓度较低、有
效性整体不高等问题［５０］ 。 创造者、出版商、分销

商、零售商、图书馆和读者这一传统的信息链也

将被打破。 图书馆必须积极做出调整。

４　 面向全面小康的图书馆发展模式创新

面对全面小康的新要求，图书馆事业必须

主动采纳新的发展理念，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凝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发展的

新常态。 图书馆通过发展模式改革，寻找发展

动力，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占据应有的地

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４．１　 内涵式发展模式

内涵式发展是以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

和资源的发展模式，表现为事物内在属性的发

展，如结构协调、要素优化、质量提升、水平提

高、实力增强等［５１］ 。 内涵式发展是一种全面、协
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注重服务创新与效益、
质量，是图书馆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形成持久竞

争力的过程。
（１）内涵式发展首先是用户需求驱动的服

务模式。 要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

务，真正满足人的文化教育需要。 例如，针对社

区儿童的活动可以包括：课后作业辅导、读书讨

论会、作家见面会、亲子阅读活动、暑假阅读活

动、讲故事等。 针对青少年的活动可以包括：心
理健康服务，形体和饮食健康教育，有助于拓展

青少年兴趣爱好的活动，帮助青少年升学、留学

的参考咨询服务等。 针对社区成人的活动可以

包括：育儿培训、烹饪培训、食品安全知识讲座、
投资理财指导、就业指导、书画摄影比赛、名人

讲座等。 针对社区老年人的活动可以包括：健
康信息服务、上网技能培训、老年监护、法律知

识普及、才艺培养活动，等等。 丰富实用的活动

可以吸引社区居民走进图书馆，建立起以图书

馆为文化中心的社区文化体系［５２］ 。 内涵式发展

要注重服务内容贴近大众生活。 提供切实贴近

大众生活的服务内容才能放大图书馆的社会价

值。 图书馆不再只是藏书、借书、阅读的地方，
更应该发展成为贴近大众生活的公共服务中

心。 充分利用移动数字服务、“微服务”等便捷

手段为公众学习、生活提供有益的指导。 内涵

式发展要注重服务与社会的无缝链接。 采纳移

动服务、延伸服务、数字化服务等途径，提高服

务效率。 以地铁图书馆为例，南京金陵图书馆

的地铁图书馆 ２０１４ 年借还书总册数已达到 ８．５
万册次［５３］ 。 武汉市“地铁自助图书馆”自 ２０１２
年底开放以来，累计办证 １４ ９５８ 个，借书１９３ ９５２
本［５４］ 。 ２０１５ 年，北京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图书

馆“Ｍ 地铁图书馆”开放。 图书馆的服务应不断

延伸，融入新信息环境。
（２）内涵式发展要打造图书馆权威知识中

心品牌。 曾经，“书”被认为是图书馆的品牌，没
有别的机构可以替代它。 在公众认知中，图书

馆应当是干净的、明亮的、舒适的和温暖的，那
里的工作人员是友善的［５５］ 。 然而，自从网络出

现以后，信息用户越来越依赖网络，在国际上出

现图书馆价值传达困难的情况。 在网络环境下

图书馆进一步重塑权威是必要的。 图书馆在信

息资源采集和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过程中，保
障信息资源的质量，形成资源权威地位。 特别

是在当前图书馆面临品牌流失、价值下降的环

境下，图书馆应该重塑品牌。 图书馆员因为掌

握特有的信息采集、揭示与组织方法，成为知识

传播的权威。 图书馆建筑因为免费使用，平等

使用，成为社区公共事务交流的权威中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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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因为保存文化，成为文化传承的权威者。
２０１３ 年，北京大学筹资一亿多元，从日本回购了

２ 万余册的“大仓藏书”。 袁行霈先生对此评价

称，这是 １００ 多年来，中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

海外的中国典籍，体现了图书馆文化传承的价

值。 图书馆也是信息技术的权威应用者。 ＩＦＬＡ
认为应采纳大数据、移动技术、人工智能、３Ｄ 打

印、自动翻译、网络信息过滤及监管、数字化保

存等数字图书馆相关的关键性技术，以保持不

被边缘化［４９］ 。
（３）内涵式发展要求图书馆为社会治理做

出贡献。 《“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

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

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的调和过程。 在这

个过程中，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服务机构，需
要适度发挥自身教育职能，提高公众道德素质，
“调和”社会矛盾。 同时，图书馆要发挥“中介”
功能，引导社会各方表达利益诉求，促进沟通交

流，协助构建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

社会机制。 具体来看，图书馆可通过创新业务

模式，优化业务流程，形成服务特色，将服务触

角延伸到社区，使图书馆成为城市或社区创新

的支撑机构。

４．２　 均衡性发展模式

均衡发展是相对于目前存在的城乡图书馆

发展不均衡、投资不均衡、技术采纳不均衡等现

象而言的，这些不均衡现象制约图书馆服务全

面小康社会的效率。
（１）城乡图书馆均衡发展。 近几年，我国的

“珠三角”“长三角” “京津冀” “长株潭”等地在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上形成了多种建设模

式，在区域图书馆协调发展、城乡图书馆协调发

展、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等方面，为均衡性发

展模式的形成进行了有益探索。 为支持农村图

书馆服务，国家实施了“知识工程”、文化共享工

程、农家书屋工程等若干全国性工程。 但就整

体而言，城乡图书馆服务差距仍然很大，因此，

需要进一步发挥城市图书馆作用，通过城市图

书馆基础设施，向本地区的农村图书馆提供支

持。 构建完善的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利用电

子阅览室、图书流通车等，让农村读者享受平等

便利的服务，共享文化资源；城市图书馆与农家

书屋有机结合，激发农家书屋的潜能和活力。
（２）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服务协调发展。

服务流动人口是我国图书馆急需加强的业务类

型。 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大多为餐饮、环
卫、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提供服务，给社会经

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外来务工人员文化

程度普遍较低，业余活动比较单调，但他们都有

着文化生活需求，渴望提高文化素养，与本地居

民享受同等的文化权利。 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

决定了必须加强城市图书馆建设，为外来务工

人员提供文化服务。 以流动人口办证服务为

例，２０１３ 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８０．９％的受访者

都遭遇过办证难的问题，其中难处之一是“信息

不对称，流程繁琐”。 在证件办理服务方面，美
国 ７５％的公共图书馆提供社区、公民参与或电

子政务服务项目，几乎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提

供协助完成政府电子表格的服务［２８］ 。 图书馆也

可以考虑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此类公共信息

服务。
（３）图书馆特色发展。 形成特色是图书馆

转型发展途径之一。 深圳市图书馆内的时装图

书馆专门为读者提供服装设计、生产、销售信息

资料，现藏有国内外服装方面的精品图书 ６００
种，世界各国服装期刊近 ２００ 种，还有以服装设

计师作品、服装节表演、服装生产制作为内容的

录像资料近百种。 此外，图书馆每年还为会员

举办有关服装行业内容的讲座、联谊等活动，出
版会讯为读者提供最及时的信息，他们还准备

在条件成熟时举办一些设计沙龙、时装表演和

发布会等。 图书馆可以针对特色产业、特殊对

象，利用特殊资源，打造品牌服务，如可以立足

于服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打造经济带联盟、“互联网＋”联盟。 ２０１５ 年

上海图书馆逐步在互联网上开放家谱全文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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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５６］ ，西藏图书馆推动古籍数字化完成的《西

藏古籍研究教程》《拉萨古籍目录》《国家珍贵古

籍目录》《国家珍贵古籍图录》《藏传佛教直贡噶

举古经文藏汉对照丛书目录》等也很有特色。
（４）区域图书馆。 我国很多城市在区域图

书馆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实践探索。 例如，
深圳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已整合全市公共图书

馆服务系统和文献资源，读者只要拥有一张“图

书馆之城”读者证，即可在全市加入任一公共图

书馆，享受统一的阅览文献、借还文献、查阅数

字资源等服务。 类似的还有苏州、杭州、广州各

具特色的总分馆体系。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京津冀三

地公共图书馆成立京津冀“图书馆联盟”，并就

搭建资源共建共享平台、联合参考咨询平台、专
业人才培养平台、惠民服务平台、公共文化示范

区建设平台、冬奥会主题服务平台等事宜达成

深度合作意向。 未来，凭借借书“一卡通”，读者

可到京津冀三地图书馆借阅［５７］ 。 可见，图书馆

区域合作会进一步提高图书馆服务效益。

４．３　 民生化发展模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人民

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就业比较充分，就

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

系更加健全。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服务机构，
应参与政府行动，嵌入民生工程，提供更优质、
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

（１）图书馆与政府信息服务协同。 政府是

民生服务的主要安排者与提供者，图书馆与政

府服务平台合作，提高民生服务水平，具有广阔

的前景。 例如就业服务、教育服务、安全服务、
报表服务等。 我国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

来，政府信息公开成为行政机关法定职责。 但

是政府信息的多部门、多系统、多平台特征导致

公众使用效率不高。 图书馆可以成为政府信

息、政府数据的中间管理者。 公共图书馆可以

利用丰富的信息资源、先进的设施设备以及综

合素质高的馆员，免费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提

供政策、技术、市场、融资、培训、资质认定、经营

纳税等信息服务。
（２）图书馆与民生公共服务协同。 《“十三

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就业创业”，推行终身

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

馆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贫困家庭子女、未升学

初高中毕业生、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退役军人

提供服务，针对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专题

服务，包括分发宣传册，举办讲座，开展图片展，
开展通俗易懂的卫生、法律教育等活动，提供招

聘信息，解读国家就业政策等。
（３）图书馆与文教卫生业务流程协同。 在

健康服务方面，公共图书馆可以采购可读性强

的健康、医疗类图书，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推送可

信度高的健康信息资源，提供健康信息咨询。
在教育服务方面，图书馆可以与高校、中小学等

教育机构合作，可以为幼儿教育、中小学生教

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教育救助与

资助等提供帮助。 比如，图书馆可以为成人业

余教育服务，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应用型、技艺

型、管理型人才，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缺

乏基础信息获取技巧、缺少读写能力和技术能

力的老年人提供培训。

４．４　 法制化发展模式

通过法律对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调节

和规范，将具体的技术方法、协调手段、行为方

式、程序等法制化，是小康社会建设的要求，也
是国家战略。 法制化是图书馆在建设小康社会

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制度保障。
（１）图书馆设立法制化。 通过法制建设，进

一步确立图书馆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有利于

将图书馆发展纳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

划，有利于保障对图书馆的持续投资。 馆舍建

筑、馆藏建设、开放时长、覆盖范围等都需要法

制化保障。 美国公共图书馆面积的确定主要考

虑了服务人口、馆藏资源、阅览座位数量和非业

务功能区所占比例等因素［５８］ 。
（２）图书馆发展规范化。 制定和完善图书

馆服务标准，对图书馆服务质量进行认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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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有利于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完善图书馆管

理，促进图书馆自身发展，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客观要求。 在图书馆建设方面，目前我国

已经出台了《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 《图书馆建

筑设计规范》《公共图书馆建筑防火安全技术标

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等行业标

准，对各级图书馆建筑面积、藏书量、阅览坐席、
设备、布局都有较为明确的要求；在资源组织方

面，需明确传统文献信息资源是按照哪种分类

法进行科学分类，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按照何

种方法组织利用；在图书馆服务方面，需明确哪

些服务是图书馆可以提供的，哪些服务图书馆

不能提供，我国已经出台《公共图书馆服务规

范》，其中提到满足残疾人、少年儿童、老年人、
进城务工者、农村和偏远地区公众的特殊需求，
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在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对

人员数量、专业结构、学历范围、教育等都有了

明确的要求。 我国图书馆系统有比较完善的评

价指标体系，如文化部 ２０１３ 年在全国开展了第

五次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定级工作。 但由

第三方主持的评估还比较少，也还不规范，未来

可以更多地采用规范化自我评估、第三方评估

等多元化的评估方法。
（３）法律保障图书馆发展。 １９８２ 年，文化部

发布《省（自治区、市） 图书馆工作条例》，１９８５
年贵州省出台《贵州省县级图书馆工作条例》。
后来，上海、深圳等 １４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

大城市相继出台地方性图书馆法规和规章。
２０１３ 年以来，我国出台了四部新的地方性图书

馆法规。 通过立法，可以完善图书馆的管理体

制，保障资源，保障读者服务，保护读者权利，接
受读者的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建立覆盖城

乡、便捷实用的公共图书馆网络”，鼓励社会捐

赠，免费开放，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开展公

益性活动，为公众提供数字服务［１０］ ，具有重要的

法制意义。
（４）法律保障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相关法

律和制度是运用强制手段确保图书馆业务运行

与服务的工具。 通过法律保障图书馆进行资源

建设、文献呈缴、资源保存都具有现实需要。 授

予图书馆保存权，从而保障图书馆获得资源。
图书馆员是专业技术人员，应通过法律确定图

书馆的职业地位、职业资格要求、职业教育与继

续教育标准。 图书馆在服务过程中不可避免要

对作品进行复制或以其他方式存档。 需要通过

法律保障图书馆可以合理使用这些资源，在《著

作权法》中设立图书馆条款，授予图书馆特权，
从而保障图书馆服务。 法律还应当规定图书馆

的义务，例如平等服务、高质量服务。
（５）法律保障图书馆权利。 图书馆在发展

过程中，涉及系列权利问题，需要通过法律保障

图书馆的权利、用户的权利，包括在《著作权法》
中设立图书馆条款，如图书馆合理使用条款。
未来要考虑设立图书馆特权，如图书馆保存权。
设立了保存权，图书馆就可以在规定的权利范

围内复制保存各类资源，包括数字资源。 图书

馆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图书馆权利与读者

权利是协调的。 此外，还需要运用法律来保障

特殊群体便捷地获取图书馆服务，包括老年人、
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群体，也包括农民、农民工、
失业者、下岗工人等群体，保障他们的文化权

益。 在隐私保护方面，《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

准则（试行）》（中国图书馆学会六届四次理事会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通过）第四条也将“维护读者

权益，保守读者秘密”作为图书馆员必须遵守的

职业道德准则。 我国应利用法律规制的制度

化、程序化，将馆员行为及读者行为纳入到法律

规制的范畴。 这既有利于行为的规范化、程序

化，提高效率，也有利于社会监督与执法。

４．５　 创新型发展模式

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和读者信

息需求的多样化，服务、空间、环境、工具和人力

等无形资源正在超越馆舍建筑、硬件设施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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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等有形资源，成为图书馆服务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不断创新成为时代的要求。
（１）制度创新。 制度是规范人或组织的行

为的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５９］ 。 图

书馆制度是促进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关键力量所

在［６０］ 。 就图书馆而言，先进的人文理念需要一

种强制的制约，才能使其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长

的时间中付诸实践［６１］ 。 因此，制度也应该是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与时俱进

的。 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制度创新，
其中包括图书馆融资制度创新、图书馆与社会

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图书馆服务制度创新等。
（２）业态创新。 全面服务小康社会建设目

标，要求图书馆不断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不

同读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要素组合从而形成

一定的运行形态［６２］ 。 由于小康社会建设内容的

丰富性，图书馆服务应呈现多样性的服务状态。
支持经济发展、社会创新、生态建设都需要不同

的服务方式。 目前应大力推动数字化服务、远

程化服务、联盟化服务，与政务、商务、教育、医
疗、文化等业务流程的融合服务等新型业态。

（３）图书馆治理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将公共图书馆

定义为“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１０］ ，这将给图

书馆治理机制创新带来新机遇。 治理作为一种

既重视发挥政府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力量

相互合作的理念被证明具有很好的效用，更强

调个人和团体、公共和私营部门综合各种方法

管理其共同事务［６３］ 。 采用协同管理模式则是提

高图书馆治理绩效的必然选择。 图书馆治理涉

及多部门、系统、组织、个人之间的行动，可利用

多主体参与的图书馆理事会方式实现治理创

新。 图书馆还需要拓展与其他行动之间的有效

协同，例如与“互联网＋”行动计划协同提供创业

支撑服务，与国家大数据战略协同，推动数据驱

动的创新创业，不断培育图书馆新的业务增

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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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一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１

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２）：６１－６８．）

［２５］ 谷树忠，胡咏君，周洪． 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 ［ Ｊ］ ．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３ （ １）： ２ － １３． （ Ｇｕ

Ｓｈｕｚｈｏｎｇ， Ｈｕ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ｔｈｓ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１）：２－１３．）

［２６］ 胡庆祝． 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Ｊ］ ． 理论界， ２０１１ （ １２）： ９６ － ９７． （ Ｈｕ Ｑｉｎｇｚｈｕ．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Ｊ］ ．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１１（１２）：９６－９７．）

［ ２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 ｎｅ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ｍｅｔｒｏ ／ Ｉｍａｇｅｓ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ｓ１．ｐｄｆ．

［２８］ ＡＬＡ． ２０１５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Ｒ ／ ＯＬ］． （２０１５－ ０４－ １３） ［ ２０１５－ ０７－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ｏｒｇ．ｎｅｗ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０４１５＿ＳｔａｔｅＡｍＬｉｂ＿０．ｐｄｆ．

［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投入情况分析［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１０１ ／ ｔ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２０１１５．ｈｔｍｌ．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１１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

０５］．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１０１ ／ ｔ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２０１１５．ｈｔｍｌ．）

［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２０１２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Ｒ ／ ＯＬ］． （２０１２－０１－０２）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４０４ ／ Ｗ０２０１４０４２１３８８５９７６５６８８５．ｐｄ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２ ［ Ｒ ／ ＯＬ］． （２０１２－ ０１－ ０２） ［２０１５－ １２－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４０４ ／ Ｗ０２０１４０４２１３８８５９７６５６８８５．ｐｄｆ．）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２０１３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Ｒ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５－１５）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４０５ ／ ｔ２０１４０５１６＿３０２９４．ｈｔｍｌ．（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３ ［ Ｒ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５）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５］．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４０５ ／ ｔ２０１４０５１６＿３０２９４．ｈｔｍｌ．）

［３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十五”以来全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情况分析［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１０－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１０１ ／ ｔ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２０１１４．ｈｔｍｌ．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１０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１０１ ／ ｔ２０１１０１０５＿２０１１４．ｈｔｍｌ．）

［３３］ 陆晓曦． 近５年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经费状况研究［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１（７）：６０－６３．（ Ｌｕ Ｘｉａｏｘ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 ７）：

６０－６３．）

［３４］ 国土资源部．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 Ａ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２）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ｌｒ．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ｆｌｆｇ ／ ２０１４０６ ／ ｔ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１３１９８６４．ｈｔ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Ａ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５－２２）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ｌｒ．

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ｇｋ ／ ｆｌｆｇ ／ ２０１４０６ ／ ｔ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１３１９８６４．ｈｔｍ．）

［３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 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０６（３）．

（Ｎｅｗ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５ｔｈ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８ｔｈ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５－１１－０６（３）．）

［３６］ 国家统计局． 新常态　 新战略　 新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１０ ／ ｔ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１２５５１５４．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０ １８



陈传夫　 冯昌扬　 陈　 一： 面向全面小康的图书馆常态化转型发展模式探索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ｆｕ， ＦＥＮＧ 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ｇ ＆ ＣＨＥＮ Ｙｉ：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１０ ／ ｔ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１２５５１５４．ｈｔｍｌ．）

［３７］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１－２０）［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２ ／ ｔ２０１５０２１１＿６８２４５９．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ａｎ ｓｍｏｏｔｈ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１－２０）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２ ／ ｔ２０１５０２１１＿６８２４５９．ｈｔｍｌ．）

［３８］ 肖雪， 周静．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公共图书馆老年服务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 Ｊ］ ． 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１３（３）：１６－２７．（Ｘｉａｏ Ｘｕｅ，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ｇ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３）：１６－２７．）

［３９］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国家图书馆．２０１４中国图书馆年鉴［Ｊ］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５．（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 ［ Ｊ］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５．）

［４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７－０８）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ｄ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Ｗ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 ＷＤＳＰ ／

ＩＢ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６ ／ ０００４７０４３５ ＿ ２０１４０７１６１２４４４８ ／ Ｒｅｎｄｅｒｅｄ ／ ＰＤＦ ／ ８８２８１０ＷＰ０Ｐ１２１２００Ｂｏｘ３８５２８３Ｂ００ＰＵＢＬＩＣ０．

ｐｄｆ．　

［４１］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２０１４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Ｚ］．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２０１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Ｚ］．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４２］ 陈静， 张凌． 数字出版机构与数字图书馆的竞争关系及相互合作的探索［ Ｊ］ ． 图书馆， ２０１５（ ４）：９６－ ９８．

（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５（４）：９６－９８．）

［４３］ 曹秋霞． 国内外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服务的比较研究［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９（１２）：９１－９４．（Ｃａｏ Ｑｉｕｘｉａ．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１２）：９１－９４．）

［４４］ 金卫东． 乡村图书馆的冷与热［ Ｎ］． 浙江日报，２０１４－０４－１５（１９）．（ Ｊｉｎ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４－０４－１５（１９）．）

［４５］ 柯静． 广东：让区域图书馆均衡发展［ Ｎ］． 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４－０１－０８（２）．（ Ｋｅ Ｊ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ｖｅｎｌｙ［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４－０１－０８（２）．）

［４６］ 孙继林． 图书馆改革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 Ｊ］ ． 图书馆论坛，２００２（ ５）：１３３－ １３５．（ Ｓｕｎ Ｊｉｌ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２００２（５）：１３３－１３５．）

［４７］ 任姗姗． 图书馆需要“二次革命”［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２）．（ Ｒｅｎ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ｎｅｅｄ “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２）．）

［４８］ 黄永勤，姚欣林． 基于招聘数据的我国图书馆去职业化研究［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１４）：８２－ ８６，１３３．

（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ｑｉｎ， Ｙａｏ Ｘｉｎｌ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３（１４）：８２－８６，１３３．）

［４９］ ＩＦＬＡ．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ｓ ｏｒ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ｄ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ＦＬＡ ｔｒｅ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Ｒ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８ － １９）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ｈｔｔｐ： ／ ／ ｔｒｅｎｄｓ．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ｔｒｅｎｄ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ｉｆｌａ－ｔｒｅ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ｄｆ．

［５０］ 魏群义，袁芳，贾欢，等． 我国移动图书馆服务现状调查———以国家图书馆和省级公共图书馆为对象［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０－６３．（Ｗｅｉ Ｑｕｎｙｉ， Ｙｕａｎ Ｆａｎｇ， Ｊｉａ Ｈ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３）：

５０－６３．）

０ 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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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吴文山． “内涵式发展”的内涵［ Ｎ］． 中国石油大学报，２０１２－ ０２－ ２５（ ２）．（ Ｗｕ Ｗｅｎｓ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２０１２－０２－２５（２）．）

［５２］ 陈劲松． 基于皮尤报告的美国图书馆社区信息服务研究［ Ｊ］ ．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５（ １）：７２ － ７６． （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ｓｏ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Ｊ］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５（１）：７２－７６．）

［５３］ 薄云峰． ３５ｍ２的南京地铁图书馆您知道它去年借还了多少书吗？［ Ｎ］． 扬子晚报，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Ａ０４）．（ Ｂｏ

Ｙｕｎｆｅｎｇ． ３５ｍ２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ｓｕｂｗａ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ｏ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ｉｔ ｈａ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 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２０１５－０４－２３（Ａ０４）．）

［５４］ 邹永宁，罗继平，陈建红． 地铁自助图书馆助推读书风尚 ［ Ｎ］． 武汉晚报，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４ （ Ａ０２）． （ Ｚｏｕ

Ｙｏｎｇｎｉｎｇ， Ｌｕｏ Ｊｉ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ｗａｙ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Ｎ］． Ｗｕｈａｎ Ｅｖｅ⁃

ｎｉｎｇ， ２０１５－０４－２４（Ａ０２）．）

［５５］ ＯＣＬ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 ／ ＯＬ］． （２００５－１２－１７）［２０１５－０６－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ｃｌｃ．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ｏｃｌｃ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ｐｄｆｓ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ａｌｌ．ｐｄｆ．

［５６］ 颜维琦，曹继军． 上海图书馆５００种馆藏家谱向互联网开放［ 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３）．（ Ｙａｎ Ｗｅｉｑｉ，

Ｃａｏ Ｊｉｊｕ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ｎｓ ５００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１

（３）．）

［５７］ 王慧丽． 持一卡有望借京津冀三地藏书［ Ｎ］． 河北青年报，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０（ Ａ０９）．（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ｏｎｅ

ｃａｒｄ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ｏｒｒｏｗ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Ｎ］． Ｈｅｂｅｉ Ｙｏｕｔｈ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０

（Ａ０９）．）

［５８］ 张广钦，刘璇，张丽，等． 美国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核心要素分析［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８－２５，

７０．（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ｑｉｎ， Ｌｉｕ Ｘ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９（１）：１８－２５，７０．）

［５９］ 蒋永福． 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０：２３．（Ｊｉａｎｇ Ｙｏｎｇｆ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

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Ｍ］．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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