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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

吴建中

摘　 要　 ２００２ 年，本文作者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点问题》一文。 十五年来，

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本文在综合考量环境变化和转型发展的基础

上，尝试对影响图书馆发展的热门话题再做一次全面梳理，提出图书馆与社会发展、识字与素养、空间再造、人工

智能、数字人文、开放运动、公共数字文化与精准扶贫、图书馆改革、第三代图书馆以及“一带一路”与图书馆国际

化等十个新话题。 参考文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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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 年，本文作者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

发表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点问题》 一

文。 十五年过去了，图书馆赖以生存的社会、经
济和技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图书馆正进

入一个从注重量的发展向追求质的进步、从注

重硬件规模向追求服务效能转移的发展阶段。
本文在综合考量环境变化和转型发展的基础

上，尝试对影响图书馆发展的话题再做一次梳

理，从图书馆与社会发展、识字与素养、空间再

造、人工智能、数字人文、开放运动、公共数字文

化与精准扶贫、图书馆改革、第三代图书馆以及

“一带一路”与图书馆国际化等十个方面提出一

些不成熟的见解，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１　 图书馆与社会发展

图书馆是一个档案型机构，以藏书为主体

的色彩较浓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度一直很小。
有学者通过引文统计发现，在人文学科中，图书

馆、情报和档案学的学科被引自引率（９２．５３％）
和施引被引率（８４．６４％）都最高，这说明这些学

科的知识较封闭，其特点是信息在固定渠道内

传播和流动，对周边学科产生的辐射和影响较

小，由此认为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在这方面

“非常典型” ［１］ 。 传统图书馆的特征是自我封

闭，即使在数字图书馆阶段，图书馆仍习惯于采

用实体型、孤岛化的数字战略。 ２０ 世纪末，随着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只收藏纸质书的图

书馆的生存价值提出质疑，有的甚至提出图书

馆应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都促使图书馆对自身

的社会价值进行反思。 于是一些图书馆开始探

索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不列颠图书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发布的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战略规划中，
将以前的“图书馆协作”章节改为“领导、伙伴和

协作”，突出了“合作” 的主题［２］ 。 国际图联于

２００３ 年提出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专业（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和

会员（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 三大支柱” 理念。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国际图联主席 Ａｌｅｘ Ｂｙｒｎｅ 在其主席宣言

中直接提出 “ 通过合作推进图书情报服务”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国际图联发表《图书馆

与社会发展宣言》，旗帜鲜明地表明图书馆的社

会功能和职业价值。 当时的背景是联合国“千

年发展计划”到 ２０１５ 年底到期，联合国发起“后

２０１５ 发展议程”的大讨论，各国及国际组织都积

极争取在该议程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以此为契

机，国际图联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以表明自己的

立场。 《图书馆与社会发展宣言》强调图书馆要

在社会发展的参与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从关注

图书馆与阅读，到更强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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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的《变

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反
映了来自图书馆界的意见，内容包括获取信息、
提升素养、保护文化遗产等。 为此，国际图联在

其网站上开设栏目，征集各国活动案例。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国际图联发布了题为“所有人的渠道和

机遇”的手册和题为“图书馆可以推进全部联合

国 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海报。 该手册提出图书馆要

在以下方面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专业

人员的帮助下，提升包括数字、媒体、信息素养

和技能在内的文化素养；缩小信息获取的差距，
并帮助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更好地认识当地

的信息需求；提供可网上获取政府项目和服务

的场所；通过使用信息通讯技术普及数字化；充
当科研和学术团体的核心；保护并提供利用世

界文化和遗产的机会等［３］ 。 该手册中包含了中

国国家图书馆和京港地铁合作的地铁移动图书

馆案例。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国际图联又发起征集第

二批案例活动［４］ 。 在国际图联的推动下，各国

开始制定与此相应的行动计划。 如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 日，芬兰图书馆协会发布了全国行动计划，内
容包括与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参
与国内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各类相关活动等。 该

协会理事长 Ｒａｕｈａ Ｍａａｒｎｏ 表示该计划将有助于

确立公共图书馆在促进公民权、文化多样性和

民主主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５］ 。 此外，国际图

联抓住一切机会在国际场合宣传图书馆的社会

作用，并把宣传推广（Ａｄｖｏｃａｃｙ）作为一项重要战

略。 由此可见，图书馆只有在变革中重塑自己，
增加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度，才能凸显自身

的职业价值。

２　 识字与素养

识字与素养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汇“ ｌｉｔｅｒａ⁃
ｃｙ”，前者为单数，后者为复数。 以前公共图书

馆的任务是推进阅读，让更多的人识字并获得

基本教育，现在光有识字能力已很难胜任岗位

要求了，于是信息、媒体、数字和技术等多元素

养（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教育被提上图书馆议事日程。 这

一点从国际阅读协会的改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际阅读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ＲＡ）成立于 １９５６ 年，有 ３０ 万成员，遍及 ６０ 多个

国家，成立时的宗旨是“提升阅读指导，促进阅

读研究，养成阅读习惯”。 现在改名为全球国际

素 养 协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ＬＡ），突出“素养是所有学习的基础” ［６］ 。 突出

多元素养，使得图书馆的活动空间更宽阔了，如
图书馆要为提升民众的职业素养服务，为城市

就业和减贫做出贡献，还要为提升民众的学习

能力服务，造就一批具有数字和技术素养、面向

未来的人才。 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图书

馆施展自己的用武之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所
以图书馆要适应形势的发展，拓展自己的空间。
从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报道来看，图书馆尤其是

公共图书馆的重心，正逐渐从阅读向包括阅读

在内的更广泛的素养转移，而且更加突出信息

素养和技术素养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 让更多

的人能通过掌握这些技能，增加工作机会，提高

创业能力，提升生活品质。
以媒体素养为例，《牛津大辞典》公布“后真

相”为 ２０１６ 年的年度主题词，美国图书馆协会

也将此列为 ２０１６ 年美国图书馆界的十大热点之

一［７］ 。 以前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是分开讲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两者合并，成为一个整体，
强调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实现信息获取和自由表

达；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发布了《面向媒介与信息素养

指标》报告，之后又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报告和指

南。 最近“后真相”之所以引起极大关注，可以

从一些统计数据看得出来。 以美国为例，一是

人们更多利用网络和媒体获得信息。 ２０ 年前只

有 １２％的美国成人从网上获取新闻信息，今天

已经达到 ８１％；６２％的人从社交媒体获得新闻，
７２％从移动设备上获得新闻［８］ 。 但只有 ４％的

成人网民“非常” 信任社交媒体消息，３０％表示

只信任社交媒体的“一些”内容［９］ 。 二是人们对

主流媒体的信任度在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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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２０１０ 年美国媒体状况报告》提到，１０ 年前 ４０％
的美国人相信主流报纸和电视机构报道的新

闻，１０ 年来这个数据持续下降，目前《华尔街日

报》也只有 ２５％的读者完全相信它的大部分或

所有报道，而《纽约日报》仅为 １８％ ［１０］ 。 三是青

少年难以辨别新闻真伪。 美国斯坦福教育史小

组曾历时 １８ 个月对美国 １２ 个州的７ ８０４名学生

进行调查，发现 ８０％的学生无法区别信息的真

伪。 为此，该小组的调查报告提出需要培养学

生洞察互联网潜在危险性的能力［１１］ 。 国际图联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通过微服务号召图书馆积极参与

提升媒介素养、反对虚假新闻的活动，并介绍识

别虚假新闻的八个步骤：了解来源，查实内容，
核实作者，证实真伪，核实时间，判断虚实，检查

自身的偏见会不会影响判断，向专家求教。 同

时，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 月 ３ 日，国际图联开展

了主题为“＃１ｌｉｂ１ｒｅｆ”（即 １ 位图书馆员提供 １ 份

参考书目） 的维基百科活动［１２］ ，鼓励图书馆员

积极参与在维基百科上添加新资料条目，以提

升维基百科的质量，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图书馆

员利用自己鉴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参与到培养读

者信息和媒体素养的活动之中。

３　 空间再造

以前图书馆的布局一般都是按照纸质书的

流程来设计的，阅览室的主要功能是借阅，现在

则要按照业务的功能来设计，需要重新思考空

间问题。 促成空间再造的原因之一是来馆人数

下降。 来馆人数下降是全球趋势，我国之所以

并不明显且有些地方略有上升，其原因在于数

字阅读尚未普及，且各地新馆建设热拉动了来

馆人数的上升。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纽约市发布《市长管理报告》，

揭示了 ２０１２ 财年至 ２０１６ 财年纽约市图书馆相

关绩效指标数据。 数据表明，２０１６ 财年皇后区

公共图书馆的新读者证注册量比 ２０１５ 财年减少

了 ４０％。 皇后区图书馆图书流通量排名一直稳

居全美榜首，而读者证注册量的急剧下降预示

着图书流通将呈下降趋势。 纽约公共图书馆

２０１６ 财年开展活动数量增长了 １７％，活动参加

人数增长了 １９％，２０１５ 财年至 ２０１６ 财年，针对

儿童开展的活动参加人数增长了 ２１％，针对青

年人的活动参加人数增长了 ２０％，针对成人的

活动参加人数增长了 １４％ ［１３］ 。 由此可见，图书

馆已不再只是一个存书、借书的地方，读者的利

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图书流通量这一传统图书

馆最 重 要 的 衡 量 指 标 开 始 让 位 于 活 动 参

与量［１３］ 。
空间再造不仅打破了以借阅为中心的传统

格局，创造了以分享为主体的交流空间，而且也

促进了图书馆与读者、社群以及社会之间的联

系。 在开放中进一步发现需求，并不断地满足

和激活需求。 但空间再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没有成熟的样板。 ２０１６ 年北京、广州、昆明、深
圳、义乌等地举办了多场以创客空间为主题的

研讨会，其中以北京大学和广州图书馆的两场

影响较大。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 １９ 日，国家图

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开启未来

新形态的图书馆创客研习营。 会上中外图书馆

员进行深入交流，与会者认为，图书馆应成为学

习空间、社区中心、发现之地和公民参与的地

方；应鼓励交流合作，让创客空间成为实现想法

的地方；应走向社会，在促进社区交流和改善社

区关系等方面提供活动和服务，如举办工作坊、
图书节、创客节和讲座等［１４］ 。 图书馆不分大小，
都能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激活空间资源，发挥

交流价值。 如 ２０１６ 年 ＯＣＬＣ 与美国乡村和小型

图书馆协会联手启动“小图书馆创造智能空间”
（Ｓｍａｌ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Ｍａｋｅ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ａｃｅｓ）计划，１５ 家

小型图书馆获得了资助，大部分受资助的图书

馆服务人口仅数千人［１５］ 。 同时，建设不分先后，
如暨南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７ 年初完成的“智慧空

间”，设有集贤巷、汇智屋、创智坊、视听区、悦赏

厅、３Ｄ 影视欣赏区、检索空间、音乐欣赏休闲区、
研修空间等［１６］ 。 近年来，书店、绘本馆、图书馆

等不同行业逐渐兴起的公共阅读空间形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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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演化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种基本形

式。 东莞、张家港、江阴、武汉等地建立了各种

形式的驿站、书咖、书苑、书坊阅读空间，王子舟

称此为“公共阅读空间”，并称赞其为“不可小觑

的文化力量” ［１７］ 。
图书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与整个社会发展

保持了同步。 社会对图书馆有什么要求，图书

馆必须要做出回应。 创客也是这样，要有手工

素养、造物素养。 因此很多图书馆办起了创客

空间，让更多的人不仅有工作的机会，而且有交

流的机会。 创客空间是整个空间再造的一个方

面，创客是一种形式，落脚点在空间，今后可能

还会有更多形态的空间出现。

４　 人工智能

经过了机器革命、电气革命、计算机革命，
全球正进入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四次产业革

命，这次革命以数据为主体，以人机共生为目

标。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意见》（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均提出发展人工智能，２０１７ 年

《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写入人工智能，可以说

２０１７ 年是人工智能年。 人工智能与图书馆密切

相关，今天图书馆界和情报界要做的，不是跟在

这一热潮的后面，而是要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参与并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有所作为。

《国际图联趋势报告》 （ ＩＦＬＡ Ｔｒｅ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将人工智能列为四大技术趋势之一。 该报告提

出人工智能对图书馆未来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下一代超越关键词检索的浏览器和对网

页内容的语义分析；二、综合语音识别、机器翻

译、语音合成以支持实时多语言翻译；三、对多

元、复杂网页内容的云服务众包翻译和识别［１８］ 。
图书馆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

是加大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并探索图情方法

在自然语言中的移植和实现途径。 在《２１ 世纪

图书馆展望（对话录）》中，张琪玉教授和侯汉清

教授都认为自然语言化是当代检索语言发展最

重要的特征和趋势，这一预测在人工智能热的

今天得到了证实。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情报语言

学的重心是规范语言，如今将向自然语言转移，
探索情报语言学理论在自然语言处理及其在信

息组织和检索中的应用。 情报语言学可以为人

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是提升内

容的智能分析能力。 １９９０ 年代，图书馆员就梦

想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参考服务能力，提出参考

服务要从书目查询向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方向

发展［１９］ 。 今天，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在智

能分析应用上逐渐成熟。 如卷积神经网络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和协同过滤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等为参考服务精准化提

供了更多可能性，语义计量（ Ｓｅｍａ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

和语义学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等在语义和内容

关联方面做了有益尝试。 三是探索提升图情服

务效能的研究与实践。 ２０１７ 年初发布的《新地

平线报告 ２０１７ 年图书馆版》将人工智能列为图

书馆界的六大技术发展之一［２１］ 。 已经有一些图

书馆引进智能机器人， 如美国康乃狄克州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图书馆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引进机器人为读

者提供信息服务［２２］ ，日本山梨县南都留郡山中

湖村创造情报馆也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引进机器人作

为正式员工［２３］ ，这些应用均有利于提升图书情

报业务与服务的效能。

５　 数字人文

留存到今天的人类文化痕迹都很有限，即
使挖掘出古代的整个图书馆（如敦煌）也不过是

一个片段而已。 以前考古关注的是看得到的东

西，但花粉、虫卵等混在土壤里肉眼看不见，而
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会引导出更大的发

现［２４］ ，因此需要有新的观察思路和方式。 随着

用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能力的增强及用图像技术

模拟和复原能力的提升，数字人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便应运而生了。 数字人文，既不是单纯

的数字化，也不是单纯的人文研究，而是图书馆

员与人文研究者之间的合作。 数字化改变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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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格局，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与古人对话，也
可以通过不断流动的信息以大数据的方式预测

未来。 有研究认为，数字人文的第一次浪潮主

要是在数据和检索的量化层面，而第二次浪潮

体现 在 质 化、 解 析、 实 验、 情 感、 生 成 的 层

面上［２５］ 。
综合起来，数字人文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

进展。 一是从对形态的研究深入到对内容的研

究。 图书馆收藏的大都是以文字性史料为主体

的文献，在这方面古人在图书学、校勘学、版本

学上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这些研究都局限于文

字史料本身，而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可

挖掘内容、开发文字史料背后的资源，为历史从

解释到再现或还原创造了条件。 二是从对文字

资料的研究到复合资料的研究。 以前提出“疑

古辨伪”，但缺乏技术手段，只能在文字史料上

做文章。 现在我们可以用现代技术，多学科、多
视角地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 在这方面可

以借鉴“建造物研究” （ Ｂａｕ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方法，这是

德国人阿尔明·冯·格尔康（Ａｒｍｉｎ ｖｏｎ Ｇｅｒｋａ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首次使用的研究方法，它从文化

技术、制作流程、语境一直到知识自身的能动性

来重建对历史的认知，有人将此叫做建筑史的

史料批判［２６］ 。 三是从单学科方式到多学科方式

的研究。 ２０１４ 年上海档案馆与美国杜克大学合

作举办了一场“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俗摄影展”，
该展览在展示原作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研究

成果。 杜克大学将这些原始资料开放出来，让
研究人员从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

和认识这些摄影背后的东西，如某学者运用罗

兰·巴特（Ｒｏｌａｍ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的“知面” （ Ｓｔｕｄｉｕｍ）
和“刺点” （ Ｐｕｎｃｔｕｍ）分析法对照片进行深入研

究，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 图书馆对于非文

字史料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有必要借鉴其

他学科对非文字史料的研究成果。 因此，图书

馆要善于与人文学者、地理及其他学科的专家

合作。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国内外一些图

书馆和档案馆与人文研究机构合作，采用数字

人文的方式来研究历史资料，比如用数字技术

再现历史场景以及用 ＧＰＳ 定位重新研究历史地

理情况等，为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提供了

新的手段。 数字人文研究应在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要重视对一手资料的保护开发和开放利

用。 数字人文研究的重点和前提是对原始资料

的开发，因此要把保存放在重要位置上，同时要

将原始资料开放出来，既要让其他学科的人看

到这些资料，又要给予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手段

开发的机会。 其次要拓宽历史文献的观察视野

和研究方法。 要善于与历史、哲学、语言、文学、
艺术、考古、音乐等领域的专家合作，把历史文

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和研

究。 第三要注重文献的关联性研究，既要重视

文献之间的关联，又要重视文件的各种脉络并

观察脉络的环境［２７］ 。
国际图联对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视，不仅体

现在 ２０１３ 年启动的《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上，而
且还专门设立了“数字人文 ／ 数字学术特别兴趣

组”。 ２０１７ 年国际图联启动“数字统一”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项目并设立工作组，成员包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际档案理事会（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ＩＣＡ）、国家图书

馆馆长联席会议（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ＤＮＬ）等，目的是运用互联网手

段将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原始文献和遗物实现共

建和共享，并让研究者和公众有一个更完整的

视野来看待相互连接的文化和历史。 数字人文

的发展为图书馆学跳出图书研究本身，将图书

馆学与文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紧密结合提供

了新的视角。 今后数字人文项目还将运用开放

科学手段让广大公众参与历史资源挖掘与服

务。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人文合作

研究的深入，历史文献研究与开发将迎来一个

全新的时代［２８］ 。

６　 开放运动

开放获取运动如果从哈纳德（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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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ｄ）的颠覆性倡议算起，已经有 ２０ 多年的历史，
即使从《布达佩斯特宣言》及《柏林宣言》到现在

也有十几年了［２９］ 。 这场以知识共享为特征的开

放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且越来越深入人心。
其意义不仅在于知识的开放和共享，更重要的

是它将改变科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交流生态，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到 ２０１３
年，在欧盟流通的同行评议论文中，４０％已经可

以开放获取，达到“临界点” ［３０］ 。 开放获取已经

成为一种全球共识：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成

果除了涉及国家或军事机密外，都必须公开，纳
入开放获取的范畴，即使是商业数据，只要其具

有潜在公共影响，如临床数据，也应该纳入开放

的范畴。 如果说早期图书馆提出开放获取更多

的是为了应付期刊涨价的话，如今这一被动的

局面正在改变，甚至连出版社也在改变其商业

模式以支持开放获取，如 ２０１５ 年，斯普林格出版

社（Ｓｐｒｉｎｇｅｒ）与英国教育部门签署协议，在开放

获取期刊拥有权和收费期刊采购费用上建立优

惠机制，以降低大学为本机构研究人员的文章

转化为开放获取模式所支付的成本和订阅收费

期刊所支付的费用［３１］ 。
开放获取运动逐渐向纵深发展，其第二步

就是重新认识数据及其开放的意义。 有学者认

为，在重心从研究成果的公开和流通向研究数

据的再利用转移的今天，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

过程的基本单元，将从作为研究成果的学术杂

志及论文，向作为研究过程的科学数据及预印

本转移［３２］ 。 已经有一些国家将研究数据等同于

论著，可参与政府项目申请或评奖。 当（研究）
数据不再是二等公民，当开放出来的数据对科

学发现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作用的时候，开放

科学便应运而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发布 《让开放科学成为现实》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标志着开放科学进入了

各国政策领域［３３］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欧盟委员

会发布《开放科学监测报告》（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

ｔｏｒ）。 开放科学是欧盟研究、科学和创新政策的

三大重心之一，欧盟力推开放科学，鼓励各国共

享开放资源。 决策者、研究者、资助方以及图书

馆、出版机构等都可以通过其新开设的网站获

取相关数据和趋势报告等信息［３４］ 。
开放运动促进了图书馆转型。 有学者指

出，开放科学虽然与图书馆的关系尚不十分明

朗，但图书馆所依赖的知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必然会影响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３５］ 。 同时，
开放运动也促使人们对现有的数字图书馆模式

进行反思，要求数字图书馆走出领域本位的发

展状态，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向
适应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新环境过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日本发布了一条信息，２００６ 年成立

的机 构 库 联 盟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ＲＦ）正式解散，由开放获取资源库推进协会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ＪＰＣＯＡＲ）取而代之，这不是名称变化的问题，而
是一次整体提升，由过去图书馆界的联盟，上升

为跨界的联盟［３６］ 。
在开放运动的推动下，数字图书馆向纵深

发展。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ＯＣＬＣ 研究所发布了《研究

数据管理的现实》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系列丛书的第一篇报告。 报告根

据爱丁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澳大利

亚莫纳什大学、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等的案例研

究，表明研究数据管理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

新领域，并扮演着满足研究人员数据管理需求

的重要角色［３７］ 。 研究数据是指在科研过程中产

生的能在计算机上存贮的全部数字形式的数据

和能转换成数字形式的非数字形式数据，研究

数据管理贯穿于整个研究生命周期，主要指对

研究数据进行获取、计划、组织、存档、共享、分
析、利用、保护等与数据相关的所有管理活动的

总称。 在国外研究数据管理一般由大学图书馆

承担，虽然各馆采用的名称不同，有数据管理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Ｍ）、数据管理服务 （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ＭＳ）、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ＤＭＳ）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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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监护（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Ｃ）等，图书馆的参与表

明，适应以数据驱动为主导的新科学研究范式

是图书馆发展的一个大趋势［３８］ 。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开放运动在国内进

展并不乐观，虽然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积极推进

这方面的工作，但图书馆界和出版界持观望态

度的较多。 有学者对国内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

开放获取状况及意愿进行过调查。 结果表明，
大部分认为应循序渐进，仅 １ ／ ９ 的被访出版社认

为完全可行，高达 ７９．１７％的被访出版社认为仅

部分可行［３９］ 。 与国际发展趋势相比，我国在这

方面可谓任重道远。

７　 公共数字文化与精准扶贫

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面临两个课题，一
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二是推进文化精准

扶贫战略。
在提升公共文化的服务效能上，第一要建

设统一的云服务，着力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云，建设分级分布式数字资源库群，促进各类公

共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欧

洲数字图书馆模式和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模

式，将各地各类相关资源整合起来。 这两者的

共性不是把地方的东西全部集中到中央来，而
是在中央搞数据云，资源都在地方。 美国公共

数字图书馆有两大部分，一个是服务云，一个是

内容云，服务云是纵向的，与各州资源有关，内
容云是横向的，与领域外资源有关，这一做法值

得我们借鉴。 第二要推动新业态的形成，形成

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的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
有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便利化。
在推进文化精准扶贫战略上，首先要提升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于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的意

识。 扶贫脱贫不仅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

略，也是全球的共同追求。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联合国通过《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

共有 １７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１６９ 项具体目标，

致力于减贫、消除不平等、保护地球等目标，并
覆盖经济、社会、环境等三大领域。 其中，消除

一切形式的贫困为 １７ 项目标之首。 我国过去

３０ 多年里实现了 ７ 亿人口的脱贫。 到 ２０２０ 年

我国将提前十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为此，
图书馆应在两方面着力。 一是要在文化精准扶

贫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精确识别、精确帮扶、
精确管理”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因势利导。 因地制宜强调适应性和本地性，资
源和工具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巧用本地资源

和本地智慧；因人施策强调成效性，要因人、因
户、因村而异，而不是一体适用；因势利导强调

可持续性，不是为了脱贫而脱贫，而要一举多

得，既要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满足农民的文化

需求，又能有利于生态保护、企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 其次是致力于提升民众信息素养。 信息素

养是人民生活品质改善的重要尺度。 信息鸿沟

能否填平，关键在于农民的信息素养。 因此，提
高信息素养是文化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４０］ 。 今

后一段时期，公共文化机构基层服务的重心是

精准扶贫，而数字化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最有效

手段。 图书馆在文化精准扶贫方面，既任重道

远又大有作为，要广泛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

段，推进服务手段的多样化，提升民众尤其是贫

困人群的信息素养与技能。

８　 图书馆改革

政府工作的重心是公共服务，这一点国内

外都差不多。 政府管什么，不是什么问题，政府

怎么管，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怎么管，国内

外有很大的差别。 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地

区文化管理服务有三种模式：一是法国、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二是美国、
德国为代表的民间主导模式，即政府主要依赖

各类文化团体和机构及政策法规来对文化服务

进行管理；三是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士为代表的

分权化模式，即政府与民间文化团体建立伙伴

关系，通过这些民间团体进行管理［４１］ 。 在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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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的问题上，日本从 ２０ 世纪八十年代

就开始委托社会力量办文化，从部分委托到全

面委托，硬是把委托制进行到底。 美国不同，在
进入新常态经济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

会，都要求图书馆要么关闭要么转型，逼着图书

馆穷则思变。 英国政府近年来推行“小政府、大
社会”政策，把公共图书馆这个包袱甩给地方政

府，结果造成图书馆数量和经费大滑坡［４２］ 。 这

三个国家的共同之处是社会力量的参与和运

用。 鼓励社会参与，看上去是逼出来的，国家没

这么多钱支持文化事业了，但这不纯粹是钱的

问题，而是发展观的问题。 公共服务不一定要

由政府直接提供，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政府购

买或与民间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产生的效率会更

高。 国外发达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做法，
而我们这里仍热衷于政府自己做，更有甚者，不
少政府还在对这些无效或低效投入层层加码，
造成资源严重闲置和浪费。

图书馆下一轮改革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工

夫。 第一，要创新有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改

革的体制和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是大趋势，但
参与方式有多种，什么模式更适应于我国的实

际则需要做深入研究，即使在国内，东西部之间

以及东部之间和西部之间差异都很大，不能搞

一刀切。 政府一头热的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

了，建议大胆试点，稳步推进。 第二，要大力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及其功能的整合共享。 现

在文化数字资源建设深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

响，孤岛现象严重。 不仅有数字图书馆，还有数

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和数字博物馆等。 今后

应致力于资源整合和共享。 否则一旦政府投入

减少甚至中断，公共文化服务将面临大幅滑坡

甚至前功尽弃的风险。 第三，要充分开发蕴藏

于基层和社区的各类资源。 公共文化服务要真

正体现普遍均等，不仅要将公共资源提供出来，
同时还要让蕴藏于民间的资源激活起来。 当前

的重心要放在基层和社群资源的挖掘上，让他

们成为创新发展的主体，这是一笔有待开发的

庞大资源，这些资源一旦形成新的价值，将有力

推动新一轮的发展。 我国在较长时期对公益文

化事业“增加投入、转变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

务”的方针不会改变。

９　 第三代图书馆

第一代图书馆是以藏书为中心的。 耶鲁大

学英国文学教授廷克 １９２４ 年在给毕业生的一次

演讲中说，大学有三大标志性要素：学生、教师

和藏书，最重要的是藏书［４３］ 。 这句话形象地概

括了那个时代图书馆的特征。 后来图书馆走向

第二代，先是时兴半开架，逐渐扩大开架范围，
有的甚至提出 ９０％以上的图书要开架。 为此，
很多国家的图书馆推行外借优先政策，在图书

馆标准中明确外借服务量化指标，并根据这一

指标配备必要的藏书量、购书费以及工作人员

数量。 如日本《公共图书馆的任务与目标》中指

出：一个 ２０ 万人口的城市，注册率 ３０％，人均外

借图书 ６ 册，其外借量要达到 １２０ 万册次［４４］ 。
最典型的是纽约皇后区图书馆，该馆过去 ８０％
的业务是外借，现在外借仅占 ３０％，７０％的精力

放在非传统业务，如交流、研讨及讲座等活动

上［４５］ 。 由此，图书馆工作开始超越图书的范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国际图联美国波多黎各年会打

出了大转型的旗号，将年会主题确定为“超越图

书馆”（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第三代图书

馆的特征是超越图书、超越图书馆，以知识交流

为主体。 面向未来的第三代图书馆将更加注重

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

融合，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
重提升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４６］ 。 第一，促
进知识流通。 流通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过去

图书馆靠图书流通，今后将通过载体形态更为

多元的知识流通，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社

会的经济发展。 第二，创新交流环境。 过去图

书馆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藏书的地方，现在人

们更期待图书馆在提供知识服务上有所作为；
过去图书馆是为读者提供个体阅读或自修的场

所，它需要的是安静的环境，现在人们更期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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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书馆在提供安静的阅读环境的同时，成为人际

交流和知识创造的空间。 这些年来，图书馆一

直在探索通过组织讲座、展览、书评和研讨等活

动，挖掘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以吸引更多的

读者回到图书馆。 第三，注重提升多元素养。
图书馆应体现社会和文化包容，为民众公平获

取信息、参与发展创造条件。 图书馆不仅为提

升民众的职业素养服务，为城市就业和减贫做

贡献，还要为提升民众的学习能力服务，造就一

批具有数字和技术素养、面向未来的人才。 现

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图书馆施展自己的用

武之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因此，图书馆要在

包容性服务上开拓创新，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

获取信息的权利和机会。 第四，激发社群活力。
图书馆是一个区域的精神象征，人们从图书馆

就能感受到这一区域的历史底蕴、文化特点及

社区精神，因此每一个图书馆都是独特的。 随

着图书馆功能的不断创新和深化，今后这一交

流感情、凝聚人心的功能将更加突出。 第三代

图书馆的最高境界是将这种基于知识的服务根

植于社群之中，推进社群知识的分享、社群情感

的交流和社群活力的激发。

１０　 “一带一路”与图书馆国际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

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对传承千年的

丝绸之路精神进行了总结、提炼与创新，高屋建

瓴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倡议提出后得到了全

球各国热烈响应，近四年来全球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参与，４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

签署了合作协议。 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联合国

亚太经社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有关决议或文件都纳入或

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内容。 在“一带一路”
的五通战略中，民心相通是价值的认同、文化的

包容和相互尊重，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
“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

文明体系，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

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

历史和传统。 “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建立在更高

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提出来的［４７］ 。 如今， “一带一路” 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得到全球的广泛认

同，而且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之中。
国内不少图书馆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如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中国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

在北京举行，并通过《中国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馆

长论坛 ２０１４ 北京合作倡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沙特国王萨勒曼陛下访问北大，出席阿卜杜

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落成

典礼。 上海图书馆在“一带一路”沿线 ６５ 个国

家中的 ２８ 个国家的 ４３ 个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建

立了“上海之窗”。 重庆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杭
州图书馆等也都积极利用国际友好城市渠道，
建立友好交流和人员交换关系［４８］ 。 图书馆与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密切相关，而且可以发挥

自己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为“一

带一路”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结束语

热门话题一般时效性都很短，但本文提出

的十个热门话题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 从“图

书馆与社会发展”开始，到“‘一带一路’与图书

馆国际化”结尾，涉及的是图书馆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识字与素养”突出图书馆服务的拓展，从
过去只注重阅读，向包括阅读在内的多元素养

延伸；“空间再造”和“数字化”是本世纪以来图

书馆发展的两大热点，但数字化包含的内容更

多，涉及“人工智能” “数字人文” “开放运动”
“公共数字文化与精准扶贫”四个方面；“图书馆

改革”和“第三代图书馆”两个话题都与转型有

关。 十个话题都面向未来，探索图书馆的发展

问题。 从近期发展来看，图书馆要为实现全面

小康提供基础公共服务；从长期发展来看，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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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要为社会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知识

和信息支撑。 总而言之，作为社会基础性公共

文化机构，图书馆必须与社会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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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ｐｅｄ＿２０１．

［ ８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 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 ｆａｃｔ－ｔａｎｋ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７ ／ ｍｏｄｅｒｎ－ｎｅｗ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９ ］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７ －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７ ／ 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１０］ 余婷．西方虚假新闻新动向及防范———以美国虚假公民新闻泛滥为例［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１－ ０３－ ２９］．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１－０３ ／ ２９ ／ ｃ＿１２１２４２１１１．ｈｔｍ． （Ｙｕ 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ｔ：ｔａｋｅ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０３－２９］．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１－０３ ／ ２９ ／ ｃ＿１２１２４２１１１．ｈｔｍ．）

［１１］ ＺＵＵ ｏｎｌｉｎｅ 編集部．「学生の８割が情報弱者」 ネット情報の真偽を見ぬけない世代？ーー米国［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ｚｕｕ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３０５１３． （ ＺＵＵ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８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ｒｕｅ ｏｒ ｆａｌｓ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ｚｕｕ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３０５１３．）

［１２］ ＩＦＬＡ． Ｈｏｗ ｔｏ ｓｐｏｔ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ＩＦＬ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１１１７５．

［１３］ ｄｅ Ｂｌａｓｉｏ Ｂ． Ｍａｙｏ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 ｎｙｃ． ｇｏｖ ／ ａｓｓｅｔｓ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０１４



吴建中： 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ｄｆ ／ ｍｍｒ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６＿ｍｍｒ．ｐｄｆ．

［１４］ 张久珍，钱欣，王明朕，等． 图书馆创客服务———中外专家对谈实录［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７（１）：５－９．（Ｚｈａｎｇ

Ｊｉｕｚｈｅｎ，Ｑｉａｎ Ｘｉｎ，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ｚｈｅｎ，ｅｔ 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ｋ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ｒｅｃｏｒｄ［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５－９．）

［１５］ Ｍｕｒｐｈｙ Ｂ． １５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ａｃ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６－２７］．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ｃｌｃ．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６２７ｄｕｂｌｉｎ．ｅｎ．ｈｔｍｌ．

［１６］ 肖丽萍． 智慧空间正式启用［ Ｎ］． 暨南大学图书馆简报，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１ （ １７）． （ Ｘｉａｏ Ｌｉｐ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ｓｐａｃ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ｓｔａｒ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Ｎ］．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１７）．）

［１７］ 王子舟． 我国公共阅读空间的兴起与发展［ 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７（２）：４－１２．（ Ｗａｎｇ Ｚｉｚｈｏｕ．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２）：４－１２．）

［１８］ ＩＦＬ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 ／ ＯＬ］ ／ ／ ＩＦＬＡ ｔｒｅ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ｎｄｓ．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 Ｒｉｄｄｉｃｋ Ｊ 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 ．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０，１２（２７－２８）：２８１－２８７．

［２０］ Ｋｎｏｔｈ Ｐ，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ｏｖａ 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ｅｍａ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 ｎｅｗ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 ／ ＯＬ］． Ｄ－Ｌｉｂ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４，２０（１１ ／ １２）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ｌｉｂ．

ｏｒｇ ／ ｄｌｉｂ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４ ／ ｋｎｏｔｈ ／ １１ｋｎｏｔｈ．ｈｔｍｌ．

［２１］ ＮＭＣ ｈｏｒｉｚ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４－２８］．ｈｔｔｐ： ／ ／ ｃｄｎ．ｎｍｃ．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７－ｎｍｃ－ｈｏｒｉ⁃

ｚ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Ｎ．ｐｄｆ．

［２２］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３－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ｎｅｗｓ ／ ｒｏ⁃

ｂｏｔｉｃ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３］ ロボット図書館職員 Ｐｅｐｐｅｒから見えてくる未来の図書館［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０２］． ｈｔｔｐ：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ｄｌ．

ｇｏ．ｊｐ ／ ｅ１８５６．（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ｂｏ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ｃａｌｌｅｄ Ｐｅｐｐｅｒ［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ｈｔ⁃

ｔｐ：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ｄｌ．ｇｏ．ｊｐ ／ ｅ１８５６．）

［２４］ 阿児雄之． 資料来て我照ら す か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ｈｉｉ． ｊｐ ／ ＤＨＭ ／ ｄｈｍ６４ － １． （ Ａｋｏ

Ｔａｋｅｙｕｋｉ．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ａｄ ｕ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ｈｉｉ． ｊｐ ／ ＤＨＭ ／

ｄｈｍ６４－１．）

［２５］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２．０［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ｂｌａｓｔ． ｃｏｍ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Ｖ２．ｐｄｆ．

［２６］ 江嘉玮．维也纳理工大学“建造物测绘与建造物研究” 课程简介：以霍夫堡皇宫木构屋顶测绘为例［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 ｄｏｕｂａｎ． ｃｏｍ ／ ２４９３３６ ／ ｗｉｄｇｅｔ ／ ｎｏｔｅｓ ／ １８２０４５３５ ／ ｎｏｔｅ ／ ４７９４１６４５９ ／ ． （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ｗｅｉ．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Ｖｉｅｎ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ｏｄｅｎ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ｏｏｆ ｏｆ Ｈｏｆｂｕｒｇ ｐａｌａｃ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 ｄｏｕｂａｎ． ｃｏｍ ／

２４９３３６ ／ ｗｉｄｇｅｔ ／ ｎｏｔｅｓ ／ １８２０４５３５ ／ ｎｏｔｅ ／ ４７９４１６４５９．）

［２７］ 钟晓蕾．海峡两岸“数字·人文·记忆”交流研讨会顺利召开［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９－１８］．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ｒｕｃ．ｅｄｕ．

ｃ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１２６６５．（Ｚ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ｌｅｉ．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ｅｌｄ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９－１８］．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ｒｕｃ．ｅｄｕ．ｃ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１２６６５．）

［２８］ ＩＦＬ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０９］．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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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三〇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３０

ｔｐ： ／ ／ 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１１２００．

［２９］ Ｂａｌｄｏｃｋ 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Ｍ］ ／ ／ Ｄｏｗｎｉｎｇ Ｋ，Ｇａｎｏｔｉｃｅ Ｆ Ａ．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ｋ⁃

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ｐｔｅｒ ７． ＩＧＩ－Ｇｌｏｂａｌ，２０１７：１２９－１３９．

［３０］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ｔｉ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８－２１］．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

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３－７８６＿ｅｎ．ｈｔｍ．

［３１］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Ｊｉｓｃ ｒｅａｃｈ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ｕｂ⁃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０３－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ｉｓｃ．ａｃ．ｕｋ ／ ｎｅｗｓ ／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ｊｉｓｃ－ｒｅａｃｈ－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３１－

ｍａｒ－２０１５．

［３２］ 宮入暢子． オープンサイエンスと科学データの可能性［ Ｊ ／ ＯＬ］． 情報管理，２０１４ （ ２）：８０－ ８９［ 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ｓｔａｇｅ．ｊｓｔ．ｇｏ． 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ｏｈｏｋａｎｒｉ ／ ５７ ／ ２ ／ ５７＿８０ ／ ＿ｈｔｍｌ ／ －ｃｈａｒ ／ ｊａ．（ Ｍｉｙａｉｒｉ Ｎｏｂｕｋ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Ｊ ／ Ｏ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 （２）：８０－８９［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ｓｔａｇｅ．ｊｓｔ．ｇｏ．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ｏｈｏｋａｎｒｉ ／ ５７ ／ ２ ／ ５７＿８０ ／ ＿ｈｔｍｌ ／ －ｃｈａｒ ／ ｊａ．）

［３３］ 林和弘．オープ ンサイエンスを実現する：ＯＥＣＤの俯瞰レポート［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ｄｌ．ｇｏ． ｊｐ ／ ｅ１７５６． （ Ｋａｚｕｈｉｒｏ Ｈａｙａｓｈｉ．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ＥＣＤ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１ ］．

ｈｔｔｐ：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ｄｌ．ｇｏ．ｊｐ ／ ｅ１７５６．）

［３４］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ｏｐｅ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ｐｇ ＝

ｈｏ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３５］ 谢蓉，刘炜． 数字学术与公众科学：数字图书馆新生态———第十三届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研讨班会议综述

和思考简 ［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７（１）：６－１０． （Ｘｉｅ Ｒｏｎｇ，Ｌｉｕ Ｗｅ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ｂｏｒ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ｍｉｎａ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７（１）：６－１０．）

［３６］ 新田孝彦．平成２８年度末でのデジタルリポジトリ連合（ＤＲＦ）解散について［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３－０２］． ｈｔ⁃

ｔｐ： ／ ／ ｄｒｆ．ｌｉｂ．ｈｏｋｕｄａｉ．ａｃ．ｊｐ ／ ｄｒｆ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ｌｕｇｉｎ ＝ ａｔｔａｃｈ＆ｒｅｆｅｒ ＝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０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２０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ｆｉｌｅ ＝

ＤＲＦ－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ｄｆ．（ＮＩＴＴＡ Ｔａｋａｈｉｋｏ． ＤＲ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６［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３－０２］． ｈｔｔｐ： ／ ／ ｄｒｆ． ｌｉｂ． ｈｏｋｕｄａｉ． ａｃ． ｊｐ ／ ｄｒｆ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ｌｕｇｉｎ ＝ ａｔｔａｃｈ＆ｒｅｆｅｒ ＝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０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２０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ｆｉｌｅ ＝ ＤＲＦ－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ｄｆ．）

［３７］ ＯＣＬＣ． Ｎｅｗ ＯＣＬ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ｃｌｃ．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０８ｄｕｂｌｉｎ．ｈｔｍｌ．

［３８］ 刘桂峰，卢章平，阮炼．美国高校图书馆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内容研究［ Ｊ］ ．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８）：１３７－１４４．

（Ｌｉｕ Ｇｕｉｆｅｎｇ，Ｌｕ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Ｒｕａｎ Ｌ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５（８）：１３７－１４４．）

［３９］ 吴振寰． 学术图书开放存取研究———对７２家高校出版社的调查分析［ Ｊ］ ．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７（２）：８８－９３．

（Ｗｕ Ｚｈｅｎｈｕ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７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Ｊ］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７（２）：８８－９３．）

［４０］ 吴建中．冲刺全面脱贫，离不开“文化致富”———上海市政府参事吴建中在浙江省图书馆的演讲［ Ｎ］． 解放

日报，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７ （ １１）． （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 Ｍｒ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Ｊｉｅｆａｎｇ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７－０３－０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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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中： 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

［４１］ 李雅，马越． 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研究［ Ｊ］ ． 图书馆，２０１７（ ３）：３７ － ４３． （ Ｌｉ Ｙａ，Ｍａ Ｙｕ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７（３）：３７－４３．）

［４２］ 吴建中，张岩，张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５

（４）：２５－３１．（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ｙ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４）：

２５－３１．）

［４３］ Ｆｒａｄｅ Ｐ Ａ，Ｗａｓｈｂｕｒｎ 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２００６－０１－０１］．

ｈｔｔｐ： ／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ｂｙｕ．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ｇｉ？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９６５＆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ｆａｃｐｕｂ．

［４４］ 日本図書館協会図書館政策特別委員会．公立図書館の任務と目標［Ｍ］． 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１９９５：３７．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 Ｔｏｋｙｏ：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１９９５：３７．）

［４５］ Ｓａｎｂｕｒｎ Ｊ． Ａ ｂｏｏｋｌｅｓ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ｎｓ ｉｎ 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Ｎ ／ ＯＬ］． 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３－０９－１３［２０１３－０９－２２］．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１３ ／ ａ－ｂｏｏｋｌｅｓ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ｐｅｎｓ－ｉｎ－ｓａｎ－ａｎｔｏｎ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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