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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图书馆事业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建立纵横联动的图书馆体系；促进图书馆事业均衡发展；实现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发展；推进文献

信息资源共知共建共享；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 新时代，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量

质齐升；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文化强国战略全面实施。 面向未来，图书馆事业开启高质量发

展新时代。 中国图书馆应主动适应开放、多元的信息服务竞争合作环境，重新思考图书馆的功能定位，打造图书

馆的核心优势，解答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时代命题，包括：数字文明时代，守护多样态文明新发展；开放共享时

代，打造信息服务新生态；美好生活时代，打造文化体验新空间。 参考文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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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教

育机构，在人类文明记忆的保护传承、知识信息

的交流传播、经济社会的创新进步、社会公众的

学习成长、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着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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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要的作用，其建设和发展得到各国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热情襄助。 当前，国际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
多样化等新的特点和趋势，不断变化的环境对

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挑战，同时也为

图书馆事业的未来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 “ 图书馆 · 与时代同

行”，我很荣幸能借此机会，谈谈中国图书馆事

业在时代变革中创新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１　 回望历史，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发展史

的国家，自古习用文字记载历史，“国有史、方有

志、家有谱”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创造了浩

如烟海的历史文化典籍。 早在三千多年前，我
们的先辈就已经开始对文献典籍进行系统收藏

和整理，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

关于典籍分类、整理、保存的很多思想理念和技

术方法，至今仍然对图书馆工作产生着重要影

响。 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继续在与国际

同行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

的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类图书

馆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兼收并蓄、创新发

展，在制度设计、设施建设、资源保障、技术应

用、服务提供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

很多有益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图

书馆事业发展道路。

１ １　 统筹协调，建立纵横联动的图书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

把图书馆事业作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投入财政资金，建设广泛覆盖、纵横交错的

图书馆体系。 迄今，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

图书馆，地方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了

３ １７６个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和 ３．４ 万个乡镇综合

文化站图书室［１］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全国近

２ ７００家普通高等学校建立图书馆①，全国中小

学校建设图书馆约 ２５ 万家②；中国科学院和中

国社科院分别在各自系统内的各级科研机构设

立了图书文献服务机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建

立了 ５８ ７ 万个农家书屋［２］ ；各级工会组织在政

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了 １０ 万余个职工书

屋［３］ 。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等国家标准相继

出台；《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中小学图书

馆规程》 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修订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由国家法律、部门规章、地方法

规、政府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不断健全，有效保障了各类型图书馆的科学管

理、规范运行。
各类型图书馆间还探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横向协调机制。 早在 １９５７ 年，国务院就通

过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在全国设立了若干

图书馆中心委员会和地区中心委员会，由国家

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

等组成，联合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文献资源协调

采购、联合编目、馆际互借等工作。 １９７９ 年，中
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目前已经建立了 １７ 个分支

机构，全国各省区市普遍建立了地方学会，有效

促进了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首都图书馆联盟、湘鄂赣

皖图书馆联盟等相继成立，在推动跨地区、跨系

统的图书馆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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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估算数据。 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２ ６８８ 所（含独立学院 ２５７
所）（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ｊｙｂ＿ｘｘｇｋ ／ ｓ５７４３ ／ ｓ５７４４ ／ ２０１９０６ ／ ｔ２０１９０６１７＿３８６２００．ｈｔｍｌ），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生均图书数量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据此推测每所高校均设

置有图书馆。
估算数据。 根据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综合统计》数据，２０１２ 年全国小学建有图书馆（室）约

１５．８６ 万所，初、高中学校建有图书馆（室）约 ９．９９ 万所，但这两项数据较 ２０１１ 年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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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统一部署，促进图书馆事业均衡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城乡之间、地域之

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图书馆服务

的不均等。 为此，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国家就做

出了建设农村文化网，发展农村图书馆（室）的

制度安排。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中央书记处通过《图书

馆工作汇报提纲》，明确“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

网” ［４］ 的方略，至“十一五”末，“县县有图书馆”
的目标基本实现。 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于 ２００７ 年启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

程，在各乡镇普遍建立图书室；国务院于 ２０１５ 年

部署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要求“加强村（社

区）及薄弱区域的公共图书借阅服务” ［５］ ，县以

下城乡基层图书借阅服务设施不断健全。
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积

极开展先行探索，按照服务半径、服务人口等要

素，统筹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了

深圳“图书馆之城”、温州“城市书房”，以及“苏

州模式”“嘉兴模式”等代表性总分馆建设模式。
２０１６ 年以来，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乡村两级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分馆的县域总分馆体

系建设先后被写入中央政府文件和国家法律。
国家、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全国公共图书馆共建设超过 １ ９ 万个分馆［６］ ，
配备流动图书车超过 １ ７ 万辆，流动服务书刊借

阅 ２ ７０４ 万人次，近 ４ ６７０ 万册次［７］ ，同时通过建

设无人值守城市书房、提供 ２４ 小时自助服务设

施等方式，实现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对城乡基层

的有效覆盖。

１ ３　 技术驱动，实现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转型

发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国家层面先后组织实

施了一系列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包括由中国

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北京大学图书馆等

组织实施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组织实施的“国家科学数

字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组织实施的“高等

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以及以

浙江网络图书馆、深圳文献信息港、宁波数字图

书馆为代表的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工程等。
在这些工程项目的带动下，一大批基础条

件相对薄弱的中小型图书馆同步走上数字化网

络化转型发展的快车道。 全国图书馆界在数字

图书馆网络平台搭建、关键技术研发、数字资源

建设和数字信息服务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逐
步建立起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数字图书馆服

务平台，积累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数字

资源，培养了一支数字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同
时面向社会公众、在校学生、科研人员等提供数

字化网络化服务。 近年来，中国图书馆界又围

绕智慧图书馆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智能书架、
智能参考咨询、智慧书屋、智能还书车等已在一

些图书馆得到应用。
截至目前，全国公共图书馆联合建设数字

化图书 ４１５ 万页、数字化报纸 ９ 万余版、政府信

息公开数据 １ ４４７ 万余条①；３８ 家副省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通过数字图书馆专网实现互联互通，
４１０ 家公共图书馆建立移动阅读平台。 中国高

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注册成员馆逾 １ ８００ 家，整合

全国各类学术资源和服务，建成“联合协作、整
体保障”的云服务平台；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

字化国际合作计划已数字化图书 ２５０ 多万

册［８］ 。 到馆服务与远程服务相结合，已成为中

国图书馆的普遍形态，关于下一代数字图书馆

甚至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探索正在逐步深入。

１ ４　 合作共赢，推进文献信息资源共知共建

共享

　 　 为增强国家和地区文献信息资源的协调保

障能力，图书馆间广泛合作，逐步形成了国家、
地区、行业统筹协调的立体化资源保障体系，通

０１８

① 国家图书馆提供内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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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联机合作编目系统、分布式文献传递网、
联合资源订购平台等，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共

知共建共享。
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建立的全国图书馆联合

编目中心，成员馆已达 ２ ８５４ 家，年上传数据超

过 ７０ 万条，下载数据近 １ ２００ 万次；高校图书馆

联合编目中心馆藏数据近 ５ ０００ 万条，月均下载

约 １３０ 万次。 各级公共图书馆联合开展元数据

集中仓储，注册唯一标识符 ２５８ 万余条，通过

“文津搜索”系统实现 ３．６ 亿条分布异构元数据

的一站式发现与服务；全国高校图书馆通过“开

元知海·ｅ 读”平台实现 ３ 亿余条图书、期刊、报
纸、学位论文数据和 ３６ 万册电子图书共享。 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信息中心联合采购理、工、农、
医各学科领域科技文献资源，通过全国 ４０ 个服

务站提供公益普惠的科技文献信息服务［９］ 。
特别是在传统文献典籍的采集、整理与保

存方面，以图书馆为核心，联合全国博物馆、档
案馆、宗教寺观等文献收藏机构，依托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等合作项目，建立了联合普查和分级保护工作

机制，２ ０００ 余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通过

联合目录发布古籍普查数据 ６７ 万余条，民国时

期文献普查数据 ３０ 余万条，修复古籍 ３３０ 余万

叶，在线发布古籍全文数字化影像超过 ６ ５ 万

部，影印出版超过 １ ４ 万部①。

１ ５　 开放包容，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

图书馆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是
国家间、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图书馆在国际文化交

流中也日益活跃。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海外举办

“大清世相”“甲骨文记忆”等展览，与英国国家

图书馆合作举办“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专题

展；广州图书馆策划开展“环球之旅多元文化系

列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举办中国—东

盟青少年读书节、青年艺术品创作大赛等活动；
一些图书馆向国外文化机构推介图书，设立中

国图书专架。 图书馆在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

国故事，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传播方面发挥了独

特作用。
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更加积

极地参与到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的工

作中，在国际图书馆事务中表达意见建议、贡献

思想智慧。 中国国家图书馆已经与 １１０ 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 ５５０ 个机构建立文献交换关系，与全

球 ５２ 个图书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美图书馆

合作会议、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中
英图书馆论坛、中阿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

议、高校图书馆东亚文献国际合作工作会议等

学术研讨与业务交流活动十分活跃；英国国家

图书馆联合中、法等国家图书馆发起的国际敦

煌项目，在敦煌文献的保存和数字化方面取得

积极成果；“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 “金砖国

家图书馆联盟” “中国—中东欧国家图书馆联

盟”等国际图书馆间的交流平台相继建立，为形

成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图书馆联合体做出了中国

图书馆人的积极贡献。
从实际效果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所走过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总体是比较成

功的。 我们愿意与国际图书馆界分享我们的发

展经验，也希望在未来发展中吸收借鉴国际同

行们的一些成功做法。

２　 立足当下，中国图书馆事业面临新的
机遇与挑战

图书馆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
无时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文化事业生机勃发，对图书馆事业而

言，既蕴含着重大机遇，也意味着风险挑战。

０１９

①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供内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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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经济发展量质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１８ 年国内经济生产总值超过 ９０ 万亿元，比

１９７８ 年增长近 ２４４ 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近

１６％，居全球第二位；国家财政收入超过 １８ 万亿

元，是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６２ 倍，年均增长 １３ ６％，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丰厚的资金保障①。 与

之相适应，国家财政对文化、教育及科技发展的

投入不断增长，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各级财政

持续有力的经费支持。
２０１８ 年，我国文化事业经费达 ９２８ ３３ 亿

元［１］ ，比 １９７８ 年增长 ２０８ 倍，年均增长 １４ ３％；
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总额增长了近

３５０ 倍，人均购书经费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０ ０２２ 元增

加到 １ ７７ 元， 年均增长 １１ ６％； 馆舍面积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８６ ６ 万平方米增加到近 １ ５９６ 万平方

米，年均增长 ７ ６％。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７ 年全

国高校图书馆馆均建筑面积约 ２ ５ 万平方米，比
２００６ 年增长 ４４％；馆均文献购置费约 ５６４ 万元，
比 ２００６ 年增长 ４５ ４％ ［１０］ 。

与此同时，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孕育兴起，对世界经济格局、产业形态带来

深刻影响，全球供给体系进一步调整，我国经济

发展也逐步进入增速向中高速转轨、结构向高

质量转型、动能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新常态，科技

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

强。 图书馆在以高质量知识信息服务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创新创业需求，支持经济建设转型

发展方面，必将要承担更加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图书馆行业自身也面临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的内在要求。 过去相当一段时期，我们依靠不

断加大投入，实现了图书馆事业规模和数量的

快速增长；今天，图书馆设施网络建设的任务已

经基本完成，外延型发展方式亟需转变。 未来

需要更多关注社会需求的变化，以提供供需匹

配的图书馆服务为目标，推进事业发展的科学

管理和集约经营，进一步树立现代绩效理念，提
升图书馆服务效能。

２ ２　 社会结构深刻变革

在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１８ 年的四十年间，中国城镇

化率从不到 １８％②增长到近 ６０％，城镇人口超过

８ ３ 亿。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乡之间、地域之

间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２０１８ 年我国流动人口

规模超过 ２ ４ 亿。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市民亟

待了解、参与和融入城市生活，要求图书馆进一

步探索创新服务形式，面向多种文化背景居民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凝聚人心、
交流情感、促进学习、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

更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加速从乡

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也使

得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比例不断升高，２０１８ 年，
全国独居和空巢老人数量已超过 １ 亿；农村留守

儿童近 ７００ 万［１１］ 。 这部分老人、儿童不仅在阅

读学习方面需要有针对性的帮扶，在精神生活

方面也需要图书馆更多的关注。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使城乡居

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至 ２０１８ 年

底，全国 ６０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近 ２ ５ 亿，占总

人口比例达 １７ ９％；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知识化

程度不断提升，２０１８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 ４８ １％，即将突破 ５０％，进入高等教育普及

化发展阶段［１１］ 。 老年人群和高学历人群对知识

信息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

样化、多层次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国家、社会、
家庭对青少年儿童学习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也对图书馆提供亲子阅读服务、课外学习支

持服务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矛盾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进入数字网络时代，

０２０

①
②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国家统计局 １９７８ 年度数据，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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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 日益凸显。
２０１８ 年，我国城市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

７４ ６％和 ３８ ４％ ［１２］ ，相差近一倍，并呈逐年扩大

趋势。 图书馆必须更加主动地肩负起弥合“数

字鸿沟”、消减信息贫困的职责使命，为社会公

众公平获取信息、平等参与发展提供更加有效

的支持与服务。

２ ３　 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

当今世界，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为特征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正扑面而来。
数字化由计算机化向数据化发展，网络化由互

联网向物联网发展，智能化由智能机器向机器

智能发展，正在催生众多具有计算、通信、控制、
协同等性能的新技术、新设备，深刻改变着人们

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全球数据资源海量激增，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将

达到 ４０ＺＢ，并且还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继

续增长［１３］ 。 一方面，图书馆可以采集利用的资

源得到极大拓展，特别是大量调查、统计及科研

数据资源逐步实现开放获取，为图书馆深化决

策支持服务、科学研究服务以及创新创业服务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网络信

息资源的数据化、碎片化发展趋势及其多元异

构特征，给用户获取、筛选、利用这些信息带来

新的挑战，对图书馆基于数据挖掘、语义关联等

技术提供智能学习和协同创新服务提出了新的

要求。
新的信息传播模式不断涌现，计算机、手

机、平板电脑等新型媒介不断更新换代，微博、
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迅猛发展，音视频等多媒体

资源快速取代传统的图文信息，获得人们的青

睐。 ２０１８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 听 书 率 达

２６ ０％ ［１４］ ，网络直播用户达 ３ ９７ 亿，网络视频

用户达 ６ １２ 亿，短视频使用率高达 ７８ ２％ ［１２］ 。
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用

户不再将图书馆视为获取信息的第一选择，迫
使图书馆不得不直面信息服务市场的竞争和挑

战，要求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必须从馆藏书库

中走出来，从数字图书馆的本地机房中走出来，
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用户熟悉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场景。
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在大大提升社会生产

效率的同时，也在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越来越多的传统工作岗位将被取代［１５］ ，同时催

生出更多新的知识密集型、智慧密集型岗位。
牛津大学曾预测，未来图书馆中，９９％的事务性

工作人员和 ６５％的专业馆员都将被计算机取

代。 随着更多馆员从传统业务工作中解放出

来，图书馆也获得了集中人力资源，提升知识服

务水平的新机遇。 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知识

图谱等技术不断发展，为图书馆智能化服务提

供了技术支撑。

２ ４　 文化强国战略全面实施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

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推动中华文化

繁荣进步，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加快实

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我国文化建设虽然取得

了丰硕成果，但相较经济建设而言还比较滞后，
迫切需要补齐文化发展短板。 近年来，中国就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战略

部署，对内“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

园”，对外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文化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自信被视为

“四个自信”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建设核心地位的强化，对于以文化保护和

传承为核心使命的图书馆而言，无疑是一个极

大利好，意味着图书馆事业可以借国家文化发

展的东风，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特别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成为

国家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导向。 自 ２００５ 年

以来，各级政府相继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公共文化机构免

费开放、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出部署。 图书馆

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与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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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也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这就对图书馆进一步增强文化功能、服务文

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

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 ２０１８ 年全国

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２８ ４％， 比 １９７８ 年下降了一

半，居民消费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
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平均增长率（１４％），远高

于同期 ＧＤＰ 增长率（９．７％），且高于城镇居民消

费的增长速度（１２ １％） ［１６］ 。 文化消费在总体消

费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有研究显示，我国潜在文化消费

市场在 ２０１３ 年前后就已经超过 ４ ７ 万亿元，但
当前文化供给仅能满足其中不到 １ ／ ４ 的需

求［１７］ 。 与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和优质文化服务

产品供给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文化机

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对供给过剩的现象。 公

共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也将是图书馆事业发展

面对的现实问题。
今天的图书馆已经前所未有地进入到一个

“剧变”期，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科学技术

的进步将使图书馆行业从渐进变革一步踏入创

新裂变。 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３　 面向未来，开启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时代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

大调整时代。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

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使图书馆行业面

临转型发展的“窗口期”。 我们正在经历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带来的海量异构资源的巨

大考验，经历数字网络环境下多元信息服务平

台的强势竞争，经历在线学习、开放科研、协同

创新等信息与文化交流传播新形态的猛烈冲

击，图书馆曾经拥有的资源、服务和技术优势都

在某种程度上走向衰微。 面向未来，主动适应

开放、多元的信息服务竞争合作环境，重新思考

图书馆的功能定位，重新打造图书馆的核心优

势，以开拓进取的思路谋求图书馆事业的创新

发展，是全世界图书馆人必须解答的时代命题。
第一，进入数字文明时代，如何守护多样态

文明新发展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说，“假如世界毁灭

了，图书馆还在，我们就能够重建世界。”自图书

馆诞生以来，记忆功能一直是其最基本、最核心

的功能，对国家和民族文明成果的传承保护始

终是图书馆发挥社会记忆功能的重要体现。 进

入数字文明时代，文明保存的载体、渠道、手段、
方式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那些数量巨大

的以数字化形式诞生和存在的文明成果，那些

保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文明记忆，相较我们所熟

悉的传统介质文献，更为脆弱，也更加难以系统

采集。 我认为，即使在数字、网络信息随手可得

的新时代，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仍然依存于其长

期保存并不断绵延发展的文明记忆资源。 这就

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图书馆的馆藏建

设战略，根据人类文明发展与其记载传承方式

的变化，不断拓展图书馆采集和保存人类文明

记忆的范畴，形成立体化资源体系，从而使图书

馆馆藏资源能够呈现文明的多样态，呈现文明

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特征。
新世纪以来，围绕各类新兴资源的采集保

存，中国图书馆界和国外同行一道，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

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于 ２００３ 年启动网络资源保

存工作，目前已采集保存了所有政府网站，以及

北京奥运等专题资源 ３００ 余项；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又
启动了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在互联网内

容服务平台———新浪网建立了首家试点基地，
将反映公众个人网络生活轨迹的博客、微博信

息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内容，纳入国家文献信

息保存体系；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长春图

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了若干文化记

忆项目，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等为线

索，采集保存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活态记忆；一
些图书馆开始探索对各类监测、调查、统计、研
究等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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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图书馆界应该联合起来，有效拓展图

书馆馆藏体系所保存的人类文明记忆维度。 一

是与互联网内容平台之间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

关系，逐步构建覆盖全国的分级分布式国家互

联网信息资源采集与保存体系，将记录时代演

进和社会变迁的网络资源完整系统地保存下

来。 二是在国家层面加强口述资料采集与保存

的统一规划与统筹部署，围绕重大事件、重要人

物、特色文化等采集活态记忆资源，并建立一套

较为完善的标准规范，形成规模化采集与保存

能力，使其融入现有馆藏体系，逐步建立起口述

历史资源与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之间的有机联

系，使其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立体呈现文明发

展脉络。 三是适应创新创业环境、科学研究环

境和学术交流环境的新变化，将各类公共数据、
科学数据等资源纳入图书馆馆藏体系，使其与

已有馆藏资源中的知识内容建立有效连接，强
化图书馆馆藏资源对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生产

生活的支撑和服务能力。 在此基础上，中国图

书馆界愿意更加积极地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存

保护合作，主动承担守护世界文明记忆的职责。
第二，进入开放共享时代，如何打造信息服

务新生态

图书馆是社会信息交流传播链条上的重要

环节，是人们获取、交换信息的中介。 今天，信
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模糊，图书馆自身也同时承担着多重角色。 面

对急剧增长的信息资源和激烈竞争的信息服务

行业，图书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

要发挥自己在信息知识组织加工与整理揭示方

面的专业优势，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

迫切地需要加强与其他信息服务资源的开放共

享，这种开放共享，已经远远不只是图书馆行业

内部的开放共享，而是面向全球知识信息环境

的开放共享。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图书馆的信息中

介功能，依托图书馆对信息的处理和服务能力，
以及对信息来源、信息终端用户的把握能力，构
建一个高度开放、高度集成、高度共享的多元信

息整合服务平台，为所有信息生产者、信息服务

者和信息消费者搭建精准有效对接的桥梁。 这

个平台应当进一步强化图书馆“为人找知识，为
知识找人”的核心能力，着眼于建立信息与知识

服务“超市”，实现对公共服务机构、商业服务机

构、非营利性服务机构所提供的各类信息服务

产品的集成供给；为各类知识资源和服务建立

多维度、立体化数据标签体系，为各类用户群体

勾画精准、客观而丰满的需求行为画像，实现信

息的智能化发现与推送；用户可以通过这个信

息平台，自主选择获取公益性、非营利性甚至商

业性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在这一平台服务模式

中，图书馆的价值将体现于资源和服务的专业

化集成、专业化筛选与专业化组织。
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最为宝贵的资源，图书

馆馆藏资源数据种类繁多，既有书目数据，也有

文本、图片、音视频、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只有被

充分利用，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 图书馆应当

在自建的各类平台上，完整、系统地发布馆藏资

源数据，特别是以方便使用的关联数据格式进

行发布，并提供开放接口，鼓励第三方应用。 同

时，可以在保护图书馆自身权利的前提下，向社

会公共服务平台提供馆藏资源数据的开放共

享，并进一步探索建立馆藏资源数据商业化开

发应用的合作机制和应用模式，支持相关企业

开展基于图书馆馆藏资源数据的第三方数据发

掘服务。
第三，进入美好生活时代，如何打造文化体

验新空间

图书馆不仅是人们阅读学习、获取知识的

场所，同时承载着社会交往、情感体验、文化休

闲等重要功能，承担着“提供个人创造力发展的

机会” “ 激发儿童和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 ［１８］ ，促进个人和社会创新发展，保存、传承

和推广地域文化的重要使命。 公众在图书馆获

取资源和服务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更为美

好的情感体验。 只有不断发掘和丰富图书馆空

间的文化意境，积极致力于将图书馆打造成为

联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明、人与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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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的文化空间，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塑

造图书馆的独特价值。
近些年，世界各地图书馆的建筑理念、空间

设计、功能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建图书

馆因其建筑艺术、空间特色和文化体验令人耳

目一新，成为所在地区的城市地标和文化中心。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馆舍内开辟专门空间，建设

国家典籍博物馆，使公众能够近距离体验典籍

之美；杭州图书馆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建设音

乐、佛学、棋院、生活、科技等主题分馆，全面展

现杭州文化的多元姿态；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

心图书馆以“滨海之眼”和“书山有路勤为径”的

设计立意，给人们带来强烈视觉冲击；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长
沙市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等陆续开辟了各具特

色的创客空间；广州图书馆设立广州人文馆、
家谱查询中心、《广州大典》 研究中心、广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常设展等，展示与传播广州本土

文化。
未来，图书馆应进一步强化社会教育功能，

建设新型文化空间。 一是不仅要将图书馆打造

成人们与书籍美好相遇的场所，还要将图书馆

打造成为人们与心灵对话，感知和体验多元文

化，与他人交流思想、共享知识的场所。 二是对

创新创造活动的支持仍应成为公共图书馆空间

再造的重点关注之一。 我们应当致力于推动现

代化知识工具和技术方法的普及应用，帮助人

们不断提高获取和利用信息、创造性解决问题

的能力，特别是在培养青少年创新思维方面应

当积极作为，使人们在这里提高创新能力，获得

创新创意灵感；我们应当致力于为各类创新创

造活动打造新的学习、交流、协同与共享空间，
根据用户创新需求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开放共

享资源，为不同机构、团体和个人寻找创新合作

伙伴搭建信息互通的桥梁，为各类创新创意成

果的转化利用提供知识产权咨询与服务。 三是

图书馆应当有意识地加强本土历史、人物等地

方文化资源的采集、整理与开发，将地方文化元

素融入到活动策划和空间设计当中，建构具有

凝聚力和感染力的地方文化传承、交流与共享

空间，围绕人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共同参与的事

件和共同关心的话题组织资源、开展服务，使图

书馆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今天，国际图书馆界正在共同的价值理念

指引下，通过紧密合作和联合行动，在国家和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图书馆事业是世界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图书馆人始终保持着对国际图书馆

事务的热情参与，始终保持着对国际图书馆事

业发展趋势的热切关注。 我们将坚持与时代同

行、与世界同步，在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同

时，与各国图书馆同仁一道，共享美好愿景，共
绘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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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Ｎ ／ ＯＬ］．Ｃｈｉｎａ Ｗｏｍｅｎ 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０４－２４（０２）［２０１９－０９－１８］．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ｃｎｗｏｍｅｎ．ｃｏｍ．ｃｎ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０４ ／ ２４ ／ ０４８３４４．ｈｔｍｌ．）

［ ４ ］ 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Ｍ］ ／ ／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文件选编（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４：６７－７１．（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１９４９－２０１２）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４：６７－７１．）

［ ５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 ０１－ １４） ［ ２０１９－ ０９－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１０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２５０． ｈｔｍ． （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４）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０２５０．ｈｔｍ．）

［ 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２０１７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５－３１）［２０１９－０９－１８］．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ｔ．ｇｏｖ． 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３１＿８３３０７８． ｈｔｍｌ．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７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３１）

［２０１９－０９－１８］．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３１＿８３３０７８．ｈｔｍｌ．）

［ ７ ］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８中国图书馆年鉴［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９：４５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８ ［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８：４５９．）

［ ８ ］ 范晨晓．“基于 ＣＡＤＡＬ 平台的资源共享与应用”国际研讨会综述［ 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７，３５（５）：５－９．

（Ｆａｎ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ＤＡ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７，３５（５）：５－９．）

［ ９ ］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全国服务体系［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９－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ｚ．ｎｓｔｌ．ｇｏｖ．ｃ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ｑｇｗｆｔｘ＿ｑｇ⁃

ｆｗｔｘｊｓ．ｈｔｍｌ．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９－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ｚ．ｎｓｔｌ．ｇｏｖ．ｃ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ｑｇｗｆｔｘ＿ｑｇｆｗｔｘｊｓ．ｈｔｍｌ．）

［１０］ 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Ｒ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２０１９－０９－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ａｌ． ｅｄｕ．ｃｎ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ｔｊｐｇ ／ ２０１９０１０４０２． ｐｄｆ． （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２０１７ ［ Ｒ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１－０４）［２０１９－０９－１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ａｌ．ｅｄｕ．ｃｎ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ｔｊｐｇ ／ ２０１９０１０４０２．ｐｄｆ．）

［１１］ 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９－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９０２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１６５１２６５．ｈｔｍ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９－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９０２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８

＿１６５１２６５．ｈｔｍｌ．）

［１２］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１９年２月） ［ Ｒ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８） ［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ｃｎ ／ ｇｙｗｍ ／ ｘｗｚｘ ／ ｒｄｘｗ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７０５６ ／ ２０１９０２ ／ Ｗ０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４７４５０８４１７２５４．ｐｄｆ．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９ ／ ２）［Ｒ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ｇｙｗｍ ／ ｘｗｚｘ ／

ｒｄｘｗ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７０５６ ／ ２０１９０２ ／ Ｗ０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４７４５０８４１７２５４．ｐｄｆ．）

［１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ｉｎ ２０２０：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ｂｉｇｇｅ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ａｎｄ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 ＥＢ ／ ＯＬ］．

０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三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３

［２０１９－０９－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ｍｃ．ｃｏｍ ／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 ａｎａｌｙ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ｉｄｃ⁃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ｉｎ－２０２０．ｐｄｆ．

［１４］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Ｊ］ ．新阅读，２０１９（５）：

４５－４７．（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Ｊ］ ．Ｆｒｅ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２０１９（５）：４５－４７．）

［１５］ 张晓林．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

４４（１）：４－１６．（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ｒ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４４（１）：４－１６．）

［１６］ 安乾．文化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Ｊ］ ．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５４－５７．（ Ａｎ Ｑｉ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２０１９（１１）：５４－５７．）

［１７］ “中国文化消费指数（２０１３）”发布［Ｎ ／ ＯＬ］．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１３版） ［２０１９－０９－１８］．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 ／ ｄｚ ／ ｄｚｎｅｗｓ＿ｐｈｏｔｏ． ａｓｐｘ？ ｔ ＝ ＆ｉｄ ＝ １９２２０．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１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 Ｎ ／ Ｏ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１３） ［ ２０１９－ ０９－ １８］．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ｄｚ ／ ｄｚｎｅｗｓ＿ｐｈｏｔｏ． ａｓｐｘ？ｔ ＝

＆ｉｄ ＝ １９２２０．）

［１８］ 菲利普·吉尔主持的工作小组代表公共图书馆专业委员会．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 Ｍ］．林祖藻，译．上

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９８．（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ａｉｒｅｄ ｂｙ Ｐｈｉｌｉｐ Ｇｉｌｌ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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