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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活动对到馆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韩国公共图书馆数据的分析

何书卿　 叶　 斌

摘　 要　 到馆率是衡量公共图书馆社会效益的重要指标,各国的图书馆都通过开展活动来提高到馆率。 图书馆

活动是否能够提高到馆率,具体是哪类活动提高了到馆率,这两个问题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 韩国公共图书馆近

十年的到馆率居世界前列,高于美国和中国。 本文利用韩国公共图书馆连续时间、全国范围的数据,基于面板数

据模型,开展公共图书馆活动和到馆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统计推断得到两点稳健结论:其一,在互联网

时代,举办图书馆活动是公共图书馆到馆率提高的主因;其二,图书馆活动中的文化项目和阅读项目是到馆率提

高的具体原因,其中文化项目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图 3。 表 6。 参考文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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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rival
 

rate
 

is
 

a
 

significant
 

index
 

to
 

measur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practice carrying
 

out
 

library
 

events
 

is
 

a
 

common
 

way
 

to
 

enhance
 

attractiveness.
 

Does
 

the
 

arrival
 

rate
 

actually
 

rise
 

because
 

of
 

the
 

library
 

events 
 

If
 

so what
 

type
 

of
 

events
 

increases
 

the
 

arrival
 

rate 
 

These
 

questions
 

should
 

be
 

answered
 

by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 the
 

public
 

library
 

arrival
 

rate
 

in
 

South
 

Korea
 

ha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nd
 

outranks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objective
 

evidence
 

for
 

the
 

rise
 

of
 

the
 

arrival
 

rate
 

can
 

be
 

found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empirical
 

rules
 

about
 

the
 

library
 

events
 

and
 

the
 

arrival
 

rate
 

may
 

also
 

be
 

summarized
 

for
 

th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continuous
 

time nationwide
 

library
 

data
 

from
 

South
 

Korea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public
 

library
 

events
 

and
 

library
 

arrival
 

rat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model.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asures
 

the
 

demand
 

equilibrium
 

of
 

public
 

libraries
 

by
 

the
 

arrival
 

rate.
 

The
 

main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cused
 

on
 

three
 

types
 

of
 

library
 

events including
 

user
 

guidance
 

program cultural
 

program
 

and
 

reading
 

program.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clude
 

economic
 

level education
 

level average
 

age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rate number
 

of
 

libraries budget number
 

of
 

librarians book
 

collections
 

and
 

non-book
 

collections.
 

Two
 

statistical
 

laws
 

can
 

be
 

deduced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inference
 

of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First th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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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and
 

the
 

reading
 

programs
 

affect
 

the
 

arrival
 

rate
 

positively.
 

Seco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ultural
 

programs
 

and
 

reading
 

programs
 

is
 

greater
 

than
 

other
 

factors.
 

Therefore two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rst in
 

the
 

Internet
 

era hosting
 

public
 

library
 

event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ise
 

of
 

arrival
 

rate.
 

Second among
 

the
 

library
 

events cultural
 

programs
 

and
 

reading
 

programs
 

are
 

specific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arrival
 

rate and
 

the
 

effect
 

of
 

cultural
 

programs
 

is
 

more
 

prominent.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of
 

conclusion
 

lies
 

in
 

pointing
 

out
 

the
 

possible
 

path
 

to
 

increase
 

the
 

arrival
 

rate
 

for
 

public
 

libraries.
 

Sinc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outh
 

Korea
 

is
 

independ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public
 

library
 

arrival
 

rate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could
 

also
 

be
 

promoted
 

through
 

library
 

events.
 

The
 

main
 

originality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arrival
 

rate
 

of
 

public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events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which
 

ensures
 

the
 

novelty
 

of
 

the
 

perspective
 

and
 

the
 

robustness
 

of
 

the
 

conclusion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dataset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on
 

public
 

library
 

events
 

and
 

arrival
 

rate
 

are
 

still
 

slightly
 

insufficient
 

in
 

extrapolation
 

and
 

generality.
 

More
 

practical
 

laws
 

may
 

be
 

found
 

if
 

the
 

panel
 

data
 

at
 

the
 

library
 

level
 

in
 

China
 

is
 

available.
 

3
 

figs.
 

6
 

tabs.
 

3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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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图书馆到馆率是指到访人次与人口总数之

比,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图书馆社会效益

的重要指标。 国内外代表性的绩效评估体系均

把到馆率列为具体的评估项。 如在国际标准 ISO
 

11620:2014《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绩效指标》( In-
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Librar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中,到馆率( Library
 

Visits
 

per
 

Capita)
是评估图书馆利用的具体指标[1] ;李国新和张

广钦的《面向决策的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也将“服务人口到馆率” 作为“图书馆利

用”的分项指标[2] 。
我国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实际状况如何?

从横向对比来看,国内外还存在明显差异。 统

计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大陆地区公共图书馆

的到馆率为每人每年 0. 54 次, 约为美国的

12. 05%和韩国的 10. 21%,存在较大幅度的差

距。 即使是国内公共图书馆事业较发达的上海

和浙江,到馆率也只达到每人每年 1. 24 次和

1. 92 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①。

国内外到馆率的差异,源于图书馆内外多

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馆舍布局、经费以及各种

经济社会状况等都可能影响到馆率。 经济社会

等外部因素并不可控,馆舍布局、经费等内部因

素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但如果依靠服务项目

创新,呼应用户需求,则可以盘活存量资源,见

效较快。 近年来,国内公共图书馆已经通过多

元化的图书馆活动,进行服务项目的创新。 关

于哪些图书馆活动能提升到馆率,这个问题需

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

研究图书馆活动对于到馆率的影响,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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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陆地区人口数由《中国统计年鉴 2018》中获取,中国大陆地区公共图书馆访问人次、浙江地区公

共图书馆访问人次、上海地区公共图书馆访问人次均由《2018 文化发展统计分析报告》中获取;美国公共图书馆

访问人次为每人每年 4. 48 次,由《美国公共图书馆调查———2017 财年》中获取;韩国公共图书馆访问人次为每人

每年 5. 29 次,由 Korea
 

Library
 

Year
 

Book
 

2018 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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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难点。 第一,影响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因

素具有复杂性。 到馆率的升降,究竟有多少比

例由图书馆活动所引发,又有多少比例源于其

他因素,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受控实验,但在现实

中并不存在实施条件。 第二,公共图书馆的到

馆率如何变化,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单个图

书馆的成功经验,很可能是因为特殊的馆情,少
量图书馆的短期观测数据也不足以准确识别图

书馆活动与到馆率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大量数

据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得到一般性的科学结论。
纵观世界各国公共图书馆的状况,韩国公

共图书馆近十年的到馆率居世界前列,高于美

国和中国。 自 2008 年以来,韩国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公共图书馆运营数据,包含到馆率、图书馆

活动等类别的全国性面板数据。 如果将公共图

书馆的到馆率与相关因素的数据进行匹配,再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的统计推断,就可以在大概

率的意义上识别出图书馆活动等相关因素对于

到馆率的影响,包括各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以
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本文通过对韩国公共图书馆的实证研究,
可总结关于公共图书馆活动和到馆率之间关系

的经验规律,也可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提升到馆

率提供借鉴。

1　 研究现状

以 public
 

library
 

visit,public
 

library
 

usage 等

关键词,对 Web
 

of
 

Knowledge,以及 EBSCO 内图

书馆与信息科学专门库 (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Source)进行主题检索,在社会科学各研

究领域共有论文 142 篇;在中国知网以“公共图

书馆” +“到馆率” “利用率” “使用率”等关键词

进行主题检索,共有论文 89 篇①。 在所有检索

结果中,近 5 年的文献占到一半以上,这说明该

问题正在引起学界的关注。 现有关于公共图书

馆利用的研究,在研究主题上,大多关注诸如家

庭教育、移民社群、互联网、语言等外部因素的

影响,尚未关注到图书馆活动或其他内部因素

对于图书馆到馆率或使用水平的影响;在研究

方法上,主要以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或定性方

法为主,并没有在概率意义上检验研究结论。
若将“公共图书馆到馆率”作为一个研究领

域,对现存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进行细分,基本可

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宏观趋势研究:从宏观视角分析公共图

书馆使用的发展趋势。 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

主要概观公共图书馆使用的总体变化情况[3,4] ,
以及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变化对于公共图书馆

使用的影响[5] 。
(2)微观因素研究:研究特定因素对公共图

书馆使用的影响,重点分析单一因素对单一公

共图书馆使用的影响,也包括通过对公共图书

馆使用情况的调研,尝试以内外部因素来解释

公共图书馆的现状。 目前大量研究集中于这一

领域。 立足于微观因素分析的研究者主要从公

共图书馆内部管理制度[6,7] 、用户的个人及家庭

因素[8-13] 、用户所处的社会群体[14-20] 以及电视

和互联网的普及[21-26] 等方面入手,研究这些单

一的特定因素对于公共图书馆借阅率的影响。
(3)个案研究:对于到馆率的提升,国内外

公共图书馆已经累积了大量成功案例,通过对

实施方案的经验归纳和理论总结,形成了这类

研究成果,研究主题涵盖了具体活动的主体、对
象、特色亮点等。 关注个案的研究者主要立足

于公共图书馆服务范围的拓展与服务质量的改

进两个方面。 服务范围的拓展主要指除了传统

与“阅读”相关的服务外,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

一系列文化活动,增加图书馆服务覆盖人口,延
展服务边界[27-30] ;服务质量的改进主要体现在

不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以
开创公共图书馆的新服务模式[31] ,并通过持续

创新与改进,增强区域内各群体的凝聚力与区

域认同感[3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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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研究现状来看,
一方面,多数研究是从外部因素来解释公共图

书馆的使用状况,并进行现象描述、经验总结、
主观分析和解决途径的探索;另一方面,尽管已

经有学者关注到图书馆活动对于图书馆使用状

况的影响,但在研究方法上以个案分析和描述

性统计为主,因而在研究结论上只能呈现出局

部特殊规律,缺乏对普遍性规律的探索。
韩国公共图书馆到馆率连续多年居世界前

列,其中应有普遍性规律可循。 本文从图书馆

活动的角度,对公共图书馆的到馆率进行统计

推断范式的实证研究,除了借鉴意义之外,在图

书馆学的研究方法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　 数据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韩国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公共图书馆的抽样调查报告,该数据集包含了

2008—2018 年共 11 年、17 个行政区的公共图书

馆运营情况数据,行政区包括首尔特别市、釜山

广域市、大邱广域市、仁川广域市、光州广域市、
大田广域市、蔚山广域市、世宗特别市(2012 年

起单列市)、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

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

济州特别自治道。
韩国统计局的调查报告囊括的数据类别有

公共图书馆数量、馆员数量、馆藏数量、年预算

经费数额、用户指导项目数量、文化项目数量、
阅读项目数量、到馆人数等。 其中,用户指导项

目是为了增进用户对图书馆设施、资料、特色馆

藏等的了解,激发用户的到馆兴趣。 用户指导

项目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关注图书

馆的使用,一般为图书馆参观、图书馆介绍会、
图书馆使用指导会等;第二类关注信息教育,主
题大多为信息检索与数据库的使用、文献引用

规范等。 文化项目是指在公共图书馆内进行的

文化讲座与文化活动,比如运动(包括瑜伽小课

堂、生活体操表演)、外语(如面向外国劳动者的

韩语课堂)、艺术(包括书画、摄影、音乐、传统艺

术的作品欣赏)等。 阅读项目是指与读书有关

的项目,如读书指导会、作者见面会、主题讨论

会等①。
本文实证研究的方法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区别于已有研究所采用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

析。 面板数据模型至少有四点优势:一是可以

通过统计推断,在概率意义上确认各个因素对

于到馆率的影响,排除影响因素的偶然性;二是

可以排除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而变因素

(Time
 

Invariant
 

Factors) 的综合影响,基于具有

时间序列特征的数据,可以排除这类因素的影

响效应,比如长期文化政策、长期阅读习惯对到

馆率的影响;三是可以排除不随个体而变、但随

时间而变因素( Individual
 

Invariant
 

Factors)的综

合影响,比如,可以排除各行政区特殊的制度、
文化和习俗对到馆率的影响;四是通过动态面

板模型,可以控制到馆率的存量因素,排除图书

馆使用习惯对到馆率的影响,并通过加入特定

因素的滞后期,识别特定因素的因果性影响。
由于影响到馆率的因素具有多样性,所以,要识

别图书馆活动的影响,就需要尽可能地控制其

他因素的影响,而这正是面板数据模型的主要

优势。
总之,鉴于数据来源和实证方法上的特征,

本文对韩国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实证研究,可
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和理论的一般性。

3　 公共图书馆的供需理论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公共图书馆属于比

较典型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参照微观经

济学的分析框架,公共图书馆的到馆率反映了

图书馆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水平,因此,影响到馆

率的因素也可分为图书馆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两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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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http: / / www. index. go. kr / potal / main / EachDtlPageDetail. do? idx_cd = 1639,访问时间:201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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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服务的供给上,公共图书馆一般

由政府投资,在建设规划和经费拨付上存在刚

性政策,而且图书馆服务也不参考相关市场价

格,所以对于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供给,可视为给

定社会边际成本不变,即假定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成后,用户数量的少量增减不影响图书馆服

务的供给成本。 如图 1 所示,社会边际成本线

(Marginal
 

Cost,MC) 与用户数量轴平行。 在总

体上,图书馆服务的社会边际成本不变,但在个

体图书馆层面,预算经费和服务资源的多寡会

决定具体的服务设计,进而影响服务的供给水

平。 因此,对于图书馆服务的供给水平,本研究

采用预算经费、场馆数、馆员数和馆藏量四种因

素来测度。

图 1　 公共图书馆的供给需求分析

在图书馆服务的需求上,基于方法论个人

主义的立场,将服务需求视为每个潜在用户经

过成本收益分析后的决策,个体用户在权衡成

本收益的相关因素后,决定是否接受公共图书

馆的服务。 关于用户的成本,由于普通公民均

可免费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通常只需考虑到

馆的时间成本,而影响时间成本的主要因素是

到图书馆的距离①,因此,用户成本可以采用图

书馆密度(行政区内的人均图书馆数量)进行测

度。 关于用户的收益,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一

些。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服务机构②,用户的

信息需求决定了图书馆服务的收益,用户的信

息需求可能与用户的教育水平、经济状况③、年
龄、职业和所在社会状况相关。 因此,本文采用

韩国各行政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产值、人
均收入、人均年龄、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的就业

比例六种因素进行测度④。 需要指出的是,在信

息资源服务方面,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

图书馆的替代品,所以数字鸿沟也是影响用户

收益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同一国家内,网络设

施的供给差距不大,因此,数字鸿沟的产生主要

源于个人的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而这两个因

素也可以由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来测度。 对于

个体用户而言,图书馆服务有不同的收益,将个

体收益汇总起来就是社会边际收益 ( Marginal
 

Revenue,MR),因此,社会边际收益的影响因素

就是个体用户的成本收益因素。
如图 1 所示,图书馆服务的 MR 线自左上向

右下方倾斜,和社会边际成本 MC 线相交于均衡

点 E,E 点的均衡需求量(供给量)等于 Q。 均衡

需求量是公共图书馆需求的有效水平,可以用

到馆率来测度。 既然均衡需求量取决于社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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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白兴勇在《关于公共图书馆读者到馆距离与到馆率关系的调查》一文中,基于山东省八个地级市公共图

书馆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到馆距离这一因素对于读者到馆率影响最大。
皮尔斯·巴特勒认为,图书馆社会效能的唯一标准是为各种人提供的参考咨询服务情况。 参见:《图书

馆学导论》,皮尔斯·巴特勒著,谢欢译,海洋出版社,第 63 页。
崔维梅在《山东省公共图书馆读者阅读现状研究》一文中,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收入对读者阅读频率产生

重要影响。 高中学历的读者阅读频次明显小于其他学历的读者,研究生学历的读者对图书馆的利用水平则明显

高于其他学历的读者。
从韩国国家统计局获取韩国历年 GDP 数据、人均收入数据、人口数据、受教育程度数据,见:http: / /

kostat. go. kr / portal / korea / index. action,访问日期:201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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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那么只要确认两者的

主要影响因素,到馆率的影响因素就可以确

定了。
根据公共图书馆的供给需求分析,影响公

共图书馆均衡需求量的因素主要包括预算经

费、场馆数、馆员数、馆藏量、人均图书数量、人
均受教育年限、人均产值、人均收入、人均年龄、
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 因此,只要

在实证分析中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并同时排

除不随时间而变、随个体而变和不随个体而变、
随时间而变两类因素的影响,就可以识别出公

共图书馆活动对于到馆率的影响。
利用公共图书馆的供给和需求理论,可以

就个别因素对均衡需求量的影响进行比较静态

分析。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互联网的冲击下,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边际收益可能下降。 如图 1
所示,MR 向靠近原点的方向移动,形成新的均

衡点 E1,均衡需求量(供给量)相应从 Q 下降到

Q1 。 相反,图书馆活动可能使得公共图书馆更

有吸引力,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边际收益将上升,
MR 向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形成新的均衡点

E2 ,均衡需求量(供给量) 也相应从 Q 上升到

Q2 。 需要说明的是,现实观测到的均衡需求量

(供给量)是正反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比如,尽管互联网会降低公共图书馆的均衡需

求量(供给量),但如果图书馆活动带来的正面

影响超过了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互联

网社会中公共图书馆仍然可能实现到馆率的

增长。

4　 实证检验

4. 1　 实证假说

韩国被公认是互联网基础设施最完善的国

家之一,早在 2005 年,就已实现了百兆宽带接入

的基本普及,宽带覆盖人群达人口总量的 97%;

韩国网速位列世界第一,几乎是全球网速均值

的四倍①。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的公共图书馆数

据是 2008 至 2018 年的,能反映韩国互联网高度

发达的社会中公共图书馆的运营状况。 如表 1
所示,韩国公共图书馆完全没有被互联网击垮

的迹象,相反,无论是绝对的到馆人次,还是相

对的到馆率,都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

表 1　 韩国公共图书馆到馆人次和到馆率

年份 到馆人次(亿次) 到馆率(%)

2008 2. 05 4. 14

2009 2. 35 4. 73

2010 2. 58 5. 11

2011 2. 70 5. 33

2012 2. 85 5. 60

2013 2. 87 5. 61

2014 2. 9 5. 66

2015 2. 82 5. 47

2016 2. 82 5. 46

2017 2. 72 5. 29

2018 2. 78 5. 39

到馆率稳中有升的趋势是缘于图书馆活动

的开展,还是缘于其他因素(如经济发展等)的影

响,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进行推测。 到馆率和人

均 GDP 的相关性如图 2 左侧所示,到馆率和图书

馆活动参与人数的相关性如图 2 右侧所示。 比

较图 2 两侧的散点分布及其拟合线,到馆率与人

均 GDP 的相关性明显较低,甚至还有负相关的趋

势;到馆率与图书馆活动参与人数的相关性却比

较高,而且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相关性

分析,可以提出第 1 则假说:图书馆活动是提高

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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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全球最大的 CDN 服务商 Akamai 提供的《2017 年度第一季度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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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到馆率与人均 GDP、图书馆活动的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追问,假定图书馆活动可以提高公

共图书馆的到馆率,那么具体是哪一类活动提

高了到馆率呢? 韩国公共图书馆定期举办的项

目可分为三类:用户指导项目( participants
 

of
 

li-
brary

 

education
 

lectures,ple)、文化项目( partici-
pants

 

of
 

culture
 

lectures,pcl)、阅读项目( partici-
pants

 

of
 

books
 

and
 

library
 

related
 

project,pbl)。 通

过三类活动与到馆率的相关性分析,再次进行

推测。 如图 3 所示,无论是三类活动的总体相关

性(见图 3 左上),还是各类活动的相关性,都与

到馆率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性也

比较强。 据此可以提出第 2 则假说:三类项目都

是提高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因素。 当然,假说 1
和假说 2 是否成立,还有待实证检验。

图 3　 到馆率与三类图书馆活动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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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回归模型

根据公共图书馆的供需理论,实证检验将

以到馆率( arrival
 

rate,ar)测度公共图书馆的均

衡需求量,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重点

考察的解释变量是公共图书馆的三类活动,包
括用户指导项目( ple)、文化项目( pcl)、阅读项

目(pbl)。 其他因素的解释变量包括:经济水平

(以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来测度,记为 pgdp 和

inc),教育水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测度,edu-
cation

 

level,el),平均年龄(age),产业结构(以第

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来测度,rate
 

of
 

tertiary
 

in-
dustry,rti),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urb),图书馆

数量(pl),预算经费(budget,bud),馆员数量( li-
brarians,lan),图书类馆藏 ( collection

 

of
 

books,
cbk),非图书类馆藏 ( collection

 

of
 

non - books,
cnb)。

根据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
针对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两则假说,实证检验

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arit = α1pleit + α2pblit + α3pclit + x′itβ+ z′iδ+ ui + λt + εit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

量为到馆率 ar,重点解释变量是 ple、pbl 和 pcl。
其他解释变量的向量 x’包括了 pgdp、inc、el、pl、
age、urb、bud、lan、cbk、cnb 和 rti, ui 是代表每个

城市个体特征的截距项, λt 是代表每一期时间

特征的截距项, zi 是每个城市到馆行为中不随

时间而变的个体特征, εit 是误差项。
通过描述性统计可以一览韩国公共图书馆

和相关经济社会因素的概况。 如表 2 所示,在
2008 到 2018 年间,韩国各地到馆率的均值约为

4. 7;各地公共图书馆的平均概况如下:图书馆

数量约 52 个,预算经费约 3
 

921. 8 万美元,图书

馆员约 784 位,图书类馆藏约 501. 89 万册,非图

书类馆藏约 20. 48 万件,用户指导项目的参与人

数较少,各地年均约 6. 7 万人次,文化项目和阅

读项目的参与人数较多,各地年均约 50. 6 万人

次和 58. 7 万人次。
2008—2018 年,韩国社会经济概况如下:公

民的平均年龄约为 40. 2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 15 年,城市化率约为 86. 87%,第三产业就业

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 72%,人均 GDP 和人均

收入分别为 2. 87 万和 1. 45 万美元。

表 2　 韩国公共图书馆和相关经济社会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 均值 取值范围 标准差 四分差 观察值

到馆率 ar 4. 701 5. 937 0. 963 1. 026 183

用户指导项目 ple 6. 697 34. 244 6. 930 4. 730 183

阅读项目 pbl 58. 685 458. 864 68. 455 55. 953 179

文化项目 pcl 50. 649 323. 801 56. 449 30. 238 179

图书馆数 pl 52. 667 263 47. 467 37 183

预算经费 bud 3
 

921. 788 26
 

878. 85 4
 

553. 025 2
 

140. 471 187

馆员数 lan 783. 514 5
 

202 923. 853 334 183

图书类馆藏 cbk 5
 

018
 

861 32
 

193
 

775 5
 

269
 

987 2
 

754
 

110 183

非图书类馆藏 cnb 204
 

823 1
 

107
 

713 216
 

819. 5 119
 

625 183

人口平均年龄 age 40. 183 49. 135 6. 634 4. 193 187

平均被教育年限 el 11. 153 13. 180 2. 344 1. 162 183

人均收入 inc 14
 

501. 01 21
 

938 2
 

743. 131 3
 

387. 2 178

人均 GDP pgdp 28
 

695. 16 48
 

642. 8 10
 

563. 15 11
 

649. 6 178

城市化率 urb 86. 866 41. 48 12. 295 21. 11 183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 rti 0. 721 0. 310 0. 090 0. 15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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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数据经过一系列的检验,确认回归模

型的基准估计方法是 Driscoll-Kraay 标准误调整

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①。 这一方法可以保证估

计结果在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相关的情况下

仍然稳健,而且,既排除了不随时间而变但随行

政区而变的遗漏变量,又排除了不随行政区而

变但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 换言之,即使公

共图书馆供需理论还有遗漏因素,只要遗漏因

素符合这两种特征,仍然可以控制其影响。 回

归结果可以呈现出重点考察的三类图书馆活动

与到馆率之间的关系。 另外,实证检验还采用

三种估计方法:自助法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

模型估计、自助法稳健标准误的最小二乘虚拟

变量估计和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估

计,将这三种方法作为基准估计方法的参照,以
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由于公共图书馆的使用习惯,公共图

书馆的到馆率很可能与到馆率的历史水平高度

相关。 如果不对这一情况加以处理,回归结果

会出现偏误。 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将静态

面板模型拓展到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

矩估计,对基准估计的结果加以修正,并采用差

分广义矩估计对该估计结果作稳健性的确认。

4. 3　 回归结果

(1)静态模型结果

根据回归模型,实施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

证检验。 如表 3 所示,第 1 列是基准估计方法的

结果,第 2 至 4 列是参照估计方法的结果。 基准

估计结果显示,用户指导项目(ple)对于公共图书

馆的到馆率没有显著影响;文化项目(pcl)和阅读

项目(pbl)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到馆率有相当稳健

的显著影响,其中,文化项目和阅读项目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在排除了其他因

素的影响后,这两种图书馆活动仍然对于提高公

共图书馆的到馆率有稳定的影响。

表 3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1)
FE_DK

(2)
FE_Bootstrap

(3)
LSDV_

 

Bootstrap
(4)

FE_Rogers

ple
0. 023

 

9
(0. 223)

0. 023
 

9
(0. 236)

0. 023
 

9
(0. 170)

0. 023
 

9
(0. 157)

pbl 0. 005
 

9∗∗∗

(0. 000)
0. 005

 

9 ∗∗

(0. 011)
0. 005

 

9∗∗∗

(0. 002)
0. 0059∗∗∗

(0. 002)

pcl 0. 013
 

9∗∗∗

(0. 002)
0. 014

 

0 ∗∗

(0. 048)
0. 014

 

0∗

(0. 068)
0. 014

 

0∗

(0. 05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4 144 144 144

　 　 注:括号内是 P 值,∗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
 

、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表 4—6 同。

　 　 文化项目( pcl)和阅读项目( pbl)的系数数

值也相当稳定,前者为 0. 013
 

9,后者为 0. 005
 

9。
根据变量定义,这意味着文化项目和阅读项目

的参与人数每增加 1 万人,可以使公共图书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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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 F 检验和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检验,确认存在个体异质性;通过构

造辅助回归,对组内离差和广义离差实施稳健豪斯曼检验(Robust
 

Hausman
 

Test),确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通过

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相关检验,确认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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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率增加 1. 39% 和 0. 59%。 首尔市人口约为

1
 

000 万,当首尔公共图书馆的文化项目有 1 人

参与,可带动约 14 人走进公共图书馆;当首尔公

共图书馆的阅读项目有 1 人参与,可带动约 6 人

走进公共图书馆。
根据静态模型的回归结果,假说 1 可以得

到部分证实,图书馆活动确实是提高公共图书

馆到馆率的因素之一。 但是,假说 2 需要修正,
并非三类项目都可以提高公共图书馆的到馆

率,只有文化项目和阅读项目可以提高公共图

书馆的到馆率,并且文化项目的效果更好。
(2)动态模型结果

静态模型的回归结果已经部分证实了假说

1 和假说 2,然而本研究还必须对两种情况加以

处理:一是图书馆活动仅仅是图书馆固定用户

参与,二是图书馆的新用户是因为老用户的带

动,而非图书馆活动的推广。 在这两种情况下,
静态模型的结果可能就高估了图书馆活动的促

进效果。 因此,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将采

用两种技术手段对两种情况加以控制,一是在

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到馆率滞后项 ari,t-1 和

ari,t-2 作为解释变量①,并以更高阶的滞后项作

为工具变量处理到馆率滞后项的内生性;二是

将三类图书馆活动 pcl
 

、pbl 和 ple 定义为前定变

量②,以更高阶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前定

变量的内生性。 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处

理,可避免过高估计图书馆活动的促进效果,在
估计结果中排除存量用户的促进效果。

如表 4 所示,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一
阶滞后被解释变量均在 1%或 5%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这说明前一年的到馆率可以影响当年的

到馆率,存在老用户带动新用户的情况。 表 4 第

1 列的结果显示,文化项目 ( pcl) 和阅读项目

(pbl)对到馆率仍然有显著影响,用户指导项目

(ple) 还是没有显著影响。 其中,文化项目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阅读项目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 在系数数值上,动态模型的结果

与静态模型有差异, 文化项目的系数值从

0. 013
 

9 降到 0. 012
 

5, 阅读项目的系数值从

0. 005
 

9 降到 0. 003
 

1。 这意味着文化项目和阅

读项目的参与人数每增加 1 万人,可以使公共图

书馆的到馆率增加 1. 25%和 0. 31%。 首尔市人

口约为 1
 

000 万,当首尔公共图书馆的文化项目

和阅读项目有 1 人参与,至少会分别带动 12 人

和 3 人走进公共图书馆,比起静态回归结果的

14 人和 6 人有所下降。 两种活动的促进效应下

降,印证了动态模型所要控制的两种情况。 因

为,无论是老用户参与图书馆活动,还是老用户

带动新用户增加到馆人次,都会高估图书馆活

动促进到馆率的效果。

表 4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1) (2)

SYSGMM DIFGMM

ple
0. 038

 

3
(0. 199)

0. 044
 

3
(0. 210)

L1. ple
-0. 004

 

4
(0. 788)

-0. 007
 

0
(0. 679)

pbl 0. 003
 

1∗∗∗

(0. 006)
0. 004

 

5∗∗∗

(0. 000)

L1. pbl 0. 000
 

1∗

(0. 071)
0. 001

 

9
(0. 131)

pcl 0. 012
 

5 ∗∗

(0. 028)
0. 013

 

7∗

(0. 052)

L1. pcl 0. 000
 

8∗

(0. 063)
0. 000

 

2∗

(0. 080)

AR(1) 0. 426
 

3∗∗∗

(0. 000)
0. 190

 

2 ∗∗

(0. 042)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156 140

注:L1. x 指 x 的一阶滞后变量;AR(1)指被解释变

量 ar 的一阶滞后变量,ar 的二阶滞后变量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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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假定 ari,t-1 和 ari,t-2 会影响 ari,t ,即去年和前年的存量用户会影响今年的增量用户。
假定 pcli,t-1、 pbli,t-1 和 plei,t-1 会影响 ari,t ,即去年的图书馆活动会影响今年的到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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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动态模型结果还显示,文化项目和阅

读项目的滞后一阶项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

为正,系数值为 0. 000
 

8 和 0. 000
 

1。 这意味着

前一年的图书馆活动可以吸引当年的增量用

户,但是增量用户的数量比较有限。
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再次部分证实假说 1,

即图书馆活动的确是提高公共图书馆到馆率的

因素之一。 同时,假说 2 也可以得到确认,仍然

只有文化项目和阅读项目可以提高公共图书馆

到馆率,文化项目的促进效果更好。
(3)两类因素的比较

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的结果只能部分证实假

说 1,图书馆活动是不是促使公民走进公共图书馆

的主要因素,还需要与其他因素进行比较。 下文将

比较图书馆活动和其他因素对公共图书馆到馆率

的影响程度,以确定影响因素的主次位置。
与表 3 的第 1 列一致,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

系数估计同样采用 Driscoll-Kraay 标准误调整的

双向固定效应估计作为估计方法。 如表 5 所示,
教育年限(el)、城市化率(urb)、图书馆数量(pl)、
预算经费(bud)、图书类馆藏(cbk)、非图书类馆

藏(cnb)、平均年龄(age)、人均 GDP(pgdp)和两

类图书馆活动,共十种因素呈现出对于到馆率的

显著影响,其中,平均被教育年限、平均年龄和图

书类馆藏对公共图书馆到馆率有负面影响,其他

因素均有正面影响。 根据各因素的影响系数和

年均增量,可以估算每种因素每年对公共图书馆

到馆人次的具体影响。 在 2008—2018 年间,因为

文化项目和阅读项目的开展,韩国公共图书馆到

馆人次的年均增量分别达到 3
 

831. 12 万和

2
 

918. 36 万,总计 6
 

749. 48 万人,超过了所有其

他因素导致的到馆人次增量 1
 

464. 34 万人。 值

得一提的是,图书类馆藏对到馆人次有相当大的

负面影响,或是互联网的替代效应所致。

表 5　 十种影响因素的对比结果

变量 影响系数 年均增量 年均影响程度(万人)

urb
0. 079

 

2∗∗

(0. 032)
0. 175

 

9 71. 93

pl
0. 012

 

9∗∗

(0. 015)
45. 2 3

 

010. 44

bud
0. 000

 

16∗∗∗

(0. 007)
5

 

145. 377
 

5 4
 

250. 49

cbk
-0. 003

 

3∗∗∗

(0. 000)
561. 333

 

2 -9
 

563. 94

cnb
0. 002

 

5∗∗

(0. 034)
178. 442

 

3 2
 

303. 24

el
-0. 909

 

2∗∗∗

(0. 001)
0. 172

 

4 -809. 28

age
-0. 102

 

1∗∗∗

(0. 005)
0. 573

 

0 -302. 05

pgdp
0. 000

 

5∗∗

(0. 013)
969. 785

 

6 2
 

503. 50

pcl
0. 013

 

9∗∗∗

(0. 002)
53. 383

 

7 3
 

831. 12

pbl
0. 005

 

9∗∗∗

(0. 000)
95. 804

 

1 2
 

918. 36

　 　 注:①影响系数是基准回归(见表 3 列 1)的估计结果;②十种因素在 2008—2018 年间均单调增加,年均增量

即 11 年增量的均值;③年均影响程度=影响系数∗年均增量∗韩国总人口(5
 

16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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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书馆活动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比

较,图书馆活动的主次位置已经明确。 假说 1 可

以得到完全证实,图书馆活动是提高公共图书

馆到馆率的主要因素。 韩国公共图书馆的到馆

率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还能够稳中有升(见表

1),主要是开展图书馆活动、提高服务质量的

结果。
(4)稳健性检验

根据韩国国情,有两点特殊情况应该纳入

结论稳健性的考察,一是从韩国经济社会的主

要指标来衡量,首尔的数据均占相当大的比重,
二是 2008 年韩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这两点

因素可能会造成数据异常,因而分别将两类数

据剔除,重新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

还采用分位数回归和长面板回归方法,考察实

证结论在不同分位数和不同时间趋势控制下的

稳健性。 表 6 的结果显示,阅读项目和文化项目

对到馆率的影响,在不同数据集和估计方法下

仍然比较稳健。 需要说明的是,在 75%分位数

上,两者的显著性同时消失,这个结果与后半段

趋势线样本点稀疏的现象是一致的(见图 3),可
能是由于规模较大的图书馆活动会产生边际效

益递减的现象,相对而言,小而精的活动更能吸

引增量用户。

表 6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去掉首尔的数据集 去掉 2008 年的数据集

FE_DK SYSGMM FE_DK SYSGMM
pbl 0. 003

 

1∗ 0. 001
 

6∗ 0. 007
 

5∗∗ 0. 001
 

5∗

(0. 051) (0. 062) (0. 028) (0. 065)
pcl 0. 013

 

7∗ 0. 010
 

7∗ 0. 013
 

3∗∗ 0. 006
 

5∗∗

(0. 056) (0. 070) (0. 032) (0. 048)
N 161 146 156 140

分位数回归 长面板回归

q25 q75 ar1 psar1
pbl 0. 004

 

6∗∗ 0. 002
 

3 0. 002
 

3∗ 0. 001
 

3∗

(0. 042) (0. 434) (0. 038) (0. 057)
pcl 0. 003

 

9∗∗ 0. 006
 

5 0. 004
 

1∗ 0. 007
 

7∗

(0. 046) (0. 299) (0. 087) (0. 078)
N 156 156 156 156

5　 结论

通过对韩国公共图书馆的实证研究,对于

图书馆活动和到馆率的关系,可以得到两点稳

健的结论。
结论 1: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活动是公共

图书馆到馆率提高的主因。
结论 2:文化项目和阅读项目提高了公共图

书馆到馆率, 其中, 文化项目的促进效果更

突出。
这两点结论不仅通过了概率意义上的统计

推断,也得到了用户调查的佐证和公共政策的

支持。 以釜山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为例,2014 年

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文化项目”仅次于“图书

借阅”,成为公民使用公共图书馆的主要目的,
其中,用户更愿意参与自身生活圈内的定制化

文化项目,或者阅读分享会、作家见面会等阅读

项目。 韩国公共图书馆的主管部门也呼应民众

需求,将釜山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指定为终生学

习馆,以把公共图书馆建成当地文化交流的主

要场所作为工作宗旨,推进公共图书馆融入当

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为了提升公共图书馆的到馆率,近年来,我

国图书馆人在阅读推广和创新服务活动上,已
经探索了不少成功案例。 然而,面对广东和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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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成功案例,图书馆人常常会萌生疑惑,即这

些案例的成功是否依赖于当地的社会经济状

况。 以浙江省和甘肃省为例,2017 年浙江省公

共图书馆的各种活动人次是甘肃省的 13 倍,到
馆率是甘肃省的 6. 40 倍;与之相应的是,同年浙

江省的人均 GDP 是甘肃省的 3. 22 倍①。 换言

之,是否只有在较发达的地区,才能通过图书馆

活动来提升到馆率呢? 答案是否定的。 韩国公

共图书馆的实践经验是,图书馆活动对于到馆

率的提升,同样适用于欠发达地区,并不依赖所

在地的社会经济状况。 韩国虽然幅员狭小,但

发展不均衡,以 2017 年计算,蔚山市和大邱市在

人均 GDP 指标上,前者是后者的 3. 03 倍②,几
乎相当于浙江省与甘肃省的差距。 这意味着,
根据韩国数据所得到的客观规律,在相当程度

上具有一般性和外推性。 图书馆活动对到馆率

的促进效应,不完全依赖于所在地的社会经济

状况。 韩国的经验可为我国公共图书馆进一步

提升到馆率提供借鉴。
我国图书馆人只要用心地倾听用户需求,

通过多元化的活动项目,创新服务模式,公共图

书馆必将发挥更加显著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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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甘肃省公共图书馆 2017 年共为读者举办各类活动 1
 

984 次,吸引到 67. 11 万人次参与;浙江省公共图书

馆 2017 年共为读者举办各类活动 14
 

645 次,吸引了 875. 04 万人次参与。 甘肃省 2017 年的公共图书馆到馆率为

每年每人 0. 30 次;浙江省为每年每人 1. 92 次。 浙江省 2017 年人均 GDP 为 9. 15 万元,甘肃省为 2. 84 万元。 图

书馆活动与到馆人次数据来自《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8》,各省人口与 GDP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
蔚山市 2017 年 GDP 为人均 6

 

537 万韩元,大邱市 2017 年 GDP 为人均 2
 

160 万韩元。 以上数据来自韩国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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