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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
∗

柯　 平　 彭　 亮

摘　 要　 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新环境下,图书馆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

业的一个新主题。 围绕图书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其路径问题。 本文认为,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仅仅依靠

传统的优化方式难以实现,必须创新机制,解决发展的驱动力问题;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管理、资源和服务等

某一要素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要求图书馆整体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引入赋能新概念,从两大分析视角探讨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从组织管理分析视角,通过授权赋能培养赋能型馆员和管理者;从技术发展分析视角,通

过数字赋能支撑信息资源的大数据化和信息服务的精准化,通过知识赋能推动知识资源的传播广度和知识服务的

嵌入深度,通过智慧赋能促进智慧资源的体验化和智慧服务的引领性。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不仅为图书

馆发展理论提供参考借鉴,同时也为各类型图书馆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图 1。 表 1。 参考文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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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new
 

environmen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librarianship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brary
 

has
 

become
 

a
 

new
 

theme
 

of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ianship.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olve
 

the
 

mechanism
 

issues
 

of
 

how
 

library
 

can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how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brary
 

only
 

by
 

relying
 

on
 

the
 

traditional
 

optimization
 

methods. We
 

must
 

innovate
 

the
 

mechanism
 

to
 

solv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library
 

development
 

requires
 

not
 

onl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ne
 

element 
 

such
 

as
 

management 
 

resources
 

and
 

services 
 

but
 

als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as
 

a
 

who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concept
 

of
 

empowerment 
 

considering
 

delegation 
 

digitaliz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
 

as
 

four
 

important
 

elements
 

of
 

empowerment
 

applied
 

to
 

high-quality
 

library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se
 

four
 

elements
 

cannot
 

be
 

promote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influence
 

and
 

relate
 

each
 

other
 

to
 

form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the
 

library.
 

Give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to
 

libraries
 

by
 

the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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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library
 

development
 

from
 

two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delegation
 

empowerment
 

discusses
 

the
 

training
 

of
 

empowered
 

librarians
 

and
 

administrators 
 

drawing
 

on
 

structural
 

and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using
 

insider
 

status 
 

self-driven
 

and
 

positive
 

evaluation
 

to
 

improve
 

job
 

satisfaction 
 

resilience
 

and
 

creativity
 

of
 

librarians 
 

applying
 

legalization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mental
 

models
 

to
 

enhance
 

governance 
 

leadership
 

and
 

competency
 

of
 

administr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mpowers
 

library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hrough
 

digital 
 

knowledge
 

and
 

wisdom
 

empowerment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supports
 

the
 

datafic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precis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knowledge
 

empowerment
 

based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dissemination
 

width
 

of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the
 

embedding
 

depth
 

of
 

knowledge
 

services 
 

and
 

wisdom
 

empowerment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experience
 

of
 

intelligence
 

resources
 

and
 

the
 

leading
 

role
 

of
 

wisdom
 

services.
 

The
 

above
 

two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are
 

actually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of
 

the
 

library.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is
 

to
 

empower
 

the
 

libr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the
 

vertical
 

dimension
 

is
 

to
 

empower
 

the
 

libr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empowerment
 

chain
 

of
 

delegation
 

empowerment-digital
 

empowerment-knowledge
 

empowerment-wisdom
 

empowerment 
 

is
 

formed
 

to
 

systematically
 

empower
 

libraries
 

and
 

form
 

a
 

holistic
 

view
 

of
 

empowerment
 

for
 

high-quality
 

library
 

development.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library
 

development
 

not
 

only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heory
 

of
 

library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various
 

types
 

of
 

libraries
 

to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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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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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1] ,2021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

调:“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

步。” [2] 3 月 8 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三部委迅速发布《关于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3] 。 在国家高质量发

展的新环境下,图书馆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成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一个新主题。 图

书馆界在强调抓住社会发展新机遇,谋求图书

馆新发展的同时,已认识到赋能对于高质量发

展的意义,如陈传夫提出“社会赋能图书馆的高

质量发展” [4] ,王世伟认为“深度智能化赋能公

共图书馆服务与管理的质量” [5] ,肖鹏强调“‘赋

能’概念体系对高质量发展时期的中国图书馆

(学)具有启发价值” [6] 等,这些观点为图书馆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此,本文着眼

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引入赋能的新概念,
从组织管理和技术发展两个不同视角探讨我国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

1　 图书馆引入赋能新概念

1. 1　 赋能新概念及其原理的广泛应用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未来可持续发展

而产生的赋能新概念,从最初的教育学、心理

学、管理学[7] 的探索发展到信息科学等更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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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研究,成为今天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领

域,其原理不仅应用在商业和经济领域,而且广

泛应用于公共服务、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等社

会各个领域。
所谓赋能( Empowerment),按照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 Rappaport 教授的观点,是指个人、
组织和社群掌控自身发展的一种机制[8] 。 目前

关于赋能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分析视角。
一个是组织管理的分析视角,经过管理学、组织

行为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

理赋能、结构赋能及其相关赋能量表的开发,最
终体现为授权赋能(Delegation

 

empowerment),主
要解决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赋能问题。 另一个

是技术发展的分析视角,经过信息科学、计算机

科学等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环境、人工

智能、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等理论探索和技术

应用,具体表现为三种赋能:一是数字赋能( Dig-
ital

 

empowerment),聚焦于以信息技术、数字化工

具及数字和信息素养为依托赋能;二是知识赋

能(Knowledge
 

empowerment),通过技术、文化和

制度的综合驱动,研究知识及知识管理技术赋

能[9] ;三是智慧赋能( Wisdom
 

empowerment),有
情报智慧赋能[10] 、AI 赋能[11] 等研究。

1. 2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需要赋能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是以国家高质量发展为

背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为指导,以图书馆资源、服务、管理等诸要

素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构建图书馆新业态,实
现图书馆更高标准和更高价值的一个体系。 图

书馆高质量发展既是社会对图书馆发展的新要

求,也是图书馆发展的时代特征。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型图书馆的高质

量发展需要赋能。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

图书馆在原有政策法律、发展规划与评估定级[12]

等的推动下,需要新的赋能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高校图书馆需要通过

赋能,承担起比支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为重

要的角色,拓展高校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和文化传

承新使命。 《国际图联(IFLA)战略规划(2019—
2024)》中的战略方向之一为“连接和赋能图书馆

界”,并解释为图书馆界高质量的服务需要赋

能[13] 。 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MLS)通

过捐赠、研究和政策发展来赋能图书馆[14] ,《英

国图书馆 2020 视野》提出赋能图书馆发展世界

领先的服务,并赋能馆员抓住新机遇[15] 。 可见赋

能是国际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共识。
图书馆经历了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社会变

革,数字化彻底改变了图书馆的业务链,数字图

书馆学开始建立,信息服务进入成熟阶段;随着

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的兴起,人们开始从知识管

理角度去审视图书馆的角色和地位,图书馆知

识管理成为专门研究领域,知识服务得以快速

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 等

新技术的兴起引发了社会智能化和智慧化热

潮,直接影响图书馆的新业态环境,智慧图书馆

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智慧服务产生并得到广泛

重视。 从技术发展环境变化对图书馆的深刻影

响看,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既要以数字环境、知识

环境和智慧环境为背景,也要以数字技术、知识

管理技术和智慧技术为基础,还要以数字图书

馆学、图书馆知识管理理论和智慧图书馆理论

为理论基础,而通过技术对图书馆进行赋能是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面对数字时代、知识时代和智慧时代,国内

外图书馆界纷纷探索通过技术赋能图书馆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 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先后发

布了《连接之后:图书馆和数字赋能》 [16] 和《数

字赋能与美国图书馆》 [17] 来减少数字鸿沟。 自

从数字赋能[18] 、赋能评估[19] 等新概念被引入国

内图书馆行业,学术研讨会也将“赋能”作为重

要主题,如以“ AI 在图情:人工智能赋能图情服

务” 为主题的 2019 年图书馆前沿技术论坛

(IT4L)、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

系(BALIS)技术支持中心召开的“融合·赋能·
创变:高校图书馆新主张”学术研讨会、2020 年

IFLA 学术与研究型图书馆组织的“发挥催化剂

作用的图书馆:激励·参与·赋能·连接”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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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等。 图书馆实践界和理论界尝试从赋能的

多个视角解决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赋能

已成为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2　 从组织管理分析视角探讨图书馆高
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

授权赋能是组织给成员赋权、加强敏捷度和

调整适应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20] 。 图书馆

属于非营利性组织,虽然授权赋能是从营利组织

的研究开始的,但赋能理论因其多学科起源和多

领域发展同样适用于图书馆。 图书馆可利用授

权赋能的已有研究成果,为馆员和管理者创新提

供动力。 授权赋能对馆员有直接作用,能提升个

人创造力,支持馆员的独立思考和决策权,提高

工作满意度和韧性素养;授权赋能对管理者也有

直接作用,使之主动创新图书馆发展模式和内

容,增强管理者的胜任力和领导力。

2. 1　 以结构和心理方式赋能馆员

从组织管理视角出发,主要应用结构赋能和

心理赋能原理,前者强调学习机会、共享责任、资
源的享用权和组织机动性等[21] ,后者强调工作价

值、自我效能感、自主权和影响力等[22] 。 以结构

和心理方式赋能馆员,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2. 1. 1　 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赋能馆员

按照结构赋能的共享责任原理,内部人身

份感知赋能馆员后,使之工作满意度不断提升。
借助社会交换理论,加强馆员的内部人身份感

知,让馆员感受到自己是图书馆的内部成员,并
在图书馆中获得个人空间和被接纳,这样,馆员

就能付出超出岗位要求的努力以期在未来得到

图书馆更多回报[23] 。 在图书馆建立激励和容错

制度是利用内部人身份感知满足馆员内在需要

的有效路径。 以激励制度驱动馆员努力工作,
除实施业绩奖励外,可以建立馆员荣誉体系,体
现组织对于馆员的尊重。 图书馆可效仿英国图

书馆的“学徒计划” ( Apprenticeship
 

Scheme) [24]

和我国佛山图书馆等建立的“导师制”,设立学

习奖励、科研奖励和项目奖励制度,为馆员提供

终身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 以容错制度鼓

励馆员自主决策,如杭州创建主题图书馆的成

功得益于图书馆鼓励员工自主探索社会化的办

馆模式,馆员通过参与决策,深切感受到自己的

建议受到重视,进而增强馆员对于组织的归属

感,提升图书馆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5] 。
2. 1. 2　 通过自驱动赋能馆员

根据心理赋能的自主权原理,在组织激励

有限的情况下,要发挥馆员自我激励的作用,实
现馆员自驱动,并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图书馆

的发展相结合,即使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能

具备心理韧性来解决危机和承担风险。 一方

面,要充分发挥馆员的主观能动性。 在 2020 年

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地图书馆员致力于提

高民众的健康素养和信息获取能力,减少虚假

信息带来的恐慌。 另一方面,要让馆员与图书

馆形成价值共创。 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

时,馆员将自身与图书馆乃至社会的利益相关

联,共同创造价值。 图书馆案例表明,馆员唯有

感受到工作的价值,主动承担专业责任,才能在

面对困难时发挥职业韧性。
2. 1. 3　 通过积极评价赋能馆员

借鉴心理赋能的自我效能感原理,无论是

通过统计数据方式还是评估结果方式,或者通

过专业奖项方式,积极评价既有利于体现图书

馆的影响力,又有利于树立馆员的专业自信,激
活馆员的创造力。 从统计数据方式看,绩效与

成效统计数据能够反映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效

果,统计指标的提升是对馆员工作的积极肯定。
如 2019 年美国成年人平均到访图书馆 10. 5 次,
统计结果表明图书馆服务影响力超过了其他八

项普通休闲活动[26] ;美国俄亥俄州公共图书馆

每投入 1 美元可收益 5. 48 美元[27] ,表明图书馆

能创造经济价值。 正如《 2019—2023 年美国国

会图书馆战略规划》所指出的,图书馆影响力的

积极数据赋能馆员采取行动和提升服务[28] 。 从

评估结果方式看,图书馆评估工作起到了以评促

建的功效,我国六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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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作直接促进了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有效地提升了馆员的业务素质。 《IFLA 治理

框架提案(草案)》认为透明的定期评估能激励全

球图书馆界取得最佳成果[29] 。 从国内外专业奖

项看,近年来“国际创新奖”、全球“最佳绿色图书

馆”和 IFLA 国际图书馆营销奖等的申报和获奖

让国内图书馆走上国际舞台,如杭州图书馆环保

分馆获全球“2020 年绿色图书馆”奖[30] ,来自国

际同行的认可更让馆员的工作精益求精。 可见,
无论是图书馆绩效或成效的提升还是社会美誉

度的增加,皆鼓舞馆员不断创新服务。

2. 2　 以结构和心理方式赋能管理者

以结构和心理方式既可以赋能馆员,也可

以赋能管理者。 如果说赋能馆员是为了促进馆

员自身发展与组织发展同步,那么,赋能管理者

是为了站在更高视域,将管理者与事业发展紧

密联系在一起。
2. 2. 1　 通过法治化赋能管理者

结构赋能强调改善外部条件,从图书馆的

高质量发展要求来看,可以通过法治化来改善

图书馆制度环境,赋能管理者,以提高其管理能

力。 加强法治化,要使管理者的权益得到根本

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和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

人治理结构改革都对馆长提出了基本要求,可
在此基础上通过地方图书馆法律法规和标准建

设,对馆长的职权、任期保障等做出具体的规

定,并完善图书馆章程中有关管理层的职责和

产生方式的内容。 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支

撑,增加图书馆的发展活力与动力,实现治理体

系现代化,助推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2. 2. 2　 通过创造发展机遇赋能管理者

按照结构赋能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原理,可
利用有针对性的项目和培训等创造发展机遇,
提高管理者的领导力。 以项目作为发展机遇,
可实施多元主体合办的学习项目,以塑造管理

者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如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

(PLA)开展“关于数字技能的图书馆领导力”项

目[31] ,可以帮助管理者提升数字技能;在加拿大

公共图书馆与多伦多大学合作的领导项目

(PLLeaders)中,超过 40%的项目认证者晋升到

行政级别的职位[32] 。 以培训为契机,可开展分

层次和多渠道的领导力培训,特别要关注欠发

达地区的管理者。 如 PLA 为非洲图书馆的馆员

建立领导力学院[33] ,培养欠发达国家的图书馆

领导者;国内的县级图书馆馆长研习班至今已

开展 12 期[34] ,极大地促进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领导队伍建设。 国内外图书馆联盟、图书馆协

会和图书馆开展的项目和培训有效提高了图书

馆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胜任力,这有助于

管理者带领图书馆走向高质量发展。
2. 2. 3　 通过心智模型赋能管理者

应用心理赋能原理,管理者在完成组织使命、
战略和目标的过程中会运用心智模型去影响他们

的决策制定和战略选择[35] 。 图书馆管理者的心智

模型决定他是否胜任图书馆的管理工作,直接影响

图书馆的发展格局和社会地位。 从决策制定来看,
图书馆管理者的心智模型影响管理模式的选择,许
多图书馆馆长正是抛弃了依赖“经验”的心智模

型,建立起依靠“科学”的心智模型,选择先进的科

学管理模式,才有效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产出、效
能和经济价值,并迅速成为国际知名图书馆。 如东

莞图书馆采用的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佛山图书馆采

用的项目制管理模式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从战略

选择来看,图书馆管理者的战略意识决定了规划编

制的模式,“十四五”期间国家图书馆、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吉林省图书

馆、长春市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等纷纷采取馆校

合作编制战略规划的先进模式,有效地将理论应用

于实践,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通过授权赋能,实现馆员与管理者跨层次

相互影响,由赋能型馆员和管理者合力构建赋

能型图书馆。

3　 从技术发展分析视角探讨图书馆高质
量发展的赋能机制

图书馆的发展不仅是组织内部自身不断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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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也是组织外部技术驱动的结果。 “千百年

来图书馆总是受到技术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当然

未来更是如此”[36] 。 沿着“数字化技术—知识管理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技术发展脉络,形成了

支撑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三种赋能。

3. 1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数字赋能

在计算机、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以数

字图书馆的诞生为标志,图书馆进入数字化时

代,图书馆从传统的文献服务发展为现代信息

服务。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信息服

务的大数据化和精准化,数字赋能可以实现这

一目标。 无论是平台设计和技术培训为学者提

供支持的数字赋能策略[37] ,还是注重数据管理

与共享、开放科学交流与合作的数据赋能[38] ,图
书馆需与数字化技术发展同步,满足不断变化

的用户需求;同时,还需消除信息鸿沟,加强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服务效率。 这里主要从

数字化技术和虚拟空间两个方面来探讨图书馆

的数字赋能。
3. 1. 1　 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图书馆资源

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图书馆资源,就是要建

设高质量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的大数据化。
在资源加工手段方面,利用物联网技术获取、存
储用户的大量数据,利用云计算开展大数据分

析、挖掘数字资源,如北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等

提出通过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支持数字学术,
将图书馆资源变为机器可读和可执行的数据

集[39] ;在资源内容管理方面,图书馆通过信息化

技术识别用户需求,建立动态数据库,提供健康

信息、行业信息等,如美国研究图书馆中心用数

字传感技术为研究人员提供地理空间和其他全

球数据集[40] 。 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将图书

馆推向线上线下融合一体的“新常态”,也对图

书馆信息资源的大数据化提出更多的需求,利
用信息化技术即时保存和监控网页的海量数

据,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共性信息和特色信息。
3. 1. 2　 以虚拟空间赋能图书馆服务

以虚拟空间赋能图书馆服务,目的在于发展

高质量信息服务,实现信息服务的精准化。 通过

发展虚拟空间来驱动图书馆变革,有两个重要方

向。 一个方向是发展新型的业务虚拟空间,图书

馆业务集成系统向服务平台转变。 长期以来,图
书馆的集成系统集中解决了图书馆业务流程的

信息化处理问题,局限于图书馆系统内部,无法

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以 FOLIO 为代表的新

一代服务平台[41] ,以安全可靠的开源软件模式,
更先进的微服务技术架构,内外部交互共赢的运

营方式,同时支持公共云和私有云,实现各种数

据的整合和业务系统间互联互通。 另一个方向

是发展新型的服务虚拟空间,从数字化服务环境

向数据化服务场景转变。 与传统的数字化环境

下的服务空间相比,新型的服务虚拟空间是在数

据化场景下,促进多源异构数据的有效整合,赋
能信息服务对象和场景精准化。 一方面,集成性

数据融合服务场景赋能信息服务对象,平台动态

管理用户,采用用户画像方法来搜集、挖掘和关

联分析用户的多维数据需求,提供分龄分众的一

站式精准信息服务,如美国首个公共图书馆社区

参与系统 OCLC
 

WISE 能够混合和匹配数据,与
社区建立精准联系[42] ;深圳“共享图书”项目依

托数据平台,实现书籍精准投放[43] 。 另一方面,
交互性“云平台”赋能信息服务场景。 通过全媒

体矩阵,特别是“两微一端”融合发展,为图书馆

用户提供整合的信息资源。 以移动端为例,“浙

里阅” App 通过“云阅读” 提升线上服务辐射

力[44] 。 手机、电脑、平板和电视等多终端、跨平台

的云资源,打造出图书馆多样化的云服务场景,
满足了个人、组织和社会需要。

3. 2　 基于知识管理技术的知识赋能

知识型社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战略要求图

书馆从信息服务升华到知识服务,图书馆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就是促进知识服务在现有基础上

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知识赋能可以帮助

实现这一目标。 通过知识服务或活动来改变图

书馆用户的状态或地位,馆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至关重要。 隐性知识共享、知识应用等知识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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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方法对心理产生积极影响[45] 。 这里主要从

知识管理技术、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等方面来

探讨提高馆员的专业素养,塑造馆员的绿色发

展观,促进图书馆从学习型组织向赋能型组织

转变, 如同 “ 赋能发动机” ( Empowerment
 

en-
gines)

 [46] 帮助个人、家庭和社群变得更强大,进
而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和专业价值。
3. 2. 1　 以知识管理技术赋能图书馆资源

图书馆的资源主要表现为传统文献资源和

现代数字化资源,以知识管理技术赋能图书馆

资源后,可以将文献信息资源发展为知识资源,
通过建设高质量知识资源,提高知识资源的传

播广度。 一方面,运用知识表达和知识共享技

术,将馆藏文献进行知识集成和碎片化加工,形
成可共享的知识资源库,使专家乃至普通百姓

都能够成为知识资源传播的受益者。 每个人都

可以零门槛进入图书馆知识资源库,他们不仅

可以利用其中的知识,还可以充分表达个人需

求和意愿,发表评论和建议,为知识资源库上传

个人作品,贡献新知识。 无论是充分体现社区

和家庭知识共享的佛山市“邻里图书馆” [47] 项

目,还是充分利用大学生知识共享的武汉大学

图书馆“书香大使”活动,都因为知识共享卓有

成效而获得 2020 年 IFLA 国际图书馆营销奖,体
现出图书馆通过内外部知识交流实现客体知识

增长。 知识表达技术提高个人效能感,而知识

共享技术将图书馆内外部有效知识系统化并加

以推广和扩散。 另一方面,运用知识转移和知

识应用技术,针对不同的用户开发专题性或综

合性的知识资源集,使更多的知识资源得到转

移和应用。 如利用知识转移技术开发图书馆公

共慕课空间和一对一志愿公益培训,使知识得

以流动,让更多的人从知识的贫困者成为知识

的富有者;利用知识应用技术开发图书馆创新

空间,使知识得以应用、技术得以转化,产生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2. 2　 以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赋能图书馆服务

在图书馆开展嵌入式服务以来,嵌入式馆

员知识不足,嵌入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从而影

响了图书馆服务的深度。 通过科学理论和专业

知识赋能图书馆知识服务,可从根本上解决嵌

入问题,进而发展高质量的知识服务,提高知识

服务的嵌入深度。 一方面,在知识服务过程中,
要将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嵌入到用户的工作场

景中,使知识服务成为用户工作的有机组成部

分。 如图书馆学科服务即使开展了面向科研工

作者的个性化服务或者面向机构的机构知识库

服务,仍然存在着脱离科研工作场景或科研任

务场景的现象。 要使学科馆员从科研工作者的

辅助或支持变成学术梯队或项目团队中的一

员,必须拥有与科研工作者相匹配的专业知识

结构,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 另一方面,
知识服务要提高对于服务对象和服务主题的嵌

入度,通过激活知识服务主体和客体的创新潜

能,促进其显性与隐性知识转化,形成知识服务

主体与客体交互的知识创新。 传统的面向个人

的知识服务如教育培训服务和阅读疗法服务,
要以阅读理论和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专业知

识为指导,促进知识服务主体(如教育者、阅读

疗法医生)和知识服务客体(如受教育者、阅读

疗法患者)的显性与隐性知识转化。 阿根廷的

Bebeteca 儿童图书馆培训家长成为阅读调解员,
解决残疾儿童家庭被孤立的问题[48] ,证明阅读

疗法的知识培训能有效解决社会心理问题,这
其中就符合知识转化 SECI 模型的社会化和内

化原理。 智库服务、应急情报服务等面向机构

的新型知识服务需要咨询学理论与方法的有力

支持,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提供

政策解读、科技普及和应急文献信息等新型智

库知识服务[49] ,这类服务除了根据政府、企事业

单位等各类机构的特点与需求,运用情报检索

与咨询的相关技术方法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外,还应当在服务过程中运用头脑风暴、焦
点小组、专家调查等方法,加强知识服务主体

(如智库服务馆员、情报人员)与客体(如智库服

务对象、应急部门)之间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

互动,促进在知识服务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主

动创新,在主客体创新交流过程中提高知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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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嵌入度、效能和不可替代性。

3. 3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赋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图书馆事

业发展进入智慧化转型的窗口期[50] ,积极发展

“智慧图书馆”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智慧已成为图书馆的驱动力。 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为社会提供全方位

的智慧服务,智慧赋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通过场景化的智能技术、泛在化的智能空间、虚
实结合的馆藏资源和沉浸式的阅读体验等打造

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而如何更好地让图书馆

正确理解技术的内涵,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需要文化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从而提供

真正的多元智能服务,有效地提升图书馆的智

慧服务质量,提高用户的体验感,让图书馆转型

为第三空间,发挥社会交流与情境体验的文化

中心的作用。
3. 3. 1　 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图书馆资源

以智能化技术赋能图书馆资源,不仅可以建

设高质量智慧资源,而且可以实现智慧资源的体

验化,促进图书馆实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资源体

验。 一方面,“AI+”技术支持无时不在的智慧咨

询,使传统的参考咨询具有智慧化特征。 我国清

华大学图书馆的“小图”、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小

布”、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宝”以及获得 2020 年

ALA 未来图书馆奖的美国布劳沃德县图书馆的

虚拟助手 Alexa[51] 等,这些虚拟馆员和智能参考

咨询机器人为读者提供快捷的图书馆资源和咨

询服务。 另一方面,“AR / VR+”技术支持无处不

在的图书馆物理资源,产生了智慧空间和智慧设

施。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 AR)、虚拟现实技术

(VR)等,美国洛杉矶中央图书馆提供 360 度虚拟

游览服务[52]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5G 新阅读体验

中心[53] 等,都支持用户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拥有沉

浸式阅读体验。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图书馆通过智能化技术克服物理空间的限

制,为读者提供有体验价值的图书馆资源。

3. 3. 2　 以文化赋能图书馆服务

文化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软实力,文化也是

推动图书馆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

力。 美国国会图书馆 《数字战略规划 2019—
2023》提出通过赋能馆员培育图书馆的创新文

化[54] 。 以文化赋能图书馆服务,可以发展高质

量智慧服务,使图书馆智慧服务始终保持引领

性。 一方面,文化赋能强调以人为核心,图书馆

智慧服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准则,馆
员必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行为规范,而图书

馆管理者必须以馆员为本,将馆员作为图书馆管理

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充分尊重馆员,调动馆员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改造传统服务中一方主动另一方被

动的局面,实现智慧服务中馆员和用户的双主动和

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文化赋能强调人文与技术的

紧密结合,在图书馆智慧服务中,哪里有人,哪里就

有智能技术的应用,何时有智能新技术,何时就是

文化的介入。 智慧作为一种人与技术相结合的新

文化,将使图书馆智慧服务具有柔性化特征,图书

馆需因时因地因人而灵活应用各种智能新设施和

新设备,如苏州第二图书馆的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立

体书库实现“书等人”[55] ,体现出智能技术与弱势

群体的适应性。 智慧作为一种人与服务结合的新

文化,“人的智慧无极限”和“服务价值的最大化”
成为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将被融

入到图书馆使命、愿景与价值观中,促进人与图书

馆共生共荣。
数字赋能、知识赋能和智慧赋能的相互作

用促使图书馆人不断创新,追求卓越,丰富图书

馆资源,升级图书馆服务,引领服务新潮流,促
进图书馆高质量服务不断迈向新的水平。

4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整体观

以上按照赋能研究的两个视角分析了图书馆

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包括组织管理视角产生的

授权赋能,技术发展视角产生的数字赋能、知识赋

能和智慧赋能。 这四种赋能有着不同的赋能对象、
赋能方式和赋能特征,具体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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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四种赋能比较

赋能类型 赋能对象 赋能方式 赋能特征

授权赋能

图书馆馆员 以结构和心理方式
工作满意度;
韧性和创造力

图书馆管理者 以结构和心理方式
治理能力现代化;
领导力和胜任力

数字赋能
图书馆资源 以数字化技术方式 信息资源大数据化

图书馆服务 以虚拟空间方式 信息服务精准化

知识赋能
图书馆资源 以知识管理技术方式 知识资源传播广度

图书馆服务 以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方式 知识服务嵌入深度

智慧赋能
图书馆资源 以人工智能技术方式 智慧资源体验化

图书馆服务 以文化方式 智慧服务引领性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图书馆进入信息社

会以后,经历了数字时代和知识时代,如今已迈

入智慧时代。 在时代变革的背景下,面对不断

生长的图书馆,如何赋能图书馆,除了组织管理

的授权理念,还有数字化理念、知识化理念和智

慧化理念。 从系统的观点看,授权、数字化、知
识化和智慧化是赋能应用于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的四个重要要素,四个要素虽然不能同时推进,
但是能相互影响和关联形成图书馆的赋能机

制。 上述两大分析视角实际上是图书馆的横向

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是从组织管理视角

对图书馆进行赋能,纵向维度是从技术发展视

角对图书馆进行赋能,“授权—数字—知识—智

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智慧服务不可能一

蹴而就,智慧赋能也无法孤立实现,需按照“授

权赋能—数字赋能—知识赋能—智慧赋能” 的

赋能链来系统赋能图书馆,实现图书馆的高质

量发展(见图 1)。

图 1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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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资源、服务和

管理等某一要素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要求图

书馆整体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 1 展示了四种赋

能的赋能过程与赋能结果,也反映了它们之间

的联系。 由图 1 可知,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对于

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而言,既有新的机遇也有

新的挑战,赋能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必由路

径。 仅仅从组织管理视角进行赋能,或者仅仅

从技术发展视角进行赋能,都不可能实现图书

馆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必须促进高质量资源、
服务与高质量管理之间的最优匹配,以及社会

环境与技术环境的有机契合,才能真正实现图

书馆事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完成新一代图

书馆的转型升级。

5　 结语

本文以赋能原理为基础,从组织管理和技术

发展的两大视角探讨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

机制,通过授权赋能、数字赋能、知识赋能和智慧

赋能的相互作用与联动,建设图书馆高质量的资

源,发展图书馆高质量的服务,强化图书馆高质

量的管理,从而促使图书馆在更广范围、更深程

度、更高水平上实现整体高质量发展。 本文提出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阐述了面向未来

图书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原理和基本

路径,对各类型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有一定指导

作用。 各类型图书馆特别是每个具体的图书馆

要根据授权赋能、数字赋能、知识赋能和智慧赋

能的原理,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情境分析,形成独

具特色且有效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策略。
由于目前图书馆界的赋能研究刚刚开始,

实践领域的赋能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需要图

书馆理论界加强赋能在图书馆事业各个领域的

专门研究,包括图书馆政策的赋能研究、图书馆

学教育的赋能研究、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赋能研

究、图书馆联盟的赋能研究等;还需要实践领域

开展赋能应用的探索与实践,如公共文化服务

的赋能应用、全民阅读的赋能应用、未成年人服

务的赋能应用,等等。 期待图书馆理论界和实

践领域共同努力,运用科学的赋能理论与手段,
开启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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