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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035: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
体系

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

摘　 要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设施总量、建筑面积总量和馆藏纸质图书总量三项基础性指标已居世界第一,一
所设施平均覆盖人数和电子资源总量两项基础性指标已步入世界先进水平。 与英、美、日、韩等国相比,目前我国

存在短板,一是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质量水平低,二是基础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三是体现服务效能的指标差距明

显。 英、美、日、韩等国公共图书馆步入世界先进水平的历程显示出一些基本规律:公共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有赖

于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公共图书馆整体跃升到世界先进水平一般经历 10—20 年,公共图书馆立法是推

动事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加强基层、乡村公共图书馆建设是普遍重视的任务。 我国公共图书馆迈向世界一流

的重点举措包括:一是建设世界一流卓越公共图书馆群,打造 100 家主要共性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特色

鲜明的标志性公共图书馆,拓展和深化“图书馆之城”建设;二是实施公共图书馆“强县馆”计划,主要包括县级公

共图书馆资源保障和服务效能倍增“三步走”计划、县级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能力提升计划;三是实施乡村公共

阅读空间提质增效行动,推动农家书屋与县级图书馆总分馆体系融合发展,公共阅读广泛嵌入乡村文旅设施,新
型公共阅读空间向乡村延伸。 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战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政府强有力主导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
区域协作、对口帮扶,全国一盘棋促进公共图书馆均衡协同发展。 表 3。 参考文献 34。
关键词　 文化强国　 公共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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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1 
 

the
 

quality
 

of
 

libraries
 

in
 

the
 

grassroots
 

and
 

rural
 

areas
 

is
 

unsatisfactory 
 

2 
 

the
 

per
 

capita
 

hold
 

of
 

basic
 

resources
 

is
 

insufficient 
 

3  
 

the
 

service
 

inefficiency
 

is
 

obvious.
 

The
 

analysis
 

of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shows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depends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
 

takes
 

10
 

to
 

20
 

years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rise
 

to
 

the
 

worlds
 

advanced
 

level.
 

The
 

legislation
 

of
 

public
 

library
 

is
 

a
 

powerful
 

pushing
 

forc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All
 

the
 

four
 

countries
 

have
 

take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rural
 

areas
 

as
 

an
 

important
 

task.
Therefore three

 

measures
 

could
 

be
 

initiated
 

in
 

building
 

up
 

a
 

world
 

class
 

public
 

library
 

system
 

in
 

China 
1 promoting

 

100
 

Iconic
 

Public
 

Libraries 
 

which
 

can
 

reach
 

world-leading
 

indicators
 

while
 

expanding
 

the
 

project
 

of
 

Library
 

City .
 

2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of
 

County
 

Library
 

Promotion 
 

by
 

taking
 

a
 

three-
step 

 

plan
 

to
 

promote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service
 

efficiency and
 

enhancing
 

the
 

digital
 

service
 

capability
 

of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3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public
 

reading
 

spaces
 

by
 

integrating
 

the
 

farmer
 

bookstore
 

into
 

the
 

central-branch
 

system
 

of
 

county
 

libraries embedding
 

public
 

reading
 

spaces
 

into
 

rural
 

cultural
 

tourism
 

facilities and
 

setting
 

up
 

new
 

public
 

reading
 

spaces
 

in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the
 

world-class
 

public
 

library
 

system China
 

has
 

also
 

exhibited
 

it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1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2 
 

libraries
 

can
 

meet
 

the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while
 

enhancing
 

their
 

spiritual
 

strength 3 
 

the
 

government
 

domin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y
 

system 4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aired
 

assistance
 

within
 

the
 

nation
 

encourage
 

th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3
 

tabs.
 

34
 

refs.
KEY

 

WORDS
Culturally

 

advanced
 

China. 　 Public
 

librar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任

务之一是建成文化强国。 公共文化服务是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基本途径,
文化强国必须为人民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图

书馆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站在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新起点,必须要谋划

和推进与未来 15 年建成文化强国相适应的发展

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

公共图书馆体系。

1　 我国与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发展现状
主要共性指标比较

明确我国与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现

状,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的

起点。 表 1 是依据可及的最新资料得到的结果。
表 1 中有关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及相关的

设施面积、馆藏总量等指标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统计公共图书馆总量限于县级

(含)以上公共图书馆。 其实,美国的 16
 

607 个

公共图书馆、英国的 3
 

719 个公共图书馆、日本

的 3
 

303 个公共图书馆,从层级上看,包括了从

城市到乡村各个层级的公共图书馆;从类型上

看,包括了总馆、分馆、流动图书馆等各种类型

的公共图书馆。 按此思路,我国公共图书馆的

总数,至少应是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3
 

196 所)
+乡镇(街道) 文化站( 40

 

747 所) 中的图书馆

(室),设施面积、馆藏总量等指标亦然。 目前,
我国乡镇(街道) 文化站尚无较为详尽的分功

能、分项目指标统计,但按照现行有效的《乡镇

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 (建标 160-201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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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美、英、日、韩五国公共图书馆主要共性指标比较(2019 年)
项　 　 目 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总人口(万人) 141
 

005 32
 

633. 8 6
 

455. 18 12
 

770. 7 5
 

184. 99

公共图书馆(个)
公共图书馆设施(个)

3
 

196①

43
 

943②

9
 

057③

16
 

607④
3

 

719 3
 

303 1
 

134

一所设施平均覆盖人口(万

人)
44. 12
3. 21

3. 60
1. 97

1. 74 3. 87 5. 41

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万平

方米)
1

 

699. 67
2

 

201. 14
—

1
 

963. 10
— 484. 60 289. 91

每万人拥有建筑面积(平方

米)
120. 54
156. 10

—
598. 14

— 379. 46 559. 13

支出总额⑤ ( 本币 / 人民币 /
亿元)

192. 87
132. 58 /
914. 40

7. 31 /
64. 46

1
 

622. 85 /
97. 37

11
 

470. 30 /
67. 67

人均支出(本币 / 人民币 / 元) 13. 68
41. 90 /
288. 69

11. 33 /
99. 82

1
 

270. 76 /
76. 24

22
 

122. 13 /
130. 52

纸质图书藏量(亿册)
9. 16
12. 97

6. 87 0. 75 4. 53 1. 15

电子资源量⑥(万册 / 件) 90
 

054. 23 107
 

864. 4 470. 32 1
 

432. 46 —

人均拥有纸质书(册)
0. 65
0. 92

2. 17 1. 16 3. 55 2. 22

书刊外借量(亿册次) 6. 14 18. 29 1. 75 7. 10 1. 34
人均书刊外借量(册次) 0. 44 5. 78 2. 71 5. 56 2. 58
持证读者占总人口比例(%) 6. 12 53. 10 11. 62 45. 39 —
总流通人次(亿人次) 9. 01 12. 43 2. 26 3. 47 2. 84
人均到馆次数(次) 0. 64 3. 93 3. 50 2. 72 5. 49
网络访问量(亿人次) 21. 18 — 1. 19 — —
活动数量(万场次) 19. 57 590. 08 — 15. 25 5. 47
参与活动总人次(万人次) 11

 

906. 05 12
 

475. 96 — 271. 67 1
 

277. 28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2020》。 美国数据来自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

究中心(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的Public
 

Libraries
 

Survey(Fiscal
 

Year
 

2019) 。 英国数据来自特许

公共财政和会计学会(The
 

Chart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
 

Accountancy)的Public
 

Library
 

Statistics
 

2019-20
 

Es-
timates

 

and
 

2018-19
 

Actuals 。 日本数据来自日本图书馆协会(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日本の図書館統計·

公共図書館
 

(2019 集計)》和《日本の図書館統計·公共図書館
 

(2020 集計)》、文部科学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
 

Japan)的《社会教育調査·図書館調査(平成 30 年度)》,其中经费支出

总额、活 动 数 量 为 2018 年 数 据。 韩 国 数 据 来 自 韩 国 图 书 馆 协 会 ( Korean
 

Library
 

Association ) 的 《 2020

�����	�》。 表中数据优先选用直接数据,无直接数据时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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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县(含)以上公共图书馆数。 以下“中国”一列双行数字中首行数字同。
②　 县(含)以上公共图书馆数+乡镇(街道)文化馆所属图书馆(室)数。 以下“中国”一列双行数字中次行数字同。
③　 美国联邦—州合作系统公共图书馆定义的图书馆数。 以下“美国”一列双行数字中首行数字同。
④　 美国公共图书馆总馆、分馆等各类图书馆数总和。 以下“美国”一列双行数字中次行数字同。
⑤　 中国为县(含)以上公共图书馆,美国为联邦—州合作公共图书馆系统定义的公共图书馆。
⑥　 中国的电子资源为电子图书、视听文献、缩微制品的总和;美国的电子资源为电子图书、音视频资源的总和;英

国的电子资源为视听资源、多媒体与软件总和;日本的电子资源为电子图书、缩微制品、视听资源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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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阅览用房使用面积最低标准平均值为总面

积的 15%[1] ,依此计算,全国乡镇(街道)文化站

总面积 3 343. 16 万平方米中有 501. 47 万平方米

可以计入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所以,按照和国

外可比的统计口径计算,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总

数应为 43
 

943 所,总建筑面积应为 2 201. 14 万平

方米。 《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对全国

乡镇(街道)文化站的藏书量有专项统计,2019 年

为 3. 81 亿册。 依以上思路计算,2019 年全国公

共图书馆纸质资源总藏量应为 12. 97 亿册。
表 1 的数据显示,与英、美、日、韩相比,目前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设施总量、建筑面积总量和

馆藏纸质图书总量三项基础性指标已经居世界

第一;一所设施平均覆盖人数和电子资源总量

两项基础性指标已经步入世界先进水平。 目前

我国存在的短板,一是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质

量水平低。 如平均测算,我国乡镇(街道)图书馆

(室)的馆均建筑面积仅为 123. 07 平方米,馆均

纸质图书藏量为 9 351. 19
 

册,分别是日本町村一

级图书馆馆均面积(908. 90 平方米)的 1 / 7、馆均

藏书的(80 972. 54 册)的 1 / 9。 二是基础资源人

均拥有量低。 如 2019 年我国人均拥有纸质书

0. 92 册,距离人均拥有 1. 5—2. 5 册纸质书的国

际标准差距较大[2] 。 再如公共图书馆经费保

障,2019 年我国公共图书馆经费支出总额已经

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但人均经费却明显低于其

他对比国家,约为日本的 1 / 6、美国的 1 / 20。 三

是体现服务效能的指标差距明显。 如我国公共

图书馆持证读者占总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国

家,人均书刊外借量约为美国和日本的 1 / 13、英
国和韩国的 1 / 6,人均到馆次数约为美国、英国

的 1 / 6、韩国的 1 / 10。

2　 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快速发展的基本
规律

英、美、日、韩等国家的公共图书馆事业都

经历过快速发展阶段,并由此进入世界先进水

平行列。 分析研究这些国家公共图书馆事业快

速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

快速发展的起步时间大致在本国经济高速发展

二三十年之后;二是由低水平走向高水平大都

经历了 10—20 年左右的高速度、跨越式发展。
发展进程体现出一些共同的动力因素,显示出

一些基本规律。

2. 1　 公共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有赖于经济快

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梳理英、美、日、韩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轨迹

发现,快速发展的起步时间大都在经济高速发

展二三十之年后。 英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黄

金十年”起步于 1965 年[3] ,此前经历了 1950—
1960 年代经济稳定发展期。 美国在 1964 年时

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GDP 占全球总量的

39. 67%,为美国公共图书馆在 1964—1980 年代

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4] 。 日

本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高速发展,
1955—1970 年 GDP 年平均增速高达 9. 6%。 经

济高速发展起步近 20 年后的 1970 年代初,日本

公共图书馆事业迎来了高速发展阶段,并一直

持续到 1990 年代。 以上现象说明,公共图书馆

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也说明

公共图书馆服务作为一项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

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顺序相对靠后。

2. 2　 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整体跃升到世界先

进水平一般经历 10—20 年

英、美、日、韩等国的公共图书馆从快速发

展起步到整体跃升到世界先进水平,一般经历

了 10—20 年,随后进入发展平台期,发展速度放

缓,甚至出现下滑。
日本东京都公共图书馆走向世界先进水平

的历程具有典型性。 “战后”直到 1960 年代末,
东京的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 1970
年,在日本以“市民图书馆”理念大力推动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中,东京都政府制

定并实施了被称为日本公共图书馆“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标志” 的 《 图书馆政策的课题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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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东京都公共图书馆振兴措施》 (简称“东

京都图书馆计划”) [5] ,提出了“十年两步走”全

面赶超欧美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先进水平的行

动部署,主要目标任务见表 2。 计划的真正实施

有所拖延,但到了 70 年代末,三年计划已基本完

成;到了 80 年代末,十年计划也已基本完成,东
京用了 20 年的时间使公共图书馆整体上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 按照十年计划的指标衡量,到
2000 年,实际完成率平均达到 137. 8% [6] 。

表 2　 “东京都图书馆计划”目标任务[7]

　 　 阶段

指标　 　
现状(1970 年) 三年目标(1974 年)

十年目标

(1980 年达到欧美大都市水平)

图书馆设施 31. 8 平方公里 / 1 馆
4 平方公里 / 1 馆,服务半径 1 100 米

(共 190 馆)
2 平方公里 / 1 馆,服务半径 800 米

(共 411 馆)

图书馆员 12
 

500 人 / 1 人
建立司书制度;建立司书培养和研修

制度;建立恰当的图书馆员配置标准
3

 

000 人 / 1 人

注册读者数 都民总数的 2. 5% 都民总数的 20% 都民总数的 30%

外借图书数 人均 0. 26 册 / 年 人均 4 册 / 年 人均 7—10 册 / 年

人均藏书 0. 23 册 1 册 2 册(以五年以内出版的新书为主)

2. 3　 公共图书馆立法是推动事业快速发展的

强大动力

英、美、日、韩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快速发展

阶段还呈现出一个普遍特点,即快速发展的起

点往往伴随着公共图书馆法律的颁布、修订和

实施,立法对事业发展产生了强大推动作用。
1964 年,英国颁布《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法案

1964》 ( 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
 

1964),
1965 年正式施行。 法律规定了地方政府设立公

共图书馆行政单位、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义

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职责,确立了“平等”
“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原则[8] 。 该法的实施

开启了英国公共图书馆长达十年的扩张[3] 。
1964 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图书馆服务与建设

法》 ( The
 

Library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
 

Act)。
该法继续授权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图书馆专项

拨款,并大幅提高了拨款数额,扩大了拨款援助

的范围,规定除了用于公共图书馆向农村推广

服务外,还可用于援建新的公共图书馆,或修葺

和维护已有图书馆建筑。 该法在解决美国当时

公共图书馆设施不足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 日本早在 1950 年就颁布了《图书馆法》。

从 1970 年代初开始,日本 “坚持图书馆法精

神”,充分利用法律已有但尚未落实的规定,持
续开展有关“公共图书馆设置和运营期望标准”
的研究,推动高水平设置和运营标准的制定[9] ,
促使日本公共图书馆快速走向高标准、高质量

发展,为 1989 年日本图书馆协会发布《公立图

书馆的任务和目标》、2001 年日本文部省正式出

台《公立图书馆设置和运营期望标准》奠定了理

论和实践基础。 1963 年,韩国颁布了首部《图书

馆法》,规定了图书馆的种类、设施、职员配置

等,还规定了图书馆协会的设置,建立了国家和

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制度。 该法是韩国图书馆

的“最初立法”,有效实施 24 年,对推动韩国公

共图书馆发展迈向第一个黄金期发挥了重要作

用。 2006 年,韩国全面修订 1994 年的《图书馆

及读书振兴法》,形成新的《图书馆法》,“蕴含了

诸多划时代的内容” [10] ,引领了韩国公共图书

馆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2. 4　 加强基层、乡村公共图书馆建设是普遍重

视的任务

重视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强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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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末端的服务能力,致力于形成完善的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是英、美、日、韩打造世界先进

水平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普遍性重点任务。
1970 年代,英国兴起了社区图书馆建设热

潮,强调公共图书馆为所有人服务,目的在于推

动公共图书馆成为普遍存在的机构[11] 。 美国

1964 年的《图书馆服务和建设法》,被称为“旨

在帮助美国穷人和工人的伟大社会计划的组成

部分” [4] 。 该法特别重视对基层公共图书馆的

建设和维护,以及对贫困人口等特殊群体的服

务。 这一时期,美国“向贫困宣战计划”的部分

资金也用于资助公共图书馆开展面向农村基层

的服务[4] 。 日本战后现代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

起步的标志,是 1963 年日本图书馆协会发表

《中小城市公共图书馆的运营》报告。 该报告确

立了“中小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公共图书馆”的理

念[12]163 ,引领了日本现代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方

向。 1970 年日本图书馆协会发布《市民的图书

馆》,推动 “ 市民身边自由利用的图书馆” 建

设[12]174 ,与“中小报告”的理念一脉相承。 1970
年代之后的十多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高速发展

围绕着“市民图书馆”展开,“东京都图书馆计划”
就是践行“市民图书馆”理念的典范。 韩国各级

政府从 1970 年代开始强力支持农村小型图书馆

建设,1978 年实现建设资金全部由内政部承担,
1979 年全国农村小型图书馆超过 3. 5 万个[13] 。

3　 我国公共图书馆迈向世界一流的重点
举措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

高速增长的持续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强国战略

对公共图书馆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公共图书馆发展提供了

强大动力,乡村振兴战略为包括公共图书馆在

内的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契机,借鉴发达

国家公共图书馆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瞄准世

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主要共性指标,补短板、强弱

项、提质量,同时创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经过

未来 15—20 年的努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有

可能、有条件在整体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3. 1　 建设世界一流卓越公共图书馆群

卓越公共图书馆一方面主要共性指标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另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中国创造”“中国贡献”在

全球公共图书馆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一大批

卓越公共图书馆的涌现,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发

展水平整体上跃升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1)标志性公共图书馆建设。 打造 100 家

主要共性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特色鲜

明的标志性公共图书馆。 截至 2018 年,我国已

有 969 家公共图书馆达到部颁一级馆标准[14] ,
占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总数的 30. 45%,形成

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第一方阵”、发展“高原”。
目前,我国一批走在前列的各级公共图书馆,主
要共性指标有不少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标志

性公共图书馆的水平。 如购书经费、馆藏文献

总量、年到馆读者人数、日均接待读者数等基础

共性指标,2019 年首都图书馆分别为 3
 

235 万

元、906 万册 / 件、539 万人、14
 

777 人,上海图书

馆分别为 9
 

370 万元、5
 

789 万册 / 件、392 万人、
10

 

741 人[15] ,而东京都立图书馆分别为 2
 

038
万元、263 万册 / 件、55 万人、1

 

502 人[16] ;东莞图

书馆的馆藏文献总量、年到馆读者人数、日均接

待读者数、书刊文献年外借量分别为 296 万册 /
件、322 万人、8

 

822 人、231 万册次[17] ,美国旧金

山公共图书馆则分别为 171 万册 / 件、146 万人、
3

 

998 人、158 万册次[18] 。 由此可见,我国打造

100 家主要共性指标居世界一流水平的各级公

共图书馆并不困难。
持续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中国创造”

“中国贡献”,发挥其在全球公共图书馆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是我国标志性公共图书馆建设的

发力重点。 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通过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技
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贡献了很多独具特色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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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创 造” “ 中 国 经 验” [19]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2007—2021 年间,我国公共图书馆累计获得各

类国际奖项 27 次(不含港澳台地区) [20] ,佛山

市图书馆更是夺得 IFLA 国际营销奖第一名[21] ,
为我国建设卓越的标志性公共图书馆奠定了坚

实基础。 持续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中国创

造”,创造出更多的“以人为中心”的公共图书馆

服务样态和服务方式,不断加强先进技术研发

应用和智慧化转型升级,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

在智慧空间、智慧管理、智慧阅读、智慧服务建

设上取得新突破,是中国特色标志性公共图书

馆的重要发展方向。
(2)拓展和深化“图书馆之城” 建设。 “图

书馆之城”是建设高水平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的“中国创造”,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卓越公

共图书馆群的重要途径。 21 世纪以来,深圳、东
莞、广州等地大力推进“图书馆之城”建设,城市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主要共性指标已经位居

国内领先和世界前列水平。 未来, “图书馆之

城”的建设经验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所谓

拓展,是指大中城市借鉴“图书馆之城”的理念

和实践,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的高水平城市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形成卓越公共图书馆群

的基础。 所谓深化,是指瞄准“图书馆之城”建

设的共性指标,因地制宜地补短板、强弱项,提
升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整体水平。 总体来

看,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和世界先进水平比,在
服务半径、人均购书经费、注册用户占比、人均

到馆及外借水平等共性指标上差距明显。 如纽

约、伦敦、东京的公共图书馆平均服务半径大都

在 1
 

000—1
 

300 米之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

在 3 000 米左右;纽约、洛杉矶、东京的公共图书

馆注册用户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 69%、58%、

43%,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介于 9%—23%
之间;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公共图书馆人均外

借量为 3 册左右,旧金山、西雅图、东京高达 8—
10 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则为 0. 6—2. 1
册;纽约、伦敦、东京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约 4. 5
次,旧金山、西雅图达到人均 7 次左右,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为 0. 9—2. 6 次①,等等。 这说明

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突出短板在设施的

科学布局、密度的合理安排、服务效能的提升等

方面,这是深化“图书馆之城”建设需要着力弥

补的短板、增强的弱项。

3. 2　 实施公共图书馆“强县馆”计划

我国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

的最大差距在基层、农村。 县级公共图书馆在

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

纽地位,在我国实施的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制中处于统筹全局的核心地位,做强县馆是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的关键

一步。
(1)实施县级公共图书馆资源保障和服务

效能倍增“三步走”计划。 十五年三步走:以五

年为一个周期,实施人均馆藏量、人均年新增藏

量、注册读者量、人均到馆量、人均外借量、活动

参与人次等主要共性指标“倍增计划”。 第一

步,到 2025 年,主要共性指标翻一番,县级公共

图书馆的资源保障和服务水平实现较大发展;
第二步,到 2030 年,主要共性指标再翻一番,实
现资源保障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第三步,到
2035 年,主要共性指标再翻一番,实现资源保障

和服务水平总体上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见

表 3)。

010

①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数据依据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 2019 财年Public
 

Libraries
 

Survey (《公共图书馆调查》)计算所得,其中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为纽约公共图书馆系统、皇后区公共图书馆系统、
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系统之和。 伦敦市数据依据英国特许公共财政和会计学会CIPFA

 

Public
 

Libraries
 

Profile
 

2020(《公共图书馆概况 2020》)计算所得。 东京数据依据《東京都公立図書館調査(平成 31 年度)》计算所得。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数据依据《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2020》《深圳“图书馆之城”2019 年度事业发展报

告》《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年度报告 2019》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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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县级公共图书馆资源保障和服务效能倍增“三步走”目标

阶段指标
现状

(2019)
五年目标

(2025)
十年目标

(2030)
十五年目标

(2035)
东京市区级

现状(2019)
纽约皇后区

现状(2019)

人均馆藏量(册 / 件) 0. 55 1. 10 2. 20 3 左右 3. 42 1. 89

人均年新增藏量(册) 0. 04 0. 08 0. 16 0. 2 左右 0. 02 —

注册用户占比(%) 3. 92 7. 84 15. 68 30 以上 43. 06 65. 24

人均到馆次数(次) 0. 52 1. 04 2. 08 4 左右 4. 40 4. 78

人均外借册次(册次) 0. 36 0. 72 1. 44 3 以上 8. 35 4. 36

活动参与人次占比(%) 5. 73 11. 46 22. 92 40 以上 — 72. 41

　 　 数据来源:东京都市区级公共图书馆数据依据东京都立图书馆《東京都公立図書館調査(平成 31 年度)》计

算所得。 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数据依据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 2019 财年 Public
 

Libraries
 

Survey
(《2019 财年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计算所得。 我国县级公共图书馆数据依据《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2020》计算所得,县域人口依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 2020》 计算所得。 2019 年我国县市区人口总计

10. 31 亿。

(2)实施县级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能力提升

计划。 面向 2035 年高质量发展,县级公共图书馆

要着眼于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拓展深

化。 一方面要加快县级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平台

建设,积极融入国家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实现

县级公共图书馆资源与国家智慧图书馆平台的

有效对接和互联互通,提升数字化远程服务能

力。 另一方面,要加强县级公共图书馆实体数字

体验空间建设,加强数字阅读、沉浸式体验等新

型阅读形态应用,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

设,将县级公共图书馆打造成县城数字阅读体验

中心,拓展县级公共图书馆智慧应用场景。

3. 3　 实施乡村公共阅读空间提质增效行动

我国乡村公共阅读设施设置率已经走在世

界前列,但在设施品质、使用效能上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公共阅读发

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应重点推动乡村公共阅读

空间从“量”的扩张转变为“质”的提升,推动乡

村公共阅读全面提质增效。
(1)推动农家书屋与县级图书馆总分馆体

系融合发展。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农家书

屋 58. 7 万家,配送图书 11 亿册[22] ,创造了乡村

阅读空间广覆盖、促均衡的历史性成就。 建设

世界一流乡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

农家书屋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乡村基础文化设

施优势,将农家书屋纳入县域图书馆总分馆体

系,加强统筹管理,强化县级图书馆的专业化指

导,实现组织统一、经费统一、资源统一和服务

统一,改变目前我国农民读书看报多头管理、资
源分散、重复建设和服务盲点并存的现状,提升

综合效益。
(2)公共阅读广泛嵌入乡村文旅设施。 近

年来,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战略背景下,各地

建设了很多兼具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功能的村

史馆、乡情馆、非遗馆、乡村旅游服务中心等特

色文旅设施。 在推进乡村公共阅读服务过程

中,要统筹利用乡村公共文旅设施,借助乡村文

旅设施位置优越、人群聚集、贴近百姓生活等优

势,将县域公共图书馆的优质特色资源、设备等

嵌入其中,打造星罗棋布的服务点,形成主客共

享的阅读新空间,既丰富乡村旅游的书香内涵,
又提升乡村文化服务的综合效能。

(3)推动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向乡村延伸。
紧密结合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创新实施乡

村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设工程,推动“城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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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智慧书屋”建设模式向乡村延伸,打造一批

与乡村人文特色和自然环境相结合、兼具审美

性与功能性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推动乡村阅

读设施提档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充分利用闲置

的祠堂、老民居、旧粮仓等老旧建筑和乡村旅游

景点,建设百姓书屋、乡村书房、惠民书屋、民宿

书吧等,体现出高品质、特色化、小而美以及集

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社会交流功能于一体的特

点,并纳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使乡村的公

共阅读服务能和城市大致上同量同质。

4　 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的中国特色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既要

遵循国际公认的基本规律,达到世界一流的共

性指标,更要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用富有中国

特色的最佳实践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文化自信。

4. 1　 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总体战略

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总体战略,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

要内容,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鲜

明特色。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伟大实践,
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人民基

本文化需求,这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文化

建设上的根本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

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着力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才能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23] ,道出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地

位。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成文化强

国,文化强国离不开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

确将公共图书馆列为公共文化设施,将全民阅

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强调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

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引
导、服务全民阅读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
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赋予公共图书馆发展

强大动力,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战略,体现了建成强大的公共图书

馆体系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彰显了中

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独特道路,“有

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 [24] 。

4. 2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相统一

公共图书馆服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国际

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平

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
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

制。” [25] 普遍均等、惠及全民是我国公共文化服

务的基本原则,“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 “保障全

体社会成员普遍均等地享有图书馆服务” [26] ,
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准则。 新时期我国公

共图书馆服务理念与国际通行的现代图书馆服

务理念一脉相承。 但是,中国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需要深刻理解图书馆“在信息的选择、组织、
保存和传播上拥有重大的影响与控制力” [27] ,
深刻理解商业文化(娱乐文化)和公共文化在满

足公众“想要”与“需要”上的区别[28] ,并不能把

西方图书馆服务“提供所有人关心、需要的资

料” “ 提 供 当 今 和 过 去 反 映 各 种 观 点 的 资

料” [29] ,以及“图书馆自由提供资料”等做法简

单地套用在公共图书馆上[30] ,并不能简单地认

为公共图书馆在社会系统中只是一个“中立”机

构,而是强调公共图书馆在提升人民文化凝聚

力、巩固人民共同思想基础、坚定文化自信上的

独特作用和社会责任,强调公共图书馆服务满

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4. 3　 政府强有力主导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健全人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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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权益保障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重要内容[31] 。 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各级政府的主导与保障责任,为我国公

共图书馆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核心

“是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导

责任、主体责任和法律责任” [24]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设置公共图书馆,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

分利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

设立图书室(第十四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因

地制宜建立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

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制(第三十一条)。 相比国

外的一些规定,如日本《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

书馆的设置“由地方公共团体决定” [32]91 ,韩国

《图书馆法》规定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支持”图

书馆事业发展[32]5 ,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

法》只规定了联邦政府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

会设立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署、州图书馆管理

局的“最终责任”只是“为图书馆事务和项目争

取联邦财政援助” [32]461,471 ,可以看到我国公共

图书馆体系建设建立在明确的、强有力的政府

主导基础上,有上下贯通、全面覆盖、执行有力

的体制保障,这一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为我国

建设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谋定而动、慎始

善终提供了坚强保证。

4. 4　 区域协作、对口帮扶,全国一盘棋促进公

共图书馆均衡协同发展

建设国际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不是个别

图书馆或个别地区的一流,而是全国公共图书

馆整体迈向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美国纽

约和夏威夷等地的公共图书馆设置率就存在明

显差距[33] ,日本公共图书馆设置率都道府县层

级达到了 100%,而町村层级尚不到 60% [34] 。
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坚持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坚持全国一盘棋,通过发达地区对

欠发达地区对接支援、东西部地区对口帮扶等

措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促进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长

期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领域通过建设中心

馆—总分馆制、跨区域服务联盟等举措推动区

域合作、协同发展,通过东西协作、“春雨工程”
“三区文化人才支持计划”“文化援藏援疆”等举

措推动对口帮扶、均衡发展,生动体现了社会主

义制度下建设城乡一体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不懈努力,在缩小公共图书馆服务地域差距、城
乡差距、人群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

一优势,将成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体系整体迈向

世界一流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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