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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中国实践及其理论贡献

陈传夫　 陈　 一

摘　 要　 从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法治保障与治理能力等方面回顾了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实践,阐释了新时代图书

馆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凝练了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理论贡献:图书馆发展应坚持发展价值的时代性、发展主体

的人民性、发展本质的文化性、发展制度的基本性。 新时代图书馆的发展,彰显了图书馆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内涵,为“图书馆要转向何方”全球之问提供了中国答案。 图 1。 参考文献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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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brary

 

undertaking
 

is
 

an
 

institutional
 

policy
 

related
 

to
 

the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t
 

is
 

a
 

window
 

to
 

observe
 

the
 

stat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ave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libraries while
 

Chinese
 

librari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new
 

era.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as
 

the
 

main
 

object this
 

paper
 

uses
 

Chinese
 

theory
 

to
 

explain
 

Chinese
 

practice reasonably
 

explains
 

the
 

logic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from
 

four
 

asp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th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guarante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city.
 

Development
 

mode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input combination

 

and
 

use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which
 

is
 

summariz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unding
 

input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e
 

and
 

open
 

system and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lihoo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refers
 

to
 

the
 

principles ways procedures
 

and
 

methods
 

follow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lower
 

state
 

to
 

a
 

higher
 

level.
 

It
 

is
 

specifically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incorporation
 

in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incorporation

 

into
 

the
 

public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projects
 

to
 

give
 

full
 

play
 

to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libra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rovided
 

a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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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local
 

legis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and
 

normative
 

system.
 

Governance
 

is
 

the
 

sum
 

of
 

many
 

ways
 

in
 

which
 

public
 

or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operate
 

and
 

manage
 

the
 

same
 

affairs.
 

This
 

part
 

sorts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for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e
 

purchas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forces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of
 

four
 

aspects the
 

strategic
 

call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civilization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powerful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hinese
 

libraries
 

ha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library
 

development
 

should
 

be
 

oriented
 

to
 

social
 

needs people-oriented adhere
 

to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maintain
 

the
 

basic
 

nature
 

of
 

the
 

syste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the
 

new
 

er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civiliz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is
 

still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the
 

investment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service
 

efficienc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gap
 

with
 

the
 

peoples
 

good
 

expectations.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the
 

library
 

shows
 

the
 

irreplaceable
 

social
 

value
 

of
 

the
 

library shows
 

the
 

connotation
 

of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a
 

Chinese
 

answer
 

to
 

which
 

direction
 

should
 

the
 

library
 

head
 

for .
 

Fa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library
 

must
 

adhere
 

to
 

the
 

correct
 

political
 

direction nourish
 

the
 

national
 

soul cultiva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sist
 

on
 

creating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reform embrace
 

new
 

technologies promot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maintain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develop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1
 

fig.
 

6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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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New

 

era. 　 Library
 

development. 　 Chinese
 

practice.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图书馆是重要的社会制度,是“国家文化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
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公共图书馆在提升

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图书馆事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的公共事业,是观察社会建设状态[1] 、
文化软实力[2] 与社会文明[3] 的窗口。 长期以

来,人们以为美国注重的是他们所谓的民主与

自由,其实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是其公共图书馆

制度[4] ,美国公共图书馆年投入达 142 亿美

元[5] ,正是公共图书馆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
影响了欧洲、亚洲乃至非洲的文化与社会认

知。 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对全球图

书馆的发展造成冲击。 近十年来美国公共图书

馆的数量从 2009 年最高峰时的 9
 

225 个下降

到 2019 年的 9
 

057 个,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对图书馆的资助、图书馆人均访问次数、人员

费用支出均有一定下降[6] ;英国受经济与脱欧

等影响自 2010 年以来关闭了近 800 家图书

馆[7] ;日本公共图书馆实行 “指定管理者制

度”,使得工作模式变化,“招致社会各界的众

多反对意见”,带来“负面影响” [8] 。 学者普遍

认为全球图书馆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at
 

the
 

crossroads) [9-11] 、“关键时刻” ( at
 

a
 

critical
 

junc-
ture) [12] 。 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丹顿说:“我们

正处于图书馆历史的转折点上,却仍不知它究

竟将转向何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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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图书

馆在新时代快速发展。 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收入

由 2012 年的 100. 21 亿元上升到 2020 年的

191. 46 亿元[14] 。 2021 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

馆 3
 

215 个,总流通人次 74
 

613. 69 万[15] 。 新时

代是我国图书馆健康快速发展的十年,在中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对全球

图书馆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如何科学解释中

国图书馆的发展实践,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对全

球有何理论意义,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时代

命题。
本文聚焦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从“主

体—功能”社会视角,强调主体性分析,关注社

会效能。 通过政策和文献分析、实地观察与体

验,考察我国公共图书馆新时代发展实践;通过

演化与制度分析,坚持用中国理论探索解释中

国图书馆发展逻辑,总结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

理论贡献,为进一步认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与

发展规律,为图书馆事业在新发展阶段更高质

量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也为全球图书馆健康

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　 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实践洞察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 公共图书馆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战略目标,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

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背景中得到快速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2013 年 1 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这是 1949 年以来首

次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的全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快速

发展明晰了思路。 2017 年 7 月,文化部印发

《“十三五” 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

划》,进一步强调要“加大文献资源建设经费投

入”,“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合理保障公共图

书馆日常运行经费”。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投

入,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2021 年达到 1
 

132. 88
亿元[15] 。 2010 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总藏

量、总流通人次、书刊外借册次、实际持证读者

数、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等数据都稳步上升

(见图 1) [14] 。 2020 年虽受到疫情影响,但到年

底“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阅览室坐席

数”“县均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有效读者总人

数”均超额完成《“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规划》中的既定指标。 中国图书馆在

经费投入、设施更新、保障条件等方面得到了充

分的保障,法治环境日趋完善、服务效能和社会

影响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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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共图书馆主要业务及设施数据统计(2010—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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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图书馆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方式即“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

和使用的方式” [16] 。 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发展方

式的完善是对各类型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实质

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

促进图书馆发展。 不同的发展方式产生不同的

发展效果。
(1)经费投入渠道多元。 国家与各地财政部

门大力支持文化事业发展[17]。 公共图书馆 2012
年收入合计 100. 21 亿元,其中财政拨款 93. 49 亿

元,占比为 93. 3%;2020 年收入合计 191. 46 亿元,
其中财政拨款 182. 13 亿元,占比达 95. 1%[14]。
各地不断推进图书馆新馆建设,图书馆藏书空

间、阅览面积、阅读环境、基础设施、自动化水平

均大幅提升。 国家也出台多项政策,鼓励社会资

本投入。 2015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强调“吸引

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 2018 年,全国

75%以上的地市级政府、62%以上的县市级政府

开展了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财政

总投入近 38 亿元[18]。 2020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其中规定地方文化文物

系统所属公共图书馆实行免费开放,“所需经费

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按比例分担”,并明确了

五档的分担比例,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
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健全了公

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
(2)人力资源发展改革。 2012 年以来,我国

公共图书馆从业人数整体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由 2012 年的 54

 

997 人增至 2020 年的 57
 

980
人。 历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及《中国

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显示,近年来,公共

图书馆中级职称人员占比较为稳定,高级职称

人员占比从 2015 年之后一直保持在 10%以上,
且保持逐年上升趋势,2020 年达到 12. 2%,2019
年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较 2011 年增加 3

 

867 人,
占比达 70%。 从人员招聘学科背景来看,公共

图书馆招聘专业需求广泛,涉及众多专业门类,

除图书情报专业外,还包括小语种、计算机、生
物、化学、文学、电气工程等各类专业。 我国正

在形成一支稳定、多元的公共图书馆人才队伍。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是由政府配置人力资

源,图书馆工作人员被纳入国家财政编制中,
《公共图书馆法》对图书馆管理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的业务能力、专业技能以及职称晋升有明

确的规定,以法律形式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已

经形成了系统的图书馆学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

课程体系,为图书馆事业发展输送专业人才。
(3)免费开放制度建立。 从 2006 年杭州图

书馆试点免费开放,继之 2008 年全国博物馆免

费开放,再到 2011 年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站)的免费开放,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开

放由行业自觉发展成为国家意志,开启了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普惠的“免费时代” [19] 。 免

费开放并不仅是免费借阅,还包括健全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免费向群众提供,向有需求

的群众提供免费辅导、免费讲座和展览、免费开

放公共空间设施场所等。 国家以制度形式保障

资金到位,2013 年 6 月,《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印发,专项经费列入中央制度性预

算,国家财政保障免费开放制度长效落实。 2022
年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

助资金超 23 亿元[20] 。
(4)面向民生重点。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服务边界不断拓宽。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三网融合使得文化资源得以重新配置,资源

与服务更快捷地与家庭、社区对接,为图书馆服

务民生创造了新的环境,长期以来图书馆服务

民生的基础设施障碍将逐步消除[21] 。 图书馆利

用资源、空间等优势加强与社区联动,将服务延

伸到社区和家庭,举办就业培训、发展全民教

育,将为市民提供技能培训作为主要业务,主动

为社会公众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全

体社会成员平等享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
我国公共图书馆 2019 年举办的各类讲座、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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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数量较 2011 年增幅分别达 144. 4%、
234. 3%、230. 8%,2019 年流动图书馆(车)书刊

借阅册次较 2011 年增幅也达 72. 2% [22-23] ,公共

文化服务边界不断拓宽。
第二,积极推动全民阅读。 自 2014 年起,全

民阅读连续九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动、引
导、服务全民阅读是图书馆的重要任务。 公共

图书馆因公益性、专业性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而

成为全民阅读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全民阅读活

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图书馆利用优

质的阅读资源,通过延伸服务空间,建立集成服

务网点,构建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使更

多群众参与到全民阅读中来。
第三,积极参与扶贫工作。 2016 年,党和国

家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图书馆作为保障

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场所,为全面脱贫战略提

供有力信息支撑[24] ,各地图书馆积极行动,利用

文化资源助力脱贫攻坚。 2016 年 12 月,中国图

书馆学会牵头成立“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工作

委员会”,确立了“为促进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方向及措施参考”的基本

宗旨;国家图书馆和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高校

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结合自身优势,通过多种

形式参与扶贫工作,2010 年至今,全国已累计建

成 88 家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25] 。

2. 2　 图书馆发展模式创新

发展模式是从较低级状态向较高级状态转

化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等,体现

为发展方向与发展途径[26] 。 我国公共图书馆以

公共文化价值观为发展导向,由政府主导发展、
国家财政予以保障,并将图书馆发展纳入国家

宏观公共文化发展体系,以体制优势落实这一

发展理念。
(1)政府主导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国公共

图书馆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发展

模式。 政府给予图书馆充分的经济保障、政策

保障及人力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了国家发展图书馆的宪法责任;《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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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公共图

书馆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图

书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将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
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及时、足额

拨付。
公共图书馆的教育、信息服务、文化传播和

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能,其巨大的外部效应和社

会效应都使公共图书馆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性

质,也决定了只有国家才能够规定这种公共产

品的使用,也理应由政府的投入来维持公共图

书馆的正常运转[28] 。 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实践证

明,政府主导的图书馆发展模式给予图书馆发

展自上而下的动力和保障,推进公共图书馆社

会职能的实现。
(2)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优先规划。 新时

代以来,国家从战略上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进

行布局。 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

划相继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具体要求。 行业规划方面,2013 年 1
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明确图书馆发展要融入国家战略,
对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提出了更高要求;2017 年 7
月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

展规划》、2021 年
 

6 月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对图书馆发展的重点任

务、重点项目做出规划,提出“提高服务效能,推
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建设”“建设以人为中

心的图书馆”等,明确了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远景目标和方向。
(3)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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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将图书馆列为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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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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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得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
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运行

评估等有了明确的发展思路,进而彰显公共图

书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特有价值,有效保障人民基本文

化权利,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
(4)发挥体制优势,建设专项工程。 进入新

世纪以来,国家发起了一系列文化专项工程项

目,成为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有力载体,也进

一步带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 其中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等被列为国家重点文化惠民

工程。 此外还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等文化工程。 其中,2010 年启动的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实现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

共建共享,形成覆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体

系。 2021 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各地图书馆启动

“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项目,拟以
 

“1+3+N”的
模式建设覆盖全国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关
于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内容已被写入国家“十四

五规划”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 我国发挥体制优势建设专项

工程,能够集中有限资源,实行重点突破,高效

执行、有力推进,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

大牵引力。

2. 3　 图书馆法制规范保障

公共图书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

分,公共图书馆治理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

设[30] 。 中国特色图书馆法制体系的逐步建立为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1)国家立法。 图书馆是国家和政府为了

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
此《宪法》有明确规定。 同时,图书馆学业界也

一直在推动制定本领域的专门法。 2017 年、
2018 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公共图书馆

法》相继施行。 《公共图书馆法》的施行,标志着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法律界定的形成,
其中除明确图书馆开放的一般原则和核心任务

外,还突出强调了“免费开放” “社会教育” 和

“公共文化属性”,并鼓励社会参与,体现出政

府、市场、社会共同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新思路[31] 。 作为文化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公共图书馆法》进一步弥补了我国文化领域立

法的“短板”,夯实了文化建设的法治基础,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

支撑。
(2)地方法规。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后,各地政府也在加快修

订或制定本地区的相关法规条例,如《上海市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 (2020 年 10 月)、
《江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 2021 年 7
月)、《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2022 年

9 月)、《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2019 修

正)》(2019 年 9 月)、《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2020 年 9 月)、《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条例

(2022 修正)》(2022 年 7 月)、《湖北省公共图书

馆条例(2022 修正)》(2022 年 9 月)等。 目前我

国已经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制

体系,为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
(3)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标准化是图书馆

管理的重要方法,是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基本

前提。 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图书馆的现代化和

专业化[32] 。 我国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起步较

晚,1980 至 1984 年间,出台了一系列图书馆标

准规范,如《汉语主题词表》 《文献著录总则》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索引》等。 但

在之后较长时期,图书馆相关标准建设进入发

展瓶颈,颁布数量较少且存在断续情况。 2008
年 10 月,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图标委”)成立,为满足图书馆工作规范化

和数字化要求,组织开展了大量建设工作。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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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2 年 4 月,图标委现有归口管理的国家标

准和文化行业标准共计 91 项,其中已发布实施

65 项。
2011 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是我

国第一个规范公共文化的国家级服务标准,这
一规范将许多图书馆服务的内在要求转化为外

在的规范标准,将以往经验层面的惯例上升到

图书馆工作标准化的高度,标志着我国公共图

书馆服务工作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后,浙江省、广州市、重庆市等相继出台配套

规范。 2016 年 5 月,我国首个针对社区图书馆

服务、管理的行业标准《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
正式实施,对于完善我国基层图书馆服务网络,
提升社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2019 年以来,在图书馆服务领域,国家又先后

颁布实施了几项针对特殊人群的服务标准,如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少年

儿童服务规范》 《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人士服

务规范》《公共图书馆听障人士服务规范》,《公
共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集》 《公共图书馆老年

人服务指南》等也正在制定中。 新时代以来,
我国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内容逐渐完整,尤以

编码、术语、缩微等基础标准和分类标引、文献

著录等业务标准为主,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的

数量也迅速增长,同时标准还进一步延伸到特

殊人群服务、志愿者等主题,体系更加科学

平衡[33] 。

2. 4　 图书馆治理能力提升

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

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

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

过程。 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

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4] 。 新时代,通过政府、市
场、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实现对图书馆的有效

治理。
(1)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 2014 年,文化部

颁布了《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

方案》,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重庆图书馆、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图书馆等 10 家单位成为试

点。 党的十九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

化,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2017 年,七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

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了我国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公共图书馆

法》也明确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应建立以理事会

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组建理事会的公共图书增至 406 个[35] 。

各地根据实际探索形成了决策议事型、议
事协调型、决策咨询型、决策监督型等多元理事

会建设模式[36]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已经

进入全面推广时期。 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事业一体化

管理体制,不但能够拓宽工作思路,从多层次保

障图书馆发展效率,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
强调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与社会的沟通,
进一步提高了图书馆的行业价值。

(2)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在公共

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

见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

给机制,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所附

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

目录》列明公共图书馆的运营和管理。 2018 年

9 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

意见》。 社会资本的注入给图书馆发展带来了

新的活力。 一方面可以降低图书馆服务和管理

过程中的成本,提高图书馆的组织效率,促进知

识共享,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分摊发展中的风

险,实现发展“成本社会化”。 同时,各地公共图

书馆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合作路径,提高服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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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单一来源

采购等方式,向社会力量采购公共图书馆的运

营管理服务。 社会力量的加入提升了公共图书

馆服务质量,给图书馆带来全新的改变,也为图

书馆领域的深层变革带来“鲶鱼效应”。 据报

道,2018 年,山西省晋中市图书馆引入社会力量

对图书馆进行全面运营、管理,运营费用节省了

20%;安徽省六安市图书馆实行全馆型委托运

营,截至 2021 年 5 月,开馆不到两年已累计接待

读者近 181 万人次,办理读者证 8. 2 万余张,文
献借还流通达 289 万册次,开展活动 886 场,在
省内地市级图书馆中, 11 个月的数据排名

第一[37] 。
(3)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发展。 社会力量

一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之

一,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38] 。 “十
一五”以来的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出“引
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馆等,在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

享”,“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志愿服务是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发展

最普遍的一种模式,随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快速

发展,群众文化志愿服务理念的逐步深入,图书

馆志愿服务队伍逐渐壮大。 图书馆志愿服务一

般包括参与传统业务和参与延伸服务两类。 据

统计,2020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志愿者服务总人

数 494
 

755 人,虽受疫情影响较 2019 年有小幅

下降,但较 2015 年增幅仍超 207%,志愿服务队

伍也比 2015 年增加 3
 

205 支,志愿者参与图书

馆服务的种类更加广泛。 通过图书馆志愿服

务,读者由图书馆服务享受者变为参与者,更近

距离地参与到图书馆发展中来。
社会捐赠是社会力量参与的主要渠道,主

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事业捐赠和慈善捐赠三大

类。 如 2020 年 12 月 3 日,杨晦先生子女向国

家图书馆捐赠杨晦译注及其师友书信手稿等

珍贵文献 93 种 3
 

330 册[39] ;章如庚慈善基金

会“爱心图书室”向贵州雷山县 16 所学校捐赠

了爱心图书室[40] 。 通过基金会吸引和募集社

会捐赠也是其中重要举措。 调查显示,目前我

国 81. 82%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图书捐赠

工作[41] 。

3　 新时代图书馆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经济社会和制度不断变革发展,变
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图书馆在与经济社

会互动过程中获得了创新发展的机遇与动力。

3. 1　 全面小康的战略推动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的小康,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的先

决条件和重要基础,“知识资本”已经成为当今

经济活动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42] 。 图书馆

利用本身的知识资源优势,为政府、企业等相关

利益者提供更具智力因素的深度加工的情报资

源和研究成果,协助决策。 同时,在数据驱动经

济发展的浪潮下,数据成为关键资产和核心资

源,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 图书馆在企业和

用户存储数据、选择数据、分析数据等方面也发

挥重要作用[43] ,履行服务经济发展职能。
全面小康以人为本,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

的根本目标。 图书馆一方面要在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专业优势,着力提升全体

民众的信息素养,为民众的终身学习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另一方面,图书馆作为公益性公共服

务机构,应针对贫困地区创新服务内容、服务模

式,要在提高脱贫人口信息化素养和科学文化

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城镇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

的必由之路。 城镇信息化建设为图书馆的服务

提供了更便捷的基础平台,客观上推动图书馆

数字化发展。 同时,城镇化发展也对图书馆提

出更高要求。 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

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责。 公共图书馆在区域经

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传统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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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服务走向更高深的知识服务,是信息

时代公共图书馆职能拓展的重要表现。
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也对图书馆提出了

新的要求。 对于图书馆,特别是医疗等领域的

专业图书馆来说,这意味着用户群体发生了变

化,图书馆也必须随之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和

馆员结构。 图书馆创新服务方式,完善符合不

同用户群体需求的空间环境;针对特殊群体开

展延伸服务,开展多样化的培训、讲座,提升服

务品质,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时也为全面小

康建设提供支持。

3. 2　 传承文明的历史担当

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同的文明构成

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格

局[44] 。 文化是育人化人、塑造社会文明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建设是提高社会文

明程度的主要途径。 图书馆在赓续中华文脉、
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上发挥关键阵地

作用。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

优秀篇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至 2022 年,全
国古籍普查完成 270 余万部,约 3

 

000 万册件。
普查成果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向全社会发布,实
现全时全域共享[45] ;2021 年 4 月,中宣部印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
点项目规划》,明确了 23 个重点项目,“国家古

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 “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均
在其中。

图书馆除了担负着保留人类文明发展脉

络、保护历史延续性的重要职责,还作为人们学

习知识的终身课堂,一直以来发挥着社会教育

职能和引领作用,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

的教育、服务功能愈发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图
书馆在传播知识方面处于核心位置[46] 。 在新发

展阶段,图书馆应创新服务方式,通过活动赋

能,提升图书馆对读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积极

响应时代发展和读者需求变化,优化服务手段,
强化数字资源整理推介,以智慧化服务提高文

化传播效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更好地实现文

化传播、以文化人的目的,多方面提升公众的文

化素养。

3. 3　 公共服务的协同推进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对保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十三五”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均在“促
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特殊群

体基本文化权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保
障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对公共图书

馆提出明确要求。
作为服务范围最广、直接面向大众的各级

公共图书馆,对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能、保障

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协调性、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完善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服务的覆盖面,
增强了服务的时效性[47] ,是促进图书馆服务融

合发展,拓宽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图书馆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发

挥主体作用,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的重要阵地。
新时代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取得长足进

步,面向基层的文化惠民工程深入推进,贫困地

区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水平

明显提高[48] 。 县域图书馆总分馆制度的建立与

实施,实现了农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整合和互联互通,成为城乡一体化文化建设、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2

 

636
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15] ,占全国

县级区划单位总数(2
 

844 个)的 92. 69%。 　

3. 4　 数字技术的有力推动
 

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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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

保障。 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国家信息化发

展战略纲要》,随后,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

信息化规划》,进一步为我国数字信息技术的发

展提供方向指导。 2021 年 3 月 5 日,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
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

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

中国”。 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进步的根本力

量,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图书馆的革

命[49] 。 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呈现出高速度、大
容量、泛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下,以 5G、人工

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下一代信

息技术和国际布局实施的新基建正在助推图书

馆从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走向智慧化。 新

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生态,并
将继续改变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如运用语义技

术、关联数据、数据挖掘等技术的知识发现服务

平台、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知识资源集成服

务平台的建设已经成为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公

共图书馆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数字资源的集成

化管理、知识化组织,并提供智慧化服务成为发

展的主要方向。
数字环境也给用户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1

年 11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这标志

着我国开始迈入“数字文明社会”。 在数字文明

社会建设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图书

馆新的时代使命。 数字素养不仅仅指人们获得

单一技术技能,更多指人们深度理解数字环境,
提升数字交互自由和风险意识。 图书馆要在数

字公民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强调自身价值和

自身肩负的公共利益使命,并在建立互联网问

责制中发挥作用[50] 。 图书馆应利用自身资源优

势,在提升高品质数字生活、提升高效率数字工

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激发数字创新活力、提
高数字安全保护、强化数字社会法治道德规范

等方面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51] 。 在此过程中,

图书馆的自身价值和所肩负的公共利益使命得

以进一步凸显。

4　 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理论贡献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创新了发展方式、发展

模式,积累了发展经验。 新时代图书馆的创新

发展,也是对图书馆转型方向等世界性难题进

行的实践探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4. 1　 图书馆价值的时代性
 

图书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机构,应深深根

植于经济社会实践。 图书馆只有永远站在时代

前沿,服务时代需要,才能保持自己的社会价

值,并不断提升行业价值。
(1)图书馆发展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

 

我

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经历深

刻变革,文化强国战略全面实施,图书馆面临重

大发展机遇,同时也伴随着风险挑战[52] 。 新时

代,图书馆把握发展机遇,积极落实文化数字化

战略,开展全民阅读、文化扶贫、信息扶贫、党史

学习,通过文化专项工程落实社会需求,在服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决策、推动文化强国建

设、提升国民素质、培育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真正肩负起“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历

史使命。 图书馆发展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把
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价值,才能保持图书馆的

社会主流地位。 图书馆要成为社会的“锚机构”
(Anchor

 

institutions) 和社会发展的 “使能者”
(Enabler)。 图书馆只有始终保持“公共性”,回
应时代需求,保持与时代发展同频,才能获得发

展资源,获得社会认同,保持主流地位。
(2)图书馆发展要坚持用先进的发展理念

指导。 新时代,我国把握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
坚持发展的系统观,始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

注入动力,通过内部结构优化与治理改革,实现

图书馆的整体协调发展,融于生态文明建设战

略,鼓励社会参与,提升开放共享水平,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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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社会参与,形成了开放

多元、充满活力的图书馆服务体系。 坚持新的

发展理念,图书馆发展还要不断采纳先进技术,
永远站在时代技术前沿。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

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全新历史阶

段,数字化成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点[53] 。
新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图书馆生态,并将继

续改变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如云存储、区块链、
增强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文化与数据资源发现、
存储、检索、共享利用创造了新环境。 图书馆应

紧跟时代节奏,把握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为公共

文化数字化、智慧化发展做出新贡献,促进图书

馆在未来的创新发展。
(3)图书馆发展要以社会效益为中心。 图

书馆服务效能代表了图书馆社会功能实现的程

度。 作为提供知识信息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机

构,图书馆核心价值就集中体现于公共服务与

知识服务的综合社会效益,图书馆的全部工作

都是为了服务社会[54] 。 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图书

馆文化整合功能,利用各类培训讲座,满足群众

终身学习的需求,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标志性

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传承作用,建设成为

当地文化地标,凸显图书馆文化凝聚力和引导

力;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为国家重大决策、公共

文化、教育、科技与人才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
数字社会建设提供信息支撑。

4. 2　 图书馆主体的人民性

未来的图书馆发展,是伴随现代化强国建

设的新发展。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道路设计,必然要求图书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历程表明,图
书馆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

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汇聚社会资源,促进

图书馆事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1)图书馆为了人民的发展原则。 我国文

化强国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是

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

权益是推动科学发展、切实改善民生的必然要

求。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越来

越旺盛,文化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让每

一个人都能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是社会公

平、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公共图书馆

便承担着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责任[55] 。 图书馆

发展应以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为导向,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文化理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期待。 最大限度

地满足每一位公民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是图

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56] 。 图书馆将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服务宗旨,不断更新

资源、创新服务模式,拓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

路径,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服务思路,将人

民的满意度、获得感作为评价图书馆发展的根

本标准。
(2)坚持图书馆公共性,坚持平等服务。 公

共性也是一种公共精神,体现了开放、包容、平
等的价值观。 图书馆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
教、国籍、语言、社会地位和任何其他特征,向所

有人提供平等的服务[57] ;给公众提供公平、平
等、开放的阅读机会,公平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特征。
人民主体性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应坚持

的根本原则。 图书馆依法设立、国家财政的投

入为图书馆公共性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免费开

放、资源共享、总分馆等制度的确立不断拓宽图

书馆公共性内涵,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这
也才有了务工人员留言图书馆,感动亿人的故

事。 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多样化信息渠道给图

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人们对图书馆“公
共”与“平等”的信念与期待从未动摇过。 在智

慧社会,图书馆肩负消弭数字鸿沟、提供可信服

务的新使命,成为促进社会信息公平、社会信息

诚信的坚实力量。 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保障

社会公众知识获取的便捷性、安全性,降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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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成本,是智慧社会带给图书馆的历史机

遇与时代挑战[58] 。
(3)未来图书馆要充分关注发展效能。 图

书馆服务效能是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符合需求、
均等化、专业化服务的程度[59] 。 十八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

效能”。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部署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发展的

方向和任务,包括公共文化空间提档升级、数字

资源建设、深化均衡发展、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一体建设、开放发展等重点任务。 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意

见》对“十四五”时期文化数字化发展提出了具

体目标并部署了重点任务,包括关联形成中华

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文

化数据服务平台、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

级、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数字化水平、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构
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

新时代以来,我国图书馆总体服务效能有

了大幅提升。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书刊外

借册次、举办各类活动、活动参加人次、办理借

书证数量都稳步上升。 未来图书馆发展要更加

关注发展效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特别

要加强基层、乡村公共图书馆建设,发挥国家对

图书馆投资的整体效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

均等化和全覆盖;全面推广法人治理结构,社会

共同参与图书馆治理,将图书馆与社区及其他

行业发生联系,拓宽图书馆服务范围,提升图书

馆治理效能。

4. 3　 图书馆本质的文化性

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促进图书馆转型。 在

丰富的信息环境中,图书馆之所以存在与发展,
最根本的原因是图书馆坚持文化内涵。 文化是

社会永恒的需要,也是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动力。
(1)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内

涵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

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承袭,图书馆最完整、最广

泛、最有序地保存和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和文化。 公共图书馆更是社区、城市乃至国

家的文化中心,担当着文化传承、服务社会的使

命[24] 。 新时代图书馆功能不断拓展,涌现出很

多的特色图书馆、主题图书馆,推进了很多新型

服务,但其共同特征是以文化为基础,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展示城市文明

的窗口。 “城市书房” “农家书屋” “文化驿站”
等成为各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载体,这些文化

品牌积极传达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发挥图书

馆的社会文化建构功能[60] ,有效提升文化软

实力。
(2)图书馆应以文化为基础延伸服务体系。

在社会数字化进程中,图书馆与社会机构合作

举办多种文化活动,成为社会新型综合性空间,
但无论图书馆的形式、功能如何拓展变化,其保

存文化、传承文明的根本属性不应改变。 图书

馆应始终以文化为基础凸显其社会效益,拓展

自身的服务体系,向社会输出普遍、均等、可持

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坚守平等性、公益性、开放

性、人文性的文化特质[61]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

彰显自身的公共文化内涵,在各类型文化互动

中增强文化自信[62] ,实现引领和重建社会文化

的使命与担当,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阵

地作用。
(3)应坚持图书馆与其他文化阵地的协同

发展。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

更高要求,希望更便捷、更全面地获取文化资

源。 与此同时,图书馆也面临与众多商业性文

化机构的竞争,单一的公共文化资源、服务能

力、经济实力并不占优势,图书馆应进一步加强

与其他文化阵地如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城
乡文化中心的资源融合与协同发展,实现跨领

域的共建共享和服务集成,也更有利于实现数

字文化资源建设的规范化和规模化,形成发展

合力,有效提升文化、知识传播规模,促进我国

社会文化资源保存、保护和利用。

015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九卷　 第二六三期　 Vol. 49. No. 263

4. 4　 图书馆制度的基本性
 

作为公益性社会事业,图书馆的发展始终

需要得到国家与社会的大力支持。 只有建成图

书馆基本制度,才能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 基本制度的含义是从制度上保障图

书馆发展所需的必备条件,并不因为其他政策

的调整、行政变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1)图书馆发展的法定性。 图书馆事业的

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将图书馆各

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才能从根本上协调和优

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及其运作机

制[6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明

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

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
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从根本上确立了通过

法律保障图书馆制度的依据[64] 。 《公共图书馆

法》建立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法

律框架,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来推动图书馆实

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使民众公平

自由地享受宪法赋予的文化权利,从文化自觉

走向了法制保障[65] 。 这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图书馆发展的制度稳定。 图书馆是保

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社会制度,应具有长期

稳定性特征。 财政投入水平直接决定图书馆发

展能力。 新时代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财政投

入占 GDP 比例均保持在 0. 18%左右,虽然距离

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 GDP 占比相对稳定

并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公共图书馆法》 《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对“财政投入”“政府主体责

任”等的规定,为图书馆的稳定发展进一步提供

保障。 随着宏观治理层面的逐步完善,我国公

共图书馆也应加快完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27] 。
如

 

“主体责任制度”,明确政府的主体地位,强
化国家义务,对图书馆建设经费、用地、人员和

运行经费等做出制度安排;“免费开放制度”,虽
然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已经普及,但需进一步

制定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资金保障制度,并设

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服务

标准;“专业服务制度”,建立图书馆员职业资格

认证制度,净化馆员队伍。 只有将图书馆制度

建设为基本社会制度,才能确保图书馆的投入

连续性、长期性,保证其资源、队伍、设施稳定,
有效保障公共图书馆事业充分、平衡、可持续

发展。
(3)图书馆发展的充分平衡。 图书馆的充

分性发展对于提升整个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完善服务体系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国区域、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一些地区图书馆存

在数量少、分布不合理、辐射范围小等问题。 图

书馆的均衡、充分发展有赖于法律法规和制度

的保障,公共图书馆法治体系的完善,以及一些

国家级图书馆发展标准规范的实施为图书馆的

充分性发展提供保障。 在现有国家标准的基础

上,各省应根据实际发展水平,进一步制定地方

性标准规范,量化、细化、全面化发展指标,明确

图书馆发展基本指标、基本服务内容,保障公众

基本文化权益;通过总分馆制度、图书馆联盟加

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共享,实现资源互补,共享

资源与服务,改善图书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

5　 结语

新时代图书馆快速发展,在价值观建设、公
共文化建设、提升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水平等

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我国图书馆事

业快速发展,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

出了贡献,也为未来图书馆更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基础。 但是,图书馆的发展,仍然存在城乡、
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财政投入有待加强,
服务质量效能有待提升,资源汇聚能力有待强

化。 基层图书馆还存在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问

题,与人民群众的需要还存在一定距离。 人均

资源与服务指标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

距[29]
 

。 搭上国家文化数字化、智慧化战略快车,
加强基层图书馆治理创新,补齐基层图书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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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仍是我国图书馆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艰巨

任务。
我国已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特别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
民的精神家园” [66] 。 图书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文化窗口,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新时代图书馆的发展实践,彰显了图书馆不可

替代的社会价值,昭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为“图书馆要转向何方”世界之问提

供了中国答案。 面向新发展阶段,图书馆必然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在改革中创造新业

绩,拥抱新技术,坚持促进转型创新,推进数字

化智慧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图书馆发展风险规制研究”
(编号:19ZDA34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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