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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提升与高质量发展
———以武陵山民族地区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为例

石庆功　 唐　 义　 肖希明

摘　 要　 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提升与高质量发展对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意义

重大。 本文通过对武陵山片区 4 省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图书馆总分馆建设进行田野调查,总结该地区总分馆建

设现状和治理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借鉴人类社会学理论分析影响总分馆治理的主要因素,进一步提出未来基层

图书馆尤其是民族地区图书馆总分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 调研发现,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已取

得了初步成果,但也存在治理制度建设滞后、因地制宜实践程度较低、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有待规范化以及社会

力量参与总分馆建设整体薄弱等突出问题;影响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提升的因素主要有社会文化、治理体制、政

策执行者个人及运行机制等。 研究提出,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提升与高质量发展要以总分馆制为抓手,构建总分

馆治理制度体系;因地制宜探索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新模式;完善总分馆制的运行机制,提高总分馆制运行效

率;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图书馆馆员职业使命和专业能力。 图 3。 表 3。 参考文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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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n
 

ethnic
 

reg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ethnic
 

regions.
 

Guided
 

by
 

the
 

major
 

strategy
 

of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in
 

The
 

Party
 

Leaderships
 

Proposals
 

for
 

Formula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this
 

paper
 

focuses
 

on
 

grass-roots
 

libraries
 

in
 

ethnic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Outline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2020   Wuling
 

Mountain
 

Area
 

is
 

one
 

of
 

the
 

14
 

concentrated
 

and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y-level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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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 analyzing
 

the
 

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governance
 

and
 

operation
 

of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and
 

putting
 

forwar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c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n
 

ethnic
 

regions
 

mainly
 

include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overage
 

of
 

township
 

branch
 

libraries
 

and
 

grass-roots
 

service
 

points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prototype
 

of
 

the
 

model
 

of
 

central
 

library+individual
 

township
 

libraries+individual
 

grass-roots
 

service
 

points+more
 

intensive
 

mobile
 

servi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ulti-level
 

investment
 

an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
 

The
 

construction
 

has
 

been
 

funded
 

by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finance.
 

The
 

branch
 

libraries
 

and
 

grass-roots
 

service
 

points
 

form
 

a
 

staffing
 

pattern
 

mainly
 

managed
 

by
 

part-time
 

volunteers.
 

The
 

collections
 

are
 

mostly
 

purchased
 

by
 

the
 

central
 

library
 

or
 

acquired
 

from
 

the
 

central
 

libraries
 

as
 

a
 

redistribution
 

of
 

their
 

social
 

donations.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services
 

of
 

the
 

grass-roots
 

libraries
 

in
 

ethnic
 

regions
 

continues
 

to
 

increas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governance such
 

as
 

the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e
 

low
 

degree
 

of
 

practic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need
 

to
 

standardize
 

service
 

methods
 

and
 

means
 

as
 

well
 

as
 

the
 

slow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library
 

governanc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main
 

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n
 

ethnic
 

regions
 

are
 

the
 

speci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low
 

demand
 

for
 

libraries
 

in
 

the
 

region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nteract
 

the
 

possible
 

interes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rying
 

to
 

produce
 

the
 

most
 

favorabl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for
 

themselves dislocation
 

of
 

the
 

executive
 

subjects
 

discretion
 

and
 

motivation
 

has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the
 

regional
 

library
 

governance
 

efficiency fair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central-branch
 

library exploring
 

the
 

new
 

construction
 

mode
 

of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tak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mission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grass-roots
 

librarians
 

in
 

ethnic
 

regions.
 

3
 

figs.
 

3
 

tabs.
 

36
 

refs.
KEY

 

WORDS
Grass-roots

 

libraries. 　 Ethnic
 

regions. 　 Central-branch
 

libraries. 　 Governance
 

efficienc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uling
 

Mountain
 

Area.

0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十四

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国家治理

效能是指国家在治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用

(效率、效果、效益、作用)和能力(现实的和潜在

的)的统称,是基于社会主义法治、自治和德治

等融合效用的时代命题[1] ,最直接体现为治理

的各项制度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实际程度,是
既定任务和目标的完成程度,也是制度执行力

的现实体现[2] 。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新表述,这一表述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时代背景,从经济领域辐射至社会各领域,其
核心要义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 。 从国家

宏观治理战略层面来看,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

治理制度体系,并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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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能,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和基础支

撑[4] 。 公共图书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

分,公共图书馆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基层公共图书馆的高质

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是进入 21 世纪,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图书馆治理的一项制度

创新。 总分馆制的核心要义是改革我国基层公

共图书馆传统的治理模式,以实现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为目标,优化基层公共图

书馆治理体系,形成不同层级政府、社会与图书

馆良性互动共治的治理格局,从而提升治理效

能,促进基层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因此,总分馆制 2017 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图书馆法》 ( 以下简称 《 公共图书馆

法》)。 深入落实总分馆制是依法治理图书馆事

业、完善图书馆治理制度、提升图书馆治理效能

的基本要求。 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先后

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十四

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深入推

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促使优质公共文

化服务向基层延伸是“十四五”时期健全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基层图书馆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已

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脱贫攻坚从此转向乡村振兴。 在此背景下,
如何深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使
广大乡村居民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然任重而道远。 基层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民族地区基层公共图书馆则是民族地区公共

文化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

等因素的制约,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

设还相对比较薄弱,如何加快建设和完善民族地

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这实际上是一个治理效

能的问题。 本研究以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自治

县县级公共图书馆作为样本,以总分馆建设为切

入点,通过调查片区内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

度建设、制度执行和总分馆建设中的居民满意度

等方面的情况,三位一体地探索和研究民族地区

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助力文化强国和乡村振兴战略。

1　 研究综述

随着《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

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总分馆建设进入由

政府主导的常态化发展阶段,民族地区县级图

书馆治理中涉及的制度、资金、人员、空间等对

当地政府的依赖性更强。 在各级政府支持下,
基层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但民族地区基层图

书馆建设面临的重建轻管、重建轻用问题依然

长期而普遍存在[5] ,已有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基层点、公共电子阅览室以及农家书屋、寺
庙书屋等难以提供专业化的图书馆服务[6] 。 在

讨论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治理问题成因时,学
术界主要观点是基于总分馆建设路径的供给侧

改革,认为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低下主要是由

于治理制度供给不足。 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下的

总分馆行政机制和管理体制,组建理事会和管

理执行层,重新明确政府与图书馆的权责关系,
建立多元参与互动的建设主体和社会协同的公

共治理新模式,成为民族地区县域公共图书馆

治理现代化的新方向[7] 。 但民族地区基层图书

馆总分馆建设所涉及的财政投入数量或比例、
图书馆的人员保障、对图书馆的宣传、图书馆文

化服务创新、基层服务点的管理运营等都缺乏

实际可行的制度支撑[8] 。 此外,部分文化政策

存在缺陷,民族地区地域广阔,县乡之间距离遥

远,其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构建模仿政府行

政机构设置,并未充分考虑公共文化服务覆盖

范围和资源的均衡配置[9] 。 有学者主张通过制

定和实践、完善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不

同主题的制度来推动治理能力提升[10] ,并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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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能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另

外一条主线是以“消费侧”为抓手的实证分析,认
为影响其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图书馆服务

效能,并提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突破口。 目

前我国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民族特色服

务、民族特色资源建设、民族地区馆员队伍建设、
民族特色服务宣传与推广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

的欠缺[11] ;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与

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全民阅读战略对接并不明

显,对基层居民阅读需求的贫困与阅读行为的障

碍理解并不深入[12] ;对民族特色文献资源保护、
建设、开发和利用[13] 也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因

此,建议图书馆从“以人为本” 的核心理念出

发[14] ,实现从“办文化”向“服务文化”转变[15] ,
遵循民族地区特色服务的需求与特点,提高民族

特色馆藏的规范化和特色化水平,强化对馆员民

族特色服务能力培训,宣传与推广少数民族数字

文化资源平台,深入开展流动服务[16] ,从服务提

供的便捷性出发,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民族地

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建设[13] 。
从整体上看,目前关于民族地区基层图书

馆治理效能与高质量发展研究进展缓慢。 部分

研究成果对中国语境下“治理”内涵的理解并不

清晰,相关结论也缺乏治理的实践根基而处于

“悬浮状态”。 但已有研究中关于治理能力、治
理机制、服务效能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线索

和启示。 本文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高质量

发展为背景,以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为切入点,
沿着已有公共图书馆治理相关成果,进一步探

索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

2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2. 1　 案例选择

本研究从政策落实入手,通过实地调研武陵

山片区少数民族地区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情况,
研究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的治理效能提升和高质

量发展问题。 武陵山片区曾是《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11—2020 年)》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区之一,也是首个编制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规划并率先启动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的连

片特困区。 该片区地处湖南、湖北、贵州和重庆 4
省(市)交界处,总面积为 17. 18 万平方公里,境
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 28 个少数民族,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片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 / 8。 该片区曾集贫困地

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于一体,是贫困人口分

布广、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的连片特

困区和经济协作区。 从国家扶贫战略开启之时,
就不断强调武陵山片区信息贫困与信息扶贫、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软实力等主题[17] 。 在现

行以经济收入和支出为衡量经济发展重要指标

的情况下,武陵山片区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

决,绝对贫困得以消除。 但是文化脱贫情况还不

容乐观,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仍相当薄弱。 笔者在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7 月期间,深入武陵山片

区,赴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

治县,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怀化市麻

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

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重庆

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贵州省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

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印
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

苗族自治县等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进行两轮持

续调研,对上述各县相关政府人员、图书馆馆长

或主要负责人、乡镇分馆和基层服务点负责人及

各相关区域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

2. 2　 数据收集

笔者采用网络调查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

法,主要采集 3 组数据。 第一阶段主要为网络调

查,获得从 2013 年国家首次提出“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至 2020 年 8 月间国家颁

布实施的关于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主

要治理制度,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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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意见》(2015 年)、文化部等 7 部委联合印发

的《“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纲要》(2015 年)、文化部等 5 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的指导意见》 ( 2016 年)、文化部印发的

《“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
(2017 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 ( 2016 年颁布,2017 年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2017 年颁布,2018
年实施)。 在参照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制

度文本中涉及县级图书馆总分馆治理的内容进

行主题归类,最终确定 5 个主题和 15 个关键指

标,以此确定国家对县级图书馆总分馆治理要

素的宏观构成(见表 1),从而形成第一组数据。
制度文本内容的主题归类和主要指标也成为其

后田野调查阶段对总分馆建设现状问卷设计、
采访调查和实地考察的依据。

表 1　 县级图书馆总分馆治理制度文本内容主题分类统计

文本主题 主要指标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①制度体系构建;②人员设置;③配套资金保障

总分馆的功能与运行机制
①总分馆资源整合;②总馆对分馆业务指导;③总分馆提供

的无差别服务

因地制宜推进总分馆建设
①总分馆试点建设;②将农家书屋纳入总分馆建设;③基层

服务点建设

总分馆的服务方式和手段创新
①用户需求反馈渠道;②县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③总

分馆流动服务

社会力量参与总分馆建设 ①专门制度建设;②社会力量参与实践程度

　 　 第二阶段主要为田野调查,根据第一阶段制

度文本内容的主题归类,笔者分别设计了面向目标

图书馆的“少数民族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情况调

查表”和面向社区群众的“区域图书馆服务满意度

调查表”两份开放性问卷,分别获得少数民族自治

县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数据(第二组)和社会满意度

数据(第三组)。 为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团队

分别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轮调查。 第一

轮调查是对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县级图书馆的调

查,在协商之下获得县级图书馆和关于所在区域乡

镇分馆、村(社区)服务点的数量和名称,相关负责

人的性别、学历、社会职务、年龄、联系方式,馆藏目

录、文献借阅人次和各县关于总分馆建设的指导文

件、财务预算和决算、总分馆建设规划、总分馆建设

会议记录等“台账”数据;第二轮调查采用自下而

上的方式,根据第一轮调查获得的线索,笔者对 18
个县所有乡镇已经挂牌的图书馆分馆进行实地走

访,对其中正常运行的乡镇分馆和乡村基层服务点

进行参观调查。 笔者依次对上述选择的行政村服

务点、乡镇图书馆分馆以及县图书馆所在区域内的

居民进行图书馆服务满意度调查,对乡镇图书馆分

馆负责人进行访谈。 为方便比较,问卷调查进行变

量控制,对行政村服务点、乡镇分馆和县图书馆的

服务满意度调查有效问卷均为 10 份,满意度问卷

的设计参考了较为成熟的模型[18] 。 在获得居民

满意度数据、对行政村服务点和乡镇分馆考察

之后,进一步对县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负责人

和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入访谈,最终获得

第二组和第三组数据。

3　 调查结果分析

3. 1　 总分馆建设的基本情况

(1)建设数量与建设模式

武陵山片区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总分馆建

设实践上均取得了一定进展。 截至笔者调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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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均建成并使用县级图书馆,
其中有 4 个馆在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评估定级中被评为一级馆。 18 个县共计 303 个乡

镇,挂牌成立乡镇分馆 301 个(实际运行 48 个),基
层服务点 3

 

077 个(实际运行 87 个),如表 2 所示。
除了县级图书馆为独立建制外,乡镇图书馆分馆和

基层服务点或作为县级图书馆的分馆(或延伸服务

点)存在,或作为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

机构,依附于综合文化站,承担文化管理和社会服

务双重职责。 总分馆建设主要采用多级投入、集中

管理的模式,即各级政府参与总分馆建设的全过

程,总馆与分馆原有的行政隶属、人事、财政关系不

变,总馆进行文献信息资源的采购、编目、加工等工

作,同时在业务上指导分馆阅读推广活动、读者服

务工作等,总馆与分馆之间力图实现图书的通借通

还。 目前,该地区在“多级投入、集中管理”模式基

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总分馆建设探索,形成“总

馆+个别乡镇图书馆+个别基层服务点+较为密集

的流动服务”模式雏形,即在实际运行中,总馆在

开展日常服务的同时,重点支持个别乡镇图书馆

和基层服务点,为它们配备明显高于其他乡镇图

书馆的文献资源、硬件设施等,并在整个县域内

的非持续性人员密集场所(如乡村庙会、乡镇集

市、民族节日庆祝广场等)和乡村小学、中学等场

所提供流动图书馆服务。

表 2　 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概况

自治县名称
实际运行 / 挂牌

乡镇分馆数量

乡镇分馆专职 /
兼职人员数量

总分馆建设专项

资金数量(万元)
基层服务点实际

运行 / 台账数量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2 / 11 0 / 11 0 4 / 176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4 / 8 0 / 8 30 21 / 39

城步苗族自治县 3 / 16 0 / 18 0 2 / 192

麻阳苗族自治县 7 / 18 0 / 18 0
 

3 / 5

新晃侗族自治县 3 / 14 0 / 14 100 3 / 144

芷江侗族自治县 0 / 8 0 / 8 0 4 / 213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1 / 11 0 / 11 0 1 / 248

通道侗族自治县 2 / 11 0 / 11 0 3 / 16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7 / 30 0 / 30 1 3 / 215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 / 27 0 / 27 0 4 / 232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 / 27 1 / 27 0 19 / 727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3 / 36 0 / 36 0 5 / 191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2 / 2 0 / 2 0 4 / 77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3 / 13 0 / 13 0 6 / 81

玉屏侗族自治县 0 / 14 0 / 14 0 1 / 2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 / 17 0 / 17 0 2 / 367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1 / 10 0 / 10 0 0 / 0

松桃苗族自治县 2 / 28 0 / 28 0
 

2 / 5

(2)财政分担与管理人员配置

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由两级政府共同出

资,总馆与分馆分别由县级和乡镇政府主导管理。
县乡两级政府出资比例和额度并无明确要求,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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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多是以项目形式进行预算填报并向县级政府

申请;县级政府多承担乡镇分馆建设过程中的空间

和软硬件经费;分馆日常运转中产生的维护经费、
人员工资等由乡镇政府承担;分馆的文献采购经费

则主要从县级图书馆日常开馆运营经费中划拨。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中有 3 个县有总分馆建设专

项经费,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图书馆为县级财政一次

性投入,新晃侗族自治县图书馆为项目制分两期投

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持续性投入,其他县目前

均无总分馆建设专门财政支持。
分馆和基层服务点主要由兼职人员负责管

理,专职负责人较少,且学历普遍较低。 已经挂

牌和运行的乡镇分馆负责人主要由乡镇综合文

化站站长兼任,或由各县文化管理部门、图书

馆、文化馆退休职工以及在职的乡镇政府工作

人员兼任;农村基层服务点负责人多由村支书

或村长兼任,村集体的计生、妇联、会计等工作

人员和个体户也占一定比例。 从兼职人员学历

情况来看,主要以高中生和大中专生为主,从乡

镇分馆到县城基层服务点到农村基层服务点,
本科生占比依次降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占比

依次升高。 兼职人员构成情况见图 1。

UBU�J�NBB�1��� UCU�����%BB�1��� UDU�����%BB�1���

UEU�J�NBB����� UFU�����%BB����� UGU�����%BB�����

图 1　 基层图书馆分馆和服务点兼职人员构成情况

(3)馆藏资源配置情况

由于分馆大多无专门馆藏资源建设经费,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乡镇分馆和基层服务点

的馆藏资源多来自总馆对其购买资源或者社会

捐赠资源的再分配, 乡镇分馆馆藏图书在

1
 

500—2
 

200 册之间,基层服务点在 30—800 册

之间。 总馆对乡镇分馆和基层服务点的文献资

源补充并无固定频率,48 个乡镇分馆中有 33 个

馆所藏图书为挂牌时一次性配齐,其后极少有

更新补充,图书也多为总馆剔除图书或多余的

复本。 通过对 87 个基层服务点的 31
 

493 条书

目统计发现,出版时间为 2017 年之前的图书平

均占比 87. 2%,最高占比 98. 9%,图书的类型主

要为党政宣传资料、少儿阅读和学习辅助资料、

娱乐性杂志以及极少比例的科技图书。 数字资

源建设方面,县级图书馆总馆都配备有国家统

一配发的数字资源阅读系统,并与省域内的公

共数字文化云平台实现互联。 已经完成计算

机、数字化阅读系统等硬件资源和配套软件以

及公共数字文化共享平台建设的乡镇图书馆分

馆有 6 个,基层服务点有 19 个。
(4)服务开展情况

在进行日常服务的同时,有 11 个县级图书

馆对县域内(或者区域内主要少数民族)特色文

献资源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开设特色文献收藏

室。 特色馆藏来源途径主要是私人和民间协会

捐赠,以及少量采购。 1 个县级图书馆收藏有被

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地方古籍 1 种,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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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设特色资源研究中心(室)。 2020 年,
18 个县级图书馆均进行持续性流动服务,流动

服务次数最少为 11 次,最多为 28 次,向易地搬

迁扶贫安置点捐赠图书累计超过 11. 4 万册,与
新华书店合作对 748 个农家书屋进行图书补充

和协助业务管理。
乡镇分馆的日常服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

种为独立或协助总馆在特殊节日(如元宵节、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世界读书日、中秋节等) 进行

不同主题的阅读推广和阅读科普;另一种是为

附近学生提供课后学习空间,如成立“四点半自

习室”,允许小学生前来自习,并提供公益性

辅导。
基层服务点提供的服务并不突出,除个别

社区基层服务点开设自习室性质的服务之外,
大部分基层服务点的服务仅限于图书的借阅流

通。 此外,2017 至 2020 年,18 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图书馆累计举办公益性讲座 409 场(次),各
级各类媒体对 18 个自治县总分馆服务公开报道

共计 263 次,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成果的社会影响

逐步显现。

3. 2　 基层图书馆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治理制度建设滞后
 

目前,虽然国家颁布实施《公共图书馆法》,
各省也制定省级《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总分

馆指导方案》等文件,但制度文本内容偏重于宏

观层面,综合性强,对于基层图书馆治理实践指

导有限,而结合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实际需要

的涉及资金支持、人员编制、监督考核以及社会

力量参与等治理制度并未建立。 部分国家级、
省级图书馆治理制度在基层得不到本地化和具

体化,导致制度难以得到完全执行,甚至是形同

虚设[19] 。 在总分馆制度建设方面,截至 2021 年

7 月,调查样本中只有 1 个地级市、4 个自治县制

定了总分馆建设专门指导公开文件,13 个自治

县直接采用省级政府颁布实施的《总分馆实施

方案》指导本县总分馆建设。 但调查发现,无论

是细化过的专门指导公开文件,还是省级政府

颁布实施的《总分馆实施方案》,制度文本指导

意义都不大。 如不同级别的文件均明确总分馆

建设经费由县、乡(镇)两级财政统筹解决,但并

未明确各级财政每年应该具体提供多少额度的

经费支持,总分馆建设实际经费拨付呈现出明

显的自发状态。
(2)实践中并未完全做到“因地制宜”
公共图书馆治理现代化要求正确理解和处

理因地制宜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差异化实践[20] 。 但目前民族地区基

层图书馆治理在差异化实践上的实现程度较

低,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基层图书馆

实际功能发挥不足。 图书馆对于县域内的特色

文献资源收集、整理和保存的能力较低,极个

别图书馆建设的特色资源数据库也因缺乏维

护和更新,导致用户访问困难重重,民族特色

文献资源提供也几近空白。 馆藏资源服务方面

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乡镇一级图书馆和基层服

务点提供的资源与当地经济建设需要的资源

错位。 87 个服务点均位于《武陵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 》所确定的

油茶、茶叶、桑蚕、高山蔬菜、中药材等特色农

林产品基地,但图书馆缺少针对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及扶贫方面的种植业、养
殖业等图书。 ②适用于基层社会需求和客观规

律的总分馆建设模式探索进展缓慢,部分乡镇

图书馆分馆仅仅停留在台账层面,并无分馆实

体存在。
(3)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有待规范化

 

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直接影响区域内用户

对图书馆的体验。 县级图书馆馆员的服务意

识、居民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度可以体现出图

书馆的服务效能[21] ;乡镇分馆的开放时长、农村

基层服务点所提供的图书种类与居民对图书主

题需求反馈的契合度、图书更新及时性等是影

响居民对图书馆总分馆服务评价的关键因素

(见表 3)。 目前该地区基层图书馆开放时间、文
献反馈制度、馆员能力建设等方面亟待加强规

范,具体分析如下。 ①乡镇分馆开放时间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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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规定和标识,但调查发现,301 所挂牌

的乡镇图书馆分馆在应该开放的时间内开门的

只有 48 个,开门率 15. 94%。 乡镇图书馆由于实

际开放时间的不规范,将本已为数不多的读者

拒之门外。 ②总馆和分馆读者文献需求均未建

立起系统性、规范化、持续性的反馈机制。 在居

民对图书馆需求的反馈方式中,口头反馈或登

记簿方式依然占据较大比例,同时,口头反馈、

登记簿、意见箱、意见簿、馆长信箱、网络平台反

馈渠道也并不畅通,年均读者反馈的满足率为

42. 4%,反馈实现周期 1—9 个月不等。 ③总馆

对分馆馆员培训并无固定周期,平均为 1. 4 年 1
次,最多的为 1 年 2 次,最少的为 4 年 1 次;培训

内容涉及制度学习、图书分类、操作系统应用、
资源推广等,而馆员培训多流于形式,缺乏对培

训结果的规范化考核,培训效果不佳。

表 3　 城乡居民对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效果的非满意性评价情况

评价类别 不满意的指标 频数 频率(%)

居民对图书馆总馆提供服务主要

不满意指标

馆员服务态度 109 60. 56

环境舒适度 76 42. 22

开放时间 55 30. 56

馆内资源更新及时度 49 27. 22

读者意见反馈 41 22. 78

居民对乡镇图书馆分馆提供服务

主要不满意指标

开放时间 314 65. 42

图书更新及时度 277 57. 71

图书的种类和数量 271 56. 46

馆员服务态度 189 39. 38

信息化设施设备提供 164 34. 17

居民对基层服务点提供服务主要

不满意指标

图书的种类和数量 661 75. 98

图书更新及时度 594 68. 26

信息化设施设备提供 582 66. 70

读者意见反馈 475 54. 60

开展的讲座、培训等 293 33. 68

(4)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不够

《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

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 但目

前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进程缓

慢,缺乏后劲,且参与总馆建设的多、参与分馆

建设的少,对参与进来的社会力量缺乏评估考

核制度和奖励激励机制。 18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中只有 4 个县级图书馆社会力量实际参与次数

超过每年 10 次,且社会力量参与的活动主要为

社会捐赠图书、衣物和基层服务点建设过程中

经营性场所(空间)的免费利用。 志愿者参与行

为多停留在表面,多数志愿者是在单位、机关、
学校或者图书馆内部评估的要求下被动参与,
个人意愿在其中体现的并不明显。 此外,县乡

两级政府和县级图书馆对社会力量参与活动缺

乏宣传,对参与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的社会力量

也并没有专门的政策支持,激励力度较低。 仅

有极个别的县级图书馆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上对

参与进来的社会力量进行宣传,但由于平台自

身的社会知晓度较低,实际激励作用不大。 部

分社会企业也参与到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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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动机主要在于营利,如为参与“政府对图书馆

总分馆系统”建设招标,或者为打造企业文化和

社会形象而主动向图书馆提出共建服务点。

4　 影响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提升的因素

4. 1　 社会文化因素

在经济实力相差不大的前提下,影响基层

图书馆治理的主要社会因素是各地区特殊的体

制结构和区域内对图书馆的弱需求。 在社会学

中,国家治理主要通过“体制化结构”与“关系主

导的非正式结构”两种运行机制得以实现。 在

法治社会建设中治理目标的实施主要依靠体制

化结构运行,但在民族地区总分馆政策执行中,
“关系主导的非正式结构”则更为突出。 “关系

主导的非正式结构”是指基于“关系”维持和发

展的资源分配机制,也就是区域内“熟人社会”
文化,越到基层政府,这种倾向越明显。 “关系

主导的非正式结构”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在推

进图书馆治理制度执行时更偏重人情关系[22] ,
而这一做法往往导致政策执行与上层预期相距

甚远。 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过程中县级政府

相关负责人与图书馆负责人、总馆和分馆负责

人的非正式“关系”越紧密,相对应的资源倾斜

力度就越大,并且这一倾斜往往忽略区域内居

民对图书馆的实际需求情况。 这是我国基层地

区、乡土视角下政策执行环境特殊性所在。
居民对图书馆现实需求整体较弱。 越到基

层,居民对图书馆的认知就越少,需求也越少。
长期以来基层地区由于缺少图书馆这一实体机

构,民族传统乡土文化活动、团体文化及现代网

络文化娱乐活动繁多,导致居民生产生活对图书

馆并无依赖,阅读环境、阅读氛围缺乏[13] 。 调查

还发现,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空巢化问题严重,且
现代精神文化空虚、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和生活方

式等稳定存在,所在区域内的居民对传统文化生

活较为坚守,缺乏参与公共图书馆活动的热情。

4. 2　 治理体制因素

治理体制因素主要指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各

政策执行机构出于不同目的而相互依赖和相互

博弈。 从本质上说,政策执行作为决策补充而

表现为权衡与协商的过程[23] 。 图书馆总分馆制

政策执行所涉及的组织和机构,围绕着政策执

行后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互动,各方都试图产生

对自己最有利的执行结果。
就地方政府而言,面对国家出台的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政策,各县级政府可能为确保“政

令畅通”而快速原件照发,并没有考察本地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地域特点,政府相关部门也

没有能力配合上级政策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

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结果是图书馆总

分馆建设照搬政策模式,因地制宜程度较低,与
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契合度也较低。 此

外,部分地区关于基层图书馆治理中的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存在“法治”与“人治”关系紧

张的问题,制度的实施路径存在手段与目标不

匹配的问题,部分政策执行部门存在权力与责

任相分离的问题[24] ,导致该地区对公共图书馆

的“治理”功能被极大弱化。
就县级图书馆而言,在国家政策的强制要

求和绩效考核数据的需求下,县级图书馆与政

府管理部门关系稳定,双方关于总分馆建设事

务频繁地进行正式或非正式沟通,使得基层图

书馆总分馆建设“台账”几近完美。 也有少数县

级图书馆在完成政府管理部门日常工作考核的

基础上,从发挥公共图书馆社会文化作用、提高

居民文化水平角度出发,与县政府相关部门、乡
镇政府、乡村自治机构等进行高效率的联系和

沟通;在争取到县级政府文化资源、乡镇及乡村

空间和人力资源之后,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建设

快速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典

型案例。 这种成功的案例也能体现县级政府在

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反过来促使县级政府更

加重视图书馆事业,将经费资源向图书馆倾斜;
图书馆所受政府的支持也从单一文化资源支持

扩展到经费支持,图书馆的社会知晓度、满意度

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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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政策执行者的个人因素

政策执行是要将抽象的政策具体化,所以

执行者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至

关重要[25] ;同时,多数行为都由多种动机促成,
在动机决定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

或者全部基本需要同时决定[26] 。 因此,影响公

共图书馆管理者对政策执行的动机一般包括履

行上级管理部门工作职责要求、图书馆的社会

功能有效发挥、馆员个人人生价值追求满足等。
相对于常规区域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27] ,我国

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制度,区域内的政策执

行者实际面对的情况往往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制

度难以详细规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从县级政

府公务人员到各级图书馆馆员在政策执行中存

在更加独特的自由裁量权,且执行的空间弹性

更大[28] 。 在因地制宜进行图书馆建设的政策执

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不利

的环境条件下,以最小的风险取得最大的工作

成果,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难度、最大程度

地提高效能。 政府管理者更关心的是公益性的

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工作效果、目标的达成度及

政绩彰显的成功几率。 “责大于权” 的广大乡

(镇)村干部则是基于上级政府要求、自己的工

作精力、当地居民实际需求、额外工资收入等考

虑,做出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决定,往往将

国家层面强调的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这一

核心理念淡化(见图 2)。 执行者的自主裁量权

和动机的错位与区域内图书馆治理制度建设滞

后、因地制宜的实践缓慢、服务方式的创新不足

以及居民的满意度整体较低具有较强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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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粗虚线为实际映射,粗实线是理论上和国家战略要求的映射

图 2　 总分馆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与政策执行动机映射

4. 4　 运行机制因素
 

运行机制是指在基层图书馆建设中对各相

关方公平参与的保障机制,是对在图书馆政策

执行过程中相关主体相互博弈、调适、推动地方

政府持续有序开展图书馆建设的组合模式与调

控措施的总称[29] 。 调查发现,该地区政府与图

书馆、县级图书馆与乡镇图书馆和基层服务点

的正规化沟通协调机制并未建立,突出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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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政策的制定是从国家到

省级到市级再到县级的单向直线过程,反向沟

通几乎无法实现,少有的双向沟通仅出现在为

数不多的县级政府与县级图书馆、县级图书馆

与乡镇分馆和基层服务点之间。 因此,市级或

者更高一级管理部门按照制定的标准对县级图

书馆总分馆建设进行检查考核时,会发现政策

执行不到位或无法高质量完成。 现有监督反馈

制度的盲点在于上级监督多是对图书馆台账和

县级政府推荐的个别样板乡镇图书馆或基层服

务点进行审查。 由于时间、人力和工费支出限

制等常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利益因素,相关部

门严重缺乏对基层图书馆的实地考察,而对图

书馆建设成果的实际奖惩也同样缺失。 基层图

书馆总分馆制度落实执行逻辑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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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粗实线为制度执行的理论逻辑,细实线及虚线为影响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制度执行的现实逻辑

图 3　 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制度落实执行逻辑

5　 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提升与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方向

5. 1　 构建基层图书馆总分馆治理制度体系

构建基层图书馆总分馆治理制度体系,是
推动民族地区图书馆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正

在经历制度法规优势向发展治理效能的转

化[30] 。 建立起以公益目标为导向、决策专业科

学、激励监管制度健全的现代治理结构成为治

理制度完善的重要突破口[31] 。 制度建设要坚持

“问题导向”,增强制度创新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32] 。 针对基层图书馆治理制度体系的缺失、
关系主导的非正式结构文化背景、执行主体的

自主裁量权和动机错位、因地制宜实践缓慢、服
务方式创新缺乏规范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

书馆建设缓慢等问题,解决方案在于提升基层

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此,
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公平公

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针对特定地

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的区域

支持政策[33] 。
建立面向基层图书馆的治理制度体系,尽

可能减少治理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干扰,尽快将

治理引入法治轨道。 通过制度的制定、解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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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完善,为基层图书馆治理实践提供更为明

确的指导,避免治理过程中对人、财、物、时间、
空间的浪费。 ①在《公共图书馆法》 《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等制度建设基础上,以省

域或者某一集中地区为单位,制定实施“图书馆

总分馆指导意见”“基层图书馆馆藏资源评估标

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规范”等制度和

标准。 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标准,要
充分考虑地域、民族、文化习俗等社会因素,体
现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和特色,真正让图书馆

总分馆在促进民族地区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中

发挥作用,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 ②明确在以人为本、追求公共文化服务普

遍均等理念的前提下,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要

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落实总分

馆制度,服务内容充分体现地方特色,细化和量

化服务标准,明确各方责任,避免评估内容和评

估标准的“一刀切”。 ③颁布实施“民族地区基

层图书馆总分馆经费划拨方案”,明确县级政府

对区域内图书馆总分馆发展经费支持额度或占

区域内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34] 。 ④尽快出台网

络环境下“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文献需求反馈

制度”,明确文献需求反馈统一平台、用户需求

反馈时长、需求满足周期等。

5. 2　 因地制宜探索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新

模式

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建设直接采用其他地

区已有经验,结果并不理想。 民族地区与目前

总分馆制建设较为成熟的东部和沿海地区在地

域环境、文化背景(尤其是社会心态)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他区成功经验可为民族地区提供的

有效指导有限,也迫切需要相关部门与机构探

索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新模

式。 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事业所有相关者需要

在“合法性”与“最佳性”的基础上探索全新逻辑

结构,来满足国家治理制度落地要求和居民的

现实需求。

首先要深入理解民族地区的地域特点,图
书馆总分馆建设面临区域位置偏远、独特的民

族文化和信仰、农村空巢化、图书馆弱需求等现

实阻碍,同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不同区域居

民对新型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学生

优质辅导资料、民族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开发与

利用等系统性专题文献存在现实需求,但总分

馆建设中形成并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专

职专业人员缺乏的现状等。 其次,要对民族地

区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新型模式在时间和考

核方面给予一定的包容度,避免急于求成以及

用现有的全国统一标准“一刀切”式进行评估。
如武陵山片区因地制宜进行总分馆建设,已经

探索形成“总馆+个别乡镇图书馆+个别基层服

务点+较为密集的流动服务”模式雏形,就是突

破本片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经费不足、人员缺乏、
体制障碍、地理环境艰险以及居民需求弱等难

点所做出的艰难尝试,亟待学界和业界进一步

深入调查,并在政府支持下推动其包容性发展。

5. 3　 完善总分馆制的运行机制,提高总分馆制

运行效率

完善总分馆制的运行机制,提高总分馆制

运行效率,实质是对已有的较为科学的基层图

书馆总分馆治理制度进一步执行落实,主要涉

及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各级图书馆及其馆长、
社区负责人与社区居民等,其关键是监督和奖

惩。 ①各级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扎扎实实贯彻法治理念,以法为引领、以法

为遵循、以法为底线[35] ,将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与

文化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国家高质量发展

战略紧密结合,明确政府在基层图书馆总分馆

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各项制度执行的责

任主体和监督主体,对各参与主体进行透明化

权益分配。 ②基层图书馆及乡镇负责人要强化

制度意识和责任意识,深刻领会国家的文化治

理政策,明确总分馆建设是一种法治行为,事关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百姓文化权益保

障。 合理借鉴其他地区总分馆建设成果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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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并因地制宜进行本土化实验与探索,避免拿

来主义。 同时,在各地区基层政府现有资金支

持有限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图书馆全体工作人

员主观能动性,使有限经费取得最大效益;吸引

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形成图书馆与政府、图书馆

与社会民众的长期良性互动,增强基层图书馆

与社会大众的关联度和居民满意度。 ③实施政

府监督、图书馆行业监督、社会力量监督等多主

体监督,畅通线上监督和线下监督渠道,采用通

报、约谈、评估、督查、督办等多种手段,在体制

内形成刚柔并济的行政监督和促进机制,实施

从总分馆建设制度文本制定到建设结果满意度

考核和评价全流程监督。

5. 4　 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图书馆馆员职业使命

和专业能力

从系统论和管理理论来看,馆员尤其是图

书馆的管理者是图书馆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
为提升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应通过法治化赋

能图书馆管理者[36] 。 培养和强化馆员职业使命

和专业能力,是提升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又一着力点。 ①制定实施基层图

书馆管理者选人、用人、培训和考核制度。 如制

定实施“基层图书馆馆长任职条例”,严格基层

图书馆一把手任职门槛,明确学历、专业、经历

等要求,选择有志于基层公共图书馆事业、具有

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的人员担任管理者,避免

馆长任命过程“黑箱化”导致的德不配位或才不

配位情况。 ②制定实施“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

设培训考核制度”,明确培训周期、主题、培训结

果考查方式等,避免培训形式化,切实通过培训

提高馆员的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培养赋能型

馆员和管理者,提高基层图书馆发展的内生力

量。 ③制定实施“基层图书馆管理者综合评估

办法”,在常规的体制内部考核、台账数据考核

和管理者评估周期的同时,引入管理者能力第

三方评估。 在对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成果进

行实地考察和居民认可度调查的基础上,形成

评估报告。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历时近一年,
走进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民众日常生活,以涉

及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事业发展的具体人和事为

研究对象,探索其背后的“人情世故”,阐释县级

图书馆总分馆运行的理论逻辑,助力基层图书

馆治理效能提升和未来高质量发展。 基层图书

馆正经历由“人治”向“法治”的艰难转变,其高

质量发展应该建立在治理效能提升基础之上,
这也应该是图书馆界以及管理部门在当前甚至

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要担负的重要且艰

巨的任务。

致谢:本文系中国图书馆学会资助一般项目“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治理效能调查研究”(编号:
2022LSCKYXM-ZZ-DX0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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