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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与特点

谢双凤

（湘潭大学图书馆  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工作持续稳步推进，经历了1978年至1993年的起步探索阶段、1994年

至2010年的整体推进阶段和2011年以后的纵深发展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在实践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

以下特点：以点带面、主次明朗、政策引导、财政支持以及数字化助力精准扶贫，总体实现了稳步推进、纵深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文化扶贫；实践进程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The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bstrac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fforts in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steadily progressed, undergoing distinct phases: the exploratory stage from 1978 to 1993,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phase from 1994 to 2010, and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phase since 2011.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has 

garnered substantial experience throughout its practical journey,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aspects: targeted initiatives 

with broad impact, clear prioritization, policy guidance, fiscal support, and leveraging digitization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se efforts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endeavor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al journey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工作由浅入深迅速推

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于2020年底如期完

成脱贫任务。传统的扶贫主要从经济与物质上进行

帮扶。然而，经济物质贫困的背后深藏着精神文化贫

困的特质，只有改变贫困落后的文化环境，才能从根

本上摆脱贫困。文化扶贫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给予贫

困群众支持，助其获得知识文化与劳动技能，激活贫

困者的内生动力，助其尽快摆脱贫困。本文将回顾和

梳理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进程，旨在为

中国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

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提供历史维度的借鉴[1]。

在我国扶贫开发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改革

开放以来的文化扶贫实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起步

探索阶段（1978—1993年），制度变革推动文化扶

贫工作起步，开始区域性瞄准为主的科技扶贫开发

及文化扶贫试点，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素质实

现脱贫致富，文化扶贫的作用逐渐被公众认可，并

于1993年12月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为下一阶

段文化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整体推

进阶段（1994—2010年），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的阶段性实施为主要标志，这一时

期，我国文化扶贫规模逐渐扩大，文化援助机制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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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化扶贫形式日益丰富，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全面建立，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为下一阶段文化扶

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纵深发展阶段（2011

年至今），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1年印发的《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为起点，文

化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强，特色文化扶贫产

业逐步建立，并开始了数字化助力精准扶贫的探索。

1  起步探索阶段（1978—1993年）

1.1  制度变革推动文化扶贫起步

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启动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替代国家

计划的重工业发展优先战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

些战略和政策，包含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和促进农

村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这一时期，我国已开始尝试

相关扶贫活动，强调科技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重

要影响，并在政策中得以体现，推动了文化扶贫工作

起步。改革开放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北京召开

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强调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四

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需要在我国造就

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并制定了《一九七八年至

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2]。随后

又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与

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

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3]。1979年9月，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

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科学文化水平低，实现农业现代化，

迫切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文化来武装农村工

作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有大批掌握现代农业

科学技术的专家，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农业科学技术

队伍，需要有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农业院校来培养

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同时，要极大地提高广大

农民首先是青年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4]。以该决

定为指导，我国开始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调整农村生

产关系，并制定相应的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各项方

针政策，成为消除农村贫困的重要起点。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

要》指出农业可以吸收多学科的科学技术成就，成

为知识密集的产业部门，必须提高对科学重要性的

认识，加强智力投资、农民教育，抓紧扫盲工作，提

高科学文化水平[5]。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明

确提出要增加贫困地区智力投资，重视贫困地区的

教育，加速培养适应山区开发的各种人才[6]。1985年

1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中提倡“东西互助”，鼓励各有关部门组织志愿服务

队，赴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科技、教育等

服务，并对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重奖[7]。同年9月，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指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

技进步，都有赖于中华民族的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

有赖于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大的

发展；强调必须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

化建设，积极扶持老革命根据地、边疆地区和其他贫

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培植和增强这些地区内在的

活力[8]。人文因素开始作为扶贫工作中的一个战略

性指标，扶贫工作向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方向

发展。

1.2  区域性瞄准为主的科技扶贫开发

1979年，在农业部主持下，全国各地区分别选择

一个县建立农业科学试验、推广与培训中心，把以前

的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学校融

合在一起，以技术推广为中心，将实验、示范与技术

培训有机结合。1982年，全国县级农业科学技术推

广中心基本建立[9]。随着普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

较快发展，农业技术人才也迅速成长起来，给农业的

生产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许多农业技术得到广

泛应用，获得了极显著的增产效果。随后，我国开始

了区域性扶贫项目——“三西”建设，这是我国最早

的农业区域性扶贫开发建设项目。据统计，1983年

到1992年，甘肃“两西”（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

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地区十年间共使用“三西”专

项资金16.6亿元，其中用于科技推广、技术培训等智

力投资为0.6亿元，占总额的3.6%[10]38-48。为逐步改

变两西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种植业、养殖业的

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素质以适

应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有效地进行两西地

区的开发建设，两西地区始终把智力开发和科技扶

贫放在重要位置，10年间共推广科学种田面积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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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培训农民技术员130万人次[10]48。百万名科技

人员活跃在农业第一线，增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

功能，加快了两西地区脱贫的步伐。

1.3  文化扶贫定点试验

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是我国文化扶贫的发源

地。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主任

辛秋水总结了自1980年以来在大别山区调查所提出

的智力扶贫思路，于1985年发表了题为《迅速组织

一支开发贫困山区的智力大军》的建议材料，获得

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赞同[11]。随后中央政府批准实施

了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

计划”，用科学技术开发贫困落后地区。1988年，辛

秋水先生选择了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国家级重点贫困

县——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作为试验区，进行科技

文化扶贫试验[12]。建立起“三个基地，一个保障”，即

乡图书室、村阅报栏和实用技术培训中心三大科技

文化扶贫基地，以及由竞选“组阁”而产生的村民委

员会作为扶贫的领导保障[13]，旨在提高广大基层干

部与贫困主体的素质。经过持续八年多的文化扶贫

实践，岳西县莲云乡的贫困面貌有了明显改变，农业

生产总值增长迅速，人均年收入增长率达13.9%[14]。

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于1992年7月在滁州市、黄

山市、安庆市、六安地区、池州地区的部分乡镇，推

广莲云乡文化扶贫经验[15]。文化扶贫通过提高贫困

人口的自身素质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其作用逐渐被

公众认可。文化部于1993年12月成立了文化扶贫委

员会，为下一阶段文化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

基础。

2  整体推进阶段（1994—2010年）

2.1  文化扶贫规模逐渐扩大

随着贫困定义内涵的逐渐丰富，政府除了关注

绝对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与温饱问题外，还增加了

对他们精神文明建设与个人能力发展等方面的关注。

国务院结合全国扶贫开发实际印发了《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要求制定科技扶贫

战略规划，增强实施“星火计划”的力度，并采取灵

活多样的形式改善群众文化生活，指导和推动扶贫

工作转到依靠科技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16]。

此时，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短缺经济”基本

结束，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主要任务的文化扶贫工

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并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

响应。1994年，光明日报同三九集团、美菱集团、福

建教育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等10个单位联合组

织文化扶贫活动[17]。同年，《乡镇论坛》杂志社拿出

35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于7年内向1万个以上的贫困

村赠送杂志，被称为当时的一次文化扶贫壮举[18]。各

级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和人民解放军等也纷纷参与

定点扶贫，其中各民主党派的扶贫重点是提供智力

支持[19]。全国性的文化扶贫初具规模。

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

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2001年6月，国务院根据我

国扶贫开发新形势印发《中国农村扶贫纲要（2001—

2010年）》，指出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

化素质，是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也是

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必须把农民科

技文化素质培训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工作[20]。自此，

全国扶贫系统把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作为

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途径，积极开展贫困家庭劳

动力外出就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这项

工作与“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和产业化扶贫一起，形

成了扶贫开发的三项重点工作。随着培训规模和力

度的不断加大，为规范管理、扩大影响，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将这方面的工作统称为“雨露计划”，

旨在通过就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

就业和创业能力。据统计，2004—2006年，各级财政

累计投入13亿多元，各级扶贫系统直接培训的贫困

劳动力超过292万人[21]。

2.2  文化援助机制初步建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很有预见

性地提出“两个大局”思想，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

起来，并要求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拿出更多

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22]。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了东西部合作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明确由东部发

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落实“先富帮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23]。同年5月，文化

部于四川万县市召开“全国文化系统对口支援三峡

工程库区移民工作会议”，上海市文化局、浙江省文

化厅和宁波市文化局三家共同支援万县五桥区新建

的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于一体的“文化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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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新区人民文化活动中心[24]，丰富了贫困地

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快了贫困地区的脱贫步

伐。2000年，我国正式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央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取决于各类人才培养

的数量和质量”[25]，并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

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工程”“知识工程”“希望

工程”“智力支边”“三下乡”“手拉手”等文化扶贫

活动很快地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26]。2005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动员社会力量

支持农村文化建设，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对口扶贫

计划，建立和完善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

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援助机制，支援农村

文化建设[27]。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为使

困难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我国持续深入

开展对口帮扶活动，经济发达地区向贫困落后地区

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加大文化赞助的力度，推动

了文化援助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2.3  文化扶贫形式日益丰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扶贫工作的基本目标是以

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主。此时，文化扶贫领

域的主要任务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劳动技能培训以提

高其创收能力，文化扶贫形式较为单一。文化部于

1993年12月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后，就以其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开展了

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

首先，文化扶贫委员会联合国家新闻出版署、共

青团中央、四川省委宣传部、农民日报社等单位，共

同发起实施“万村书库”工程，预备为全国两万个村

各建一座图书室，向每座图书馆无偿赠书几百种[28]。

通过各方面人士包括农民自己的努力，截至1999年

已建成53 000多所小型图书室[29]。1994年，文化扶贫

委员会联合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倡导

开展城乡小朋友“手拉手”活动。1995年底，参加“手

拉手”活动的少年儿童达1 100多万对，受到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与肯定。同年4月，文化扶贫委员

会又联合中宣部文艺局、文化部艺术局等单位，实施

“为农村儿童送戏工程”，使260多万农村少年儿童

看上了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剧，还开展了电视扶贫工

程、报刊下乡工程、电脑下乡工程、光明工程、贫困

地区影视文化中心工程等一系列文化扶贫工作[30]，

极大丰富了文化扶贫的内容与形式，有效提高了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的阶段性实施，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据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改

革开放初的2.5亿减少至2 688万[31]。人们收入水平

稳步提高，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

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为下一阶段文化扶

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3  纵深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3.1  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每年拨付大量财政资金用

于扶贫开发工作，但在扶贫初期，划拨到文化建设领

域的占比较低。据统计，1997年到2000年间，592个

国定贫困县超过61%的扶贫资金投向农业与工业，

7.3%左右投向交通运输业与贸易餐饮业，其中投向

卫生教育与培训推广的资金占比不到5%[32-33]。该数

据表明，国家早期扶贫投资的重点领域是农业与工

业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主要目的是提高贫

困人口的增收能力，而对提高人口素质等文化软实

力领域的投入较少，资金成为制约贫困地区文化建

设的关键问题。

迈入21世纪，建立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核心任务。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2011年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强调要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图书

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

室[34]。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中央财政不断加大

对于构建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力度。

2011年至2016年累计投入1 080.88亿元用于支持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实施

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公益性文化设施及农村文化建

设等领域。其中，2014年至2016年间，中央财政又增

设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落后地区文化人才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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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分别占当年度投

入总额的11.92%、13.43%与12.94%[35-38]。2015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要与国家扶贫开发攻坚

战略相结合，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推动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

越式发展[39]。为贯彻落实该意见精神，保障贫困地区

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财政经费，财政部制定了《中

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40]，实现了

公共文化政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有效对接。2017年

3月重新修订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在资金支出范围中明确指出，专项扶贫资金可用于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支出，

为扶贫资金在文化领域的使用提供了政策依据[41]。

此外，各部委、各级政府还划拨了用于文化扶贫的各

类专项资金，如文化部、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等都在专业领域设立了文化扶贫的对口项目，

投向文化扶贫的专项资金逐年加大。

3.2  文化扶贫产业逐步建立 

文化产业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

一，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具有促进就业增收的独特优势。改革开放初

期，我国多数贫困落后地区的文化产业处于一种初

级状态，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进展，文化扶贫产业

开发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强调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42]。这从战略高度为

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各

扶贫省份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措施，着力打造当地特

色文化品牌产业。2012年，陕北安塞区制定了《关于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

县的实施意见》，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与扶贫工作相

结合，全县文艺人才劳务输出每年收入大概在400万

元以上，解决了部分贫困群众就业难的问题[43]。贵州省

黎平县推行“文化+大扶贫”模式，全面盘活红色文化资

源，打造高质量红色旅游景点，2017年至2019年间共

带动11 620人实现脱贫增收[44]。云南省大力发展以

“金木土石布”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产业，创造了几百

亿元的经济增加值，带动农村上百万人就业[45]。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提出要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生产社会价

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优质文化产品，扩大中高端

文化产品服务和供给[46]，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同年5月颁布《国

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将完善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全面实现文化发

展改革的目标任务[47]。文化部随即颁发《“十三五”

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指出要加快贫困地区

文化产业发展，鼓励贫困地区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发

展特色文化产业，支持建设一批具有富民效应和示

范效应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和特色文化产业项目[48]。

2018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大力振

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要求大

力推进文化扶贫工作，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发挥

非遗尤其是传统工艺在助力精准扶贫方面的重要作

用[49]。随即以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洲”为重点，兼

顾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级贫困县，选取确定了10

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设立非遗扶贫就业

工坊，并支持电商企业等帮助销售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生产的传统工艺产品，形成扶贫就业、产业发展和

文化振兴的多赢格局[50]。以上出台的政策与措施均

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突破对象，为贫困落后地区文

化产业的建立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3.3  数字文化助力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

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2014年1月，

中央办公厅详细规划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

计，推动“精准扶贫”思想落地[51]。2015年11月，文

化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针对贫困地区制定

了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案，标志着我国

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正式进入精准化实践阶段[52]。

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其中农村网民占比

为27.5%。全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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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字文化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

工作途径。针对偏远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盲点问题，文

化部于2013年启动建设“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整合资源，提高配置标准，

构建环绕我国边疆地区的功能全、覆盖广、效能高的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53]。贵州省利用云计算等技

术建设“扶贫云”平台，将庞大的扶贫数据进行记录

分析，对扶贫信息进行可视化和量化处理，对扶贫项

目、贫困户的定位精准到村级，使得扶贫工作更加人

性化、精准化[54]。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于国家扶贫

脱贫战略的意识，是推动文化精准扶贫的关键。2017

年3月，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55]，同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56]，均对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平台建设作出规划安排。同年7月，文化部印

发《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

强调要结合文化精准扶贫，将中西部贫困县县级公

共图书馆、文化共享工程乡镇基层服务点建设纳入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

化设施提档升级[57]。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公共文化机

构基层服务的中心是精准扶贫，而数字化是实现精

准扶贫的最有效手段[58]。

4  我国文化扶贫的特点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工作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显著成效，其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点带面。坚持试点先行，积累经验、深化

认识，保证文化扶贫工作与基层经济政治建设需要

相适应，将上级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的脱贫责

任相结合，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方面

入手，深入挖掘当地资源，激发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

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

上，再逐步扩大规模，由点带面全面铺展开来。

（2）主次明朗。坚持以项目开发为载体，与脱贫

致富紧密结合，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

劳动技能，创收增粮，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

主，而非单纯地进行思想教育与文化活动。同时又超

越了仅仅满足贫困人口的经济利益层面，牢牢抓住

“提高人的素质”这一核心问题，立足长远，推动社

会全面进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3）政策引导。文化扶贫工作始终以改革为纲，

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为导向，以阶段性的规划纲要为

准绳，四十余年一以贯之。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

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之中；重点突

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连片特困地区的扶

持力度；部门协作，形成文化扶贫合力；社会帮扶，广

泛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鼓励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

富裕。

（4）财政支持。加强财政统一规划，中央财政拨

款稳定足额，当地政府在严格落实中央财政要求的

前提下有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支配扶贫资金，

保持相当的力度和延续性。较强的整体规划使得文

化扶贫工作更能跳出短期的利益束缚，循序渐进地

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贫困落后

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立特色文化产业，推动文化

扶贫实践深入发展。

（5）数字化赋能。在当今国内外经济不断发展、

颠覆性技术不断更新的社会大背景下，文化扶贫实

践紧跟时代步伐，通过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先进的互

联网科技整合资源、提高配置，对扶贫信息进行可视

化和量化处理，帮助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贫困地

区的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因势利导，形

成线上线下双向互动模式，推动文化扶贫工作往人

性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文化扶贫的实践

进程，总体上实现了稳步推进、纵深发展，反映了一

直以来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

各界对扶贫事业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国已于2020年

底消除了整体性的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问题还将

长期存在，我们应尽快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坚决守住防止脱贫人群返贫的底线[59]，使全体

群众都能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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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策略研究

甘佩玄  陈　雅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着新的形势。文章通过文献调查法和网络调查法，对我国长三角地

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利用方式与策略进行研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应健全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利用

方式和策略，参照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经验，采取区域协作策略、开发文旅融合项目、打造地方文

化品牌、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加快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从而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全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关键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地区；“十四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G259.275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bstract China'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ace new challeng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and online survey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utiliz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t propose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and refine the utiliz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our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Draw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is research recommends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projects,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cultural brands, 

the enhancement of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cloud 

platforms. These measures are aimed at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further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Yangtze River Delta; 14th Five-Year Plan

*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BTQ042）成果之一。

*

1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目标解读

1.1  公共文化服务层次与内涵

2007年以来，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水平，是集中体现我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

要标识[1]。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

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

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

服务[2]。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均等性、公益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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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性、继承性、包容性等特征。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

可以阐释为：从社会公益性出发，由政府主导、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以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需求为

目的的一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从内容层面进行划

分，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分为服务、活动、数字化建设

三个层面，从这三个层面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融入群

众生活。基层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和薄弱环节，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是以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

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相关服务，包括面向基

层展开的文化、体育、广播和电视及新闻出版等公共

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等[3]。我国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主要指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构上属于直线职能式组

织结构[4]。

1.2  “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目标特征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对“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目标具有如下说明：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

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5]。推动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

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

民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6]。

根据《纲要》与《建议》对“十三五”时期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所做的说明，我国“十三五”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目标具有均等化、标准化、数字化

等特征。强调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加大保障力度，

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建

设，促进资源共建共享，使城乡居民都能享有公共文

化服务。

1.3  “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目标特征

“十三五”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

重大成就。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深入推

进，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已建成3 196个公

共图书馆、3 326个公共文化馆、5 132个公共博物

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免费开放工作持续扩大，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效

显著，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

性[7]。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城乡之间公共文

化服务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此基础上，文化和旅游部在出台的《“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中指出，“十四五”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力争达

到以下目标：公共文化服务布局更加均衡；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更加

多元；公共文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取得新突

破[8]。从上述目标来看，我国“十四五”时期公共文

化服务目标具有均衡化、多元化、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等特征。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十四五”时期应不断完善资源利用方式和策略，推

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  我国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

结构

2.1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形式

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采取复合治理、

区域协作的形式。复合治理就是在政府主导公共事

务治理过程中，强调政府同市场、社会组织形成多元

复合主体，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

事务的新型治理模式[9]。复合治理模式下，长三角地

区各级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出台政策、规划和标

准，制定各种计划和方案，对文化服务的开展进行引

导和监管。截至2023年6月，笔者通过查询北大法宝

以及各级政府网站，对长三角地区出台的有关公共

文化服务政策的数量进行统计，表1列举了上海以及

五个新一线城市出台的相关政策数量。而在区域协

作方面，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治理方面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推进文化服务的开展，

形成长三角地区的联动发展，如长三角地区合作与

发展联席会议、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等活动

对于区域内形成互联互通的良好发展局面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此外，为了加强长三角地区文化的协同

发展，在2021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成立“长三角

电影主题馆”，为长三角地区创制的作品提供展示平

台，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文化娱乐需求。

2.2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形式

长三角地区依托各基层文化云平台，如南京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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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公共文化云、上海文化浦东云、浙江余杭文化云

等进行资源整合，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县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如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的《浙江省文

化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加快构建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大力发展文化志愿服务、文化捐赠、文化公益等，推

广“文化管家”模式，引导和扶持文化类社会组织发

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设施运

营管理[10]。以各区（县）文化和旅游局为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主要管理机构，下辖区（县）公共文化馆、博

物馆、图书馆等直属机构、乡镇综合文化站以及农村

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三类机构。通过这三类机构与

社会力量进行协作，把握当地特色，抓住发展重点，

打造各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品牌，创新服务形

式和内容。如江苏茅山茶海的麓远书房，结合当地特

色，以“茶香书韵”为主题，打造“茶香书韵”系列阅

读推广活动。

2.3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分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末，长三

角常住人口总量达2.35亿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为4 786.25万人，占其人口总数的20%以上。

从户籍人口规模来看，长三角地区户籍老年人口总

数已达到4 789.01万人。从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来

看，长三角地区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中，

上海最高，为36.1%；江苏其次，为23.5%；浙江第三，

为23.43%；安徽最低，为17.1%。长三角地区的老龄

化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发展速度较快，整体已经进入

人口加速老龄化阶段。表2所示长三角地区年龄结

构呈“少老双升、老化加剧”态势。

因此，从年龄分布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进

行分析，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可以

主要聚焦于老年人和青少年。当前长三角区域老龄

化程度较高，以老年人作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利于缓

解社会压力，提升社会幸福度。而以青少年为主要服

务对象，除了与地区年龄结构有关外，这也与我国当

前实行的人才强国战略相吻合。当前，全球人才竞争

激烈，青少年作为强大的后备军，完善的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有利于使其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更

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4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形式

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形式主要以县级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为抓手，依托基层公共

文化云平台，优化布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

动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新型空间，扩大公共文化服务

覆盖面。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线上主

要依托文化云平台提供信息咨询、文化娱乐、线上

直播、阅读培训、特色文旅、场馆预订等主要服务；

线下则主要围绕三馆一站开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活动。

表 2  全国和长三角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及变化情况

地区
2020年/% 比2010年上升（百分点）/%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65岁及以上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65岁及以上

全国 17.95 63.35  18.70 13.50 1.35 -6.79 5.44 4.63

长三角 15.20 64.45  20.35 15.10 1.41 -5.99 4.59 4.95

上海 9.80 66.82  23.38 16.28 1.20  -9.48 8.28 6.20

江苏 15.21 62.95  21.84 16.20 2.20 -8.05 5.85 5.32

浙江 13.45 67.86  18.70 13.27 0.24 -5.04 1.67 3.93

安徽 19.24 61.96  18.79 15.01 1.47 -5.25 3.78 4.78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表 1  长三角地区 6个主要城市出台政策数量

地区 政策数量

上海 30

南京 11

苏州 11

宁波 9

合肥 9

杭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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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提

供方式

3.1  资源类型

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共

文化资源分类》，公共文化资源指满足公民基本文

化需求为主要目的所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产品、

活动、服务以及上述对象相关的公共文化主体等各

类要素[11]。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最新发布的

2022年统计年鉴[12-15]整理汇总发现，长三角地区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主要有文化站、图书馆、博物

馆、展览馆、文化云平台、剧院、剧团等提供的文化

活动。表3以长三角地区2021年公共图书馆业务活

动及经费情况为例，列出其目前主要提供的业务活

动及经费情况，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在

提供文化服务、组织文化活动方面具有重要贡献。

表 3  长三角地区 2021 年公共图书馆业务活动及

经费情况

项目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上海市

总藏量/万册件 11 160.84 10 619 3 770 8 222.16

累计发放有效借书
证数/万个

2 026.69 793 367.7 —

书刊文献外借人次
/万人次

4 499.65 1 824 4 099 275.66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万册次

8 019.63 7 399 2 281 1 536.38

组织各类活动次数
/次

15 343 — 9 800 1 632

总支出/万元 145 434.6 145 727 43 031 —

本年新购藏量/万
册件

603.92 769 — 187.29

阅览室座席/个 79 767 98 000 50 833 22 565

3.2  资源分布特征

尽管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处于较高的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水平，但该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受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差异的影响，

具有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特点。从长三角地区各市最

新发布的2022年统计年鉴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各

区县的建设重点不同，例如在文化站建设方面，合肥

市目前只有5个文化站，建设情况略显不足，但艺术

表演团体数量达到170个，较为可观。在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资源供给体系中，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分布于

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不同部门之中，而城市群中

的核心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

发展水平不同，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供给数量以及质

量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不连贯性。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上海、苏南、浙北地区资源比较丰富，而苏北、浙

南的资源相对匮乏，导致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呈现出“上海—苏南、浙北—苏北、浙南”

的梯度差异[16]。

3.3  资源提供与利用方式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各市区2022年统计年鉴进行

梳理总结，发现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提供与利用方式主要是以文化站、图书馆、博物馆为

中心，举办展览、文化活动，进行艺术演出以及举办

培训班，此外还通过区级电视台和区融媒体中心制

作节目，在满足人民日常的娱乐需求的同时，提高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表4列举了长三角地区六

市资源提供与利用方式，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资源提供与利用是以三馆一站为中心进行的，

但由于各市统计年鉴指标不一致，导致部分数据欠缺。

4  我国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式

4.1  政府主导

在长三角地区提供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政

府作为管理主体除了负责制定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方

面的政策法规，引导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方向、

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外，还注重对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的管理。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出版的《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

统计年鉴2020》中，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以及上海

市县市级公共图书馆覆盖率为104.17%、99.05%、

97.78%、131.25%，分别位居全国第6、17、19、3，基

本实现全覆盖。在2023年2月12日至13日，文化和

旅游部召开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会

议，在会议公布的51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典型案例名单中，长三角地区有11个典型案例入

围，占总数的21.6%。

4.2  地方文化优化格局

长三角地区将地方文化特色融入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方式之中，使文化要素融入市民生活，打造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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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品牌。以江苏常州市基层公共阅读空间“秋白

书苑”为例，其“秋白”二字得名于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

者之一——瞿秋白同志[17]，反映了常州市对于红色

文化基因的积极传承。2019年1月28日，常州市首

家“秋白书苑”（北港文化共享中心馆）正式开馆。

截至2023年4月，“秋白书苑”已建成37家，实现常

州全域覆盖，成为常州市特色文化品牌[18]。

4.3  数字赋能与平台联动

长三角地区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5G、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以各级文化馆（站）为主要阵

地，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渠道，打造覆盖长三角地区

的丰富、开放、安全、便捷、 权威的全民艺术普及公

共服务平台。长三角四地文化云建设基本以行政级

别为依据，逐级分布，构建起省、市、区的组织结构[19]。

当前长三角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较为完

善，具有网站、微信、APP等多种访问方式，并且提供

场馆预订、文化资讯、演出预告、线上直播等多种线

上服务。但四地又具有不同的建设重点：江苏省以省

级平台为主，连接各地区的文化馆与艺术中心，并且

重视基层云平台的建设；上海市公共文化云建设比

较全面，各地区都有专属云平台，但各平台之间缺少

互联互通渠道；浙江省与江苏省相似，都是以省级文

化云平台架构起主要服务网络；安徽省同样注重打

造省级文化云平台，但对地区文化云平台的建设则

较为忽视。

4.4  融合开放建设

长三角地区推动有条件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机构因地制宜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找准

切入点，通过增加旅游宣传项目、合作开展研学活动

等方式，实现公共文化机构与旅游公共服务设施资

源共建、优势互补。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

展中心主办的2022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设计展示活

动中，苏州市吴江区元荡小馆在最美乡村文化空间

（创新案例类）榜单位列第三，长三角地区共有6个

项目入围前三十。元荡，是地处江浙沪两省一市交汇

点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元荡小馆

描绘了元荡的水脉源流、人文底蕴、乡风民俗及规划

发展，立足元荡，辐射周边。以元荡的故事为明线路，

以与周边的联系为暗线，两条线索相辅相成，通过以

小见大的方式与思路，配合元荡周围景区的整体氛

围，打造一个文旅结合、休闲打卡的主题展示馆，见

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新成果[20]。

4.5  社会多方参与的利用方式

长三角地区促进社会力量全链条参与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促进基层公共文化资源优化配置。以扬州

市城市书房为例，城市书房是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

与，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资源建立的，方便公众，免

费提供文献信息查询、阅读等相关服务的新型公共

文化设施。当前扬州市主城区已建成43家城市书房，

主要分布在广陵区和邗江区，成为扬州市文化名片。

在《扬州市城市书房条例》中明确提到，市、县（市）

表 4  2021 年长三角六市主要资源提供与利用方式

指标 南京 苏州 杭州 宁波 合肥 上海

文化站数/个 101 98 137 150 5 218

文化站举办展览/场次 1 290 1 476 — — 48 3469

文化站组织文化活动/场次 8 867 17 082 — — 202 48 231

文化站举办训练班/班次 6 306 15 836 — — 203 53 355

区县级图书馆数/个 13 5 8 11 5 20

区县级图书馆举办活动/场次 1 384 502 — — — 1 489

区县级博物馆数/个 41 20 26 74 19 116

区县级博物馆陈列展览/个 397 — — — 33 736

区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数/个 91 9 5 185 170 280

艺术演出/场次 838 590 707 978 — 21 100

广播电台数/个 5 — — 8 4 3

区融媒体中心全年公共节目播出时间/小时 23 448 28 390 — 60 055 — 50 269

区级电视节目全年播出时间/小时 27 728 31 592 — 55 265 — 44 974

区县级文化云平台数/个 3 3 6 5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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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可以制定有关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

力量参与城市书房建设、运行和管理，并且对在城市

书房建设、运行和管理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

给予表扬、奖励[21]。《扬州市城市书房条例》也是全

国首部以城市书房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

5 “十四五”时期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策略

5.1  采取区域协作策略

“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开

发与利用可以仿照长三角地区采取区域协作策略，

各县区之间加强协作，通过区域间的合作与联动，提

高公共文化资源整合与服务效能，满足公众的文化

需求，并按照各地特色进行资源开发，资源共享，优

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提高文化服务供给

水平，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还可以建立区域

间的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信息流通与互通。各个基层

单位可以共享文化活动的信息与经验，并联合策划

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扩大服务范围，增强影响力。

5.2  开发文旅融合项目

基层单位可以根据各地区本土特色，因地制宜

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进行项目开发，实现基层公

共文化机构与旅游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共建。文旅融

合是一个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最终实现相

互促进、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过程[22]。如对地区内

的传统村落进行开发。传统村落是中国乡村历史文

化的“活化石”[23]，作为人地关系耦合的典型乡村聚

落，传统村落在长期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凝聚了

丰富的历史信息、传统文化景观以及乡愁记忆情感，

拥有较于一般乡村聚落的独特文化延续价值，在现

代化语境下表征出了强烈的文化遗产属性[24]。对传

统村落进行开发，既能推动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也能

使公众更好地感受与继承地方传统文化。

5.3  打造地方文化品牌

我国各地区都拥有源远流长的地方文化资源，

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和传统艺术形式，这些文化资

源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各地区可以深

入挖掘地方历史、风俗、民俗等特色文化资源，举办

各类特色文化活动，如民俗体验、艺术展览、艺术表

演等，展示地方文化魅力，并建设特色文化场馆和设

施，方便公众感受地方文化，并由此提高地方文化品

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有效避免公共文化服务

内容的同质化。

5.4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有利于提高基层公共文

化可及性，公众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图书馆、文化中

心、艺术馆等设施，参与文化活动和获取文化资源，

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部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可以

通过服务外包、项目授权、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入符

合条件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运行或连锁运行。而

基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可以结合当地

文化资源进行场馆设计，结合馆藏文化资源进行开

发，吸引读者和游客前来，定期举办地方特色文化讲

座与展览等文化活动，并进行文创产品开发。以文具

类文创产品开发为基础，考虑读者消费需求，丰富产

品种类，进而增强三馆一站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

源提供与利用方面的作用。

5.5  加快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

公共文化云平台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为公

众提供文化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范围和

便利性。我国各地区应加快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以

省级公共文化云平台为中心，连接各市县文化云平

台，做到“一地一云”，并加强平台同基层文化设施

之间的协作配合，提高二者间的联通程度。文化云平

台可以在对基层图书馆、博物馆等场馆资源整合的

基础上，将这些资源转化成具有便捷性的多元服务，

推进基层文化云平台和文化场馆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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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心不已——邓衍林往来书札九通辑释

周余姣1  曹  阳2  张馨月3

（1.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天津  300387 ）

（2.丹东市图书馆  辽宁丹东  118002）

（3.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300387 ）

摘  要：邓衍林是我国知名的参考咨询专家，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晚年致力于《情报学/文献

工作教程引论》的翻译和引进，惜未能如愿出版。就《情报学/文献工作教程引论》翻译与修订事，其与钟元昭、徐

献瑜、马龙璧、陈余年、周竹英、辛希孟多有书札往来，文章对其中的九通往来书札以及相关附件进行辑释，从中可

考见其晚年孜孜矻矻致力于学术研究，壮心不已的学术心态。

关键词：邓衍林；书札；《情报学/文献工作教程引论》；翻译；科技情报

中图分类号：G252.6；G255.51        文献标识码：A

Unyielding Aspiration –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s of Nin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Deng Yanlin and Colleagues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of An Introductory Course on Informatics/Documentation

Abstract Deng Yanlin, a renowned expert in reference consulting in China,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s library industry. In his later years,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An Introductory 

Course on Informatics/Documentation, although his aspiration to see it published as planned was not fulfilled.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of this work, Deng Yanlin corresponded with colleagues such as Zhong Yuanzhao, Xu Xianyu, 

Ma Longbi, Chen Yunian, Zhou Zhuying, and Xin Ximeng. This article compiles and interprets nine correspondences and 

related attachments, revealing hi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an unyielding scholarly attitude in 

his later years.

Key words Deng Yanlin; correspondence; An Introductory Course on Informatics/Documentation; transl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  本文系2022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科研项目（非资助类）“‘图林文华’展陈中的图书馆社会价值传播实践研究”（项目编

号：2022LSCKYXM-FZZ-YB015）研究成果之一。

*

邓衍林（1908—1980年）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参

考咨询专家，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前人围绕其生平、著述以及贡献作了较多的探讨[1-3]，

亦对王重民致邓衍林书札作了考察[4]。邓衍林晚年致

力于《情报学/文献工作教程引论》（其译稿中的目

次又题为《科技情报学及文献工作的课程引论》）的

翻译和引进，惜未能如愿出版问世。2023年为邓衍

林诞辰115周年，笔者对搜集到的邓衍林与钟元昭、

徐献瑜、马龙璧、陈余年、周竹英、辛希孟的往来书

札九通及其附件予以辑释，揭示其这一晚年未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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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心愿，以为专门纪念。

1  不辞辛苦，积极翻译

邓衍林晚年尽管体弱多病，仍积极跟踪国际学

术资讯，试图翻译与引进An Introductory Course on 
Informatics/Documentation[5]（《情报学/文献工作教程

引论》）一书。该书出版于1971年。笔者在邓衍林后

人捐赠给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与手稿中，发

现有数通书札，涉及该书翻译事。

1.1  1974年9月23日钟元昭致函邓衍林为翻译事

姐夫：

第二章已译出，今寄上请查收。

这一章涉及了一些业务问题，加上有几张图不

在我手中，所以译的时候，遇到了不少困难，虽然译

出了，但不一定都理解得很确切，好在你是行家，误

译的地方，一看就能看出。希望你校阅时，对原文仔

细校一遍，免得出错误。有一些专门术语，更是没有

把握，也请你重新斟酌。

元昭

74.9.23

按：此书札用的是科学出版社的绿色方格纸，附

有所译的手写稿。钟元昭（1917—2003年）为邓衍林

夫人钟韶琴之弟，据其子中山大学教授钟世舟《记

念、缅怀双亲已故十周年》（未刊）一文记载，钟元

昭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和科学出版社专门从事科技翻

译工作，翻译作品多种，曾主编对外发行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中国古

代建筑史》）一书。此书札是邓衍林请求钟元昭帮助

翻译该书的部分章节，钟元昭完成第二章翻译之后

的回复。

1.2  1974年11月17日邓衍林致函徐教授为请教英

文翻译事

徐教授：

在《文献工作》一文中，有一段英文，其中涉及

数理及情报学的术语，我不懂，恐译错，特抄陈请教

并请在百忙中改正。多次麻烦您，感激之至。

这段英文有几个术语，如Semiotics一词，中文

应译作什么？查不出。Semantic  information可否译作

“语义情报”，又Sematic（信号论）这三个词的译名应

如何区别？

Informatics译作“情报学”妥否？“科学”二字

是根据原书所论关于科技情报工作或文献工作，译

作“科学情报学”妥否？按照原文解释Informatics是

情报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

另外一个术语：artificial  language译作“模拟语

言”或“人为语言”何者较妥？

敬礼

                                       邓衍林敬上

                                                                              74/11/17

                                      燕东园22号

此外与该书札内容比较接近的还有一通，疑为

此书札的草稿，现亦录文如下。

徐教授：

在《文献工作》有一段英文，我不懂数理逻辑和

电子计算机的术语，恐译错，抄陈请改正。

这段原文的一个术语“Semiotics”是一个新名词，

查不出，不知中文如何译，请教。

又在这篇文章中，还有几个术语，中文译名妥

否，一并抄录如下，请指正。

①semantic information  语义情报

②logical information   逻辑情报

③artificial language    模拟语言（？）

        人为语言（？）

Natural language    自然语言（？）

        天然语言（？）

④Informatics   情报学（或作情报科学） 这个新

术语，是这本书的著者新造的术语，有别于“文献工

作”（documentation）和图书馆学。译作“科学情报

学”不知妥否？

按：从这两通书札可以看出邓衍林给他人写信

时，有录副备份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在其藏书与手

稿中能发现较多其写给他人的书札底稿。此两函中

的徐教授，据邓衍林次子邓少林告知，应为著名计算

数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徐献瑜（1910—2010年）。

其时，徐邓两家均住在北京大学燕东园，距离不过

百米。1934年，徐献瑜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8

年，徐氏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是第一

个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徐献瑜在计

算数学研究方面深有造诣，加之为邓衍林近邻，又同

为自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可能多有学术交流。此两通

书札的内容均是邓衍林向他请教部分单词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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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74年11月20日马龙璧致函邓衍林回复咨

询事

邓衍林同志：

来信收到了。您身体不好，还孜孜不倦地努力

工作，使人钦佩。所问的问题，我不是内行。我调来

搞加拿大政府出版物，他们把信给我，我就答复您，

不对处，再商量。

1.BioNICS一般字典查不到，可能是仿生学。

1965年科普出了本仿生学，苏Крайзмер（注：译为

“克拉伊兹密尔”）原著，俄文见Бионика（注：译为

“仿生学”），大概不差吧！

2.Third rev.ed. of Engels’Dialectics, 1964.  我 馆

有，您的信上写了一个297，又写了一个207页码。

297页上没有那一段，207页是影印的德文原稿，字

小又草，不好辨认，何况又是德文，从您所引的一段

英文来看是别人的口气，那页手稿下面英文题字是：

“First Page of the golden on Dialectics of Nature.”（该

书我馆所编的号码是：A819，您可以通过北大图书

馆借。）恩格斯的原话在那一页，或是否在这本书中，

不知道。您看看还要怎样进行。

我们住得相隔太远了，不便时时前去就教。天

冷了，保重身体。

                                              马龙璧

                                                                                        74.11.20

按：马龙璧（1933—2001年？），字仲芳，北京图

书馆（即今之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部馆员，译有

《叙词表结构、编制和使用规则（美国国家标准）》

（与孙国辉合译）等多篇。此书札应是邓衍林向北京

图书馆参考部去函，信函分给了马龙璧答复，为此马

龙璧进行了回复。Dialectics of Nature即《自然辩证

法》的英译。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邓衍林手

稿中还有一封马龙璧于1964年12月30日写给邓衍

林的书札，仍是回答邓衍林关于brushes和duster的材

料以及真空吸尘器的相关问题。信封上题“联合目

录组钟韶琴同志转邓衍林同志”，可见是通过邓衍林

夫人钟韶琴转来的，当时钟韶琴在北京图书馆联合

目录工作组任职。

1.4  1974年11月25日钟元昭致函邓衍林再回复英

文翻译问题

姐夫：

1.关于down,一般是从古到今，例down to the 

present, 直到现在，或come down to modern time, 直

到近代，因此，Since the year down,  应该是从那年

以后。

2.关于sematic,我没有什么意见。在字典中，这

个词既有语义之解，也有符号之解，“That Scienc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Symbols(“Signs”)and 

what they refer to.”

3.第六章中涉及许多图书馆业务，不知你手头

有没有关于各种分类的中文书，特别是十进制分类

法，最好能寄一、两本给我，否则有许多名词实在伤

脑筋。如有请即寄来，以便参考。祝

健康

                                                   弟

                                                  元昭  上

                                                  74.11.25

按：该书札另有一信封，邮戳日期是1974.11.17。

信封上标“本市西郊北京大学燕东园22号邓衍林同

志 科学出版社钟元昭 三里屯中七楼一单元钟缄”。

此书札仍是钟元昭致函邓衍林讨论具体的翻译问

题，如英文单词down，sematic的翻译。此时，钟元昭

已翻译到第六章。但由于其中涉及到很多图书馆专

业术语，如十进制分类法等，钟元昭请求寄一两本书

籍供其参考。

1.5  1975年4月1日陈余年致函邓衍林为翻译问

题事

衍林同志：

上星期六接奉来示，还来不及回信给您，你们的

同学韩哲元和富平两位就在第二天（星期日）早晨

来了，这叫“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既来了，也只

有接待。我们搞电子计算机，刚开始，只准备搞计算，

不搞自动化那一套。因编目自动化问题，我们也是外

行，全不懂。本拟将此情况函告您，以免你们同学空

跑一趟。我把这情况对你们同学讲了，而且北大电子

计算机硬软件专业都有，北大内部的力量很雄厚，自

己解决这问题，想不会有多大困难。

Zipf ’s Law试译如下：

一种讲字、音节及字母按其秩而出现的频率的

经验法则。

对于此Law我了解不多，手边有一本书D.E.Knuth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Vol.3，Sorting 

and Searching”1973（影印本），其中pp.397—9上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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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f ’s Law，P.397上并指明其出处，把G.K.Zipf原书

名也注明了。Zipf经过大量观察，发现一般语言文字

中，一句话或一段话中最常用的字出现的机会是与

该字的秩（rank）成反比。例如，英语中最常用字I, to 

be, a，student，按照人们讲话用这几个字的次数多少

来排列，假定to be排第一（即rank为1），a 排第二，I

第三， student第四。因此，即可知随便碰到一个句中，

to be出现的机会最大，a次之，I再次之，student更次

之。此例是我杜撰的，不一定是实际情况，仅为说明

Zipf ’s Law 的要点。此Law在电子计算机中的应用，

是为查寻资料而用的。例如在圕编目中，要查寻一本

书，都希望顺书目查寻到该书的时间愈少愈好。譬如

把最常用的编排在最前面，最不常用的书放在最后，

查寻就快。我不懂编目，此例也是随意杜撰，企图结

合圕专业，说明一下Zipf ’s Law的应用。

电子计算机中所谓字（WORD）是广义的，字母

和数字组成的均叫字，“VALUE”“C35”“1975”均称

字。另外，字也是计算机中运算单元，一单元的位数

114字长，来函图示“18位”即为一个字的字长，即包

括二进制数18位，半字长者即为18的一半，即9位。

我这里无《105机简介》，猜测D1,D16,D17等等，D是

Digit的缩写，D1代表第一个Digit，等等。

刚搞电子计算机，自己还是一知半解，以上所

述，可能谬误，仅供参考！

匆复，顺致

敬礼！并向

嫂夫人问候！

                                                       陈余年上

                                                          4.1.

按：信封上写“本市西郊 北京大学燕东园22

号 邓衍林同志 启  西郊陈寄”。邮戳上的时间是

“1975.4.2”。陈余年（1913—2004年），江苏泰州人。

陈余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北京经济

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任教，长期从事

数理统计学、计算机数据处理的教学与研究。从信件

内容可看出，邓衍林致函陈余年咨询Zipf ’s Law（现

译作“齐夫定律”）以及计算机语言word的翻译问

题，后还特意派出了两位学生韩哲元和富平登门请

教。 “齐夫定律”是文献计量学基本定律，1949年由

哈佛大学George Kingsley Zipf（G.K.齐夫）提出，他认

为：若把一篇较长的文章中每个词出现的频次从高

到低进行递减排列，其数量关系特征呈双曲线分布。

陈余年对这个翻译也把握不准，但还是作了回复。笔

者在邓衍林子女捐赠给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手稿

中也找到了两张稿纸，上面也写的是“Zipf ’s Law”的

字样，上有很多朱笔批校，下还有蓝黑笔记录：“另

外 请教：电子计算机术语 半字长=英文？何谓‘半字

长’？请举个例说明。（《怎样用算法语言编程序》一

书看了，不懂）”“《105机简介》，D1，D16，D17”“为

他时间太多，就请免了”等。此书札当是对这次请教

的回复，为便于理解，陈余年将咨询函一并邮寄给邓

衍林。从中可以看出邓衍林虚心求教的严谨态度。

2  谋求修订出版，终未如愿

2.1  致力研究，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求书

邓衍林晚年仍孜孜矻矻致力于学术研究，集中

表现在其经常向书店购求和向图书馆借阅书籍。在

其往来书札中，有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辛希孟的一

通，内容如下。

希孟同志：

哈哈！我又做“伸手派”了。你馆出版的《中国

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工作会议参考资料》内容很切实，

出了很多本。如有存本或以后出版的，可否商请各寄

给我一份。藉资学。

敬礼

                              邓衍林敬上

                                                                  七八、十二、十六

按：辛希孟（1938—2022年），河北定州人，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馆长、

研究馆员，著名图书情报学家、书法家，著有《图书

情报工作概论》等10余部专著。辛希孟长期负责图

书情报期刊编辑事，先参与编辑《图书馆工作参考

资料》，后参与创办《图书馆工作》，后改名为《图书

情报工作》。邓衍林书札中所提及的《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情报工作会议参考资料》，为该馆所编的内部资

料，全称为《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参考资

料：一些国家主要图书馆和情报机构概况》。此书札

的内容是邓衍林向辛希孟提出赠阅书籍，以便促进

自己的学术研究。

笔者在邓衍林藏书与手稿中，还见到一通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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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致邓衍林的书札，内容如下：

邓老师：

您好！所要我所文献出版社寄上一份。

“科技情报刊物简介”是通过邮局订购。

“一九七九年情报刊物内部征订启事”可按规定

与我所联系。British Standard No 4148—1970 Pt Ⅱ是

16开本的，连封面共七十三页，静电复制只允许一次

卅页，为此73页只能先拍缩微胶卷然后再静电放大，

这样一页就一角钱，要七元多钱。因为价钱较多，不

敢给您复制，先写信问问您。

Periodical Title Abbreviation 2nd. ed.我所未入藏，

请与科图联系一下，是否入藏。

关于化学英语汇集专利部分，我没看过，所复制

部分如您来所可就便带来，不必着急。

外文期刊缩写资料，您可给我所编委会写信一

封或给杨沛霆（他说认识您）同志询问一下，效果可

能更好，他们会较为重视。祝

您身体健康

                                                周竹英

                                                 三.五．

按：周竹英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咨询服务部

工作人员。该书札信封上写“西郊北大公寓301号 

邓衍林同志收 中国科技情报所寄”，邮戳的时间是

“1979.3.7”。内附《科技情报刊物简介1979》一本，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印行，另有《一九七九年情报刊物

内部征订启事》《一九七九年情报刊物征订单》。因

此确定此书札为1979年3月5日周竹英致邓衍林的，

主要内容是回复邓衍林关于求书的询问。书札中提

及的杨沛霆（1931—）是中国情报科学家、管理科学

家，其时也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主要从

事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分析研究工作。

《一九七九年情报刊物征订单》上有邓衍林的批

注标记，并填写了汇款日期、汇款方式和合计金额。

此外邓衍林还写有一段话，现亦录文如下：

订阅1979年（内36）《科技情（报）工作》月刊

一份。（北京大学六公寓301号 邓衍林订）

注：①我在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学科研工作。

（系）你“科技情报工作”专业刊物老订户。文化大

革命以后“复刊”或“试刊”（1978年以前出版的），

我因病致失订未收到，如你处尚有1978年此“刊”

的存货（零本也可以），请示知存本费邮费共若干？

以便将款寄去。（恕我古稀老人，出门行走困难，请

邮寄）。

注：②《国外科技情报工作》一书（1978年9月

出版），感谢你所“赠阅”，对我了解国外科技情报工

作的发展和动态帮助很大。请将我的姓名及住址，记

录在你们“情报工作专业书刊”通知档内，如有类似

“专业”专书专刊请寄来订单，以及时订阅为感。敬

礼！订户：邓衍林 79/4/25日。

可见，即便是在晚年多病、出门行走困难的情况

下，邓衍林也积极订购期刊并求书，对失订的期刊，

试图补订完整，以便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2.2  托付修订，壮心不已

笔者还见到了邓衍林写给辛希孟等人的另一通

书札，此札内容丰富，现不惜辞费，转引全文如下：

请辛希孟同志费神另转

《国外书讯》编辑部 负责同志

《图书馆工作》编辑部 辛希孟同志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咨询服务部 周竹英同志

希孟同志：

我写这封信给您的目的，是要求您和三个单位

的同志或负责编辑工作的同志们，相互协商联系帮

助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在1975—1976年期间所译国

际文献联合会（FID）出版的一本《资料学*/文献工

作教程引论》英文本第二版，1971年本（Mikhailov，

A.I.etal.“An  Introductory Course  on  Informatics/

Documentation”.Hague，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Documentation.2nd ed.1971.202p.附图表40页。）

这 本“教 材”是 国 际 文 献 联 合 会 根 据 苏 联

Mikhailov教授等所著的俄文本第二版的英译本

（俄文初版1968年），它的目的是国际组织和苏修

企图用这种教材向第三世界各国图书馆界和各国

科技情报工作培训施予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相结

合的文化渗透影响。*〔但这本书取名“Informatics/

Documentation”作为书名，可见所谓“情报学”和“文

献工作”的含义是含混而不明确的，至今亦然。我国

科技情报工作和图书馆学论著中对于“情报学”一

词采用者多。我个人认为所谓“情报学”的内容实

际上是属于“资料学”这一生疏的概念，而在工作中

科技资料工作实际内容比较情报工作更为确切些。

不知您们认为如何？这还是我写这封信（给）您们

（的）次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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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我在1974年冬收到这本由友人寄来

的新书，认为建设科技资料学或文献资料工作还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我们这一行业教材尚缺乏。因

此请示了我系党总支和工军宣队领导同意，进行翻

译。北大是林彪、“四人帮”反动集团摧残的重灾区。

我在1975—1976年那两年乌云黑暗心境沉重的岁月

里，怀着对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

热爱忠心，在我系党的领导同志鼓舞下，在重病卧榻

住院的情况下进行这一翻译工作，聊尽我晚年余力，

为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做点点滴（滴）工作而已。

这本译作，在1975年五月我完成了1—4章（译

文200多页）连同英文本原文交给我系负责“教改

组”的同志，也汇报了党总支和工宣队负责师敷，希

望系教改组负责同志帮助修订，为了向革命负责向

工农兵学员负责，提高“译文”质量；第五—六章也

有了二译草稿；第七章“叙词”我自己进行第三次修

订稿。因为身患心脏病重病，一至七章译完就病入

西苑中医院住院七个月；1976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

逝世，我在春节后住院心境不安，要求出院，将第八

至十章和图表四十幅在我的家属作坊帮助下也搞完

了。回忆1976年天崩地裂的那一年，朱总逝世、唐山

大地震、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巨星陨落，我也病重。

在那“四人帮”干扰北大的灾难岁月，老教授们都在

“夜不燃灯”，晨曦即起，大家心境沉重，仍然为党为

国家的需要努力工作，各尽晚年余力，不愿把自己的

所知的点滴知识带去“见上帝”，而要留给社会主义

祖国的后代继续前进。“四人帮”可以摧残我们白发

老人的肉体和伤害我们精力，但是磨灭不了我们热

爱祖国老年知识分子在英明伟大的党和伟大导师毛

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感召下的忠诚意志。我们北大

许多老年教授老教师都是在这种心境沉重下，不畏

艰苦，不为重病困扰，不畏“四人帮”害人帮的淫威

而艰苦工作。我们这些爱国老知识分子明知自己快

见“上帝”，更加“快马加鞭”各尽所能继续革命。我

个人能力有限，也是在这种心境和精神感召下做点

力所能尽的滴水劳动。“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

老，工作到老”！

想不到：我们北大在“四人帮”摧残下，在他们

那一伙反动的“两个估计”罪恶影响下，个别的人对

我们老年人旧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重视不足。有的

系和单位将在这一时期交给“手稿”著作或“译作”

的稿件，部分地或全部地丢失了，不见了，找不到了。我

的拙译也同遭了这个不幸的“命运”，夫乎（复）何言！

1976年冬月我在“四人帮”快灭亡的尾声中被

批准退休了。也好。系里领导上的好意照顾我这个

人，确是（实）“病重”，退可休息多活几年，这是实

情。但是我的“译稿”要求发还给我自己重加修订。

不见了。时间失去了三年，我还活着，还可以抢回来，

“蔽（敝）帚自珍”！想不到找了两年多，石沉大海。

系总支说：你一番好心，付诸东流！事已至此，无法

追究。周林党委书记也知此事，要力加整顿云。并鼓

励我将译文草稿整理，交学校设法帮助修订或帮助

究研（研究）一下出版问题。

我也汇报了系总支，自己设法“修补篱笆”！

在我自己准备“修补篱笆”过程中，遇到一个问

题。1—4章草稿家属替我保存了，也初步整理了。其

他5—10章初译和二译稿也完成了。问题是：第一至

四章的英文本找不到，修订有困难。（同时在1976年

底启发我们一些老人退休之前）我要求将译文和英

文本请他们找一找，我不相信将近三百页稿件会丢

进“字纸篓”，总在人间。可是至今仍然找不到，奈

何！这1976年底，1977年一月批准退休时，有一位负

责改教组的同志告诉我说：你那本“教材”译稿，中

国情报所已有了“第三版”，正准备组织人员翻译中，

你那本第二版旧东西就没有用了吧！我信以为真。

1977年去南方探亲养病，心安理得。但1978年初我

回京后，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情报所咨询服务室查询

此书英文本第三版的情况和翻译情况。承该室周竹

英同志（北大老同学）替我查了，该所没有第二版，

也未见第三版英文。北京图书馆可能有该书的俄文

本第一版。此信是由该所服务室回复的。（周竹英附

了一个电话，问我已译的情况。）

我又写了两封信先后寄去《国外书讯》编辑部

的负责同志。回信的结果相同。国内从未进口该书

英文本第二版，查了1971—1975年的“在版书目”也

未见登载有出版第三版英文本的记录。进口公司热

情已去信向FID查询该会出版目录，但至今仍未见回

复。因此我就不再（抱）“守株待兔”之望了。

最近我的健康，日见衰老。目前我又想正在进行

另外一个更为国家向四个现代化的急需的需要。全

国要大力开展图书馆学培育人才的方针大计，听说

计划要在最近创建十个新的图书馆学专业学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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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系总支领导示意急需要了解国外图书馆学和科

技文献工作或情报学专业的课程规划或课程设（实）

施情况。我们要迎头赶上去！因此我个人认为“党的

需要就是命令！”我已开始进行找这方面的有关资

料进行探索和调查研究。这项规划关系大计方向，比

修订一本“教材”更为急需。而我一个病人精力有限。

因此我个人准备将这本《情报学（或译作“资料学”）/

文献工作的教材引论》初译稿全部交给您们三个编

辑部加工修订。发挥群众力量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

质量也更有把握，时间也快的多。学术工作不是“个

人私产”，因此我写这封信给您们三个编辑部同志们

协商研究一下。如果你们同志们认为有必要就请你

们来我家取稿。同时通知北大图书馆学系总支阎光

华同志就可以了。我素来的作风坚持党的领导，相信

群众是英雄。如何，请酌。这封信写的很啰嗦。因为

写了一些真实的过程。请谅。

敬礼

北大图书馆退休教师 邓衍林敬上

 1978年12月16日

按：此通书札与前一封致辛希孟的信札落款时

间相同，均为1978年12月16日，只有一个信封，当

是两封同时合在一个信封内邮寄。此信封题有不少

文字，内容如下：“本市王府大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工作》编辑部辛希孟同志启，北京大学六公

寓301号（图书馆系邓衍林寄），内函公事，如希孟出

差，请编辑部负责同志收阅转知亦可，寄者附言。”

这一通书札非常长，前后共8页，主要为邓衍林译稿

修订事。原书札上标有页码，但邓衍林标序部分有

误，今据文意排序整理。后还附了请对方来取，如何

接洽的三段“又及”补充叙述的文字，此处省略。在

此书札中，邓衍林介绍了An Introductory Course on 
Informatics/Documentation（《情报学/文献工作教程

引论》）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及学术价值，告知了其在

社会和个人的双重艰难困境中翻译的过程，以及谋

求校订出版的种种曲折经历。其个人更倾向于用“资

料学”的名称，但也认为可用“情报学”。在“全国要

大力开展图书馆学培育人才的方针大计”的背景下，

邓衍林重新燃起希望，表达了“聊尽我晚年余力，为

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做点点滴（滴）工作而已”的心

愿，并愿意将此稿托付给中国科学院三个部门加工

修订。整通手札表现了邓衍林急迫激动的心情，试

图在学术困境中寻求冲出牢笼禁锢的心态。笔者在

邓衍林子女捐赠给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手稿中发

现，此一译稿现可见有第一章至第四章的稿本，仍是

用科学出版社的稿纸写成，前有“序言”，列有目次

如下：

1.科技情报工作——科学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

2.科学文献——知识的来源和传播知识的方法

3.科技情报和书目出版物——文献的资料来源

4.科技情报机构和专门图书馆——辅助性的科

学机构

5.情报检索的要点

6.普通（传统）的情报检索制度

7.各种专门（描述）的情报检索制度

8.情报检索的技术设备

9.科学文件的复制

10.科技情报的使用

这10章，与书札的内容可以完全对应。但此译

稿现附在邓衍林藏书与手稿中，可见后来并未能交

给辛希孟等人主持的三个部门进行修订，也最终未

能出版，具体原因未知。

3  结语

通过对以上九通邓衍林往来书札及其附件资料

的考察，可见邓衍林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试图将西

方欧美信息管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引入国内；

在其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仍积极组织身边的亲友、师

生力量，投入翻译工作中；遇到难题，亦积极向其他

学人求教。后因身体不佳，又欲从事更为重要的研

究任务，欲将此译稿托付给辛希孟等主持的《国外书

讯》《图书馆工作》编辑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咨

询服务部等加以修订。虽最后未能如愿，仍可以见出

邓衍林晚年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的学术心态。

（致谢：此文撰写过程中，钟世舟先生、邓少林

先生提供了部分资料线索，谨致谢忱！）

（下转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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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从理念到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探索

钱  彦  梅  影

（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摘  要：以ChatGPT为典型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2022年异军突起，迅速渗透至各行各业。作为人工智能系统从

“能用”到“好用”的重大技术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契合了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的基本方向，将带来在资

源建设、服务模式、服务生态等方面的创新应用。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构建了智慧图书馆一体化框架，并积极探索

在该框架中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其探索启示图书馆要积极寻求技术赋能：加强合作，升级软硬件基础设

施；加强本地数据建设，完善数据语料库；拓展智慧服务场景，改进用户交互体验。并从数据安全、法律风险、AI伦

理层面规避可能的技术风险。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智慧图书馆；ChatGPT；技术应用；技术安全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mart Libraries

Abstract In 2022,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ChatGPT as a prominent example, emerged as a powerful 

force, rapidly infiltrating various industries. Re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from being merely 

functional to being user-friendl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igns with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of the digital 

library's transformation into a smart library. It promises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in resource development, service models, 

and service ecosystems. The Zhejiang Library's Zhejiang Xinguan has constructe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smart 

libraries and actively explore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AI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is exploration serves 

as a valuable insight for libraries, encouraging them to seek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rough enhanced collaboration, 

upgrad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ed local data development, expanded smart service scenarios, 

and improved user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mitigating potential technological risks 

from data security, legal issues, and AI ethic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ve Content; smart library; ChatGP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echnological security

*  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课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以浙江图书馆之江

新馆为例”（项目编号：Ztx2023B-1）的研究成果。

*

1  引言

2000年以来，人工智能进入发展爆发期，全球

主要经济体均将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前沿战略

性技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关键领域和

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支柱。2022年11月，OpenAI发

布了新型聊天机器人模型ChatGPT，引燃了新一轮的

人工智能革命，引领决策式人工智能向生成式人工

智能（以下简称“生成式AI”）的范式转变，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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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一言”、谷歌的Bard、微软的New Bing等智能问

答服务产品也应运而生。生成式AI由此进入了普通

大众的视野，以其巨大的算法运力、强大的语言交互

能力、庞大的数据攫取规模等技术优势性能获得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图书情

报、新闻、出版等领域。从趋势上看，生成式AI契合

了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的基本方向，或能

带来图书馆相关应用或功能的技术迭代，开创生成

式AI与智慧图书馆融合发展的新未来。

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已经关注到了生成式AI，并

展开了相关的研究探讨与实践探索。在研究层面，赵

杨等人[1]提出Artificial Inte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驱动的智慧图书馆体系框架、转

型路径和面临的关键问题，为推进AIGC技术在智慧

图书馆建设中的深入应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施志唐[2]介绍了ChatGPT的优势和不足，分析了其对

图书馆的影响，从人员、技术、资源和服务等方面提

出了图书馆的应对措施；张祖增等人[3]认为，在数字

图书馆中嵌入ChatGPT系统，势必要处理好技术赋

能、技术风险泛化以及技术话语法律驯顺间存在的

内在逻辑关系，应以技术规制的道路为遵循，构筑数

据调控、责任导向以及权利保障的综合性防范体系；

李颖婷[4]指出，生成式AI的应用可大大提升用户体

验，为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和内容带来无限可能，但

也潜藏着诸多不利因素；郭亚军等人[5]基于ChatGPT

特有的启发性内容生成能力、对话情景理解能力、

序列任务执行能力以及程序语言解析能力，总结出

ChatGPT图书馆服务的“4T”特征，即Translation（交

互性语言翻译）、Transformation（个性化场景转移）、

Transmission（立体式信息传播）、Treatment（即时型

任务处理）。在应用层面，我国图书馆对生成式AI的

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生成式AI主要作为展示、用户

体验（尝新）等的工具，基本不涉及重要的、核心的

业务和功能，究其原因，除了有客观层面的新技术生

成所带来的法律风险、科技伦理等的未消解，还有主

观层面的图书馆等单位主体以及自然人主体对新技

术的理性认知和科学判断的缺失。基于此，笔者拟

从理念层面了解生成式AI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潜

力，并结合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

中的技术探索，探讨生成式AI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服

务的可能性。

2  生成式AI赋能智慧图书馆的应用场景

生成式AI具有庞大的数据攫取规模、巨大的算

法运力以及高度敏捷、韧性与精准的算法系统。从技

术路径上看，生成式AI通过学习数据中的联合概率

分布，即数据中多个变量组成的向量的概率分布，对

已有的数据进行总结归纳，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深度

学习、语言模型、图像模型等技术创造模仿式、缝合

式的内容[6]，即自动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

码等不同模态的全新的内容。因此，生成式AI可以

在不需要先验知识或特定任务的情况下自动从原始

数据中学习有用的信息，既可以针对用户需求生成

特定内容，又可以基于不同算法生成全新的数据，其

更趋向于是一个“非人”但“类人”的内容生产者。

这也使得其可以不局限在特定领域，广泛应用于内

容创作、内容翻译、人机交互、产品设计、代码编写

等不同场景。

2.1  赋能资源增值化

内容数字化是智慧图书馆内容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数字系统得以存在和运转的前提，其过程是

指将视觉、声音、文本等信息转化为数字格式。传统

的智慧图书馆数字化主要是对所采集内容（数据）

的客观记录和存储，并通过单一模态呈现资源内容，

没有深度挖掘内容（数据）中的有效信息。而作为大

模型的生成式AI，依靠其多模态信息汇聚与生成能

力，可助力智慧图书馆多模态资源在收集、加工、呈

现、保存和共享的全生命周期都可以发生增值效应。

（1）助力资源加工。泛在知识环境下，社会公众

的阅读需求是全方位智能化的，用户对阅读文献获

取后，除了具有深入挖掘相关知识内容及相互逻辑

关系的信息需求，还追求与其他相关或可能相关的

内容和对象进行动态链接以帮助自己理解、吸收、应

用以及进行知识系统的再造[3]。智慧图书馆汇集了

文献信息资源、用户行为数据、业务运行数据、虚实

空间的各项数据等数据资源。在利用高精度设备完

成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利用生成式AI对数据进行加

工。因其既能够创建不同模态数据如文本、图像、视

频、音频等之间的精细关联关系，也可以建立起实体

资源与虚拟资源之间的知识联系，所以可以实现对

多模态、多载体的资源的整合聚类、关联挖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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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满足用户多元化、跨模态的信息需求。

（2）实现资源整合。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内

容（或数据）建设，图书馆界对下一轮发展总体上是

明确的，即从以书本为主体向以知识为主体的方向

发展，建成知识中心、学习中心和交流中心，这就需

要转型，让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适应数字化发展环

境的需要。未来，图书馆的内容建设发生了重心转

移，除了实体资源、数字化的实体资源，我们还将面

对海量的原生数字资源和创新型数字资源。但鉴于

原生数字资源和创新型数字资源的复杂程度远高于

传统数字资源，从技术特点上看，生成式AI是目前契

合度最高的技术手段。生成式AI能有效实现数字化

实体资源、原生数字资源、创新型数字资源的资源整

合，且资源的整合也将为智慧图书馆用户统一检索

带来可能。

（3）实现资源修复和增强。现实场景中，数据采

集、传输和储存有诸多限制，数字资源也会由于采集

设备、环境因素等导致缺失或受损等问题。对于图

书馆原有的品质、标注存在不足的数字资源，生成式

AI可以应用数据清洗与标注任务，自动识别和修正

资源中的错误和问题，自动生成文本标注或索引，建

立数据关联性，提高资源的质量和可用性，创建高质

量的知识集。生成式AI还可以根据低质量数字资源，

生成经过增强的高质量数字内容，建构客观世界在

数字世界中的完整映射。同时，通过智能增强技术，

生成并渲染不同场景的三维内容成为可能。

2.2  赋能服务智慧化

传统的智慧图书馆致力于提供“以用户为中心”

的个性化、精准化、高效化、泛在化的服务，而生成

式AI可以内嵌到智慧图书馆服务的主要领域，在基

础算法模型、预训练模型等通用大模型作用下，推动

图书馆服务由智能化向智慧化转变，从而为用户提

供更多元化、动态化、智慧化且可交互的服务内容[7]。

（1）参考咨询。目前，很多图书馆以聊天机器人

的方式来提供在线参考咨询服务，但是聊天机器人

多是通过预设的规则或语料库来回答用户的问题，

对于复杂的问题或者新问题通常无法正确回应，无

法满足用户的实时交互需求。生成式AI可以改变这

一现象，其适用于图书馆智慧馆员（智能客服和聊天

系统）建设。所建设的智慧馆员承载的功能并不只

是通用的简单场景，更多的是个性化复杂场景。生成

式AI通过强大的语言建模和推理能力，具备处理更

复杂问题的能力，能根据复杂语句内容结合聊天上

下文以自然语言进行互动，以“类人”的方式交流和

进步，对话状态更加自然、流畅、智能，且能根据用

户的反馈与质疑进行调整与修正；基于深度学习模

型，通过大量的机器学习和训练，生成式AI具有很强

的泛化能力和适应性，能够对用户提问进行快速响

应，从而为用户带来速度和内容精度上的双重良好

体验。且随着图书馆语料训练集的不断丰富与优化，

在经过训练与学习之后，图书馆智慧馆员会无限接

近人类思维模式和理解方式，也会输出更令用户满

意的答案。

（2）信息检索。在当今信息复杂的场景中，为用

户提供更加智慧、精细、准确和多样化的信息，成为

衡量知识检索和推荐的重要指标。传统的信息检索

通常只返回关键字匹配的单一模态结果，且检索结

果与用户问题难以达到高度契合。如前所述，生成式

AI可以有效整合智慧图书馆各类资源，从而实现用

户统一检索。基于多模态技术，生成式AI不仅可以

解决信息检索中的“异构鸿沟”问题，还可以使文本、

图像、视频、音频等多模态数据之间建立精细关联关

系，实现跨模态混合检索，从而改善用户的检索体验。

同时，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可以更好地对用户输

入的自然语言进行智能语义识别，并能生成符合语

法和语义规则的长文本及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结果，

帮助用户实现无序信息到结构化知识的转变，提升

用户体验。

（3）个性化推荐。生成式AI赋能的个性化推荐服

务，将在传统个性化推荐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依托大

语言模型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生成式AI能够基于

用户的历史借阅记录、浏览记录、阅读收藏、阅读评

价等数据，分析用户的阅读偏好、行为方式和潜在需

求，刻画用户画像；此外，还可以通过对用户的表情、

语音、行为等多模态进行融合分析，将对用户的刻画

从扁平化转向立体化，更加全面准确地掌握用户的

兴趣领域，从而自动生成相关的实体资源和数字资

源推介给用户，帮助用户快速提取主要信息，提高文

献浏览效率。目前，已经有公司在探索利用生成式

AI生成文献速览本，以提高用户阅读体验。

2.3  赋能元宇宙图书馆

传统智慧图书馆的表现形态大多以网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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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微信小程序等为主，聚焦于移动阅读、媒体视

听、智慧书房、智能推送等热点应用，而生成式AI赋

能的智慧图书馆将不再仅仅局限于电脑端与移动

端，还会从未来的元宇宙场景切入，形成虚实融合的

智慧图书馆应用生态[1]。

元宇宙（Metaverse）是一个虚拟的、可交互的数

字空间，作为数实融合的终极数字载体，元宇宙具有

持续性、实时性、可创造性等特征。用户不仅可以在

其中创建自己的数字化身份，还可以以虚拟身份进

行各种活动，如社交互动、阅读、购物、娱乐和创作

等。2021年以来，元宇宙下的智慧图书馆成为图书

馆人探讨的热门话题。从本质上讲，元宇宙和智慧图

书馆都强调“数实融合”，追求提供沉浸式体验，因

此，元宇宙具有赋能智慧图书馆的基础条件。特别是

随着技术进步，数字内容不断增加，元宇宙图书馆形

成的基础是存在的。一些“元宇宙图书馆”“元宇宙

城市书房”应运而生。但在实际的建设中，元宇宙图书

馆中的拟态生命体还不能被赋予真正的意识和情感，

生成式AI的出现，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生成式AI和元宇宙都是现代数字技术不断积累

和迭代更新的结果，都致力于将数字化应用服务与

现实世界连接[8]。利用生成式AI生成和呈现虚拟世

界中的各种内容是元宇宙构建的基础手段之一。在

元宇宙图书馆中，生成式AI可以作为虚拟助手，为用

户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如根据用户发布的语音指

令或对话等查询信息、查找资源，基于情感识别技术

感知用户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并提供贴心服务，辅导

用户阅读和写作，为用户制订阅读计划、收集阅读材

料；可以接入虚拟角色，落地到多种应用场景中，如

线上研学活动中的虚拟导游、线上展览中的虚拟讲

解员、线上讲座中的虚拟讲师、线上阅读游戏中的虚

拟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等，与用

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生成式AI赋能的元宇宙图书

馆成为了具有人类既有知识、了解人类思维模式的

智能体，从而可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3  从理念到现实：生成式AI与智慧图书馆的实

践探索

基于生成式AI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技术优势，结

合生成式AI赋能智慧图书馆的应用场景，有机构开

始从实践层面探索生成式AI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服务

的可能性。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是全国首家全面智

慧化改造的省级图书馆，以打造支持城市智能社区、

智慧经济、智慧学习的建设与发展的智慧图书馆为

目标。因此，其在前期顶层设计时就以深化人工智

能等新型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主线，结合实际的业

务管理需求、技术成熟度，搭建智慧图书馆一体化框

架，加速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的重塑，实现AI技术赋

能的智慧图书馆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转变。

根据浙江省政府数字化转型总体框架五横四纵

体系建设要求，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智慧图书馆总

体架构由“五横”“四纵”组成（见图1）。其建设目

标是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的运行、管

理、服务提供一体化智慧化的系统解决方案，实现资

源、空间、活动等服务要素一体化，数据开放共享联

动一体化，决策数据图表依据一体化，加快构建一个

能激发创造力的智慧学习环境，有效提升浙江图书

馆的公共服务水平。

（1）基础设施层。基础设施层是整个智慧图书馆

的技术根基所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数据、存储

数据、分析数据以及应用数据的载体，也是支撑整个

智慧图书馆高效运作的基础[9]。作为大模型的生成

式AI在模型计算和算法调试时需要庞大的算力，特

别是模型的增长将会带来算力的持续增加，所以浙

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智慧图书馆采用了云计算的分布

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存储和虚拟化技术，以承

载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需求。书籍电子资源数

据、读者行为数据、全省数据仓等申请建设本地云，

部分办公信息对接政务信创云平台；使用主流开源

的云计算框架部署在国产硬件设备上搭建专有云，

要求云平台能够全面兼容多种芯片架构，兼容多种

芯片服务器；通过Spring Cloud框架、Dubbo分布式服

务框架等，使用虚拟化技术搭建中台服务、应用服务

等模块组建软件的架构。

（2）数据资源体系。数据资源体系作为信息化应

用及智能设备的支撑层，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服务

能力。生成式AI依托的生成式模型需要十分充足的

数据量，数据关系到后期模型训练的准确性和适应

性。因此，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非常注重本地数据建

设，其智慧图书馆数据资源体系不但是对本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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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成，更是对全省文化数据的集成融合。将各类数

据资源整合形成一个资源库，实现数据资源的一体

化管理，统一检索，实现多维融合知识服务，读者可

以按需获取资源。

（3）应用支撑体系。建设目标包含用户中心、交

互中心、信用中心、业务中心、空间中心、智能中心

等。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建设使用中台作为支撑，采

用先进的数字中台方法论与云原生技术体系构建中

台，包括“硬件中台”“管理中台”“数据中台”“业

务中台”“技术中台”，为各业务系统提供能力支持。

通过硬件中台和管理中台，接入物联感知设备和外

部系统，获取外部数据；通过数据中台，与内部数据

形成数据交互；通过业务中台，与应用服务形成业务

交互。且所有中台都具备统一性和扩展性，既能满足

浙江图书馆将来快速接入新应用的要求，也能为新

应用的接入和开发提供一套标准规范。

（4）业务应用体系。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智慧图

书馆建设了业务智慧化、服务智慧化、数据应用智慧

化、管理智慧化、空间智慧化五大业务应用系统，实

现图书馆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提供资产、设施、能

效、环境空间等的智慧化应用，并与其他业务系统

（如AI图像识别的书籍盘点系统、无感借书通道建设

等）集成，紧密配合，共同实现图书馆运营的一体化

智慧管理与服务。

针对AIGC场景，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规划了智

能客服平台和拟人化服务平台等特色应用。智能客

服支持通过智能对话场景，并支持智能类型交互服

务，具体功能包括提供图书馆员在线支撑咨询服务

的在线工作台，以及具有语义理解能力、自然语言理

解能力、多轮对话能力、知识问答能力的智能机器

人，实现用户服务一站式全渠道智能化覆盖。拟人化

服务平台包含用户登录鉴权、拟人形象设计、多模态

语义交互、机器人导引、常见业务引导等模块内容，

能够提供图书馆全内容。以拟人化服务平台作为与

用户的交互界面，进行常见的问题咨询、借阅查询、

图书查询、地址导引等业务服务场景，从而在整个馆

区形成一个完整的泛在机器人，实现一个有听觉、视

觉、触觉的图书馆，为用户提供无所不在的智慧服务。

同时，浙江图书馆未来可拓展支持通过接口预留的

方式进行公有云AIGC相关API调用，并可拓展支持

进行AIGC类型交互服务。

（5）前端展示。根据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具体业

务需求，综合考虑各种终端平台，浙江图书馆之江新

馆选择构建可视化大屏、PC端中屏、移动端小屏、机

器人四大前端的业务交互与数据展示功能，提升用

户体验感，降低用户学习及使用门槛。

（6）为保障智慧图书馆体系下的新技术、新设

施、新应用的平稳、安全运行，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

图 1  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智慧图书馆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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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制度体系（法规、政策、评价指标）、标准规范

体系（数据、业务、技术）、组织保障体系（机构、人

才）、网络安全体系（制度、标准、网络、数据）“四

纵”着手，综合考虑方案实施的现实性、安全性、先

进性、可管理性、可拓展性，通过适当的制度措施来

实现数据、人才、资源、环境等的可用、可管、可控。

4  启示与思考

从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的智慧图书馆建设可以

看出，其从整体上进行了积极布局，探索将生成式AI

融入智慧图书馆整体建设中，实现图书馆智慧化升

级。资金、技术等诸多因素，以及生成式AI潜在的信

息安全风险、法律风险、伦理风险等问题，都成为该

方案实施道路上的阻碍，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技

术规制体系，平衡好技术应用与技术安全的关系。但

浙江图书馆之江新馆的实践探索在生成式AI应用初

期，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和引领意义。

4.1  积极寻求技术赋能

作为人工智能系统从“能用”到“好用”的重大

技术突破，类ChatGPT模型等生成式AI所具有的技术

优势有助于推动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我

国图书馆应积极投入到新技术集成应用和自主研发

的相关工作中来，依托生成式AI构建智慧图书馆一

体化框架，对各层级实行精准着力，并辅之以配套制

度，加速生成式AI与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相互渗透、深

度融合。

4.1.1  加强合作，升级软硬件基础设施

生成式AI驱动的智慧图书馆平台对算力、算法

等有极高的要求与需求，而图书馆技术力量相对薄

弱，能够自主研发的图书馆相对较少。因此，在生成

式AI应用初期，一方面，图书馆需要时刻关注与生

成式AI、大型语言模型相关的最新信息，特别是要关

注前沿科技公司如百度、谷歌、微软、Meta、OpenAI、

亚马逊等在大型语言模型方面的实践进展，提升对

新技术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图书馆要积极开展

合作，依托企业软硬件设施和国家工程（如“东数西

算”），强化智慧图书馆从处理数据到终端赋能的算

力。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基于前沿科技公司的开

源大模型进行改进、抽取或模型二次开发，微调大模

型参数以适应图书馆原有的技术框架，开发出场景

化、定制化的应用软件或工具满足行业需求，降低智

慧图书馆AI应用门槛。

4.1.2  加强本地数据建设，完善数据语料库

生成式AI依托的生成式模型需要大规模的数

据，其模型训练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数据的

质量。作为专业的信息组织与信息服务机构，图书馆

拥有大量优质的信息资源，包括书籍、报纸、期刊、

论文、音视频、照片、资料等。将高性能的大模型接

入智慧图书馆应用系统，通过对模型的训练，能够形

成适合智慧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产品，以其强大

的孪生能力、编译能力和创造能力为图书馆构建高

质量的知识集。图书馆也要加强对现有资源的采集、

本地化存储、数字化加工以及训练标注等，为生成式

AI应用提供海量优质的数据语料。这也是在生成式

AI应用初期，图书馆紧跟AI技术发展步伐、改善用户

服务质量的有效路径。

4.1.3  拓展智慧服务场景，改进用户交互体验

随着大模型的应用，生成式AI已经有了向通用

AI迈进的趋势，其不仅可以灵活执行不同场景的差

异化任务，还能够匹配人类的常识、常情、需求、价

值观，实现智能技术与人文智慧的有效融合。这从根

本上契合了智慧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因

此，智慧图书馆建设应将生成式AI融入用户需求，利

用自然语言理解、视觉识别、语音识别、多模态认知、

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技术，为用户提供智慧问答、

智慧检索、个性化推荐等更具真实性、交互感的应用

服务，提供更为广阔、立体的应用场景。例如，生成

式AI可以帮助图书馆员根据用户的阅读偏好、行为

方式和潜在需求，并结合用户的表情、语音、行为等

多模态，有针对性地提供阅读指导与服务；在阅读活

动中，可以利用生成式AI接入虚拟角色，如虚拟导

游、虚拟讲解员、虚拟讲师等，与用户进行自然语言

对话，优化用户体验。

4.2  防范技术风险

4.2.1  从隐私到公平：数据安全

智慧图书馆数据建设的基础是安全可信，而在

当前技术条件下，生成式AI难以实现其自身的安全

可信。首先，深度学习的算法模型在安全上存在脆弱

性，容易受到攻击，无法确保自身安全稳定，甚至引

发“数据污染”“数据攻击”等威胁；其次，目前最先

进的算法模型都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有产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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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运作机制，透明度不足，阻碍了人们理解其算法

的内部运作和生成机理；再次，算法生成的结果直接

受到训练数据质量和可靠性的影响，如果训练数据

存在错误、歧义或噪声，偏见、欺骗或歧视，将导致生

成错误或者具有误导性、争议性的内容；最后，数据在

流转过程中以及算法模型本身都有泄露数据的风险。

全球数字化时代，数据安全作为网络安全的核

心要素，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2021年9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正式实施，为数据安全治理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案。对于智慧图书馆建设而言，

首先应当充分考虑算法模型的安全可靠，支持自主

创新、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算法、框架等基础技术，

优先采用安全可信的软件、工具、计算和数据资源；

其次，对于馆藏资源应确保数据来源的完整可靠，非

馆藏资源应确保获得许可或授权，符合著作权法的

相关规定，为算法模型提供高质量的知识集；再者，

提升智慧图书馆内容审核能力，采用“机审+人审”

的叠加审核方式，在人员管理、流程管理、审核能力

等方面加强投入；第四，应结合隐私计算技术，采用

可靠的加密算法和安全体系对数据进行主动保护，

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确保数据本身安全。

4.2.2  从桎梏到防范：法律风险

生成式AI通过自动学习大量数据生成内容，不

可避免会涉及到对他人作品的学习与使用，可能会

引发著作权及所有权的争议，而后出现侵害个人信

息保护、肖像权、名誉权，机器欺骗，机密泄露等一

系列法律问题，可以预见，各种法律风险将长期伴随

生成式AI的成长。法律具有滞后性，总体上落后于

技术发展速度与社会生活实际，但法律本身不应该

成为限制技术进步的桎梏。

2023年4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10]。该办法明确，利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聊天和文本、图像、声音

生成等服务的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提供者”），包

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支持他人自行生成文

本、图像、声音等，承担该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

任；涉及个人信息的，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责

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智慧图书馆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产品首先应该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的安全评

估，当智慧图书馆成为“提供者”时，就已经承担了

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所以，智慧图书馆生成式AI的应用应当确保生成式

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数据来源的

合法性，引导用户科学合理地认识和使用生成内容；

预训练、优化训练数据中包含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

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或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建立投诉

处理机制，及时处置违法侵权行为，从多维度保障智

慧图书馆智慧化服务的合法性。

4.2.3  从冲突到合作：AI伦理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因此，生成

式AI在图书馆的应用，必然涉及到人与技术的关系

问题。第一是公平性问题，第二是职业焦虑问题。我

们在智慧图书馆设计时，便考虑如何通过智慧化手

段优化或消除技术带来的不公平问题，释放普惠的

技术红利，确保用户公平、平等地获取知识服务。图

书馆是一个具备人文关怀的机构，智慧图书馆同样

如此。我们深知技术的本质是服务于人，为人所用，

它不可能取代人，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图书馆现有服

务，所以智慧图书馆的设计也是围绕着人展开。首

先，生成式AI可以代替部分机械性重复劳动，将生

产力（人）释放出来，这些释放出来的从业者或志愿

者，可以投入到其他业务或宣传工作当中，弥补技术

缺陷导致的不公平；其次，服务于智慧图书馆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产品作为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的工具，

可以辅助从业者或志愿者开展更加高效、专业的图

书馆服务，保障技术增值的普惠；第三，生成式AI与

智慧图书馆结合，有助于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以

开放的方式确保获取知识的公平性，实现图书馆服

务泛在化目标。

5  结语

生成式AI技术已日趋成熟，优秀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产品层出不穷。2023年3月OpenAI宣布以付费

方式开放ChatGPT的应用程序API，5月微软宣布采

用与OpenAI ChatGPT相同的开放插件（Plugin）标准，

确保ChatGPT与微软一系列“智能副驾”（即Copilot）

产品服务之间的互操作性，6月底，Windows Copilot

开发者预览版更新上线。这些实践让我们相信在某

一领域或行业嵌入生成式AI系统是可能的，包括智

慧图书馆。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发展，AIGC爆发式

增长，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引擎。生成式AI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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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生成内容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

度之深前所未有，智慧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

是前所未有。我们要确认技术的工具属性，致力于探

索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促进智慧图书

馆的智慧化、可持续化发展，不辜负社会对图书馆的

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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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研究
    ——基于OCE的案例分析

李  钊1  王  政2

（1.广州恒成智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51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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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USPTO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OCE）的相关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以为

我国图书馆落实国家有关专利信息公共服务规划，有效提升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得

出五点启示：打造专利数据治理生态；确立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主线；通过创新驱动专利信息资源核心价值提升；面

向需求不断提高信息用户满意度；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提升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与服务能力。

关键词：美国专利商标局；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专利信息资源；图书馆

中图分类法：G255.53；G306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Libraries: A Case Analysis Based on the USPTO's OCE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within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OCE) at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It aims to offer insights for Chinese libraries in implementing national plans for public 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effectivel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study yields 

five key takeaways:Establishing a patent data governance ecosystem; Defining the mainline for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Elevating the core value of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rough innovation; Increasing user 

satisfaction by meeting evolving information demands; Strengthening talent pipelines to enhance capabilities in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pat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library

1  引言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

化，专利信息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在支撑我国经

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愈发明显。自国家知识

产权局印发《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以来，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已基本建成，我国

专利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但

是，从目前看，我国专利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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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能满足全社会对专利信息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专

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能力对于图书馆信息服务来

说仍存在较大理论探索空间且需要实践经验积累。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基础信息公共服务供给，建立

数据标准、资源整合、利用高效的信息服务模式[1]。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出加

强知识产权数据标准制定，提高数据质量，加大基础

数据开放力度，促进数据资源共享[2]。《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十四五”规划》则进一步围绕“加大知识产

权数据资源主动供给，强化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开发与

管理”提出了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相关工作的方向和

重点[3]。如何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地落实上述文件

精神和任务，是图书馆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丰富拓展

公共服务内容时要持续思考和积极探索的重要问题。

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Trademark 

Office, USPTO）以提供知识产权信息、促进以创新

为基础的经济为使命[4]，历来重视专利信息公共服

务，其服务历史可以追溯到1871年，USPTO较早

通过专利和商标典藏图书馆（Patent and Trademark 

Depository Library, PTDL）对外开展专利信息保障服

务。2011年，PTDL更名为专利和商标资源中心计划

（Patent and Trademark Resource Centers, PTRC），在美

国逐步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美的用于传播专利信息的

公共、学术图书馆网络[5]。近年来大量学者对PTRC

相关工作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PTRC发展历史回

顾[6]、PTRC运作模式及特点[5]、PTRC成员图书馆的

专利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特色[7]，美国高校图书馆专

利信息服务总体情况[8]，中美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

务比较[9-10]，美国专利信息的公益性传播特征[11]等方

面。上述研究重点讨论了专利信息服务基本情况、产

品内容、服务网络建设等，对专利信息资源基础性建

设、专利信息资源开发方向选择与介入重点的关注

甚少。专利信息资源建设是专利信息公共服务的根

基，其开发利用能力与服务水平关乎专利信息公共

服务的可持续性，专利信息资源建设战略规划牵涉

专利信息公共服务的长远发展。为此，USPTO设立

了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OCE），站在支撑经济发展的逻辑对专利信息资源建

设开发进行谋划和部署，给政府专利数据运用提供

决策支持，为各类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发展加以指引。

鉴于OCE制度及其相关实践做法对图书馆专利信息

资源建设与开发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本文拟

对OCE的相关工作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以为我国图

书馆落实国家有关专利信息公共服务规划、大幅提

升专利信息公共服务水平提供必要参考。

2  OCE的职能、运作方式与使命

2.1  OCE的职能

USPTO没有经济管理职能，但它一直致力于金

融统计分析。USPTO高级管理层的主要职责之一就

是推动监管改革并就与知识产权政策有关的问题向

总统、其他政府机构和国会提出建议，但早期USPTO

没有进行经济建模、实证分析和经济政策建议的专

门部门。USPTO在借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

通信委员会同类工作经验基础上，于2008年设立了

OCE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并于2010年3月完成人

员任命[12]。OCE的主要职责是向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

事务的副部长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针对在经济上

影响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政策或计划的问题提出建议。

2.2  OCE的运作方式

目前OCE拥有一个在经济研究与高级统计方法

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经济学家团队，核心成员包括

一名首席经济学家、一名副首席经济学家以及5名高

级研究经济学家[13]，团队成员还包括具有丰富经验

的程序员和行政管理人员。USPTO的主要任务是进

行专利审查，同时面向社会各类机构持开放合作态

度，积极联合外部力量以获取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资

源[12]。OCE定期发布详细的专利数据，开展专利研究

活动，对各种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经济分析，通过提供

专利数据、组织会议等方式吸引和加强与政策制定

者、高校学者、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与合作[14]。

2.3  OCE专利信息“公用”之使命

USPTO设立OCE基于两个总目标：一是为基于

循证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即通过提供基于专利数

据的客观建议支撑科学决策；二是帮助USPTO及

其合作方理解知识产权制度运行及其经济影响[12]。

OCE发起并监督涉及知识产权经济学的开创性分

析，具有三大使命：一是评估知识产权对创新、创业

和经济绩效的性质、作用和影响，如分析专利对企业

绩效和经济增长的贡献，量化专利对投资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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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程度，洞察专利在技术和信息产品市场中的作

用。二是评估国内外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法规对于经

济的影响，如刻画专利诉讼的趋势和影响，审视标准

制定和标准政策中的知识产权，分析法律变更影响。

三是评估USPTO知识产权举措的经济影响与潜在后

果，如评估为减少专利商标局申请积压所作的努力，

分析影响专利质量的相关因素[15]。由此可知，OCE开

展工作和组织研究的底层逻辑是数据驱动，特色信

息资源建设和差异视角下的信息分析是其自身价值

实现的根基与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3  OCE专利信息资源建设的主要措施

3.1  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建设

USPTO希望对已经积累的大量专利数据进行开

发利用并从中获得新的见解，但在最大化利用这些

数据并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公器”时经常面临

困境：一是专利数据未被合法化地对外发布，只能用

于内部统计分析；二是专利数据存储在为专利审查

而设计的系统中，研究人员使用这些数据具有很大

的难度[12]。鉴于此，OCE高度重视专利信息资源建设

并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以满足专利信息资源增值开

发利用的需要。

面向专利申请、创新、创业等研究需要，OCE加

强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积累，在USPTO官网发布各

种专利数据集，以便公众获取和开展研究。为了便于

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使用这些数据，OCE还提供了一

些数据描述报告和初级研究报告作为补充说明资料。

例如，OCE定期发布专利转让数据集[16]，公布其数据

架构[17]，并以工作论文形式[18]对数据集的基本情况、

数据含义、字段概念、数据结构、数据文件、特色字段

创设、数据潜藏的错误或使用风险、异常数据产生原

因、数据缺失情况、典型数据分析案例等进行全面介

绍。类似的全领域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列表如表1所示。

3.2  专利专题信息资源建设

除上述专利基础信息资源，OCE还面向特定领

域或问题建设专题信息资源。目前主要建有人工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专利数据集[24]和癌症登

月专利数据集[25]。

人工智能（AI）专利数据集旨在支持研究人员和

政策制定者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和社

会影响。该数据集采用机器学习技术提取数据，内容

覆盖包含有一个或若干个AI技术组件（如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音、知识处理、AI硬

件、进化计算以及规划和控制等）的专利。数据集包

含AI内容专利或专利申请文件和用于训练机器学习

分类模型的专利文件。

癌症登月专利数据集旨在通过加强数据获取和

促进研究人员、医生、慈善家、患者和创新者之间的

合作，加速研究工作，提高消除癌症的能力。该数据

表 1  OCE主导开发的专利基础信息资源

资源名 资源内容 资源建设目标 更新方式

专利审查
研究数据集[19]

原始数据下载自专利审查数据系统（Patent 
Examination Data System, PEDS），数据包括每份
申请的特征、申请历史、维持历史、外国优先权
要求、专利期限调整历史、公布历史、通信地址
信息等

通过数据加工让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获得更便于利
用的专利审查数据，即便不理解专利数据结构、数
据组织形式亦可使用

年度更新

专利转让
数据集[16]

1970年至今美国专利转让和其他交易（许可、
证券化等）的详细信息

解决数据原始格式不适合用于研究的问题，为开
展知识产权质押、技术和创新市场原创研究提供
支撑

年度更新

专利诉讼
案卷报告数据[20]

美国专利诉讼详细信息包括：有关诉讼当事人
及其律师的信息、诉讼原因、法院所在地、诉讼
历史上的重要日期、特定案件提交的所有文件
的描述、在诉专利和案件类型的手工编码信息

提供可靠、全面、免费和公开的专利诉讼数据，推
进专利诉讼格局及其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开展

2015/2016更
新

审查意见
数据集[21]

专利审查员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向申请人发布的
审查意见详细信息

提供审查员驳回的全面数据，便于研究人员获取
使用

通过API接口
定期更新

专利权利
要求研究数据集[22]

专利权利要求等统计数据和相关文件统计数
据，如新开发的专利范围度量数据等

为开展专利质量研究提供支撑 2014更新

历史专利
数据文件[23]

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分类的专利时间序
列统计数据和微观数据，含已授权和已公开的，
有效的和已过期的专利

提供运用概率匹配算法、将NBER技术分类用于标
引专利而构建的历史专利数据文件，支撑研究人
员对专利新申请、未决和放弃等复杂动态进行详
细研究，含专利活动、诉讼和技术变革等最新趋势

201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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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涉及癌症药物、诊断、细胞系、小鼠模型、辐射设

备、手术设备、图像分析、数据分析和基于基因组的

发明，并与两个外部数据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National Institude of Health, NIH）的研究组合在

线报告工具（RePORTER）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已批准药品治

疗等效性评价（通常称为桔皮书）实现数据连通，便

于用户将癌症相关专利数据与上游资金和研发以及

下游商业化努力的数据联系起来。

3.3  专利信息资源保障平台

为加强专利信息资源开放获取与高效利用，

OCE开发建设了PatentsView[26]专利可视化和分析平

台，以提高专利数据的价值、实用性和透明度。该平

台旨在加强专利数据、数据联通及机器学习算法的

协同运用，推动相关研究开展和政策制定，并为用户

提供丰富的服务内容，包括：①发明人性别数据、专

利和受让人的年度数据；②灵活的应用程序接口，便

于程序开发人员使用；③专利数据批量下载，支持个

性化数据利用；④专利数据查询生成器，便于用户识

别和检索数据库的特定子集；⑤可视化界面，提供交

互式探索专利数据的方法。

为加强PatentsView平台的专利数据质量和可用

性，OCE自2015年以来组织了5次研讨会[27]，旨在解

决以下关键问题：①建立交流联系，集中计算机科

学、情报学、经济学等领域专家，讨论当前数据处理

的先进方法和应用，促进共同发展；②收集专利数

据、分析用户反馈意见，为平台开发专利专题信息资

源和开放数据产品确定优先级；③构建专利信息资

源知识库，推动共性方法应用。

4  OCE推动专利信息资源开发的核心路径

4.1  通过系列交流活动促进联合开发

OCE在积极推进专利信息资源建设的同时，加

强对专利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推动有关知识产

权经济学的突破性研究和政策发现。OCE通过系列

会议、圆桌论坛、研讨会、特邀演讲、爱迪生访问学

者计划等方式与国际专利专家建立紧密互动关系，

促进各方对知识产权经济学重要主题的了解和理

解，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为

此，OCE设计了系列会议：欧洲知识产权政策博士研

讨会（以下简称“博士研讨会”）、创新经济学年会、

知识产权实证方法圆桌会议（以下简称“实证方法

会议”）[28]。同时，每年还会组织爱迪生访问学者计

划，策划举办多场“首席经济学家系列演讲”活动[29]。

下面针对主要专利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相关推广活动

内容加以介绍：

博士研讨会是欧洲知识产权政策协会（European  

Policy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年会的一个

版块。OCE提供赞助并借会议向参会的博士学生介

绍知识产权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和数据，为其职业发

展和研究工作提出建议。

实证方法会议为经济学家和以实证为导向的法

律学者互动而搭建，目前仅限于少数学者参加，讨论

仍处于发展阶段的项目（不适用于开始数据收集的

项目）。与会人员可以收集试验性质的数据，获得有

关知识产权早期实证工作的宝贵反馈。

创新经济学年会旨在加强通过经济和法律方面

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探讨知识产权、创新和创业

之间的联系。该会议对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的

讨论聚焦于：①研究专利数据发展变化规律，如从数

据产生过程对专利引用数据进行审视[30]；②强调在

真实场景下开发利用专利数据，如在产业中组织建

立标准必要专利的技术人员共同收集数据并进行研

究[31]；③主张对多源数据的综合利用，如将企业财务

数据与专利数据进行关联分析[32]；④推动利用专利

数据观察新现象，如使用专利申请数据评估审查员

可用审查时间对专利审查质量的影响[33]；⑤探索新

分析方法，如开发结构模型[34]、合作网络测度方法[35]。

爱迪生访问学者计划，于2023年8月更名为

Croak访问学者计划[36-37]，分为“爱迪生杰出学者”和

“爱迪生研究员”两个子计划。前者由USPTO邀请法

律、经济学相关领域的资深学者进行与知识产权及

其政策相关的课题研究，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

后者鼓励研究员向政策制定者提交专利政策定量研

究相关的特定主题提案，并将相关成果和数据提供

公众开放获取。

4.2  明确专利信息资源开发重点

OCE特别关注重点领域的专利信息资源开发实

践，包括：专利与增长、经济绩效和创造就业之间的

关系；专利在事实标准、标准制定和标准政策中的作

用，如与专利经济研究直接相关的“丛林问题”“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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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问题”和“买方卡特尔问题”；USPTO各项举措的

经济效益，如减少申请积压举措的成本、效益和影

响，以便USPTO进行行政政策调整；专利在促进新兴

技术和知识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如专利转让的地

位和作用，以及审查质量和及时性如何影响市场[12]。

为进一步了解OCE专利信息资源开发重点，根

据OCE首席经济学家历年演讲主题绘制云图（见图

1），以此探究OCE专利信息资源研究与工作核心。①

专利动词形式（patenting），表明OCE关注专利申请

过程；②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相辅相

成。OCE关注新兴科学技术的预测、发明人对科学

的依赖、科学研究的专利转化、专利丛林中的技术

布局、专利系统下的技术保护、技术型公司的发展、

新技术的流行；③发明人（inventors）研究已经上升

到发明人人口特征研究层面，如发明人的历史变迁、

生命周期、性别规律、特征测量与就业动态等；④

引用（citation）是专利分析中最常用的数据源，对其

理解及价值开发仍有欠缺；⑤价值（value）与质量

（quality）主要涉及创新价值、专利价值、专利质量的

发现、识别与评价问题；⑥作用（role）涉及专利自身、

专利实体（审查员、发明人、发明单位）、资本等的效

用探索；⑦版权（copyright）与专利的关系、版权对科

学的影响；⑧证据（evidence）与独特研究视角关联紧

密，如“城市、高校、企业、人口普查、失败创业公司、

历史数据、特定群体、特定物质”等均可以作为研究

的切入口。

4.3  以可视化图谱强化研究成果展示

OCE专利信息资源开发研究成果会通过期刊论

文、官方报告、经济说明、工作文件、图书章节和信

息图表等多种方式对公众呈现。其中，知识产权可

视化图谱用于展示基于信息分析的新重要发现，是

OCE展现和传播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和特色工具[38]。

相比于传统的期刊论文、官方报告等成果，其具有直

观性、简洁性和动态性的优势，是以可视化手段对相

关研究发现的再浓缩、再提炼。可视化图谱周边会给

出相关研究背景、核心发现、关联报告和详情链接，

以及可视化图谱相关的数据来源、数据情况介绍，为

用户获取和利用相关资源提供线索。

5  对我国图书馆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工

作的启示

5.1  打造专利数据治理生态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要

“加强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开发、加工、利用。支持社

会化服务机构开展基础数据信息深度加工利用。鼓

励专业化机构深化对知识产权数据的挖掘分析，不

断提高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的社会贡献度”[3]。我国在

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建设总体导向上与USPTO是一致

的。但由于我国推动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的专

利数据治理制度体系尚不够健全，专利信息资源建

设政策法规、数据标准、意识与文化等社会生态尚不

够完善，专利数据整合与综合治理能力较低，“各自

为战”现象较为普遍。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需要国

家知识产权局尽快在相关制度合规的前提下，强化

与社会资源的交互频度、广度、深度和高度，积极塑

造内外部有机协同的专利信息资源建设新格局；另

一方面，图书馆自身也要不断提升专利信息资源建

设水准，加强与各领域的多维密切合作，提升支撑社

会发展的专利数据要素价值，提高专利信息资源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

5.2  确立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主线

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主要类别，需要通过不断

增强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能力来更好实现知识

产权制度的价值。USPTO在设立OCE之时即明确专

利信息资源开发主线——站在有力支撑国家经济运

行的视野下推动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为专利制度改

革、专利制度运行优化、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

决策提供依据。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十四五”规

划》看，其工作部署重心着力于“任务化、事件化”，

图 1  OCE首席经济学家系列演讲主题云图



图书馆专利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研究——基于OCE的案例分析

40

如“数据信息资源关联共享；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技术在知识产权数据开发领域的应用；鼓励并

推动地方共建共享差异化、特色化的知识产权专题

数据库”等[3]。由此可知，在我国当前专利信息资源

开发总体进程中，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主线仍不够明

晰。对此，图书馆有必要借鉴OCE的经验，结合地情

社情，确定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主线，整合各层级、各

领域的资源优势，加强政、商、产、学、研资源集聚，

有部署、有分工、有计划地逐一推进实施，实现专利

信息资源开发共创、共建、共享、共赢。

5.3  通过创新驱动专利信息资源核心价值提升

专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何提升专利

申请审查效率，这导致在专利数据积累过程中通常

不会优先或过多考虑专利信息资源被增值开发和利

用的现实需要与潜在可能性。随着专利制度对社会

科技创新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通过量化方法来评

价、评估、审视专利制度的影响力，提高专利数据价

值再发现能力，愈发紧迫。在此过程中，专利数据安

全存储、数据连通、数据互调用、数据协作、数据统

一接口开发等尤为重要。OCE在其专利信息资源建

设工作中始终关注专利数据的独特性及其特色利用

价值，组建包含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学

科背景团队对专利数据进行再标引、再加工、再整

序、再识别，向公众提供了大量具有较高增值利用价

值的专利数据，带动社会各行各业参与专利信息资

源的挖掘与增值研究，形成了具有丰富“创新驱动”

内涵的专利信息资源建设新范式。《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十四五”规划》反复强调特色化发展理念和要

求[3]，图书馆领域也要在开展专利信息资源建设时借

鉴OCE相关做法，强化数据驱动、数据创新意识，重

视专利数据的基础标引、二次加工，开发更多高质

量、高附加值、高稀缺性的专利信息资源，提升专利

信息资源的核心价值。

5.4  面向需求不断提高信息用户满意度

USPTO提出“确保公众获得符合其知识水平的

专利信息，积极为用户最大化利用专利信息提供指

导”的目标[4]。OCE据此在推动专利基础信息资源、

专题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保障平台建设时，从工作

计划制订开始便站在需求侧关注用户的信息获取能

力、利用条件与使用习惯，以方便公众使用和学术研

究的形式提供数据，并提供全面描述数据的补充文

件（通常以工作论文或期刊论文的形式）。其主动细

致的专利信息服务做法与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十四五”规划》对于加大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的主动

供给的相关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图书馆未来在推动

专利数据开放获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需求

端的调查研究，规划和建设更多高质量的专利基础

信息资源；另一方面，面向用户个性化需求将专利信

息资源开发工作做实做细，将便于用户高效获取并

运用专利信息资源作为关键绩效指标。

5.5  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提升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与

服务能力

OCE在既有专利信息资源开发主线统领下，将

专利信息资源建设开发与专利信息人才梯队建设有

机融合在一起，秉持开放合作态度，既与资深学者专

家合作，也积极向年轻学者、博士学生敞开合作之门。

OCE不断取得创新成果的关键之一即是持续推动专

利信息资源专业人才梯队化发展，不断强化专利信

息研究人才网络建设。OCE通过不断建设和发展的

人才梯队网来传播其思想、培育忠实粉丝，扩大专利

工作对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强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分级分类培养力

度，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宽覆盖的培训网络[3]。按照

要求，从国家到省级层面亟需因地制宜提出专利信

息人才梯队网建设举措。图书馆对于专利信息人才

培育和队伍建设不应只有培训一个抓手，还要通过

创造研究环境、搭建交流平台、激发参与兴趣、赋予

实践资源等综合手段助推人才成长。

6  结语

由OCE案例分析可知，其在USPTO专利信息公

共服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主导了

一批富有特色的专利信息资源建设项目，建立了广

泛的专利信息资源人才交流网络和合作机制。其相

关工作经验对于我国图书馆持续做好专利信息资源

建设开发工作具有积极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在

知识产权局设立经济研究部门并非美国首创，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欧洲专利局、加拿大知识产权局、英

国知识产权局、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巴西专利商标

局等均已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这一实践逻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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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视角下图书馆数字资源证据驱动评估决策研究
    ——以中文全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为例

张若楠1  史淑英2

（1.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陕西西安  710049）

（2.西安交通大学期刊中心  陕西西安  710049）

摘  要：文章针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及评估中所面临的科学程序匮乏、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引入循证图书馆学

研究方法。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数字资源循证评估模型，以循证图书馆学为基础，建立数字资源评估分析方法和流

程模型，并以中文全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为例进行评估。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实施全生命周期的数字资源循证评估，选

择合适的评估工具和应用场景，依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与优化，组建数字资源评估工作组等启示与思考。

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循证图书馆学；资源评估；中文学术期刊

中图法分类号：G250.7；G258.6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and Decision-Making of 

Library Digital Resources from an Evidenti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Full-Text Academic Journal Databases

Abstract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inadequate scientific procedures and limited operability in library digital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based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t constructs an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model for digital resources, rooted in evidence-based library science, and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method and process model for digital resource evaluation. The study employs the Chinese full-

text academic journal database as a case study for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inding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ifecycle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for digital resources, selection of suitable assessment tool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dynamic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based on evaluation resul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resource assessment working groups, providing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Key words library; digital resource; evidence-based library science; resource assessment;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  本文系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2022年馆内基金课题“循证视角下图书馆数字资源证据驱动评估决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信息与知识数字

化使数字资源成为知识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根

据《2020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告》显

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经

费高达39.21亿元[1]。数字资源购置费已超过纸质资

源购置费，且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数字资源已成为大

数据时代图书馆的馆藏重点。

随着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心逐步由

纸质向数字资源倾斜，图书馆越来越重视数字资源

所带来的效益和价值。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新的5年

（2022—2026）数字馆藏战略中指出，要重点关注馆

藏资源的评估，建立馆藏跟踪数据，获取并分析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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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的信息[2]。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联

席会议发布的《数字图书馆资源管理指南》中指出，

商业数字资源占用经费多、服务需求大，权益内容广

泛且复杂，对其管理尤其应给予重视[3]。数字资源评

估已成为当前图书馆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数字资源建设过程中，一般会伴随重采购、轻

评估的问题。如何对数字资源的内容品质、学术性、

权威性等方面进行有效评估，在兼顾用户需求、馆藏

结构、经费等因素的基础上实现数字资源建设的科学

性和合理化，是图书馆现阶段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1  相关研究

1.1  数字资源评估研究

国外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估研究开展较早，涵

盖范围也相对广泛。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图书

馆联盟、欧洲共同体、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标准

组织、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国际图书馆协会与

机构联合会等机构就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数字资源

评价指标、标准和方法的研究，代表项目有ICOLC、

E-measures、EQUINOX、E-Metrics、COUNTER等。以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发布的《数字资源

馆藏建设的关键问题：图书馆指南》为例，该指南

围绕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和评估中的关键要素展

开，涉及内容、技术要求、功能性和可靠性、供应商

支持、供应、用户评价等多个方面[4]。美国图书馆协

会发起的“电子资源计量”（Measures for Electronic 

Resources，E-Metrics）项目，组织了美国20多个著名

的研究图书馆与出版商/数据库商共同合作，旨在建

立一个系统科学的数字资源评估指标体系[5]。此外有

学者探讨了数字资源的选择标准及选择过程、数字

资源选择与管理、资源引进前后评估等问题[6]。随后

不断有学者对评估指标进行总结和补充，形成了相

对完善的数字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并已经从理论研

究转向应用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各类数字资源的

特点，提出一般性的评估指标体系与标准规范等方

面。 如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数字资源

评估指标体系、DRAA（Digital Resource Acquisition 

Alliance of Chinese Academic Libraries，高校图书馆数

字资源采购联盟）开展的高校图书馆集团采购引进

数据库评估等。罗春荣等学者提出了包括用户需求、

资源内容、使用便捷性、适用与运行环境、成本效益、

后续服务6个方面的数字资源评估指标体系[7]。肖珑

等人基于自身丰富的数字资源采购经验，对数字资

源评估指标体系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8]。此后不

断有学者从数字资源服务绩效[9]、使用统计分析[10]、

决策评价指标体系[11]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综合来看，国内外关于不同类型的数字资源形

成了一些相对一致的评估标准，但是在对评估标准

定义、实际适用性方面的讨论还略显不足，缺乏一定

的科学程序和方法指导，从而导致数字资源评估在

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12]。我国虽然也有学者开展了

实证研究，但相较国外而言，更多地是从理论层面进

行探讨，如资源评估指标选择、模型确立等，将理论

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

1.2  数字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数字资源建设与评估相关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发现：当前国内

外数字资源建设中存在着内容重复建设、资源采购

浪费等问题。

库兹敦大学罗巴赫图书馆对其购买的EBSCO

和ProQuest两大数据库集成商提供的近50万种电

子书订阅包展开数字资源评估，通过对资源内容重

复对比并结合COUNTER报告，结果显示，EBSCO和

ProQuest集合有30%—40%的重复，且总体使用率很

低。在39万本电子书中，只有2.5%被用户实际使用

过[13]。蒙大拿大学密苏拉分校的曼斯菲尔德图书馆

也开展过一项数字资源评估项目，其中一项重要

的评估指标就是对全文期刊的重复率进行对比

分析[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普

及，以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下简称“知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万方”）、VIP（维

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系统（以下简称“维普”）、超

星数字图书馆（以下简称“超星”）等为代表的商业

性数字资源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数字资源建

设领域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的数字资源建设已经

初具规模，但还存在着资源内容重复建设、标准规范

不统一等问题。图书馆无法对采购资源进行有效的

横向统计分析[15]，缺乏多库间跨平台对比等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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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

本文以循证学方法为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估建立

分析方法与实践模式，从图书馆自身实际出发，在数

字资源评估体系确立与应用过程中充分强调“证据”

因素。以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中文全文学术期刊数

据库为例，以数据库内容质量为切入点，系统地开展

定量评估，使数字资源评估更能反映出以科学为依

据的图书馆决策过程，为提升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估

质量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数字资源循证评估分析

2.1  循证图书馆学

循证理念始于20世纪末的循证医学，由此衍生

出来循证图书馆学（Evidence Based Librarianship，

EBL）。循证图书馆学在1997年由Eldredge提出[16]，

他认为EBL是一个将最佳证据融入图书馆科学决策

的结构化过程。2011年版美国《高校图书馆标准》

中提出了基于循证评价方法的图书馆绩效评价模

式，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了规范指南[17]。

Conner[18]提到EBL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寻找证据，进

而对产生的研究证据进行批判性的评估与应用。

国外图书馆界关于循证图书馆与信息实践

（Evidence-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EBLIP）的相关探讨已经持续了10届会议，当前对

EBLIP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英美国家。通过对历届会

议主题与内容进行调查分析，国外图书馆界对于

EBLIP发展的探讨愈发清晰与细化，主要呈现以下特

点和趋势：（1）重视证据的收集，发挥关键证据在决

策中的重要性；（2）对循证工具的应用逐渐明晰，用

定量和定性等研究方法收集证据；（3）重视对证据的

批判性评价；（4）解决问题从以馆员为导向到以用户

为导向转变。

循证强调的是将信息用科学方法转化为客观、

系统的证据，本文在循证视角下审视数字资源的证

据性及实践价值，提出以证据为核心的数字资源循

证评估模型，确保数字资源评估工作有的放矢，有理

有据。

2.2  以证据为核心的数字资源循证评估模型

循证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科学证据是循证的核

心和关键。该模型在循证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延伸，由

问题、证据和实践3个基本要素构成，并将证据作为

理论框架的核心元素，体现了从问题到应用的完整

过程。具体流程包括：（1）问题提出；（2）证据生成；

（3）证据综合；（4）证据应用；（5）实践评估（见图1），

将循证理论与研究实践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用于

辅助决策的方法，以期实现数字资源评估的良性运

转和循环发展。下面本文以中文全文学术期刊数据

库为例验证所提出的评估流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2.2.1  问题提出

当前数字资源采购内容重复的问题在文献资源

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而这种现象在中文数字资源

采购中尤为突出。目前国内数字出版行业发展日趋

繁荣，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规范化管理，缺乏资

源间的对比分析，导致购置资源的重复率较高，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图书馆中文数字资源建设的质量[19]。

尽管国内外早已有学者针对期刊数据库展开评

估研究，但大多局限于外文期刊数据库，鲜有学者对

中文期刊数据库进行关注，中文期刊数据库在支撑

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往往是

评估工作中容易忽视但需要关注的重点。

中文全文学术期刊数据库长期以来在图书馆数

字资源中占比较大，是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核心内容。

以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其数字资源经费约占

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的87%，中文全文学术期刊数据

库约占图书馆数字资源的50%以上。一直以来，收

藏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的重点工

作，但目前在中文全文学术期刊数据库内容重复建

设与质量评估方面的工作还有所欠缺。基于当前数

图 1  以证据为核心的数字资源循证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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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图书

馆中文数字资源建设现状，确定需要开展中文全文

学术期刊数据库评估，关注知网、万方、维普和超星

中约37 700种全文学术期刊，系统地把握这4个数

据库的内容质量情况，辅助本馆后续进行相关科学

决策。

2.2.2  证据生成

证据生成阶段包括对证据的收集与处理。本次

评估针对图书馆订购的4个中文全文期刊数据库进

行数据采集与处理，根据数据库商提供的期刊目录

数据，主要包含刊名、曾用刊名、英文刊名、出版商、

ISSN号、收录起始期、URL等字段信息。针对多源数

据的目录字段存在名称混杂、格式不一等情况，在不

影响源数据正确的前提下，为多源数据分别建立统

一、规范的目录字段，方便后续进行查询、比对。从

馆藏信息角度提供期刊标识字段（见表1），方便按需

制定数据处理规则。

表 1  订购期刊目录标识字段

字段名称 字段标识 标识说明

期刊刊名 Journal 刊名全称

曾用刊名 PAJournal 曾使用刊名

英文刊名 ENJournal 英文刊名

国际刊号 ISSN 国际刊号

出版商 Publisher 出版商名称

收录起始日期 Date 收录日期信息

其他标识
IDs 学科信息

URLs URL字段标识

为了保证评价标准的统一，本次评估采用多源

匹配法，将多源数据中的关键特征字段信息进行规

范化处理，对不同源数据进行匹配，得到最佳匹配期

刊集。多源匹配法实施过程较为繁琐，主要通过编写

代码的方式先后对期刊刊名、ISSN号、刊名缩写等关

键特征进行匹配比对，计算不同源数据中期刊的匹

配率，从而保证期刊匹配的规范化和准确性。通过进

行数据清洗，核对数据的有效性和完备性，筛除无效

数据并进行记录。通过Python语言进行编程，批量读

取多源数据内容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具体包括：去除

主要字段中的标点符号、统一英文字段的大小写格

式、完善ISSN号的数据规范等。

2.2.3  证据综合

证据综合是在证据生成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成

具体的评估指标以适应实践应用。证据综合不仅要

考虑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也要兼顾应用于数字

资源评估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主要体现在所需证据

获取方式和途径的真实可靠；指标体系要结合实际

工作，指标数量避免冗余繁杂，以定量指标为主，减

少定性指标。对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数量和质量内容

方面进行准确的量化评估是本次评估的重点，包括

资源覆盖情况和收录数据情况。以资源内容与质量

为关键点，下一级指标是上一级指标的影响因素，以

侯振兴[20]、李娜[21]、肖珑[8]等人的相关研究为参考依

据，选取2个二级指标和6个三级指标，并对指标做

出了具体说明，最终形成立足本馆实际的数字资源

评估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 2  数字资源内容质量评估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资源内容
与质量

资源覆
盖情况

覆盖学校一
级学科比例

与学校一级学科相关的期刊
数占收录期刊总数的比例

覆盖学校重
点学科比例

与学校重点学科相关的期刊
数占收录期刊总数的比例

收录数
据情况

期刊数量 数据库中收录期刊总数

核心期刊比例
数据库中收录核心期刊占期
刊总数的比例

重复期刊比例
数据库中重复期刊占期刊总
数的比例

独有期刊比例
数据库中独有期刊占期刊总
数的比例

2.2.4  证据应用

经过前期数据采集与处理，在精准获取多类数

据源数据的基础上，依据内容质量评估指标，对数据

进行分析与比较，具体分析订购期刊数据库中重复

期刊的数量、核心期刊数及覆盖学科等情况。

如图2所示，令A、B、C、D为四个不同的集合；

在本次评估中关注的是不同集合共有的和独有的部

分，即期刊列表中彼此重复的部分和完全独有的部

分、期刊列表与核心期刊列表共有的部分、期刊列表

与教育部一级学科及学校重点学科共有的部分。

此处我们用公式进行介绍：左上图表示集合A的

所有元素： ；右上图深色部分表示集合A与集

合B共有的部分： ，右上图浅色

部分表示集合A独有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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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图深色部分表示集合A与集合B、集合C共有的 

部分： ，左下图浅色部 

分表示集合A独有的部分： ， 

；右下图深色部分表示集合A与集合B、集合C、集

合D共有的部分： ， 

右 下 图 浅 色 部 分 表 示 集 合A独 有 的 部 分： 

。

依 次 按 照 期 刊 目 录 中 的Journal、ENJournal、

ISSN、IDs等关键字段内容，依据上述制定的比较规

则，分别对各数据库期刊重复情况、核心期刊比例、

覆盖学科比例进行分类分级比较，查询源数据的目

录内容，若匹配，则标记相关信息。

2.2.5  实践评估

实践评估阶段主要包括过程评估、效果评估和

动态评估三个方面。基于以上评估指标对中文全文

学术期刊数据库内容质量进行分析，评价证据应用

的效果，以评估结果调控资源结构[22]。

（1）过程评估：主要评估证据应用过程是否顺

利。对各个环节进行不断的重复性评价，有助于及

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例如在对资源重复情况进

行对比分析时，由于目前国内各数据库商提供的期

刊列表标准不一、格式各异，部分刊名或者ISSN号

存在错误或不一致的情况，导致比对结果存在误差，

需要进行二次筛查，人工清洗期刊列表数据，提高比

对结果的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评估的难度。

同时在对核心期刊标准的选择上以《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为主，以确保核心期

刊匹配的权威性。

（2）效果评估：主要评估证据应用后实践的

效果。结果显示，在资源内容重复情况方面，4个

数据库平均重复率为60.55%，独有期刊占比分别

为16.75%（知网）、17.56%（万方）、45.32%（维普）、

7.95%（超星），如表3所示。超星数据库中独有期刊

占比相对最低，进一步分析发现，超星的独有期刊

的出版源大多以美国科研出版社、汉斯出版社等开

源出版社为主，期刊类型主要以文化科普类、中小

学教参等为主（影响因子平均在0.5以下）。在核心

期刊占比方面，4个数据库的核心占比情况分别为：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期刊占比分别为23.02%

（知网）、21.44%（万方）、14.09%（维普）、17.87%（超

星）；CSSCI期刊占比分别为6.25%（知网）、6.25%（万

方）、3.39%（维普）、4.76%（超星），整体上看，知网的

核心期刊占比相对最高。在学校一级学科覆盖情况

上，西安交通大学共41个教育部一级学科，4个数据

库覆盖情况分别为知网78.82%、万方88.27%、维普

71.5%、超星86.03%；在14个重点学科（第四轮学科

评估结果为A-及以上）覆盖上，4个数据库整体覆盖

率相对而言均有待提高（见表4）。

表 3  数据库内容重复情况

数据库 期刊数量/种 重复期刊占比/% 独有期刊占比/%

知网 7 211

69.40（万方）

16.7567.49（维普）

66.26（超星）

万方 7 114

70.34（知网）

17.5668.95（维普）

62.45（超星）

维普 10 419

46.71（知网）

45.3247.08（万方）

42.71（超星）

超星 7 380

64.74（知网）

7.9560.20（万方）

60.30（维普）

（3）动态评估：数字资源循证评估是一个动态循

环的连续过程，不仅要关注过去与当前数字资源的

发展，也要跟踪与预测未来数字资源的变化趋势。因

此，根据本轮评估结果，在后续的工作中，将会重点

关注数据库的使用情况与用户反馈。此外，对各数据

库进行模拟停订，从馆藏、经费影响、核心保障率、

利用率、学科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估，评估模拟停订后

对中文数字资源建设的影响及效果，以支撑后续科

图 2  期刊列表集合韦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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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和应用场景

数字资源循证评估模型为图书馆提供了一种基

于证据开展评估的方法，在实际中可应用于不同的

场景，如采购决策、馆藏管理、用户服务、阅读推广、

质量控制、费用效益分析等方面。针对不同问题和应

用场景，不同的评估内容和侧重点所使用到的评估

工具可能会不一样，因此要选择可操作性强、规范化

的知识工具，包括访问统计工具、用户调查工具、质

量评估工具、数据可视化工具等，以确保评估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信度。例如北卡罗莱纳大学格林斯博罗

分校杰克逊图书馆开展的基于循证的数字资源营销

项目，馆员借助问卷调查工具确定影响数字资源利

用率的因素，并基于所获得的证据有针对性地开展

主题讲座、数字资源系列研讨会等资源推广途径[23]。

3.3  依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与优化

循证评估嵌入数字资源全生命周期中，是一个

动态闭环过程。可以根据评估结果优化决策，动态调

整数字资源建设方向。例如针对数字资源使用情况

和成本进行评估，根据结果可对经费进行优化性调

整，加强预算编制论证和数字资源分类管理，根据经

费投入及实际需求科学调整订购策略。例如耶鲁大

学惠特尼医学图书馆基于循证的方法来确定下一年

度停订期刊列表，以最高效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此

外，依据评估结果，优化数字资源的可访问性和可用

性，加强数字资源宣传推广与整合，基于用户画像进

行用户细分，按照不同学科、不同学院、不同受众群

体等特征为用户进行个性化和精细化的资源推送。对

数字资源进行深度标引与揭示，将数字资源整合到图

书馆发现系统、资源门户上，加强交叉学科间的标引

关联度，进一步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率与使用效益。

3.4  组建数字资源评估工作组

在实际评估的过程中，仅依靠一个部门可能无

法保证证据获取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因此需要成立

数字资源评估工作组，组建一支具备不同技能的馆

员队伍，组织跨部门相关人员协作，通过开展全方

位、多维度、多层次的数字资源评估，包括制定评估

策略、收集数据、分析使用情况、分析成本效益、评

估资源质量和可用性、改善服务等方面，强调各个环

节证据获取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保障数据的可用性

和质量，确保更好地决策和管理数字资源，进一步满

足用户需求，推动数字资源的发展。

表 4  学校重点学科覆盖情况

重点学科
名称

知网占比
/%

万方占比
/%

维普占比
/%

超星占比
/%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

2.58 3.2 2.46 3.04

电气工程 1.88 2.33 1.7 2.11

数学 0.78 0.7 0.64 0.78

力学 0.96 1.17 1.11 1.42

机械工程 2.14 2.54 2.2 2.84

工商管理 1.18 0.99 0.96 0.91

应用经济学 4.7 4.4 3.95 4.19

马克思主义
理论

0.77 0.65 0.54 0.74

材料科学与
工程

1.37 1.7 1.56 1.8

电子科学与
技术

1.3 1.62 1.29 1.26

控制科学与
工程

2.36 2.74 2.63 3.06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1.1 1.22 1.37 1.39

管理科学与
工程

0.41 0.41 0.36 0.44

公共管理 5.87 5.52 4.86 6.17

学决策。同时，根据数据库商提供的用量报告，各数

据库用量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6月和10—

12月。因此，除了要加强对数字资源全年度用量的

监测，还要重点关注用量高峰期用户的使用情况，进

一步挖掘用户的隐性需求。

3  启示与思考

3.1  实施全生命周期的数字资源循证评估

图书馆可定期开展数字资源循证评估，将循证

评估嵌入数字资源的全生命周期中，包括数字资源

的创建、存储、管理、共享、使用等各个阶段，以确保

数字资源的质量、可持续性、可访问性等方面得到保

障。在应用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指标的选

择需要考虑其全面性和代表性，其次指标的权重分

配需要更为精准和科学，以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数字资源在其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与各环节体

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图书馆需要对数字资源进

行长期有效的动态监管与数据采集，将循证评估内

嵌于数字资源的全生命周期中，有助于提高数字资

源管理和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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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作用关系及其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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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全民阅读生态建设中，采用文献调研法、概念模型法及比较分析法研究全民阅读

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作用关系及其运行机制，构建了全民阅读生态系统运行机制模型。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由全民

阅读生态主体、阅读资源和阅读生态环境3大部分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及相互制约。系统运行机

制包括协同共生机制、循环流转机制、共建共享机制、竞争增值机制、动态平衡机制。文章对系统运行机制进行优

化，促进系统稳定、平衡与绿色发展。

关键词：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作用关系；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China’s National Reading Ecosystem: Constituent Elements,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ecosystem theor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reading ecosystem. It 

employs literature research, conceptual model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national reading ecosystem. A model of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reading ecosystem is constructed. The national reading ecosystem comprises three major 

parts and six elements, which interact, cooperate, compete, and constrain one another.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system include collaborative symbiosis, cyclical circulation, co-creation and sharing, competitive value-added,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mechanisms. The article optimiz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system to promote stability, 

bal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ational reading ecosystem; constituent element;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operational mechanism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互联网+’环境下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18YJA870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课题“大数据知识服务生态系统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19YJA87001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屏阅读’视域下大学生阅读危机预警及其生态治理研究”（项

目编号：SK2020A0515）的阶段性成果。

*

1  引言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建设有利于提升国民文化素

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互联网+”环境下，随着

新媒体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阅读与互联网

深度融合，创造了崭新的阅读生态。新阅读生态呈现

出机遇与危机、协同与失调并存的特点，同时，全民

阅读生态系统内部存在多个子系统，各生态主体之

间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相互制约、竞合共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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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外部环境与内部主体相互影响，致使局部管理并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需要从系统层面对系统进行统

筹、协调与治理。把生态系统理论引入全民阅读生

态系统，从全局角度厘清系统内在作用关系，对系统

运行机制进行优化，可以促进系统稳定、平衡与绿色

发展。

2  文献综述

利用WOS（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数据库）、

CNKI等数据库进行文献调研可知，国外学术界对全

民阅读生态系统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

侧重于阅读生态实践与阅读案例分析。例如，美国公

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构建了全面的知识体系，美

国国会图书馆建立了遍及全美各州的强大阅读推广

网络[1]；荷兰、奥地利、德国开展了全国图书宣传和

运动，图书馆免费向会员分发一本书，读者在一定时

间内阅读同一本书，图书馆协会邀请名人担任阅读

大使助推图书阅读和讨论[2]；日本形成以政府为主、

民间为辅的自上而下的阅读推广体系，呈现国家指

导下的法定性和规划性[3]；Rita M. Bean通过对美国

两个州“阅读优先”项目实施之后的调查，探讨全民

阅读生态改革倡议的可持续性[4]。我国关于全民阅读

生态系统的研究文献自2010年以来有较快增长，国

内学者主要从局部和特定的环境研究阅读生态现状

及其结构体系。例如，有学者认为新媒体（媒介）阅

读生态系统由信息人、网络信息、媒介和阅读环境构

成[5]；有学者探索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概念与构成要

素[6]，提出从空间、内容、平台、人才四个维度构建新

媒介阅读生态系统的运作模式[7]，以及跨媒介阅读时

代的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建设方略[8]等。

根据文献调研可知，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为全民

阅读生态系统构建的理论研究打下了一些基础，但

尚留有研究空间，如对阅读生态系统内在机理的研

究仍有不足。本文借鉴生态系统理论，从全局角度对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作用关系及运行机制

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促进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持续

性发展提供参考。

3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概念

生态系统理论是研究生物及其环境相互作用过

程及规律的科学，作为一种认知观与研究方法，该理

论得到社会科学理论界的极大认同，并被应用到信

息生态、电子商务服务业等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

域。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外学者提

出了信息生态系统的概念。而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是

一种社会生态系统，它的概念应以全民阅读、生态系

统及信息生态系统为基础。

3.1  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是指国民在良好的阅读环境下，长期、

持久、有效地共建共享社会阅读资源，获得广泛而公

平的阅读权的社会行为；全民阅读不仅是指空间上

的全民，也指时间上的全民，不仅要呈现人人阅读，

也要推动人人的终身阅读，同时全民阅读具有个性

化和多样性等特点[9]。“互联网+”环境下，由于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全民阅读打破了传统阅读

的束缚，其特点表现为：阅读资源内容繁杂、形式多

样，呈现新媒体化、碎片化发展趋势；阅读方式多样

性，网络阅读、移动阅读成为人们日益依赖的阅读方

式；阅读时空随意性，在任一时间和任一地点，都可

借助手机、网络或终端，通过博客、网页、信息头条、

微信等方式直接阅读；阅读技术先进性，现代多媒体

技术、网络技术保障着阅读技术的先进性。

3.2  生态系统与信息生态系统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生态系统界定为由生物群

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

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随着社会信

息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信息生态

系统的概念。美国学者Burns Aldana Nardi认为，信息

生态系统是在特定环境下，由人、实践、技术和价值

所组成的系统。国内学者娄策群等人认为，信息生态

系统是人与信息环境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具有信

息流转、信息共享等功能的有机整体[10]。

3.3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

在信息生态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相继

提出了阅读生态系统、新媒体（媒介）阅读生态系

统、图书馆阅读生态系统的概念，但学术界对全民阅

读生态系统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将全民阅

读与生态系统关联起来，从生态学视角审视全民阅

读，符合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发展的现实需要。结合全

民阅读的理论基础，并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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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生态系统的认知可以得出：全民阅读生态系

统是指在社会活动中，全民阅读生态主体、阅读资源

及阅读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具有阅读资源流转和共享等功能的有机整体。全民

阅读生态系统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全

民阅读生态系统是由多个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

有机的整体；它是一种社会生态系统，而非自然生态

系统；它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同时还与

其他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具有阅

读资源流转、阅读资源共建共享等社会功能；它不是

静态的，是一个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动态系统。

4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各异，例如肖静等人认为，

信息生态系统的结构主要包括信息人、信息资源、信

息环境三要素[11]；娄策群等人认为信息生态系统由

人与信息环境构成，把信息资源归入信息环境[10]；杨

沉等人提出新媒体（媒介）阅读生态系统由信息人

（个体或群体）、网络信息、媒介和阅读环境构成[12]。

综合有关研究理论，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由全民

阅读生态主体、阅读资源和阅读生态环境3大部分构

成，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结构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

4.1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是指一切参与全民阅读活动

的个人和社会组织，分为全民阅读服务主体和全民

阅读利用主体，包括阅读资源生产者、全民阅读监管

者、全民阅读传递者和阅读资源消费者4要素。

全民阅读服务主体包括阅读资源生产者、全民

阅读监管者、全民阅读传递者。阅读资源生产者是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供给要素，其在不断积累社会

生产与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生产、科研与生活经

验，创作和生产新阅读资源，如作者、记者、科技人

员、作家等，他们是图书、论文、新媒体信息等各类

阅读资源的撰稿人。全民阅读监管者是全民阅读生

态系统的保障与激励要素，主要包括政府、文化部门

等职能机构及相关人员，主要负责制定全民阅读政

策与规划，立法保障全民阅读权益与经费，建设与维

护全民阅读设施和场馆，优化全民阅读生态环境，监

督与管理全民阅读等。全民阅读传递者是全民阅读

生态系统的助推要素，负责开展全民阅读宣传与推

广等活动，承担阅读资源的出版、流转、收集、整序、

存储、传递、推广与阅读咨询服务等。传统的全民阅

读传递者包括出版社、书商、图书馆、学校、家庭、读

书会、书屋等，“互联网+”环境下还包括移动阅读平

台、网络全民阅读平台、微信、文献数据库商等新媒

体和信息机构。

全民阅读利用主体是指具有阅读能力的国民，

称为阅读资源消费者（即读者），包括阅读资源消费

者个体和阅读资源消费者群体，是全民阅读生态系

统中的实践要素。阅读资源消费者是各种阅读资源

的需求者和使用者，也是全民阅读活动的驱动者和受

益者。他们自觉或有组织地参与全民阅读实践，通过

阅读获取知识与信息，实现知识信息的吸收与转化。

4.2  阅读资源

阅读资源是指全民阅读生态系统中流转的阅读

对象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的物质表现，具有“客

体”的功能定位，是阅读资源消费者的阅读实践对

象[13]。阅读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阅读资源

除包括上述读物以外，还包括用于阅读的各种媒介

和资金等，如电脑、手机、阅读终端等。狭义的阅读

资源是指内容上经过系统化的加工与整理，具有一

定组织结构的各种读物，包括传统纸质读物以及“互

联网+”环境下涌现的新媒体阅读资源。本文所述阅

读资源专指狭义阅读资源。阅读资源是全民阅读生

态系统的基础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阅读资

源就没有读者，因此本文把阅读资源单独作为一大

类与阅读生态环境并列。

4.3  阅读生态环境

阅读生态环境是指保障全民阅读生态主体与阅

读资源有效沟通，促进阅读资源在全民阅读生态系

统内有效流动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主要包括社会环

境和物理环境。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

图 1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结构框架模型  



53

2023 年第 12 期

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生态因子，保障和影响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建设与运转。物理环境是阅读生

态环境的基础性要素，是指保障全民阅读流转有序

进行的各种技术、网络、物理和虚拟空间以及各种全

民阅读基础设施的集合，主要包括技术环境、网络环

境、空间环境等生态因子。

在全民阅读生态系统中，阅读资源生产者、全民

阅读监管者、全民阅读传递者和阅读资源消费者4个

阅读生态节点及其链式依存关系构成全民阅读生态

链。如图2所示，阅读资源在4个生态节点之间流转，

其中阅读资源生产者是生态链的起点，是产生新阅

读资源的源泉；全民阅读监管者与全民阅读传递者

是生态链的中间环节，是维系整个全民阅读生态链

存续的关键；阅读资源消费者是生态链的终点，是阅

读资源与信息流转的归宿，同时也可能是另一阅读

生态链的起点。阅读生态节点在阅读资源与信息的

流转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阅读资源

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能否实现。

5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作用关系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作用关系是指各

生态主体、阅读资源及阅读生态环境内部及其相互

之间的作用关系。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作

用关系如图3所示。

5.1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内部的作用关系

阅读资源生产者决定各种阅读资源的内容和创

新性，来自其他生态节点的评价与反馈信息也会影

响阅读资源生产者的再生产。阅读资源生产者内部

有相互合作与相互竞争关系，包括协同合作进行阅

读资源选题与生产，也有为了赢得更多阅读资源消

费者、占领市场的竞争。全民阅读监管者内部是密切

合作、相互协调的关系，负责监督与管理其他生态节

点，建设和优化全民阅读环境，保障和推动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传递者决定阅读资源的出版、发行、加工、

销售、推广与传递等工作，其内部处于竞合关系，既

存在相互合作也存在相互竞争，其合作表现在：为了

适应阅读资源消费者和市场需求，在阅读资源出版

加工技术、发展方向、阅读资源共建共享、阅读推广

等方面寻求共同发展而相互联系和合作；其竞争表

现在：各自出版加工各种阅读资源，但为了扩大销售

和占领市场，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而展开竞争。阅读

资源消费者作为阅读资源的阅读实践者，由于利益

一致性，其内部一般只有资源共享与合作关系而没

有竞争关系。全民阅读生态主体内部通过合作、协同

和竞争等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及相互

制约的关系，并不断与阅读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持着

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推动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

平衡发展。

5.2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与阅读资源之间的作用关系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决定阅读资源的内容、形式

与流转状态，而阅读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会影响前

者的行为与工作效率。阅读资源生产者决定阅读资

源内容与质量，而阅读资源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能

否实现影响到阅读资源生产者的再生产意愿。全民

阅读监管者通过立法、行政和舆论等手段对阅读资

源的内容与形式进行约束；全民阅读传递者决定阅

读资源的出版、发行、销售、流通、传播、推广等环节；

阅读资源消费者从阅读资源中获得阅读体验和知识

信息，实现知识转移和创新，而阅读资源的内容和形

式影响阅读资源消费者的阅读偏好和阅读兴趣。

5.3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与阅读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

关系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与阅读生态环境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一方面，全民阅读生态主体作

为全民阅读生态系统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可以改

图 2  全民阅读生态链流转路径   

图 3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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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阅读生态环境，也可以适应阅读生态环境。全民阅

读生态主体是建设、改造、优化阅读生态环境的力量

源泉，决定了阅读生态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全民阅读

生态主体适应阅读生态环境，表现为随着阅读生态

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对阅读资源的作用

方式，不断调整、提升自己来更好地适应环境。另一

方面，阅读生态环境反作用于全民阅读生态主体，前

者可以影响后者的工作、生活与发展。阅读生态环境

为全民阅读生态主体提供法规、政策、经济、文化环

境及物质保障。阅读生态环境的存在状态，直接影响

全民阅读生态主体的生产行为、推广行为、阅读意愿

与阅读行为等，影响阅读生态节点的运转效率。

5.4  阅读生态环境与阅读资源之间的作用关系

阅读生态环境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非常复

杂，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社会环境对物理环境有

制约和促进的作用，物理环境也会影响社会环境。例

如法律环境为物理环境的建设与改善提供了法律保

障，而阅读空间与信息技术发展程度也会影响全民

阅读法律、法规条例、相关文化政策的制定及修订。

阅读生态环境与阅读资源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和相互促进：社会政治环境可以影响阅读资源的内

容，制约阅读资源的形态，也可促进阅读资源的生

产，如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信仰不同，阅读资源的

内容就会不同；信息技术发展程度和水平，可以影响

阅读资源的种类、阅读设备和阅读方式；阅读资源的

数量、质量、内容与形式反作用于生态环境，影响和

制约生态环境的发展，例如数字阅读资源的爆发式

增长，使得数字阅读设备增加以及新媒体阅读空间

增大，致使全民阅读环境变革。

6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指在系统各构

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形成、发展、稳定和演

化的规律性运动的作用过程、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

式。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具有5大运行机制，即协同共

生机制、循环流转机制、共建共享机制、竞争增值机

制、动态平衡机制。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模

型如图4所示。

6.1  协同共生机制

协同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生态

节点，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协同

的结果使个个获益，整体加强，共同发展。共生指的

是不同的生态节点通过某种共生机制形成知识链的

链接关系。协同共生机制是指阅读生态链各生态节

点为实现共同的目标，按照一定规则组织起来，共

同完成从无序到有序的生存发展模式。协同共生机

制的实现体现在生态节点内部和生态节点之间。（1）

各生态节点之间的协同共生表现在战略目标及阅读

资源供需上相互协同，以促进资源流、阅读流、资金

流等顺畅流动及阅读行为和阅读价值间的有效转

换，实现生态节点之间的良性循环，例如出版商、书

店、图书馆协同搭建数据共享平台，合作开展新书展

销和好书分享等阅读推广活动。（2）各生态节点内

部的协同共生表现在协商一致行动，例如区域公共

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之间协同开通对方

读者借阅权限、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各生态节

点协同共生还可以通过在层次上统筹推进校园阅读

生态链、图书馆阅读生态链、新媒体阅读生态链等各

种阅读生态链之间的协调发展，在组织上构建政府、

机构、社会团体、媒介等多元合作阅读推广组织结

构，在资源上协调布局，协同建设阅读资源共享网络

平台等共生方式，并与外部的环境资源和知识资源

实现互动交流，从而推动全民阅读生态系统从低级

向高级不断进化。

6.2  循环流转机制

循环流转机制是指全民阅读生态链各生态节点

基于利益、服务关系和可持续发展，通过资源流转而

形成的循环往复的发展模式。循环流转机制包括3

种形式：（1）供需循环。在各阅读生态节点之间的供

图 4  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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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循环信息流，体现了全民阅读生态链的社会价值。

例如根据文化市场需求，阅读资源生产者创作一批

崭新的阅读资源，全民阅读监管者进行审批，全民阅

读传递者进行出版、印刷、发行、推广与传递，最后

阅读资源消费者进行阅读实践，形成了一条供需循

环信息流。（2）资源循环。阅读生态链内部，从上游

流向下游的阅读资源流和从下游向上游的资金流之

间形成资源循环阅读流，实现了阅读资源的经济价

值。例如图书从作者到出版社，再到书店，最后到达

读者，而购书资金从读者出发到书店，再到出版社最

后到达作者，形成一条资源循环阅读流。（3）知识转

移。知识信息从阅读资源生产者出发，经过全民阅读

监管者、全民阅读传递者，到达阅读资源消费者，由

阅读资源消费者吸收、转化，实现阅读体验与知识信

息流转，完成一次知识转移循环过程。

6.3  共建共享机制

共建共享机制是指系统各生态要素内部或生态

要素之间相互协作，实现阅读资源共建共享，合作共

赢的发展模式。阅读资源共建共享可以避免阅读生

态链上下游各生态节点间阅读资源配置的不对称和

重复建设，降低阅读资源建设成本和使用费用，促进

阅读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开发使用效率，促进阅读资

源社会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最大增值。共建共享关系

存在于阅读生态链的任何节点内部和节点之间，纵

向的上下游合作及横向的关联合作关系使得阅读生

态链的整体效率和效益得到提升，纵横交叉的合作

关系则保证阅读生态链高效率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其共建共享的方式有很多，包括全民阅读共享网络

平台、文献资源保障系统数据库集团采购平台、文献

传递网络平台、图书馆与数据库商合作开展馆藏文

献数字化建设等。

6.4  竞争增值机制

竞争增值机制是指各生态要素内部或生态要素

之间为占领更大的市场，赢得更多的用户，获取更大

的利益而不懈角逐的发展模式。阅读生态链的每一

个生态节点都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多重压力，

多样化的竞争关系广泛存在于各生态节点内部和生

态节点之间。竞争关系导致优胜劣汰，但也推进着各

生态节点的变革与优化，使其保持着活力与效率，竞

争关系推动了阅读生态链整体螺旋式上升。竞争是

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竞争，同一生态节点内部的竞争

主要体现在对市场份额、稀缺阅读资源以及阅读资

源消费者的争夺上，例如出版商、数据库商内部与相

互之间为赢得更多市场展开阅读资源及阅读资源消

费者的竞争。一般来说，同一生态节点处于相同生态

位的生态要素，具有相似的阅读资源和耦合的阅读

资源消费者目标群体，使得该生态节点的生态要素

必须依靠阅读资源的创新及信息技术的升级等来确

保各自的优势，以此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上下游

不同生态节点的生态要素之间的竞争则大多表现为

议价还价，以争取为自己节省更多的资金及获得更

多的利润空间[14]。当然，生态链内部还会受到生态链

外部潜在竞争的威胁。阅读生态链各生态节点内部

及生态节点之间的竞争必将促进阅读资源的增值，

而阅读资源的增值又将提升竞争的程度，如此循环

往复，使得阅读生态系统得到良性发展。

6.5  动态平衡机制

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

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

质循环和信息传递，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

态。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平衡机制是指全民阅读生

态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适应，保持相对稳

定、有序、均衡状态的运行方式。全民阅读生态系统

平衡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内

部平衡，即保持一定时间内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

稳定，具体是指全民阅读生态主体之间、生态环境因

子之间以及全民阅读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因子之间

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状态。二是全民阅读

生态系统内外平衡，即在系统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

状态下，系统与外界环境维持物质和能量输入与输

出的平衡。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平衡的表现为：全民阅

读生态主体之间合理匹配、阅读生态链与阅读网络

完备、全民阅读生态环境因子相互协调、全民阅读生

态主体与生态环境高度适应、全民阅读渠道畅通、阅

读资源流转迅速、阅读资源转化准确、全民阅读生态

系统相对稳定。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在不断地从平衡

到失衡再到达新的平衡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从低层

次向高层次的转化。

7  结语

随着新媒体技术、移动互联、计算机技术与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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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融合发展，全民阅读已进入深入推进的“阅读

新时代”[15]。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需

要我们既要深入研究全民阅读生态系统相关理论，

使生态系统、信息生态理论赋能全民阅读绿色发展；

也要根据全民阅读生态主体、阅读资源及阅读生态

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不断优化全民阅读生态

系统的结构关系，使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内部及各组

成要素之间协调发展，促进全民阅读生态链高效流

转；同时，要在挖掘和探寻全民阅读生态系统运行机

制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和完善全民阅读生态系统运

行机制：

（1）健全协同共生机制。要强化各生态节点内部

及生态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功能，建立健全

全民阅读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协同工作标准、规范与

路径，提高协同工作效率。

（2）完善循环流转机制。要完善生态主体功能，

提高生态节点质量；合理配置全民阅读资源，整合多

种形态阅读资源，加快资源流转速度；利用新兴信息

技术，创新连接方式；创新阅读推广与服务模式，降

低阅读资源流转成本。

（3）强化共建共享机制。要从思想理念、管理协

调、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利益平衡5方面推进阅读

资源及阅读环境共建共享。

（4）培育竞争增值机制。要努力培育和扶持阅读

资源市场，鼓励和培育市场主体之间适度竞争；加强

政府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设

计出合理有效的供求机制，同时引导和培育对市场

主体的激励机制。

（5）优化动态平衡机制。生态位应做到整体协调

和合理定位，既不过度重叠也不空缺；利用相关法规

与制度对阅读服务生态主体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

以有效预防与解决系统中的各种问题，维持阅读生

态系统的平衡；必要时对生态系统进行人工调控使

之恢复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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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背景下儿童家庭早期阅读发展与支持策略
    ——基于江苏省4 088个儿童家庭的调查

郭芙蓉1  周  鹏2  杨金焕3  陈  伟4

（1.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院  江苏盐城  224005）

（2.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  江苏盐城  224235）

（3.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4.滨海县幼儿园  江苏盐城  224500）

摘  要：早期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构成，推广早期阅读对于建设书香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问卷法调查了

江苏省4 088个家庭的早期阅读现状，辅以访谈法，从物理阅读环境、早期阅读活动、早期阅读观念、早期阅读策略

四个维度探究家庭早期阅读现状，研究发现家庭早期阅读环境中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呈现差异化特点、阅读活动

中父母时间投入少及父亲参与度低问题突出、阅读观念中家长忽视对儿童阅读行为习惯的培养、阅读策略中家长缺

乏多样化的早期阅读指导方法。从而提出四点策略：创设多元化阅读环境，纸媒屏媒优势互补；构建“阅读共同体”，

多方协同支持家庭；重视早期阅读全过程，培养阅读行为习惯；实施多样化阅读指导，增强亲子阅读乐趣。

关键词：早期阅读；全民阅读；亲子阅读

中图分类号：G252.17；G259.2753        文献标识码：A

Early Childhood Reading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Insights from a Survey of 4,088 

Famil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reading is a pivotal component of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bear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the endeavor to foster a culture of reading in China. This study, through the employment of questionnaires 

and supplemented by interviews,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early childhood reading within 4,088 famil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t delved into the family's early reading landscape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physical reading environment, 

early reading activities, parental attitudes towards early reading, and early reading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uncovered 

discernible disparities between physical and digital reading within the family's early reading environment. It also 

highlighted issues such as parents' limited time investment in reading activities, notably low paternal involvement, parental 

oversight in cultivating children's reading habits, and a paucity of diverse early reading guidance methods.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four key strategies: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reading environment that capitalizes on the 

*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在线听故事和成人伴读对3—6岁儿童语言能力影响的比较研究”（项

目编号：2020SJA1948）；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屏幕暴露对农村留守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C/2022/01/67）阶段性研究成果，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江苏省职业教育“幼教大先生”双师型名师工作室资

助、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创新团队培育项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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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期阅读是儿童早期依靠图画书中的图像变化

和文字表述来理解以图为主的低幼儿童读物内容的

活动过程[1]。儿童在早期阅读中不仅能获得语言、认

知、审美等能力的发展，还有助于其未来学业成就[2]，

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开端。随着全民阅读的持续推

进，早期阅读也备受重视。202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指出，“积极推动

家庭亲子阅读”，“鼓励开展与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

状况相适应、有利于培养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活

动”[3]。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

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也勉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

快乐阅读，健康成长[4]。早期阅读已是全民阅读不可

或缺的内容，开展早期阅读对于推广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者以“家庭早期阅读”“亲子阅读”为关键

词在中国知网检索相关文献，发现有关家庭早期阅

读的现状研究通常以某一地区家庭作为调查对象，

且调查维度不尽相同。如周文睿从家长态度、阅读行

为、阅读材料和阅读认知等层面调查了南昌市早期

阅读情况[5]，朱韵如分析了兰州地区家长的阅读认

知、阅读指导和阅读效果[6]，王力面向武汉市儿童家

庭从早期阅读的目的、内容、方法、策略四个方面展

开研究[7]，林芷莹则调查了广州市儿童家庭的早期

阅读意识、环境、态度、方法[8]。尽管这些研究的调

查地区和分析维度不同，但都反映了儿童家庭早期

阅读在数量和质量上普遍不高的情况。在深入推进

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当前江苏省儿童家庭早期

阅读现状如何？基于此，研究者展开调查，以期为当

地家庭早期阅读提供推广策略，助力书香江苏建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调查了江苏省4 088个儿童家庭的

早期阅读现状。被试家庭中，男童占52.72%，女童占

47.28%；儿童年龄3岁以下者占15.75%，3—6岁者

占84.25%；主要照料人为母亲、祖辈、父亲、其他的

比例分别为54.01%、36.30%、8.03%和1.66%。

2.2  研究方法

研究者编制《家庭早期阅读现状的调查问卷》，

于2023年4—5月面向江苏省10个城市的幼儿园、

托育机构发放问卷4 401份，回收有效问卷4 088份，

有效回收率为92.89%。盐城市问卷数占62.38%，宿

迁、南京、苏州、徐州、淮安、连云港、扬州、泰州、镇

江9个城市问卷数占37.62%。问卷共38题，包括基

本信息8题和早期阅读现状30题。早期阅读现状含

25道单选题，从物理阅读环境、家庭阅读活动、早期

阅读策略、家长阅读态度四个方面展开；另有5道多

选题，分别是关于早期阅读时段、儿童阅读习惯、电

子阅读优点、家长阅读困惑、日常伴读者情况。为进

一步了解家庭对儿童早期阅读的看法与行动，研究

者随机选取部分家长、幼儿教育机构教师、书店人员

进行访谈。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者使用SPSS24.0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信

效度分析，KMO系数为0.871，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0，整体信效度良好；并从物理阅读环境、早期阅

读活动、早期阅读观念和早期阅读策略四个维度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3.1  物理阅读环境

物理阅读环境包括家庭中的阅读材料数量和种

类、近三个月儿童阅读支出、儿童阅读空间环境。如

表1所示，家庭中儿童书籍数量以10—30本居多，成

人书籍数量以10本以内居多，可见家庭阅读书籍的

数量并不多。超过70%的家庭拥有2种及以上可供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of print and digital media; fostering a "reading community" through collaborative efforts from various 

stakeholders to support families; emphasizing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early-stage reading, cultivating reading behavior habits; 

and implementing diverse reading guidance methods to enhance the enjoyment of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s.

Key words early childhood reading; nationwide reading; parent-chil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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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时间上，儿童纸质阅读和家长讲故事的时长均以

10分钟以内者居多，而电子阅读时长则以20—30分

钟居多，可见电子阅读相对而言更能吸引儿童的专

注度；但是三者时长超过30分钟者的比例并不多，

尤其是儿童纸质阅读，说明儿童家庭阅读时长总体

不多。

研究者还通过多选题调查了开展早期阅读家庭

的伴读者，其中76.79%的伴读者是母亲，其次是祖

辈、父亲、兄弟姐妹和其他，说明母亲是开展儿童家

庭早期阅读活动的主力军；而父亲在儿童阅读陪伴

上则相对缺位，仅占8.76%。值得注意的是，祖辈陪

伴儿童阅读的比例超过了父亲，说明祖辈的伴读角

色也不容忽视。

在早期阅读的时间段方面，86.59%的家庭会在

晚上睡前进行早期阅读。访谈家长表示，晚上睡前是

自己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此时进行早期阅读，不仅

讲故事效率比较高，而且也有助于儿童睡眠。

3.3  早期阅读观念

表 1  家庭物理阅读环境情况

维度 组别 占比/% 维度 组别 占比/% 维度 组别 占比/%

儿童
书籍

没有 4.26

电子阅读
设备种类

1种 28.74

近三个月
阅读支出

50元以内 34.57

10本以内 25.76 2种 23.39 50-100元 36.59

10—30本 34.83 3种 20.03 100-150元 14.36

30—50本 15.92 4-5种 21.50 150-200元 7.31

50本以上 19.23 6种及以上 6.34 200元以上 7.17

成人
书籍

没有 15.91

书籍种类

1种 35.05

阅读空间
环境

1分 33.68

10本以内 39.04 2种 27.40 2分 23.39

10—30本 23.31 3种 18.10 3分 15.58

30—50本 11.42 4-5种 15.34 4分 12.82

50本以上 10.32 6种及以上 4.11 5分 14.53

儿童阅读的电子设备；访谈中了解到，一些双职工家

庭由于父母忙于工作，电子设备逐渐扮演儿童生活

“陪伴者”的重要角色，主要通过电子设备支持儿童

阅读。35.05%的家庭拥有的儿童书籍种类单一，以

童话类图书为主。多数家庭近三个月的儿童阅读支

出少于100元。在阅读空间环境上，按照“大小适宜，

光线良好，有书架，书籍摆放有序，书籍适宜儿童自

主取放”的评分规则，空间环境评分四分及以上者不

足30%，说明儿童的阅读空间环境有待提升。

3.2  早期阅读活动

早期阅读活动主要包括儿童独自纸质阅读、听

家长讲故事、电子阅读三种形式阅读的频次和时长、

阅读陪伴者以及阅读时间段。如表2所示，在阅读频

次上，儿童纸质阅读和听家长讲故事的频次类似，

“经常”及以上频次者均不足30%，说明多数儿童每

周纸质阅读和听家长讲故事的频次均较少。相比而

言，儿童使用电子设备阅读的频次为“经常”及以上

者超过60%，可见电子阅读受到更多家庭欢迎。在阅

表 2  儿童家庭阅读活动情况

维度 组别 占比/% 维度 组别 占比/% 维度 组别 占比/%

儿童纸质
阅读频次

从未 3.62

电子阅读
频次

从未 5.99

家长讲故事
时长

从未 6.43

偶尔 44.03 偶尔 6.80 10分钟以内 37.21

有时 26.74 有时 24.80 10-20分钟 26.08

经常 8.05 经常 45.84 20-30分钟 19.15

总是 17.56 总是 16.57 30分钟以上 11.13

家长讲故
事频次

从未 6.43

儿童纸质
阅读时长

从未 3.62

电子阅读
时长

从未 5.99

偶尔 48.85 10分钟以内 46.16 10分钟以内 9.74

有时 24.71 10-20分钟 28.84 10-20分钟 31.38

经常 6.78 20-30分钟 16.76 20-30分钟 44.37

总是 13.23 30分钟以上 4.62 30分钟以上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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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家庭早期阅读观念情况

维度
组别

不符合/% 不太符合/% 不能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重视早期阅读 6.90 14.19 17.46 47.80 13.65

愿意陪伴儿童阅读 1.37 7.63 39.14 40.97 10.89

认为阅读对儿童其他方面发展具有影响 2.03 3.94 34.00 47.33 12.70

认为自己能够胜任亲子阅读活动 6.58 23.90 57.90 10.23 1.39

认为讲故事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情 5.11 19.23 30.97 43.59 1.10

认为使用电子设备进行阅读有必要 9.52 16.93 12.08 49.09 12.38

愿意参加学习提升伴读水平 3.47 5.06 14.97 28.99 47.51

家庭早期阅读观念主要从家长对早期阅读的重

视程度、早期阅读的价值、伴读意愿、伴读的自我效

能、伴读的情绪状态、电子阅读的态度、学习意愿七

个方面进行调查。如表3所示，超过50%的家长比较

重视早期阅读，愿意陪伴儿童阅读，并认为阅读对于

儿童其他方面（除了读写方面）发展具有影响、电子

阅读有必要、愿意参加培训学习提升伴读水平。但

是，在“自己能够胜任亲子阅读活动”和“讲故事是

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情”上，多数家长并不能认同。可

见多数家长对早期阅读持认同态度，但是在对伴读

能力和状态的认知上有待提升。

研究者进一步调查了对电子阅读持认可态度家

长的具体看法。将近一半左右的家长认为电子阅读

具有随时随地阅读、内容丰富的优点。约1/3的家长

认为电子阅读能够拓展儿童经验视野，并且故事讲

述生动。22.85%的家长认为电子阅读对空间环境要

求低，如无需购置书架或摆放图书。17.69%的家长

认为电子阅读可以代替成人伴读，尤其是对于没时

间、不擅长讲故事、家庭书籍少的家长来说是重要的

阅读支持者。不足10%的家长表示电子阅读让儿童

“有事可做”，显然持这一观点的家长并未认识到电

子阅读的真正价值。

此外，儿童的阅读行为习惯也能反映家长的早

期阅读观念。被试儿童中超过70%的儿童能专心阅

读，超过50%的儿童阅读时姿势正确、遇到不懂会提

问，但是不足50%的儿童能够逐页阅读、正确取放图

书、保持图书整洁、不毁坏图书。可以看出，家长更

加重视阅读过程中儿童的表现，却忽略了儿童对待

图书的行为习惯培养。

3.4  早期阅读策略

在早期阅读策略使用上，如表4所示，大多数家

长采用的方式是联系生活与儿童讨论故事，近一半

的家长会在伴读结束后请儿童复述故事，而续编或

创编故事、故事延伸活动则相对少见。20%左右的家

长经常会先了解图书解读再给儿童讲故事。例如，绘

本《生日快乐》在图画中暗藏了爸爸和邻居的行为

活动，而绘本文字部分只陈述了妈妈和“我”的经历。

一些家长表示，如果不看图书解读，根本不会注意这

些图画细节。约40%的家长从未引导幼儿观察图书

环衬或扉页。有的家长表示，讲故事时通常从正文开

始，“之前”“之后”的部分没有关注过；还有些家长

表示会注意到封面上的题目和主人公，但是对扉页、

环衬、封底缺少关注，说明家长尚不熟悉儿童图画书

阅读的要点。可见家长对讨论故事、延伸活动、复述

故事的策略使用较多，而对其他三种策略的使用相

对较少。

研究者进一步了解了家长在早期阅读方面的困

惑或难处。超过50%的家长表示没有时间开展早期

阅读，约1/3的家长不知道如何选书，近30%的家长

表示不了解亲子阅读的方法、儿童阅读易受电子设

备干扰。可见家长闲暇时间、家长伴读策略、电子设

备可能影响家庭早期阅读质量。

4  讨论

4.1  阅读环境中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呈现差异化

特点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电子阅读已成为早期阅

读的新样态，许多国家甚至将数字读写纳入21世纪

必备核心技能。有研究表明，约97％的儿童家庭拥

有电子设备[9]，儿童每日使用屏幕设备的时长约2小

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纸质阅读时间[10]。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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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儿童家庭阅读环境中既有纸质阅读材料，也

有电子阅读设备，并且电子阅读设备的种类、使用频

次和时长也都超过了纸质阅读，可见相比于纸质阅

读，电子阅读逐渐受到更多儿童家庭的欢迎。与传统

的纸质阅读形式相比，电子阅读设备内容丰富、视听

结合、即点即播、轻便易携，是早期阅读的良好支架。

然而电子阅读设备在为家庭提供早期阅读便捷性的

同时也存在一定弊端，如广告、网页延时容易干扰儿

童阅读，阅读内容缺乏优质筛选，阅读过程缺少互动

思考，阅读时间过长容易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等。因

此，对待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合理使用更为关键。

4.2  阅读活动中父母时间投入少及父亲参与度低问

题突出

儿童由于年龄尚小，认知、语言等发展尚不成

熟，其阅读过程需要父母的一定支持。父母开展的亲

子阅读数量、与儿童之间的阅读互动、创设的阅读环

境都会影响儿童早期阅读质量[11-13]，而这些又都以

父母的时间投入为前提。本研究发现，家长讲故事的

频次和时长都不多，超过半数的家长表示没时间是

开展早期阅读的最大困难。林芷莹、李晓在研究中也

提及家长缺少伴读时间。父母对早期阅读的时间投

入较少，一方面受客观工作时间的限制，导致亲子阅

读时间少且不固定[8]；另一方面则与主观育儿观念有

关，如有的家长下班后会观看娱乐节目放松解压，很

少进行亲子阅读活动[14]。如此数量不足的时间投入，

很大程度上会导致阅读活动整体质量大打折扣。

本研究还发现，伴读者为父亲者的占比约8%，

比母亲的占比少近70%，说明父亲在陪伴儿童阅读

方面较为缺位，这与李姬[15]、王力[7]的研究结果类似。

国外研究者Lamb提出“重要父亲理论”（important 

father theory），认为父亲对儿童成长的作用不一定是

必须的，但却是很重要的[16]。许多研究都证实，父亲

的受教育程度[17]、语言质量[18]、教育参与[19]会影响儿

童的早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也明确指出“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20]。

因此，父亲在家庭早期阅读中的角色十分重要。

4.3  阅读观念中家长忽视对儿童阅读行为习惯的

培养

培养阅读习惯是开展早期阅读活动不可忽视的

方面。本研究发现，尽管超过一半的儿童在阅读时能

做到专心、姿势端正、及时提问，但是却不能正确取

放图书、不能保持图书整洁、容易毁坏图书。这可能

与家长的早期阅读观念具有一定关联，即家长更加

重视儿童主体的显性阅读过程，而对图书客体所反

映的隐性阅读习惯缺乏关注。倘若儿童不能很好地

对待阅读材料，不仅会影响家庭的阅读空间环境质

量，还可能导致儿童不愿阅读、“玩书”多于阅读。因

此，良好的阅读行为习惯也是早期阅读中值得注意

的内容。

4.4  阅读策略中家长缺乏多样化的早期阅读指导

方法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成人除了

应引导儿童以经验为基础理解图书内容之外，还应

当在阅读中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感受文学

作品的美[21]。本研究发现，家长在伴读时主要关注儿

童对图书正文部分的理解与复述，较少让儿童续编

或创编；只阅读文字、不阅读图画，也很少关注图书

的封面、封底、环衬、扉页。显然，这样的伴读方式过

于单一呆板，并不能发挥图书的真正价值，更不能达

到早期阅读的良好效果。松居直先生曾提到“识字

的大人和不识字的孩子看图画书的方式迥然不同。

如果不了解这种情况，大人教孩子看图画书的方式

就会有偏差”[22]。例如，《盘中餐》环衬部分呈现了故

事中的各种农具，《蚂蚁和西瓜》扉页部分交代了西

表 4  早期阅读策略使用情况

维度
组别

从未/% 偶尔/% 有时/% 经常/% 总是/%

能结合生活中的事情与儿童讨论 4.01 8.64 12.74 40.66 33.95

会引导儿童续编或创编 20.45 20.99 22.48 25.91 10.17

能延伸与阅读有关的绘画、手工、游戏等 10.40 25.20 23.17 22.65 18.58

会了解图书解读，再进行讲故事 36.72 24.29 16.44 12.40 10.15

伴读结束后请儿童复述故事 3.82 13.53 34.61 28.91 19.13

会引导幼儿观察封面、封底、环衬或扉页 38.87 20.33 18.20 18.49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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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的由来，《外婆家的马》封面和封底暗示了外婆对

男孩的包容与陪伴，若忽视这些图画细节，则缺失了

许多的阅读趣味。

5  儿童家庭早期阅读的支持策略

5.1  创设多元化阅读环境，纸媒屏媒优势互补

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是早期阅读顺利开展的重

要基石，应发挥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资源优势，共

同营造多元化阅读环境，支持儿童早期阅读。首先，

应丰富家庭纸质阅读环境。除了常见的平面纸质书，

家长还可以选择洞洞书、翻翻书、撕撕书、立体书等

形态的图书，充分调动儿童运用多种感官参与阅读。

阅读内容可以涉及科普类、卡通类、儿童文学类、人

文历史类等，帮助拓展儿童的知识视野；还可以参考

专家推荐的347种幼儿图画书[23]创设家庭图书空间，

提升家庭图书质量。家长还可以与儿童一起装扮家

里的书房或阅读角，让阅读环境更适宜儿童阅读。其

次，应创设良好的电子阅读环境。一是电子阅读时

尽量陪同儿童。学龄前儿童的自控能力和是非分辨

能力较弱，家长陪同能够帮助儿童远离错误信息，规

范阅读内容。二是围绕电子阅读内容展开互动。电

子阅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浅层阅读，儿童即听即

过，缺乏思考，家长可以与儿童讨论电子阅读内容的

梗概、关键信息，引导儿童开展相关延伸活动等，深

化对文本的理解。三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规律性

阅读。例如，父母接送儿童入园离园，可以在途中使

用APP播放寓言故事之类的系列故事，每日固定时

间倾听，坚持系列化阅读，让“碎片”完整化。四是

根据阅读材料特点适当辅以图书，视听共享，拓展想

象。例如绘本《一园青菜成了精》在听读时文字内容

很少，但翻开图书则会发现每句话对应的画面是如

此生动有趣！

5.2  构建“阅读共同体”，多方协同支持家庭

针对父母没时间、父亲参与缺位的现象，可以通

过外界多方协同，支持父母，促进开展家庭早期阅读

活动。一方面，幼儿园、托育机构作为0—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的重要场所，也肩负着早期阅读推广的职

责。这些园所可以邀请坚持每日阅读的家庭或擅长

伴读的父亲担任幼儿园的“早期阅读宣传大使”，以

身边人身边事影响更多家庭；还可以利用园所自媒

体平台，宣传推广早期阅读和父亲参与伴读的意义，

引发父亲对家庭教育角色的审思，主动承担伴读责

任。另一方面，社会大环境中也有许多支持早期阅读

的力量。例如，地方公共图书馆、书店、绘本馆应发

挥自身在早期阅读方面的资源优势，定期组织父亲

阅读分享会、亲子阅读沙龙、早期阅读公益讲堂等，

为家庭提供早期阅读交流学习的机会。民间阅读推

广团体应发挥阅读推广的积极作用，让“故事社工”

走进亲子乐园、社区、家庭，点面结合开展早期阅读

服务活动。驻地高校也应发挥高校服务地方职能，成

立早期阅读志愿服务团队，为本地家庭提供早期阅

读的入户指导，满足不同家庭儿童的个性化早期阅

读需要，如为儿童父亲提供伴读策略支持。城市的文

化旅游景区也可以参与到早期阅读推广中，如盐城

市的草房子乐园、淮安市的西游乐园等，均与阅读文

化有关，可以在景区开展阅读分享会、表演书中的精

彩情节等，以文带旅，以旅促文，深化儿童对文学作

品的理解。

5.3  重视早期阅读全过程，培养阅读行为习惯

阅读习惯是早期阅读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内

容，家长应重视早期阅读的全过程，引导儿童爱护图

书、收纳图书。第一，鼓励儿童营造整齐有序的图书

陈列环境。艾登·钱伯斯认为，藏书、书的陈列方式、

能拿得到的书、阅读地点等，都有助于幼儿养成阅读

的良好习惯[24]。家长可以与儿童一起整理图书，将图

书按照主题等归类，并设计相应图案或色彩的标签，

贴至书架处；儿童书籍应放置在儿童触手可及的高

度，而非束之高阁；没有固定书架的家庭可以购买轻

便书架、书立、收纳箱等，让儿童学会整理，避免图

书凌乱堆叠。第二，引导儿童正确取放图书。当儿童

取书阅读时，家长可以提醒儿童记住图书所在的位

置，待阅读完毕后归还到原先的位置。在摆放图书

时，还应注意将书脊朝外、竖向摆放，方便后续取阅

图书。第三，端正儿童的阅读姿势。不良的阅读姿势

可能会导致近视、驼背、脊柱侧弯等，不仅影响儿童

生长发育，对儿童未来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家长

有必要教导儿童保持正确的阅读姿势。例如，通过儿

歌“身体正，肩膀平，眼睛离书有一尺，胸口离桌要

一拳”掌握正确姿势的要领；切不可简单粗暴地提要

求，以免儿童产生抗拒心理。第四，指导儿童做标记

的合理方法。倘若儿童喜欢在书上涂涂画画，家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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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儿童用“△”“ ”等标记自己喜欢的情节。

5.4  实施多样化阅读指导，增强亲子阅读乐趣

亲子阅读是家庭早期阅读的主要形式，家长应

采用多样化的亲子阅读指导方法，增强阅读的趣味

性。第一，观察倾听，发现儿童兴趣。家长可以询问

儿童最喜欢故事的哪个情节或观察儿童在阅读过程

中的兴趣点，有针对性地讨论或延伸阅读内容；还应

根据儿童的兴趣需要选择适宜的图书，例如1—2岁

儿童喜欢操作图书，则可以选择能操作互动的水果

撕撕书，引导儿童说一说、找一找、贴一贴。第二，学

会读图，探索图画奥秘。图画书是儿童早期阅读的重

要材料，其画面往往饱含丰富的细节，家长应学会读

图，与儿童一起发现图中的秘密。例如，阅读《朱家

故事》，家长可以和儿童比赛谁在画面中发现的小猪

更多、谁记得的朱家环境前后变化更多，并和儿童讨

论为什么画家要这么画，如此增强阅读的趣味性。第

三，动静结合，丰富阅读形式。图书不仅仅可以看和

念，还可以与绘画、表演、音乐、游戏等多种形式相

结合。例如，阅读《一动不动大赛》后，家长可以和

儿童一起玩“一动不动游戏”；阅读《如果你给小老

鼠吃饼干》后，家长可以与儿童学习书中的语言节

奏，天马行空想象其他情节；阅读《妙笔糖画》后，可

尝试制作糖画。第四，生动讲述，凸显故事趣味。家

长的故事讲述水平也会影响亲子阅读的趣味性，因

此家长在讲述故事时可以模仿角色声音、夸张语气

语调、增加动作表演等，例如阅读《蹦》，家长可以改

变“蹦”的音调，通过“蹦蹦蹦蹦——蹦”引导儿童

想象小动物蹦起来之后的场景，让故事更加生动。

（感谢盐城幼专“阅享童年”早期阅读志愿团队

赵方源、王心怡等15名同学对数据收集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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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图书馆英语分级阅读推广活动案例分析

余凯璇 

（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南昌  330038）

摘  要：江西省图书馆“分级阅读”系列活动，采用馆校合作方式，通过定量分析，设置分级阅读A组和传统阅读B

组。A组成员以“分级阅读”为主线，以社交软件为平台，采用“馆员导读+阅读打卡（阅读指导和阅读活动） +成果

分享”等方式进行文本的“精读”和“泛读”，配合图书馆其他阅读推广活动。B组成员仅提供本馆资源和阅读推广

活动，分组实施后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A组成员在解码能力、文本理解、文化意识、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方面较

B组成员有较大提高。该系列活动可以从深化馆校合作、满足多元需求和注重活动品牌等方面予以优化，充分挖掘

青少年外语学习潜能，形成良性阅读闭环，促进青少年有效的外语阅读，希望为公共图书馆外语阅读推广创新模式

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分级阅读；阅读推广；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A Case Analysis of Graded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at Jiangxi 

Provincial Library

Abstract The Jiangxi Provincial Library's "Graded Reading" series of activities, implemen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hools, employ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pproach to establish two reading groups: Group A for graded reading and 

Group B for regular reading. Group A members focus on "graded reading" as their main theme, us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s for activities such as librarian-guided reading, instructional reading, diverse activities, regular assessments, 

post-reading sharing, and showcasing achievements. These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reading 

promotion initiatives at the library. Group B members are provided with access to library resources and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only. Comparative research is conducted after group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Group A member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decoding skills, text comprehension, cultural awareness, reading habits, and 

reading experiences compared to Group B members. This series of activities can be further optimized through deeper 

library-school collaboration, addressing diverse needs, and focusing on activity branding. It fully taps into the potential for young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ms a virtuous reading cycle, promotes effective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mong young 

learners, and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innovative models in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promo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graded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 empirical research

*  本文系2022年度中国图书馆学会科研项目“公共图书馆精细化阅读推广研究”（项目编号：2022LSCKYXM-FZZ- 

QN002）；2022年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双减’背景下馆校合作研究”（项目编号：YG2022079）的成果之一。

*

1  引言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推

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

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1]。《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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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0年）》提出“要分年龄推荐儿童书目”[2]。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提出：遵循外语学

习规律，立足我国义务教育实际，建立义务教育英语

分级体系[3]。《2020年中国K12阶段学生“分级阅读”

白皮书》中提到，44.3%的父母有孩子阅读效果的困

扰[4]。随着分级阅读的用户群体增多，分级阅读推广

成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的重点领域。

分级阅读使阅读有科学的量化测试方式，可以匹配

文本与孩子的阅读水平，解决家长选书与孩子阅读

效果的问题。为儿童挑选与其生理年龄、认知水平相

匹配的阅读材料和书单，提供个性化、层次化和差异

化的阅读指导和服务，可以引导少儿正确的阅读方

式，激发少儿的阅读兴趣和内驱力[5]。

2  文献回顾

国外分级阅读主要从可读公式、分级阅读标准、

分级阅读应用等方面进行研究。1836年，威廉·麦

加菲开发的《麦加菲读本》开启了国外分级阅读研

究的序幕。新西兰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分级

阅读实践，根据Marie Clay的教育理论，采用分级阅

读的方式引导帮助阅读水平较弱的孩子[4]。美国的

Iren Fountas和Gay Su Pinnell制定出指导分级法[6]。

Sheehan通过实证发现分级阅读可以提高读者的阅读

能力[7]。Tsurri在泛读课堂中使用分级阅读，证明分

级阅读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8]。Lauren Thornely和

Ross Mcllwrichd在1997和1998年分别出版分级阅读

相关著作，分级阅读逐步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

英国这些国家被学校采用。

我国分级阅读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集中在出版

界、教育界和图书情报界，研究内容大体为标准制

度、分级阅读教学、国外分级阅读启示等方面。2000

年台湾地区全面推行《儿童阅读实施计划》，分级阅

读是其中的重要项目[9]。2008年，南方分级阅读研究

中心致力于分级阅读研究，推出首个《儿童青少年

分级阅读内容选择标准》和《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

水平评价标准》[10]。2009年接力儿童分级阅读中心成

立，出台《中国儿童读物分级阅读指导建议》并发布

首批分级阅读指导书目[11]。张金秀从运用分级阅读

材料培养中学生英语阅读素养方面进行研究[12]。周

刚主要研究国内英语阅读标准建构，研究构建适合

中国学生的分级阅读标准[13]。邹艳等人以四川大学

图书馆“圕蒙学堂”为案例，给我国高校图书馆少儿

分级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14]。王琳等人主

要以英国的Bookstart作为案例，对我国婴幼儿分龄

分级阅读进行指导[15]。蔡迎春等人基于“蓝思分级

阅读”活动，研究分级阅读对大学英语传统教学的辅

助作用[16]。金莉莉主要介绍英国儿童分级图书的特

色和对我国的启示[17]。

3  江西省图书馆英语分级阅读推广活动实践

分析

国外主流的分级阅读标准有蓝思分级，指导

分 级、AR（Accelerated Reader）分 级 和DRA评 价

（Developmental Reading Assessment）。从覆盖年级看，

蓝思分级和AR分级覆盖k-12年级，指导分级和DRA

评价覆盖K-8年级。从覆盖指标看，蓝思分级只提供

一个代表阅读能力的蓝思指数，缺乏其他辅助的阅

读能力分析指标。AR分级除了提供反馈孩子综合阅

读能力的AR、GE（Grand Equivalent, 年级对应值）值

以外，还提供KID（Key Ideas and Details, 信息与观点

理解）和ORF（Oral Reading Frequency, 流利度）等辅

助参考指标。这些指标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阅

读水平，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规划。

AR分级有独立的测评系统，不涉及出版社、学校、家

长，评价更客观，更精确。因此，江西省图书馆分级

阅读活动采用AR分级法，用STAR测试确定孩子阅

读水平，记录AR值。

3.1  活动思路

江西省图书馆遵循儿童心智发展和认知能力发

展规律，以馆校合作的方式与某小学举行英语分级

阅读推广系列活动。活动采用参加馆内阅读推荐活

动和设置分级阅读A组和传统阅读B组分组定量对

比的方式。两组人员采用不同的阅读推广方式，持续

时间为四个月，通过实证对比前后两次AR测试值，

分析分级阅读优缺点，旨在营造中小学生英语阅读

氛围，增强阅读兴趣，提高阅读素养，进而达到提高

英语阅读能力的目标。

3.2  活动方法

图书馆与学校进行合作，招募学校教师和学生

家长为志愿者，以学龄期读者群体为研究对象，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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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参与者外语水平，推荐相应级别的图书和文本

导读并策划组织一系列“分级阅读”活动。

本文所选的研究对象来自六年级同一个老师所

教的两个不同班级。六年级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具

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进行英语的自主阅读，

所选班级学生英语水平基本相当。活动采取自愿参

与和测试筛选的方式，组建“分级阅读小组”A组和

“传统阅读小组”B组。每组选择35名水平相当的学

生（同一个班的同学分在同一个小组），由馆员和教

师共同管理。

A组，采取“馆员导读 + 阅读打卡（阅读指导和

阅读活动）+成果分享”的闭环学习方式。B组仅提

供本馆阅读空间和资源，但不进行书单推荐和阅读

指导。两个对照小组成员在活动进行之前都需经过

STAR测试，记录初次AR值，结果和活动结束后的

AR值进行对比分析，制定进一步的英语阅读提升计

划（见图1）。活动以馆藏纸本、电子资源和STAR测

试软件作为资源保障，以现代媒体交流方式：互联

网、微信或 QQ 等作为互动交流平台，通过微信小打

卡的方式进行成果分享，旨在通过分级阅读推广模

式的构建有效提升英语学习者的阅读水平。

3.3  活动步骤

3.3.1  初次测试AR值

测试题目共34道，包括虚构类图书相关问题，

如主旨大意和观点理解、文学元素和写作手法及信

息提取等；非虚构类图书相关问题，如主旨内容和观

点理解、文本组织、知识和概念整合以及信息提取等

问题。测试时间约为15—20分钟，测试题目的难度

会根据答题的正确率自动调整，所测结构基本能够

如实反映出测试者的语言水平。

3.3.2  分组阅读 

A组的分级阅读过程首先，活动前期计划，由专

任馆员利用社交软件，给A组成员建立微信群，举办

线上和线下的分级阅读专题讲座，分享分级阅读学

习策略，设置分级阅读推荐书目专架并且进行阅读

资源推荐工作，如：利用微信、网站等为学习小组成

员实时推荐阅读书单。

其次，在活动进行中，馆员提供阅读资源+馆员

导读+系列活动,对活动参与者进行多元化的阅读指

导。馆员根据STAR测试结果，推荐难度适中的阅读

书籍；也可以按参与者的兴趣推荐书籍类型，切实提

高其阅读水平。本活动采用的myON软件，有5 000

多本电子书，内容新颖、题材广泛、实效性强。图书

馆的纸本资源，馆员可根据书名，在AR网站查询相

应的AR值，推荐给相应的读者阅读。学员文本阅读

完成之后，可以做myON自带的测试题，也可以做AR

网站相应的试题，进行阅读理解测试，并通过测试找

到薄弱环节。根据学员做题正确率，以及自身阅读兴

趣，确定下一本最适合学员阅读的书籍。

3.3.3  活动结束再次测试AR值

在活动结束后，参与者重做一次STAR测试，并

记录测试AR数值，将两次的AR测试值进行比对。根

据参与者的阅读记录、活动参与记录和作业分享记

录等进行排名，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表现

优异的孩子，可以作为好书推荐官，由图书馆为其录

制好书推荐视频，分享在图书馆的公众号，并提供礼

品和证书奖励。

3.4  活动效果对比

通过本次分级阅读活动，研究人员发现A组

STAR测试值提高明显，4个月内平均提高0.4；B组

STAR值平均提高0.1（见表1）。

测试结果主要包括阅读能力和阅读品格两方

面。阅读能力包括解码能力、语言知识、阅读理解和

文化意识[18]6-7。解码能力主要包括文本概念、音素

概念、拼读能力、阅读流畅度，通常可以用每分钟阅

读的文字量来衡量。分级阅读活动进行前，A组学员

平均每分钟阅读文字量在99.3个单词，活动结束后

提高至110.5个；B组学员平均每分钟阅读文字量在

图 1  A 组和 B组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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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个单词，活动结束后提高至105.3个。文本的阅

读理解，包括信息提取、策略运用、多元思维[18]18-19。

文学类作品，也称虚构类作品，在STAR测试中主要

考查主旨大意和观点理解、结构掌握、信息提取等方

面的能力。A组阅读前78.5，阅读后89.3；B组阅读前

77.4，阅读后82。科普类作品，也称非虚构类作品，

在STAR测试中考查信息与观点理解、结构掌握、知

识和概念整合、信息提取等方面的能力。A组阅读前

72.4，阅读后81.3。B组阅读前72.9，阅读后75.3。文

化意识，包括文化感知、文化理解、文化比较、文化

鉴别[18]18-19。A组学员文化意识方面也明显高于B组

学员。

阅读品格包括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阅读习惯，

包括阅读行为、阅读频率和阅读量。阅读体验，包括

阅读态度、阅读兴趣和自我评估[18]18-19。馆员在微信

小程序建立“小打卡”群，分级阅读小组成员均可以

参与“小打卡”，小程序内根据打卡情况设置总排名，

年、月、周和日排名，以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参与

度，使其保持阅读习惯。分级阅读小组成员有社群打

卡、互动和分享以及周排名、月排名等，更能激发参

与人员的兴趣和积极性。

4  活动存在的问题

4.1  馆校合作深度不够

首先，活动运行保障机制不够，交流机制也不够

畅通。活动中没有足够的资金作为保证，因此，整个

活动只能够选择70名学生来试点参与。馆员、教师

和家长的沟通也不够畅通，有少数成员每日的阅读

打卡坚持不够，存在补卡和漏卡的行为。其次，公共

图书馆馆员专业程度不够。活动期间发现，馆员的学

科知识储备较专任教师有一定的差距。再次，公共图

书馆和学校合作程度不足，两者在人员培训和资源

共享方面没有较好的合作。

4.2  读者多元需求未能满足

分级阅读推广工作未能满足不同阅读群体的需

求和读者的不同阅读方式的需求、不同阅读载体的

需求。首先，未能满足不同阅读群体的需求。此次

分级阅读推广活动关注的是具有一定英语能力的成

员，组织和举办的活动也适合有一定英语能力的成

员参与，并未过多关注低龄段或阅读能力较低的读

者的需求。其次，未能满足语言学习者的需求。此次

分级阅读推广活动使用的是泛读的方式，针对少量

涉及到英美国家文化的文本会进行导读学习，但并

没有语言类的精读的讲解学习和写作类的输出。再

次，未能满足读者不同阅读载体的需求。此次分级阅

读推广活动主要采用的是线上的分级阅读软件和传统

的纸质图书，没有网络版、有声版等多种载体形式的

分级阅读资源，不能满足读者不同阅读载体的需求。

4.3  活动品牌没有形成

表 1  A 组与 B组阅读前和阅读后 AR值对比

虚构类作品 非虚构类作品 语言

比较项目
年级

对应值
流利度

（单词/分钟）
主旨大意和
观点理解

结构
掌握

信息
提取

信息与
观点理解

结构
掌握

知识和
概念整合

信息
提取

词汇习得
和使用

A组

阅读前 3.5  99.3  78.5  71.7  73.8  72.4  70.9  74.7  78.4  80.1 

阅读后 3.9  110.5  89.3  81.4  84.5  81.3  78.4  80.6  83.8  85.3 

平均提升/% 11.1  13.5  13.8  13.6  14.6  12.3  10.5  7.9  6.9  6.5 

GE前10名提升/% 6.2  9.7  10.1  12.0  10.2  9.4  7.7  5.9  6.9  4.8 

GE最快进步前10名
/%

17.1  13.3  17.3  19.5  19.6  17.6  15.4  7.0  5.5  4.1 

无效果人数/≤3% 4 5 6 3 4 7 5 8 7 6

B组

阅读前 3.6  101.2  77.4  71.9  74.9  72.9  70.8  74.7  78.5  80.2 

阅读后 3.7  105.3  82.0  75.6  77.5  75.3  73.2  76.8  80.3  82.4 

平均提升/% 2.9  4.6  6.2  5.4  4.3  3.6  4.0  3.2  2.5  2.9 

GE前10名提升/% 2.4  9.0  4.2  4.2  1.9  2.2  2.1  1.4  1.4  1.7 

GE最快进步
前10名/%

6.9  11.6  7.4  6.2  6.4  4.4  6.2  3.9  3.3  3.9 

无效果人数/≤3% 6 8 5 7 6 7 9 5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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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分级阅读推广活动只是一次历时比较长的

活动，尚未形成分级阅读推广活动品牌，社会影响力

不足，家长对公共图书馆组织和举办英语类的分级

阅读推广活动也持观望态度。

5  活动优化策略

5.1  深化馆校合作

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合作在阅读推广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公共图书馆与学校通过签订协议，在双方信

任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明确的畅通的沟通机制，可以

通过电子邮件、在线平台、会议或定期的教师和馆员

会面来实现，确保沟通渠道高效便捷，方便双方交流

和共享信息。馆校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优势互

补，实现 1+1>2的协同效应，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和

分级阅读推广事业的发展。同时，影响学龄期儿童对

阅读资源与阅读服务选择的重要因素是应试教育的

需要与教师的推荐。教师是最了解学生阅读习惯及

阅读能力的人，图书馆深化与学校的合作，既能够为

学校及教师提供教学所需的数字资源，也能够给未

成年人提供课外延展性阅读的相应资源与场所，如

以校外教育基地、“三点半课堂”等形式，促进馆校

合作机制，丰富课程资源和拓宽课程场域。图书馆也

可以更便利地邀请专业人士或教师给馆员讲解和指

导，帮助馆员提升分级阅读相关的专业知识水平，更

好地为读者服务。

5.2  满足读者多元需求

满足读者多元化、多层次和个性化的需求是提

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因素。阅读

推广工作需要满足不同阅读群体的需求，以及用户

的不同阅读方式的需求和不同阅读载体的需求。

阅 读 的 方 法，大 致 有 两 种：精 读（intensive 

reading）和泛读（extensive reading）。精读是指仔细剖

析文章，完全理解每一个句子，包括每个单词的词

性、语义、用法、搭配，句子的语法结构等所有语言

元素，需要掌握所涉及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政治、

宗教、文化以及作者生平、写作风格等内容。泛读即

泛泛而读，目的是获取主要信息，要求学生读得广、

读得多，还要读得快，并且理解准确。公共图书馆在

进行英语分级阅读推广时，要泛读精读兼顾，既要有

泛读类的阅读推广活动，还要有精读类的阅读推广

活动。学龄前及小学低年级阶段，应以泛读为主，可

以组织以听说为主的阅读推广活动。小学中高年级

及初中阶段，应以精读为主，泛读为辅，以帮助孩子

们加强词汇和语法的理解。高中及成人阶段，应精读

和泛读相结合，并且泛读为主，让阅读者迅速提高思

维能力和文化背景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和国际化视

野。《公共图书馆宣言》 2022版指出，公共图书馆的

使命之一是提高人们的阅读和写作素养[19]。分级阅

读活动的活动内容可以由读向写转变，结合“阅读+

写作+出版”进行培养，阅读向写作转变，输入向输

出转型，通过写作和馆内校内模拟出版，鼓励小读者

展示作品，提高小读者的阅读热情，进而提高馆藏文

献的利用率。

阅读载体方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

方式多元化、阅读媒介多样化、阅读时间碎片化，公

共图书馆要主动接受阅读新方式，及时调整阅读推

广方案，积极引入新媒体技术，以满足用户多元化、

个性化的阅读需求，为大众提供更新、更优质的阅读

体验。针对分级阅读，构建纸质版、电子版、网络版、

有声版等多种载体形式的儿童文献资源体系，适应

使用不同阅读载体的读者需求。

5.3  创立活动品牌

品牌是物品的品质保障和形象体现。图书馆在

英语分级阅读推广过程中，不能只做单场活动或“一

次性活动”，而是应树立品牌意识，确定品牌定位，打

造独特性、个性化、高效能、系列化的分级阅读推广

活动品牌，提升读者对图书馆活动的认知度、接受

度，增加读者对图书馆活动的黏性，同时持续性地提

供优质的阅读推广活动，提升品牌形象，完成品牌的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知名度，扩大图书

馆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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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化·

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服务研究

翁一非

（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  广东深圳  518034）

摘  要：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服务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平台优势和读者基础。文章以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为

例，阐述了该馆开展有声阅读服务的实践与成效，提出了在有声资源平台建设及推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优

化资源建设、强化法制保障、深化人才队伍培养、固化常态推送机制等方面对未来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服务发展给

出对策。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Audiobook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Public libraries are well-positioned to offer audiobook services due to their resource advantages, platform 

capabilities, and established reader base. Using the example of Futian District Library in Shenzhe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s of their audiobook services. It also highlights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audiobook resource platforms. To drive the future growth of audiobook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is recommended, including resource optimization, enhanced legal support, deepe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sistent content delivery mechanism.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audiobook service; resource development

1  引言

2019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

《广东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1]，该条例提出完善全民

阅读服务体系行动，推动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推广应

用信息化设备设施来提供阅读服务并丰富数字化阅

读服务内容等工作目标和工作方法，鼓励公共图书

馆为公众提供高效服务。随着现代传媒的创新发展

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声阅读作为纸质书阅读、

电子书阅读的有效补充，具有传播成本低、范围广、

效果好等优势，满足视障人士和其他印刷品阅读障

碍者的精准需求，由此成为当前读者阅读方式的重

要选择之一。本文以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为例，阐述

其开展有声阅读服务的实践与成效，分析当前有声

阅读发展的瓶颈，力促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的创新

发展。

2  公共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服务的现状

《2022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全国数

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达463.52亿元，同比增长

11.50%；其中有声阅读市场营收95.68亿元，占比

20.64%；在数字阅读用户群体中，人均电子阅读量

为11.88本（部），有声阅读量为7.44本（部）。由此

可见，有声阅读的推广潜力不可小觑。在此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开始关注和投入有声阅读资

源建设和有声阅读推广，部分图书馆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3]。例如，浙江图书馆的“今晚听电影”、太原图

书馆的“太图之声”和“宁波图书馆天一听书”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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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特色有声资源。李晓宁通过对全国22家省级公共

图书馆和直辖市公共图书馆进行调研，发现各大公

共图书馆推送的有声阅读资源大多来自商业平台采

购，再在网站上设置端口或者链接以供读者使用，缺

乏自建的有声阅读资源平台，拥有的有声资源品种

单一、数量有限，同质化现象突出，不能满足读者的

多元化有声阅读需求[3]。与购买商业有声资源数据

库相比，自建有声资源数据库的成本更低、灵活性更

强、服务范围更广。有声阅读服务发展对推动全民阅

读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公共图书馆而言，

利用自身馆藏优势发展有声资源平台，是有效拓宽

有声阅读服务体系的良策[3]。

3  福田区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服务的实践与

成效

福田区图书馆立足本馆发展，将有声阅读服务

纳入图书馆资源建设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来，着

眼未来、关注前沿技术，注重服务创新、完善资源供

给体系，依托广大数字资源和互联网、新媒体等手

段，探索“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建设，加强机

构服务能力建设，向公众提供优质、广泛、有效的有

声阅读服务。

3.1  拥有较丰富和稳定的馆藏资源，为有声阅读 

资源建设夯实了基础

《深圳“图书馆之城”2021年度事业发展报告》

中显示：2021年全市公共图书馆视听资料总藏量为

64.23万件，同比增长2.61%。其中，市级公共图书馆

视听资料藏量为30.18万件，占全市总量的46.99%；

各区公共图书馆视听资料藏量为34.05万件，占全市

总量的53.01%①。如表1所示，在全市公共图书馆中，

福田区的公共图书馆视听资料藏量占比最高，达到

了29.25%，远超其他区公共图书馆视听资料藏量。

截至2021年底，福田区图书馆拥有声像资料7

万余件，形式以音视频、光盘、黑胶唱片、磁带居多，

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军事、社科知识、科普知识、艺

术、国学诗词、童话故事、英语读物等。并建立了数

字图书馆阅读服务系统，提供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

中版有声电子书、掌阅数字图书馆、QQ阅读等有声

阅读资源。福田区图书馆在微信公众平台推出有声

阅读服务版块，包括听书、云享阅读有声推荐、少儿

英语、儿童绘本“线上”故事会等有声阅读资源，只

需关注该馆微信公众号，读者便可享受有声阅读资

源带来的优质、丰富、便捷的阅读体验。

3.2  开展有声阅读特色活动，以“新时代、新形势、

新方式”打造多元阅读阵地

3.2.1  “云尚书房”有声阅读推广项目

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开展“云尚书房”有声阅

读推广项目，用智慧化的阅读服务方式培养读者的

阅读习惯，建立与阅读的“精神连接”，吸引读者走

进图书馆。“云尚书房”项目包括主题定位、嘉宾遴

选、书目筛选、编辑撰稿、音频录制、宣传视觉设计、

音频推广7个环节；栏目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和“喜马

拉雅”等推送阅读资讯、推荐优质读物，联合大湾区

“南粤之声”广播频率FM105.7“湾区生活大师”品牌

频道，邀请名家主持，采用多元化媒体手段播放，以

有声阅读服务的方式向公众展示阅读文化精髓，并

在“学习强国”APP的“广东学习平台”推广，进一

步扩大图书馆品牌栏目传播力与影响力。截至2022

年12月，共推出88期音频栏目，在微信平台上的总

体访问量累计超过六万人次，1—30期为第一季，

31—60期为第二季，第二季比第一季收听量增长了

67.3%，在2020年喜马拉雅政务指数榜（全国文旅系

统榜）位列第20位[4]。该音频栏目自2020年“4·23世

界读书日”期间推出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

好评。2022年，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推出了“云尚书

房”主题展览，展示的内容以“云尚书房”栏目推荐

的书籍为主。读者在参观展览时，只需扫描展架旁边

的二维码，即可获取与“云尚书房”栏目相关联的音

频内容。

相较其他图书馆单一的非联动服务模式，这种

将“线上”有声阅读资源和“线下”具体活动相结合

表 1  2021 年全市公共图书馆视听资料藏量占比

区域/
名称

福田区 深圳图书馆
深圳少年儿
童图书馆

宝安区 罗湖区 龙岗区 光明区 龙华区 南山区 盐田区
深圳大学城

图书馆
坪山区

占比/% 29.15 24.30 22.21 10.70 4.34 2.29 1.94 1.87 1.25 1.12 0.48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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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动服务，融合了听觉、视觉及交流互动，给读者

带来“沉浸式”阅读体验，不仅能拓展潜在读者受众，

更能增强读者对阅读品牌栏目的关注度。首先通过

主题展览，吸引大量具有“听读”需求的潜在受众参

与到音频栏目的有声阅读中；音频栏目推出后，通过

话题互动留言赠书环节，吸引广大读者关注该图书

馆；在栏目有了固定的“粉丝”群体之后，设立互动

分享规则，读者可将公共图书馆新媒体平台推送的

有声资源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最后，分享用户

可以得到图书馆赠书或者本馆定制的文创产品（阅

读日历、阅读书灯等），通过读者自己的社交平台进

行二次传播，逐步形成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

动，打造令受众印象深刻的有声阅读品牌服务[5]。

3.2.2  “童趣阅读角”——阅享悦读线上故事会

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开启“线上+线下”少儿绘

本阅读推广新模式：整合少儿阅读推广资源，依托图

书馆微信服务平台，开展“童趣阅读角”——阅享悦

读线上故事会有声阅读服务。馆员结合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阅读理解程度及喜好精心挑选绘本，主题涉

及自然、环保、民俗、儿童心理、亲子阅读等多个方

面，以音频方式分享绘本故事，以引入、讲读、延伸

等方式贯穿整个故事。在每期的线上故事分享中，馆

员还向家长和孩子推荐了相关主题的优秀绘本。与

线下少儿活动比较，“童趣阅读角”——阅享悦读线

上故事会的开展完全不受场馆环境因素影响，通过

公众号的互动留言环节与读者交流，接收读者反馈，

扩大了读者受众范围，使孩子和家长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图书馆的阅读服务，受到了孩子和家长的喜爱。

2022年初开播至今，32期音频栏目在微信平台上的

总体阅读量累计超过一万人次。

3.2.3  “党史乐唱”黑胶唱片展览与讲座主题活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福田区图

书馆开展“党史乐唱”黑胶唱片展览与讲座主题活

动[6]。活动采用黑胶唱片这一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的

载体，以时代为经纬，以音乐为坐标，以党史音乐回

溯了百年来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

大阶段。300多张经典黑胶唱片，38场“音乐党课”

和380册党建主题推荐图书，通过音乐、图文、视频、

多媒体等多维展示，引领广大党员和市民读者加入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中，通过音乐回望党史，用歌声铭

记初心。活动期间共举办30期音乐课堂、8场专家讲

座，邀请了唱片收藏家冯志文、歌剧舞剧院演唱家

马腾以及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在福田区图书馆开

讲，接待了多个来自政府单位、群团组织及社会组织

的团体成员来馆学习，共同欣赏党史音乐，通过有声

阅读的方式重温峥嵘岁月，回顾百年党史历程。

3.2.4  “图书馆奇妙之夜”音乐类系列活动

2020年6月至12月每周五晚间，福田区图书馆

开展“图书馆奇妙之夜”音乐类系列活动。例如，6

月12日的“黑胶爵士音乐会”邀请本地乐队演出及

分享“爵士乐小知识”；7月10日，“懒猫乐队”用11

首精彩的潮汕方言原创音乐传递方言文化。从7月

起，“图书馆奇妙之夜”系列活动拓展了语言类文艺

活动，为读者打造小剧场式的专场表演。单口喜剧团

队“玩儿丸脱口秀”呈现不同主题内容与精彩表演，

还与观众进行有趣的互动游戏，赠送相关好书。“图

书馆奇妙之夜”系列活动共举办22场，读者参与活

动热情高涨，预约可谓“一号难求”[7]。

4  福田区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服务存在的问题

从短期来看，福田区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服务，

在馆藏资源、推广平台、思想宣传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但从长期来看，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4.1  有声资源来源单一，内容无法保障

从资源来源看，福田区图书馆同样存在有声资

源来源单一的问题，对数据库与平台产品的商业性

采购依赖性明显[8]；从内容来看，购买的有声资源

商品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一些运营商提供的有声

阅读资源平台对有声阅读资源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户原创内容）[9]的审核标准比较宽泛，资源

品质难以保障。

4.2  有声阅读资源体系不完善，版权问题如影随形

福田区图书馆在设计“云尚书房”音频栏目之

初就考虑到版权问题。无论是背景音乐的使用，还是

邀请嘉宾录制音频，均需获得授权。欧阳爱辉、李东

梅在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服务中的法律问题研

究中发现，当前我国有声读物版权立法滞后，现有法

律法规很多都无法与信息时代发展下的公共图书馆

有声阅读服务相匹配，同时对于服务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也无法给予妥善处理，这极易导致公共图

书馆有声阅读服务发展面临困境，使其无法在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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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道路上继续良性、规范地提供优质服务[10]。在

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出于公益性需要，在无主观侵权

意愿的前提下，将网站上有声阅读资源加以下载、经

过二次加工后上传、分享，此类行为侵犯了有声读物

版权所有者利益[11]，这不利于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

资源建设，还增加了图书馆的法律风险。

4.3  从事有声阅读服务的人才缺乏专业培训

与采访编目和行政管理这类基础业务相比，福

田区图书馆从事有声阅读服务的人才数量不足。人

员均来自不同的部门，没有专人统筹，缺乏专业培训。

有声读物是对原生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创作，实现知

识的再生产，需要前期规划、录音、特效、成品剪辑、

语音合成等多个环节来协作完成，对设备与技术人

员的专业性要求较强，制作过程耗时长、技术难度较

高[8]。当下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不仅需要图书馆

情报学、信息科学、多元文化服务和播音剪辑等方面

的专业人才，更需要“跨界人才”。后者除要具备一

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外，还要深入了解新媒体

平台传播模式，掌握语音播报、音频制作技术。除此

之外，有声阅读推广专员还应具备优秀的识读能力、

丰富的情感变化、深刻的理解能力等基本素质，这些

能力的培养都需要大量阅读、练习和体验。

4.4  有声阅读服务缺少完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目前，福田区图书馆部分有声阅读推广栏目和

活动，多在政策要求、特定节日或群众活动的背景下

推出，短期目的性强，缺少稳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在内容支撑、技术支持、资金来源、人员投入、活动

组织、宣传推广、读者参与等方面都缺乏预见性和延

续性，往往出现短期热潮、长期停滞的局面，导致有

声阅读推广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5  未来公共图书馆有声阅读服务发展策略

5.1  优化资源建设

集结社会力量，通过“跨界融合”“联动合作”

的方式拓宽渠道，既能丰富资源来源，又能保障内容

品质。在扩大有声阅读资源优势方面，公共图书馆

可与本地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科学馆等跨界融

合[12]，获得授权后使用其制作的有声资源，以扩充本

馆的有声资源馆藏，实现资源多样化的目的；在延展

有声阅读推广领域方面，可与政府、文化事业单位、

社团组织、学校加强联动合作，共同开展覆盖面广、

精细化、多元化的有声阅读服务项目，更有效地实现

社会资源整合，推动有声阅读资源共建共享；还可与

出版机构、广播电台、电视台、声播平台等进行商业

合作，共同挖掘阅读资源，创新阅读体验。除此之外，

公共图书馆还可以将有声阅读与文创产品关联，携

手文创品牌共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IP，推动全

民阅读。

5.2  强化法制保障

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呼吁通过完善《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和制定有声读物出版管理条例或规

定，保证公共图书馆合理合法地开展有声阅读服务

推广。公共图书馆提供有声阅读推广服务会涉及文

字作品著作权人、有声读物制作者、有声读物网络服

务者和读者等多个主体[13]。在生产和应用有声资源

时，公共图书馆应明确有声资源的法律属性，有声资

源使用范围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公共

图书馆在自建有声资源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与著作权人或者有声读物制作者签订授

权书，确保各方权益，严格审核有声资源，制定有声

资源版权相关许可条款。必要时，可委托法制机构和

专业代理机构进行界定，提供法律服务，规避侵权风

险，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5.3  深化人才队伍培养

公共图书馆管理层应重视有声阅读服务，将馆

员发展纳入图书馆战略规划，多维度强化队伍建设，

培养有声阅读志愿者队伍，对其进行专业培训。鼓励

对有声阅读感兴趣的馆员参与阅读推广活动，激发

创作热情，组织有意向往有声阅读服务方面发展的

馆员学习使用相关设备及音视频制作技术，邀请声

播行业专家对馆员在配音、讲播等技能培训方面予

以指导，充分调动馆员参与有声阅读推广的积极性，

促进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人才发展，吸纳志愿者参

与公共图书馆有声资源建设[14]，打造一支专业水平

过硬的服务团队。

5.4  固化常态推送机制

公共图书馆应建立常态化、系统化推送机制，引

入垂直通用的有声资源搜索引擎系统[15]，可以在其

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和微电台等新媒体平台，有规

律地发布有声阅读资讯，并保持推送的连续性。长

期有效的系统推送不仅可以增加公共图书馆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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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率”，建立有声阅读服务评价机制，如电商平台

买家星级评价机制，将有声资源听读过程中的评价

权交予读者[16]；还可以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强化图

书馆在读者心中的“存在感”，增强读者黏性[12]。

注释：

①  已咨询深圳图书馆、深圳图书情报学会，答复2022年度事业发展报告还未完成，相关数据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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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校图书馆建设路径探析

吴子璇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图书档案馆  北京  102617）

摘  要：文章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时代课题、党校事业繁荣夯实建设根基、图书馆行

业发展提供广阔平台、新技术应用促使服务转型四个方面对党校图书馆的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背景下党校图书馆的特点与职能定位。文章指出党校图书馆应建立新型服务模式，建设具有党校图书馆特色文献

资源体系，逐步推动管理提质升级，并指出具体发展路径。

关键词：党校图书馆；中国式现代化；图书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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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arty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This article,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party school libraries by focusing on four aspects: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party school affairs, 

providing a broad platform for the library industry, and leveraging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to facilitate service 

transformation. It outlin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party school librar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ltimately,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party school 

libraries to establish new service models, construct distinctive literature resource systems, gradually elevate management 

quality, and provides specific developmental pathways.

Key words Party school library; modernization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brary development; socialist culture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推动繁荣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国家在新阶段的发展

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一条更加全

面、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

的是促进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强

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精神文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2]。

党校图书馆应紧紧围绕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找准图

书馆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党校工作的结合点，履行

新时代职责使命。

1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校图书馆发展环境

分析

1.1  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时代课题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

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3]。随着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改革走

深走实，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迈进新发展阶段，如

何以高质量干部教育培训服务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

成为党校体系面对的时代课题。作为干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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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校图书馆是弘扬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

地，承担着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激发和增强文化自信

的重要责任。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

开以图书馆为突出代表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在文化

强国战略的驱动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1.2  党校事业繁荣夯实建设根基

没有干部培训事业和党校事业的发展，党校图

书馆的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数据显示，十八大以

来，党的干部培训事业蓬勃发展，全国共培训各类各

级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等1.8亿人次。中央组织

部直接调训干部16余万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1.4万

人次[4]。十四五时期，面对党和国家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适应新时代下抓改革、

促发展、保稳定水平和专业化能力的需要，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迎来更多变化。要适应干部教育培训提质

增效、干部教育理论研究更加迫切、党员领导干部需

求多样、阅读层次提升的现实，党校图书馆就需要进

一步大胆改革，在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中找准定位，充

分挖掘、创造、发挥图书馆优势，寻找价值发挥支点。 

1.3  图书馆行业发展提供广阔平台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图书馆事业如火

如荼。服务理念、管理水平与服务技术愈加先进，图

书馆的重要地位更受认可。全民阅读多年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2022年由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了首届

全民阅读大会，积累了较为坚实的政策与实践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深化全民阅读

活动。新时代全民阅读既是文化强国顶层设计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承担着满足广大公众精神文化需求

的重要功能，实现了基层生活顶层和逻辑制度设计

的融合和内嵌[5]。公共图书馆领域，线上线下同频共

振的公共文化服务愈加成熟，通过公共文化云、网站

等平台，不断加强公共文化内容更新，积极推送更多

优质文化资源。

1.4  新技术应用促使服务转型

进入数智时代，机器学习、云计算、人工智能、

虚拟人、区块链、大语言模型等一系列技术逐渐成熟

并应用至图书馆领域。行业内的生动实践为党校图

书馆服务转型提供了有力借鉴。一方面，一系列技术

可以有效解决党校图书馆曾经面临的管理和服务难

题，如操作流程繁琐重复，耗费人力，数据统计困难

等。不仅能将图书馆员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也改善了图书馆服务品质，提升服务效能。另一方

面，新技术的涌现为图书馆拓宽服务边界，创新服务

场景提供了更多可能，读者可以获得更加精准生动

的服务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校图书馆的特点与定位

深入分析党校图书馆的定位，能够准确科学地

制定方针任务、发展方向、运行模式，促进党校图书

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2.1  类型定位

以其所属主体机构属性为依据进行划分，党校

图书馆即是一个类型定位。《中国共产党党校图书

馆工作规程》明确指出，党校图书馆是党校的文献信

息中心，是为党校、教学科研和各级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领导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党

校的教学科研部门[6]。笔者认为，党校图书馆具有以

下特征：

（1）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归根结底是政党这一政治组织开展的政治

活动，讲政治是其天然应该恪守的根本原则[7]。党校

图书馆将党校姓党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遵循，始终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以党的事业和中心大局作为指导图书馆工作

的第一要义，与党的建设同频共振。

（2）具备专业图书馆性质。专业图书馆是指依靠

一些专门人才及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用科学的方

法搜集、整理、保存、提供信息资料的机构[8]。党校图

书馆通常隶属于特定组织，不具有公共性质。其服务

对象基本来自党校所属系统内部，一般不面向社会

公众提供服务。馆藏文献资源具有一定的学科专业

性，尤其是特定行业系统的党校图书馆，更是围绕某

个学科集中馆藏大量学科文献资源，并提供专业决

策咨询服务。因此，党校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专

业图书馆性质。

2.2  服务对象定位

党校图书馆的用户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党校自

身教职工，主要包括授课教师、培训工作人员、行政

人员、教辅人员等。这类人员相对固定且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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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参训干部，以党校本身招生领域为基础，主要包

括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等；根据授课方式，参训

干部可以分为两类：以面授方式为主的干部和以远

程授课为主的干部。前者是党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

群体。由于这一类群体职业背景的特殊性，使得党校

图书馆读者具有学习需求较为明确、强调实践应用

性、专业素养较强的特点。党校学制普遍从几天到三

个月不等，这一现实情况直接决定了党校图书馆面

对着大量高流动性读者，因此增强读者黏性并不是

党校图书馆服务的主要目标。

2.3  职能定位

作为党校组成部门之一，党校图书馆职能发挥

应紧紧围绕干部教育培训主责主业，依托党校的职

能定位和使命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其应通过与其他

部门协调配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服务干部

教育培训事业发展的作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根本目标。党校图书馆要充分

发挥图书馆的资源、文化优势，将图书馆有机融入党

校事业，丰富办学内涵，提升培训质量。由于党校图书

馆的特殊性，其功能定位应聚焦核心职能，面向核心需

求，不必追求大而全。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

馆，既保持图书馆专业底色，又突出党校优势和特色。

具体而言，党校图书馆的职能应包括：

（1）服务于理论教育与党性涵养。党的基本理论

教育和党性教育在党校处于主业主课地位，在整个

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中处于优先地位。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干部教育培训

最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姓党，就是

要坚持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

都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7]。党校图书

馆要将服务于推动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走深走实作

为重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动做好党的创

新理论传播、宣传和普及工作，传播新时代主流思想

舆论声音，与党校主课主业教学设计与培训实施打

好配合协作“组合拳”。

（2）服务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图书馆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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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文化

场”，不仅提供有形的文化资源，也具备无形的文化

环境氛围[10]。作为社会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

图书馆是承载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因此，在塑造文

化自信方面，图书馆有着党校其他职能部门无可比

拟的天然属性特色和文化资源优势，应成为引领文

化建设的优势主体力量。要把坚定文化自信作为图

书馆工作的基本遵循和重要导向，服务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 助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扎根中华文

化土壤，精准采集、揭示、组织、利用、传承知识和文

明，推动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服务于营造书香校园。书香校园建设是党校

工作的重要环节。图书馆作为党校文化建设、教学辅

助和基础设施保障部门，应与党校办学理念充分结

合，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发挥突出作用。要立足整个

党校场域，整体布局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提供环境适

宜、功能丰富的阅读场所，建设高质量藏书体系、打

造具有党校特色的阅读空间、组织各类型阅读推广

活动等方式，引导读者切实感受到阅读的价值和意

义，让书香氛围浸润校园，号召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风尚。

（4）服务于辅助决策咨询。在党校各项工作中，

教学是中心、科研是基础、咨询是支撑、管理是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指出，在为党和

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推出高质量成果是党校的独特

价值所在[11]。与党校其他职能部门相比，图书馆往往

定位于党校的信息服务部门，具有明显的学术资源

储备优势，工作人员也通常拥有更强的信息检索与

利用、数据挖掘与分析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可在服务

党校决策咨询工作中发挥特有作用。图书馆要加强

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调研分析，积极跟进时政热点问

题和党校决策咨询需求，加强与教研部门和培训部

门沟通,积极主动提供服务，将图书馆的服务嵌入到

党校决策咨询课题研究和智库建设之中[12]。

3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校图书馆的发展路径

3.1  建立新型党校图书馆服务模式

传统服务模式下，党校图书馆普遍面临服务内

容有限，读者到馆率不高、文献资源借阅量小，纸质

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在党校整体工作布局中往往

难以得到重视。推动图书馆服务体系转型，让图书馆

读者“火起来”，资源“活起来”，实现与党校工作同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党校图书馆建设路径探析

78

频共振，避免“木桶效应”，是党校图书馆高质量发

展面对的重要难题。

（1）树立基于“关键时刻”的服务理念

关键时刻理念是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该理念的提出者指

出：任何时候，当一名顾客和一项商业的任何一个层

面发生联系，无论多么微小，都是一个形成印象的机

会[13]。笔者认为，党校图书馆应充分借鉴该服务理

念，重视每一个服务读者的时刻。党校图书馆应加强

与读者的沟通，把握动态读者需求，并将图书馆服务

举措及时宣传出去。站在读者角度，重新审视图书

馆服务模式与内容，基于读者而不是工作人员和设

施建立图书馆发展目标、管理举措和流程。重视“一

线”工作人员与读者的直接接触，让馆员扮演更加

积极主动的角色，高质量处理读者的需求。应该注

意的是，作为党校图书馆，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中读者需求的特殊意义。图书馆的读者

需求立足于干部培训需求，根本上是指向事业发展

的要求，具有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个人需求三个层

次[14]，不局限于读者个人诉求。

（2）打造主动嵌入式服务模式

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即深度参与，服务党校业

务的整个价值链条，体现了图书馆与服务对象双方

紧密且带有协作性的合作关系[15]。在此情境下，党校

图书馆要面临的不仅是读者实际需要，还有读者的

潜在需求。党校图书馆要主动走出去，将服务宣传推

介给参训干部和教职工。服务内容设计应与培训教

学有机结合起来，主动融入党校工作的全流程。例

如，服务参训干部方面，图书馆可以参与教学计划编

制、培训书目推荐、参与学习读书会等。服务教职工

方面，图书馆可以参与学院智库建设、提供学术资

源，配合科研资政需要。

（3）立足阅读推广拓展服务内容

2006年4月，中宣部等11部门发出《关于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标志着政府推动全民阅读

步入常态化阶段，全民阅读上升为重要的国家发展

战略。图书馆已将阅读推广作为主要职能之一，扮演

阅读推广的承载者、践行者与引领者角色。以书香校

园建设为指导，党校图书馆应为读者创造一个平等

自由、各抒己见的阅读交流平台，传播阅读文化，弘

扬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参训干部在党校图书馆服

务对象中占据绝对数量，该群体在培训期间有明确

的课程学习安排。考虑到这一情况，党校图书馆不宜

开展时长较长、只在特定时间开展或与正式教学时

间冲突、内容上与课程同质性较高的活动。可选择开

展展览、现场体验等参与时间较为灵活或时间较短

的活动。内容选择上，宜与党性教育、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等有机结合，达到既教育学员又丰富

课余生活的效果。

3.2  建设党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体系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指出，干部教育培训

内容应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以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

履职能力培训为重点，注重知识培训，全面提高干部

素质和能力[3]。结合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和党校图书馆

定位，其馆藏建设应坚持纸质文献资源与数字资源

并行，图书资料与其他类型资料相配合，牢牢把握五

条线，建设具有党校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

（1）以党政资料为主的红色文献资源集群。一方

面及时配好配齐领导人著作、讲话单行本、论述摘编

以及各类思想阐释与研究、政策解读等辅助学习读

本和参考资料，为参训干部和教职工学习党的基本

理论，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便捷方

式和丰富内容。另一方面，围绕党组织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等选配文献资源，推动参训干

部和教职工涵养党性修养，塑造理想信念。尤其要重

视资源建设时效性，根据党员教育要求快速反应，结

合党内重大学习教育活动，及时建设专题资源栏目。

（2）以中华文化为主的文化文献资源集群。《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

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6]。要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导，明确文化自信培养目标，重视馆藏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要内容的优质文献资源，发掘具有中华文化

特色、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各类文化产品，加强与

文化服务机构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

（3）以履职能力提升为主的专业文献资源集群。

图书馆立足广大干部要不断丰富专业知识、提升专

业能力、培养专业精神的要求，聚焦“八种本领”“七

种能力”，重点围绕领导能力提升、行业政策解读、业

务方法流程等方向建设文献资源，为参训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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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参考。要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尤其是瞄准

实际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和重点难点问题，注重建设

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文献资源体系，如政府公开信

息专栏、开发实践案例库等。

（4）以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为主的业务支持

文献资源集群。一方面，发挥决策参考咨询作用，围

绕干部培训理论、方法、内容、技术应用、管理机制

等收集整理文献资源，及时跟进相关领域前沿动态，

提供干部教育培训参考。另一方面，以资源建设支持

特色学科建设。早在2013年，我国就提出推动干部

教育学学科建设，2018年明确提出设立干部教育学

二级学科。目前，该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图书馆要从初始阶段就重视构建与干

部教育学相关的文献资源库，力求保证资源的完整

性、连续性和新颖性，以高水平的文献资源建设支持

学科发展，服务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

（5）具有本单位特点的特色资源集群。近年来，

部分党校图书馆先行一步，已经建立了部分特色

馆藏。如中共中央党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文

库”“中国国情与地方志文库”等多个特色数据库。

这类特色馆藏专业性突出，为教学科研学习提供重

要参考。此外，图书馆还可以收集整理党校在教学培

训科研工作中形成的文献资料，如教研部门产出的

调研报告、培训内参、教学材料等，参训干部的结业

论文、班级学习成果、党性分析报告等。

结合参训干部和教职工需要，在上述核心馆藏

的基础上，图书馆适当采购科技、国防、科普等其他

各类有益于干部健全基本知识结构，提高个人科学

文化素养的纸质图书和数字资源。

3.3  推动党校图书馆管理模式创新升级

（1）主动融入智慧图书馆建设。有学者指出，智

慧化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图书馆面对信息化建

设新发展阶段历史机遇与时代挑战的共同选择[17]。

2021年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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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

出了积极发展智慧图书馆[18]。十四五期间，文化和旅

游部实施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全面推动

图书馆服务的智慧化升级。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党校图书馆也应抓住重要机遇

期，遵循智慧图书馆发展理念，实现管理模式的升级

改造。依托用户画像、数据驾驶舱等深入分析用户需

求，精准推送图书馆服务；依托智能盘点、自动分拣、

智慧互联等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内部管理架构，降低

人工成本；依托自助借还设备、机器人导览、虚拟仿

真等搭建智慧馆舍空间；依托瀑布流等新型数字资

源呈现形式，提供更高层次知识服务，让知识更易获

取和发现。

（2）逐步打造复合型馆员队伍。迎接智慧图书馆

时代应培养智慧图书馆员。智慧图书馆员是智慧图

书馆建设的关键环节，既是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的

创造者、执行者，也是智慧形态的建设者[19]。同时扮

演参考咨询馆员、学科馆员、数据馆员、知识服务专

家等多种角色，是一种既能保持图书馆传统服务特

色又能适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20]。党校

图书馆馆员处于党校事业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交叉

地带，要成为复合型馆员，不仅要具备先进行业服务

理念，较强专业能力素养与科学文化素养，了解和掌

握智慧图书馆发展模式，也应站稳政治立场、找准政

治方向，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3）探索健全党校图书馆建设指导与协助机制。

一是健全不同级别，不同规模党校图书馆服务与建

设指标与评价体系。与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相

比，党校图书馆领域尚缺乏明确、有鲜明指导意义的

法律法规、建设标准与评价体系，其建设主要参考

其他类型图书馆的模式、经验与指标，与党校的鲜

明特色结合不够紧密。二是建立党校图书馆合作机

制。作为图书馆行业内相对专精的图书馆群体，协会

内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交流协作机制，难以形成合

力。面对中小型党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的经费不足、资

源量较小的问题，党校图书馆群体应加强合作，推动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三是加强跨机构跨行业合作。

包括与上游的内容和知识供应者、供销商，中游的服

务和活动提供者以及下游的服务对象合作[21]。充分

利用行业外部资源，拓宽图书馆服务内容深度和广

度，积极走出去，传播党校图书馆声音，增强党校图

书馆群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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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的技术应用与实现

蔡斌斌

（温州市瓯海区图书馆  浙江温州  325000）

摘  要：在智慧图书馆和智慧服务背景下，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当前，公共图书馆个性化

文献资源推荐服务的技术手段主要有基于内容过滤的推荐、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和混合推荐，在实践应用上也有图

书馆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仍然面临着数据难以有效整合、难以满足所有读者的需求、读者隐私保护等挑战，需要

借鉴字节跳动等推荐系统的技术经验，进行数据采集与处理，做好读者数据的挖掘、绘制读者画像，选择和优化推

荐算法，搭建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平台，提供读者反馈机制和做好读者隐私的保护。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技术应用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ized Literature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libraries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the necessity of personalized literature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is evident. Currently, the technical methods for personalized literature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mainly include content-based filtering, collaborative-based filtering, 

and hybrid recommendation systems. Some libraries have made valuable attempt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owever, 

challenges persist,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data, me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all readers, and ensuring 

reader privacy.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essential to draw from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of recommendation systems 

like ByteDance's, focusing on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reader data mining, creating reader profiles, selecting and 

optimiz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establishing personalized literature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platforms, 

providing reader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ensuring robust reader privacy protection.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personalized literature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1  引言

随着科技和信息化的发展，各领域的研究和学

术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文献资源涌现出来，让读者

面临着海量信息的困扰。同时，传统的文献检索方式

往往需要读者手动输入关键词或者使用过于简单的

检索工具，无法满足读者个性化、精准、高效的需求，

这些都对当前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公共图书馆作为人们存储知识的仓库，其收录

的文献资源是人们进行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工具。在

传统公共图书馆的管理系统中，读者一般只能获得

文献信息、借阅情况等少量信息。那么应该如何在海

量数据中快速准确地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文献资源推

荐呢？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的出现解决了这个

问题。

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是一种基于读者信息

和需求，利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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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献资源中筛选出最符合读者需求的文献，并提

供给读者的一种智能化服务[1]。该服务能够为读者提

供更加智能化的文献资源检索和推荐服务，便于读

者获取更符合自己需求的文献资源。其个性化有两

层含义，一种是针对性，即图书馆要因读者的不同而

提供有差别的针对性服务；二是主动性，即图书馆能

主动为读者提供服务，包括显性服务和隐性服务。

在当前智慧图书馆和智慧服务背景下，个性化

文献资源推荐服务的必要性显而易见。首先，在智慧

图书馆中，文献资源十分丰富，读者面临着大量信息

的筛选和选择问题。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能够

根据读者的历史行为和喜好，将适合他们的文献资

源呈现在眼前，减少其信息搜索和获取的时间和成

本，提高读者的体验和满意度。其次，在智慧服务中，

各类服务如策划、科研、教育、培训等都需要依赖于

文献资源。此时，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能够为读

者有效地筛选出最适合的文献资源，同时也为读者

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2  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的研

究与应用现状

2.1  研究现状

当前，公共图书馆对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荐算法的选择与优化、文献资

源特征分析和读者需求分析等方面，技术手段主要

有基于内容过滤的推荐、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和混

合推荐，具体研究进展如下：

（1）基于内容过滤的推荐。根据读者已经阅读

或者搜索过的文献，推荐相关主题或者领域的文

献资源。郑祥云等人[2]在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主题挖掘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图书推荐的数据挖掘模型——

BR_LDA模型。该模型以目标借阅者及其最近邻借

阅者的历史借阅数据为前提条件而建立，通过计算

出图书被推荐的概率，能更加合理且高效地向借阅

者推荐图书。王刚等人[3]将基于时间信息的用户兴

趣序列引入推荐方法之中，将用户对资源的访问顺

序所形成的用户兴趣序列作为用户兴趣偏好模型，

综合多维度特征开展推荐工作。

（2）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根据读者历史行为和

偏好，推荐其他与其相似兴趣爱好的读者所喜欢的

文献资源。程秀峰等人[4]提出了一种融合了朴素贝

叶斯算法与情景感知功能的协同推荐模型，使用该

模型得出的推荐结果优于传统的协同推荐结果；盛

先锋[5]探究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务模式，包括个

性化定制服务、个性化推送服务、数据挖掘与决策服

务，最后归纳出数字图书馆协同过滤个性化推荐服

务构建策略，即利用智能搜索技术、精确搜索资源，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挖掘数字信息价值，优化聚类算

法、制定精准服务方案，完善系统平台、构建资源过

滤服务机制。

（3）混合推荐。结合基于内容过滤和协同过滤的

方法，综合考虑读者的历史行为和文献内容特征，进

行个性化推荐。如，杨凯等人[6]将基于内容的方法和

协同过滤相结合，TF-IDF算法用于提取科技文献的

内容特征，SVD算法用于对评分矩阵进行分解，来实

现科技文献的个性化推荐；黄涛等人[7]针对当前地方

志网站资源数量庞大，用户难以获取感兴趣的方志

资源的问题，基于协同过滤技术，并结合Top N和改

进的关联规则算法，提出一种混合推荐模型。

2.2  应用现状

目前，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已经在学术搜

索引擎、数字图书馆、在线期刊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例如，谷歌学术、万方数据、知网等学术搜索引

擎，都提供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帮助用户快

速找到符合需求的文献资源。此外，一些商业化的文

献资源平台，如维普、百度学术等也开始提供个性化

的文献资源推荐服务，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图书馆在

应用实现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有一些图书馆将

个性化推荐服务引入其文献资源获取服务中，为读

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文献资源推荐服务。

国外图书馆方面，如美国、英国等，已经广泛开

展了各种形式的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包括基

于用户兴趣的推荐服务、定制化的信息检索服务、智

能化的知识管理服务等。如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采用了基于读者历史借阅记录和评价信息的个性化

推荐服务，为读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文献推荐服务。该

服务使用了协同过滤算法和内容分析技术，并配合

了读者画像、热点话题等功能，能够帮助读者快速找

到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源。

国内一些高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也开始



83

2023 年第 12 期

尝试提供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2003年，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院合作，共同开发了基于

知识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系统DLPers[8]，是国内最早一

批投入应用的个性化服务推荐系统。香港中文大学

图书馆开展了一项名为“个性化书目单服务”的项

目，为读者提供针对其学科领域和个人喜好的推荐

书目单。该服务使用了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并借

助机器学习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从大量的书

目中筛选出最适合读者的书籍。部分公共图书馆也

开展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如湖南图书馆于

2019年4月21日上线的“数字阅读平台”，该平台可

以根据读者的阅读行为分析其阅读习惯、时长和喜

好等，清晰描绘出“读者画像”，并以此为依据，为每

位读者提供个性化且实时更新的推荐书单。深圳市

图书馆推出的“新资源推荐”服务，采用了基于分类

标签的推荐算法，并与机器学习技术相结合，能够精

准地预测读者的偏好，在读者登录系统后会根据其

借阅记录、收藏列表等信息，向其推荐符合其兴趣爱

好的新书籍或电子资源。上海图书馆于2020年12月

推出了电子图书个性化推荐服务，读者借阅纸质图

书之后，上海图书馆会智能推荐与所借图书相关的

电子图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选择，这背后依靠

的是智能化推荐逻辑——以读者所借图书的中图分

类号为依据，精准推荐相同分类的电子好书。另外，

上海图书馆的数据中台应用场景已经在上海图书馆

东馆得到实现，用户个性化资源推荐是数据中台的

应用之一。其采用的是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图

书馆在全局图书信息表基础上，根据用户的借阅记

录，对文献的作者、类目进行筛选分析，可得出一个

相关性较高的局部图书列表；然后将用户信息纳入

考量范畴，结合性别、年龄等用户画像分析，可得出

另一个图书列表；图书馆还可以通过相似读者协同

过滤算法，即借了这本书的其他读者还会借哪些书，

再得出一个图书列表。根据权重分配，三个图书列表

集合后会有一个综合评分，最后得出推荐结果。数据

中台收集了所有数据，并将整个流程清晰列出，包括

数据管理、任务管理、监控管理、数据安全脱敏管理

等，都是在数据中台实现[9]。虽然已经有部分公共图

书馆在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方面开展了有益的

实践，但整体来说，公共图书馆的个性化文献资源推

荐服务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普及度、参与度和精准度。

3  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面临

的挑战

公共图书馆在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上已经

实现了一些应用，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图书馆的服

务水平，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

阅读体验。但是，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

务的实现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1）数据难以有效整合。公共图书馆需要整合来

自多个渠道和来源的阅读数据，包括用户借阅记录、

在线阅读记录、搜索历史等，但因为各个公共图书馆

的借还系统平台不统一，不同平台的数据存在诸多

的不确定性，如数据的标准不一样、数据的质量没有

保证、数据的来源不确定等，导致在数据整合上难以

实现。 

（2）难以满足所有读者的需求。每个读者的需求

都不同，公共图书馆因为受众群体广，很难为所有读

者提供完全符合其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公共图书馆

在数据基础、服务对象、推荐内容以及推荐需求等方

面与高校图书馆存在一定程度的客观差异。一方面，

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数量多、

范围广，但受限于数字化水平，用户建模的基础数据

较少；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功

能定位不同，馆藏结构和内容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如在藏书结构方面，公共图书馆注重馆藏资源的普

适性，而高校图书馆则注重专业数字资源建设。这些

都为公共图书馆精准获取读者需求带来了挑战。

（3）读者隐私的保护。公共图书馆需要确保读者

的个人信息不被滥用或泄露。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

系统会跟踪读者的在线行为、阅读记录和搜索历史，

具有一定的侵犯用户隐私风险，容易带来数据泄露

等问题。具体体现在：第一，公共图书馆在收集、存

储以及使用读者信息时，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有可

能带来数据的泄露或滥用；第二，公共图书馆缺乏对

信息公布的审慎态度和对信息的有效保护方式，对

于用户敏感信息认识不足，容易在与外部合作或公

开数据时造成信息的泄露。

因此，公共图书馆在推进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

服务方面需要打通数据壁垒，加强技术、管理和政策

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以提高读者体验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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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图书馆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的技

术应用与实现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量急剧膨胀，在为人们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使用上的困扰，很多人

们很难在海量信息中区分出有用的信息，即信息过

载现象。为了最大程度解决信息过载带来的负面问

题，各行业的人们开始不断探求新的方法，目前，以

“谷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和以“抖音”“淘

宝”为代表的推荐系统是两种较为有效的工具。对

于前者而言，用户在搜索引擎内输入想查找的词条，

后台便会在庞大的数据库中提取出来，方便又快捷；

对于后者而言，系统会根据用户留下的痕迹，分析计

算数据，主动提供与其兴趣偏好相似的内容推荐给

用户。相比之下，搜索引擎为每一位用户提供的内容

是相同或相仿的，而推荐系统则为用户量身定制信

息，更切合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在人们追求

差异化的过程中，推荐系统愈加受到用户的青睐。北

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自2012年成立以来，通过

“算法+内容”聚拢起大量的流量和数据，开创出“今

日头条”全新的新闻阅读模式，形成抖音短视频的

良好内容生态，成为业界公认的“APP工厂”。作为内

容生产与传播平台，字节跳动以搜索体系作为支撑，

开发新闻大数据、促进短视频创作，通过海量信息采

集、深度数据挖掘和用户行为分析，实现内容自动

审核和信息推荐分发，构建“算法推荐+读者搜索”

一体化信息链接生态体系[10]。这些新技术的实现与

应用对当前公共图书馆如何更好地实现个性化文献

资源推荐服务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进行数据采集与处理。其中，利用网络爬

虫、API接口等方式可以获取文献资源的元数据，包

括作者、出版社、主题词、摘要等信息。对于公共图

书馆而言，可以利用基于OPAC的API接口，获取公

共图书馆的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资源的元数据。

获取到元数据后，需要进行清洗、标注和分类等操作。

清洗操作可以去除无效或错误的数据，如缺失信息、

重复数据等。标注操作可以为文献资源添加关键词、

分类号等标签，提高文献资源的检索效率[11]。分类操

作可以将文献资源按领域、主题等属性进行划分，方

便后续推荐算法选择和优化。最后，通过构建文献资

源的知识图谱，可以将不同文献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

建模，并为后续推荐算法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支持。

其次，做好读者数据的挖掘，绘制读者画像。

“读者画像”的概念提出者是Alan Cooper，他将“读

者画像”解释为“建立在一系列真实数据之上的目

标模型，是真实读者的虚拟代表”。在大数据时代，

还有一种表达是“User Profile”，表示运用数据挖掘和

分析技术，全面系统地搜集读者信息资源，包括读者

背景、读者行为习惯等主要特征，形成个性化读者档

案模型[12]。读者画像的目的是对目标读者的信息进

行深度挖掘并开展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增加

读者的黏度和信誉度。读者画像可以描述为一个从

海量数据中获取的，由读者需求、偏好等信息构成的

形象集合。读者画像作为大数据时代实现精准营销

及服务的应用方法之一[13]，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

域。构建读者画像，有助于了解读者的真实需求，并

为其匹配推送文献资源，从而实现文献资源的精准

推荐服务。读者画像的构建是一个需要长期逐步完

善的过程，其绘制步骤如下：①收集数据：通过图书

管理系统中的读者注册信息和借还、进出馆等数据，

收集读者的动态数据（包括借阅数据、检索数据、下

载数据、阅读数据、参加活动数据等）和静态数据

（包括姓名、年龄、学历、单位等属性特征）；②分析

行为：分析读者在系统平台中的行为，如阅读习惯、

浏览检索内容等；③创造人物：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和

行为分析结果，创造一个或多个代表不同类型读者

的虚拟人物；④描述特征：为每个人物详细描述其特

征和偏好，包括他们的喜好、目标、挑战、所关注的

问题等；⑤制定策略：根据读者画像的结果，制定对

应的策略；⑥持续更新：读者画像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的兴趣和需求可能会发生

变化，因此需要定期更新读者画像，以保持对受众的

了解并适应他们的变化。

再次，选择和优化推荐算法。根据读者需求和文

献资源特征，选择合适的推荐算法，如基于内容的推

荐、协同过滤推荐、混合推荐等，并结合不同算法的

优缺点进行组合，以提高推荐准确度和效率。同时，

通过参数调整和特征加入等方式对算法进行优化，

以适应不同读者和文献资源的需求。例如，通过增加

读者阅读历史、标签信息等作为特征，提高推荐的个

性化程度；通过调节相似度计算的权重、时间衰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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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参数，优化算法的推荐效果。只有不断地进行算

法优化和改进，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个性化文献资源

的精准推荐。

然后，搭建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平台。主

要包括：（1）确定服务目标和范围，明确推荐服务的

类型、覆盖范围、读者群体等，以及服务平台所提供

的功能和服务内容；（2）设计读者界面，根据读者需

求和使用习惯设计读者界面，包括页面布局、交互方

式、搜索功能等；（3）构建推荐引擎，结合前期数据

处理和分析得到的文献资源知识图谱和读者画像，

采用不同的推荐算法进行推荐，同时，可以对推荐算

法进行优化和调整，提高推荐效果；（4）搭建数据存

储和管理系统，将采集到的元数据和知识图谱等数

据进行存储和管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可

靠性，同时，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防止数据丢

失；（5）进行测试和评估，在搭建完平台后进行测试

和评估，发现和解决平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不断

改进和优化平台功能和服务内容；（6）进行宣传和推

广，通过各种途径如公共图书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抖音等宣传和推广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服务平

台，同时，不断收集读者反馈，以保持服务的稳定性

和持续性。

最后，提供读者反馈机制和读者隐私保护机制。

在建立推荐系统过程中，读者反馈是非常重要的。通

过读者反馈机制，读者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系统可以更好地了解读者需求和行为习惯，并根据

反馈调整推荐结果，提高系统的准确性和读者体验

感。同时，读者反馈机制也可以帮助系统及时发现和

解决问题，提高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另外，读者隐

私的保护也非常重要，要通过各种技术保护好读者

在个性化文献资源推荐系统使用中产生的各种数据：

①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去标识化或匿名化的方式

处理读者的个人信息，使其无法直接与特定个体关

联；②使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和安全存储等手段，

防止数据泄露和未经授权的访问；③与外部合作伙

伴共享数据时，确保他们同样遵守合适的隐私保护

标准，并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隐私条款的合同；

④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确保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符合法律法

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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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的应用研究与展望

陈  莹

（宁波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000）

摘  要：近年来，服务营销逐渐成为公共图书馆关注的热点之一，IP形象因其差异化的设计、人格化的运营和生动

的视觉传达，可以满足图书馆用户的情感体验，拉近图书馆与用户的距离，增强社会影响力。文章从IP形象的定义

与内涵入手，阐述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的应用逻辑与实现路径。通过对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

的案例分析，提出公共图书馆通过IP形象提升服务营销效果的建议对策，即利用IP形象输出图书馆价值观，利用社

交媒体丰富传播渠道，利用AIGC赋能创意内容，利用视觉传达突出表达，利用社会力量实现跨界破圈。。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IP形象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Pro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age in 

Public Library Service Market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ervice market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cal point for public libraries,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images gaining attention due to their differentiated design, personalized operation, and vivid visual 

communication. IP images can satisfy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library user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its users while enhancing its societal impact. This article begins by defining and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IP images, 

elucidating their application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in the context of service marketing for public libraries. 

Through case analyses of IP image utilization in public library service marketing,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re presented 

to enhance marketing effectiveness.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leveraging IP images to convey library values, utilizing 

social media to diversify communication channels, harnes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ve Content (AIGC) to empower 

creative content, employ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for emphasis, and leveraging societal forces for cross-disciplinary impact.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service marke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mage

1  引言

从图书馆业界对IFLA国际营销奖的关注度不断

高涨，到2023年新版《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 [1] （GB/T 

28220—2023）中第7章最新更名的“服务营销”，“如

何做好服务营销”日渐成为公共图书馆关注的焦点。

从2023年3月17日发布的新版《公共图书馆服务规

范》来看，“服务营销”强调了宣传推广、馆藏揭示、

导引标识、服务告示、资产公开与年报制度等服务内

容[2]，倡导公共图书馆应当合理利用服务营销方法，

提升图书馆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与传播环境迅

速发展迭代，传统的服务营销方式已不再能满足用

户多样化的需求，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向多渠道、多

形式的方向转变。服务营销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资

源的重要推广手段与服务效能的重要提升途径，日

益受到重视。有学者利用7Ps营销理论对公共图书馆

营销管理或策略进行分析[3-5]，也有学者针对新媒体

环境中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提出了改进建议[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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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我 国 已 有 不 少 公 共 图 书 馆 利 用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形象进行服务营销。

IP形象因其差异化的设计、人格化的运营和生动的

视觉传达，能够满足图书馆用户的情感体验，拉近图

书馆与用户的距离，成为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的一

条新赛道。本文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营销内容入手，

分析IP形象在图书馆服务营销领域的应用逻辑与路

径，并提出展望，为公共图书馆开展服务营销工作提

供参考。

2  综述

2.1  关于IP与IP形象

近年来，IP概念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在我国迅速

普及。它包括了一系列的法律权益，特指“那些具有

高专注度、大影响力并且可以被再生产、再创造的创

意性知识产权”[8]，如专利、商标、著作权、工业设计

等多种形式，并强调了知识产权拥有者对其创造的

作品或发明的独有权益。IP形象是指以某一形象、符

号、角色等为核心，通过设计、传播、运营、产品等方

式，形成独特的视觉、情感和文化体验，从而在大众

心目中建立起一种特定的、具体的形象。如故宫利用

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活化IP[9]，其中较为有名的IP形象

有雍正皇帝、故宫猫等；又如诞生于2011年日本熊

本县的熊本熊[10]这一IP形象，就是熊本县城市IP的

重要构成之一。因此，IP与IP形象两者存在联系，但

在实际语境中通常有明确的区别。IP更侧重法律领

域，而IP形象是一种富有情感连接的符号，能够激发

用户的共鸣，增加用户的认知和忠诚度。

2.2  图书馆业界关于IP形象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尝试引入IP形

象作为服务营销的手段。有学者从问题角度出发，提

出图书馆IP形象存在着设计同质、运营单一、推广乏

力等问题[11]；有学者指出新媒体时代IP形象对基层

公共图书馆形象宣传的重要性，并展示实践案例，以

广州市白云区图书馆“云小图”IP形象为例进行深入

分析[12]；有学者从文旅融合发展角度得出“中图YUE

宝”“深图布克家族（BOOK FAMILY）”“云小图”等

IP形象取得了一定影响力[13]；有学者指出虚拟IP是

公共图书馆新媒体生态创新的体现之一[14]；也有研

究者着眼于IP形象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构建与应用效

果[15]，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效果与用户反馈。

综上所述，借鉴IP形象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成

功经验，对于提升公共图书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

加用户参与度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图书馆领域，仍

需结合实践，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证分析，以探索更

加有效的IP形象构建与应用策略，为公共图书馆服

务营销的提升与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3  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的应用逻辑

与实现路径

3.1  应用逻辑

在新媒体日益普及的当下，IP形象作为独特、个

性化的形象代表，可以成为公共图书馆宣传推广的

重要标志。利用IP形象差异化的设计、人格化的运营

和生动的视觉传达，与宣传推广、馆藏揭示、导引标

识、服务告示、资产公开与年报制度等服务营销内容

有机结合，公共图书馆可以更好地吸引用户的关注，

提升用户参与度，增强服务传达效果，从而达到提升

图书馆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目标（见图1）。

在宣传推广方面，图书馆可以将IP形象融入宣

传物料、广告海报等，可以增加宣传内容的吸引力和

辨识度，以此吸引更多用户前来参与公共图书馆的

活动和服务。在馆藏揭示方面，IP形象可以与特定馆

藏进行有机结合，形成系列化的推广，如“IP形象推

荐书单”等，增加用户对图书馆馆藏的兴趣和使用意

愿。在导引标识与服务告示方面，IP形象可以成为公

共图书馆的形象代言人，如在导引标识设计中加入

IP形象，提高标识的吸引力与导览的辨识度，增加用

户对图书馆的关注度与情感共鸣，也可以利用IP形

象来展示服务告示，提高用户对服务内容的认知和

图 1  IP 形象在服务营销领域的应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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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此外，资产公开与年报制度方面，可尝试将IP

形象融入公开报告和年度总结中，增加报告的趣味

性和吸引力，吸引更多公众关注与反馈。

与此同时，IP形象的设计、运营、视觉传达等表

现形式与公共图书馆用户相互交叉影响，进而逐步

实现调整、优化、迭代。一方面，IP形象通过图书馆

服务营销来影响图书馆用户；另一方面，图书馆用户

的能动性反馈也会影响图书馆在IP形象运营上的策

略，不断及时调整与优化。因此，公共图书馆应当积

极探索IP形象在服务营销中的应用策略，为公共图

书馆的发展不断注入创新活力。

3.2  实现路径

优质IP形象可提升图书馆服务营销效果，应当

具备“5C能力”，即内容创造力（Content）、用户连接

力（Connection）、话题制造力（Conversation）、文化衍

生力（Culture）、社区经营力（Community）。

3.2.1  提升IP形象的内容创造力

IP形象的内容创造力可通过角色形象、故事情

节等多种表现形式展现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营销中。

角色可选择动漫、卡通人物等具有亲和力的形象，更

容易引起用户的共鸣；故事情节是IP形象进行营销

的内核，也是体现图书馆价值观的途径之一，将IP形

象与图书馆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实

现服务营销的目的，即塑造图书馆品牌的独特性。

3.2.2  加强IP形象的用户连接力

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成功实现的因

素之一，在于其与用户情感体验的紧密联系，也就是

用户连接力。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的目的是缩短图

书馆服务与用户和社会的距离。IP形象的设计和运

营应当考虑目标用户的需求和喜好，以满足用户的情

感需求，便于产生情感共鸣，让更多的用户在感性上

产生喜欢和认同，拉近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距离。

3.2.3  增强IP形象的话题制造力

具有吸引力的IP形象可以制造话题，引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有助于扩大图书馆的知名度，进一步催

化服务营销的影响力。通过IP形象举办活动，如创

意线上活动，能够吸引媒体报道，刺激、引导用户在

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分享与互动，实现有效的二次

传播。

3.2.4  拓展IP形象的文化衍生力 

公共图书馆虽然没有营收压力与营利目的，但

IP形象作为文创产品的重要内容来源之一，可视作

一种文化资产。图书馆在构建IP形象后，可持续根据

内容推出系列化的衍生文创产品，满足用户需求，进

而打开话题度。此外，可与企业进行合作，推出联名

产品，使IP形象保持较高的热度，从而进一步提高图

书馆的品牌价值。

3.2.5  深化IP形象的社区经营力

IP形象需要在用户社区或社群中持续开展参与

和互动性活动，如设置打卡展陈、提供个性化服务

等，增强IP形象与用户的黏性。通过IP形象在线下社

区或线上社群中的互动，激励用户的参与和反馈，进

而转化为持续深化社区经营力的效能。

4  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的案例分析

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IP形象的应用基本

分为两大类别：原创IP形象和非原创IP形象。原创IP

形象是由图书馆进行构建并拥有知识产权的形象，

而非原创IP形象则是与已有的知名文化形象进行合

作或联动产生，如卡通角色、文学人物等。笔者通过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

实际应用中的优势与劣势。

4.1  上海图书馆——与“洛天依”虚拟IP形象的

联动

上海图书馆与虚拟歌手洛天依这一IP形象的

联动是非原创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的典

型实践，展示了非原创IP形象在宣传推广和馆藏揭

示方面的独特价值。虚拟歌手洛天依的IP形象在年

轻群体中拥有极高人气，自带二次元、时尚、萌等标

签，上海图书馆将她作为阅读推广大使进行服务营

销，成功“出圈”。具体做法为将洛天依与《诗经》相

结合，用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呈现别具一格的文化体

验，颇具“反差萌”的方式吸引了年轻受众的关注，

使图书馆的宣传推广更具吸引力。例如，在上海图书

馆7楼的阅读推广区，特设以《诗经·蒹葭》名句“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为设计灵

感的展区，洛天依身着改良式旗袍礼服长裙，用极具

辨识度的嗓音吟诵《诗经·蒹葭》。吟诵诗歌不仅展

示了IP形象在馆藏揭示与阅读推广上的延伸性，更

是新兴技术手段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一种探索，

引发图书馆在馆用户的情感共鸣，建立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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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合度，从而激发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参与到图

书馆的活动和服务中的意愿。但另一方面，洛天依的

二次元IP形象限定了目标群体，从而限制了潜在用

户的多样性。

4.2  宁波图书馆——IP形象在新媒体中的创新应用

宁波图书馆推出的原创IP形象“甬图君”成功

展示了原创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的运

用。这一原创IP形象不仅符合图书馆的传统文化元

素，还融入了现代审美需求，经历了多次精心策划和

创意设计的过程，以更好地吸引目标用户，尤其是年

轻读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甬图君”以拟人化形

象与读者进行互动，回答问题、提供阅读推荐、分享

有趣的故事，与读者建立情感连接，提高了读者对

宁波图书馆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宁波图书馆从视觉

传达角度出发，从阅读场景、好书推荐、参加活动等

角度推出“甬图君”微信表情包；发布《甬图君说阳

明》《书载四明——回望宁波1200年》《甬图君带你

探索世界读书日的秘密》等长图海报，收获十万多的

浏览量；推出了“阅读体验反转人生”的线上H5（基

于HTML5技术的网页设计形式，具有高度的互动性

和可视化效果，可实现多种媒介元素的融合）互动活

动，“甬图君”作为提问官引导读者进行心理测试，根

据不同选择导向12个不同结果，再根据不同结果引导

读者阅读电子书，活动参与超过1.2万人次，有效地实

现了电子资源的阅读推广与馆藏揭示的服务营销。

宁波图书馆的原创IP形象“甬图君”拥有增强

用户黏性、传播渠道多元等优势，有利于图书馆品牌

形象的构建，但原创IP形象在内容生产与设计创意

的人工与时间成本上要求较高，需要源源不断地进

行内容的有效输出，并根据用户反馈及时调整策略。

4.3  南京图书馆——IP形象矩阵化运营

南京图书馆的原创IP形象“南小茉”展示了在

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原创IP形象的实践与应用。

“南小茉”凸显了馆舍的独特魅力，将南京图书馆的

文化传统与现代元素相融合：头部茉莉花发髻飘带

代表了文化传统，与南京图书馆建筑特征有机结合，

呈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在“南小茉”的形象基础

上，南京图书馆又推出IP形象——文化推荐官“南

蔚成”。该形象以古籍推荐官的理念进行设计，融合

南京图书馆Logo、建筑结构、馆训等元素，与“南小

茉”IP形象共同构建了南京图书馆的IP形象矩阵。目

前，这两个IP形象均已融入日常微信微博原创图文、

视频拍摄、海报设计、动画、表情包等，利用多元化

的传播形式，赋能宣传推广，拉近与用户间的距离。

南京图书馆原创IP“南小茉”与“南蔚成”构成

了形象多元化的IP形象矩阵，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用

户群体的需求，有助于图书馆品牌形象塑造和标签

化，但多个IP形象会增加运营的复杂性，需要相应的

资源和人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5  思考与展望

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的应用与实践

表明，IP形象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可以有效地吸

引用户的关注，增加用户参与度，提升宣传效果和品

牌认知度。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围绕IP形象助推图书

馆服务营销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5.1  利用IP形象输出图书馆价值观

独特的IP形象往往可以体现IP形象背后运营者

的价值观。图书馆在构建IP形象过程中，要充分理解

图书馆的特点与用户需求，确保形象的设计与传播

符合图书馆的发展目标，从而实现更好的服务营销

效果。在IP形象的运营中，可以通过绘制长图漫画、

演绎情景剧、编制剧本杀等多元化方式，在促进用户

与图书馆互动的同时，将IP形象背后的价值观输出

给用户。

5.2  利用社交媒体丰富传播渠道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普及和发展，图书馆可以

更多地利用这一渠道来推广IP形象。通过创建官方

社交媒体账号，分享IP形象相关内容，与用户进行互

动，实现出圈营销，吸引更广泛的受众。此外，与社

交媒体上的影响者合作，进行跨界合作，将IP形象与

不同领域的社交媒体平台结合，扩大影响范围，吸引

更多用户的关注和参与。

5.3  利用AIGC赋能创意内容

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正逐步成熟，图书馆可以借助

它来为IP形象创造更多有创意和趣味性的营销内容。

从馆藏揭示角度，IP形象可以作为虚拟图书馆员，搭

载AIGC技术，为读者推介、揭示最新入藏的文献和

特色馆藏，并提供题名、著者、主题等基本检索信息，

方便用户查询。在节省人力成本与时间成本的同时，



IP形象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营销中的应用研究与展望

90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服务效率，保持

用户的新鲜感。因此，利用AIGC快速生成符合IP形

象个性特点的文字、视频、音频等多模态内容，可以

为用户提供丰富的阅读和观赏体验。

5.4  利用视觉传达突出表达

视觉传达在IP形象的宣传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利用IP形象进行服务营销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

可以利用视觉传达中构图、配色、字体等设计技巧，

将IP形象与媒体、网站、宣传资料、宣传栏及其他现

代化手段有机融合，创新设计、突出重点、抓住眼球，

加强视觉冲击力，达到吸引用户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和服务的目的。未来，公共图书馆可以在做好视觉传

达的基础上，利用VR（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和

AR（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等技术，使用户在

虚实结合中与IP形象进行深入互动，增强用户获取

馆藏信息的主动性。

5.5  利用社会力量实现跨界破圈

跨界合作是图书馆服务营销的一个重要方式[16]。

公共图书馆IP形象作为无形的文化资产，具备独特

的文化基因，可以成为跨界合作的桥梁，与其他业态

进行深度合作与创意融合。如与专业数字平台合作

开发含有IP形象的数字藏品，与博物馆等文博机构

推出IP形象联动活动，与中小学等教育相关机构合

作推出以IP形象为讲解员的研学课程等。这些跨界

合作需要确定不同目标用户，与合作方一起制定营

销目标，确定营销策略，形成“1+1>2”的营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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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图书馆的业务外包在给图书馆节约人力和提升服务效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诸多学者对服务

外包可能导致图书馆业务弱化表示担忧。文章通过对台州市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实践情况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了实

践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四个优化策略：科学选择承接主体、明确购买范围、建立外包团队的培训制度、

建立内部考核制度和第三方参与的监督制度，这些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标准化引导和促进图书馆业务外包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业务外包；社会化运营；外包服务；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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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Business Outsourcing in Publ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Taizhou City Library

Abstract Business outsourcing in public libraries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aving manpower and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However, concerns have been raised by scholars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weakening of library services due to 

outsourc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outsourcing in Taizhou City Library, analyzes the main issu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cess, and proposes four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outsourcing partners, 

clear delineation of procurement scope, establishment of training systems for outsourcing teams,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assessment and third-party supervision mechanisms. The core of these strategies is to guid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business outsourcing industry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business outsourcing; social operation; outsourcing service; standardization

1  引言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

要“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模式，有条件的地方可探

索开展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试点，通过委托或

招投标等方式吸引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公

共文化设施的运营”[1]。原文化部发布的《“十三五”

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2]、中国图书馆

学会印发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十四五”发展规划纲

要（2021—2025年）》[3]等文件中都相继指出要鼓励

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和服

务。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业务外

包事业逐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国地方政

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总投入约为37.98亿元，其

中41.4%的地市级政府和18.52%的县区级政府开展

了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活动[4]。浙江图书馆、绍兴图书

馆也在2015年之前就率先探索和实施了外包业务举

措，引入企业力量进行图书馆基础业务外包，台州地

区的业务外包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截至

2022年12月31日，台州的10家公共图书馆中有8家

开展了部分基础业务的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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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外包在给公共图书馆节约人力和提升服务

效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诸多学者担心服

务外包会导致业务弱化。在台州市图书馆的实践过

程中也发现了业务外包的一些问题，如何加强管理，

使业务外包成为图书馆管理模式的有效补充，以更

好地提升业务外包的成效，值得研究。

2  业务外包的相关研究

业界关于“业务外包”的表述有多种类型，如社

会化运营、业务外包、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但其核

心思想基本一致。参考傅文奇[5]、王浦劬[6]等人对政

府购买服务概念的定义，以及《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

营管理规范》中的表述，本文所指业务外包含义为：

文化主管部门将公共图书馆的专项服务通过有偿方

式委托承接方运营并向社会公众提供。

我国图书馆的业务外包始于2000年前后，一方

面，当时的图书馆运行机制已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业务外包成

效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业务外包的思维逐渐引入

我国图书馆行业。早在1999年，王萍[7]的研究分析了

美国业务外包极端化导致图书馆私有化的危害。同

一时期，朱复成[8]、杨勇[9]等人也相继开展了业务外

包研究，此后，图书馆业务外包的理论与实践同步发

展，但争议声也越来越大。2006年，程焕文教授指出：

图书馆界对于业务外包的反应颇为相佐，但图书馆

业务外包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10]。实际上，业

务外包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成本的节约，更重要

的是对人力成本的节约和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提质增

效[11]。从1999年到2006年，业务外包的相关研究以

理论探讨为主，主要研究其可行性和必要性。而在此

之后，更多的图书馆开始开展业务外包，关于图书馆

业务外包的实践、问题、风险控制方面的研究日益增

多。这其中有研究国内案例的，如黎知谨等学者[12]研

究国家图书馆业务外包的效果；陈俊翘等人[13]分析

了南沙区图书馆业务外包前后的情况对比；杨頔[14]

对合肥市几家图书馆做了案例调查，从政府、企业、

图书馆三个方面来总结当下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

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总结原因。也有研究国外案

例的，如学者对美国[15]、日本[16]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

业务外包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借鉴其成功经验。

纵观发展历程，图书馆业务外包已逐渐被业界

所接受，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一种补充管理方式。业务

外包的研究方向亦从初期的可行性探讨发展到问题

与风险的实践研究。但业务外包的各项细节管理，如

承接主体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购买范围的划分、承接

方在业务外包期间的质量监督与考核等方面仍然缺

少研究。笔者在台州市图书馆业务外包期间深刻感

受到这些细节管理的重要性，并在2021年至2023年

期间参与制订了《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管理规范》

地方标准，希冀以标准化的方式来解决业务外包中

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本文正是基于台州市图书馆

业务外包的实践分析，以期总结出适合更广泛图书

馆使用的业务外包管理经验。

3  台州市图书馆业务外包实践

台州市图书馆于2018年开始开展基础业务外包

服务，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下，通过政府购买的形

式，将4个馆内借阅室的图书整理、上下架、借还工

作、修补工作和馆外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运营、图

书流转、汽车图书馆的运营等委托给企业。2019年

至2022年期间逐步扩大了业务外包的范围，增加借

阅室范围，并将新媒体业务等也纳入到委托中。在这

个过程中，杭州学是图书有限公司、江苏嘉图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相继中标。业务外包服务起到了

积极正面的作用：一方面，节约了人力资源，有利于

阅读事业的拓展。台州市图书馆仅有正式编制28人，

业务规模不断拓展，但人员编制几乎无增长，甚至因

为借用、外调等各种原因，实际可用人数还是下降的。

业务外包的开展，将大部分劳务性的工作交由企业

负责，图书馆节省了宝贵的人力资源，用于新业务的

开展和服务创新。另一方面，便于人员管理，有利于

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业务外包后，由企业来提供和管

理外包人员，图书馆负责管理和监督工作成效，业务

目标更易达成，对员工的制约能力也更强。台州市图

书馆还通过新媒体的业务外包搭建了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运营业务，建立

了如“云享新阅直播间”“双语剧场”等线上品牌活

动，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3.1  业务外包存在的问题

业务外包仍然存在较多风险，许多学者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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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了问题。例如，邓银花[17]指出业务外包面临寻

租风险：图书馆权力拥有者利用公权力对业务外包

的过程进行控制。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承接主体的选

择问题，即如何合理合规合法地选择外包服务商。又

如陈新洁指出业务外包面临的“道德风险”和“沟通

协调风险”[18]，其实质是监督和考核问题。台州市图

书馆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总结归纳后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的问题：

3.1.1  承接主体的选择与进入问题

业务外包的承接主体指的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

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市场管理或

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19]。

在业务外包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承接主体，以确

保其合规、合法地承接业务，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

题。一方面，符合规范且有经验从事图书馆外包业务

的公司或社会组织数量较少。例如，在台州市图书馆

2019年进行的公开招标中，仅有3家公司参与；而在

浙江图书馆2018年2月的服务外包招标中，由于参

与企业不足，甚至直接流标。另一方面，部分“低小

散”公司，如个别物业公司、人力资源公司等，擅长

以低价参与招投标，但对于图书馆业务了解不足，一

旦中标，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在图书馆进行

业务外包招标的过程中，需要了解承接主体的哪些

信息？技术标段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如何设计一定

的市场准入门槛？如何在承接主体的选择中避免权

力寻租的风险？这些是存在于台州地区各图书馆的

普遍困惑。

3.1.2  业务外包购买范围的划分问题

在近几年的台州市公共图书馆馆长会议上，关

于业务外包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哪些服务可以外

包，哪些服务不能外包。然而，各地对于应该购买的

服务范围都缺乏清晰、明确的了解，《浙江省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3年度）》《台州

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3年度）

等政策文件中也未具体到图书馆某项工作业务，这

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各图书馆很难向行政主管部门

和财政部门申请相应的经费来合理进行业务外包。

对于不同级别的图书馆，如地市级、区县级、社

区以及乡镇分馆，应该遵循怎样的购买范围也亟待

明确。设定合规、合理的业务外包范围将有助于图书

馆更好地规划和管理业务外包，提高外包服务效益，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业务提升的目标。

3.1.3  外包团队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问题

通过对深圳各馆社会化运营业务的调研，李英

发现最突出的问题是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不够高，

人员流动性大[20]。在台州市图书馆的实践中，也深刻

感受到了这一问题。一旦业务外包公司中标后，由于

其管理目标、薪酬待遇、培训方式等的差异，导致外

包人员的素质下降，新进人员只能满足最低岗位需

求。由于缺乏专业培训，很多人员并不了解图书馆行

业的基本知识。甚至在业务外包后，一些图书馆多年

培养的骨干人员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离职。

此外，黎知瑾等人对国家图书馆的外包管理工

作研究中也发现了服务技巧欠缺的问题：外包人员

的服务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以前没有从事过

服务工作，更谈不上服务的技巧[12]。这也表明外包团

队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关系到图书馆业务外包整

体的作用发挥。

3.1.4  缺少系统的监督和考核问题

一是缺少评价标准。如大多图书馆以《公共图

书馆评估指标》作为参照依据，但实际上，图书馆业

务外包的项目往往更细、更具体，以国家级的标准去

作为一个考核参照，有些项目难以对应，在实际操作

中有些难度。

二是缺少第三方参与的监督与考核机制。正如

杨頔[14]所指出的，在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中，其评价

主体如果还是政府承担，沿用传统图书馆的评价体

系，就会出现很多潜在问题，如滋生腐败现象等。评

价主体如果单一为政府操办，那么合作企业可利用

各种途径贿赂政府主要负责人，给予其好处，以通过

考核。这种观点与邓银花指出的权力寻租风险的本

质一致，即如何规范化外包业务的监督与考核机制，

防范潜在的腐败风险。因此，建立第三方参与的监督

与考核机制，对业务外包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

估，对确保外包服务质量和合规性具有重要意义。

3.2  业务外包的优化策略

针对在业务外包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台州

市图书馆采取了科学选择承接主体、明确购买范围、

建立外包团队的培训制度、建立内部考核制度和第

三方参与的监督制度对业务外包工作进行优化。

3.2.1  选择合适的承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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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图书馆需要排除“低小散”的公司参与

低价竞争；另一方面，要鼓励专业的、有图书馆服务

经验的公司充分竞争，并可以在招标或者购买过程

中加以引导。

一是科学地选择招标方式。按照法定程序履行

招标程序，在招标过程中邀请纪委部门参与监督是

台州市图书馆在业务外包中长期坚持的工作。如果

市场主体较为成熟，政府为了取得最佳服务效益和

服务效果，应通过比较各方的报价、资质、信誉、服

务等向社会公开招标。在个别地区市场发育不完善

的情况下，政府也可采用非竞争方式，选择自己熟悉

并有着良好社会声誉的社会组织来承接服务，以降

低购买风险，减少公开竞争的不确定性[21]。

二是加强技术标段的评分设计。在业务外包

招标过程中，对于承接主体的资格审查，应该包括

但不限于：“企业综合实力”“图书馆的外包服务案

例”“外包服务理念、发展思路”“外包服务工作机

制”“外包服务质量控制机制”“人员招募与培训制

度”“外包服务团队历年社保缴纳记录”等，并将这

部分内容写入技术标段中进行量化赋分。特别是将

在省级或市级图书馆的外包服务案例赋一个相对高

分，可有效排除“低小散”公司的进入。

三是设置一定的市场准入门槛。目前行业内尚

无企业或组织拥有专门的图书馆服务外包或社会化

运营的相关证书。在招投标中，使用“图书出版发行

许可证”和“劳务派遣许可证”作为准入门槛较为常

见。从台州地区历年的招标情况看，使用“图书出版

发行许可证”作为准入门槛，能够有效圈定参标企业

为图书行业相关的公司，因为他们对于图书馆业务

相对还比较熟悉。但由于各地区财政制度的差异，当

地不一定支持或认可这个证书作为准入门槛，因此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置合理的市场准入

门槛，以提高图书馆外包业务中标企业的适配率。

3.2.2  优化购买目录，明确购买范围

图书馆的业务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根

据各级图书馆的不同特点，外包业务大致可分为以

下几类：

一是禁止购买类服务，比如图书馆的根本性职

能，由于专业性较强或者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承接

方无能力承担或者不宜替代的，应由图书馆自行负

责，如省级图书馆、市级图书馆、独立建制的县级图

书馆的整体管理，各级图书馆涉及意识形态的阅读

推广业务等。

二是鼓励购买类服务，主要指以劳务性为主的

工作和一些简单的读者服务工作，通过外包后能够

有效解放图书馆人力资源的。比如新书的编目，图书

的整理、上架；城市书房（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运

营、图书的流转、网借服务；借阅服务台的工作、基

础的咨询引导工作等。

三是选择购买类服务，主要是由于各图书馆有

不同的业务重心和发展侧重点，对于不在禁止购买

类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比

如图书馆的发展规划、采编采访业务、专业性的参考

咨询业务、新媒体运营业务、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

阅读推广业务以及设备、网络的维护工作等。

这些业务外包的购买范围可以在当地政府购买

服务清单里予以明确，或以上级部门发布文件、制订

标准的形式予以确定。台州市图书馆制订的《公共

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管理规范》地方标准中，就明确了

这三方面的购买范围，为本馆以及台州各区县图书

馆在业务外包时提供了一个可供行政主管部门和财

政局参考的依据。

3.2.3  建立业务外包团队的培训制度

由于业务外包的承接主体具有不确定性，业务

外包团队对于图书馆的业务特长、服务内容不熟悉，

对于具体图书馆的礼仪要求不清晰，加之处于一线

岗位，人员流动性较大，所以对业务外包团队的培训

非常之重要。培训的内容可以包含：图书馆规章制

度、基础业务知识、礼仪仪表规范、咨询引导规范等。

鉴于业务外包是由第三方企业提供服务，为了防止

咨询业务与本馆脱钩，非常有必要在外包团队中建

立首问负责制——“首问负责制”是指接受读者咨

询、需求和投诉的首问负责人必须负责解答或指引

读者到相关部门、相关人员接受解答或解决各类问

题直到读者的问题得到解决为止[22]。

台州市图书馆对新进的劳务派遣员工一般要求

在入职后7天内完成培训，并进行业务轮岗。对于业

务外包团队，要求新员工入职7天内完成培训，并接

受图书馆的业务考试，在考试通过前禁止在服务台

工作。在培训模式上，图书馆的业务负责人对外包

团队的项目经理、主管团队进行统一培训，并要求他

们定期接受业务考试，培训完成后再由外包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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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对其内部员工进行培训。这一套的培训机制能

够较为充分地保障新进人员在上岗时具备一定的基

础业务知识和礼仪知识，但由于图书馆面对的读者

面非常广、人群复杂，新进人员在上岗后仍需要通过

“老带新”“传帮带”等方式向老员工学习沟通、服

务等各方面技巧。

3.2.4  建立内部考核制度和第三方参与的监督制度

一是图书馆需要建立对外包团队的考核制度。

在业务外包实施过程中，图书馆可以根据考核制度

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据此向承接方支付相

应的项目资金。考核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排架错架

率、人员到岗情况、图书外借率、图书流转率等各个

方面。对于服务效果好，达到或超额完成考核标准的

可全额支付；对于未达到考核标准的，依据考核制度

扣减其项目资金，情节严重的可解除合同。例如，台

州市图书馆2021—2022两年间共对外包团队进行考

核721次，依照考核制度开出整改单19张，整改完成

项目19个。考核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外包团队的工作

效率，提升业务质量，还可以使外包方保持较高的自

律性。

二是建立第三方参与的多方监督机制。在评估

外包业务效果时，应避免单一评价主体，以保持公平

性。①第三方参与评价。图书馆建立由读者、专家学

者等参与的监督评价小组，定期开展实地检查，听取

承接方工作汇报，并对外包服务效果进行评价。②第

三方独立评价。引入专业调查公司、评估机构等独立

的第三方检查机构，对承接方的项目实施过程和实

施结果进行监督，并对群众满意度进行调查，独立做

出评价[20]。

内部考核制度和第三方参与的监督制度是为了

让图书馆对外包服务效果形成客观的、综合性的结

论，同时第三方参与的监督制度可以有助于规避滋

生腐败，避免外包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通过考核。每

一期的考核结果和监督反馈都应反馈至业务外包承

接方，并就其内容形成处理结果，对于应改未改、逾

期不响应的情况，应该在整体外包服务评价中予以

记录，作为本馆或其他同类图书馆选择业务外包承

接主体的参考依据之一。

4  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可持续发展探索

早在1990年，黄宗忠教授就提出：“标准化是图

书馆管理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

一个基本前提。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图书馆的现代化

和专业化。因此，图书馆标准化是高速发展图书馆事

业，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充分利用图书

馆的资源，提高图书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一种

重要手段。”[23]

标准化、规范化也是引导业务外包行业健康发

展的必经之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对

图书馆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文化需求日益提高，

公共图书馆的业务外包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尚缺

乏社会化运营相关的法规规章和管理办法或实施标

准，存在一定的管理和风险控制难度。前文列举的承

接主体的选择，业务外包范围的划定，外包服务商的

进入与退出机制，外包团队的质量考核与监督、评价

机制等细节问题由此而生。这些问题在台州各公共

图书馆都曾出现，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地区有业务外

包的图书馆，通过业务外包的标准化建设可以从根

源解决这些难题。

2023年2月24日，《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管理

规范》台州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推动台州地区业

务外包的标准化发展，也为其他地区公共图书馆社

会化运营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该标准包含了

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承接方

进入、质量控制和检查程序、考核和监督、承接方退

出等相关内容，规范了社会力量从引入到退出的全

流程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对于业务外包

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各地图书馆及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尽快出台针对

业务外包的相关标准，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

务的准入条件、服务能力要求和服务质量要求，加强

对业务外包的监管和评估，提升公共图书馆业务外

包的服务水平和专业性。

5  结语

业务外包服务经过公共图书馆多年的实践与探

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无论是在促进图书馆工作效

率的提升、增强图书馆专业性还是减少人力成本等

方面，都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业务外包也存在着一些风险，例如承接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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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购买范围的划分、业务外包团队的专业素养和

服务能力、缺乏系统的监督和考核等。台州市图书馆

采用了一些有效的策略，包括选择合适的承接主体、

明确购买范围、建立业务外包团队的培训制度、建

立内部考核制度和第三方参与的监督制度等，有效

避免了业务外包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策

略的核心都是源自公共图书馆业务外包的标准化建

设，通过标准化和规范化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图书馆

业务外包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引导和促进业务外

包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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