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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下基于画像的公共图书馆评估路径探究 
——以江苏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为例

王笑语

南京图书馆  南京  210018

摘要：[ 目的 / 意义 ] 公共图书馆作为地方信息文化中心，扮演着文献保存与信息传递的重要作用。然而受经济、人口

等因素影响，图书馆发展参差不齐。为了提高公共图书馆评估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方法 / 过程 ] 本文利用 K-Means 算

法对图书馆的不同特征进行聚类，探索出一条基于画像评估的新型路径。并以江苏省市级公共图书馆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将十三个馆划分为四类：安于现状型图书馆、稳步发展型图书馆、欣欣向荣型图书馆和积极进步型图书馆。评估不同类

型图书馆特征，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结果 / 结论 ] 通过实证检验了基于画像评估路径的可行性，从而为公共图书

馆的常态化评估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聚类；K-Means；公共图书馆；画像；评估

中图分类号：G35

Exploring the Assessment Path of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Portraits 
in the Digital Era——Taking Jiangsu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as an 
Example

WANG Xiaoyu
Nanjing Library, Nanjing 21001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As a loc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enter, public libra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ocument 

preserva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However, due to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s 

unev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relevant assess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Methods/Processes] 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path based on portrait assessment by cluster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ies using the K-Means algorithm. It also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classifies thirteen libraries 

into four categories: status quo libraries, steadily developing libraries, thriving libraries and actively progressing libraries. 

Ass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braries and making targeted development proposals. [Results/Conclu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ortrait-based assessment pathway, thereby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regular assess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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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共图书馆是城市的文化记录册，承载着

这座城市从古至今的文化瑰宝，为人类的发展

提供了无穷的宝藏。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更被

赋予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神圣使命。

然而，由于不同图书馆所处地区的经济、人口

等综合影响，全国、全省乃至全市范围内图书

馆的资源条件参差不齐，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

四年一次的评估定级也因此成为检验公共图书

馆业绩的唯一标准。

评估定级可以公平地衡量图书馆的运营管

理情况，促进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然而，如

今的评估定级工作耗时久、任务重，如何实时

追踪图书馆的服务效果、更快速、高效地评估

图书馆的承办情况，是当前所面临的难题。

1　相关研究

1.1　公共图书馆评估现状

早在 1913 年，列宁在《为国民教育能做些

什么》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公共图书馆的评判标

准：“公共图书馆的骄傲与光荣，不是看它藏

有多少珍本，而是看它在人民中间如何广泛地

流通图书，吸引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满足读

者对图书的要求，借出了多少图书，吸引了多

少儿童来阅读和使用图书馆”[1]。美国图书馆

协 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在

1924 年为各类型图书馆提供了评估调查工具 [2]。

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图书馆事业迅速得到

了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图书馆评估也成为了图

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初，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针

对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定级工作。自此

以来，已经组织了七次全国性的评估工作，评

估标准和方法路径也在不断实践中调整完善。

然而，目前评估指标体系庞大，内容复杂，应

用不便，评估方式单一，评估结果失能 [3] 等问

题仍待解决。

1.2　公共图书馆评估路径

当前在公共图书馆评估路径的研究中，部

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成

果呈现。例如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公共图书馆

系统最低标准》[4]、英国图书馆协会的《公共图

书馆参考服务标准》[5]、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

协会的《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的指南、标准与

成效计量》[6] 等。

相较于国外评估路径与理论的成熟与完整，

国内更多着眼于公共图书馆具体评估工作中的

路径探索。评估主体方面，姜晓 [7]、潘寅生 [8]

认为，公共图书馆的评估路径应从由行政主管

部门等团体的“外部评估”转为由专业学术团

队或图书馆自身的“内部评估”。梁澄清 [9] 认

为应将上下两级和社会多种力量结合起来进行

评估。徐小丽 [10] 认为除了上述评估团体外，还

需将读者满意度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她强调，

用户对公共图书馆评估具有过程参与权及评估

结果决定权。包平等 [11] 认为，馆员在图书馆评

估的主导作用也不可忽视。评估方法方面，徐

芳等 [12] 以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绩效管理“七范

式”和 LibQUAL+TM 的服务质量评价模型为参

考，从服务装备、服务方式、服务范围、服务

态度等为度构建了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路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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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张玉亮 [13] 以 UML 建模语言为基础，构建

了以基本资源、服务内容、业务研究和用户满

意度组成的绩效评估路径体系。陆红如等 [14]。

应用“3E”理论构建了公共图书馆信息无障碍

服务的评价路径指标

1.3　公共图书馆画像研究

用户画像研究最早应用于商业、互联网

领域，随着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的兴起，

图书馆中的画像研究也日益丰富，多集中于

提高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个性化、精准性、信

息过滤、界面设计等实践研究。Rackham[15]

将有共同需求和使用行为的用户分类，从本

科生、研究生、教师的角度构建典型群体的

用户画像，注重用户画像与图书馆发展趋势

相匹配，完善和发展现有图书馆服务。Cher-

ry 等 [16] 通过问卷调查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 

OPAC（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用户的学术

背景以及对 OPAC 的满意度，依据调查结果

刻画出 OPAC 的用户画像，并在此基础上讨

论其对 OPAC 用户培训和界面设计的影响。

朱静等 [17] 学者从用户基本属性、用户人格、

内容偏好、互动、会话、情境六个层面对图

书馆用户进行标签化识别并构建用户画像，

从而为图书馆优化调整策略，开展精准推送

服务，为提高阅读推广效果提供理论基础。

1.4　小结

综上，公共图书馆的评估研究已有初步概

括与归纳，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较

多问题。一方面，评估的目标、方法、标准和

制度还不健全，现阶段的评估指标体系庞大，

内容复杂，应用不便，常常受到业界批评。另

一方面，评估结果的应用和推广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定级工作是自上而下的

督导式评估，而图书馆的服务运行与各自所处

地区经济水平及重视程度息息相关，单纯依靠

级别划分的评估缺乏有效问责。在公共图书馆

画像研究中，以用户的群体类画像为主，而将

画像与公共图书馆评估相结合的研究尚未涉及。

是否存在更加合理科学的公共图书馆评估

方法？是否能够跨越级别，使评估结果更加具

有针对性、灵活性？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省市

级公共图书馆为例，采用对图书馆画像的方式，

探究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特点、寻找问题并提出

建议。这一议题对推进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具有

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基于画像的评估路径

2.1　构建依据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中纷纷提出了“智

慧图书馆”这一战略规划，并在十四五报告中

明确指出要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公共图书馆实现

智慧服务。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国内公共图书馆不断

加强大数据的管理与服务，采用现代化的智慧

技术改善资源购置、优化服务方式、增强服务

效能。深圳市盐田区十年前编开始建设智慧图

书馆项目，如今已成功打造出“智慧图书馆服

务平台”；上海图书馆在“十三五”期间借助

FOLIO 平台实现了智慧图书馆的落地；苏州市

图书馆建设了智慧化的系统架构，建成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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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智慧书库 [18]。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

大数据平台的形成，这些大数据平台使公共图

书馆的信息逐渐实现了实时化、透明化、共享

化和可视化。

K 均值（K-Means）聚类是用户画像方法中

应用最为广泛的聚类方法之一，它是一种无监

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可以根据类别簇之间不同

的特性将聚类对象进行类别划分。目的是根据

一定相似度度量对不同类别簇进行划分，划分

后的子数据集称为类，同类元素间的相似度远

大于不同类元素间的相似度 [19]。该方法具有简

单、高效、易于实施等优异特性，能够将公共

图书馆智慧平台中的相关特征数据实时聚类成

不同群体，评估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特征，及时

发现问题并予以正向改进。

2.2　内容要素探究

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一直以来是国内学者

研究的重点领域，各项评估指标近些年也在不

断调整变动。周龙军 [20] 从服务主体、服务客体、

服务保障三个方面对新西兰奥克兰图书馆创客

空间进行评估。苏瑞竹 [21] 从服务准备、服务项

目、服务对象三个方面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服务

效能三级评估指标的体系雏形。常莉等 [22] 聚焦

图书馆的服务实现程度，从资源转化率、活动

推广度、馆员服务力、用户影响度以及文明培

育度等方面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服务成效评估指

标体系。陈涌涛 [23] 认为，在现有的评估指标中

还需考虑公共图书馆的地区经济、人口等多种

外在因素。

总体而言，当前评估指标的选择遵循强化

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突出公共图书馆服务效

能导向、体现公共图书馆专业化要求、适应科

技新趋势的目标。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公共图

书馆大数据平台公开的反映图书馆效能的各项

指标，以 K-Means 聚类算法，结合各公共图书

馆所处地域、人口及 GDP 构建图书馆画像。

2.3　评估路径与目的

如图 1 所示，本评估路径共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通过公共图书馆公开的大数据平台采

集评估所需数据。第二步，根据评估目的的不

同，选取不同类型的数据作为评估画像的特征

变量。第三步，采用信效度检验和相关度分析，

步骤 来源/方法 产出内容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提取相关数据 

选取特征变量 

不同类簇 

不同馆类型特征 

优化策略 

评估标准+评估需求 

数据汇总库 

K-Means聚类 

可视化表现及描述讨论 

经济 人口 地域 …… 

探索性分析 确定聚类数 

图 1　基于画像的评估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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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手肘图和碎石图确定最优聚类数。第四步，

根据分好的不同类别簇，结合公共图书馆所处

地域、经济和人口等特征，对不同类型的公共

图书馆进行画像。该评估路径的最大优势在于

打破了传统评估在时间、空间、形式上的壁垒，

使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能够被动态有效评

估，实时发现存在问题并及时调整完善，加强

公共图书馆评估的灵活性与公正性，实现评估

的常态化。

3　实证分析及研究

3.1　数据来源

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服务 (jstsg.org.cn)

是由江苏省文旅厅牵头，南京图书馆与南京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共同合作的项目工程。该工程

协调组织了全省 100 多家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

馆、1 300 多家乡镇街道图书馆、14 000 多个村

级社区基层图书馆共同参与，采集 15 000 多个

单位图书馆机构的各类数据，建立了全省公共

图书馆大数据中心。该中心数据来源包括图书

馆业务管理系统数据、馆情填报数据、图书馆

活动数据、读者流通数据等四大类。

由于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服务工程现

阶段还处于全面建设与深化服务时期，部分数

据与信息尚未全面公开，因此本文拟选用业务

数据、馆情数据、活动数据三个模块中的部分

数据作为聚类的特征变量，以此对江苏省各市

级公共图书馆进行聚类分析。

3.2　数据分析

本文从两大维度对十三家同级别的公共图

书馆进行分析。维度一：各市基本情况（年均

人口数、年均 GDP、所处地域、公共馆数量），

维度二：业务数据（年均读者注册数、年均借

阅量、年均馆藏总量）、馆情数据（主建筑面积）、

活动数据（年均举办活动数）。其中常住人口

数、GDP数据来自于江苏省统计局网站（jiangsu.

gov.cn），其余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

数据服务平台。所处地域则按传统意义上的苏

南（苏锡常镇宁）、苏中（通泰扬）、苏北（徐

淮盐连宿）划分。

从表 1 并结合图 2、3、4 可见，三年间苏

州地区年均常住人口数最高，达到 1 140多万人，

其次是徐州和南京，分别为 890.38 万人与 875

万人。盐城、徐州、无锡、苏州、南京、南通

六座城市年均常住人口数均超 600 万人。扬州、

连云港、镇江三市人口数较少，其中镇江人口

仅有 320.34 万人。从各市 GDP 情况来看，苏

州的 GDP 排名全省第一位，其次为南京和无锡。

淮安、宿迁、镇江三座城市的年均 GDP 均低于

5 000 亿元，处于全省的较低水平。在公共图书

馆数量上各市良莠不齐，其中，苏州地区公共

馆数量最高，共 83 家，占所有公共馆的 20%。

表 1  地区特征描述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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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苏各市年均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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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江苏各市年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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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江苏各市公共图书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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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共图书馆特征描述统计量

盐城、南京、扬州、淮安四市紧随其后，无锡、

徐州、泰州、连云港、宿迁五市的公共馆占比

较低，均低于 5%，尤其宿迁和泰州，仅有 3 和

4 家公共图书馆。

3.3　聚类分析

寻找能够代表各市图书馆的特征变量是

聚类分析的关键环节，选取的变量不仅要

体现各类图书馆之间的差异性，更要反映

同类型图书馆的相似性。基于此，本文拟

选取江苏省公共图书馆大数据服务平台中

的业务数据（年均读者注册数、年均借阅量、

年均馆藏总量）、馆情数据（主建筑面积）、

活动数据（年均举办活动数）作为本次的

聚类变量。

通过聚类变量探索性分析（表 2），剔除

均主建筑面积（显著性为 0.181>0.05）。最终，

本文最终选取年均读者注册数、年均借阅量、

年均活动量以及年均馆藏总量四个变量对江苏

省内 13 各市级公共图书馆进行聚类。

EXPLORING THE ASSESSMENT PATH OF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PORTRAITS IN THE DIGITAL ERA
——TAKING JIANGSU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AS AN EXAMPLE

                                                                   Elbow                                                                      Contour coefficient
图 5  手肘图（左）与轮廓系数产（右）

结合手肘图与轮廓系数图 [24]（如图 5所示），

本研究聚类数的值定为 4 较为合理。

表 3  每个聚类中的个案数

表 4  最终聚类中心

表 3 与表 4 展现了将四个特征因子聚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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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后的结果，根据不同的聚类中心值，结合不

同类型图书馆的特征，对这四组不同类型的公

共图书馆进行归纳命名：

第一组：拥有较为丰富的馆藏资源，但是

活动安排不活跃，举办活动数量甚少，读者注

册数与年均借阅量也均不高，根据本组公共图

书馆的特点，将其命名为安于现状型图书馆。

第二组：拥有较为良好的馆藏资源，活动

安排较为活跃，读者注册数与年均借阅量较高，

根据本组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将其命名为稳步

发展型图书馆。

第三组：拥有非常丰富的馆藏资源，活动

安排非常活跃，举办活动数量年均超千次，读

者注册数与年均借阅量均占四类中的最高水平，

根据本组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将其命名为欣欣

向荣型图书馆。

第四组：馆藏资源并不优越，活动安排较

为活跃，读者注册数不高但年均借阅量较高，

根据本组公共图书馆的特点，将其命名为积极

进步型图书馆。

4　四类公共图书馆画像描述与讨论

4.1　四类公共图书馆基本属性数据描述

本文综合不同类型公共图书馆所处地区（以

地级市为单位）的人口、经济状况、所在地区

公共图书馆数量以及基本馆情数据，构建了多

维度画像，以得到更加全面的画像。

表 5 显示，欣欣向荣型图书馆无论在年均

常驻人口数、年均 GDP、馆情数据、或公共图

书馆数量方面，均远超其他三类图书馆。而积

极进步型图书馆与安于现状型图书馆的 GDP 状

况不太乐观，安于现状型图书馆的主建筑面积

最小。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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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上看，安于现状型图书馆与欣

欣向荣型图书馆分别位于泰州与苏州，泰州位

于苏中，苏州位于苏南。稳步发展型图书馆共

有 7 家，其中常州、南京、无锡、镇江均位于

苏南，而南通、扬州位于苏中，盐城位于苏北。

积极进步型图书馆包括徐州、淮安、宿迁、连

云港四个地级市，均位于苏北地区。

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平均值反映了一个城市

对公共文化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水平。安于现状

型图书馆所在地区公共图书馆数量最少，仅有

4 家。其次是积极进步型图书馆，所在地区共

有 19 家公共图书馆。相较于这两类公共图书

馆，稳步发展型图书馆所在地区的公共图书馆

数量明显增多，共有 35 家。而欣欣向荣型图

书馆共包含 83 家公共图书馆，超过了安于现

状型图书馆所在地区公共图书馆数量的20倍。

4.2　不同画像群体的特征与建议

4.2.1　安于现状型图书馆

安于现状型图书馆包含泰州图书馆，该类

型图书馆所处地区的常住人口少，GDP 较低，

经济水平较弱，处于苏中，公共图书馆数量非

常少。该类型图书馆的主建筑面积小，年均活

动量少，虽然有着较为丰富的年均馆藏总量，

然而年均读者注册数与借阅量均不高。

图 6　安于现状型图书馆

针对该类型的图书馆，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增设考核机制，完善监督体系

安于现状型图书馆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馆

藏资源，然而由于资金、人员等方面的约束，

年活动量少，与公众互动性差，使民众主动进

入公共图书馆享受文化服务的意愿降低，“无

人问津”现象严重 , 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的缺失

是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缺乏系统

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监管主体权责不明确，

造成了监管不到位不及时、工作人员工作懈怠

等问题 [25]。

因此，一方面要增设考核机制，公开考核

结果。依托公共图书馆日常事业发展需要，建

立包括业务工作考核标准、党务工作考核标准、

专技人员考核标准等系列考核标准及人员聘用

制度、岗位管理制度以及绩效考核制度等系列

配套管理制度，制定分层次、分类别、分岗位

的考核标准，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系统、

全面的考核工作制度体系，从而保障管理目标

的实施。同时在进行考核机制的过程中，需定

期将考核结果公之于众，既保证了考核体系的

内容公开、程序公平、结果公正，又达到激励

与约束员工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动态评估

标准，合理利用激励机制。制定一套统一完善

的考核机制并不是该类型图书馆的最终目的，

随着时代的快速变迁，公共图书馆的职责也在

不断更新，若考核标准始终一成不变，会导致

过高的标准打压工作人员积极性或过低的标准

放松工作人员警惕，造成不思进取，安于现状

的不良局面。

（2）拓展宣传途径，丰富阅读推广

缺乏宣传活动，阅读推广不到位，是造成

EXPLORING THE ASSESSMENT PATH OF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PORTRAITS IN THE DIGITAL ERA
——TAKING JIANGSU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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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型图书馆与民众脱节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扭转如今图书馆存在感不强、读者注册数

与借阅量均不高的局面，让丰富的馆藏资源走

进千家万户，安于现状型图书馆一方面需协调

各方资源不断丰富阅读推广活动。打造“文旅

融合”“名家荐书”“读者见面会”“作家讲座”

等大众喜闻乐见的系列专题活动，让民众能够

主动走进图书馆，参与活动之中。此外，公共

图书馆还需一改往日的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积极走进社区，深入民众，倾听大众的意见与

建议，让公共图书馆能够真正为民所用，服务

于人民。另一方面，运用新型技术拓展宣传途径，

确保宣传的深度与广度。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工具走进人们生活，抖音、

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娱乐的

一部分，公共图书馆也应紧跟时代潮流，利用

短视频、直播、点播等新兴平台技术为传统的

活动形式赋能，打造线上线下紧密配合的立体

活动模式。从而满足多样化的阅读体验需求，

扩大宣传活动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5.2.2 稳步发展型图书馆

图 7　稳步发展型图书馆

稳步发展型图书馆中包含的公共图书馆数

量较多，分布较广，以苏南地区、苏中地区人

口较少、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主，这些地区拥有

较多的公共图书馆。虽然年均馆藏总量较少，

但是读者注册数量多、借阅量高，拥有较为宽

敞的主建筑面积，并且年均活动举办次数较为

频繁。

针对该类型图书馆，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馆藏体系，增加数字资源

虽然该类型图书馆在所处地区的基本情况与

基本业务水平均位于全省前列，然而馆藏资源的

不足依然是该类型图书馆的短板，为弥补该缺陷，

使其能够跻身国家一流图书馆行列，稳步发展型

图书馆首先需要完善馆藏资源的体系建设。在馆

藏资源采购中，一方面需顺应时代潮流，以传承

文化、普及科学、丰富娱乐为主要指导思想收集

各学科各主题的文献资源，同时结合PDD模式，

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不断强化以读者为中心的采

购理念，尽可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另一方

面要打造特色馆藏建设，加强构建数字资源馆藏。

对于稳步发展型图书馆而言，发达的经济水平能

够支撑其打造特色馆藏资源，例如具有江南特色

的地方文献、民国文献、戏曲文献等，树立江苏

文化品牌，采购精品馆藏应成为该类型图书馆现

阶段追求的主要目标。除了线下馆藏外，数字馆

藏同样需构建扩充。在充分考虑使用途径、配套

服务、读者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积极展开

数字资源联采工作，挖掘热点主题并开展数字阅

读推广，填充线下文献资源不足的短板，提升数

字阅读平台的有效使用率。 

（2）保持发展势头，培养专业人才

稳步发展型图书馆当前发展势头较好，若

继续以此势头发展下去，必然会取得较为不错

的成绩，但若此时松懈，则有落后可能。因此

该类型图书馆一方面需明确自身定位，保持发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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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势头，在积极举办各类丰富活动的同时，填

补馆藏欠缺的短板，另一方面需培养专业人才，

提高馆员的学术科研能力，为该类型图书馆的

进一步拔高提供理论铺垫。人才是图书馆进步

的基础，虽然稳步发展型图书馆所在城市并不

缺少先进人才，然而能否将专业型人才更多地

吸纳进图书馆领域仍值得思考。稳步发展型图

书馆应持续加强学术科研制度建设，强化科研

激励机制，定期以讲座、课程的方式培养提高

现有员工的科研能力，激励各员工充分挖掘自

身专业优势，结合图书馆工作，产出具有创新

性的科研成果，同时联合高校、研究所等专业

科研机构，吸引更多年轻的专业人才加入图书

馆，为图书馆的未来添砖加瓦。

5.2.3　欣欣向荣型图书馆

欣欣向荣型图书馆仅包含一家苏州图书馆，

苏州图书馆在全省图书馆中的发展情况遥遥领

先。苏州位于苏南，常住人口众多，拥有发达

的经济水平，公共图书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经济、人口等城市基础的发达也让苏州地区的

文化建设蒸蒸日上。据数据统计，苏州图书馆

的年均读者注册数、年均借阅量、年均馆藏活

动量等业务数据与馆舍面积（主建筑面积）均

位于 13 个市馆榜首。

图 8　欣欣向荣型图书馆

针对欣欣向荣型图书馆，本文提出以下建

议：

（1）打造区域品牌，跨省交流合作

该类型图书馆在全省范围内的经济水平与

人才优势非常显著，这也是带动其图书馆飞速

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此类图书馆，一是要深

化其文化传播功能，将“内容为王”作为主要

目标。根植于本地区丰厚的文化沃土，把握“在

线 + 在地”的双重渠道，将传统的“江南文化”

进行创新型转化，高质量打造一批富有地方特

色、彰显江南文化、融入经典元素和标志性符

号的文化品牌和公共空间 [26]。同时，及时树

立品牌意识，做好品牌定位，通过定期高质量

的线上推送与线下活动，带动全省公共图书

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增加读者对公共

图书馆的忠诚度。二是要强化内外交流合作，

学习其他省市先进经验。对内该类型图书馆

需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将自身发展的成

功经验以纸质或数字化形式保留，寻求切实

可行的方法对策，带动省内部分落后图书馆

的进步与发展。对外需充分发挥功能外溢、

枢纽拉动以及优势吸引的带动作用，增强高

端文化资源的集聚配置，促进更多国内外高

端文化机构与人才落户，健全多层次的国内

外合作机制，加快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国际文

化的交流枢纽与目的地。

（2）实施科技赋能，打造服务共享

对于该类型图书馆而言，在各方面基础设

施较为完备的情况下，一是要加强科技创新，

深化科技服务。在摸清公共图书馆科技应用现

状与需求的基础上，搭建图书馆科技赋能的基

本架构与模型，形成科学系统的技术规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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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大限度地提升该类型图书馆整体科技的应

用水平。除了现有的基于 ASRS 储存方式建设

智慧书库的应用外，还可结合 VR 技术、人工

智能技术等新型技术手段，开发多类型的 VR

馆藏资源，让读者通过虚拟现实的架构深入书

本，从而立体感知、加强理解。二是打造服务

与资源的共享共建。该类型图书馆馆藏资源丰

富，线上活动精彩，相对于省内其他相对落后

的图书馆，若将该类型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通

过共享的方式，服务于全省人民，将大幅度提

高全省的文化建设水平。苏州市图书馆可以通

过统一服务平台、读者文献标识、技术平台、

服务规则以及管理方式、文献调配等方式，将

全省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系统及文献资源

整合起来，构建成一个没有边界的大型图书馆，

实现文献资源的流通共享，为全省公民提供功

能完善、方便快捷的图书馆资源服务，实现公

民的文化权力。

4.2.4　积极进步型图书馆

积极进步型图书馆集中于苏北地区，该类

型图书馆所处地区常住人口少，GDP 总量低，

公共图书馆数量不足。年均读者注册数与馆藏

总量均处于全省的低水平，年均借阅量较低，

主建筑面积较小，但年均活动次数较多。特征

显示该类型图书馆位于经济水平与人口数量较

低的城市，文化建设欠发达，存在馆舍面积不足、

馆藏总量少、注册读者数欠缺的问题，但从年

均活动次数与年均借阅量来看，该类型图书馆

正积极寻求进步，试图用活动吸引更多的读者

参与阅读，并且在目前已注册的读者中达到了

较好的借阅效果。

图 9　积极进步型图书馆

针对此类型图书馆，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扩大资金支持，积极培养人才

公共图书馆属于非营利性的组织，其自身

的发展力量与基础均较为薄弱，容易受到资金、

人才等方面的约束而造成服务效率低下、更新

缓慢、流动性差、存在感不强等问题。尤其在

较低经济水平的地区，公共图书馆资金短缺的

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该类型图书馆首先要积极

寻求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帮助，通过政府的资金

投入以及社会力量的宣传扶持，更好地激发工

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图书馆在社会中的

存在感。其次要重视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通

过制定人才引进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

数字化建设、图情专业以及文化传播类的人才，

积极探索灵活的用人机制，探索专题馆员的发

展模式，不断进行在馆人员的岗位培训，促进

其专业化成长，提升服务窗口馆员的业务素质

以及服务水平。

（2）深挖特色馆藏，推进宣传深度

该类型图书馆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地方的特

色馆藏。积极进步型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在全省

处于较低水平，平均仅拥有八十一万多的馆藏

量，馆舍面积较小、资金短缺是造成馆藏量不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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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客观问题难以在短时间

内得到有效解决。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一个区

域地理人文风貌的集中体现，无论徐州、宿迁

还是连云港，都是著名的的文化古城，在中国

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地区蕴含

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一直以来，图书馆在

保存文化资源工作中具有先天优势，将该文化

资源保存作为地方文化资源工作的重点，能够

优化馆内的馆藏结构，打造特色馆藏，弥补馆

藏内容不足而造成的缺陷。另一方面要增进与

读者间的互动交流，拉进读者距离。虽然该类

型图书馆年均活动量并不少，然而活动内容、

活动形式是否为大众所喜爱并不可知。突出宣

传重点，积极听取读者建议，利用访谈、问卷

等调查方式获取读者需求，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种形式的互动方式，提升读者常年阅读与对外

宣传的意愿，从而营造良好的城市阅读氛围，

打造良好的地域形象，构成以“文化促进经济，

经济带动文化”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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