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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探索高校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寻找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合适发展路径，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推动社会的发展。[ 方法 / 过程 ] 通过文献查阅法以及网络调查法，对

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在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所存在的优劣势、机遇和挑

战，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相应的策略。[ 结果 / 结论 ] 高校图书馆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要加强跨域合作与资

源优化整合，制定发展规划，推动理念转变，加强创新能力，提高服务质量。政府应当从政策制度、资金投入、组织协

调和宣传引导等方面来鼓励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有效促进高校图书馆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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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Explore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ind 

suitable development path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ethods/Processes] This article us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online survey methods to stud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university libraries into the public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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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system, and provide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based on actual situations. [Results/Conclusions] Whe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strengthen cross domain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formulate development plans, promote conceptual changes, enhanc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system, funding investment,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publicity 

guidance,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Keywords: SWOT Analysis; University Librarie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引言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国家“十四五”

时期的重点建设内容，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要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2]，围绕进一步强化社会参与提出明确

要求。“公共服务文化体系”是指面向大众的

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先进文化理

论研究、文艺创作、文化传授、传播、娱乐、

传承和农村文化服务等七个方面 [3]。其载体包

括实体和虚拟形态，如网络平台、数字资源，

涵盖政府政策、制度和服务用户 [4]。高校图书

馆参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对提升人

民精神生活质量、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5]。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一部

分，高校图书馆不仅提供学术资源和服务，还

承担着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高

校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地方公共文化建设，加强

跨域合作，为促进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和社会

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1　相关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需求的升级和数字化技术的

发展，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

究备受关注。高校图书馆承担着为师生提供学

术信息资源和服务的重要职责。而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则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服务的重要平

台。高校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文

化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高校图书

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逐渐增多，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高校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

作用。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一员，需明确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服

务、角色、功能与发展定位 [6]，才能更好地承

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高校图书馆

被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力军，应当充分

发挥学科服务与技术、文献获取与咨询、与其

他主体联合发展等作用 [7]。高校图书馆也被视

为公共图书馆的补充形式，作为社会力量的重

要一员，承担着传承文化、普及知识、促进学

术研究、教育引导的重要任务，同时在服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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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时向社会公众开放，为社会各界提供文

化知识和信息服务 [8]。

（2）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现状。虽然有研究 [9] 在论述高校图书馆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势时，强调了高校图书

馆在信息、资源、技术、人才方面与公共图书

馆相比具有的优势。但是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仍然存在如服务有限、态度被动、形式单

一、社会知晓度低和资源联动困难等问题 [10]。

而且高校及其图书馆归因、政府机构归因和公

众用户归因等都是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11]。

（3）高校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

作路径。合作路径涉及多方面的融合与实践，

通过研学旅行、馆藏资源、文创产业和红色文

化等视角 [12]，高校图书馆积极参与文旅融合的

实践。此外，在发展策略和实践路径方面，有

研究 [7,13-15] 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建议，包括资源

共享、转变服务意识、强化宣传推广、促进合

作发展以及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数字

文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也被鼓励加强数字化

服务并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 [16]。同时，图书馆

应通过共享资源与社区、企业和政府建立合作关

系 [7]，以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例如，意

大利费拉拉大学图书馆合作举办面向公众的文

化遗产展览 [17]，以展示学生的创意。伦敦大学

图书馆则在东伦敦社区建立研究与学习中心 [18]，

为当地居民和国际访客提供学习设施和文化展

览，促进社区参与与文化传承。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者强调其定位，指出

其应充分发挥学科服务、技术、文献获取、咨

询等功能。但是，合作现状存在服务有限、态

度被动等问题。部分学者提出加强资源共享、

转变服务意识等策略，探讨数字文化背景下的

服务模式，强调与社区、企业、政府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也有国外案例表明高校图书馆可

通过展览、合作项目等方式与公众互动，促进

文化传承。

然而，这些研究较少从高校图书馆的内外

部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缺乏在特定环境条

件下的针对性合作路径探究。文本在知网以

“SWOT”和“高校图书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发现目前尚未发现有研究者将两者结合对跨域

合作路径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深入分析高校

图书馆内外部环境，结合 SWOT 模型进行全面

分析，为高校图书馆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的发展策略，推动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促进文化体系建设取得

更大成就。

2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合作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最早是由美国旧金山大学韦里

克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 [19]。SWOT

分析法，是指一种综合考虑企业内部条件和外

部环境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评价，从而选择

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 [20]。作为一种战略管理工

具，SWOT常用于评估组织内外部环境的优势、

劣势、机会和威胁。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组织

的一部分，使用 SWOT 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为了提升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本文将利用 SWOT 分析法对高校

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跨域合作模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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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全面评估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为高校

图书馆探索出一条合适的发展路径。目前，高

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内部优势，如馆藏资源、

专业人才和教育资源，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

有广泛的服务对象和特色资源，但存在人才缺

失等问题。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并解决不足，

需要整合资源并转变服务理念，以满足社会需

求。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需求增加，高校图书

馆应参与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加强

合作，应对资源分配不均、文化多样性和竞争

压力等挑战，推动科技创新，提升服务水平。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作的 SWOT

简要分析如图 1 所示。

图 1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作的 SWOT 分析图

2.1　内部优势（Strengths）

（1）馆藏资源丰富。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

的学术资源和文献馆藏，包括图书、期刊、学

位论文、学术数据库等。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2

年的统计年鉴，截至 2021 年，我国 3215 个公

共图书馆总藏量 126178 万册 [21]，平均一个公共

图书馆的总藏量仅为 39.25 万册。根据教育部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布的《2021

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22]，共有 1290 所高校

图书馆提交了 2021 年度馆藏纸质图书累积量的

有效数据，纸质图书累积总量约为 16.97 亿册，

馆均值为 131.5 万册。从馆藏资源上看，高校

图书馆馆藏丰富，特别是综合类大学图书馆，

拥有广泛的学科领域覆盖和深度的学术资源积

累。因此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公众

的补充形式，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建立图书馆

资源共享联盟 [23]，为公众提供更广泛、更深入

的学术资源和文献服务。

（2）拥有专业人才。根据 2022 年中国高

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 [24]，截至 2022 年 10 月

7 日，共有 1373 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2021 年

度在编工作人员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 39696

人，馆均 28.9 人，在编博士学位工作人员总计

1532 人，每馆拥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 1.15 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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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计 13695 人，平均每

馆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 10.2 人。高校图书馆

拥有专业图书馆人才，能根据需求制定公共文

化服务策略，推行创新服务模式，建立合作关

系推进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其他文化机构开

展项目合作，共享资源，提供全面高效的公共

文化服务。

（3）学术氛围浓厚。高校图书馆拥有较好

的学术环境，可以为读者提供参与学术文化活

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因其承载着学术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使命，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

的丰厚资源，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作举

办各种高质量的学术文化展览、学术文化讲座

等活动，向公众展示学术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推动学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4）教育资源丰厚。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

组织的一部分，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

和自身的馆藏资源，为公众提供学习辅导、培

训等服务，例如开展学术写作、科研方法等方

面的讲座，帮助公众提升学习能力和研究水平，

也可以通过与社区学校合作，开展教育培训项

目等。

2.2　内部劣势（Weaknesses）

（1）开放限制。一些高校图书馆对于校外

读者的开放条件较为严格，只提供办理借阅证

和馆内阅览等单一的服务形式。这种局限性与

社会读者的期望相去甚远，限制了公共文化服

务的范围和受众。但开放服务可能会导致一些

负面影响，比如挤占高校图书馆读者的阅览座

位、图书馆文献的流失以及外借文献不归还等

问题 [25]。

（2）服务理念转变不足。高校图书馆作为

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理念和

社会意识的转变对于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理念

仍然以学术服务为主，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

和能力有待提升 [26]。传统上，高校图书馆主要

以支持学术研究和教学为主要目标，服务对象

主要是学校的师生群体。这种服务理念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广度和深度。高校图书馆应该意识到，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其服务对象应该

更加广泛，包括社会各个群体，并认识自身在

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核

心任务之一。

（3）资源有限。高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

支持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 [27]，其内部资金分配

主要用于购买学术图书、期刊和数据库，提供

学术研究和教学支持服务。这就导致高校图书

馆分配给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资源相对较少。

其次，高校图书馆的设施主要用于学术研究和

教学活动，如阅览室、电子资源区等，关于公

共文化服务的设施有限，这也同样限制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规模和质量。例如，高校图书馆的

阅览室可能只对学校师生开放且开放时间有限；

电子资源区可能只提供学术数据库和期刊，无

法满足公众对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源的需求。这

些限制导致高校图书馆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公共

文化服务中的潜力，满足公众对文化活动和交

流的需求。

2.3　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

（1）国家政策支持。早在 2015 年，教育

RESEARCH ON CROSS DOMAIN COOPERATION PATHS BETW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S BASED ON SWO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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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就提倡

高校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

的前提下，开展社会化服务 [28]。2021 年文旅部

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十四五建

设规划，并明确指出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大力推动全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资源的差距 [29]。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

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为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机遇。

（2）社会需求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公众对文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人们对

知识、艺术、历史等方面的了解和探索的需求

日益旺盛。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和文化资源的

宝库，拥有丰富的图书、期刊、文献和电子资源，

可以满足公众对学习和文化的迫切需求。

（3）合作机会增加。面对多元化的服务需

求，高校图书馆拥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高校图

书馆通过与公共图书馆、社会文化机构和企业

等社会组织合作，拓展服务领域，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的整体提升。合作可以包括资源共享、人员培训、

活动策划等，通过互相借鉴和学习，促进不同

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互补发展，为公众提供更多元化、专业化的

文化服务。

2.4　外部威胁（Threats）

（1）资源分配不均。主要体现在学校之间

的经费差异上。部分高校由于缺少经费只能购

买有限的图书和期刊资源，导致这些高校图书

馆无法与头部高校进行竞争。同时，专业人才

不足也会导致这些高校图书馆无法提供全面高

质量的服务，在咨询服务、文化活动等方面的

表现可能不尽如人意。另外，硬件设施条件也

影响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部分高校图书馆由

于设施条件有限，如存在座位不足、设备老旧

等问题，限制了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导致公

众的参与体验较差。

（2）文化多样性。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对

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以及偏好均存在差异，高

校图书馆需要根据高校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进行

差异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图书馆需要

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学科领域的用户需求，

提供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和服务。这需要图书馆

具备广泛的文化资源、举办多样的文化活动，

并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服务。

（3）竞争压力大。随着社会文化服务市场

的竞争加剧，高校图书馆面临来自其他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的竞争压力，它们也提供类似的文

化服务，如图书借阅、学术资源获取等。高校

图书馆需要化竞争为合作，通过合作提供更好

的服务和资源，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以吸引更多公众的关注和使用。

3　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路径

3.1　加强跨域合作，优化整合资源

（1）资源共建共享。高校图书馆与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实现资源的互补与共享。图书馆区域联盟是资

源共建与共享的重要表现形式，承担了区域内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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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的责任 [30]。自 2008 年“高校图书馆

联盟”成为研究热点以来，图书馆联盟体系基

本覆盖全国。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

布市图书馆与当地的几所高校图书馆结成共

建共享联盟，促进了资源整合和服务效能的

提升 [31]。此外，“政府机构—企业—学校”的

散点合作也是资源共建共享的另一种形式。以

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大学与抖音集团为例，三

方于 2023 年签署了《共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

系框架协议》，旨在依据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32]。

此前北京大学已与国家图书馆和抖音集团展开

深度合作，推出了“《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

据库”等项目。

（2）合作举办活动。通过高校图书馆与地

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合作，可以整合校内外资

源，提供多样文化服务和活动。合作形式包括

提供学术文化资源支持和场地宣传支持，共同

打造多元文化活动。例如，鸦片战争博物馆与

东莞理工学院合作举办展览《百年薪火——禁

毒先驱林则徐家风传承展》，展开大思政课程、

文创产品设计、学术交流等合作，拟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

和社会服务 [33]。广东药科大学图书馆发起文化

服务助力“双百行动”活动，赴罗定市怀集县

开展科技文化服务，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教育帮扶，在学校和社会各方力量合作下，发

挥了高校图书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科情报

咨询服务和科普教育等优势，推动了“双百行动”

取得扎实成效 [34]。

（3）人才培养与交流。高校图书馆与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展人才培养和交流活动，

相互合作共赢。高校图书馆派遣专业人员到文

化机构进行培训，提高服务水平；文化机构邀

请高校专家参与活动，促进学术交流。例如，

南京图书馆与南京大学联合设立“图书馆大数

据应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重点实验室”，开展

基础研究，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培养科技人才，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35]。辽宁省图书馆与辽宁大

学合作培养“古籍保护与修复”研究生，借助

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邀请专家进行实

践课程教学。该合作发挥了资源优势，培养高

层次专业人才，解决了古籍保护人才短缺的难

题，促进了高校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推动了学

科的建设与发展 [36]。

3.2　制定发展规划，推动理念转变

（1）制定发展规划。2020 年安徽省高校

图工委举办数字图书馆“十四五”发展研讨

会，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储常连出席会议并指

出，社会服务是高校图书馆要树立的“四个中

心”建设目标之一 [37]。高校图书馆应制定与

公共文化服务合作相关的发展规划，明确目标

和战略，包括文化活动、资源共享、人才培养

等重点领域，制定工作方案和时间表。西安交

通大学在“十四五规划”中，通过调研图书馆

发展环境，分析机遇与挑战，明确了图书馆的

定位、愿景和服务任务，针对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和科技创新港等服务，提出关键举措和具

体行动计划，为规划实施指明路径和方向；同

时，从资源、技术、空间和队伍等方面提出条

件保障，推动高校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合作

的发展 [38]。

（2）推动开放理念转变。积极推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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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开放理念转变，逐步放开对公众的

开放限制，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可

以考虑开放部分资源、设立公共文化活动场

所等方式。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图书馆是

北京市第一家面向社会开放的高校图书馆 [39]，

耿丹学院图书馆秉承“开放办馆，服务社会”

的理念，在为校内外读者提供高品质阅读空

间的同时，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让更多师生和社会读者一起共享书香，助力

全民阅读。

3.3　加强创新能力，提高服务质量

（1）创新合作模式。高校图书馆与公共

文化服务机构可以通过探索和创新合作模式，

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可建立共同的项

目组或合作机构，共同制定合作计划，明确

责任和任务分工。通过高校图书馆的学术资

源和专业知识，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社会

服务经验和渠道优势相结合，实现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提供更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

服务。例如，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与青禾书

店“馆企团学”的合作模式下，高校图书馆

为其提供物理空间和业务指导监管，出版企

业提供人财物保障，校团委为活动开展和学

生团队管理提供宏观指导 [40]。

（2）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高校图书馆与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可以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与创

新，设立创新基金，支持创新项目和实践，鼓

励馆员提出创新想法，鼓励公众参与创意产生

和文化创新。例如，青禾书店与安徽农业大学

图书馆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创办集文化休闲、

产品设计展示销售、手工 DIY 体验等一体的青

禾文创空间，同时出版企业派专人驻店指导，

在合作中创新“书店 +”运营模式，探索“书

店 + 文创”“书店 + 阅读推广”“书店 + 社会

公益”等馆店融合新模式，挖掘书店和高校自

身潜力，提升服务能力 [39]。

（3）强化技术应用。高校图书馆可以加强

技术应用，借助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提供更

便捷、高效的文化服务。通过建设和完善数字

资源平台、开展在线阅读和学习服务，提供智

能化的文献检索和推荐，满足公众对文化资源

的需求。同时，也可以积极探索利用新技术，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提升服务的个性化和

定制化水平。例如，西南大学图书馆引进三台

智能机器人，它们不仅能实现前台接待、问路

引领、场馆介绍等功能，还能依靠强大的数据

库实现图书检索、智能导览、智能互动、知识

库问答等功能。

4　完善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的保障

4.1　政策制度保障

政府应在法律层面确立高校图书馆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权利和义务。法律

保障需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伙伴关系管

理、服务质量评估等方面的内容，为高校图

书馆的参与提供法律依据和保护。在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十四五规划建设”等重大

政策支持下，地方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支持高校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具体政策。政策可以制定经费支持、

资源共享、人才培养、合作奖励等方面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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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措施，为高校图书馆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和优惠政策。同时加强对高校图书馆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监管和评估，确保合

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效果的实现。通过定期

的监管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加强

政策的实施及实施效果的监督，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

4.2　资金投入保障

国家和地方政府需增加对高校图书馆与地

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作的经费投入，用于资

源采购、数字化建设、设备更新等方面。鼓励

社会组织或个人通过政府购买、捐赠与共享、

志愿者服务等多种模式 [41] 支持高校参与公共文

化建设。政府购买模式直接为高校图书馆提供

经费购买文化资源和服务，通过项目制确保经

费合理使用和服务效果；捐赠与共享模式鼓励

社会力量和企业捐赠资源，促进资源共享和互

补；志愿者服务模式鼓励志愿者参与文化服务

工作，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和效果。

政府应综合利用多种支持模式，为高校图书馆

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

4.3　组织协调保障

（1）建立专门机构。国家或地方政府可以

建立专门的部门或机构负责协调和组织高校图

书馆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跨域合作。通

过制定指导性的政策和方案，明确高校图书馆

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合作目标、内容和

责任分工，以提供指导和支持，确保跨域合作

得到有效的组织和推动。

（2）建立合作平台。国家或地方政府可以

为高校图书馆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间的

合作提供便利性和规范性支持。通过建立合作

协议、共享平台等方式，明确合作的具体安排

和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

4.3　宣传引导保障

通过综合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和手段，如新

闻媒体、校园媒体等，提供支持和奖励，可以

包括资金支持、荣誉表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的支持措施，鼓励各大宣传媒体投身到高校

图书馆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作中，并

展示成功的合作案例和示范，宣传引导社会组

织、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高校图书馆与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跨域合作。

5　结语

本文通过 SWOT 分析揭示了高校图书馆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劣势。高校图书

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专业人才及浓厚的学

术氛围，但也面临开放限制、服务理念转变不

足和资源有限等问题。在外部环境中，国家政

策的支持和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为高校图

书馆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合作提供了机会，但竞

争压力也随之增加。其次，不同层次的高校图

书馆在资源分配上存在不均，且各地区和群体

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和偏好存在差异，也增

加了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挑战。

综上，本文认为高校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最优路径是不断加强跨域合作与资源

优化整合，制定发展规划，推动理念转变，加

强创新能力，提高服务质量。然而高校参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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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非一方唱独角戏，国家、

社会也需要提供一定的支持，因此本文从政策

制度、资金投入、组织协同、宣传引导等方面

提出保障措施，以期能有效促进高校图书馆的

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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