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



1. 图书馆为什么要推进高质量发展？ 

2. 我国图书馆事业面临的挑战与课题

3. 结合自身经历谈公共与高校图书馆的创新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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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为什么要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 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

二 事业创新发展的需要

三 中国式现代化图书馆事业探索的需要



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
图书馆员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使命与责任

目标：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

着力点：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 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行为规范。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 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科事业；推进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等。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 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创新推进国际传播等。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图书馆与精神修养）价值观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配置）公平性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图书馆与经济发展）创造力 （落脚点）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文化创造力

深入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美国公共图书馆：让大多数人跟上社会发展（会费制图书馆—
公共（免费）图书馆（卡内基图书馆）— 现代转型（提供工作
机会，为初创者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等）

1. 重视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2. 强化包容性原则
3. 强调图书馆要为本地需求服务
4. 关注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学习和创造力

国际图联 2020
年问卷调查反馈



事业创新发展的需要

•前端的出版业态的变化对图书馆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在大学图书馆中，传统出版资源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有的甚

至只占十分之一。而公共图书馆因其服务对象的不同，传统
出版仍为主体，而且这一现象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大学图书馆未来前景较为清晰，而公共图书馆未来走向如何
还是一个亟待探讨的大课题。



追求三个同步

与现代技术的同步发展

•2015 年，英国图书馆馆长协会（ SCL ）曾发布题为《英格兰公
共图书馆的基本数字基础设施：下一步发展计划》的报告，指出
现有的图书馆技术基本上是 30 年前设计好的，而且面向印本资
源，管理系统为适应所谓的“专业管理”而进行的，都是自上而下
的门户式管理。
•当用户已经适应互联网新的获取和欣赏方式时，图书馆不能老
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积极适应现代技术的发展。



与社会经济的同步发展

• 探索发展平台化、集成化、场景化增值服务，将丰富的文化内容转化为可
活化、可开发、可再利用资源，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 欧洲数字图书馆（ Europeana），该馆拥有一个由 4000家机构参与、汇
集近 6000万件以上包括图像、文字、音频、视频和 3D藏品在内的资源库。

We share and promote Europe‘s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to be used and enjoyed by everyone 
for learning, for work, or just for fun.  我们分享
和推广欧洲的数字文化遗产，供每个人用于
学习、工作或只是为了娱乐而使用和享受。



与国际图书馆事业的同步发展

•从 2017年开始以下一代为前缀的技术如“下一代机构知识
库”“下一代元数据”“下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等迅速展开。
•核心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是克服重藏轻用思想，增强资源

的加值效益；第二是克服专业本位思想，提升社会共享能
力；第三是克服数据孤岛效应，增强全球互联互通能力。
•这三点是国际图书馆技术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图书馆界
必须直面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图书馆事业探索的需要

•世界接轨？
•与国际同行比什么？

•一般而言，国际上图书馆行业在保障能力、资源建设和
服务效能等方面有许多通行的共性指标，它们是衡量我
国公共图书馆是否达到国际一流的重要标志。



•国际图书馆之间很难精确统计，只能作参考。
•政府公共图书馆统计主要是为本国政策服务的，一般不是专业性

统计；
• IFLA 大都会图书馆委员会 2010 年做过大型统计，提出了一些

新指标，如每 5千人拥有 PC 和活动数等，但即使如此也只能作
为参考（上海只列出区县以上的数字）
•现在的统计很传统，如果按原有方式去统计的话，意义不大。在

图书馆转型的今天，应该思考如何选用适应发展的指标体系。

统计问题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图书馆标准改为图书馆指南，不再
强调数量，而是适应本地发展的需要为原则。

菲利普 ·吉尔（ Philip Gill ）认为：由于需求和资源是如
此的不同，因此不可能有共同的服务标准……我们所能提供的
不是规则而是建议，这些建议来源于不同的国家的实践经验，
具有通用性……那些基于不同情况下获得的经验而提出的有关
数量标准的建议将会是不可靠的，误导的。

虽然一些国家还保留有图书馆标准的提法，但总体上不再强调
具体的数值，而是更加注重基于产出和成果的评价。



以公共图书馆标准为例
• 国际图联 1973 年版《公共图书馆标准》提供了许多数量标准，

包括馆藏规模、行政管理规模、开馆时间、雇用员工的数量及建
筑标准等。
•根据国际图联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 1973 年 /1977 年）”，
每 5万人应有 1所公共图书馆。

中国 2023 年底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 3309所。按人口 14
亿来计算，约 42.3万人 1所图书馆。
上海 2023 年，街镇以上图书馆 239所，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上海市常住人口为 2487万人，每 10万 4千人
拥有 1所图书馆，按户籍人口 1450万人，每 6万人拥有 1
所图书馆。



日本图书馆统计，按累进方式

• 平均 8千人的图书馆：人均资料费 1304
日元；
• 平均 2万人的图书馆：人均 517日元；
• 平均 30万人以上的图书馆：人均 195日
元
• 平均 8千人的图书馆：人均外借数 15册； 
• 平均 2万人的图书馆：人均 11册；
• 平均 30万人以上的图书馆：人均 9册

我们现在统计不分规模大小，
既不合理，又缺乏针对性和指
导性。人口密度越高，资源利
用率越高，共享效率也越高。
因此在图书馆运行管理和服务
政策方面千万不能一刀切。



•从图书馆硬件设施来看，上海图书馆东馆、深圳图书馆北馆与北
京都市图书馆等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准，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这些图书馆还需要提升，从“以图书为主体”到“以知识为主体”的境
界。
• 公共图书馆在未来形象与服务内容的塑造上还有许多不明朗的因
素，下一步究竟怎么走，需要探索和创新。
• 中国可以有选择性借鉴其他国家文化发展经验，走出中国式现代

化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路。

规模问题



我国图书馆事业面临的挑战与课题

一 从与竹内悊教授的对话谈起

二 图书馆跟着用户走还是用户跟着图书馆走？

三 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面临的共同课題



竹内悊教授的逆向思维

•竹内悊：从目的、功能、活动考察一个机构的作用，人们往往喜欢从整
体到局部来思考？比如我们常常根据图书馆设置的目标来计算需要多少
图书馆等。
•逆向思维，从活动、功能、目的展开。首先从了解读者开始，然后以功
能为中心，不断向下展开，如活动 1 活动 2 … 或者不断向上收缩，如
目的 1 目的 2 … 然后来进一步揭示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 关注读者，关注需求！

竹内悊
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



由外而内还是由内而外？
outside-in or inside-out

•这场讨论由 OCLC Lorcan Dempsey 发起。
图书馆服务应建立在用户的工作流之上？还
是用户根据图书馆服务建立自己的工作流？
•如何让本馆的专藏和知识库为社会知晓和分
享是该讨论的焦点，讨论逐渐延伸到技术和
服务层面。
• 图书馆应将重心转移到本地生产的知识资产

的生产和传播，这些知识资产包括机构知识
库中的学术论文、数字文化遗产收藏、教师
简介、研究数据等。



• 2017年欧洲数字图书馆的《重新调整2020年战
略》的报告和2022年新版《公共图书馆宣言》都
指出，图书馆要主动适应用户已经习惯了的网络获
取和欣赏方式，让用户在利用图书馆的同时享受身
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使更多的人对图书馆服务产
生好感。
• OCLC和欧洲数字图书馆等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
益的尝试，通过关联数据和实体管理，丰富用户的
网络探索方式，将单纯的网络搜索的过程提升到网
络学习、分享、对话以及创造的新境界。

在用户工作流基础上
建立图书馆的工作流

由内而外——以前人们要到图书馆来获取知识，因此，图书馆的重心在收藏，
要 outside-in ；现在知识产出多样，且机构内部及读者也在大量生产知识，
要 inside-out ，即由内而外拓展信息，让机构内读者的信息与外界分享。



IFLA 2017 年
全球愿景大讨论

• 提出图书馆事业发展十大机遇，其中包括图
书馆应更新其传统角色以跟上数字时代的步
伐；图书馆应跟进发展中的技术变化。
•《全球愿景报告》要求图书馆界摆脱那些只

有图书馆员理解和认为必要的活动与行动。



• As part of our overarching 
aim to turn the Library 
inside out, our strategic 
priorities are focused on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Rather than asking our 
readers and visitors to fit 
in by understanding how 
we work, w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and realise our 
vision of becoming a 
library where you don’t 
need to fit in to belong.

• NSW Library
Strategic Plan 2019-202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战略规划
2019-2023

• 作为图书馆转型总体目标的一部分，我们的
战略重点是关注公众的需求。与其要求读者
和访问者通过了解图书馆的工作方式来适应
自己，不如由我们主动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
让图书馆成为他们不用改变自己就能融入的
大家庭。 这句话简明扼要地彰显了“由内而
外”的图书馆服务宗旨。

在用户工作流基础上
建立图书馆的工作流



普及 — 全民阅读 — 主基调
提高 — 知识共享 — 新空间
超越 — 业态重塑 — 新形象

高质量发展的三部曲



    图书馆是面向广大公众的，为了更好地适应各种人群的不同
需求，图书馆必须将全民阅读作为图书馆服务的主基调，将图书
馆打造成市民终身学习的公共空间。图书馆不仅要在空间建设上
突出包容性原则，将图书馆真正建设成深受公众喜爱且自由进出
的“第二客厅”，而且要在服务方式上体现公平性和开放性，实实
在在地提升读者的获得感。

普及—全民阅读—主基調



    图书馆要与时俱进，扩展图书馆服务的新渠道。在全媒体时
代，图书馆要着力满足广大公众对信息和知识的各种需求。如何
让图书馆成为公众知识共享的新空间是新时代面临的新课题。公
共图书馆不仅要面向乐龄和少儿读者，而且要欢迎那些渴望再学
习、再深造以及再就业的中青年走进图书馆，让图书馆成为他们
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

提高—知识共享—新空间



    无论是大学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都面临业态重塑的新课题。
本世纪初开始的空间再造，不仅让我们从“图书馆消亡论”的阴霾中
走出来，而且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场“文艺复兴”式
的图书馆革命，各城市相继掀起了“二期”甚至“三期”图书馆建设的
热潮。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清醒认识自己的使命担当，不辜
负广大公众的期待，将图书馆事业推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

超越—业态重塑—新形象



公共图书馆：图书馆重心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移

大学图书馆：让图书馆重新回到大学中心的位置



重心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移

第一代图书馆重收藏
第二代图书馆重开放
第三代图书馆重创造 — 通过利用图书馆从事创造，增添价值

图书馆，市民的第二起居室
图书馆，市民的第二书房
图书馆，市民的第二工作室——最典型的创造型图书馆



携起手来，让城市恢复得更有
韧性：图书馆参与 G20 的 
U20 会议， 2022 ，雅加达

2022 年 8月底国际图联在雅加达参与主办了二
十国城市论坛，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如何确保每个
人都有技能在今天和明天的经济中茁壮成长，会
上来自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的 Rodinatun ，讲
述了图书馆如何帮助她从利用废弃回收物制作手
工艺品，到成为社区扫盲老师和教练的故事。

二十国城市论坛



美国费城免费图书馆于 2017 年开设了一
个文化分享 CultureShare 项目，本地
市民可以在此平台上展示和分享作品。

https://christinatarkoff.com/behind-the-scenes/
2017/10/the-free-library-of-philadelphias-
cultureshare-program-is-launched

业余画家的作品“在里滕豪斯广场跳
舞”售出后挂在市民客厅 。

文化分享项目







在全球经济面临艰难复苏的今天
图书馆工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长期来图书馆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阅读的场所。但现
代图书馆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阅读。 2022 年国际图
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新版《公共图书馆宣言》
明确指出，图书馆要担负起媒体与信息素养、数字素养
等各种技能教育与培训的责任，把多元素养教育放在更
突出的位置上。



一、发挥图书馆拥有的特藏和专藏优势，通过数据的开放式处理
将丰富的资源变成可利用、可开发的创意来源。
二、发挥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场所优势。设立虚实融合的
创意空间，为想参加职业培训、有志于创业、甚至只是希望丰富
个人业余生活的人提供有益的学习和交流场所。
三、发挥图书馆员善于引导和组织的专业优势。现代图书馆员不
仅要管理好信息，而且要具备与读者合作开发新服务的能力。图
书馆要致力于创造一种让读者能自我创造、合作开发的环境。

走向创造型图书馆



让图书馆重新回到大学中心的位置

一、从图书馆经费占大学总经费比例说起

二、静态资源向动态知识的转变

三、建设知识基础设施中图书馆员的角色



图书馆经费占大学总经费的比例

• 1981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
例》第 27 条规定“高等学校应重视藏书建设投资。书刊资料购
置费在全校教育事业中应占有适当比例，一般可参照 5%左右的
比例，由学校研究决定”。
• 1987 年国家教委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保留了 5%
左右的提法。但已不再有 5% 的数值指标，而是“文献信息资源购
置费应与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相适应”、“根据学校的发展
逐年增加”等原则性的规定。 

大学图书馆正在远离
大学“中心”的地位？



5% ？

• 5% 的指标可追溯到 1928 年， 5月民国政府大学院召开全国教育会
议，会上提出图书馆事业提案 8条，其中有“请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
校均设置图书馆，并于每年全校经费中提出 5%以上为购书费”的规
定。

5-10% ？
•英国于 1967年大学图书馆拨款委员会主席 ThomasParry主编的图书馆委

员会报告（ Parry Report）提出图书馆经费应占大学总经费的 6%。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图书馆服务标准：国际调查报告》（ Standards 
for library service: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提到美、英、
加和墨等国有大学对图书馆拨款为 5-10%幅度。



美国 40所图书馆经费的大学占比（大部分在 2%左右）

•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12/02/15/a-shrinking-piece-of-
the-university-pie/



• 澳大 2018 年内部报告，选择 27 个国内外大学院校财务报告进行统计，发
现这些图书馆总开支占大学总开支平均值为 2% （澳大 3% ）
• 1967 年英国大学图书馆拨款委员会发布《 Parry Report》，提出图书馆
总经费应占大学总经费的 6% 。而现在大学图书馆经费能保持 2-3%已经很
不错了。



从哈佛大学图书馆 2020 年报告中四
位一体战略：即实体资源（如图书）、
数位化实体资源、原生数位资源、可
检索的诸如研究成果和社交媒体等的
创新型数位资源。

哈佛大学图书馆四位一體象限圖
来源 https://library.harvard.edu/advancing-open-knowledge

静态资源向动态知识转变



苏黎世大学图书馆鲁道夫 ·穆蒙塔勒
馆长有关 2040 年以后大学图书馆的
博文：
  到 2040 年大学图书馆已经无缝融
合于大学教学体系之中，学术出版已
掌握在大学与大学图书馆手中，取代
了由主要商业出版公司一统天下的局
面。

图书馆在知识基础设施中的作用



学术传播—从以专业期刊为主体向开放出版为主体转变

大学和大学图书馆已经将科学
出版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取
代了以前存在的主要出版公司

Library Hi Tech News《图书馆科技新
闻》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面向未來
的學術圖書館：改進我們的工作方式”

        ——博客“学术图书馆的未来：
2040 年及以后的乌托邦式愿景”

在 2022 年仍然如此有影响力的全球运
营的科学出版商已经过时了。以前在专业
期刊上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章出版格式已
被新格式所取代—即交互式数据出版物和
微型出版物。这些现在由专业社区控制，
有质量保证，并通过大学基础设施发布和
存档。大学图书馆在运营基础设施、维护
标准以及最重要的是处理元数据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开放获取率达到临界点，虽进程缓慢，但前景看好

https://wordsrated.com/open-access-publishing-statistics/

未来二十年里

1. 图书馆将以主体身份参与学校知识
基础设施建设。

2. 研究数据、预印本及各类灰色资源
的整合将由图书馆承担（适应开放科
学）。

3. 图书馆将更好发挥连接，导航和创
造的技能。

开放获取是前提



2015 年 4月，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数字图书馆发
布了题为《颠覆订阅期刊的商业模式，通过必要
的大规模转型推进开放获取》的白皮书，白皮书
建议的方式是将图书馆向出版商支付的学术期刊
订阅费折算成开放获取出版费，所有文章都立即
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出版。在当年 12月举行的第
12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上，推出了开放获取
2020计划（ OA2020 ）。

2018 年 9月， S 联盟”（ cOAlition S ）提
出“ S计划”，核心是开放获取十原则。  由此
在出版商与图书馆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协商
的新模式即转型协议（ Transformative 
Agreement ， TA ）。简要来说，它是将
原有的订阅模式转变为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

何谓转型协议？



第 16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共识

一、全球开放获取转型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推进
二、不平等与学术出版是不相容的
三、学术自治是学术出版的当务之急
四、必须充分启用作者选择和作者权利



JISC 专家 Stephen Decent认为：从付费墙系统过渡到完全开放
获取仍遥遥无期。我们的目标与许多出版商的商业战略格格不入。
目标 — 开放科学中，所有贡献都是开放、有价值，并可供他人使用，
无论作者身处何地或支付能力如何。

英国教育与科研技术机构（ JISC ）对 TA 进行评
估后显示，虽然英国在实现开放获取方面的速度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原本过渡性的转换协议有
可能成为常态，导致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仍被困
在付费墙后。

报告指出：根据 2018-2022 年间观察到的期刊翻转率，
五大出版商将其 TA刊物翻转到完全 OA 至少需要 70
年。

Full transition to open access ‘will not happen soon’, report finds 。 By Emily Twinch 
https://www.researchprofessionalnews.com/rr-news-uk-open-access-2024-3-full-transition-to-open-
access-will-not-happen-soon-report-finds/

转型协议不是灵丹妙药



我在澳大图书馆工作的体会



• 图书馆是整体艺术品 Gesamtkunstwerk
• 图书馆是知识基础设施
• 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



图书馆是一件整体艺术品 Gesamtkunstwerk



澳大图书馆通透而开放，图书馆好比是
一个舞台，读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为了让每一个角落都成为景点，图书馆
利用闲散场地建设各种有趣的空间



图书馆在阅读花园组织各种活动

2019 年 11月，在品书知日本竞赛的颁奖
会上举行了李白诗词与源氏物语的朗诵会



葡文天地与葡语交流空间



图书馆是知识基础设施

1. 图书馆员的工作不是教会读者使用资源，而是让读者掌握通过利用
资源增加价值的能力；
2. 大学知识资产越完整，其增值效益越高； 
3. 建设知识基础设施的难度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文化。建设知识基础
设施的过程也是与大学行政、教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过程。

吴建中 . 从文化视角看机构知识库的建
设与创新 [J] .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24, 
50 (1): 58~65



学者库  (741 教员和 56,211件资源 )

硕博士论文库（ 11,234件）

图书馆首要任务是确保学校知识资产收集齐全并向
公众开放。知识资产收集越齐全，附加价值越高，
在此基础上可以做很多分析和比较研究。

澳大人文库（ 4000
种）

研究数据？

資料截止 2024 年 3月



澳大图书馆的专利服务与科研合作（广东科技图书馆） 



演播室

数码学术空间



图书馆开放获取专页（转型协议）



2023 年举办的信息素养活动

Library Lobby
•650 participants

Student Fair (E31)
•300 participants

Residential College
•300+ participants

RC Workshops
•470+ participants

Library Booth

1,250 
participants

Library Orientation

1,134
participa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572 
participants

Database Training

365 
participants

Totally
 >3,320 participants



在十个书院组织读书活动



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



博雅讲座（展览及新书发布活
动）



与学院合作



澳大校史与成果馆



 澳大艺术博物
馆

艺博馆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三次大型
展示活动



与大学行政部门合建
档案馆

澳大档案馆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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