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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环境下第三代图书馆 “再中介
化”建设
陈　 昌

摘　 要　 图书馆是读者与知识的中介，互联网的发展使传统图书馆面临着“去中介化”的危机，但也为

图书馆的变革作了思想和技术准备，催生出第三代图书馆。 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交流作为重要服务内

容，将是第三代图书馆的一个重大变革。 第三代图书馆的“再中介化”建设需要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
构建线上“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展线下多功能集成智慧空间，将互联网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获取信

息的能力与图书馆对信息过载、不对称、不完全等问题的处理能力相融合。 参考文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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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发展席卷各行各业，其与各种行业

深度融合产生的“互联网＋”服务模式被写入 ２０１５

年政府工作报告，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商业销

售和租赁业务撇开传统中介，借助“互联网＋”平

台达成交易，既节省成本又提高效率，“去中介

化”逐渐流行并引发广泛争论。 互联网环境下，

用户可接触知识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多，留给传统

图书馆的余地自然随之越来越窄，图书馆同样面

临着“去中介化”的挑战。 但事实上，“去中介化”

只是传统中介的衰落，而新兴的融入互联网的中

介正在崛起，且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图书馆如何

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借助新的在线辅助手段来

传播信息知识，应用“互联网＋”平台来推动图书

馆“再中介化”建设值得业界深入思考。

１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的“去中介化”

１ １　 图书馆的传统中介作用

图书馆学专家吴慰慈先生的“中介说”阐明

了中介作用之于图书馆的重要性，“中介性是图

书馆的本质属性。 正是由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存

在，才派生出了图书馆的社会性、依辅性以及学术

性等其他属性。 中介性对图书馆的存在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 ［１］ 。 这一论断影响深远，早在 １９８５
年就已编入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图书馆学概论》，
并于后续的再版和修订中一直沿用至今。 即便是

这一观点的质疑者也承认图书馆属于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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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强调其中介性的重要意义，只是认为中介性不

是图书馆所独有的，不具专指性和唯一性［２，３］ 。
图书馆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坚守“为人找书、为书

找人”的信念，在读者与文献之间充当中介，但随

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能够轻易越过图书馆

直接获取文献，图书馆传播文献的中介作用受到

冲击与质疑。

１ ２　 图书馆面临的“去中介化”危机

去中介化是指在一个给定的价值链中去除

负责特定中介环节的组织或业务流程［４］ 。 互联

网时代文献获取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快捷，一台随

身携带的平板电脑或手机通过网络就可提供无

穷的信息知识，淘宝、当当、亚马逊等网络书店聚

合起来的丰富新颖的图书信息也为偏好纸质阅

读的读者提供便捷，图书馆的地位逐渐由原先的

信息中心下降为多样化的信息获取途径之一。
在纸质文献服务方面，图书馆存在着明显的去中

介化倾向。 高校图书馆借阅率屡创新低，我国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 ７ 所武汉

地区高校图书馆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借阅率平均下

降近 ３ 成［５］ ；北京大学图书馆总馆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６
年纸质图书年度外借量逐年下降，２０１６ 年约为 ４５
万册次，比 ２０１２ 年下降 ２５ ６％ ［６］ 。 早在 ２００８ 年，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就已建成无纸图书馆［７］ 。
随后，美国其他大学也相继出现无纸图书馆。
２０１３ 年秋，德克萨斯州贝尔县又建成了全美第一

座无纸公共图书馆［８］ 。 无纸图书馆顺应社会发

展和服务拓展的需要，成为解决经费危机的有效

手段，却使图书馆纸质中介作用不复存在［９］ 。 无

纸图书馆虽然不常见，但公共图书馆拓展大量非

传统读者活动却普遍存在，以往外借图书册次在

美国名列前茅的纽约皇后区图书馆，近年来图书

借阅业务仅占 ３０％，将 ７０％的精力放在如交流、
研讨和讲座等其他业务上［１０］ 。

相比纸质资源，数字资源保持着较高的点击

下载率，但图书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微弱。
图书馆本身自建数据库数量少，收藏的数据库大

多由数据商开发，仅凭借传统文献中心地位充当

购买收藏者角色，资源引进后的更新和维护也高

度依赖数据商。 数据库的检索界面和功能在不断

优化，用户的信息素养也在提高，用户可以自助进

行资源的检索和下载，除了宣传推广外，无需图书

馆过多地介入。 为了应对数据库涨价并提高利用

率，数据商与图书馆合作采取用户决策采购模式。
这种采购模式下，资源的购买主要由用户决策，图
书馆只负责设置购买触发条件和付款，作用进一

步削弱。 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选取、分类、揭示、
标引、组织、检索和整理等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出作

用，中介功能相当薄弱，不存在竞争优势，容易被

直接跳过或者被其他机构所替代。 图书馆在数字

资源服务上的去中介化主要体现在对数据商的

高度依赖，造成数据商的强势与垄断，不断地涨价

使图书馆面临严峻考验［１１］ 。 爱思唯尔集团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 数据库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每年平

均涨幅达到 １８％；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数据库 ２０１５
年平均涨价为 ３００％，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甚至达

５００％；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近几年来也大幅度涨价。
大小数据库的涨价引发高校的联合抵制，而用户

是抵制的最大受害者［１２，１３］ 。 数据商拥有规模庞

大、体系完整的数据库资源，掌控着用户通往学术

资源的通道，而图书馆在此方面的中介作用却相

当脆弱。 诚然，图书馆有信息素养教育、辅助学习

科研、提供文化休闲等多重功能，但这些都是中介

功能的衍生或补充。 图书馆出现的被边缘化的生

存危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去中介化”危机。

２　 第三代图书馆的提出

２ １　 图书馆“代”的划分

在搜索引擎、大型门户网站、网上书店、开放

存取资源的冲击下，传统图书馆的功用逐渐降低。
互联网一方面使图书馆边缘化，但另一方面也为

图书馆变革与转型准备了技术和思想条件。 在转

型的过程中“第三代图书馆”被提出，图书馆“代”
的划分由于观察立场与角度的不同有较大的争

议。 第一代图书馆有古代藏书楼、纸质图书馆、手
工操作图书馆等观点，第二代图书馆有开放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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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复合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等观点。 同样，
第三代图书馆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观点：依托无

线设备的移动图书馆、云计算的云图书馆、ＲＦＩＤ
的智慧图书馆等［１４，１５］ 。 第三代图书馆的建设离

不开新技术的应用和发挥，但是这些技术运用所

产生的成果只是第三代图书馆的技术部分。 要

实现图书馆划时代的更新，除借助新兴科技之

外，还要有对服务和管理模式的大变革。 上海图

书馆在设计东馆分馆时，时任馆长吴建中全面考

察和梳理国内外图书馆，认为第三代图书馆注重

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融

合，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

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１６］ 。 这一观点使图书馆

突破了人与文献交流的服务范畴，认为未来的第

三代图书馆要成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交流中

心，是集学习、研究、教育、知识存储、社交、文化交

流、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场所，将图书馆服务

扩展至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交流，注重读者多元素

养的提高和社会文化品质的提升［１７］ 。

２ ２　 人人交流成为第三代图书馆的重要

服务内容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１８］ 文献

对外开放、传播标志着古代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

馆，在图书馆产生之初最为便利的知识传播手段

是纸质文献，数字技术兴起后数字文献代替纸质

文献成为最便捷的传播工具，随之形成纸质和数

字文献共同发展的复合图书馆。 随着通讯技术

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突破重重障碍，越来

越便利。 人与人通过直接交流而发生的知识传

播成为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交流、讨论与协作空

间的建设和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开展都是图书馆

人与人知识交流服务的实践。
文献阅读是单向的知识汲取，阅读过程中产

生的疑惑或争议多是通过个人思考或者寻找其

它资料予以解决，能按个体的方式进行深度思

考；人与人的交流是双向互动，赞成或质疑都能

及时表达并得到反馈，相互的追问解答便于消除

文字表述的误解，同时也能让参与者的理解和体

验更全面。 两种形式的知识交流各有优势，互为

补充。 转型中的图书馆在重视传统文献服务的基

础上，建设多功能的信息、知识、学习、科研和创作

共享空间，增加多样化的知识交流服务。 这些都

表明人与人交流的协作服务已在图书馆崭露头

角。 源于丹麦哥本哈根现已流行于全球各地图书

馆的“真人图书馆”就是提供人与人交流服务的

典型案例，它将活生生的人纳入馆藏，供读者借

阅，在交流中获得比一本书更多的见识［１９］ 。 这种

“阅读”方式将存在人脑中尚未表达出的隐性知

识纳入了图书馆服务范畴，给予读者更深刻的感

受和意想不到的收获。 未来的第三代图书馆应该

突破“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文献服务界限，应
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提供知识交流服务，将为读者

寻找特定读者的人与人交流服务作为重要服务

内容，人书交流与人人交流两种服务并重。

３　 第三代图书馆的“再中介化”建设

３ １　 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

在商业销售领域，存在“去中介”和“再中介”
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
传统的中介作用削弱，而新型的在线辅助手段却

在兴起。 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使读者能够越

过图书馆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知识，削弱了传统

图书馆的中介作用，而同时互联网本身却也成为

一种中介。 图书馆的“再中介化”是指将图书馆

对信息过载、不对称、不完全等问题的处理能力与

互联网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的能力相

融合，提供比传统图书馆更有生命力的“互联网

＋”中介。 这种中介的功能主要包括匹配并提供

信息、咨询增值服务两方面［２０］ ，而“互联网＋”环

境下第三代图书馆的中介作用就是运用互联网

渠道为用户寻找特定文献和特定交流对象，让用

户更好地从文献中汲取知识，让用户与用户更好

地相互学习和协作。 第三代图书馆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促使互联网与图书馆行业

深度融合，突破发展瓶颈，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
推进行业转型和提升，创新和升华图书馆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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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２１］ 。 虚拟和实体是第三代图书馆的两个空

间，虚拟空间的价值在于连接并提供咨询，让所

有事物都能够以适合的方式连接起来，让所有的

读者不再单独存在，在不断地阅读、交流、创作过

程中取得进步；而实体空间的价值在于体验，增
强连接效果。 两个空间交融互补，共同实现第三

代图书馆的“再中介化”。

３ ２　 构建线上“互联网＋图书馆”平台

平台是要把两个或多个有相互需求的特定

群体聚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交流渠道，满足所

有群体的需求。 图书馆要建设的平台是信息提

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平台。 平台的价值有赖于

其规模的发展，规模越大，连接能力越强，海量资

源和海量用户成就平台的集群效应，单个或者数

个图书馆构建不了平台，“互联网＋图书馆”平台

需要行业或区域内图书馆共享资源、共同合作。
这种平台将众多图书馆更为密切地联合在一起，
促进相互协作、共同运营，提供资源的检索与展

示；各个图书馆负责提供特色化资源和线下体

验，虽级别和大小不一，但都要各显其能［２２］ 。 如

同大型的商业化网购平台聚集海量的卖家为用

户提供应有尽有的商品，“互联网＋图书馆”平台

力争为用户提供一切的显性和隐性知识。
我国区域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各种资源共享

平台，如福建省高校数字图书馆（ＦＵＬｉｎｋ）、浙江

省高校数字图书馆（ＺＡＤＬ）、江苏省高校数字图

书馆（ＪＡＬＩＳ）等都在资源互补、经验分享、协作发

展等方面呈现良好态势。 “互联网＋图书馆”平台

可以以原有平台为基础，依托现有联盟的组织结

构、合作机制和技术条件，进一步深化合作，扩大

资源共享的范围，设立学术交流区域，形成资源

服务与交流互动并重且能增加用户知识、提升用

户学术能力的虚拟空间。 各图书馆在平台上设

置各自的服务版块，开放数据，开放服务；将可共

享的服务转移至平台，如开放馆藏书目数据、提
供数字资源链接；设置参考咨询栏目，发布讲座、
主题活动和学术交流等信息。 同时，平台将资源

或服务进行整合，将资源个性化地嵌入到用户的

在线学习、科研空间和掌上移动设备中，实现海量

资源的无处不在。
在提供资源方面，“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

挥其连接能力，力争以有限的资源满足用户趋于

无穷的资源需求。 面对数据商的垄断涨价，图书

馆应联合起来积极参与数字出版，先建设区域性

的图书馆自建资源共享知识库，再推进区域知识

库的联合发展。 鼓励图书馆所属学校或机构的教

职工和学生共享撰写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

论文、研究报告、演讲稿等，促进图书馆及该馆用

户共享使用图书馆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的统

计分析报告、图书馆社交媒体优质内容摘选、读者

意见建议精华选录、馆内通讯刊物及地方特色资

源等，以众包方式推动社会各界人士贡献文献资

源，形成知识库，共同推进知识的无障碍传播［２３］ 。
联合整理各机构产生的数字资源，增加图书馆自

建资源的比重，与购买的数据库相互补充，真正承

担起数字资源整理的中介任务。 根据“二八原

则”，各个图书馆提供本馆用户需求量大的资源，
而“长尾需求”则可以在“互联网＋图书馆”平台来

获取。 平台“一站式”查询各馆的资源收藏情况，
再根据资源共享协议，向资源所在馆提出传递申

请，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文献获取。 平台还可以建

设用户传递文献资源的众筹互帮渠道，使散落在

用户手中的形式各异的文献资源也能交流互通。
在提供交流方面，“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

挥联合参考咨询作用，单个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力

量有限，而联合参考咨询能解答更多的知识性问

题，通过整合各图书馆馆员的优势力量进行学科

咨询。 资源的获取主要向图书馆咨询，而科研学

习的交流探讨更多的是在特定用户之间展开，平
台可设置学科方向或主题，形成虚拟学术社区，创
新学术组织方式，打破资历限制，为用户深入探讨

营造健康、宽松和公平的学术交流环境。 邀请学

术专家开展在线讲座是平台促进用户交流的又

一方式，在线讲座方式灵活，跨越时空和人数的限

制。 讲授者避免旅途奔波，更乐于接受邀请；学
习、研究人员也有更多的机会领略和感受专家风

采，拥有更多的学习求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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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发展线下多功能集成智慧空间

线上“互联网＋图书馆”平台为用户连接到书

和人，线下图书馆实体空间则发挥体验功能，为

用户服务。 图书馆服务要嵌入到用户的实验室、

办公室、教室和掌上设备中，为用户带来便捷；同
时也需要进行反向嵌入，吸引用户把学习、写作、

讨论等活动移入图书馆空间，为提高用户学习科

研效率创造条件。 为了应对不断降低的到馆率，

提升空间价值，“空间再造”成为近年来图书馆建

设的热点，信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知识共

享空间、研究共享空间、创客空间、概念店、城市办

公室等多样化空间在全球各地图书馆不断建设。

这些新型的空间不再是单一、安静的文献流通阅

读空间，而是多功能的交流协作创造空间，图书

馆的中介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
第三代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是多功能集成的，

满足用户获取资源后的深入阅读、交流和创造的

需要，扩大图书馆中介连接的广度，具有布局合

理规范、环境绿色优雅、设备齐全高端、功能复合

多样、空间舒适人性化和整体联通智慧化等特

点；除了安静的阅读学习空间外，还设有适合多

种形式交流的空间、不同规模的协作空间和各种

学科学习的科研创造空间，并将这些功能空间有

机融合为一个整体。 图书馆将网络虚拟社区的

连接或交流延伸到实体空间，为用户提供面对面

的线下实际交流环境；将专家讲座、真人图书馆

常态化，定期举办；把聚合同趣用户、充当话题引

领者、开展主题活动作为日常服务，并形成一套

服务制度。 用户交流协作的方式是多样的，需要

设置适合不同人数的交流空间，如要有一对一交

流的空间、规模不一的小组讨论空间、小组协调

创作空间等。 各种空间根据规模和用途的不同，

给予恰当的不尽相同的设备，从基础的计算机、

打印和复印设备等，到高端的可穿戴、３Ｄ 打印和

虚拟现实技术设备等，延伸至与各种学习研究相

关的材料设备。
第三代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是智慧的，要求空

间里的资源和设备能感知用户情境并满足用户

需求，提高用户学习工作的效率和体验，增强图书

馆中介连接的深度。 在文献资源服务方面，实时

分析用户的借阅记录，推测用户的阅读喜好，推荐

关联图书；通过物联网准确定位图书具体位置，避
免错架乱架耽误借阅；无线快捷地连接打印机设

备，方便用户自助打印复印文献资源。 在空间利

用方面，统计分析用户参与图书馆专家讲座、交流

座谈会、资源推广会和信息素养教育等活动的情

况，推测用户参与活动的倾向，将主题活动相关信

息推送至特定用户空间，邀请用户到馆参与；支持

用户远程查看并预约研究讨论空间和阅览室空

余座位；统计空间和设备的利用情况，并结合情境

感知用户使用偏好，提供最优使用策略，提高资源

的利用率。 在环境建设方面，要合理布局并有效

隔音，使各空间相互连接又互不干扰；通过智能调

控系统等对温度、亮度和湿度进行实时监控和调

节，安全节能又保持用户舒适；巧妙运用色彩的涂

抹和装饰的搭配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让用户在

图书馆舒心地阅读、交流、思考和创作。
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曾有图书馆雄心勃勃地

提出要进行网络资源的编目，但事实上图书馆不

仅没有能力编目网络资源，而且还有逐步被网络

信息浪潮所淹没的风险，只有主动地融入互联网

世界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去中介化”的挑

战下，第三代图书馆的提出是一种必然，它包含移

动、云计算、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在服务内容上将

人与人的交流协作纳入图书馆的服务范畴，让知

识分享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互联网＋”环境

下，第三代图书馆融入互联网生态环境，构建线上

“互联网＋图书馆”平台，发展线下多功能集成智

慧空间，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第三代图书馆的

“再中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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