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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构建与实现∗ ∗

金武刚

摘　 要　 总分馆制是推动图书馆服务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组织方式。 从行政区划层级、行政管辖权限、财政管理

体制及已有实践探索来看，县域是构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合适单元。 总分馆制的实现途径是：在设施建设方

面，统筹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其他公共设施及社会设施，互联互通；在资源保障方面，统筹使用全县购书经费，建立

图书流转机制，跨界整合各类资源，共建共享；在服务提供方面，以阅读活动促进阅读服务，城乡一体；在运营管理

方面，总馆与分馆职能划分明确，各司其职。 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需要获得省级图书馆、地市级图书馆

及县级文化馆的支持和协助，同时要加强县级图书馆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基层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制度，并引入

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运营管理。 表 １。 参考文献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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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共图书馆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的责

任［１］ 。 在行政分级管理、财政“分灶吃饭”的体

制下，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逐步形成了“一

级政府建设并管理一个图书馆” 的基本格局。
不同行政层级体系中的公共图书馆，往往各自

为政、封闭管理、孤岛运行［２］ 。 同时，在国家工

业化进程中，有关制度安排又促使城乡之间形

成了不平等的交易格局———以“剪刀差”形式从

农村取得剩余和积累，而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又

向城市倾斜，造成公共服务提供的城乡不均衡，
形成城乡二元差异［３］ 。

怎样破解图书馆服务城乡发展不均衡这一

难题？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我国图书馆界开始借鉴

国际经验，探索建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４］ 。
所谓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是指在一个合适的

地域单元内，由一个或多个建设主体建成一个

“公共图书馆群”，形成图书馆服务体系，提供普

遍均等服务［５］ 。 在该体系内，通常由总馆主导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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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多个分馆共建共享，实行文献资源统一采

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统一服务政策、统一服

务标准，通借通还［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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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发［２０１５］２ 号），明确要

求“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

建设，加强对农家书屋的统筹管理，实现农村、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
从而“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７］ ，
这为我国以县域为合理单元，普遍建立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制指明了方向。

１　 县域：总分馆制构建的合适单元

“县”是我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 所谓县

域，就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

府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
具有地域特色且功能完备的区域［８］ 。 根据我国

国情和公共图书馆建设实际，县域是统筹图书

馆服务城乡均衡发展最合适的地域单元。
（１）从行政区划层级来看，县域是统筹城乡

均衡发展的重要枢纽节点。 县级辖区，从我国

现有的 ２ ８５３ 个县级行政区划实际情况来看①，
大多数横跨城乡，同时拥有城市和农村两大区

域，处在联结城乡、沟通条块的重要枢纽节点之

上。 另据统计，在全国县域农村地区居住着约

２ １４ 亿户家庭、７ ０８ 亿人口，分别占全国家庭总

户数的 ５０ ７％、全国总人口数的 ５２ ６％②。 因

此，从行政区划来看，县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统

筹城乡服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

单元。
（２）从行政管辖权限来看，县级政府拥有统

筹城乡均衡发展所需具备的完整权力。 县级政

府的政策综合性强、独立性突出。 一般来讲，中
央政府、省级政府面向全国、全省城乡做出的宏

观决策，往往经由县级政府具体转化为一种面

向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主的政策，通过乡镇政府

的有效领导和监督贯彻下去。 换句话讲，县级

政府虽然不是最基层政府，但它直接面向农村，
向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因此，“县”是农村

经济、政治的区域性中心，县政的核心是 “ 农

政”，县级政府的中心工作要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县域城乡均衡发展［９］ 。

（３）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县级财政是我国

财政收支独立运作的最基本单位。 县域经济是

我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

最直接、最主要的操作平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基本载体，是真正的地方经济［１０］ 。 近十年

来持续推进的“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县级政府统筹城乡均衡发

展的公共财政支付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全国

共有 ２８ 个省（市、区）对 １ ０８７ 个县实行了财政

直接管理；全国实行“乡财县管” 的乡镇近 ２ ９
万个，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８６％③。

（４）从已有实践探索来看，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已经成为重要的组

织形式和服务模式。 在我国各地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制的建设进程中［１１］ ，形成了既有以“禅城

模式”为代表的“一体系一主体”体制［１２］ ，也有

以“嘉兴模式”为代表的“多级投入，集中管理”
体制［１３］ ，还有以“苏州模式”为代表的“区政府

委托，市图书馆建设” 体制［１４］ 。 虽然建设主体

多样化，但它们都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经费集

中管理，从而为总馆统筹城乡公共图书馆服务

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在理论界，也初步达成共

识，建议以县域为合适单元构建图书馆总分馆

０４４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文化部．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Ｍ］ ．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６９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口年鉴 ２０１１［Ｍ］ ． 北京：《中国人口年鉴》杂

志社，２０１１：３１９－３２１
数据来源：财政部．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情况［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０３－ ０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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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５

制。 “《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中的一项

研究成果，在全面考察、分析了国内各类型总分

馆制实践后，得出结论：应“指定大城市的区政

府、地级市政府在市本级辖区、县政府在全县范

围内建设总分体系” ［１５］ 。

２　 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构建与

实现

构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基本框架，至
少要有一个图书馆设施为总馆，有若干个图书

馆设施为分馆。 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文

件，还是图书馆学专业文献、统计资料，在提及

“公共图书馆”时，一般指代县级及以上的图书

馆，这一习惯用法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县以下基层图书馆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和有力

的执行者，难以长久维持，因而不被视为一种稳

定的社会设施［１６］ 。
由于服务半径的制约，提供城乡一体、普遍

均等的图书馆服务，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
是需要建立起布局合理、功能健全、遍及城乡的

图书馆群落。 在县域内，县级图书馆具有独立

建制，在总分馆制中可以担当“总馆”职能。 那

么，“分馆”在哪儿？

２ １　 设施统筹：“无中生有”，从单体到“网络”，
互联互通

在县域，特别是县级以下的乡镇政府辖区，
普遍建设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或分馆，不适

宜、不经济。 因为建立并运营一个图书馆，至少

需要有懂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需要正常且稳

定的购书经费，需要一定面积的馆舍，需要保障

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需要保障图书馆正常开

门必要的公用经费。 这对财政支付能力较弱的

乡镇财政来说，不是小数目，谋求县级以下图书

馆的建制独立化、运行规范化、人员专门化，并
且有持续稳定的来自同级政府的经费保障，目
前条件还不成熟［１７］ 。

从本质上讲，图书馆服务旨在保障公众的

基本阅读权益，提供的是公共阅读服务，是由公

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图书馆服务的提供，重在功能的实现，并不

拘泥于所在设施是否被称作“图书馆”，并不受

制于所在设施是否具备“独立建制”。 因此，县
域内的图书馆“分馆”设施建设，应放眼全县域，
突破“图书馆”固有的思维习惯，切换到总分馆

制的服务功能视角，去统筹、整合利用现有各类

阅读设施，共建共享，提供城乡均衡发展的图书

馆服务。
（１）统筹利用城乡公共文化设施。 除了县

级图书馆之外，县级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村文化室、农家书

屋）等公共文化设施，都有提供阅读服务的场所

或空间。 如浙江“农村文化礼堂” ［１８］ 、安徽“农

民文化乐园” ［１９］ 、甘肃“乡村舞台” ［２０］ 等村级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设施建设中，都包括“图书阅

览室”。 那些还没有建立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

农村基层，在国家重大文化惠民工程的建设推

进下，提供公共阅读服务的农家书屋，以及提供

数字阅读服务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

层服务点，也已经遍及每一个行政村，实现了

“村村通”、“村村有”的目标①②。
（２）统筹利用城乡公共设施。 在城乡，除了

公共文化设施外，还有很多由公共财政支撑的

其他公共设施，可资利用。 一是整合利用闲置

中小学校、城乡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设施，开设

０４５

①

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依托各类公共设施设立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基层服务点，共建有 ６０ ２ 万

个，覆盖率达到 ９９％，基本实现全国行政村“村村通”目标。 数据来源：张彦博，刘惠平，刘刚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

与服务［Ｍ］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６０ 多万个农家书屋在全国农牧地区全部建成，基本实现农家书屋“村村有”目标。 数

据来源：中国农家书屋网  农家书屋工程提前三年完成建设任务［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２０１５－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ｇｎｊｓｗ ｇｏｖ ｃｎ ／ ｂｏｏｋ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４０６ ／ １３５５９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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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阅览场所或服务空间；二是鼓励科技馆、工
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以及青少年校外

活动场所免费提供公共阅读服务项目；三是鼓

励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各类设

施向社会错时开放，提供公共阅读服务。
（３）统筹利用城乡社会设施。 建章立制，引

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各类设施用于图书馆服

务。 在上海市嘉定区，区图书馆在那些喜爱读

书、愿意提供场地并能进行日常开放管理的农

村居民家中设立“百姓书社”，为周边居民提供

公共阅读服务［２１］ 。 在北京市朝阳区，区图书馆

为愿意免费提供借阅空间的民办图书馆统一配

送图书，并与其联合开展活动［２２］ 。 在江苏省江

阴市，市图书馆整合利用咖啡馆、茶馆等商业设

施建立分馆，面向公众免费提供阅读服务［２３］ 。
这些利用社会力量的做法，不需要新建设施就

可以开展公共阅读服务，花钱少、易推行，而且

可以动态适应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根据需求布

点建立“ 分馆”，有助于形成阅读设施城乡全

覆盖。
设施是图书馆服务提供的物理空间，是公

众利用阅读资源、享受阅读服务的必要条件。
但是由于服务半径的问题，单体设施只能覆盖

有限人群。 这就需要在全县域统筹规划、科学

布局，合理地新建或统筹利用各类设施，互通互

联，形成设施网络。 这也是县域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制构成的“硬件”基础。
关于设施网络的建设标准，可以参考国际

图联的相关建议。 在述及公共图书馆选址时，
国际图联要求必须最大限度地方便社区居民利

用，位于交通网络中心点附近和靠近社区活动

的地方；在比较发达的市区和郊区，建议公共图

书馆设置在 １５ 分钟车程之内［２４］５７ 。 英国的公共

图书馆建设标准要求更高：在农村区域，８５％的

居民家庭可以在 ２ 英里范围内到达图书馆；即
便是在人口稀少地区，也要有 ７２％的居民家庭

可以在 ２ 英里范围内到达图书馆；在城市区域，
这一比例要求达到 １００％ ［２５］ 。 美国没有建立统

一标准，具体由各州自行制定，如佛罗里达州规

定公共图书馆的设置，在市区不超过 ２０ 分钟车

程，在郊区不超过 ３０ 分钟车程［２６］ 。
我国颁布实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

标》（建标［２００８］ ７４ 号）认为，大型图书馆服务

半径不超过 ９ 公里，中型图书馆服务半径不超过

６ ５ 公里，小型图书馆服务半径不超过 ２ ５ 公

里［２７］ 。 这其实为县域内图书馆设施网络建设，
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为图书馆“分馆”的选址，提
出了基本要求。

另外，除了固定设施，还可以通过配备流动

设施来实现图书馆资源下移、服务下送。 特别

是在人口稀少、山高路远的农村基层，在新建阅

读设施不经济，其他设施又无法统筹利用的情

形下，可以通过配备流动文化车来提供图书借

阅服务。

２ ２　 资源保障：突破“临界”，从滞架到流转，共
建共享

图书馆为公众提供阅读服务，是建立在丰

富的图书、报刊等阅读资源基础之上的。 如果

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设施就有可能“空放”，导
致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从图书馆事业

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图书馆形成和保持

良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益，首先要建立突破

“临界”规模的资源保障体系。
国际图联在 ２００１ 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发展指南》中，建议公共图书馆“通常正规的

馆藏 应 以 平 均 每 人 １ ５—２ ５ 册 图 书 为 标

准” ［２８］ 。 在 ２０１０ 年修订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指南》中，又将标准提升至“平均每人 ２—３ 件

馆藏（包括图书、ＤＶＤ 等）”；一个最小型的公共

图书馆，不论服务人口多少，馆藏总量不得低于

２ ５００ 件［２４］７５ 。 并且，馆藏应定期更新：为 １０ 万

人服务的正规图书馆，中等藏书量 ２０ 万册，年采

购量为 ２ 万册；为 ５ 万人服务的正规图书馆，中
等藏书量 １０ 万册，年采购量为 １１ ２５０ 册；为 ２
万人服务的正规图书馆，中等藏书量 ４ 万册，年
采购量为 ５ ０００ 册［２４］７８ 。 在澳大利亚，公共图书

馆馆藏保障的底线标准是人均 ２ 件，并且要求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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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中 ５０％的图书资源是近五年内购买的［２９］ 。
在我国县域，阅读资源保障投入低、能力

弱。 在 ２０１１ 年制定颁布的国家标准《公共图书

馆服务规范》（ＧＢ ／ Ｔ ２８２２０—２０１１）中，关于文献

购置经费，原则上要求与当地财政收入同步增

长，但给定的县级图书馆的基本标准只是人均

每年 ０ １８ 元［３０］ ，其中还包括了数字资源的购买

经费。 因此，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在
解决了设施的“无中生有”后，还需要制定科学

机制，统筹使用财政资金，用于购买阅读资源，
提高保障水平，推动全县域阅读资源共建共享，
并丰富种类和数量。

（１）以县级图书馆为中心，统筹使用农家书

屋出版物补充经费。 在农村基层，农家书屋“村

村有”。 按照《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

法》（新出发［２００８］８６５ 号）要求，最低资源配备

标准是 １ ５００ 册图书、３０ 种报刊以及 １００ 种电子

音像制品［３１］ 。 粗粗一看，这与国际图联建议最

小公共图书馆馆藏 ２ ５００ 件的差距不大。 但是，
农家书屋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资金不

足导致阅读资源更新困难，时间一长，农家书屋

旧书滞架，又无新书可看，公众阅读需求无法

保障。
从现有国家政策来看，《中央补助地方农村

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２０１３］
２５ 号）为每一个农家书屋每年提供 ２ ０００ 元用

于“出版物补充及更新” ［３２］ ，这为农家书屋的长

效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但是从现有图书购买

的行情来看，平均一本需 ３０ 元左右，扣除一些必

要开支后，农家书屋每年最多可购新书 ６０ 册左

右，更新率低，显然还是难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

增长的阅读需求。 更为困难的是，当前农家书

屋阅读资源是由政府统一配备，虽然兼顾到了

当地民众的阅读需求，但在县域内，甚至在省域

内的农家书屋图书配备内容基本是一样的，造
成了相互之间无法共享。

因此，建议在同一县域内，将中央财政拨付

的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经费及地方配套经费，
交由县级图书馆统筹使用，用于图书资源的统

一采购，然后配送至各村农家书屋，并按时流

转［３３］ 。 假设某一乡镇有 ６ 个邻近的农家书屋，
相互之间每两个月轮流交换一次图书，每次 ２００
册左右，那么，每个农家书屋在图书资源拥有总

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交换，每年实际拥有不断

更新的“新书”可达到 １ ２００ 册左右，从而在经费

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盘活了图书资源，提高

了资金使用效益。
（２）建立图书流转机制，丰富农村基层可用

阅读资源的数量。 城乡二元的长期发展，普遍

导致优质阅读资源集中在城市图书馆，而农村

基层阅读资源数量少、质量差。 建立合理的图

书流转机制，推动城市图书馆优质阅读资源向

下延伸，可以丰富基层阅读资源的品种和数量。
四川省成都市出台了《在全市深入开展公

共图书流转工作的通知》 （成文发［２０１１］号）文

件，按照“市调控、县组织、乡流转、村管理”的原

则，建立县域公共图书总分馆流转运行机制：由
县图书馆为本区域公共图书流转总馆，负责每

季度组织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公共图书流转

一次（每次不低于 ５ ０００ 册），乡镇（街道）综合

文化站负责组织村（社区）综合文化室每月更换

一次流转公共图书（每次不低于 ５００ 册），从而

实现全市公共图书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

用［３４］ 。 浙江省衢州市建立“流动文化加油站”
制度，由衢州市图书馆与各类单位共建，在偏远

地区或不便于使用图书馆的人群所在区域，设
立馆外流通点，由衢州市图书馆提供图书，并定

时更换新书，为公众提供阅读服务［３５］ 。
（３）跨界整合图书资源，实现区域内共建共

享。 突破文化系统限制，与外界拥有丰富阅读

资源的相关机构合作，鼓励其向周边居民免费

开放，共享阅读资源。 在江苏省常熟市，市图书

馆与辖区内的常熟理工学院开展校地合作，成
立常熟公共图书流转服务中心等机构，以地校

互动方式，推进两者的图书资源整合共享［３６］ 。
在山东省青岛市，开发区公共图书馆与辖区内

的 ６ 所高校图书馆，签订“联盟协议书”，约定图

书资源共享等事宜，丰富了公众阅读资源［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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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整合利用民

间图书资源。 建立激励机制，倡导企业、民办非

企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总分馆

制建设，面向公众提供图书资源［３８］ 。 在海南省

澄迈县，出台了《澄迈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支持政策》 （澄府办［２０１３］ ５８ 号）文件，鼓励

和扶持建立“家庭图书馆” ，对拥有文史哲社科

类图书 ３００ 种以上且愿意为周边居民免费提供

阅读服务的家庭，一次性给予奖励补贴 ５ ０００
元［３９］ 。 在湖南省长沙市，对藏书在 ２ ０００ 册以

上，愿意加入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系统，并按照

公共图书馆要求向社会免费开放的私人民办

图书馆，按不低于社区分馆 ５０％的标准给予财

政补助［４０］ 。
在县域内，依托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将这

些里里外外、条条块块的公共的、民间的图书等

阅读资源，以图书馆行业专业知识去组织与管

理，实现县、乡、村不同层面上的资源共享，可以

节约财政成本，提升社会效益。

２ ３　 服务提供：免费开放，从活动到联动，城乡

一体

免费开放是公共图书馆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现代图书馆理念的本质体现，在经历了市场

经济的冲击和阵痛之后，２１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

公共图书馆回归到免费开放行列［４１］ 。 随着

２０１１ 年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 （文

财务发〔２０１１〕５ 号）的出台，免费开放已经成为

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本原则［４２］ 。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以后，并不意味着它

能自动帮助阅读困难人群。 对于缺乏阅读兴趣

与阅读能力的人群，如果像对待普通读者一样，
摆出一种平等服务的姿态，不介入读者的阅读

行为，被动地等待阅读帮助请求，那么这些人群

将永远无法跨越知识或信息鸿沟，无法通过阅

读改变命运［４３］ 。 这就需要大力开展阅读推广服

务，去引导、训练、帮助他们培养阅读兴趣，增强

阅读能力［４４］ 。 阅读推广服务一般以阅读活动的

形态出现，通过生动有趣的活动，引导他们感受

阅读魅力，享受阅读乐趣，掌握阅读能力，形成

阅读意愿。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除了提供

常规性阅读活动外，还联合社会力量，举办区域

联动性的阅读推广活动，营造浓郁阅读氛围，培
养公众阅读能力。 如“一城一书” （ Ｏｎｅ Ｃｉｔｙ，Ｏｎｅ
Ｂｏｏｋ）活动，通过全城居民一起阅读同一本书来

提高公众的阅读兴趣［４５］ 。 该活动在美国图书馆

协会的倡导下，被推广到全美各地，并延伸到加

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韩国、新加坡

等世界各地许多城市［４６］ 。 再如“大阅读” （ Ｔｈｅ
Ｂｉｇ Ｒｅａｄ）活动，由美国国家人文艺术基金会发

起，资助社区“共读一书”活动，激发公众对纯文

学图书的热情［４７］ 。 活动举办形式可多种多样，
如作者读书会、图书讨论会、艺术展览、演讲、电
影观摩、音乐或舞会、戏剧表演、圆桌会等［４８］ 。
为了保证“大阅读”社区阅读活动的顺利实施，
基金会还规定：如果申办组织不是图书馆，则须

与当地公共图书馆联合举办；举办的阅读活动

要确保广泛覆盖当地社区的全体公众，针对不

爱阅读的读者，尤其是 １８—２４ 岁的年轻读者，
设计特别活动以吸引他们参加［４９］ 。 近 １０ 年来，
“大阅读”一共资助了 １ １００ 多项社区阅读活动，
影响深远［５０］ 。

在我国县域，特别是农村地区，有大量的留

守妇女、儿童、老人，因各种因素造成阅读兴趣不

大，阅读能力不足，是典型的阅读困难人群。 而

农村基层又缺乏专业人才，阅读推广服务能力有

限。 因此，县级图书馆应当依托总分馆制，在免

费开放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开展全县域联动性的

阅读活动，营造阅读氛围，开展阅读服务。
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由吴江图书馆（总

馆）负责培育、孵化各类阅读活动，如“故事妈

妈”“悦读彩虹堂” “经典诵读馆” 等，经过加工

优化后，由总馆配送至乡镇分馆，并借助电台、
电视台、网站等现代传媒宣传推广，面向当地公

众提供服务［５１］ 。 ２０１４ 年，吴江图书馆以“伴子

成长”讲故事大赛为主题，在全区域内举办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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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活动，吸引了来自城乡 ４８５ 名选手参与，社
会舆论反响不错［５２］ 。

２ ４　 运营管理：分工明确，从总馆到分馆，各司

其职

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基本模

式，一般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以乡镇（街道）综

合文化站为乡镇（街道）分馆，以村（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村文化室、农家书屋等）为村（社

区）分馆或流动服务点，建立图书馆总分馆体

系，在县域层面统筹使用经费，让资源与服务流

动起来，着重解决农村基层公共阅读资源不足、
服务能力不足问题，推进城乡均衡发展。 村（社

区）建立分馆或流动服务点，取决于当地服务人

口规模、财政承受能力及居民意愿。 乡镇（街

道）分馆、村（社区）分馆或流动服务点的功能，
也可由其他公共设施、社会设施承担。

总馆、分馆和流动服务点是一个统一整体，
共同构成一个县域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图书业

务管理集中于总馆，由总馆实施文献资源统一

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的管理模式；分馆和

服务点主要提供阅读活动和阵地服务。
（１）总馆职能。 主要包括：负责全县图书文

献的采购、编目、分类、标引、加工；负责图书文

献配送到乡镇（街道）分馆；负责全县数字资源

建设与服务工作；负责全县阅读活动的培育、孵
化及推广；负责指导和协调读者服务工作；负责

从业人员的培训指导工作；做好本馆的阅读活

动、图书借阅等阵地服务工作。 县级图书馆是

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领导者和发动者，
一般由其承担总馆职能。

（２）乡镇（街道）分馆职能。 主要包括：负责

本分馆的阅读活动、图书借阅等阵地服务工作；
负责本分馆正常运行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负
责本乡镇（街道）各村（社区）之间的图书流转、
交换工作；负责本区域群众需求反馈、评价工

作。 一般由乡镇（街道） 综合文化站承担乡镇

（街道）分馆职能。
（３）村（社区）分馆或流动服务点职能。 主

要包括：负责本分馆或服务点的按时开放工作；
负责本分馆或服务点的图书借阅服务等工作；
负责本分馆或服务点的图书文献日常管理维

护、交换等工作；负责本区域群众需求反馈、评
价工作。 根据服务人口分布和设施网络布局要

求，可以由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其他公

共设施、社会设施承担相应职能。
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运营管理，需

要一支懂专业、会服务的工作人员队伍。 可以

尝试在总分馆制框架内，打通县、乡、村三级人

才传统管理模式，建立“县聘县管、乡村使用”新

型机制，通过适度提高人员管理层级，建立聘用

相对分离制度，实现县级文化部门对城乡图书

馆服务队伍统筹建设，保障图书馆总分馆制的

有效运营。 所谓“县聘”，就是由县级人事部门

和文化部门建立从业人员培训、持证上岗制度，
负责基层服务人员的评聘审批；所谓“县管”，就
是由县级文化部门对基层服务人员进行“统一

培训、统一考核、统一管理”；所谓“乡村使用”，
就是基层服务人员属于县级文化部门派出聘任

人员，乡、村只有使用权，没有管理权，从而确保

基层图书馆服务人员专岗专用。

３　 有以善处、因势利导，获取多方支持

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构建与实现过

程中，往往面临着专业人才、阅读资源、服务规

范、活动创新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县级图书馆

是总分馆制的中心，应妥善处理好上下、左右、
内外各方面的关系，善于利用外部资源与条件，
构建有利发展的支撑体系，为总分馆制有效运

行保驾护航。

３ １　 获取省级图书馆的帮助指导

省级与县级的图书馆之间，虽然不存在直接

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但在业务上负有辅导责任。
１９８２ 年文化部颁布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

作条例》明确规定，“省馆是全省的藏书、图书目

录和图书馆间协作、协调及业务研究、交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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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省馆负有对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的业务辅导

任务，其主要对象是地（市）、县（区）图书馆” ［５３］ 。
事实上，有不少省级图书馆对县级图书馆

的帮助指导，已经远超业务辅导范畴。 上海图

书馆（省馆）建立城市中心馆向社区基层延伸，
以“一卡通”的方式，实现省馆与县级图书馆，乃
至乡镇（街道） 图书馆之间图书资源的通借通

还［５４］ 。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省馆）建立了“广

东流动图书馆”，由省馆在粤东、粤西、粤北等欠

发达地区的县级图书馆设立分馆，由省馆集中

购置一定数量适合基层民众阅读的图书，配送

到各县；图书资源在各个分馆之间每半年流动

交换一次［５５］ 。 重庆图书馆（省馆） 牵头各县级

图书馆整合服务资源，统一服务标准，联合打造

“重庆市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电话”，为公众提

供相关服务［５６］ 。
那么，在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构建

与实现的新形势下，省级图书馆为此应该发挥

什么样的新作用呢？ 有专家学者经过认真研究

后，建议省级图书馆应承担以下功能：①协助制

定本省（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规划和图书馆标

准；②承担县域总分馆体系不能有效承担的职

能，如满足对研究的需要，支持那些没有自己的

图书馆或信息中心组织的研究活动；③组织和

协调省内各图书馆间协作和资源共享，建立全

省资源保障体系，形成省内数据库资源的集团

购买和共享机制；④为全省公共图书馆提供资

源后备支持，通过馆际互借等形式满足县域总

分馆体系和区域性网络都不能满足的需求；⑤
建立全省联合咨询平台，帮助中小型图书馆完

成读者咨询任务；⑥补充特种资源；⑦以邮寄或

流动分馆的形式，向那些尚未设立公共图书馆

的区域提供直接服务［４］２０７ 。

３ ２　 获取地市级图书馆的业务支持

地市级与县级的图书馆之间，虽然一般也

不存在直接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但较省馆而言，
由于地缘相近，且同处在一个地级市内，业务上

的合作更多，联系更为紧密。

那么，随着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的推进，地市级图书馆应当为此发挥出什么样

的新作用呢？ 从嘉兴［５７］ 、苏州［１４］ 、杭州［５８］ 、深
圳［５９］ 、长沙［６０］ 等地总分馆制建设实践来看，地
市级图书馆在各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中承

担“中心馆”职能，负责全市域内图书馆业务的

协调指导和业务支持。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笔者参与了嘉兴市公共图

书馆中心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标准的研究与制

定工作。 嘉兴市图书馆作为地市级图书馆，在
全市域辖区内的 ５ 个县域（海宁市、平湖市、桐
乡市、嘉善县、海盐县）及 １ 个市本级的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中，处于“中心馆”地位。 经过认真

研究、多次讨论及征求意见后，嘉兴市图书馆的

“中心馆”职能被确定下来，主要包括：①指导与

协调全市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如制定

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编制全市公共图书

馆资源、项目、服务提供的指导目录，策划、组织

全市性全民阅读活动，培育、打造全市性全民阅

读品牌等；②指导与支持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

建设和运行，如对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活动提

供指导，对全市公共图书馆开展业务活动所需

要的资源、技术、服务提供支持；③组织与协调

全市公共图书馆人员培训和队伍建设，如重点

组织开展县域总馆馆长及业务骨干、乡镇（街

道）分馆馆长、师资及业务骨干的示范性培训，
建立和实施全市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培训的考

核、管理制度等；④指导与统筹全市公共图书馆

服务创新实践和研究，如对全市公共图书馆创

新实践与服务品牌建设进行指导、总结与推广，
统筹规划和指导全市公共图书馆开展群众阅读

需求调研与服务创新研究等；⑤统筹全市图书

馆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统筹使用全市有关部

门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实施全市图书馆数字资

源联合采购，建设统一的全民阅读数字化服务

平台等。

３ ３　 获取县级文化馆的协同推进

以县级文化馆为中心，推进县域文化馆总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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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馆制建设，是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中的新生事物，也是《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的重点要求，与县域图书

馆总分馆制一起，共同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均衡发展。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着重解决基层

公共阅读服务问题，文化馆总分馆制着重解决

基层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培训指导与服务问题。
在县域内，虽然文化馆总分馆制与图书馆

总分馆制分别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加

以推进，但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层面，两大

总分馆制的“分馆”及服务点有很多交集，共享

了基层的文化设施、人才队伍。 由于两者都是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因此，图书

馆与文化馆之间应协同建设、共谋发展。

４　 有的放矢、重点突破，提升专业能力

拥有专业能力，提供职业化服务，是图书馆

有别于其他行业的基本特征。 在县域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制体系内，无论是总馆还是分馆，专业

化水平相对有限，专业化品质亟待提高，这也是

基层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导向［６１］ 。 特

别是承担“分馆”、服务点功能的乡镇（街道）综

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

屋及其他各类设施等，亟须以图书馆行业的专

业化管理来提升服务质量，满足公众阅读需求，
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

４ １　 加强县级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建设

我国县级图书馆建设，特别是在中西部地

区，十年前还处在生死存亡的“悲壮” 境地［６２］ ，
十年后已经焕然一新，生机勃勃（见表 １），已然

成为县域公共阅读服务提供的典范和表率。 时

至今日，县级图书馆又被推送至总分馆制建设

的中心地位，责任在肩，被赋予统筹、整合全县

公共阅读资源建设和服务提供的职能，需实现

全县域范围内的图书统一采编，资源统一调配，
设施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培训，服务统一规范。

表 １　 县级公共图书馆 １０ 年发展基本情况比较

主要指标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增长比例（％）

机构数（个） ２ ２６２ ２ ７１２ １９ ８９

从业人员（人） ２５ ４８１ ３２ ４９７ ２７ ５３

总藏量（万册） １６ ４０８ ６８ ３４ ０４６ ２９ １０７ ４９

本年新增藏量（万册） ５８８ ０３ ２ ５３３ ６１ ３３０ ８６

总流通人次（万人次） １０ ７６７ ６６ ２６ ４４２ ４６ １４５ ５７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万册次） ９ ０８６ ２０ ２０ ７２５ ２５ １２８ １０

有效借书证数（万个） ４５１ ６４ １ ２３２ ５６ １７２ ９１

财政拨款（万元） ６８ ９７４ ０ ４１６ ９０９ ２ ５０４ ４４

阅览室面积（万平方米） ６６ ２９ １７５ ０６ １６４ ０８

阅览室座席数（万个） ２９ ５６ ５３ ８２ ８２ ０７

　 　 数据来源：①文化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Ｍ］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０１
②文化部．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０－７３

为了更好地发挥县级图书馆在总分馆制中

的龙头作用，应当从以下五方面加强其服务能

力建设：①人员方面：增加人员编制和公益文化

岗位数量，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从业人员

的职业精神、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 ②经费方

面：根据全县公共阅读需求，增加书刊购买、活
动开展、免费开放等经费，建立经费全县统筹使

用机制；③活动方面：建立阅读活动培育、孵化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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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组织开展全县联动性的阅读活动；④流动

服务方面：按需配备流动文化车，加强资源、活
动、服务的流动配送；⑤数字服务方面：有条件、
有能力的县级图书馆，可自建数字平台，向全县

提供数字图书馆服务；能力不足的，可依托地市

级图书馆、省级图书馆，乃至国家图书馆，建立

并提供面向本县域的数字图书馆服务。

４ ２　 完善基层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制度

人才队伍是图书馆服务提供的组织者和实

施者，人才队伍的素养和能力决定了服务提供的

质量和水平。 ２０１０ 年中宣部等六部委曾下达了

《关于加强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宣发［２０１０］１４ 号）文件，号召

各基层文化部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建设，适
应加强新形势下基层工作需要，进一步增强基层

宣传文化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６３］ 。
在图书馆总分馆制框架下，专业化业务一

般由总馆负责，分馆、服务点只充当专业化决策

后的执行场所，基层服务人才队伍不必都由专

业人员来承担。 但是，从提高服务质量、保障服

务水平的角度来看，加强基层队伍的业务能力

培训不可或缺，需要建立完善制度予以保障。
①结合 《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７］ ，为基层从业人员提供每

年 ５ 天以上的集中培训时间；②针对培训内容，
多方聘请培训讲师，组合优化，形成高质量的师

资队伍；③统一培训教材，实现培训课程系统

化，提供远程学习平台；④改进培训考核形式，
在常规性的笔试外，可以增加实践操作环节的

考核，将考试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紧密关联；⑤
逐步建立持证上岗制度，将人员培训记录录入

专门数据库，作为人员上岗、晋升、奖励的参考

依据，激励基层从业人员主动参加、接受业务培

训，形成良好的培训上岗制度。

４ ３　 引入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运营管理

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的引导和鼓励机制，促
进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有条件的县

域，通过委托或招投标等方式吸引有实力的专

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图书馆运营管理，可以探索

图书馆的总馆、分馆或服务点，甚至整个总分馆

体系的社会化运营试点。
专业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图书馆运营管理，

在国内已经有多个成功案例。 如县级的无锡市

新区图书馆［６４－６５］ 、乡镇（街道）级的北京市朝阳

区朝外街道图书馆［６６］ 、村（社区）级的北京市东

城区体育馆路街道驹章胡同的皮卡少儿中英文

图书馆［６７］ ，等等。 这些社会组织，或因其专业的

新技术，或因其专业的新理念，或因其专业的新

服务，受到青睐，因为这些专业化的知识、技能

正是组织开展图书馆服务所迫切需要的。
从已有的实践探索来看，引入专业化社会

组织参与运营管理，不仅带来图书馆服务能力

的提升，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还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节约公共财政开支，为基层图书馆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５　 结语

建立公共图书馆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的责任，
实施总分馆制是促进图书馆城乡服务均衡发展

的重要方式，也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的责任。 但

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还有 ８３２ 个贫困县①，居
住着 ３ １ 亿左右的人口②。 这些地区地方财政

支付能力薄弱，可用于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０５２

①

②

根据国家扶贫办公布的数据，先前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有 ５９２ 个，后来为了突出扶贫重点又划出

１４ 块连片特困地区共有 ６８０ 个县。 两者之间有重叠之处，去重之后共有 ８３２ 个县。 数据来源：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的认定 ［ ＥＢ ／ ＯＬ ］ ．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９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ａｄ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ＦＰＢ ／ ｇｇｇｓ ／ ２０１３０３ ／ １９３７９０ 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县名，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２０１２》及《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中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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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 Ｗｕｇａ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５

制建设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多年来的历史问

题，使基层各类公共文化设施规划与建设相对

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图书馆专业人才严重缺

乏；县域平台吸引力小，社会力量参与的深度和

广度相对不足。 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实力与

能力，这些贫困县能够把县级图书馆建好用好，
已经相当不容易。

因此，对于这些地区，正如《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所指出的那样：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明确老

少边穷地区服务和资源缺口，按照精准扶贫的

要求，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贫项目；促进地区对

口帮扶，加大人才交流和项目支援力度；深入实

施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人才

文化工作者专项支持计划。 缺啥补啥，举全国

之力，争取在较短时间内使贫困地区公共图书

馆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明显改善，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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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５（６）：１－
５ ）

［１８］ 　 葛慧君 打造弘扬核心价值观新阵地———关于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与思考［Ｊ］ ．今日浙江，２０１４
（１５）：８－１０ （Ｇｅ Ｈｕｉｊｕ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ａｌｌ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Ｊ］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Ｔｏｄａｙ，２０１４（１５）：８－１０ ）

［１９］ 　 李跃波 农民文化乐园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新路径［ Ｎ］．安徽日报，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３（ １）  （ Ｌｉ Ｙｕｅｂ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ｙ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Ｎ］． Ａｎｈｕｉ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４
－０４－２３（１） ）

［２０］ 　 顾善忠，苟晓飞 “乡村舞台”：甘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Ｎ］．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０（ ３）  （ Ｇｕ
Ｓｈａｎｚｈｏｎｇ， Ｇｏ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Ｇａｎｓｕ［Ｎ］．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４－０９－１０（３） ）

［２１］ 　 金燕，范并思 城市化进程中的郊区新农村图书馆建设———嘉定区基层公共图书馆调查与建议［Ｊ］ ．图书馆

杂志，２００７（３）：２６－２８，４２ （Ｊｉｎ Ｙａｎ，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ｓｉ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ｕｒｂ ａｒ⁃
ｅ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ｉａｄｉｎｇ 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３）：２６－２８，４２ ）

［２２］ 　 北京市朝阳区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集中评议汇报材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９） ［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２４０４３ ｈｔｍ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９－０９）［２０１５－０３－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２４０４３ ｈｔｍ ）

［２３］ 　 王学思 江苏江阴探索社会力量参与阅读建设———当咖啡馆遇见图书馆［ Ｎ］．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２
（３） （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ｓｉ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ｗｈｅｎ ｃｏｆｆｅｅ ｂａ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３） ）

［２４］ 　 Ｋｏｏｎｔｚ Ｃ， Ｇｕｂｂｉｎ Ｂ ＩＦＬ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２ｎｄ） ［ Ｍ］． Ｂｅｒｌｉ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ＧｍｂＨ ＆ Ｃｏ ，２０１０

［２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０２－２０］． ｈｔ⁃
ｔｐ： ／ ／ 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ｕｋ ／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ｏｖ ｕｋ ／ ｉｍａｇ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ｕｌｂ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
ｖｉｃｅｓＡｐｒｉｌ０８ ｐｄｆ

［２６］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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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武刚： 论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构建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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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ｆｌａｌｉ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ｆｉｌｅｓ ／ ＦＬＰｕｂＬｉｂＳｔｄｓ＿Ａｐｒ＿２０１０ ｐｄｆ
［２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 Ｍ］．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８：１－ ６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ｕｓ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１－６ ）

［２８］ 　 菲利普吉尔领导的工作小组代表公共图书馆专业委员会 国际图联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服务

发展指南［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３ （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ａｉｒｅｄ ｂｙ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Ｇｉｌｌ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ＦＬＡ ／ ＵＮＥＳＣ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６３ ）

［２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ｎｄ）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ａｌｉａ ｏｒｇ ａ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ＰＬＳＧ＿ＡＬＩＡ＿２０１２ ｐｄｆ

［３０］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 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１２：１－８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１－８ ）

［３１］ 　 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８ － ０７ － ２１）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１６８８ ／ １１０８３６ ｈｔｍｌ （ Ａ ｎｏｔｉｃ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０８ － ０７ － ２１ ）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１６８８ ／ １１０８３６ ｈｔｍｌ ）

［３２］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４－ １０）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ｇａｏ ／ ｗｇ２０１３ ／ ｗｇ２０１３０４ ／ ２０１３０８ ／
ｔ２０１３０８０９＿９７６２５５ ｈｔｍ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ａ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ａｒｍａｒｋｅｄ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４－１０）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ｇａｏ ／ ｗｇ２０１３ ／ ｗｇ２０１３０４ ／ ２０１３０８ ／ ｔ２０１３０８０９ ＿
９７６２５５ ｈｔｍｌ ）

［３３］ 　 金武刚 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融合发展探析［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４０（ １）：８４－ ９２
（Ｊｉｎ Ｗｕｇａ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４０（１）：８４－９２ ）

［３４］ 　 成都市文化局关于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公共图书流转工作的通知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ＩｎｆｏＯｐｅｎｓ２ ／ ｄｅｔａｉｌ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ｊｓｐ？ｉｄ ＝ Ｎｚ３７４Ｗｉ４ＭｐｇＪｇｇＶｂ８ｔｎＢ （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ａ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ｔｙ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２８ ）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ＩｎｆｏＯｐｅｎｓ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ｊｓｐ？ｉｄ ＝ Ｎｚ３７４Ｗｉ４ＭｐｇＪｇｇＶｂ８ｔｎＢ ）

［３５］ 　 衢州图书馆馆外流通点办理须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２－２７） ［２０１５－ ０２－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ｚｌｄｗｈ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ｋｉｄ ＝ ９１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ｚｈｏ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２－２７）［２０１５－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ｚｌｄｗｈ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ｋｉｄ ＝ ９１０ ）

［３６］ 　 江苏省苏州市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集中评议汇报材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９） ［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２４０４１ ｈｔｍ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９－０９）［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２４０４１ ｈｔｍ ）

［３７］ 　 山东省青岛市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集中评议汇报材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０９－ ０９） ［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２４０５３ ｈｔｍ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９－０９）［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２４０５３ ｈｔｍ ）

［３８］ 　 王子舟，尹培丽，吴汉华 中国民间图书馆的多样化特征、信息化水平与其公共空间效用［Ｊ］ ．中国图书馆学

报，２０１３，３９（３）：７７－７８ （Ｗａｎｇ Ｚｉｚｈｏｕ，Ｙｉｎ Ｐｅｉｌｉ，Ｗｕ Ｈａｎｈｕ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３９（３）：７７－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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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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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海南省澄迈县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集中评议汇报材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０９－ ２４） ［ ２０１５－ ０３－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３３２８２ ｈｔｍ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ｍ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０９ － ２４） ［ ２０１５－ ０３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ｃｓｓ ｏｒｇ ／ ＿ｄ２７６３３３２８２ ｈｔｍ ）

［４０］ 　 凭“一卡通” 长沙市公共图书馆有望通借通还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１８）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ｓｚｆｇｂｍｘｘｇｋｍｌ ／ ｓｚｆｇｚｂｍｘｘｇｋｍｌ ／ ｓｗｇｘｊ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３０３ ／ ｔ２０１３０３１８＿ ４３９０３９ ｈｔｍｌ （ 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ｌｏ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ｒ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ａｒｄ”［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１８）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ｓｚｆｇｂｍｘｘｇｋｍｌ ／ ｓｚｆｇｚｂｍｘｘｇｋｍｌ ／
ｓｗｇｘｊ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３０３ ／ ｔ２０１３０３１８＿４３９０３９ ｈｔｍｌ ）

［４１］ 　 余胜，吴晞 免费开放：理论追寻、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３７（ ３）：１０ － １７ （ Ｙｕ
Ｓｈｅｎｇ， Ｗｕ Ｘｉ Ｆｒ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３７（３）：１０－１７ ）

［４２］ 　 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０２－１４） ［２０１５－０２－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０３０２１ ｈｔｍ （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ｏｆ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０２－１４）［２０１５－
０２－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１－０２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０３０２１ ｈｔｍ ）

［４３］ 　 范并思 阅读推广的理论自觉［ 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４（６）：３－ ８ （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ｓｉ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６）：３－８ ）

［４４］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为什么？［Ｊ］ ．公共图书馆，２０１３（３）：４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ｓｉ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ｈａｔ？［Ｊ］ ．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３）：４ ）

［４５］ 　 Ｃｏｌｅ Ｊ Ｙ Ｏｎｅ Ｂｏｏｋ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ｇｒｏｗ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ｌｏｃ ／ ｌｃｉｂ ／ ０６０１ ／
ｃｆｂ ｈｔｍｌ

［４６］ 　 吴蜀红 “一城一书”阅读推广活动的考察分析［ Ｊ］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４）：１８－２３ （ Ｗｕ Ｓｈｕｈｏｎｇ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Ｏｎｅ Ｃｉｔｙ Ｏｎｅ Ｂｏｏｋ”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２（４）：１８
－２３ ）

［４７］ 　 杨祖逵 回归最本色的阅读［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７（ １）：１７－ １８ （ Ｙａｎｇ Ｚｕｋｕｉ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１）：１７－１８ ）

［４８］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ａｂｉｇｒｅａｄ ｏｒｇ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ｈｐ
［４９］ 　 胡敏 美国“大阅读计划”及对我国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启示［ Ｊ］ ．图书馆，２０１３（ ４）：８０－ ８２ （ Ｈｕ Ｍｉｎ

“ Ｔｈｅ Ｂｉ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ＵＳ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３（４）：８０－８２ ）

［５０］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ｉｇ Ｒｅａｄ［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ａｂｉｇｒｅａ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ｐｈｐ
［５１］ 　 杨阳 媒体参与公共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Ｊ］ ．上海文化，２０１４（６）：１８－２２ （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Ｊ］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４（６）：１８－２２ ）
［５２］ 　 吴江图书馆成功举办 “ 伴子成长” 讲故事大赛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８）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ｊｌｉｂ ｃｏｍ ／ ｓｈｏｗ＿ｎｅｗｓ ａｓｐ？ｉｄ ＝ ２２０７＆Ｐａｇｅ ＝ １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ｅｌ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ｅ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ｕｐ ｗｉｔｈ ｙｏｕ”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８）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ｊｌｉｂ ｃｏｍ ／ ｓｈｏｗ ＿
ｎｅｗｓ ａｓｐ？ｉｄ ＝ ２２０７＆Ｐａｇｅ ＝ １ ）

［５３］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１－１９） ［２０１５－０３－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ｘｗｈ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ｃｍｓ ／ ｉｔｅｍ⁃ｖｉｅｗ⁃ｉｄ⁃３５８ ｓｈｔｍｌ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ｏｒ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１－１９）［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ｘｗｈ ｇｏｖ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ｃｍｓ ／ ｉｔｅｍ⁃ｖｉｅｗ⁃ｉｄ⁃
３５８ ｓｈｔｍｌ ）

［５４］ 　 王世伟 城市中心图书馆向社区基层延伸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６（ ３）：６ － ９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６（３）：６－９ ）

［５５］ 　 莫少强 艰难而成功的抉择———广东省流动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选择与应用［ 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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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武刚： 论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构建与实现
ＪＩＮ Ｗｕｇａ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５

－２，７ （ Ｍｏ Ｓｈａｏｑｉａｎｇ Ｃｈｏｏｓ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ｂｕ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３）：１－２，７ ）

［５６］ 　 侯文斌，崔月婷 重庆开通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热线［Ｎ］．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５－０２－１８（２） （ Ｈｏｕ Ｗｅｎｂｉｎ， Ｃｕｉ
Ｙｕ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ｏｔｌｉ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５
－０２－１８（２） ）

［５７］ 　 李超平 嘉兴模式的延伸与深化：从总分馆体系到图书馆服务体系［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２－１９
（ Ｌｉ Ｃｈａｏｐｉｎｇ Ｊｉａｘ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ｉｎ⁃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３）：１２－１９ ）

［５８］ 　 梁亮，冯继强 城乡统筹的中心馆—总分馆模式研究———以杭州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为例［ Ｊ］ ． 图书馆理

论与实践，２０１３（９）：１２－１４ （Ｌｉ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Ｊｉｑｉｎａ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ｍａｉｎ⁃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３（９）：１２－１４ ）

［５９］ 　 深圳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指导意见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２０）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ｚ ｇｏｖ ｃｎ ／ ｃｚｊ ／ ｑｔ ／ ｔｚｇｇ ／ ２０１２０９ ／ ｔ２０１２０９２９＿２０２４６７３＿１１９６５ ｈｔｍ （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２０）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ｚ ｇｏｖ ｃｎ ／ ｃｚｊ ／ ｑｔ ／ ｔｚｇｇ ／ ２０１２０９ ／ ｔ２０１２０９２９＿２０２４６７３＿１１９６５ ｈｔｍ ）

［６０］ 　 王自洋 以示范区创建为契机，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建设———长沙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实践与思考［ Ｊ］ ．图书

馆，２０１４（１）：１６－１９ （Ｗａｎｇ Ｚｉｙａｎｇ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ａｓ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
ｙ，２０１４（１）：１６－１９ ）

［６１］ 　 于良芝 我国基层图书馆的专业化改造———从全覆盖到可持续的战略转向［ 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１（１０）：７－
１１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 ｌｅｖ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１０）：７－１１ ）

［６２］ 　 中国图书馆学会 县级图书馆生存发展启示录［ 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

［６３］ 　 中宣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强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３－ １１－
１９）［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ｇｘｊ ｌｘｘ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７１１４ ／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２８１１２ ｈｔｍｌ （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ｘ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ａｍ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ｌｅｖｅｌ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１－１９）［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ｇｘｊ ｌｘｘ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７１１４ ／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８１１２ ｈｔｍｌ ）

［６４］ 　 孙军 “永不关闭”的无锡新区图书馆［ Ｎ］．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４－ １２－ ０５（ ７）  （ Ｓｕｎ Ｊｕｎ “ Ｎｅｖｅｒ Ｃｌ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ｕｘｉ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４－１２－０５（７） ）

［６５］ 　 孙军 无锡新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实践分析［ Ｊ］ ． 文化艺术研究，２０１４（４）：１０－１５ （ Ｓｕｎ Ｊｕ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Ｗｕｘｉ［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Ａｒｔ， ２０１４（ ４）：１０－
１５ ）

［６６］ 　 李雪 北京朝阳尝试社会力量运营图书馆［ Ｎ］．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７（ ２）  （ Ｌｉ Ｘｕ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４－０１－２７（２） ）

［６７］ 　 张慧 “私人定制”社区图书馆诞生［Ｎ］．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４－ ０７－ ２９（４）  （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ｒｕｅ［Ｎ］．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４－０７－２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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