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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基层图书馆的本土发展与世界经验

【编者按】  在“十五五”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节点，作为图书馆服务体系的

“最后一公里”的基层图书馆，重要性越加突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国际先进举措、探索本土因地制宜发展

之道，无疑将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图书馆》编辑部特与肖鹏研究团队联合推出

“基层图书馆的本土发展与世界经验”专题，希望能为此提供助力。

与大型城市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相比，基层图书馆条件相对艰难、发展制约比较明显，在世界经验的借鉴和采

纳方面也存在诸多桎梏。其关键就在于“基层”二字：全世界的大型城市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往往面临着一些相似

的状况或问题，但与之相比，各国“基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则大有不同，“基层图书馆”也因此带

着显著的地方性、本土化特质。故而：理解基层图书馆，首先要先理解“基层”，才能真正走近“图书馆”。倘若不理

解中国的“基层”，就很难真正为基层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切实有用的建议；反之，在世界经验的考察与研究之中，也

必须理解与之对应的他国之“基层”，才能深入了解其农村图书馆或社区图书馆的运作模式和相关机制。

本专栏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的。专题第一篇文章《中国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世界经验：回顾与思考》，

从整体上回顾了基层图书馆事业吸纳世界经验的状况，明确了引入和采纳世界经验的若干要点。研究者认为，要

系统理解、有效吸纳他国经验，需要走一条“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服务”的路径——研究者应当从一国的图

书馆法律法规等制度问题出发，认识其基层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宏观框架”，进而关注图书馆专业 / 行业组织等

提供的“中层支持”；最后，在把握宏观和中观的基础上，再探讨其具体的服务模式和工作手段，由此方能真正理

解其“微观举措”的深层内涵。这一路径，是对“先理解‘基层’，再走近‘图书馆’”这一理念的具体化、实践化。

专题其他几篇文章，以专文形式考察了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五个国家在基层图书馆建设中的做

法与经验。这些文章大体是按照可借鉴程度排序的：日本和韩国与中国同属东亚国家，地理位置、文化背景乃至

近年来面临的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也颇有相近之处，参考价值相对较大；德国、英国与中国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

面都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但前者在农村图书馆方面的举措，后者在社区图书馆方面的管理都有可资借鉴之处；新

加坡经济发达、面积较小，其建设与发展经验，对于部分非常发达地区的城市而言，同样具有一定可观之处。

通过这个专题，我们尝试为基层图书馆研究注入一些新方法、新思路，重新唤起业界对基层图书馆及国外

基层图书馆的兴趣和关注，着力推动世界经验的本土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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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与之相应的，“基层

图书馆”这一术语也散发着浓烈的中国本土化意味。一般

来讲，基层图书馆指的是县（包括区、县级市）级公共图书

馆和县级以下公共文化设施中的图书室（或履行图书借阅、

阅读推广等图书馆相关职责的设施），这也是本文所采纳

的定义；当然，有的时候，对基层图书馆的讨论，也会将县、

区级的公共图书馆排除在外，纯粹指向街道 / 乡镇、村 / 社

区图书馆（室）。

作为“基层文化惠民的主阵地，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基层图

书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整体上看，我国基层图书馆的

发展大体情况如下：首先，在设施建设方面，在总分馆制建

设和基层融通融合的大背景下，基层图书馆或具有类似职

能的基层公共设施广泛铺开，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截

至 2022 年，全国已建设完成 58.7 万家农家书屋、57 万个村

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4 万多个乡镇（街道）文化站 [2]。

其次，在资源建设方面，县级及以下的基层图书馆已然具备

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源。2021 年底，全国县市级公共图书馆

开架藏书 4 亿 1 871 万册，流通 4 亿 7 333 万人次，在全国

所有层级的公共图书馆中占比均超过了 60%（全国公共图

书馆开架藏书 6 亿 7 918 万册、流通人次 7 亿 4 613 万人次），

文化站拥有 3 亿 2 197 万册藏书，相当于全国公共图书馆开

架藏书量的 50%[3]。最后，在设施和资源建设取得亮眼成绩

的同时，业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基层图书馆在服务质量上还有

待加强。由李国新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

研究中心课题组指出，“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质量水平低”

是阻碍我国公共图书馆步入世界先进水平的短板之一 [4]。

在过去数十年，我国图书馆事业能够迅猛发展，首先得

益于中国政府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日益加强；对世界图书

馆先进经验的积极采纳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基层图书馆的

发展困境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原因，但其中很少为学界所关

注到的一点，是相对于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它对世界经

验的借鉴和吸纳存在明显的困难。我国对图书馆经验的采

纳和借鉴，多集中在大型图书馆或城市图书馆，对于以数字

化为代表的重点工作更是极为重视。相比之下，对于那些

等同于“基层”的农村图书馆、社区图书馆虽然也有一定讨

论，但与前述工作相比可谓差之甚远——其中一个例外可能

是“总分馆制”，但我国对总分馆制的研究，也多是从“总馆”

而非“分馆”的维度展开的。此外，由于基层图书馆在“基层”

概念上的本土化特质，又使得许多来自国外农村、社区图书

馆的经验较难直接采纳或吸收，或者很难适用于我国。

不管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项事务，在吸纳国外经验

或方案的时候，总要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

但本文试图指出：相对于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基层图书

馆在汲取国外经验时，其所需要的“本土化”工作要求更高；

雪上加霜的是，基层图书馆本身的研究能力较为薄弱，聚

焦这一领域的研究社群规模也远比前述主体要小得多。从

这个角度来讲，厘清基层图书馆在借鉴世界基层图书馆建

设经验中的要点，明确“如何借鉴”的思路，是基层图书馆

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基于上述种种，本文试图围绕“中国基

层图书馆发展中的世界经验”为主题，讨论几项具体问题：

问题（1）：从研究维度来讲，我国对其他国家基层图书

馆的关注度如何？

问题（2）：从实践层面而言，我国基层图书馆的实践主

要又在哪些方面受到世界经验的影响？

在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更关键的是：

问题（3）：在吸纳世界经验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本土

基层图书馆的哪些本土化特征？

问题（4）：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吸纳世界经验？

对以上 4 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基层图

书馆事业充分汲取先进举措、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来

讲，对于总结本土经验，为世界贡献具有基层图书馆事业

的“中国方案”，也具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 [5]。

1 世界经验对我国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间，笔者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公共图书馆管

理者以及图书馆服务创新的调查研究 [6-7]，它们为我们回应

前两个问题，尤其是问题（2）提供了基本素材。其中比较

重要的，是一项针对公共图书馆中层管理者的调查，该调查

比较系统呈现了行业管理者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成就的

认知情况 [8]，我们主要参考了其中涉及基层图书馆的部分观

点。由于这些调查工作此前已有专门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基于以上资料，我们还进行了补充性质的文献调查研

究。考虑到学术论文是了解国外经验的主要渠道，2023

年 10 月，本课题组在 CNKI 数据库中以“基层图书馆”“乡

镇图书馆”“县图书馆”等 12 个与基层图书馆相关的主题

词组合进行检索，获取了 18 027 条相关文献；其后通过初

步编码，形成一份有 227 个主题词的关键词表，其中包含

“美国”“英国”“欧洲”等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名词，以及“国

外”“境外”等较为模糊但同样指向国外的名词。借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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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表，课题组组织 3 位学生，以分别工作、互相校对的形式

对所获取文献的篇名、关键词、摘要进行二次筛选，并剔除

了其中的新闻报道、期刊评论和其他无关文献，最终得到

348 篇与国外基层图书馆高度相关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

为回答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支撑。

1.1    文献研究的视角

作为对问题（1）的初步回应，表 1 展示了 384 篇文献

中的国家与地区的分布情况，大体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展现

了我国基层图书馆研究中对外国经验的关注情况。除了这

些研究论文文献之外，我们还广泛梳理了基层图书馆的相

关论著、报告、新闻报道等，但并未将它们纳入文献计量统

计的范畴。

表 1    国外基层图书馆研究文献数量统计表

关键词
1982—

2003

2004—

2008

2009—

2013

2014—

2018

2019—

2023
总计

国外 4 39 56 49 23 171

美国 8 17 33 32 18 108

英国 2 0 7 11 4 24

日本 1 3 4 7 3 18

俄罗斯 0 1 7 0 1 9

澳大利亚 0 0 2 4 2 8

新加坡 0 0 1 3 1 5

欧美 1 0 3 1 0 5

西方 0 1 0 3 0 4

欧洲 1 0 1 1 1 4

加拿大 1 0 1 0 2 4

韩国 1 0 2 0 1 4

德国 0 2 0 2 0 4

其它国家 2 2 2 6 5 17

总计 21 65 119 119 61 385

在文献所涉及的 385 个国家和区域主题词（部分文献

涉及多个国家）中，以美国、英国、日本相关文献最多。通

过国家分布和典型文献主题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基层图

书馆研究对世界经验的关注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在国家和地区方面，我国图书馆界主要关注来

自美国的基层图书馆发展经验，其次是英国和日本。以上

三个国家的基层图书馆相关研究文献分别占总文献数量的

28.1%、6.2% 和 4.7%。

其次，在图书馆类型方面。社区图书馆作为美、英两国

与“基层图书馆”大体对应的图书馆设置，受到了广泛关注 [9]，

涉及“社区图书馆”建设经验的文献数量最多，达到 185 篇，

在全部文献中占比近 60%；“农村（乡村）图书馆”和“县（区）

级图书馆”次之，分别为 54 篇和 27 篇。民间图书馆、小型图

书馆、流动图书馆等其他基层图书馆类型则零星出现。

再次，从时间维度来看，除了“1982—2003”之外，

表 1 以五年为切分点，分别列出“2004—2008”“2009—

2013”“2014—2018”“2019—2023”的文献发表情况。一

个显著的特征是，最近 5 年相关文献呈显著下降趋势，关

于国外基层图书馆研究并不乐观。除了“引言”部分已经

论及的原因以外，还要考虑到，其实很多国外的基层图书

馆本身也是该国图书馆体系的“难点”和“短板”，所以可

资借鉴的经验比之其他方面要相对有限——即使在美国，

农村图书馆也在诸多方面落后于城市图书馆 [10]。

最后，在具体研究主题方面，相关文献对世界各国图

书馆的服务和运行机制 [11]、志愿者管理 [12-13]、儿童服务 [14]、

青少年服务 [15]、延伸服务 [16] 等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考察。进

一步地，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出现次数最

多的分别是“服务”“总分馆制”“阅读推广”等。

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仅对相关文献做出简要的讨论，

大体来讲：仅从文献数量而言，对国外经验的考察是基层

图书馆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与数字图书馆、信

息素养等热门议题相比，专门的基层图书馆研究仍处于图

书馆学研究的洼地。之所以要强调“专门”，原因在于某些

涉及国外基层图书馆研究可能会嵌入在“图书馆服务体系”

或“大型图书馆的总分馆体系”等研究之中，表 1 的数据无

法完整体现这部分研究工作的倾向。

1.2    行业实践的视角

借助已有的素材和调查，结合 1.1 中的文献研究，本节

进一步对问题（2）展开讨论。正如上文所言，对国外基层图

书馆的研究往往嵌入于其他的研究之中，事实上，实践层面

也有着类似倾向。中国基层图书馆实践对世界经验的吸纳，

往往不是在“基层”维度的直接借鉴；而是由于市级、县区级

图书馆对国外经验的吸收，间接影响到作为其“分馆”或“体

系组成部分”的基层图书馆。从这个层面来考察，我国基层

图书馆的实践主要在以下方面受到世界经验的影响：

（1）普遍、均等、免费的理念变革

理念永远是最重要的。2005 年前后兴起的“21 世纪新

图书馆运动”中，源自西方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普遍、平等、免

费等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 [17-18] 重新被唤醒，引发了中国图书

馆服务理念的变革，“中国图书馆人经过不懈的追求与努力，

逐步确立了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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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19]，对后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严格来说，新世纪图书馆运动对于中国图书馆行业的

影响是整体性的、自上而下的，基层图书馆一直处于这场

理念冲击与变革的中心位置。当时的学者注意到，尽管部

分地区的图书馆发展迅猛，但“县以下的公共图书馆、农村

中小学图书馆等最基层的图书馆，却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并由此将“图书馆普及化”作为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 [20]。

尽管理念上受到世界经验的启发，但中国在基层图

书馆服务，尤其是免费、普遍服务等方面走出了自己的道

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基层图书馆经费保障制度，

2013 年印发的《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县级公共图书馆

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分别提供每年 20 万元和 5 万元的财政

补助，促进了基层图书馆免费开展服务 [21] ；2020 年又明确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

支出责任”[22]，相关举措影响深远。值得一提的是，在新

世纪图书馆运动之后，近年来“包容”“可持续”“绿色”

等世界图书馆行业发展出的新理念同样对中国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基层维度上还不是特别显著。

（2）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引入与推广

在欧美发达的大型城市中，公共图书馆以“总馆 + 分

馆”的网络形式提供服务很早就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资源统筹模式 [23]。纽约、伦敦、东京、洛杉矶 [24]、波士顿 [25]

等城市都有着发达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新世纪前后，总分

馆作为“国际上公共图书馆发展较成熟的组织形式和服务

模式”被引入国内 [26]，率先在沿海地区得到推广。

通过本土化改良，总分馆制作为“服务体系中经济高效

的组织形式”，成为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普遍均等服务

的重要推动力 [27]，有效实现了图书馆体系内部的资源共享，

大大助力了基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2017 年，“总分馆制”

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图书

馆法》）第三十一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建立符

合当地特点的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

文化站、村（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总分

馆制”[28]；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共有 2 642 个县（市、区）

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占全国县级区划总数的 93%[29]，至此，

总分馆制成为牵引中国基层图书馆发展的主导模式。

（3）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建设

在许多欧美国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有着

悠久的历史，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安德鲁·卡内基向英美数千座公共图书馆提供了捐赠，为

英美图书馆基础设施网络的成型作出了重大贡献，卡内基

也因之获得“图书馆恩主”的称号。根据美国教育部和博

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开展的公共图书馆调查，从 1995 年有记录以来，

美国图书馆收到的金钱礼物和捐赠、利息、图书馆罚款、图

书馆服务费和赠款（monetary gifts and donations received in 

the current year, interest, library fines, fees for library services, 

or grants）占图书馆总运营收入的 6%—10% 之间 [30]，在最

新公布的 2021 财年报告中，这一数字为 5.96%[31]，这还不

包括以实物而非货币形式提供的社会捐赠。

以欧美以及日本国家为代表，其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

图书馆建设上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之呼应，我

国业界和学界的相关研究也颇为重视社会力量参与的相关

议题（见本文 2.1），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争议颇多的

日本指定管理者制度。近年来，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

书馆建设的讨论日益升温，在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基层图书

馆运营、与社会力量合办图书馆以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基层包容性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图书馆志愿服务团队等实

践中，或多或少受到世界先行经验的启发。

（4）阅读推广渐成基层的核心业务

1994 年版《公共图书馆宣言》将“从小培养和加强儿

童的阅读习惯”列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使命之一 [32]，

标志着阅读推广事业成为全球图书馆工作的重要趋势。这

一趋势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欧美图书馆的业务中心转型密

切相关，在传统服务基本固化、数字资源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阅读推广活动逐渐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主流服务形式 [33]，

基层图书馆更是阅读推广活动的前沿阵地。

与这股世界潮流相对应，新世纪以后，阅读推广在中

国各级图书馆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基层图书馆考核中，

阅读推广工作成效也成为重要一环。2014 年起，各省市

陆续颁布促进全民阅读促进的地方立法，普遍对加强基层

全民阅读设施建设、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开展给予了高度关

注 [34]。重庆 [35]、忻州 [36] 等多地发布的图书馆管理办法文

件中，都明确规定阅读推广活动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的活动

之一。第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评估

标准中，对“服务宣传与阅读推广”一级指标的要求呈现出

越贴近基层、分值越高的特征，从省级的 55 分、地市级 65

分增加到县级 70 分；同时，对县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要求

从第六次评估定级中的 15 分基本分和 10 分加分，增加到

对阅读推广活动和阅读推广品牌两个角度共 50 分 [37] ；在

各省针对基层文化站和相关公共文化设施的考核中，也日

益把阅读推广活动放到关键位置。然而，在街道 / 乡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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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一级，很多图书馆（室）还缺乏专业化、规模化的阅

读推广服务能力，成为基层亟需突破的要点之一。

2 引入世界经验的必要前提：理解我国

基层图书馆的本土化特征

第二部分帮助我们从大体上了解世界经验对我国基层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但细致考察，会发现实践影响的

具体范畴比表 1 透露的文献研究范畴要小得多。如前所言，

相比县级以上的各级公共图书馆，基层图书馆事业对世界

经验的汲取和吸纳总是要困难一些，那么，这些困难因何

存在，又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这就是问题（3）试图解决

的问题。基于访谈和调查，我们发现，在吸纳国外经验时，

以下几个方面的本土化特质最需要得到重视：

2.1    理解基层运作的基本制度

虽然总分馆制建设已属平常事，但我国并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一个政府建一个图书馆”“基层政府建设基层图

书馆（室）”的模式。县级及以下的基层政府承担了大多数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职责，可是，受经济基础、转移支

付和激励机制等复杂因素影响，财力不足问题突出 [38]，对

图书馆保障的力度还比较有限。以普遍认知中的已经是

发达区域的广东省为例，2020 年，广东省县级及以下的基

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省 34.0%，而预算支出占全省的

58.9%，乡镇一级这一比例更加悬殊，以 3.3% 的财政收入

承担了 9.3% 的公共预算支出 [39]。近年来，“省直管县”等

改革措施不断调整着基层与上级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2022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省

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基本公共服务确定

为市县财政事权，完善省以下收入划分，合理调动各级政

府积极性，保证基层财政有稳定收入来源 [40]，但还有长足

发展的空间 [41]。在“地方财政保障能力不足情况下，文化

建设面临发展瓶颈”[42]，县（区）图书馆的经费普遍面临

较大困难，街道、乡镇以及村 / 社区图书室则更不必论。

由于不同国家的财政投入 / 保障制度差异巨大，因此

某些国家用以突破困难的有效举措在其他一些国家便很难

推行。国外许多基层图书馆在面临经费不足问题时提出的

举措，在我国受限于观念、环境、机制等方面条件，其可借

鉴性一直比较有限，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图书馆

募捐、拍卖等灵活的资金筹集方式 [43]。更深一层来说，在

对国外经验的借鉴过程中，业界和学界大多数时候关注“管

理机制”或“服务模式”，但某些机制、模式其实依赖于背

后的财政乃至政治制度，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意识到这

种深层次的差异，“理解基层运作的基本制度”，才能判断

哪些举措值得借鉴、可以借鉴。

2.2    基层图书馆缺乏独立建制

缺乏独立建制是中国基层图书馆的一项重要特征。县

（区）级图书馆是具有独立建制的最低一级图书馆，但近年部

分县区级区域也在探索公共文化机构融合发展，将县级图书

馆与其他机构合并作为一个可能的改革方向：如武汉东湖高

新区图书馆与其他综合性文化场馆“六馆合一”，“适度融合”

建设光谷文化中心 [44] ；山东省沂南县将图书馆与档案馆等场

馆功能组织在一起，建设“四馆一中心”的沂南县图书档案

馆 [45]。而县（区）级以下的基层图书馆则一般以“图书室”“读

书室”等形式存在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之中，由于没有独立

建制，这些最贴近“一线用户”的基层图书馆专业性严重不

足、资源短缺，产生了乡镇图书馆的“非公共图书馆化”[46] 等

问题，甚至由于缺乏专门、独立的统计数据，让我们难以真正

摸清其发展状况。也正是由于缺乏独立建制，才出现了第二

章中谈及的“无法直接借鉴、只有间接影响”的独特现象。

2.3    文化话语与信息话语的冲突

在全球范围内，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和定位有所不同。

尽管普遍认为公共图书馆具有信息机构、文化机构、社交

中心、阅读基地等多重属性，但侧重点往往有所不同。例

如，较多欧美国家会更重视公共图书馆作为“信息中心”[47]

和信息接入点的特质，从信息视域、数字鸿沟角度探讨其

存在价值。相比之下，我国《图书馆法》第二条则明确规定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设施”[48]，比较重视其文化特质。

针对这一问题，于良芝教授多年前便指出，“公共图书馆事

业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战略，是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中国特色’最鲜明、最突出的体现”，作为图书馆

事业的关键一环，中国基层图书馆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与世

界公共图书馆话语迥然不同的中国基层公共文化话语 [49]。

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就是，图书馆事业往往是本土化的，

必须适应本土政治框架与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部

分基层经验也未必适用于中国本土。

2.4    快速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需求

最后也是最需要关注的，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着“来自

经济转型发展、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技术进步、财富

差距扩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和中西方文明冲突、社会

诉求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多样化、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化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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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挑战”[50]。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一些独特问题，与世

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这使得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的核心

关怀本就有所不同。

在此基础上，与大型、城市图书馆相比，基层图书馆更

加深刻地嵌入于中国的地方语境之中，需要优先面对和响应

乡土社会面临的重点问题。基于 2020 年的人均 GDP，中国

最富裕的县级行政区江苏省昆山市（400 783 元）是另一个极

端甘肃省广河县（5 927 元）的近 68 倍 [51]，二者所面临的情

况自然天差地别，两地的基层图书馆也自有其截然不同的使

命。上述种种，使得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时候，无法一概

而论，而必须甄别和考察借鉴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与我

们存在雷同之处，因地制宜、批判性地引入先行经验。

3 结论与建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图书馆事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一环，仍然需要充分吸纳国际经验，

积极开展交流互鉴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在学习和采纳

的过程中，也需要建立科学、批判的审视眼光。只有立足

中国本土状况和本土需求，所谓的“经验吸纳”才具有落地

的可能性，不至于“水土不服”。基于对问题（1）到（3）的

回顾和分析，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试图讨论问题（4），即如

何更好地吸纳世界基层图书馆经验？

3.1    以我为本，立足我国基层实际需求

正如笔者所反复强调的，“基层图书馆首先位于基层，

然后才是一个图书馆”[52]，在吸收引进基层图书馆发展的

世界经验时，必须从基层的实际出发，将其置于我国特定

的基层社会背景中审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根据《中

国县域统计年鉴 2021（县市卷）》，中国县级行政区的平均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 4360 平方公里，相当于 6 个新加坡

（719 平方公里），平均户籍人口 49.5 万人，略多于澳大利

亚首都堪培拉（45 万）[53]——仅仅从这些数字出发，很多

中国的基层图书馆（尤其是县、区级图书馆）或许应当把

某些国家的市级图书馆视为对标和借鉴对象，但与此同时，

基层图书馆确乎缺乏市级图书馆的独立财政支撑，绝不可

实行“拿来主义”。中国基层图书馆必须先立足自身需求，

有所选择地对他国成功经验进行吸收创新，分析相关经验

的契合度和适用度，方可量体裁衣、因地制宜。

3.2    进入情景，深入理解他国经验背景

在看待他国图书馆发展经验时，不能仅仅把图书馆当

作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应当致力于深刻理解图书馆所处的

社会背景，将国际经验置于特定国家的具体环境中。上文

业已提及，社会捐赠是美国图书馆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这

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法制环境对相关捐赠的鼓励，而中国

有着与之差异很大的法律框架 [54]。又如，本专栏中介绍的

新加坡基层图书馆，基于“知识与知识经济国家”的国家定

位，格外强调知识信息服务，其经验或能对北上广深等发达

城市的基层图书馆建设有所启发，但对欠发达的地区则未

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未来，我们要把以前只是聚

焦于发达国家的眼光拓展开来，特别要关注“全球南方”或

欠发达地区的一些特色经验，例如肯尼亚通过国家与地区

共建、设立集装箱图书馆、骆驼图书馆等流动形式图书馆，

在经济状况恶化的环境下以最低成本实现对基层的服务保

障，就颇有参考价值 [55]。概言之，在吸收国外基层图书馆

发展经验时，需要关注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

洞察图书馆在何种环境下能够取得成功并发挥作用。

3.3    深耕领域，促进基层图书馆专业化

“自 19 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一直

建立在由职业思想（职业理念）、理论和技术构成的专业知

识体系之上”[56]，专业化始终是图书馆持续发展的基石，

对于基层图书馆而言同样如此。但是，我们不能空谈“专

业化”，专业化是要人力、资源以及各方面条件支撑的。在

基层财政资源紧张的大背景下，尽力保证基层图书馆的专

业性，需要依赖专业共同体的支持。在本专栏后续的文章

中，将介绍韩国小型图书馆的经验——通过选拔和管理巡

回图书馆员团队，辅助基层图书馆提高管理和服务专业性，

促进基层图书馆的发展。这种方式与总分馆制的思路是类

似的，即将缺乏资源投入条件、超越基层图书馆服务范围

和服务能力的建设责任上移，让基层图书馆人得以聚焦特

定领域，实现一定程度的专业发展。

3.4    持之以恒，建立图书馆的长期主义

可持续性是图书馆事业走向成熟的关键标志。此前很

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基层图书馆设施在周而复始的建设高

潮中不断昙花一现 [57]。作为对比，发达国家的基层图书馆

最值得称道之处，其实在于其运营和服务的长期延续性，

许多小型图书馆有着超过百年的服务历史，它们不仅满足

了一代代人的需求，更保留了本地历史、促进了文化认同。

例如 1608 年成立的诺维奇公共图书馆是英国最早的城镇

图书馆（town libraries）之一，在其成立后的三百年间，以

藏书和纸质记录的方式连续地保留了当地的文学、艺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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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持续为促进当地的文化和教育做出积极贡献 [58]。

从这个角度来看，2023 年 9 月文旅部发布的《关于持之以

恒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中，“持之

以恒”“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等表述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和

深思 [59]。图书馆人应该成为长期主义者，我们需要想明白：

有什么能够穿过历史的长河，有什么只是一时喧嚣。

（来稿时间：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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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level libraries in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reference and learn from global 

precedents. However, compared to urban and large libraries, primary-level libraries face unique challenges in adopt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global primary-level library experiences within China's library 

communit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s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n local developments, and discusses considerations for better 

integration of global insight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mary-level libraries in China. These considerations include: 

focusing on the actual needs of China's primary-level libraries,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rimary-level libraries, and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vision for libra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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