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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美国图书馆参与公共政策新思维∗ ∗

　 ———以“政策革命计划”为切入点

朱华顺

摘　 要　 转型升级是全球图书馆的共同发展趋势。 美国图书馆以公共政策为突破口，从国家决策者和

社会影响者的视角构建未来发展优先事项，确立了以政策变革提升社会公益、以服务切入国家发展战

略的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新思维，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系列活动。 这种新思维对于我国图书馆的启示

有：功能重置，服务外延；跨界创新，培育新型馆员。 表 ２。 参考文献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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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社会信息环境的急剧演变促使全球图书馆

共同谋求转型发展。 转型既是图书馆应对新型

信息技术环境与用户需求的策略选择，同时也是

图书馆作为一个“生长中的有机体” ［１］ 寻求持续

生长进而不断进化的自然结果。 有机体的进化

与发展是一个缓慢、持续、渐进的过程，故而图书

馆转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升级变革的过程，其
中既涉及组织机构、业务工作等实操层面，也涵

盖精神文化、价值信仰等深层内涵。
在实操层面，我国图书馆界开展转型实践较

早。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自 １９８５ 年起开始使用“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这一名称并于 ２００１ 年启

动“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ＣＳＤＬ）项目，通过对

其在武汉、成都、兰州等地的分馆进行集中化改

造，打造“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新的文献情报服

务模式” ［２］ ；１９９５ 年，原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合为一体；２００９ 年，浙江大学图书

馆、网络与信息中心同样合二为一，组建成“图书

与信息中心”。 理论层面，我国学者自 ２０１０ 年以

后开始较多地关注图书馆转型，研究成果多见于

宏观层面的论述，图书馆为何转型［３，４］ 、国外图书

馆转型案例研究［４－７］ 、图书馆转型风险［８］ 等，虽对

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缺

乏具体路径的构建［９］ 。 而美国图书馆界以强化

公共政策倡导能力为切入点来谋求转型路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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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嵌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并以此为契

机深化与国家决策者和社会影响者的交流与互

动，增强图书馆的公共政策倡导能力，进而参与

国家公共政策决策，推动社会公益最大化。

２　 “政策革命计划”相关内容

鉴于国家决策者和社会影响者对图书馆的

认知 存 在 着 显 著 滞 后 性， 美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信息技术政

策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ＩＴＰ） 与 比 尔 · 梅 琳 达 盖 茨 基 金 会 （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共同发

起 了 “ 政 策 革 命 计 划 ” （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 ［１０］ 。 该计划旨在从国家决策者和

社会影响者的视角审视并构建图书馆优先发展

事项，并以此为指导开展相应活动以强化决策者

与影响者对图书馆价值的认知。 同时，以系列活

动的开展为契机，深化与决策者、影响者的交流

与合作，提升图书馆的公共政策倡导能力。 其中，
决策者包括联邦政府官员、信息及技术行业公司

高管、非营利组织领袖；影响者包含媒体从业者、
研究人员、学会 ／协会领袖、图书馆拥护者［１１］ 。

“政策革命计划”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决策

者和影响者在未来最为关注的图书馆优先发展

事项”以及“如何让其知晓并且支持图书馆的优

先发展事项”。 为此，ＡＬＡ 于 ２０１５ 年召集 １８ 名来

自图书馆、教育机构、慈善基金会、律师事务所等

机构的专家学者成立图书馆咨询委员会（Ｔｈ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ＬＡＣ），共同商讨 ＰＲＩ 的
目标与步骤。 在系列头脑风暴之后，ＬＡＣ 于当年

确定了 ＰＲＩ 近三年的两大目标及其具体步骤：
（１）开展前期调研，完成研究报告并以此为基础

规划并制定“图书馆公共政策议程”，确定图书馆

未来发展的优先事项；（２）根据优先发展事项启

动并深化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与合作，提升图书

馆的公共政策倡导能力［１２］ 。

２ １　 《趋势报告———激流世界的快照》
为更好地筹划和制定公共政策议程，ＡＬＡ 首

先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全美各类型图书馆

及其利益相关者中广泛征求意见，并最终完成了

一份长达 ９１ 页的研究报告《趋势报告———激流

世界 的 快 照 》 （ Ｔｒｅｎｄ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 ｏｆ ａ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ＴＲ）。 该报告分析了影响图书馆

未来发展的十大新兴趋势以及其带来的挑战与

影响，旨在帮助美国图书馆界及其利益相关者顺

应并 利 用 新 兴 趋 势， 制 定 图 书 馆 公 共 政 策

议程［１３］ 。
近年来，关于“图书馆的未来”的争论越发激

烈，然而多数争论均局限于图书馆领域，ＴＲ 尝试

突破图书馆领域的局限，以更大的视野来审视

“图书馆之外”的领域内新兴趋势及其对图书馆

的潜在影响。 这些新兴趋势主要分布于信息技

术、信息机构、信息使用及消费、全球化、生态环

境、人口、经济、财政、教育、工作等十大领域。 其

中，前 ３ 个领域内的新兴趋势与图书馆及其运营

生态体系密切相关，后 ７ 个领域则对图书馆服务

对象产生深刻影响。
２ １ １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兼具破坏性

技术革命向来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在为社

会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破坏。 作为

新技术革命尖端技术之一的信息技术，继承了技

术革命的双重属性：在催生了自动驾驶、物联网、
远程治疗等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行业的同

时也带来了数字超载、数字鸿沟、网络安全等

问题。
概括而言，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新兴趋势集中

体现为如下 ３ 个方面：（１）数字技术。 移动数字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催生多个领域内的革新并带

来物理与数字相结合的全新体验；大数据技术将

在多个行业中实现新的应用、服务及突破；物联网

技术，尤其是嵌入式传感器技术方兴未艾；（２）人
机交互。 电脑更趋人性化，人类与其互动将更加

自然；高级人工智能将逐渐脱离人机协作，机器将

有望变得与人类一样“聪明”；计算机算法正逐步

塑造人类的信息环境，并且有朝一日可能会脱离

人类管控；（３）网络架构。 新一代网络架构将更

加注重网络安全，提升可扩展性以应对新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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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未来发展存在着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地域

差异性，互联网治理、国家政策、网络安全、用户隐

私等将是影响互联网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由此给图书馆带来的思考是：（１）图书馆如

何利用上述新兴信息技术及其催生的服务与应

用，诸如隐私保护、知识自由等传统图书馆价值

观在新兴信息技术背景之下如何彰显；（２）人机

交互技术的演进将如何重塑用户的图书馆体验，
在技术应用、信息获取、数字素养等领域图书馆

如何利用新兴的计算机算法，如何利用超高速互

联网提升图书馆服务；（３）人工智能在未来图书

馆工作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培育新型馆

员以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
２ １ ２　 信息机构：协同创新

对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而言，在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下三者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并有望通过协作实现规模化、创新性发展。 美国

数字公共图书馆（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ＤＰＬＡ）致力于整合全美各地的图书馆、档
案馆、博物馆以及其他公益性文化组织的数字资

源，并在其平台上提供元数据目录及详实内容链

接。 自 ２０１３ 年成立至今，ＤＰＬＡ 已编制了超过

１６００ 万个元数据，内容涵盖全美 ２３００ 多家公益

性文化组织的书籍、手稿、照片、影音资料等数字

资源，并提供免费开放［１４］ 。 与此同时，ＤＰＬＡ 还

开展了知识产权、数字资源存储、电子图书等主

题项目，获得了《时代》杂志最佳网站、美国人文

学科研究资助委员会最佳项目、美国图书馆学会

最佳教学与学习网站、最佳 ＡＰＰ 应用等多项

荣誉［１４］ 。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共同面临的新兴趋

势及挑战主要有：（１）新型竞争对手。 以 Ａｍａｚｏｎ、
Ｇｏｏｇｌ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为代表的商业公司正

在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组织

构成日益强大的威胁。 （２）数字版权与许可。 未

来用户使用智能手机即可快速扫描、复印并上传

图书馆资源，图书馆需面对用户分布式、零散式

数字盗版，即“游击数字化”。 （３）信息泛滥。 技

术的演进加剧了信息流通的速度和广度，由此也

带来了信息泛滥。
这些新兴趋势引发图书馆界的新思考：

（１）商业公司能否提供比图书馆更高效、持久的

服务，与之相比，图书馆的优势是什么，如何实现

图书馆服务创新，如何建设图书馆品牌；（２）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如何相互协作应对数字时代所

带来的数字版权、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信息泛滥等

挑战。
２ １ ３　 信息使用与消费：驱动力量与制约因素

并存

信息技术的演进、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移动智

能终端设备的普遍使用共同驱动着用户信息使

用行为的集体转变。 与此同时，网络安全、用户隐

私、数字鸿沟、数字超载等因素却制约着这种转变

趋势的深化与发展。 可以说，在信息使用与消费

的发展趋势中，驱动力量与制约因素并存。
该领域内主要的新兴趋势及挑战有：（１）虚

拟、现实体验相融合。 线上、线下体验的边界正逐

渐消失，二者呈现出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之势；
（２）数字鸿沟与数字超载。 基于信息与技术使用

能力的差异而衍生的新型数字鸿沟正逐渐浮现。
与此同时，数字超载及其引发的数字上瘾、健康隐

患等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３）隐私与

监控。 数据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由此带来了用户

数据保护与国家安全防范二者关系平衡的新

挑战。
上述趋势给图书馆界带来的思考是：（１）与

虚拟网络平台相比，图书馆的优势是什么，如何实

现虚拟与现实体验相结合；（２）面对新型数字鸿

沟图书馆可否有所作为，如何提升数字素养教育

以帮助用户减少数字超载；（３）随着图书馆移动

服务的增加，如何平衡好用户隐私保护和用户数

据利用二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全球化、生态环境、人口、经济、财政、教

育、工作领域内的新兴趋势与图书馆服务密切相

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图书馆未来的发展。
例如，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图书馆如何应对其所带

来的人口流动、网络安全、数据隐私等问题，在可

持续发展渐成全球共识时图书馆应该如何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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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展计划，面对人口基数逐渐

增大且呈现老龄化、多元化、区域化发展趋势图

书馆如何应对，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图

书馆如何在帮助弱势群体、缓解贫富差距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公共财政预算日渐紧缩时图书馆

如何应对其所带来的诸如经费短缺、设施老化等

一系列负面影响，图书馆如何应对教育领域内自

主化、协作式、终生制的学习趋势，人工智能的飞

速发展下图书馆如何在提升新型工作技能与培

育新型商业模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分析十大领域内的新兴趋势，ＡＬＡ 希望

藉此引发美国图书馆界的思考与讨论，即：（１）上
述趋势对于图书馆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２）图

书馆的角色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３）图书

馆的竞争优势是什么；（４）谁是图书馆未来的竞

争对手；（５）如何制定图书馆公共政策议程。

２ ２　 “图书馆公共政策议程”
ＴＲ 发布之后，ＡＬＡ 广泛征求多方意见并及

时对报告进行补充与修订。 以此为基础，ＡＬＡ 于

２０１５ 年仲冬年会上正式公布了“图书馆公共政策

议程”。 议程涵盖“提升社会公益”与“推进国家

发展”两大主题，前者集中于数字版权、数字图书

馆、隐私保护等领域，后者包括教育与学习、就业

与创业、健康与保健等内容［１５］ 。
２ ２ １　 以政策变革推动社会公益最大化

为应对十大新兴趋势带来的挑战，ＡＬＡ 认为

美国图书馆界的公共政策议程应从如下 ７ 个方面

进行政策变革，以持续推动社会公益最大化：
（１）号召各级组织机构、基金会对图书馆进行资

助；（２）参与推进著作权公有领域权益保障，寻求

权利许可与限制之间的平衡；同时，持续开发并

推广适合阅读障碍症、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

的数字资源，推进社会数字融合；（３）协同创建覆

盖全国的数字图书馆，实现数字资源共享；（４）保
护新型用户隐私———个人数据与信息，倡导立

法、司法、行政领域内对新型用户隐私的保护；同
时，增强数字素养教育，强化公众保护个人数字

隐私的意识；（５）持续倡导并促进用户平等获取

与有效利用宽带网络；（６）整合分散于各级政府

机构中的图书馆及其相关组织机构的资源与政

治影响力，实现协同发展；（７）构建新型图书馆组

织结构及岗位体系，培育新型馆员，以应对新兴信

息技术之挑战。
２ ２ ２　 以服务切入国家发展战略

在一个人口多元化的移民国家中，图书馆扮

演着“均衡器”的作用。 不同种族、背景、宗教信

仰的人都可以在图书馆里自由而平等地获取生

活、学习、工作所需的各种资源及服务，而公共资

源及服务的平等获取正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础

与前提。 与此同时，透过其所提供的资源及服务，
美国图书馆界一以贯之地倡导与捍卫知识自由、
开放交流、隐私保护、信息公开等价值观，深化并

升华了社会平等、开放、机遇共享等传统民主价值

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书馆是“无形”的国家

基础设施———民主社会的基础架构：在提供普遍

均等知识服务的同时，传播平等、开放、共享的民

主理念。 由此来看，增加对图书馆的投资，即是逐

步夯实社会民主基石并创造新机遇的过程。 概括

而言，教育与学习、就业与创业、健康与保健、政府

服务与政务信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 ５ 大服务

主题与美国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是图书馆服

务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切入点，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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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图书馆服务切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容与策略

服务主题 内容 策略

教育与学习

在数字素养、慕课（ＭＯＯＣｓ）、早期教育、远程

教育、ＳＴＥＭ 教育、阅读推广等领域持续发挥

重要作用，积极倡导终生学习。

秉承普遍均等的服务理念，通过跨界合作深度参

与该领域的活动并提升能力，增进决策者与影响

者对图书馆在该领域内重要作用的认知。

就业与创业

提供求职信息搜索、工作技能培训等求职就

业援助以及创业资源、技术、人力援助等创业

支持服务。

《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ＷＩＯＡ）将图书馆作为

政府合作伙伴并为其就业培训服务和求职支持计

划提供政府资金资助。 以此为契机，深化与政府

经管部门、商业组织、初创企业的合作，持续提升

服务就业与创业的能力。

健康与保健

协助民众获取健康资讯，提供卫生服务机构

导航，评估身体健康状况，积极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

深化与政府卫生部门、私营医疗机构的合作，协助

其开展医疗普查并创建覆盖全美的医疗信息

系统。

政府服务与

政务信息

持续推进政府系统与法律制度教育、电子政

务、社区治理、政务信息与公共数据公开获取

与利用，积极倡导政务信息公开。

深化与政府在电子政务、大数据领域的合作，加强

免费上网服务与数字素养教育，增进政府与民众

的网上交流与互动。

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

口述历史研究，家庭档案保护，历史资料数字

化及其长期保存。
推动国家数字保存战略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确
定图书馆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

２ ３　 开展系列活动

以“图书馆公共政策议程”为指导，美国图书

馆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作为 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编程学习服务受到美国图书馆界的普

遍重视，如科罗拉多州丹佛公共图书馆（Ｄｅｎ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举办了面向青少年的网页开发主

题夏令营，伊利诺伊州斯科基公共图书馆（Ｓｋｏｋｉ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举办了指导高中生开发 ＡＰＰ 应用

的主题活动日，德克萨斯州鲍威小学（Ｂｏｗｉｅ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图书馆则联合该校 ＳＴＥＭ 课程教

师在图书馆开设了编程学习课程［１６］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ＡＬＡ 联合 Ｇｏｏｇｌｅ 推出 “图书馆编程”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Ｃｏｄｅ， ＬＲＣ）项目，调查并推动

图书馆支持青少年编程学习服务。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白宫将 ＡＬＡ 纳入“全民编程” （ＣＳ ｆｏｒ Ａｌｌ）计

划合作伙伴，该计划旨在保障并为全美学生提供

在数字时代学习计算机科学技能的平等机会［１７］ 。
ＬＲＣ 项目和“ＣＳ ｆｏｒ Ａｌｌ”计划是图书馆以服务切

入国家发展战略的生动诠释：既顺应了新时期教

育领域自主化、协作式的学习发展趋势，同时无

缝对接了政府在教育领域的顶层设计。

与此类似，２０１５年 ７月，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ＵＤ）推出“链接家园”（Ｃｏｎｎｅｃｔ Ｈｏｍｅ， ＣＨ）计划，旨
在为公共住房（美国政府专为低收入者所修建）住
户提供低成本网络宽带接入、数字素养教育、信息

技术 援 助 等 服 务。 公 共 图 书 馆 学 会 （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ＬＡ）为此开发了一个涵盖数

字素养、工作技能、社交媒体等内容且包含 ２１ 个

主题模块的数字素养教育主题网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
ｅａｒｎ ｏｒｇ，并鼓励成员图书馆以此为框架开发应用

程序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１８］ 。 芝加哥公共

图书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在该网站上嵌入

了人机交互界面，用户可创建个人账号进行数字

素养评估、学习计划订制等个性化活动；纳什维尔

公共图书馆（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在 ＣＨ 计划

推出之时即对其所在区域居民进行数字素养基

础培训，并筹划包含“求职就业援助”与“数字素

养提升”等主题的高级培训，高级培训使用的数

字素养在线教育课程由该地区青少年基于 ＮＰＬ
数字媒体实验室设备与技术整合图书馆与网络

资源开发而成；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对其所在区域中被纳入 ＣＨ 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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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３ 以上的家庭进行了网络安全与在线隐私等主

题的数字素养基础培训。 此外，ＡＬＡ 还积极呼吁

在新建及改建的公共住房中安装网络宽带以满

足入驻居民的上网需求。 鉴于图书馆界在 ＣＨ 计

划中的积极作为及其显著成效， ＨＵＤ 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将 ＡＬＡ 及其 ２８ 家成员图书馆纳为该计

划合作伙伴［１９］ 。 “图书馆公共政策议程”的其他

主题活动及内容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图书馆公共政策议程”系列主题活动及主要内容

主题 合作伙伴 活动内容

图书馆系

列白皮书
基层图书馆

相继发布图书馆开展 ＳＴＥＭ 教育［２０］ 、促进早期学习［２１］ 、推动数字授权［２２］ 、创造经

济机遇［２３］ 、支持大众创业［２４］ 、服务退伍军人［２５］ 、开展 ３Ｄ 打印服务［２６］ 的白皮书，
指出图书馆在上述领域内的积极作为及其显著成效，呼吁决策者、影响者深化与图

书馆在上述领域的合作。

图书馆全国

政策大会

消 费 者 技 术 学

会、小 企 业 管 理

局、国会图书馆

召开首次美国图书馆全国政策大会，研讨青少年信息技术教育、推动社区经济发

展、国会图书馆未来走向 ３ 大主题并建议成员图书馆：（１）发挥图书馆“第三空间”
功能，鼓励青少年互联式、协作式、创造性学习；（２）建设图书馆创客空间，为中小微

创业提供技术、人力、资源援助；（３）支持并配合国会图书馆在教育、通信、信息公

开、物联网等领域的积极作为［２７］ 。

民主党、共和

党代表大会

两 党 竞 选 委 员

会、联 邦 通 信 委

员会

（１）成员图书馆及其负责人参会并参与数字融合、ＳＴＥＭ 教育主题讨论并提出建设

性意见［２８］ ；（２）ＡＬＡ 向两党政纲委员会提交白皮书，指出图书馆在推动全美经济

复苏中的重要作用，并对两党在竞选中共同关注的国家基础设施、退伍军人、教育

与学习等议题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２９］ ；（３）举办系列研讨会，为成员图书馆参政

议政提供策略指导［３０］ 。

数字合

理使用
律师事务所

举办合理使用原则司法解释研讨会，讨论数字版权合理使用最新进展，确认图书馆

合理使用合法性的同时探讨图书馆和著作者之间的分歧［３１］ 。

３　 思考与启示

图书馆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并将其服务切入

国家发展战略中，在推动国家发展的同时提升图

书馆的公共政策倡导与协同决策能力，是转型时

期美国图书馆界的公共政策新思维。 这种思维

的背后，是新时期美国民众对图书馆价值认知的

转变：越来越多的民众视图书馆为服务社会公众

的场所，有利于他们应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

及社会转型变革所带来的冲击。 ＰＲＩ 尝试将图书

馆建设成对接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公

共空间，进而推动社会公益最大化，这为同样处

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图书馆界提供了可借鉴的发

展视角。

３ １　 功能重置，服务外延

作为社会民主的基石，图书馆在美国民众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学习、交流、分享新知

识、新思想、新技术的开放空间，又是参与社区事

务进而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２０１５ 年，皮尤研究

中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的调研报告《站在十

字路口的图书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显

示［３２］ ，公众认为关闭图书馆将对其社区与家庭产

生重大影响。 其中，６５％的受访者认为此举将对

其社区产生重大影响，３２％认为将对其家庭产生

重大影响。 图书馆长期坚持以公益性、均等化、无

差别的理念服务社会公众，赢得了公众的认可与

支持，这份认可与支持继而持续鼓励其改革创新。

在创新服务与积极反馈的良性互动中，图书馆逐

渐嵌入公众生活，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 社会信息环境的演变改变了图书馆服务的内

容与方式，但却没有改变图书馆服务的精神内核，

即图书馆长期坚持与捍卫的平等、多样、包容等核

心价值观，这是美国图书馆历久弥新的深层原因

所在。 无论如何转型，图书馆都必须坚守核心价

值观，坚持以服务公众为己任，这是图书馆立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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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的根基，也是图书馆转型升级的基础与前

提。 基于此，我国图书馆界可从如下 ２ 个方面重

置图书馆功能、延伸图书馆服务：
（１）促进教育发展，建设社会公共空间。
当前，图书馆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而独立存

在的核心是其信息资源保障能力，故而在功能重

置过程中，应发挥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势，强化

教育职能应当被置于基础及首要位置。 多数民

众视图书馆为教育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视
教育为图书馆的基本职能［３２］ 。 新型信息环境下，
图书馆教育职能已延伸至数字素养、职业技能、
健康素养、政务信息与公开数据等领域，为这些

领域内的新兴知识及技能的学习与实践提供资

源及服务，已成为民众对图书馆教育职能新的

期许。
与此同时，转型图书馆空间并赋予其新职

能，已是业界共识与大势所趋。 未来的图书馆将

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知识、思想、公民意见的

交流地，即“第三空间”：民众用以学习知识、分享

创意、交换公民意见的开放场所。 近年来，ＡＬＡ
不断强化图书馆推动公民参与、增进社区和谐、
促进社会融合的新职能。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开展的

“图书馆改造社区”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ＬＴＣ）运动，鼓励图书馆关注社区事务并

参与社区改造，取得了积极成效。 图书馆的公信

力、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成为社区中心，图书馆

馆长成为社区领袖［３３］ 。 将视线延伸至社区，协助

解决社区事务，将图书馆打造成社区中心，是我

国图书馆建设社会公共空间的切入点。
（２）对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嵌入社会公共

服务体系。
在新思维指导下，ＡＬＡ 积极倡导并逐渐强化

图书馆“向外转” （Ｔｕｒｉｎｇ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ＴＯ）———一种

关注外部力量、强调协作的新型工作思维。 传统

图书 馆 工 作 思 维 关 注 图 书 馆 需 求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ｅｄｓ），ＴＯ 则突破图书馆的局限，以社区 ／社会需

求（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ｅｄｓ）为导向，以社区 ／社会事务

为中心开展工作［３４］ 。 在 ＬＴＣ 运动中，图书馆通过

访谈了解社区居民的社区愿景并举办相应活动

助其实现目标。 ＰＲＩ 既是 ＴＯ 思维的产物，同时又

延伸并扩展了 ＴＯ———将图书馆的视线延伸至社

会公共服务领域：以图书馆核心业务与能力，对接

政府在教育、就业、医疗、政务、历史文化遗产等领

域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并以此为契机更为广泛

地介入社会公共事务。
这种新型工作思维在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

革的历史背景中无疑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ＴＯ 所

倡导的图书馆“向外转”，即将图书馆的关注视线

延伸至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与我国当前“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做法是趋于一致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

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

组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创新公共

服务供给模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次、
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关于

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

意见》指出：“到 ２０２０ 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

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
首次将公共图书馆的运营管理纳入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指导性目录。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第四条指出：“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第四十五条

指出：“国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 ，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给

予扶持。”
在我国，图书馆属于事业单位编制，这意味着

在系列新政之下，图书馆既可以是购买主体，也可

以是被购买方。 无论以何种身份参与其中，都对

图书馆转型升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以购买主体

介入，意味着图书馆可以选择社会力量辅助完善

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从而创新图书馆管理机制；以
被购买方介入，则意味着图书馆必须在与其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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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的竞争中创新服务机制方可赢取政府的

青睐。

３ ２　 跨界创新，培育新型馆员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低成本

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

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力” ［３５］ 。 科技创新，总是伴随着对知识信息的强

烈需求，而图书馆知识信息中心的功能属性，天
然具有跨界合作的特质。 通过跨界合作，融汇不

同领域的资源与要素，实现协同创新。 我国图书

馆已有与咖啡店、读书网站的跨界合作，也有与

移动媒体在图书借阅、阅读推广、移动服务等领

域的跨界合作［３６］ 。 以“图书馆公共政策议程”实
践经验为指导，于图书馆现有服务与国家发展战

略之中寻求交集，并以此为契机深化与政府机

构、社会组织在教育、就业、医疗、政务、历史文化

遗产等领域的合作，以形成新型核心业务，服务

科技创新，是我国图书馆实现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１）以创业支持、古籍保护为突破口实现跨

界创新。
作为以服务切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领域，

创业支持服务在美国图书馆界开展得如火如荼。
２０１３ 年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总计已有超过 １０００
家图书馆提供创客空间服务［３７］ 。 此外，９５％的美

国公共图书馆拥有经济或劳动力服务项目，这其

中又有 ５０％的图书馆提供创业及小企业发展服

务［３８］ 。 图书馆与大众创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

在契合。 图书馆的广泛分布性、服务普遍均等化、
公益性深度契合大众创业的草根性、开放性、平
等性等特征。 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存储与组织中

心，图书馆在满足创业者创新知识需求之余可为

其创业团队协同创新提供知识共享机制保障。
依托信息资源，开展创客空间建设、创业资源及

工具供给、创新平台建设、创客文化推介、创新精

神培育等主题活动，是图书馆以创业支持为服务

主题切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此外，作为极具潜力的新兴领域，数字人文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展迅猛，目前已应用于考

古、历史文物重现、古籍保护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 我国图书馆界历来有整理典籍的历史传

统，且长期以来开展了传统文献典籍保存保护、整
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在古籍保护、文明传承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数字人文的视角切入古籍

保护的研究与实践，“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

起来”，探索古籍及其蕴含的智慧融入民众生活

并对其生活、学习、工作带来启示的方法与路

径［３９］ ，是我国图书馆界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加
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号召的应

时与创新之举。
（２）培育新型馆员

图书馆转型，最根本的是人的转型。 作为新

思维的实践者，馆员的职业能力直接决定着图书

馆转型的成功与否，新兴趋势对图书馆所构成的

挑战实际上是对馆员职业能力的挑战。 未来图书

馆的工作模式将更加趋向于互动、协作、参与，图
书馆员的角色也将随之呈现出社会化、多元化、综
合性的发展趋势：以用户的目标为导向，组织、调
度、融汇不同要素以帮助用户实现目标［４０］ 。 同

时，图书馆的服务领域将延伸至公共服务、经济发

展、政务管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这对馆

员的工作职责、业务能力、职业素养等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重设图书馆组织结构及岗位体系，预留

与增设新型业务岗位，通过合作交流、教育培训、
职业认证等多种方式提升馆员应对新兴趋势的

能力与素养，是图书馆人力资源转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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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ｏｒｇ ／ ．

１９ Ｌａｒｒａ Ｃｌａｒｋ．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ｓ Ｏｎｅ⁃Ｙｅａｒ Ａｎ⁃
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 ＥＢ／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ｍａｇ⁃
ａｚｉｎｅ．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ｓ ／ ｔｈｅ－ｓｃｏｏｐ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ｈｏｍ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ｅ－ｙｅａｒ－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 ．

２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１－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ｄｆｓ ／ ＯＩＴＰ ＿ Ｂｒｉｅｆ ＿
Ｃｏｄｉｎｇ＿Ｗｅｂ＿０３－３０－１７．ｐｄｆ．

２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ａｂｙｓ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ａｒｌ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１－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ｄ⁃
ｖｏ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ｏｒｇ．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ｃ⁃
ｃｅｓｓ ／ 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ＷＥＢ＿０１－１７－１７．ｐｄｆ．

２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ｃｃｅｓｓ ／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
ｗｅｂ＿０１－１５－１７．ｐｄｆ．

２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
－１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ｏｒｇ．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ｄｆｓ ／ ＡＬＡ － Ｅｃ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Ｄｅｃ２０１６．ｐｄｆ．

２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ｏｒｇ．ｎｅｗ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ＬＡ－Ｓｍａｌｌ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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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ｎｔｒｅｐ－２０１６Ｎｏｖ１０．ｐｄｆ．
２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Ｈｅｌｐ

ａｎｄ Ｈｏｎｏｒ Ｏｕｒ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ｄｆｓ ／ ＯＩＴＰ
－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ｉｅｆ＿Ｖｅｔｅｒａｎｓ＿０３－３１－１７＿ｗｅｂ．ｐｄｆ．

２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ｏｒ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Ｕｎ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２７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Ｗａｐ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Ｌ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ｎｇ：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Ｅｖｅｎｔ Ｓｅｅｋ ｔｏ Ｐｕ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ｅｎｄ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ｓ ／ ｔｈｅ－ｓｃｏｏｐ ／ ａｌａ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ｖｅｎｉｎｇ ／ ．

２８ Ａｌａｎ Ｉｎｏｕｙｅ． Ｄｅａｒ ＲＮＣ ａｎｄ ＤＮ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ｄｅａｒ － ｒｎｃ － ｄｎｃ －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ｐｒｉｏｒｉ⁃
ｔｉｅｓ ／ ．

２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Ｎｏ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ａｄｖｏ⁃
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Ｎｏｔｅ⁃
ＦｏｒＰａｒｔ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Ｊｕｌｙ１２．ｐｄｆ．

３０ Ｊａｚｚｙ Ｗｒｉｇｈｔ．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ｔｏ Ｔａｌｋ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ｔ ２０１６
ＡＬ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
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ｅｘｐｅｒｔｓ－ｔａｌｋ－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ｙｅａｒ－ｏｐｐｏｒｔｕ⁃
ｎｉｔｉｅ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６－ａｌａ－ａｎｎｕａｌ．

３１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Ｗａｐｎｅｒ． ＡＬ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ｐｙ⁃
ｒｉｇｈｔ Ｅｖｅｎｔ “Ｔｏｏ Ｇｏｏｄ ｔｏ Ｂｅ Ｔｒｕｅ”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ａｌ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ｏｆｆｉｃｅ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ｅｖｅｎｔ－ｇｏｏｄ－ｔｒｕｅ ／ ．

３２ Ｊｏｈｎ Ｂ， Ｈｏｒｒｉｇ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Ｎｅｗ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ｅｗ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５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ｃｒｏｓｓ⁃
ｒｏａｄｓ ／ ．

３３ 朱华顺．美国“图书馆改造社区”运动实践及

启示［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７（８）：７９－８４．
３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
１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ｔｏｏｌｓ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ｏｒｇ．ｔｏｏｌ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ＬＴＣ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ｏｒｋｂｏｏｋ
＿ｆｉｎａｌ０１０９１５．ｐｄｆ．

３５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２０１６／ ０５３１／ ｃ６４０９４－２８３９９６６７．
ｈｔｍｌ．

３６ 钟静．目前图书馆跨界合作有哪些新领域？
［Ｎ］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２０１５－０６－１６（１６） ．

３７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Ｗａｐｎ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Ｐｒｏｐｅ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ＬＡ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３８ Ｂｅｒｔ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ｕｍｄ．ｅｄｕ ／ ．

３９ 韩永进．变革与创新———关于中国图书馆事

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６
（８）：７－１２．

４０ 庞桂娟．《 ＩＭＬＳ 焦点：学习在图书馆》报告解

读及思考［Ｊ］ ．图书馆，２０１６（３）：２８－３２．

（朱华顺　 馆员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３１

２２

·政策与法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