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 ２ ０ ． ５

总第１３１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６６ ／ ｊ．ｃｎｋｉ．ｊｎｌｃ．２０２０．０５０５

图书馆文旅融合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储节旺　 夏　 莉

摘　 要　 图书馆文旅融合探索已成为文化事业与旅游事业共生一体化背景下的研究热点。 文章立足

于国内外图书馆建设现状，运用文献调查法与案例分析法对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完善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多维度服务支持、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品牌创建、充分发挥社会多方主

体的积极性等解决对策。 图 ２。 参考文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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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对社会发展方向

起着引领作用。 发展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精神需求，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手段；而
文化旅游同样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是旅游产

业、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１］ 。 近

年来，文旅融合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了新

引擎、新动力，并已经形成图书馆创新发展新优

势。 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完善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为文旅融合发展指

明了方向。 推进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既是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也
是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 本文基于国内

外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现状，针对当前图书馆文

旅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文

旅融合背景下我国图书馆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提

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提供建设思路。

２　 国内外图书馆文旅融合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图书馆文化旅游发展的研究重在

宏观层面和定量分析。 文化旅游在过去几年间呈

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从宏观层面上看，文旅融合对

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能够提升城市

竞争力［２］ ，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做出贡献［３］ ；同

时，文化事业与旅游事业的融合发展应具有持久

性，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欠缺［４］ 是图书馆文旅

融合理念与实践研究的一大不足之处。 在定量分

析中，部分学者多从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影响

因素角度开展研究。 Ｓｕｎｇ Ｊａｅ Ｐａｒｋ［５］ 通过用户研

究，提出距离会影响游客进入公共图书馆的机会，

但该研究中的数据收集质量不高、范围较为狭窄，

不具有普遍适应性。 Ｈａｎ Ｃｈｅｎ 和 Ｉｍｒａｎ Ｒａｈｍａｎ［６］

提出，ＭＴＥ（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难忘的

游览体验）是满足游客对更深层次文化体验需求

的重要因素，通过给用户提供独特、记忆深刻的游

览印象，有助于提高文化体验的深度。 由 ＩＣＴ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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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信息通信技

术）提供的图书馆扩展服务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存

在一定潜力，Ｋｓｅｎｉｊａ Ｔｏｋｉ 等亦指出信息服务功能

在促进文旅融合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利用 ＩＣＴｓ 能

够更好地满足信息时代的用户需求［７，８］ 。
国内学者在早期研究中提出，图书馆文旅融

合存在凝视角度缺乏多样性、主观性策略建议过

多、研究主体不明等局限［９］ ，经过近年的发展，学
界主要从实践对策和案例分析的中观层面对图

书馆文旅融合进行相关研究。 在实践对策方面，
有学者提出诸多建议，如图书馆与酒店、旅行社、
互联网之间的协同合作［１０］ ，打造文化旅游 ＩＰ［１１］ ，
图书馆与景区合作、拓展旅游服务功能［１２］ 等。 任

何对策的实施从客观上要求一定的思想指导作

为保障，进行图书馆文化旅游实践首先要明确图

书馆的当代使命，在图书馆基本职能上进行创

新。 鄢莹［１３］ 基于建设研学旅游、网红图书馆、民
宿图书馆的文旅融合实践分析，提出未来应在保

证公益性和基本服务的基础上推动图书馆文旅

融合。 在案例分析方面，刘凡霆以枣庄市图书馆

为例，从服务模式、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并
举例说明了多种“图书馆＋”的融合路径［１４］ ；徐益

波、毛婕从宁波市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的阵地、

品牌、网络及路线实践出发，提出公共图书馆文

旅融合服务应拓展思路、切入地方文化特色和融

入自身特点［１５］ 。 目前的案例分析虽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文旅融合的可操作性与现实性，但也存

在单一案例研究代表性不足的弊端。 此外，有部

分学者对图书馆文旅融合的价值意义和服务创

新做出研究。 例如，王世伟提出文旅深度融合意

味着要构建新理念、新思路和新途径［１６］ ；高鹏认

为，没有文化理念支撑的旅游就流于形式，没有

旅游的娱乐性文化就会略显枯燥，文旅融合重点

在一个“融”字［１７］ 。
“文旅融合”意味着文化与旅游两大产业需

要进行优势互补、繁荣共生，图书馆作为知识存

储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公共场所，应充分整合文化

资源与旅游资源，以推动形成旅游承载文化、文
化带动旅游发展的良好格局。

３　 国内外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现状

关于国内外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实践情况，下
文主要从图书馆建筑设计、文化宣传、文化特色、
文创产品、便利选址、文旅走读等六个维度进行分

析，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国内外图书馆文旅融合的维度

３ １　 建筑设计成为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基

本出发点
　 　 图书馆是在与社会产生交流互动的前提下

进行文化输出的，图书馆的外在建筑能直观展现

其文化魅力，因此图书馆建筑的设计理念与美感

是开展文化旅游的始发点。
天津滨海图书馆被誉为“滨海之眼”，馆内纯

白色阶梯呈弧形环绕， 寓意 “ 书山有路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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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１８］ ，在建筑构造中融入“书山”元素呈现出设

计美感。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建筑形状、颜色、空间

结构等各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南北两馆以不同风

格形成对比。 上海嘉定图书馆沿袭传统江南水

乡建筑风格，以留白、线条为主，屋顶建造成打开

的书籍形状，充分展现了江南本土特色。 奥地利

国家图书馆被称为“世界最美图书馆”，其精美绝

伦的壁画和巧妙精湛的内部设计吸引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游客评价“仿佛置身于霍格沃茨

学院” ［１９］ 。 丹麦皇家图书馆在外形设计上采取古

典和神秘相融合的视角， 享有 “ 黑钻石” 的美

称［２０］ 。 此外，图书馆的建筑设计不限于整体建造

的形象，局部的建筑特色同样为文旅融合提供了

条件。 ２０１９ 年荷兰“ＬｏｃＨａｌ 图书馆”获得第 １２ 届

ＷＡＦ 世界建筑奖年度建筑大奖（Ｗｏｒｌ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该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奥斯卡” ［２１］ 。

ＬｏｃＨａｌ 图书馆的前身是火车站候车厅，经过改造

设计，保留部分火车元素，如类似火车轮的移动

式餐桌、工业柱贯穿的室内步行街及活动室的

“火车座位”，通过历史元素与现代元素的碰撞设

计，为游客提供趣味性的观赏体验。 圣三一图书

馆以“ｌｏｎｇ ｒｏｏｍ”设计闻名，“ ｌｏｎｇ ｒｏｏｍ”空间以一

系列思想家、哲学家的半身雕塑分隔书架，向游

客展示名人手稿与画卷［２２］ 。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图书馆在建筑设计上

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考量，所塑造的富有

美感和特点的建筑形象能够为图书馆文化旅游

增加吸引力，这是向社会公众传播图书馆文化旅

游观念的起点，也是最简单、有效的文化展现

方式。

３ ２　 网络特别是自媒体是图书馆文化旅

游营销宣传的主要手段
　 　 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传递更多元有效，自媒

体的兴起使社会各个行业领域有了新的发展。
“自媒体”是平民化、自主化的个人媒体或公民媒

体以电子手段向外界传递各种信息的新媒体的

总称，在自媒体背景下图书馆文化旅游的营销热

度持续上升。 “网红” 图书馆的出现一方面得益

于自媒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满足社会文化需

求的必然结果。
天津滨海图书馆在社会各界自媒体上得到

大量关注， ２０１７ 年一位网友发布的滨海图书馆照

片获 ８ 万“点赞”数［２３］ ，这种流量时代下的文化宣

传是进行图书馆文化旅游营销的最新方式。 “杂

书馆” ［２４］ 通过高晓松的“名人效应”在网络上获

得了较高反响，仅在新浪微博上就拥有 １１．８ 万名

粉丝。 基于“杂书馆”的成功经验，２０１８ 年在杭州

创建的“晓书馆”同样吸引了大众的注意，网络上

出现了大量关于“杂书馆”和“晓书馆”的浏览体

验，这种交互式的自媒体宣传为图书馆文旅融合

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与传统宣传手段相比，以自媒体为主的文化

宣传具有独特优势，即借助互联网的渗透效应能

够轻松实现传统宣传难以做到的大范围推广，同
时也增强了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性。 自媒体文化宣

传具有交叉式、扩大式特征，是当前进行图书馆文

化旅游推广的主要方式。

３ ３　 文化特色提炼是图书馆文旅融合的

根本点
　 　 文化特色为文化旅游的跨界融合提供了契

机，是图书馆拥有并且亟需增强的核心竞争力。
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发展使社会大众的精神

追求日益提高，人们的文化需求也随之上升，图书

馆从服务建设和发展中提炼出的文化特色是其

具有的独特属性，对文旅融合起着决定性作用。
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所具备的文化特色体

现在社会服务上，由嘉定区图书馆及其他社会组

织共同建设的“我嘉书房” 实行 ２４ 小时开馆服

务，每一个“我嘉书房”都结合地区特点和文化需

求呈现差异化，同时还面向社会开展免费文化活

动如剧院演出、烹饪教学等［２５］ 。 中国国家图书馆

开展的文化活动具有显著的文化特色，如通过

ＶＲ 视觉体验区为游客现场复现名人手稿、民国

期刊等。 广东省立图书馆在馆徽设计中融入馆

名、创建时间和岭南建筑特色标志，并将其作为特

色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开发中［２６］ 。 奥地利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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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魅力在于通过巴洛克风格的雕塑、壁画及奢华

装饰营造中世纪宫殿的氛围，从而使读者获得独

特的游览体验与艺术享受。 圣三一图书馆门口

建有爱尔兰国花四叶草的雕塑，馆内存有《爱尔

兰独立宣言》，这些爱尔兰元素作为文化特色丰

富了图书馆的内涵，在增强爱尔兰国民对国家的

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同时向世界宣扬和解读爱尔

兰的历史文化。 大英图书馆开设多元化的特色

展览项目，如“虚镜城市”展会利用科技手段将馆

藏中的历史地图转化为虚拟的城市景观、“声音

展”向读者提供该馆内存储的声音文献档案等，
使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感受人类历史文化。

文化特色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力量，在文旅融

合实践中对各馆的文化特色进行提炼、学习和吸

收，有助于推进图书馆的特色化发展。 以文旅融

合为前瞻性发展方向的图书馆都应具备其自身

的文化特色，并通过文化特色的主心骨作用来支

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３ ４　 文创产品开发成为图书馆文旅融合

的着力点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

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了

“十三五”时期文创产品开发的目标，即“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逐步形成竞争力强、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

产品体系” ［２７］ 。 文创产品不仅是弘扬文化的物质

载体，也是带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已有诸多文创产品问世，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开设线上商店，通过开发馆藏典籍

《永乐大典》《庆赏升平》等提供包含邮品书籍、创
意生活、馆藏系列等多个品类的文化创意产品，
涉猎从丝巾、袜子、香皂等实用性商品到装饰画、
藏书票等艺术性商品［２８］ 。 以馆藏书籍或历史文

物为灵感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如南京图书馆以明代金陵派木刻版画《金陵图

咏》中的情景为设计元素制作文创产品［２９］ ；上海

图书馆将“雅与俗” “文与野” 巧妙融合，在 ２０１９
文博会上以文化创意设计、影视动漫、新闻出版、
ＩＰ 授权及 ＩＰ 衍生品类等多个展台向社会分类呈

现其文创工作成果，其文创产品呈现出多元裂变

的特点，如《妙法莲华经》中的经文以烫金工艺制

作成桌上屏风，而其中的梅花元素则设计成为另

一种丝巾产品［３０］ 。
国外图书馆关于文创产品的开发较为深入和

广泛。 大英图书馆设计出家庭、时尚、美容等多元

化的主题形式，促进了多个经济产业与文化产业

的融合，此外还提供文创产品定制服务，以充分满

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３１］ 。 圣地亚哥公共图书馆

将文创商店定义在“公益性组织体系”的范畴内，
并在文创商品的设计中提倡社会参与和社会互

动［３２］ 。 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其馆舍周围簇拥的樱花

为主题，每年花期推出以樱花为主题的文创用品，
这种类似季节限定的经营方式具有创意性和吸引

力，为我国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思路。
文化产品可以有效地向消费者传递文化信

息，同时创造文化风格，增强消费者对文化的理

解［３３］ ，进行文创产品开发能够创造性地转化馆藏

文化资源、增强图书馆的自我发展能力［３４］ 。 因

此，文创产品开发对图书馆而言具有可行性和必

要性，图书馆文化旅游也需要借助文创产品作为

传播载体和消费牵引。

３ ５　 便利选址是影响图书馆文旅融合的

用户诉求点
　 　 图书馆作为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机构，不仅代

表国家或地方的文化形象，同时要为社会公众提

供知识服务，图书馆便利的地理位置是优化社会

服务的重要因素。 当与旅游产业结合时，图书馆

面向的受众更广、服务功能更宽，选址作为一个重

要考虑因素应纳入文旅融合发展建设思路中。
三联海边图书馆［３４］ 通过塑造“孤独”形象进

行宣传，同时紧靠南戴河景区，实现了图书馆文化

与当地景点的融合。 中国国家图书馆位于北京二

环与三环之间，其便利的交通为较大的来往人流

量提供了基础条件，能够使旅游中“行”的需求得

到更好的满足。 丹麦皇家图书馆建造在运河岸

边，新馆与旧馆相连，为游客节省了来往的通勤和

时间成本。 圣三一图书馆的选址为爱尔兰首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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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市中心，是圣三一学院内的图书馆，四周

公共交通便捷。 圣三一图书馆的位置和中国国

家图书馆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对有旅游需求的游

客和有知识需求的学生十分友好，这种选址值得

未来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加以借鉴。
相对便利的选址能更多地满足游客和社会

公众的需求，这符合图书馆的服务性特征和旅游

产业的便利性要求，对文旅融合发展来说是一个

重要的催化因素。 选择地区中心或交通发达的

位置来延续图书馆文化旅游建设，是从现有实践

探索中总结出的科学经验。

３ ６　 文化走读是图书馆文旅融合凸显的

实践特点
　 　 文旅融合难在“融”字，也发展于“融”字。 为

贯彻文旅融合方针，近年来国内图书馆不断在融

合实践中创新，其中公共文化走读系列活动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和效果，将图书馆文旅融合推

向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阶段。 图书馆文化走读

旨在通过“行走＋解读”的形式，结合具有当地文

化特色的景点、路线或书籍，向读者提供集“读、
游、谈、品、览”为一体的文化服务［３５］ 。

杭州图书馆开办走读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杭
州净慈寺、永福禅寺以及其他主题的人文走读活

动，以多元化、趣味性的走读形式为读者提供立

体化服务［３６，３７］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南京图书馆举

办元旦首场走读活动“走进明城墙”，结合行走实

时实地讲解，使读者获得“室内＋户外”的双重体

验，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和赞赏［３８］ ；为迎合网络

时代的读者需求，南京图书馆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开启

以“走进明城墙”为主题的在线直播走读活动，面
向更广的读者群体提供便捷服务，在社会中引起

了很好的反响［３９］ 。 图书馆文化走读活动不仅是

新时代创新融合理念、打造个性化服务的必然趋

势，更是一项极具发展性的文旅融合实践。 文化

走读中 “走” 对应文旅融合的 “旅”， “读” 对应

“文”，以“走”承载“读”，以“读”升华“走”，精准

突出融合特点。
“走读”更重要的是“读”，重在为书籍中的文

字赋予生命，使文本成为可视化的景观，通过专家

学者对地域文化、自然景观、历史典故或某一本书

的解读和共读，建立丰富多元的阅读感知体系。
文化走读增强了图书馆的可持续性、图书馆与读

者之间的互动性、读者参与的趣味性，其所具有的

公益性也使图书馆充分发挥了社会责任。

４　 我国图书馆文旅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分析
　 　 近年图书馆文化旅游开始受到行业的关注，
我国政府制定了鼓励文旅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
但总体上看图书馆文旅融合观念还未在国内得

到广泛推行，实践上有较大突破的探索也不多见，
其问题表现和深层次的原因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我国图书馆文旅融合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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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文旅融合理论体系尚待完善
理论是实践的基石。 在文化和旅游部的规

划要求和政策指引下，我国各地图书馆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在文化创意产品、
图书馆建筑设计、营销宣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关于图书馆文旅融合的服务创新、实现路

径和案例分析等内容的研究已有所建树。 但当

前研究中也存在相关文献发表数量有限、文献质

量良莠不齐［４０］ 、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等问题，这

对有力支撑图书馆实现文旅融合长期发展远远

不够。 目前我国图书馆处在文旅融合研究工作

的初期阶段，关于融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

性以及文化事业与旅游产业之间关系的分析研

究、图书馆文化旅游融合跨界合作［４０］ 的创新性探

索还不深入，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单一使得图书

馆文旅融合实践难以实现质的跨越，拉长了从起

步阶段到快速发展阶段的时间，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社会文化繁荣发展。 此外，通过对比国

内外文旅融合研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在理论与

实践中存在着重“文化”轻“旅游”的现象，在整个

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中“文化”与“旅游”两方面

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因此其理论基础仍难

以构建系统的理论支撑体系。

４ ２　 文旅融合深度不足

图书馆作为当地文化宣传的重要场所，承担

着围绕游客需求开展服务提供的职责，对发展旅

游业具有重要意义［４１］ 。 提供多元化服务是旅游

行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当图书馆本身

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时，不能仅局限于收藏、提供

当地文献资源等方面的社会服务，而是要扩展到

旅游行业所注重建设的其他方面。 以大英图书

馆为例，作为世界闻名的文化建筑，它不仅在图

书文献的收录方面做到尽善尽美，而且在增强游

客服务体验方面也不断努力。 大英图书馆通过

馆内游览路线设计、休闲活动安排、餐饮服务改

善等多维度打造文旅融合空间，给游客群体留下

了深刻、有别于传统的印象，即图书馆也能在休

闲娱乐方面提供全面的服务支持，并且这种服务

支持不亚于旅游产业中公共服务的建设深度。
１９８７ 年，杨时进先生在《旅游述略》一书中提

出了“行、住、食、游、购、娱” 六要素概念［４２］ 。 图

书馆作为具有旅游性质的开放场所，需要在“交

通”“住宿”“餐饮”“游览” “购物” “娱乐”等方面

均匀分配资源，提高重视。 由于旅游建设中考虑

不周全和执行力度不强，图书馆对公共服务挖掘

不深，建设不足，图书馆文化旅游难以进行深度融

合。 在“住”这一旅游要素上，民宿图书馆为文旅

融合提供了新思路。 民宿图书馆是“图书馆＋住

宿”的一种创新，在民宿内设置图书资源，提供借

阅服务，不仅增加了用户阅读的时间弹性和地点

选择的灵活性，更提供了区别于传统图书馆的文

艺氛围。 但在民宿图书馆之外，目前我国还没有

太多的图书馆旅游能考虑到住宿要素，同时也缺

乏“图书馆 ＋” 融合模式在住宿要素上的创新

形式。
我国部分图书馆为了保护馆藏书籍，不允许

读者自带食品，这是一项有效保护纸质文献的管

理措施，但馆内餐饮服务建设不完善是造成用户

游览时间短暂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书馆在承担起

旅游功能的同时，应该向旅游业看齐，尽量延长游

客游览时间和满足用餐需求。 游览和娱乐是联系

最密切的两个要素，就旅游目的而言，可以说游览

是为了娱乐，但游览又并不只是为了娱乐。 当前

国内大多数图书馆只能单一地提供游览空间而

无游览计划、游览规则、游览体验等方面的考虑，
娱乐活动的开展范围较窄。 另外，文创产品是旅

游产业消费的主要构成要素，图书馆要致力于开

发文化底蕴浓厚的纪念商品，但文创产品缺乏创

新性、大众认可度不高［４３］ 、产品体系尚未形成［４４］

等问题使图书馆文旅融合难以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

４ ３　 文化旅游品牌意识淡薄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品牌项目的

匮乏是阻碍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原因。
Ｓｏｕｔｈｗｏｒｔｈ 等人［４５］ 指出，文化品牌是向消费者传

播文化真实感的重要工具。 ２０１８ 年，中国国家图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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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以“融合文旅特色资源，创新海淀研学发展”
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研学旅游季活动，集自然景

观、科教资源、历史文化为一体设计研学路线，为
学生群体和亲子群体提供专业性强、趣味性强的

游玩体验；徐汇图书馆创建的“汇阅读”品牌文化

走读活动吸引了大量读者，有效推动了文化事业

和旅游事业的融合发展。 但在此类活动开展过

程中，仍存在定位模糊、项目单一及制度管理不

规范等问题［４６］ ，这些问题一方面妨碍了研学旅游

类似项目积极效果的充分发挥以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产生，另一方面，图书馆开办的文化

品牌活动缺少特色与影响力，导致整个图书馆文

旅实践难以创新。
目前图书馆文旅融合建设中，对文化活动品

牌项目的忽视，导致此类项目的执行范围狭窄，
品类单一、缺少文化特色。 当旅游产业缺乏特色

品牌活动时，其开展文化活动项目的长远性和可

持续性相对降低，从统筹的角度看不利于图书馆

文旅融合的长期发展。 图书馆文化旅游活动的

品牌化，更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可与接受，同时也

是巩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打造特色文

化活动项目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缺少这种创新容

易导致图书馆在品牌活动建设上没有太大作为，
也容易出现图书馆文化旅游产业的低融入率。

４ ４　 社会参与程度偏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这种理念在图书馆文旅融合上也应该得到贯彻

实践。 图书馆除了日常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和

利用，没有额外自行组织的功能建设，在图书馆

的选址、空间设计、功能打造上社会群体参与程

度低。 一方面，经济支持不足和资源短缺导致图

书馆在实践文旅融合模式时没有将其作为主要

任务，而是把新型功能作为辅助附加功能。 另一

方面，相比于专业的旅游行业和机构，图书馆文

化旅游的商业化程度更低，更偏向于公益性场

所。 公益性项目的开展如果没有基层群众的支

持和推动，其建设成果未必能够真正满足公众

需求。
国内外图书馆的共同优点是将图书馆打造

的越来越多功能化、现代化和人性化，体现各地区

特有的人文关怀。 但是国内社会公众对图书馆文

旅融合缺少归属感，难以厘清对这种旅游形式的

情感，在有关图书馆文旅融合的意见实施上，基层

公众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当今

时代，人们的旅游不仅是为了放松娱乐、获得愉悦

的感受，更多的是希望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历史

背景和风土人情。 开展文旅融合工作仅靠专业人

员和国家支持是不够的，缺少社会各方的参与往

往意味着缺少某一方面的认同感。

５　 进一步完善我国图书馆文旅融合的

对策
　 　 图书馆文化旅游的发展首先应该获得政府

的大力支持，并嵌入到国家民族和地方文化之中，
这样的融合才是最具有持久发展动力的。 如丹麦

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图书的热爱是支撑

图书馆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将该国的

发展历史、文化特色都深刻赋予在图书馆中，使游

客能够通过游览获得对该国的认识与了解。 在该

前提下，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５ １　 深入文旅融合研究，构建丰富的理论

支撑体系
　 　 为了进一步促进图书馆文旅融合理论发展，
有必要对文旅融合理论进行创新。 图书馆文旅融

合研究工作需要从当前科研成果中不断拓宽深

化，结合扎实、宏观、多维的理论指导，解决现实中

出现的复杂问题。 关于未来图书馆文旅融合理论

研究，笔者有如下两点建议：
（１）图书馆文旅融合理论研究要创新研究方

法，重视“方法论”。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增强定量

研究方法的使用，如问卷调查法。 图书馆作为公

共文化场所，开展的文旅融合事业需要紧密结合

社会基层，深入了解大众需求，通过问卷调研能够

收集大众对图书馆建筑设计、文创产品、文旅走读

等方面的需求和态度，能够为融合实践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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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重视“方法论”，能够为研

究提供宏观全面的理论指导，为文旅融合实践中

的研究出发点、研究主体、研究任务指明方向。
（２）图书馆文旅融合理论研究应具有“中国

特色”。 尽管当前我国图书馆文化旅游融合还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但对于国外的图书馆文旅融合

理论不能完全借鉴。 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

的不同，国外图书馆文旅融合理论不一定适合我

国国情，未来理论研究中要从西方文旅融合理论

经验中去粗取精，在借鉴中改善和创新，从而形

成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具有“中国特色”的

图书馆文旅融合理论体系。

５ ２　 提供多维度服务支持，设计创新性服

务内容
　 　 图书馆服务开发不到位，会影响游玩过程中

的用户体验。 在服务开发建设上，图书馆应主要

围绕服务内容与提供服务的人员展开。
根据上文提到的旅游六要素，从交通上考

虑，图书馆应建设在交通方便、人流量大的地方，
例如市中心、地铁口或公交站台附近，同时在宣

传时加入多条路线导航指南，减少大众获取信息

的成本；从住宿上考虑，“图书馆＋民宿”模式实践

已经取得了现实成效，这种模式中双方投入相对

较小，且互惠互利，值得开发者借鉴［４７］ ；从餐饮上

考虑，图书馆内可以独立建设具有当地风味特色

的餐厅与快餐品牌，满足游客不同用餐需求，这
也使图书馆更接地气；从游览上考虑，馆内布局

设计是重中之重，可以根据图书馆原有内部建筑

进行改造，对文化遗留进行继承和创新。 从购物

上考虑，文创产品是旅游消费的主要对象，图书

馆应对文创产品的种类、质量进行严格把关，通
过与其他产品合作，如护肤品、化妆品，将文化元

素融入外包装［４２］ 。 从娱乐方面考虑，图书馆应为

游客提供娱乐休闲场所，如台球厅、咖啡厅、酒吧

等等，全面打造图书馆内舒适轻松的环境，为游

客提供美而快乐的游玩感受。
除此之外，图书馆应组织具有专业知识的服

务人员，建立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一是加强内

部培养，对现有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
高其服务水平与管理能力；二是开展外部招聘，通
过引入具有新思想、新工作方法的高层次人才，与
现有运行机制进行服务思维碰撞，进而激发出图

书馆文旅融合的新思路。

５ ３　 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品牌创建

文化品牌与文化营销有密切联系，文化品牌

是文化营销的高层次表现。 图书馆文化旅游从客

观上要求形成一系列富有吸引力的文旅融合品

牌项目，通过打造图书馆文旅融合品牌项目能够

放大文化宣传的效果和旅游产业本身的价值。 推

行文旅融合品牌创建，要分析消费群体、明确品牌

定位和制定品牌活动策略。
首先，图书馆文旅活动在对消费者进行职

业、性别和年龄等诸多标准的划分下，应该采取

不同的分析思路与角度，深度剖析游客的目的、
喜好和行为习惯，为精确的品牌定位提供实证

参考。
其次，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品牌定位是基于消

费者需求分析来确定旅游品牌在旅游者心目中

的形象。 对消费者而言，文旅融合品牌应能代表

图书馆自身形象，品牌活动打造需融合消费者的

文化精神需求。 “诗”与“远方”体现了人民对精

神文化的向往，从精神层面取得受众对文化品牌

活动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和

市场效应。 当前国内图书馆文旅品牌创建需要着

重加强休闲娱乐、用户体验、文化底蕴、社会参与

等方面的建设，使“诗” 与“远方” 的实践与理论

落地。
文旅融合品牌活动策略的制定，要遵循以人

为本的原则，设计文化品牌活动，制定营销方案。
在形成理论策略的基础上，应积极实施并注意用

户反馈，在实施中不断改善，进而推进精准化服务

和打造个性化品牌策略。 同时，打造完善公平的

竞争市场，不断推陈出新，将文化品牌活动项目的

质量和创新性摆在首位。 在文旅品牌活动实施步

入正轨后，政府部门应鼓励社会企业投资，引导、
辅助文化活动开展，充分实现图书馆文化旅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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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创新驱动。

５ ４　 充分发挥社会多方主体的积极性
在促进图书馆文旅融合建设上，要坚持“共

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学习“从人民群众中来，
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实现图书馆文旅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图书馆在确定文

旅融合实现路线时，要积极收集社会群体的意见

和建议，针对现有路线的不足提出改进方法，并
以群众需求为核心实现服务的精准化。 此外，由
于政府支持的有限性，图书馆应积极向外界募

资，为其文旅融合提供物质基础。 同时，为了获得

更加稳定长久的经济支持，文旅融合背景下图书

馆需要从公益性出发回报社会，如延长开放时

间、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服务、免费提供传统文化

技术学习（陶艺、戏曲等），使得图书馆在完成文

旅融合使命的同时，将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另一种

形式回馈大众，塑造良好形象，增强社会认可，从
而形成良性循环。 除了征求社会意见和获取社

会资金外，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志愿者招募的形式

吸收更多的社会公众力量，通过考核培训来增强

其专业素养，在建设高素养图书馆人员队伍的同

时也为志愿者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 从战

略意义上来看，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６　 结语

图书馆文旅融合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政策

支持下，逐渐成为近年研究热点。 图书馆与旅游

相融合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与必然性，两者相融既

是文化与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客观需要，也是各自

发展的必然规律。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并非简单

拼凑，在借鉴国外图书馆文旅融合公共经验的基

础上，我国图书馆应结合国情与地区特色，不断

探索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１　 Ｄｕｒｍａｚ，ｅｔ 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ｉｌ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Ｃ］ ．
Ｂｏｇａｚｉｃ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１９－２１．
２　 Ｒｕｘａｎｄｒａ⁃Ｉｒｉｎａ Ｐｏｐｅｓｃｕｅ，Ｒ ｚｖａｎ⁃Ａｎｄｒｅｉ Ｃｏｒｂｏ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ｏｌ
Ｉ”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ｃｈａｒｅｓｔ［ Ｊ］ ．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ｅ Ｓｉ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１１（１７）：８２－９５．

３　 Ｖｉｏｌｅｔａ Ｔｏｓｉｃ，Ｓａｎｊａ Ｌａｚａｒｅｖｉｃ．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ｂｉｏｔｈｅｃ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
ｒｉｎａ ｉｎ Ｅｇｙｐｔ ［ Ｊ］ ． Ｕｔ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７－１１４．

４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Ｌｏａｃｈ，ｅｔ 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７，２３（２）：１８６－１９８．

５　 Ｓｕｎｇ Ｊａｅ Ｐａｒｋ．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ｖｅｌ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 Ｔｅｃｈ． ２０１２，３０（１）：
１５１－１６８．

６　 Ｈａｎ Ｃｈｅｎ，Ｉｍｒａｎ Ｒａｈ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ｏｙａｌｔｙ ［ Ｊ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８ （ ２６ ）：
１５３－１６３．

７ 　 Ｎｗａｃｈｕｋｗｕ Ｖｉｃｔｏｒ Ｎ， ｅｔ 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ｖｉａ ＩＣＴ：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２０１０（１）：１００－１０９．

８　 Ｋｓｅｎｉｊａ Ｔｏｋｉｃ，Ｉｖｏ Ｔｏｋｉｃ．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ｒｏ⁃
ａｔｉａ［ Ｊ］ ． Ｖｊｅｓｎｉｋ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ｋａｒａ Ｈｒｖａｔｓｋｅ，２０１７，６０
（４）：１２５－１４６．

９　 陈川，等．国内图书馆旅游休闲研究回顾与展

望————基于 （ １９８７—２０１６ 年） 的文献分析

［Ｊ］ ．河北科技图苑，２０１７（５）：８４－８５．
１０　 樊咏梅．公共图书馆旅游服务策略研究［ Ｊ］ ．

河北科技图苑，２０１６（１）：２６．
１１　 伍茜．论图书馆在文旅融合时代的使命与创

８４



·管理与服务·

新［Ｊ］ ．新西部，２０１９（２４）：１０９，１０２．
１２　 单红波．公共图书馆与旅游融合的模式与路

径研究［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９（３）：１４２－１４５．
１３　 鄢莹．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典型实践与分

析［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９（１）：１１１－１１４．
１４　 刘凡霆．关于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拓展文旅融

合服务空间的思考———以枣庄市图书馆为例

［Ｊ］ ．人文天下，２０１９（１５）：４４－４８．
１５　 徐益波，毛婕．打造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

“宁波样本”———宁波市图书馆文旅融合服

务实践探析 ［ Ｊ］ ．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２０１９
（９）：１０－１２．

１６　 王世伟．关于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思

考［Ｊ］ ．图书馆，２０１９（２）：１－６．
１７　 高鹏． “图书馆＋民宿”：让文旅融合更亲民

［Ｊ］ ．传播力研究，２０１９（３０）：２０．
１８　 于子涵，陈相营．媒体式图书馆的嬗变与登

陆———兼论天津滨海图书馆［ Ｊ］ ．建筑创作，
２０１８（５）：１５９－１６１．

１９　 走进奥地利国家图书馆［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１－ ２４］ ．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３１６７７２３２９４９３４９４０６＆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２０　 李达，王振军．丹麦黑钻———丹麦皇家图书馆

新馆设计策略浅析 ［ Ｊ］ ． 建筑与文化，２０１６
（７）：５５－６１．

２１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ｄ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２－２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ｃｏｍ．

２２　 小编带你了解爱尔兰最古老的圣三一图书馆

背后 的 故 事 ［ ＥＢ ／ ＯＬ ］ ．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５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２４４８８９３１７＿７７６１７７．

２３　 来滨海看“中国最美图书馆” 周末涌进 １．８ 万

书友［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ｒ． ｃｎ ／ ｔｊ ／ ｚｘｓｔ ／ ｂｈｚｓ ／ ２０１７１１０３ ／ ｔ２０１７１１０３ ＿５２４０
１１１２３．ｓｈｔｍｌ．

２４　 马琳．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红”图书馆营销案

例探究［ Ｊ］ ．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２０１８（７）：
４０－４３．

２５　 黄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实践

与思考———以上海市嘉定区公共图书馆为例

［Ｊ］ ． 图 书 馆 工 作 与 研 究， ２０１９ （ ４）： ７９ －

８３，１０１．
２６　 陈畅．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开发与推广研

究［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７（１１）：７４－７８．
２７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

若干意见［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０７３７６２．ｈｔｍ．

２８　 王毅，林巍．英国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现状及启示［ Ｊ］ ．国家图书馆

学刊，２０１９（２）：１４－２４．
２９　 赵晓红，武莉莉．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研究———以南京图书馆为例［ Ｊ］ ．农业图书

情报学刊，２０１６（１１）：８８－９１．
３０　 融汇古今、交流雅俗，上海图书馆文创竟玩出

这么多新花样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ｓ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ｄ ＝ １９０１２７．

３１　 李平，曾伟忠．英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实践研究 ［ Ｊ］ ． 图书馆学研究， ２０１８ （ １６）：
９７－１０１．

３２　 唐义，路伯言．国外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状况

及对我 国 的 启 示 ［ Ｊ］ ． 图 书 馆， ２０１９ （ ８）：
８３－８８．

３３　 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ｅ⁃
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Ｃ］． Ｔｏ
ｒｏｎｔｏ，ＣＡＮＡＤＡ：１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Ｃ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６（６１７）：１５－２３．

３４　 秦志华，吴政．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建议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２４）：７１－７６．
３５　 中国文明网．“走读徐汇”世界读书日系列活

动 推进全民阅读［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ｎｍｉｎｇ．ｃｎ ／ ｓｙｊｊ ／ ｄｆｃｚ ／ ｓｈ ／ ２０１６０４ ／
ｔ２０１６０４２５＿３３１２３２６．ｓｈｔｍｌ？ ｓｅｅｋｎａｍｅ ＝ ｕ９ｏｂｋ．

３６　 杭州图书馆．文学走读系列活动 ＮＯ．１ 跨湖桥

遗址 博 物 馆 ［ ＥＢ ／ ＯＬ ］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２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ｚｌｉｂ．ｎｅｔ ／ ｈｄｙｇｓｌ ／ ４０３３．ｈｔｍ．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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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杭州图书馆．走读杭州———走读京杭大运河

博物馆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ｚｌｉｂ．ｎｅｔ ／ ｈｄｂｄ ／ ６７９．ｈｔｍ．

３８　 江 苏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文 化 走 读 元 旦 专

场———走 进 明 城 墙 圆 满 举 行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１ ／ ２ ／ ａｒｔ＿６９５＿８８９８７３７．ｈｔｍｌ．

３９　 南京图书馆启动“走近明城墙”文化走读活动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ｑｇｗｈｘｘｌｂ ／ ｊｓ ／ ２０２００５ ／ ｔ２０２００５０９ ＿
８５３１９０．ｈｔｍ．

４０　 周芸熠，等．文旅融合时代下的公共图书馆发

展研究与思考［ 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２０（２）：
２５－３１，２４．

４１　 查炜． 图书馆与旅游融合发展实践及思考

［Ｊ］ ．图书馆，２０２０（２）：４１－４５．
４２　 杨时进．旅游述略［Ｍ］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

社，１９８７：４１－４２．
４３　 王毅，肖烨烨．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品牌化

建设策略［ 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２０（５）：２９ －

３７，２８．
４４　 李超，谢雨．图书馆＋高校合作开发文化创意

产品模式探索［ 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２０（２）：
１１１－１１８．

４５　 Ｓｏｕｔｈｗｏｒｔｈ，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ｕｔｈｅｎ⁃
ｔ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ｂｒ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ｒ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Ｕ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Ｊ］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２８（４）：７２４－７４２．

４６　 芦晓红． 图书馆研学旅行现状和发展研究

［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０（７）：２０－２８．
４７　 张学福．文化旅游背景下的图书馆＋民宿的跨

界合作研究──以重庆市渝中区图书馆为例

［Ｊ］ ．公共图书馆，２０１８（４）：５３－５４．

（储节旺　 教授　 安徽大学图书馆， 夏　 莉　 安

徽大学管理学院 ２０１９ 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

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０３



《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发布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贵州省公共

图书馆条例》，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条例包括总则、设立、运行、服务、法律责任、附则六章，计
５３ 条。

资料来源

１　 通过！ 《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附全文）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９－ ２７］ ．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ｇｚｒｄ．ｇｏｖ．ｃｎ ／ ｇｚｄｔ ／ ｌｆｇｚ ／ ｌｆｊｊ ／ ３５０６０．ｓｈｔｍｌ．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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