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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耦合协调模型应用于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万　 易　 赵　 媛

摘　 要　 要了解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状况，离不开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的度量。
有关图书馆评估的理论及实践虽日趋完善，但仍存在不能体现充分性发展本质、评估系统性欠缺、整体

性不足、动态性有待增强等问题，而将耦合协调模型运用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有助

于克服以上弊端。 文章对耦合协调模型在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评估中的适用性进行深入论证，
基于该模型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内涵，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状况的测度

转换为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子系统、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子系统三者

的耦合协调度测算，以期为图书馆评估提供一种新思路。 图 １。 参考文献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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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经成为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障碍，解决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问题是我国在新时代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存在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其发展也必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 要解决此问题，对其发展的平衡性与充

分性状况进行评价是基础。 鉴于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平衡性与充分性发展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受
篇幅所限，本文仅研究其中的充分性发展评价

问题。
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评价

实际上体现为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

求，以及供需双方所处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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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平衡性充分性发展的法律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８ＡＴＱ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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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程度和匹配状态的度量，而已有的图书馆评

价相关模型（如 ＬｉｂＱＵＡＬ＋、“ ３Ｅ” 绩效评估模型

等）难以胜任，故本文引入耦合协调模型，探究引

入此模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试图为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探寻一种新思路和新

方法，为后续有关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１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内

涵及评价意义

１．１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

内涵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是指图书

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公众的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需求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三者之间有

效匹配的态势。 首先，“有效匹配”原则上是指在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约束下，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具体体

现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及图书馆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三者

之间相互匹配、协调发展的状态。 其次，图书馆公

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应满足的需求不仅指基

本文化需求，也包括更高层次的、对美好文化生

活的需求。 仅能满足基本文化需求的服务，原则

上是不充分的。 再次，充分性发展是相对的，用户

的文化需求也必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

变化。 因此，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也

只能是特定时间段内的相对状态，长远来看，没
有终点，必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用户需求

的变化而变化发展。
上述定义揭示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

性发展的三个重要要素，一是图书馆的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二是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三是经济

发展水平，其相互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内涵

　 　 Ｒ１ 表示经济发展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的相互作用。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决定作用。 实证研究表

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图书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

数量和质量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是图书馆可

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１，２］ 。 具体而言，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决定了某一区域的财政收入水平，而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划拨，
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的绝对值越高［３］ 。 二是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图书馆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将促进社会公众践行终身学习，
提高其信息素养［４，５］ ，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三是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胁迫作用，即不恰当的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损害。 如果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大大超前于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将加重区域的财政负担，对区域经济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 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理

论所言，从长远来看，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远远滞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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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将损害 “ 经济的成

绩” ［６］ 。 因此，充分性发展对 Ｒ１ 的要求便是两个

子系统间相互匹配，避免产生胁迫作用，从而维

持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系统有效运行。
Ｒ２ 表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需求子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是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对需求的决定作用。 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的供给引导着社会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它
为需方提供了消费对象，其水平和方式决定了需

求的水平和方式。 另一方面是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对供给具有促进作用，表现为需求反作

用于供给。 需求的增加和转变将刺激图书馆扩

大公共文化服务规模和改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
最终促进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７］ 。 当图

书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刚好满足需方的需求

时 Ｒ２ 达到最优状态，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系统

将有效运行。 这时，供给的决定作用不会损害社

会公众利用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也不会因为

供给能力超越需求而导致需求对供给的促进作

用无法发挥。 因此，对 Ｒ２ 进行评价便是对供需

双方是否匹配及其匹配程度的度量。
Ｒ３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需求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决定作用。 社会

公众的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层次受其所在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作用过程是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公众的可支配收入和消

费水平，进而影响其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其次是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促进作用。 安彦林、马静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公

共文化服务需求之间的关系呈现倒 Ｕ 形，即当社

会公众的收入水平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公共文化

服务将难以满足其文化需求，他们将更加关注竞

争性、排他性的文化服务［３］ 。 正因如此，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的日益扩大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进
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由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而非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故对

Ｒ３ 进行评价主要侧重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决定作用的度量上。

１．２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

价的意义
　 　 发展的不充分性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之一，对不充分程度进行准确把握无疑是解

决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基础性要求。 单从这点上

看，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状况进行

评价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 而上述图书馆公共文

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丰富内涵则进一步证明了

对其进行评价的价值和意义。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发展是否充分，完全取决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及图书馆所在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三者之间的相互匹配程度和

匹配状态。 这三者又是由大量具体要素组成的子

系统。 为此，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实

际上就转化为这三个子系统间相互匹配使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处于不断提升的态势。 而这三个

子系统之间如此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对其进

行准确评价的必要性。 因为不论哪个方面的匹配

状态不能得到准确把握，都会连带影响其他方面

的匹配。 比如，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图书馆供给与

服务需求之间的匹配状况，假设其所导致的直接

影响是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从长

远看，这一后果必然影响图书馆的良性发展。 与

此同时，图书馆的非良性发展及社会公众文化需

求不能得到满足这一状况都会对区域经济的良

性发展产生叠加负面效应，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

非良性循环。 因此，探寻出一种有效评价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评价模型与评价指

标体系意义重大。

２　 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在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中具有不适用性
　 　 国内外在图书馆及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方面

成果丰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绩效评估。 其评估理论博采众长， ３Ｅ 理

论［８］ 、４Ｅ 评估理论［９］ 、平衡计分卡思想［１０］ 等得以

系统论证和广泛应用。 基于丰富的评估理论，柯

平和宫平（２０１６） ［９］ 、陈波和耿达（２０１３） ［１１］ 、金家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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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２０１１） ［１２］ 等学者构建了大量的绩效评估框架

与指标体系。 实证研究方面，定量评估成为主流，
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平衡计分卡等方

法得以广泛运用［１３－１７］ ，亦有部分学者对图书馆绩

效进行定性评估［１８］ 。 第二，质量评估。 相关研究

主要从用户视角出发，将服务质量评价与用户需

求相关联［１９］ 。 顾客感知价值理论是文化机构服

务质量评估的重要理论基础［２０］ ，用户满意度、用
户忠诚度等在质量评价中发挥作用［２１］ 。 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及运用是质量评估研究的重要内

容，ＳＥＲＶＱＵＡＬ、ＬｉｂＱＵＡＬ＋等评估模型仍占据主

要地位［２２］ 。 第三，价值评估。 以理论研究为主，
包括价值定义、评估导向等内容［２３，２４］ ，价值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亦有所涉及［２５，２６］ ，条件价值评估法

（ＣＶＭ）备受关注［２７，２８］ 。 此外，国内学者还关注了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定级评估和公

共文化服务不平衡的测度研究。 前者包括指标

分析［２９］ 、实践指导［３０］ 等内容，部分学者还讨论了

评估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 如柯平（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等指出第六次评估据有科学性、创新性和指导

性，其评估结果能够直接反映图书馆建设和发展

水平，但其对图书馆个体的影响较为显著［３１，３２］ 。
王丙炎等（２０１８）则认为第六次评估所使用的评

价指标体系在格式、内容和定义方面存在不足之

处［３３］ 。 后者主要指使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对

公共文化服务区域均等化程度进行评价［３４，３５］ 。
阅读服务和新媒体服务亦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

点。 资源和用户是阅读服务评估的重要维度［３６］ ，
移动阅读服务中技术维度也受到了学者的关

注［３７］ 。 新媒体服务评估主要涉及绩效和影响力

评价，以微信和微博为主要评估对象［３８］ 。
可见，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日趋完善，

但遗憾的是，针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

展这一产生于当前时代背景的新需求、新趋势，
现有图书馆及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成果有以下不

适应或不足之处。
第一，未能体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

发展的“匹配”本质。 虽然学界对图书馆和公共

文化服务的评估涉及质量、绩效、成效等多个维

度，但这些维度仅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而
矛盾的解决重点在于弥合供需双方之间的鸿沟。

因此，充分性发展评估的重点是测量供需双方之

间的匹配程度如何，而不是供需中某一方的发展

程度如何。

第二，对图书馆的评估缺乏系统论视角。 实

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需要政府、图
书馆、用户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但目前学界对

图书馆服务质量、绩效、成效等的研究多将图书馆

视为一个独立个体，缺乏将图书馆置于整个服务

提供系统中的视角，没有对外部环境与图书馆服

务提供、图书馆服务提供与用户需求间的关系进

行考量。
第三，评估指标体系整体性不足。 目前学界

对评估体系的构建大多仅面向图书馆和公共文

化服务评估的某一方面，导致了评估结果对图书

馆发展现状揭示的不全面。 未来的图书馆评估体

系应更加多维、综合，以反映图书馆发展的全貌。

但由于不同评估体系的评估视角、评估主体、评估

方法有所差异，仅将其简单拼凑在一起也是不可

取的。

第四，评估指标体系的动态性有待增强。 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不仅是一种既定的状

态，亦是由不充分走向充分的过程。 当前学界对

图书馆和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估多针对某一时段

或时点进行，评估指标体系缺乏连续性。 这一方

面是由于评估执行过程缺乏连续性，另一方面是

由于指标体系设计时多关注对评估时间段内数

据的采集，缺乏与过去数据的比较，也缺乏对未来

发展潜质的评估。 因此，在设计评估指标时可适

当增加比较性指标，并将图书馆和公共文化服务

的未来发展趋势融入其中。

３　 耦合协调模型应用于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的必要性
　 　 上述评价模型在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

性发展评价中的不适用性，从反面充分说明了引

入一种全新评价模型的必要性。 耦合协调模型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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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克服上述弊端，以“匹配程度”的度量为中心，
从系统论视角出发，考虑图书馆与外部环境的互

动关系，并兼顾评价的全面性与动态性。 从此层

面看，引入该模型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

发展评价而言，是完全必要的。

３．１　 耦合协调模型概述

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ａｋｅｎ）提

出的协同理论认为每个系统都由大量的子系统

组成，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强弱决定系统是否有

序。 当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较大而独立性较小

时系统整体呈现出有序性，反之则呈现出无序

性［３９］ ，有序能引起系统内部潜能的释放，产生新

的结构和功能，而无序导致系统的衰退［４０］ 。 协同

理论揭示了系统兴衰的关键是各子系统之间相

互作用的程度，那么问题便在于各子系统间相互

作用的强弱应如何衡量？ 耦合协调模型回答了

这一疑问。
耦合协调度的大小可以反映某一系统两个

方面的特征：（１）系统的有序程度。 耦合指两个

及两个以上系统、要素或运动形式相互作用、彼
此影响的现象［４１］ ，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正效

耦合，即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要素的演变与整体

系统发展方向相一致，各子系统或要素间相互促

进、良性共生；二是负效耦合，即系统内部各子系

统或要素的演变与整体系统发展方向不一致，各
子系统或要素间相互消耗、走向衰退［４２］ 。 各子系

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的强度用耦合度衡量，因此耦

合度刻画了整体系统的有序程度，但需要注意的

是，耦合度不能区分正效或负效耦合。 （２）系统

的综合效益高低或功能强弱。 协调指两个或两

个以上子系统或要素配合得当、相互促进而使系

统整体健康、良性发展［４２］ ，正效耦合即为协调。
耦合协调度反映了各子系统或要素正效耦合程

度的大小［４０］ ，反映了整体系统的发展趋势，而健

康、良性运行的系统能带来更高的综合效益或更

完善的功能，因此耦合协调度的大小反映了系统

的综合效益高低或功能强弱。
耦合协调模型使用数学函数表达了系统有

序、良性发展的要求（即耦合与协调），它由功效

函数、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协调度函数三个部分组

成。 其中，功效函数反映了某一子系统对整体系

统的“贡献”，即其发展水平的高低；耦合度函数

反映了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耦合协调度函

数反映了各子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 计算耦合

度、耦合协调度能定量化地刻画系统的发展方向。
这一模型具备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耦合协调模型

的适用对象是一个系统而非独立个体；其二，耦合

协调模型研究的是某一系统各要素或子系统间

的相互关系而非各自的发展程度，这种要素或子

系统间的关系决定了系统整体的兴衰。 正因为这

些特点，它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

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３．２　 应用耦合协调模型的必要性

（１）耦合协调模型是关于系统发展的理论，

将其运用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

价中能突破当前图书馆评价的个体倾向。 图书馆

评价研究经历了绩效评估、质量评估和成效评估

三个阶段［４３］ ，虽然评价主体、评价技术不断丰富，

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不断提升，但绩效、质量和成效

的评价都忽视了图书馆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

作用。 绩效评价关注的重点是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产出，其重心是图书馆本身而较少涉及其他系统。
质量评价和成效评价虽然考虑到了用户因素和

外部环境因素，但对二者与图书馆之间关系的关

注是单向的而不是相互的。 质量评价关注的重点

是用户满意度，虽考虑了用户评价对图书馆资源

和服务改进的影响，但并未揭示图书馆资源与服

务供给对用户需求的影响。 成效评估强调图书馆

资源或服务供给对用户技能等的改进及对外部

环境的积极影响，但并未涉及外部环境对图书馆

资源或服务供给的约束作用。 耦合协调模型的功

能之一是揭示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将其引入

图书馆评价有利于综合考虑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充分性发展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增强评价的系

统性。
（２）耦合协调模型对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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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度量，突破了以往图书馆或公共文化服务评

价研究仅侧重矛盾某一方的局限，与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匹配” 本质相一致。 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内涵决定了对

其充分性发展的评价实质上就是对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需求三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和状况的评

价。 这一评价内容决定了引入耦合协调模型的

价值与意义。 因为耦合协调模型与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内涵都是对关系的度量，而

无论图书馆的绩效、质量或成效评价，其评价内

容都仅立足于图书馆的发展状况，因此，使用耦

合协调模型方能体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

性发展的内涵，从而揭示发展的充分程度。

（３）耦合协调模型可以揭示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由不充分走向充分的过程。 当前我国图书

馆评价以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一次性短期评价

为主［４１］ ，指标体系的差异导致评价结果难以比

较，从而造成了图书馆评价的动态性不足，耦合

协调模型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时间耦合协调

是耦合协调模型的运用场景之一，它指系统从不

协调到协调的周期过程［４４］ 。 耦合协调模型可以

通过计算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系统各子系

统时间序列数据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揭示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趋势，体现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动态性内涵。

（４）耦合协调模型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

充分性发展与平衡性发展联系起来。 图书馆公

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发展不充分，
耦合协调模型在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

展评价中的另一运用场景在于横向对比各区域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程度，从而揭示

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是否平衡。

４　 耦合协调模型应用于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的可行性
　 　 耦合协调模型在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

性发展评价中的可行性是由模型本身的性质与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内涵决定的。
（１）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是由多个子系统构

成的有机系统，符合耦合协调模型对适用对象的

要求。 耦合协调模型描述系统的有序、良性发展，
系统产生正效耦合的前提是各子系统或要素之

间是有机联系的［４５］ ，而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系统

各子系统间相互关联，区域经济发展、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三者

间的关系决定了系统能否有效运行及系统的发

展方向，满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的条件。
（２）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内涵与

耦合协调模型内核具有一致性。 如前所述，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由区域经济发展子系统、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子系统、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子系统构成，充分性发展是三者相互匹

配而使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由不充分走向充分

的态势。 这一内涵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三个子系统间正效耦合的要求，即一方面要求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是有序的，另一方面要求公

共文化服务的综合效益和功能具备上升趋势，而
耦合协调模型正是对正效耦合程度的度量。

（３）耦合协调模型具有普适性，已被应用于

相关领域评价。 赫尔曼·哈肯指出各种系统的行

为是相似的而不受学科影响，可以采用同样的数

学模型描述不同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无

序的演变［３９］ ，由此决定了耦合协调模型在刻画系

统从无序向有序发展中的普适性。 可以说，无论

什么学科领域，只要其评价对象是由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要素或子系统构成的系统，评价内容是

对子系统间关系的度量，并且反映整体系统的发

展态势，理论上说都可应用耦合协调模型进行评

价。 同时，耦合协调模型时间序列的比较表明，基
于耦合协调模型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动态

性，能够体现系统发展的态势，空间分布场景下的

运用更是消除了对某一系统在不同地域范围内

进行比较时的量纲差异，增强了评价模型的可比

较性。 事实上，由于系统广泛存在于各学科领域，
因此对耦合协调模型的运用既涉及自然科学又

涉及人文科学。 以人文学科为例，耦合协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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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运用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经济学、区域

发展评估、生态环境等领域，如：吴玉鸣等（２００８）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构建评估模型对经济增长－环

境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整体系统的和谐

性进行评价［４６］ ；高楠等（２０１３）运用耦合协调模型

对旅游产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

析［４７］ ；周成等（２０１６）研究区域经济、生态环境与

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４８］ 。 在图书馆

学领域，也有少数学者在图书馆评价中引入耦合

协调模型，如吴伟亚等（２０１７）运用耦合协调模型

评价图书馆服务供给与当地居民图书馆服务需

求是否平衡及平衡性的区域差异［４９］ ，李莉（２０１３）
运用该模型评价区域经济增长和图书馆发展两

个系统间的协调增长程度［５０］ 。 二者的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耦合协调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整体系统的发展状态，证明了该模型用于图书馆

学领域的有效性。

５　 结语

本文就引入耦合协调模型于图书馆公共文

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

深入论证，力图将抽象的匹配程度转换为可量化

的正效耦合程度，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

发展评价提供一种新思路。 后续研究将基于耦

合协调模型，围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工

作的具体实施展开，以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面貌，为实现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平衡、充分发展，解决公共文

化服务领域当前的主要矛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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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１９９６，３５（４）：２３２－２３８．

６　 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Ｍ］ ．许世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２１８．

７　 李海娟，顾建光．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

求的辩证关系及矛盾分析［ Ｊ］ ．毛泽东邓小平

理论研究，２０１７（２）：３４－４０，１０８．
８　 刘晓英．基于“３Ｅ”理论的图书馆绩效评价研

究［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６（４）：５４－５９，６８．
９　 柯平，宫平．公共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模型探

索［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６（６）：３－８．
１０　 张广钦，李剑．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公共文化机

构绩效评价统一指标体系研究［ Ｊ］ ．图书馆建

设，２０１７（９）：２６－３１．
１１　 陈波，耿达．博物馆免费开放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Ｊ］ ．艺术百家，２０１３（２）：７４－８２，２３．
１２　 金家厚．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及其机制优

化［Ｊ］ ．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１１）：１９－２４．
１３　 吴建军，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率评价及影

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Ｊ］ ． 东岳论

丛，２０１３（１）：１３１－１３６．
１４　 张启春，范晓琳．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绩效

的评价与实证［ Ｊ］ ． 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７（１７）：
７２－７５．

１５　 Ｂｏｏｒｓｍａ Ｍ， Ｃｈｉａｒａｖａｌｌｏｔｉ Ｆ．Ａｒｔ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４０（４）：２９７－３１７．

１６　 Ｂａｒｒｉｏ⁃Ｔｅｌｌａｄｏ Ｍ Ｊ，Ｈｅｒｒｅｒｏ⁃Ｐｒｉｅｔｏ Ｌ 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ｉｎ
Ｓｐａｉ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２１－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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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Ｂａｒｒｉｏ⁃Ｔｅｌｌａｄｏ Ｍ Ｊ，Ｈｅｒｒｅｒｏ⁃Ｐｒｉｅｔｏ Ｌ 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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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ｐｕ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４３（３）：４８５－５１２．

１８　 Ｂｌａｃｋ Ａ． Ｗｅ ｄｏｎｔ ｄ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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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４３（１）：３０－４５．

１９　 徐双敏．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中的主观因素研

究———以《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

准》为例［Ｊ］ ．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５（６）：１０３－１０６．
２０　 Ｏｌｉｖｅｒ， Ｒ Ｌ．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０， １７ （ ４）：
４６０－４６９．

２１ Ｂａｅ Ｋ Ｊ， Ｃｈａ Ｓ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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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４７（３）：１７３－１８６．

２２　 廖璠，许智敏．基于 ＬｉｂＱｕａｌ＋构建高校移动图

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

法的调查分析 ［ Ｊ］ ．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
（３）：５９－６２，４８．

２３　 魏幼苓，等．公共图书馆社会价值评估实证研

究———兼公共图书馆总经济价值与费用效益

分析［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７）：２１－２５．
２４　 陈介夫． 关于图书馆服务价值的哲学思考

［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７）：９－１１．
２５　 胡燕，等．公共博物馆文化影响力评价体系研

究———基于江苏省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
艺术百家，２０１５（３）：９８－１０３，２３８．

２６　 尤荻，梁双陆．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社会效益

后评价 体 系研 究 ［ Ｊ］ ． 图 书 馆， ２０１５ （ １０）：
１０２－１０５．

２７　 Ｈａｌｌ Ｓ．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ｍ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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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ａ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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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０７， ２ （ １）：
１６５３－１６６０．

２８　 Ｐｈｉｌｉｐ Ｈｉｄｅｒ．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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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７－４５８．

２９　 苏福，柯平．公共图书馆评估的关键指标探

讨———以省级公共图书馆为例［ Ｊ］ ．图书馆建

设，２０１６（１２）：１５－２０．
３０　 刘瑾．基于第六次上海市社区图书馆评估后的

认识与思考———以长宁区街道（镇）图书馆为

例［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７（１５）：８－１１，１７．
３１　 柯平，宫平．全国公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的意

义和特点［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６（１２）：４－７，１４．
３２　 柯平，等．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用———

第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回顾与思考

［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８（１）：３７－４８．
３３　 王丙炎，王鳐．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

完善刍议———基于《第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

评估定级标准》县级成人馆部分［ Ｊ］ ．图书馆

学研究，２０１８（７）：９－１２．
３４　 王佩．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区域差异研

究［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６）：７９－８２．
３５　 胡弢．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测度及空

间格局分析［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７）：
８３－９０．

３６　 夏立新，等．多维集成视角下全民阅读评估标

准体系的构建 ［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
（６）：１３－２８．

３７　 程秀峰，等．多维度视角下的高校馆移动阅读

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 Ｊ］ ．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７
（８）：９１－９７．

３８　 雷欢．图书馆网络影响力研究：以自媒体微博

微信为 视 角 ［ Ｊ］ ． 图 书 馆 论 坛， ２０１７ （ １）：
１０９－１１４．

３９　 王传民． 县域经济产业协调发展应用研究

［Ｍ］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６－３８．
４０　 于洪雁． 中国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Ｍ］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３－２４．

９３



２ ０ ２ ０ ． ６

总第１３２期

４１　 于洪雁，刘继生．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黑龙江

省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耦合协调发展［ Ｊ］ ．地
理科学，２０１７（９）：１３７４－１３８１．

４２　 潘兴侠，何宜庆．鄱阳湖地区生态、经济与金

融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 Ｊ］ ． 科技管理研究，
２０１４（９）：２２７－２３０．

４３　 宫平，等．图书馆评估研究进展综述［ Ｊ］ ．图书

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２４）：１２３－１３０，１０１．
４４　 王搏．基于耦合模型的我国区域经济与生态

环境协调发展动态研究［Ｄ］ ． 长沙：湖南大

学，２０１４．
４５　 王杨．从脱轨到耦合：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

值诉求［Ｊ］ ．求实，２０１９（６）：５４－６６，１０９．
４６　 吴玉鸣，张燕．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

合协调发展研究［ Ｊ］ ． 资源科学，２００８（１）：
２５－３０．

４７　 高楠，等．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

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Ｊ］ ．旅游学

刊，２０１３（１）：６２－６８．
４８　 周成，等．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

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长江经济带沿

线各省 市 为 例 ［ Ｊ］ ． 经 济 地 理， ２０１６ （ ３）：
１８６－１９３．

４９　 吴伟亚，吴卫红．图书馆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

研究———以丽水市为例［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

践，２０１７（１）：２３－２７．
５０　 李莉．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

分析———以广东为例［ 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３
（６）：５６－６１．

（万 易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２０１７ 级硕士研究生， 赵 媛　 教授　 四川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１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通过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的决定，自明年 ６ 月 １ 日起施行。 本次修订共有 ４２ 项修改，主要涉及完善作品定义、加强网

络空间著作权保护、加大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加强与其他法律的衔接、落实有关国际条约义务等几个

方面。

资料来源

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１１－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２０１１ ／ ５９２ｆ３ｆｆ２ｃ１７３４０ｂａ８ｂｅｂ６７ｂ５ｃ２３６ｅ０７８．ｓｈｔｍｌ．

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ＥＢ／ ＯＬ］．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３０８３４／ ２０２０１１／ １６ａ７９６ａ５７ｆ１６４９ｄ２９５９９３９５１９ｃ４７０１ｄｆ．
ｓｈｔｍｌ．

３　 （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１１－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１１ ／ １１ ／ ｃ＿１１２６７２７５０５．ｈｔｍ．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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