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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研究∗

赵　 媛　 陈家清　 龙　 菲　 万　 易

摘　 要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图书馆公

共文化服务需求之间有效匹配的态势。 本文基于对我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状况、用户需求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的调查与采集,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我国公共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充分性发展状况进行测度。 研究发现,我国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整体上处

于基本充分状态,但东中西三个地区并不平衡。 其中,东部地区为基本充分,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为濒临

不充分,且西部的濒临不充分程度更甚于中部。 在省际层面,50%的图书馆为基本充分,另外 50%为濒

临不充分或基本不充分,且主要出现在西部。 在省内层面,充分性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性同样显著。 造成

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不同地区有一定差异性,但从整体上和发展充分性程度最低的地区看,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滞后于经济发展和需求水平是主要原因。 表 7。 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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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要提升服

务水平、完善服务体系[1] 。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充分性发展是

提升整个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完善服务体系的关

键一环。 而要促进其充分性发展,把握其目前发

展的充分性程度是前提。 本课题前期研究《论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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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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和《基于耦合协

调模型的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 [3](下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已

经分别就耦合协调模型理论及其应用于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

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并构建了相应评价指标体

系。 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该模型及所构建的评

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的评价程序及方法进行实

证研究,以期能客观揭示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的充分性发展状况,为提升服务水平、完善服

务体系奠定基础。

1　 研究设计与实施

1. 1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一文已经说明,对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是否充分的评价就是对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区域经济

发展三个子系统间匹配关系和系统整体发展状

况的度量,并构建了评价框架、评价指标及各指

标权重。 其中,对充分性程度的评价实际上就是

对三个子系统之间的正效耦合度的评价,而要测

度此正效耦合度,根据耦合协调模型的要求,需
要首先把握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为此,该文通

过德尔菲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优序图法和

组合权重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本文将

直接采用该文已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

权重进行研究,但由于少数指标数据难以从统计

年鉴、统计公报等权威性统计工具中直接或间接

获取,故原有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少数指标有细微

调整,如,E3 创新能力指标通过专利授权数来反

映,用 E52 “城乡居民收入比” 代替原来的指标

“成果分配”。 删除“读者可使用区域面积”“读者

服务区无线网络覆盖率”“有子女家庭比重”等难

以直接或间接获取数据的评价指标。 所删除的

指标,其权重按比例赋值到同一级指标下其他二

级指标中。

1. 2　 数据获取

评价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状况

的数据来源于以下两种渠道。
(一)年鉴、年报、公报等各类权威性统计工

具。 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图书馆年鉴》《中国

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等。

(二)问卷调查。 基于课题整体研究设计,研
究团队设计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调查”
(下称“图书馆问卷”)和“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质量与服务水平调查”(下称“读者问卷”)两份

问卷。 图书馆问卷用于了解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的开展情况,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指标收

集数据。 调查对象为图书馆领导或工作人员;调
查内容涵盖图书馆的基本情况、资源、空间布局和

设施设备建设状况、图书馆服务的开展情况及服

务效能、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现状等方面。 读者

问卷用于调查社会公众利用图书馆的情况以及

对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评价,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需求指标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不特定的社会

公众。 调查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用户基本信息;
二是用户利用图书馆的情况,包括用户对实体图

书馆、移动图书馆的各方面资源与服务的利用情

况、频率、原因等;三是基于 LibQUAL+TM 模型和

ZOT 容忍区域模型,设计问卷指标,请受访用户对

图书馆员的服务品质、图书馆各类服务的品质、图
书馆环境以及图书馆信息资源等整体服务,从最

低可接受的、实际感受到的和所期望的三个维度

进行评价。 在问卷的信效度上,采用 Cronbachsα
系数 对 该 问 卷 进 行 信 度 检 验, 结 果 显 示,
Cronbachsα 系数为 0. 999,远高于 0. 7,说明该问

卷具有极高的信度[4-5] ,问卷设计合理,结果可

靠。 在效度检验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读

者问卷建构效度进行检验,KMO 检验值为 0. 992,
Bartlett 球 形 度 检 验 的 显 著 性 Sig = 0. 000 ( <
0. 05),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对问卷 62 个原始变

量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将特

征值大于 0. 5 作为提取标准,最终得到 3 个因子。
3 个因子旋转后的累计解释方差为 91. 962%,问
卷中每个问题的因子负荷量均大于 0. 9,可认为

该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98



2 0 2 1 . 6

总第138期

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调查方式

为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剔除无效问卷后,两种问

卷调查所获有效问卷数分别为 211 份和 5431
份,具体如表 1 - 3 所示。 调查样本的选择基于

方便性抽样和目的性抽样原则展开,调查范围覆

盖我国 22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北京、河北、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山西、吉林、安
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和甘肃) 。 由于课题组所在地为

西部,加之前期调研显示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及

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人文地理与历史环境相

对复杂,且是多民族地区集中地,故两种问卷在

西部地区占比数量均过半数。 在保障重点区域

之外,问卷量仍旧保持着兼顾不同地区的基本原

则。 比如,读者问卷中,东部地区仍有 1448 份,
占 26. 66%;中部地区有 1112 份,占 20. 48%,满
足本课题研究需求。 在图书馆级别分布上,区

(县)级图书馆在被调研图书馆中占较大比例

(60. 19%) ,其后依次是地市级图书馆、省级图

书馆和副省级图书馆。 这一分布情况与我国不

同等级图书馆数量分布在整体上保持一致,说明

调研图书馆数量分布较为均衡合理,而且经初步

调查发现,区(县) 级图书馆在我国公共图书馆

体系中存在问题最多、发展最为薄弱,其发展状

况也最能体现出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 因

此,图书馆级别分布情况符合研究设计基本

要求。

表 1　 图书馆问卷区域分布

区域 频数 占比

东部 62 29. 38%

中部 42 19. 91%

西部 107 50. 71%

合计 211 100. 00%

表 2　 图书馆问卷级别分布

图书馆级别 频数 占比

省级 17 8. 06%

副省级 13 6. 16%

地市级 54 25. 59%

区(县)级 127 60. 19%

合计 211 100. 00%

表 3　 读者问卷区域分布

区域 频数 占比

东部 1448 26. 66%

中部 1112 20. 48%

西部 2871 52. 86%

合计 5431 100. 00%

1. 3　 评价实施

根据耦合协调理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

分性发展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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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子系统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决定。 耦合协调

度越高,发展的充分性就越强,反之,则越不充分。
耦合协调度( D 值)的高低受各子系统间的耦合

度(C 值)和综合协调指数( T 值)的影响,而 C 值

和 T 值则决定于各子系统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充分性发展整体系统的综合贡献值(功效函

数),各子系统每一指标对各子系统的功效贡献

值则是计算各子系统综合贡献值的基础。 据此,
评价过程如下:

(一)计算各子系统的每一指标对该子系统

的功效贡献值(功效函数)。 将调查所获数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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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公式(1-1)①,获得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三

个子系统中每一指标对各子系统的功效贡献值。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展示经济发展子系统部分

数据(见表 4)。

uij =

Xij -βij( )

αij -βij( )
,

 

uij 具有正功效

αij -Xij( )

αij -βij( )
,

 

uij 具有负功效

ì

î

í

ï
ï

ï
ï

　 　 　 　 ;uij ∈ 0,1[ ] (1-1)

　 　 (二)计算各子系统对整体系统的综合贡献

值,把握各子系统对整体系统的贡献度。 将所调

研省份各指标对其所属子系统的功效贡献值及

其权重代入公式(1- 2)②,获得各省份三个子系

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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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系统的综合贡

献值,分别记作 UE 、 US 、 UD (见表 5)。

Ui = ∑
n

i= 1
λij uij ,∑

m

j= 1
λij = 1 (1-2)

(三)计算三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度,衡量三个

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 本研究结合

实际测算情况对原始耦合度计算模型进行细微

调整[6] ,耦合度计算模型如下:

　 　 　 　 　 C UE ,US ,UD( ) =
U1 U2

U3
2 × 1-

(U3 -U1 ) 2 + (U2 -U1 ) 2 + (U3 -U1 ) 2

3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3)

　 　 式中, U1 、 U2 、 U3 分别为 UE 、 US 、 UD 三个数

据中的最小值、中间值、最大值, C UE ,US ,UD( ) 表

示区域经济发展、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三者的耦合度。 取各省

份 UE 、 US 、 UD 中的最小值、中间值、最大值,将
其代入公式(1-3),计算出各省份图书馆公共文

化服务充分性发展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 C 值)
(见表 5)。

(四)计算各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度,把握各子

系统间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程度。 将各省份各

子系统综合贡献值的最小值( U1 )、中间值( U2 )、
最大值( U3 )和三者之间的耦合度 C 值分别代入

耦合协调度函数公式(1- 4)③,得到各省份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各子系统间的综合

协调指数 T 值和耦合协调度 D 值,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

D = C·T

T = 1
3 ·U1 + 1

3 ·U2 + 1
3 ·U3

{ (1-4)

在上述测算结果的基础上,参照已有研究成

果[7] ,采用均值法,得到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全

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三个子系统的功效

贡献值、耦合度( C 值)、综合协调指数( T 值) 和

耦合协调度(D 值),具体如表 6 所示。

19

①

②

③

设 ui ( i = 1,2,…,n)是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系统的序参量, uij 为序参量 ui 的第 j 个指标,其值为

Xij ( j = 1,2,…,m),为消除指标量纲或指标测度量级不同而造成的偏差,将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

标进行无量纲处理。 式中, uij 表示序参量 ui 的第 j 个指标对子系统 ui 的功效贡献值, αij 、 βij 是指标 uij 在系统稳定临

界点的上、下限值。
式中, Ui 为序参量 ui 对整体系统有序度的综合贡献值, uij 表示各子系统每一指标对该子系统的功效贡献

值, λij 为指标权重。
式中, D 为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C 为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 T 为三个子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 T ∈

0,1( ) ,它反映了三个子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 UE 、 US 、 UD 为各子系统对整体系统的综合贡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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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省份经济发展指标对经济发展子系统的功效贡献值(部分)

省份
E111 产

业升级率

E112 高新技术

产业比重

E121
投资率

E122
消费率

E123 第三产业

投资比重

E131 初级产品

进口比重

E132 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比重

北京 1. 000 1. 000 0. 000 0. 452 1. 000 0. 604 0. 577
福建 0. 158 0. 161 0. 280 0. 050 0. 683 0. 549 0. 262
广东 0. 393 0. 729 0. 078 0. 281 0. 762 0. 008 1. 000
河北 0. 125 0. 079 0. 258 0. 205 0. 490 1. 000 0. 119
江苏 0. 317 0. 421 0. 067 0. 276 0. 527 0. 152 0. 619
山东 0. 248 0. 170 0. 168 0. 235 0. 515 0. 806 0. 247
上海 0. 779 0. 600 0. 011 0. 452 0. 942 0. 612 0. 569
浙江 0. 411 0. 287 0. 074 0. 254 0. 430 0. 432 0. 393
安徽 0. 113 0. 225 0. 178 0. 273 0. 000 0. 568 0. 346
河南 0. 113 0. 190 0. 465 0. 320 0. 562 0. 000 0. 290
湖北 0. 158 0. 243 0. 299 0. 234 0. 600 0. 914 0. 348
湖南 0. 255 0. 158 0. 194 0. 355 0. 330 0. 310 0. 201
吉林 0. 229 0. 220 0. 420 0. 000 0. 493 0. 132 0. 307
山西 0. 368 0. 148 0. 106 0. 430 0. 759 0. 215 0. 204
甘肃 0. 262 0. 105 0. 181 0. 738 0. 557 0. 941 0. 104
广西 0. 000 0. 057 0. 174 0. 438 0. 051 0. 315 0. 070
贵州 0. 026 0. 135 0. 456 0. 406 0. 901 0. 222 0. 167
陕西 0. 092 0. 231 0. 406 0. 131 0. 759 0. 084 0. 389
四川 0. 198 0. 372 0. 147 0. 331 0. 734 0. 078 0. 453
西藏 0. 184 0. 000 1. 000 1. 000 0. 640 0. 000 0. 000
云南 0. 050 0. 087 0. 842 0. 619 0. 549 0. 726 0. 106
重庆 0. 298 0. 402 0. 218 0. 220 0. 762 0. 263 0. 538

表 5　 各省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状况①

区域 省份 UE US UD
耦合度

C 值

综合协调

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

度 D 值

耦合

阶段

耦合协调

程度

充分性发

展状况

东
　
部

北京 0. 614 0. 484 0. 552 0. 877 0. 550 0. 695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福建 0. 459 0. 355 0. 486 0. 871 0. 433 0. 614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广东 0. 679 0. 661 0. 627 0. 956 0. 656 0. 792 高度耦合 比较协调 比较充分

河北 0. 343 0. 387 0. 386 0. 955 0. 372 0. 596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江苏 0. 528 0. 524 0. 270 0. 768 0. 441 0. 582 中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山东 0. 373 0. 495 0. 493 0. 892 0. 454 0. 636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上海 0. 466 0. 516 0. 633 0. 830 0. 538 0. 668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浙江 0. 528 0. 606 0. 576 0. 929 0. 570 0. 728 高度耦合 比较协调 比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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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表中的右边三栏内容,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程度、充分性发展状况,是根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一文所

设置的相关评价标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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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域 省份 UE US UD
耦合度

C 值

综合协调

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

度 D 值

耦合

阶段

耦合协调

程度

充分性发

展状况

中
　
部

安徽 0. 432 0. 464 0. 285 0. 815 0. 394 0. 566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河南 0. 420 0. 420 0. 414 0. 994 0. 418 0. 645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湖北 0. 459 0. 361 0. 484 0. 880 0. 435 0. 618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湖南 0. 419 0. 380 0. 468 0. 895 0. 422 0. 615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吉林 0. 316 0. 346 0. 487 0. 776 0. 383 0. 545 中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山西 0. 299 0. 329 0. 301 0. 946 0. 309 0. 541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西
　
部

甘肃 0. 406 0. 221 0. 298 0. 745 0. 308 0. 479 中度耦合 轻度失调 基本不充分

广西 0. 329 0. 353 0. 427 0. 864 0. 369 0. 565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贵州 0. 441 0. 264 0. 334 0. 770 0. 346 0. 516 中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陕西 0. 440 0. 327 0. 563 0. 753 0. 443 0. 578 中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四川 0. 438 0. 377 0. 439 0. 943 0. 418 0. 628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西藏 0. 451 0. 140 0. 367 0. 632 0. 319 0. 449 中度耦合 轻度失调 基本不充分

云南 0. 445 0. 325 0. 444 0. 886 0. 404 0. 599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重庆 0. 432 0. 348 0. 447 0. 900 0. 409 0. 606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表 6　 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状况

区域 UE US UD
耦合度

C 值

综合协调

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

度 D 值

耦合

阶段

耦合协调

程度

充分性发

展状况

东部 0. 499 0. 503 0. 503 0. 885 0. 502 0. 664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中部 0. 391 0. 383 0. 406 0. 884 0. 394 0. 588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西部 0. 423 0. 294 0. 415 0. 812 0. 377 0. 553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全国 0. 437 0. 394 0. 441 0. 860 0. 424 0. 602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2　 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对我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三个子

系统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系统的功

效贡献值、三个子系统间耦合度、综合协调指数及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根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一

文所设置的耦合阶段划分标准、耦合协调评价标

准、充分性发展程度评价标准,可以从不同视角对我

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现状加以分析。

2. 1　 基于总体视角
如表 6 所示,我国经济发展、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三个子系统

之间耦合协调度值为 0. 602,为基本协调。 这说

明,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处于基本充分

状态,但靠近濒临不充分等级。
如前所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是否充

分取决于三个子系统(即经济发展、图书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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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供给和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之间有效

匹配的态势,而这种匹配是否有效则决定于两个

因素,一是三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度( C 值),即三

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和相互影响程度,二是决定三

个子系统协同发展效应的综合协调指数( T 值)。
只有三个子系统间的高耦合度与强协同发展效

应叠加,才会有整个系统的充分性发展。 而 C 值

和 T 值又受控于三个子系统各自的发展状况。
具体而言,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越相当,三者

之间的耦合度就越高,C 值就会越大。 同时,三个

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越高,他们之间的综合协调指

数(T 值)就越高,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效应就

越强。
表 6 显示,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三个

子系统之间耦合度 C 值为 0. 860,为高度耦合,说
明这三个子系统间关联程度及相互作用程度均

较强,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变化都会对其他两

个子系统的发展产生较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然而,三个子系统的功效贡献值显示出,虽然它

们之间的发展是平衡的,但发展水平均不高,其
功效贡献值仅围绕 0. 4 上下波动,其中尤以服务

供给水平相对最低(经济发展水平 UE = 0. 437,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US = 0. 394,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水平 UD = 0. 441),导致三个子系统间综

合协调指数( T 值)仅为 0. 424,即三个子系统间

的协同发展效应不强,不能与其高耦合度形成良

好叠加效应,从而使整个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

展仅处于基本充分状态。

2. 2　 基于区域视角

从区域发展视角看,如表 6 所示,我国东部地

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处于基本充分状态,
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处于濒临不充分状态。 同时,
耦合协调度 D 值显示,西部地区的濒临不充分程

度更甚于中部地区。
就东部地区看。 首先,各子系统功效贡献值

之间差异微弱,且围绕 0. 5 上下波动,说明各子系

统发展水平相当,三个子系统间必然有极高的耦

合度(C = 0. 885)。 但由于三个子系统均处于中

等发展水平,故综合协调指数并不理想,刚好达到

中等协调水平( T = 0. 502),两者之间不能形成最

有效的叠加效应,致使该地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发展整体只能停留在基本充分阶段。 这说明,
东部地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只是基本充分的

原因,并非是区域经济发展、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和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三个子系统中

的哪个系统单方面原因所致。 同时这三者之间极

高的耦合度( C = 0. 885) 也说明,要改善这一状

况,三者共同提升才是关键。
就中部地区看。 中部地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各子系统间的功效贡献值非常接近,且在 0. 4
左右徘徊。 这说明:(一)三个子系统之间发展水

平相 当, 故 它 们 之 间 有 很 高 的 耦 合 度 ( C =

0. 884)。 (二)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不高,尚
未达到中等水平,故各子系统间的综合协调指数

必然偏低(T = 0. 394),不能与耦合度之间形成有

效叠加效应,造成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离基本协调( D:0. 6 ~ 0. 7)还有微小的差距( D =

0. 588)。 可见,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情况比较

类似,只是其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比东部地区

要低一个档次。 三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均不高是导

致其整个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处于濒临不充分

的原因所在。 因此,引导和推进整个中部地区三

个子系统之间走上良性互动发展之路,避免低水

平适应乃至恶性循环是关键。
就西部地区看。 首先,如表 6 所示,西部地区

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水平( US = 0. 294)明显滞后于其他两个子系统(
UE = 0. 423、 UD = 0. 415),同时在全国东、中、西
三个地区中发展水平也最低,尤其与东部地区差

距甚远。 这种滞后程度导致西部地区三个子系统

的耦合度仅为 0. 812,综合协调指数仅为 0. 377,
致使该地区的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濒临不

充分成为必然。 同时,也使全国图书馆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最不充分的地区出现在西部。 事实上,
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图书馆公共文

化服务需求水平略高于中部地区,却由于西部地

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发展比较滞后,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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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濒临不充分程度更甚于中部地区。 因此,重点

关注、大力推进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发

展,避免供给系统给其他两个系统的发展造成负

面影响应是西部地区首先解决的核心问题。

2. 3　 基于省际视角

在本研究所调查的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比较充分的仅占

9. 09%,而属于基本充分和濒临不充分的各占

40. 91%,还有 9. 09%为基本不充分。
首先,就发展比较充分的广东省和浙江省

看,如表 5 所示,这两个省有两个共性特征:(一)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三个子系统发展比较平衡、
水平相当;(二)三个子系统的发展均达到中等偏

上水平。 这是这两省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
其次,就发展基本充分的九个省份(北京、上

海、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和重庆)
看,一是北京和上海的充分性程度要略高于其他

七个地区,二是虽然九个地区的三个子系统间的

耦合度都很高,但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差距明

显。 相比较而言,耦合度最低的上海,其 C 值( C
= 0. 830)仅略高于高度耦合的临界点( 0. 8<C≤
1),而耦合度最高的河南,其 C 值为 0. 994,两者

之间相差 16%以上。 说明各地区的三个子系统

间发展水平并不都很平衡,其中尤以上海的不平

衡性最为显著,而这正是使上海市的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处于基本充分的主要原因。 三是除了

北京和上海的综合协调指数达到中等水平外,其
余七个地区的综合协调指数都较低,都在 0. 45 上

下波动,说明这些地区的三个子系统发展水平都

偏低,不能与其较高的耦合度之间形成有效叠加

效应,使系统整体只能停留在基本充分状态。
再次,就发展濒临不充分的九个省份(云南、

河北、江苏、陕西、安徽、广西、吉林、山西、贵州)
看,其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均处于濒临不充分的

原因可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是一个子系统发展

水平严重偏低从而降低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

合度,典型代表是江苏省。 该省经济发展和图书

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均相对偏高且十分平

衡,均在 0. 5 以上,可与发展比较充分的浙江省相

媲美。 但遗憾的是,其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子系统功效贡献值很低,仅为 0. 270,落后于全国

绝大多数地区。 进一步观察相关数据,这是由于

其用户对图书馆资源的期望值与实际感受值之

间差距较大所致。 这可有三种解释,一是该省用

户对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水平高于全国

绝大多数地区,二是该省图书馆在这些方面的服

务确实不理想,三是用户的高需求水平与不高的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所产生的叠加效应。 第二类是

三个子系统发展情况相当但发展水平均较低,故
三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效应较低。 河北、山西

均属于此种类型。 第三类是三个子系统间发展既

不是很平衡,发展水平整体上也较低。 陕西、贵州

等皆属此类。 这些情况折射出与东中部地区一样

的原理,那就是三个子系统均低水平发展、或者不

平衡发展是造成整个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不充分的最主要原因。
最后,就发展基本不充分的两个地区(甘肃、

西藏)看。 这两个省区的共性特征是其经济发展

水平远远超前于其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

需求两个子系统,差异之处是甘肃的供需差距小

于西藏,西藏供给严重滞后( US = 0. 140),且在

22 个所调研的省份中也是发展水平最低的。 进

一步观察相关数据,西藏公共图书馆在馆藏资源

建设、设施设备、用户利用率、服务效率、数字化建

设等方面的不到位、不充分等是主要原因。

2. 4　 基于省内视角———以四川省为例

为顺应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8] ,明
确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为西部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搭建大舞台,而发展是否充

分是国家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充分性理应受到关注。 根据前文测算结果,我国

西部地区发展已经处于濒临不充分的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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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深入揭示省内地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充分性发展现状,本文以西部地区四川省为案

例,对其 7 个市(州)进行分析,对全面深入揭示

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充分性状况有

重要价值与意义。
按前文计算步骤,测算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四川省 7 个市(州)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状况

市(州) UE US UD
耦合度

C 值

综合协调

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

度 D 值

耦合

阶段

耦合协调

程度

充分性发

展状况

成都市 0. 684 0. 608 0. 679 0. 944 0. 657 0. 788 高度耦合 比较协调 比较充分

达州市 0. 414 0. 447 0. 388 0. 928 0. 416 0. 622 高度耦合 基本协调 基本充分

绵阳市 0. 573 0. 389 0. 389 0. 771 0. 450 0. 589 中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甘孜藏族自治州 0. 406 0. 291 0. 333 0. 842 0. 343 0. 538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德阳市 0. 385 0. 249 0. 499 0. 719 0. 377 0. 521 中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凉山彝族自治州 0. 364 0. 266 0. 294 0. 848 0. 308 0. 511 高度耦合 濒临失调 濒临不充分

阿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州
0. 264 0. 277 0. 586 0. 603 0. 376 0. 476 中度耦合 轻度失调 基本不充分

　 　 通过对四川省 7 个市(州)各子系统对其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

度结果分析,可发现以下主要特征。

首先,如表 7 所示,充分性程度最高的成都市

达到比较充分(D = 0. 788)等级,且在程度上更靠

近上一等级———很充分( D:0. 8- 0. 9);属于濒临

不充分的市(州) 占比最大,7 个市(州) 中有 4

个,占比达 57. 14%,且它们之间程度差异较小;充

分性程度最强和最弱的地区之间有三个等级的

差距,可谓差距较大,这与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

文化发展情况、西部地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

充分性发展情况相吻合。

其次,省会成都市达到比较充分且接近很充

分的原因,是其经济发展、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三个子系统发展

水平均较高( UE = 0. 684、 US = 0. 608、 UD =

0. 679),且三者发展水平相当,协调度很高( T =

0. 657),二者正面叠加实现了省会成都市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三个子系统相互间的高水平互动

与发展。

再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不高、供给发展

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或其中之一),是 7 个市(州)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濒临不充分和基本不充分的的共性特征。 而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方财力有限和地方有关部

门对图书馆重视不够,是导致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四川省虽然地处西部,但其各市(州)的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堪比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也

是全国各省内现状的缩影,此案例说明即使在一

个省内也是差距明显,情况复杂。 但由于经济发

展水平有限而导致的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发展滞后这一现象,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却带有普

遍性。 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准确诊断不同类型地区的问题所

在,对症下药才是解决问题的应有之道。

2. 5　 结论

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图书馆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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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三者之间耦

合协调程度的综合测度,可知整体上我国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目前处于基本充分状态。 相

较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落后的图书馆事业,基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状况,目前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达到基本充分状态是令人鼓舞的。 充

分说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

与社会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已经进入正向影响、

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阶段。 这是新时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对于确

保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有效保

障社会公众的公共文化权益意义深远。

然而,基本充分只能有效确保社会公众公共

文化基本需求的实现,距离有效实现社会公众对

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还有很长的距离,因此基本

充分并非我们的发展终点。 制约发展的主要瓶

颈是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的三个子

系统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经济发展水平 UE =

0. 437,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US = 0. 394,公

共文化服务需求水平 UD = 0. 441),而其中服务供

给发展相对滞后更是主要障碍。 这些因素导致

三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效应不强,不能与其高

耦合度形成良好叠加效应。 同时,目前图书馆公

共文化服务所处于的基本充分状态,东部地区尤

其是其中的部分省份(广东和浙江)做出了较大

贡献。 但如果从另一个侧面统计,可发现达到基

本充分以上程度的图书馆占比仅 50%,其余 50%

的图书馆目前依然处于濒临不充分或基本不充

分状态,而其中西部地区占比最大,达 81. 82%,且

基本不充分的两个省均出现在西部地区。 这说

明,东、中、西地区之间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

展是不平衡的。
此外,各地区内部的各省之间、各省内部的

地市、区县之间充分性程度也存在差距和不平衡

的显现。 比如,东部的江苏省服务需求是短板(

UD = 0. 270)、而河北各子系统则在 0. 3 的低水平

上相互牵制阻碍;中部的安徽省的核心问题也是

要有效激发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UD = 0. 285),

吉林省则是需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图书馆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上下大功夫,因为这两方面的发展

水平已经无法适应该省社会公众图书馆公共文

化服务需求( UD = 0. 487),山西省的情况与河北

省雷同;西部各省最主要发展瓶颈都集中在服务

供给上。 其中,服务供给水平排名最后的三个省

(市、自治区) 贵州( US = 0. 264)、甘肃( US =

0. 221)、西藏( US = 0. 140),与东部服务供给水

平最高的广东省( US = 0. 661)相比,差距是十分

惊人的。 这种差距也同样表现在许多省内的各地

区图书馆之间。 可见,实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的充分性发展,还任重道远。

3　 结语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当前

的主要矛盾,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况进行客观

把握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础。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

模型对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状

况进行测度,是为解决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充分

性发展所做的有益尝试。 所得出的有关充分性发

展状况的结论以及对发展所存在障碍的挖掘、对
发展短板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图书馆事

业的整体发展、为解决不同区域乃至各省图书馆

的发展都有参考价值。
当然,正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一文所总结,

虽然本课题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基于已有研

究成果发展而来,并广泛征求了相关领域专家的

意见,但指标的准确性还有可完善空间。 同时,受
调研条件的限制,本文的调研样本虽然覆盖了全

国 61%以上的地区,但仍未能全面覆盖全国所有

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少数调查数据由于在各种

权威检索工具和问卷调查中无法获取而进行了变

通处理,所有这些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

得结论的客观性。 后续研究将会基于本文研究中

遇到的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此外,还应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图书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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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

我们对充分性发展状况的认识也是相对的。 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充分性程度与状况也会

不断发展变化。 但不论怎样变化,全面促进经济

发展水平、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三个

子系统良性协调发展却是需要坚守的原则性要

求,只重视其中任何方面的单一发展都可能使图

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偏离充分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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