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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书房建设的影响因素和路径优化

　 ———基于郑州市郑品书舍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张海超　 张伶聪

摘　 要　 近年来,国内很多城市相继建设起了城市书房。 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城市书房在打造公共文化

空间、满足人民文化阅读需求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如何平衡书房所在行政区、书房地点、书房面

积、投入资金、开放时长、藏书数量、座位数量、消费服务、政府介入程度等影响因素以打造高效率的城市

书房建设机制成为了亟待研究的议题。 本研究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提取九个条件因素,通过清晰集定性

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郑州市郑品书舍建设的条件因素和成果效果进行多重因果关系分析,并根据

掌握的数据资料和运算的结果,得出了“重点式”和“覆盖式”两条典型的建设路径。 这两条典型的建设

路径分别代表了城市书房的“旗舰店”和“阅读圈”两种建设方式,可为郑品书舍乃至其他城市的城市书

房建设提供参考。 表 6。 参考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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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书房是传统图书馆的延伸,是满足公众

阅读需求的一种新尝试[1] 。 早在 2005 年,东莞市

便通过自助借还系统实现了实体图书馆的 24 小

时开放[2] ,城市书房在那时便已初见端倪。 但由

于资金运营、硬件设施等原因,当时并未形成今天

意义上的城市书房模式。 2014 年 4 月,温州市建

成了第一座以“24 小时开放、自助借还”为特色的

城市书房。 该书房一经开放,便获得了市民的强

烈反响,于是温州市又迅速建起 10 余家类似机

构[3] 。 这种统一编号、统一标识、统一管理、全天

运营的温州市城市书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了打造“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热潮。 然而,各城

市在城市书房的实际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

题,因此,如何平衡各种影响因素、打造高效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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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书房建设模式、为城市书房建设提供指导,成
为亟待研究的问题。

1　 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城市书房的研究成果较为有

限,且多立足于宏观视野,探讨城市书房的发展历

程[4] 、政策规划[5] 、模式机制[6] 等问题。 金武刚

等人细致回顾了 2013 年以来我国城市书房的发

展过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城市书房目前的

发展情况;从实际出发,总结了城市书房的基本特

征和面临的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办法[4] 。 有学

者从对比研究的角度论证城市书房与公共图书

馆[1] 、图书 ATM 机[2] 在建设、服务、功能等方面

的根本差异,进而探讨城市书房的根本属性。 张

启林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城市书房的发展

策略,倡导建设城市书房运行的长效机制[7] 。 有

学者梳理了近年来城市书房建设发展的成功经

验,总结出空间选址、主题定位、创意设计等城市

书房发展建设的要素[8] ,以期为城市书房的建设

提供指导。 亦有学者从服务的角度考察了城市书

房的功能和模式[9] ,并指出城市书房的发展趋

势。 然而,这些研究虽然探讨了城市书房的建设

重点和发展方向,但即使是个案研究,也并未提炼

出细致具体的建设路径,而细致具体的建设路径

对于当下城市书房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本研究希望在既往城市书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

进一步,为城市书房的建设提出实操性较强的具

体指导。

2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

sis,QCA),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 C ·拉金

(Charles
 

C
 

Ragin) 提出,被视为一种结合了质化

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之长的研究方法[10] 。

因其结合了质化研究中的案例导向和量化研究中

的变量导向,为研究提供了一种“综合性” 的策

略[11](5) 。

组态、集合论等思想为 QCA 的发展提供了关

键支撑。 组态比较分析技术( Configurational
 

Com-
parative

 

Analysis,CCA) 是利用组态思想处理、分
析案例构成成分的一种方式,这也意味着每一个

案例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组合。
CCA 要求理论和案例可以进行对话,QCA 亦需从

理论中提取变量;但是与 CCA 不同的是,QCA 还

可以从案例中提炼关键要素,并使其转化为理论

语言[11](5) 。 QCA 认为,不同的组态(条件因素组

合)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所以 QCA 实际上关注

的是“多重并发因果关系” [11](7) 。
集合论思想是 QCA 方法论的基础,而运用布

尔代数(Boolean
 

Algebra)的基本运算法则可以使

QCA 找到组态与集合之间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
布尔代数用大写字母或将变量赋值为 1 表示条件

发生,用小写字母或将变量赋值为 0 表示条件不

发生;用“ ∗” 或“不存在的空格” 表示逻辑上的

“和”(AND),用“ +”表示逻辑上的“或” ( OR);用
“→”或“ = ” 表示“结果发生” [11](32-33) 。 例如,A
∗B+c∗d→Y,即表示 A 和 B 同时发生,或 c 和 d
同时不发生时导致结果 Y 发生[12] 。 在这四个条

件中,任一条件发生或不发生均不能决定 Y 是否

会发生,只有当 A 和 B 同时发生,或 c 和 d 同时不

发生的时候,组态才会与 Y 是否会发生产生因果

联系;并且,导致 Y 发生的条件组态有多种可能,
其因果关系并非恒定的。 由此可见,组态因果分

析解释了单因素因果分析和多因素相关分析无法

解释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
QCA 基于小规模样本对各种条件因素的组

合与结果进行因果关系的运算。 传统量化研究往

往无法对总体样本数量较小的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而 QCA 对样本数量的要求一般在 10—60 个

之间[10] ,这解决了一些案例较为有限的研究无法

做回归分析的问题。
QCA 可分为清晰集 QCA ( csQCA)、多值集

QCA( mvQCA)、 模糊集 QCA ( fsQCA)。 清晰集

QCA 是基于传统布尔运算发展起来的定性比较

分析的经典路径,需要对条件变量及结果变量进

行二元赋值。 多值集 QCA 是对清晰集 QCA 的拓

展,超越了清晰集 QCA 中对条件变量的二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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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能有效解决强制使用二元赋值造成的信息丢

失以及矛盾组态过多的情况。 模糊集 QCA 的出

现得益于模糊集理论的发展,其优越性表现在可

以校准集合之间的隶属程度。 正是因为模糊集

QCA 允许“部分隶属”的存在,所以在最大程度上

保留了分析因果复杂性的子群关系。 随着 QCA
的发展,有学者发现各条件因素出现的时间顺序

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于是便将对“时序”的思

考引入模糊集 QCA ( fsQCA), 进而提出 “ 时序

QCA”(TQCA) [13] 。
从数据资料上看,本研究涉及到的条件变量

和结果变量均满足二元赋值的条件;从研究目的

上看,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城市书房建设因素的

可能性问题,定性比较分析的经典路径能够满足

研究需求,故本研究决定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

析(csQCA)作为研究方法。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对象及研究样本的选择

经过走访调研,本研究选取郑州市“郑品书

舍”为研究对象,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郑品书

舍与温州、洛阳、合肥等地的城市书房一样,均是

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公益性书房,具备统一编号、统
一标识、统一的书籍流通体系、统一的自助借还设

备等等,以郑品书舍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和代表性;第二,郑品书舍于 2019 年启动建

设,现处于运营初期,其建设机制及运营体系并不

完善,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城市

书房在实际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书房的建设

发展,有些问题在建设机制相对完善的城市书房

中早已被动态化地调整和处理过了,而郑品书舍

遇到的建设问题也是其他正在或将要建设的城市

书房可能遇到的问题。 因此,以郑品书舍为研究

对象探索出的建设机制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截至 2021 年 5 月 1 日,郑州市全市(包含市

区、县、县级市)共建设 75 家郑品书舍。 因郑品书

舍的运营尚处于初期阶段,部分书房的人流量监

测设备还处于调试阶段;且叠加装修、试营业、新
冠疫情等因素,有 48 家书房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间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其余 27 家

书房的人流量数据相对准确全面,其基础建设数

据也较为完善。 因此,本研究选取此 27 家书房作

为有效研究样本,这也达到了 QCA 方法对样本数

量的基本要求,将这 27 个研究样本随机编码为

SF01、SF02、SF03……SF27。

3.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和部分资料来自于郑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下文简称“郑州文广旅局”)。
《郑州市城市书房运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下文简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由
郑州文广旅局负责协调、指导全市城市书房的运营

管理工作①。 因此,郑州文广旅局及其下属单位掌

握郑品书舍建设、运营的一手数据资料。 因郑品书

舍的各种数据处在动态变化之中,所以本研究以郑

州文广旅局最新的备案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并结合

实地调研、电话采访等多种形式保证数据的准确

性、全面性。 由于郑品书舍尚处于运营初期,部分

书房的相关设备还处于调试阶段,一些数据存在显

著误差,故对存在显著误差的数据进行了剔除。

3. 3　 结果变量及条件变量的确定与测量

使用 QCA 进行研究要确定两类关键的变量,
第一类是结果变量,即关于结果是否会发生的变

量;第二类是条件变量,即研究假定可以解释结果

的条件变量[11](37) 。 基于对既往文献资料的梳理

和总结,本研究选取郑品书舍月均人流量( NC)作

为结果变量,并从地理环境、基础条件、运营机制

三个维度选取了书房所在行政区(AD)、书房地点

(BS)、书房面积( BA)、投入资金( IC)、藏书数量

(CB)、座位数量(ST)、周开放时长( OH)、商业消

费项目(CI)、政府介入程度( GI)九个因素作为条

件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书房均在郑州文广

旅局的统一领导下,所以这些书房的建设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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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的是一致的;除此之外,郑品书舍的品牌

标识、自助借还书机、人流量监测设备等均按统一

标准配备,不存在显著差异,故这些因素均不在本

研究条件变量的选择之内。
本文的第一作者为 1 号编码员,第二作者为

2 号编码员。 因研究问题的限制,暂时无法通过

理论选取阈值,故本研究采取“机械分界点”对可

进行二分操作的变量数值进行划分,也就是对结

果变量及九个条件变量中存在确定数值的变量均

以中位数为阈值进行 1 / 0 赋值[11](38) ,下文不再

重复说明;不存在确定数值的条件变量或无法以

中位数为标准进行 1 / 0 赋值的条件变量采取两位

编码员协商等方式进行赋值。
3. 3. 1　 结果变量

基于既往研究对书房建设效果的评定标准及

现有的数据资料,本研究将郑品书舍月均人流量

(NC)作为结果变量,以 2214. 63 人次作为月均人

流量的二分阈值。 月均人流 量 大 于 或 等 于

2214. 63 人次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月均人流量小

于 2214. 63 人次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3. 3. 2　 条件变量

(1)书房所在行政区(AD)
郑品书舍的地理布局覆盖了郑州市下辖的全

部区、县及县级市,所在行政区划的不同会导致郑

品书舍的运营定位、运营模式、运营经费等存在差

异。 根据对行政区级别、地理位置、历史因素等情

况的综合考量,本研究将位于市区(县)的研究样

本赋值为 1,将位于县级市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2)书房地点(BS)
无论是公益活动还是商业活动,“选址”都是

首要考虑的问题。 人口密集度、交通便利性、服务

半径、消防安全、阅读需求、市民意见等均是影响

城市书房选址的重要因素[5] 。 本研究以居住教

育空间(居民住宅、学校等)和商业休闲空间(商

场、景区等)作为书房地点变量的赋值标准,将位

于居住教育空间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将位于商

业休闲空间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之所以将居民

住宅和学校划分为一类,是因为在居民住宅附近,
往往都会配有相应的幼儿园或小学;大学附近也

往往会有一定规模的家属住宅,且位于学校和居

民住宅附近书房的服务群体较商场、景区而言均

相对固定。 由于书房实际地址的复杂性,位于居

住教育空间的书房和位于商业休闲空间的书房可

能会存在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情况,编码员难以

简单地按照赋值规则对条件变量进行赋值,因此,
本研究对此条件变量的赋值综合了“向郑州文广

旅局问询”“实地调研” “编码员协商”三种方式,
力求将书房最主要、最核心的选址因素作为城市

书房地点变量的赋值参照。
(3)书房面积(BA)
在书房的建设规划中,面积一直被视为重要

的建设指标[2] 。 面积决定了城市书房的基本运

营规模,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书房的投入资金、藏
书数量、座位数量等条件因素。 根据现有的数据

资料,本研究选择以 160 平方米作为书房面积的

二分阈值。 书房面积大于或等于 160 平方米的研

究样本赋值为 1,书房面积小于 160 平方米的研

究样本赋值为 0。
(4)投入资金(IC)
根据服务创新理论,财政投入是影响公共文

化服务创新的重要因素[14] 。 郑品书舍是一种创

新型的、提供借阅等公益性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
投入资金直接关系到城市书房的硬件配备和日常

运营。 目前,郑品书舍的大部分资金主要来自财

政投入。 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本研究选择以 70
万元作为财政投入资金的二分阈值。 财政投入资

金大于或等于 70 万元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财政

投入资金小于 70 万元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5)周开放时长(OH)
温州市城市书房将 24 小时开放视为建设城市

书房的重要标准[3] ,其他城市亦想通过城市书房

的 24 小时开放为读者提供更为便捷的借阅服务。
但郑品书舍尚处在运营初期,各书房的开放时间不

统一,且部分书房存在周一闭馆、中午闭馆等情况。
为了数据单位的统一,经两位编码员协商,选取

“周开放时长”作为条件变量。 本研究将周开放时

长大于或等于 63 小时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将周

开放时长小于 63 小时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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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藏书数量(CB)
藏书数量一直被视为书房建设的重要因

素[2] 。 郑品书舍的藏书有政府购买、企业捐赠等

多种形式。 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本研究选择以

5000 册 / 件作为藏书数量的二分阈值,藏书数量

大于或等于 5000 册 / 件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藏
书数量低于 5000 册 / 件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7)座位数量(ST)
城市书房作为公共文化空间需为读者提供长

时间阅读的舒适环境,而座位数量决定了城市书

房可以同时容纳多少读者。 因此,本研究将座位

数量作为条件变量。 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本研

究选择以 40 个作为座位数的二分阈值,将座位数

大于或等于 40 个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将座位数

小于 40 个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8)商业消费项目(CI)

提供商业消费项目可以使城市书房更好地满

足读者的多元休闲需求[5] ,这也是拓展书房收入

来源、减少书房对财政资金依赖的一种方式。 商

业消费项目包括销售果汁饮料、文创产品、学习用

具等等。 本研究将是否提供商业消费服务作为赋

值标准,提供商业消费项目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
不提供的赋值为 0。

(9)政府介入程度(GI)
城市书房的运营模式灵活,存在“公办公营”

“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15] ,不同的运

营模式可能会对城市书房的建设运营产生不同的

影响。 因此,根据政府介入程度,本研究将政府参

与书房日常运营工作(如政府运营、政府购买服务

等)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1,将政府不参与书房日常

运营工作(如企业运营)的研究样本赋值为 0。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相关赋值情况见表 1。

表 1　 变量类型及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类型 变量 赋值标准 数据占比 赋值

条件

变量

地理

环境

基础

条件

运营

机制

书房所在行政区划(AD)

书房地点(BS)

书房面积(BA)

投入资金(IC)

藏书数量(CB)

座位数量(ST)

周开放时长(OH)

商业消费项目(CI)

政府介入程度(GI)

市区(县) 62. 96% 1

县级市 37. 03% 0

居住教育空间 51. 85% 1

商业休闲空间 48. 15% 0

书房面积≥160 平方米 51. 85% 1

书房面积<160 平方米 48. 15% 0

投入资金≥70 万元 51. 85% 1

投入资金<70 万元 48. 15% 0

藏书量≥5000 册 51. 85% 1

藏书量<5000 册 48. 15% 0

座位数量≥40 个 62. 96% 1

座位数量<40 个 37. 03% 0

周开放时长≥63 小时 70. 37% 1

周开放时长<63 小时 29. 63% 0

存在商业消费项目 25. 93% 1

不存在商业消费项目 74. 07% 0

政府参与书房的日常运营 48. 15% 1

政府不参与书房的日常运营 51. 85% 0

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NC)
月均人流量≥2214. 63 人次 51. 85% 1

月均人流量<2214. 63 人次 48.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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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性比较分析过程

4. 1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通过 fsQCA 软件运算单因素必要性分析可

得出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
 

( Consistency)和

“覆盖度” ( Coverage) 的结果。 “一致性” 是指结

果变量与结果变量发生时的条件变量的一致程

度,这些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必要

但不充分的[16](27) ;“覆盖度”是指各条件变量使

结果变量发生的研究样本所占总体研究样本的比

例,这是衡量实证重要性的关键指标[16](35) 。 简

单来说,覆盖度评估的是对研究样本的“解释程

度” [16](27) 。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是指对每个条件

变量是否能直接影响结果变量进行的一致性分

析,一般认为,当某个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一致

性大于或等于 0. 9 时,则该条件变量便可视为结

果发生的必要性因素[17] 。 如表 1 所示,九个条件

变量叠加发生或不发生两种情况一共可算作 18
个变量。 经过运算,这 18 个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

的一致性均小于 0. 9(见表 2),这即意味着这九

个条件变量发生或不发生均不会导致结果变量必

然发生。 由此可以推论,本研究所选取的这九个

变量因素中的任一单一因素均不能完全解释结果

变量发生的原因,结果变量的发生是多个变量因

素共同组合作用的结果。

表 2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一致性 Cosistency 覆盖度 Coverage 条件变量 一致性 Cosistency 覆盖度 Coverage

AD 0. 785714 0. 647059 ~ AD 0. 214286 0. 30000

BS 0. 571429 0. 571429 ~ BS 0. 428571 0. 461538

BA 0. 571429 0. 571429 ~ BA 0. 428571 0. 461538

IC 0. 642857 0. 642857 ~ IC 0. 357143 0. 384615

CB 0. 500000 0. 500000 ~ CB 0. 500000 0. 538462

ST 0. 714286 0. 588235 ~ ST 0. 285714 0. 400000

OH 0. 857143 0. 631579 ~ OH 0. 142857 0. 250000

CI 0. 428571 0. 857143 ~ CI 0. 571429 0. 400000

GI 0. 428571 0. 857143 ~ GI 0. 571429 0. 400000

4. 2　 构建真值表
对变量的编码及赋值进行汇总,建立每个条

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组合, 构建真值表

(Truth
 

Table)(见表 3)。 真值表可以厘清研究样

本在二分变量组成的各组条件变量组合中的分布

情况[16](13) ,一组条件变量组合就是一个与给定

结果相关的给定条件组合[11](40) 。 真值表中的

“Number”是指某组条件变量组合所对应的研究

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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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真值表

AD BS BA IC CB ST OH CI GI Number

1 0 0 1 0 0 1 0 0 1

1 1 0 1 1 1 1 0 0 1

1 1 0 0 0 1 1 1 0 1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1 1 0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0 1

1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1 0 0 0 1 1

1 0 1 1 0 0 1 0 1 1

1 1 1 0 0 1 1 0 1 1

0 0 1 1 1 1 1 0 1 1

0 1 0 0 1 0 0 0 1 2

0 0 0 1 1 1 1 0 1 2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1

1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0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1 0 1 0 1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0 1 1 1 1 1 0 0 1 1

1 0 0 0 0 0 1 0 1 1

0 1 0 0 1 0 1 0 1 1

0 0 0 1 0 1 1 0 1 1

4. 3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的结果

通过 fsQCA 软件对真值表进行 csQCA 运

算后,得到以下三种结果:简单解( Parsimonious
 

Solution) (表 4) 、中间解( Intermediate
 

Solution)
(表 5) 、复杂解( Complex

 

Solution) ( 表 6) 。 区

分这三种解需要引入“ 逻辑余项” ( Logical
 

Re-

minder)的概念。 逻辑余项,即指研究样本中未

包含但是在逻辑上可能存在的条件因素组合。
简单解包括“逻辑余项” 但不关注其是否合理,
中间解关注合理的“逻辑余项” ,复杂解不包括

任何“逻辑余项” [ 11]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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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简单解

条件变量组合 原始覆盖度 Raw
 

Coverage 唯一覆盖度 Unique
 

Coverage 一致性 Cosistency

AD∗CI 0. 428571 0 1

OH∗CI 0. 428571 0 1

~ BA∗IC∗~ GI 0. 142857 0 1

AD∗BS∗~ BA 0. 214286 0 1

AD∗IC∗~ CB 0. 285714 0 1

AD∗~ BA∗IC 0. 142857 0 1

~ BS∗BA∗IC 0. 285714 0 1

AD∗~ CB∗ST 0. 357143 0 1

BA∗ ~ CB∗OH 0. 357143 0 1

~ BS∗BA∗OH 0. 285714 0 1

AD∗BS∗GI 0. 142857 0 1

BA∗OH∗GI 0. 214286 0 1

解的覆盖度 Solution
 

Coverage 0. 857143

解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1

表 5　 中间解

条件变量组合
原始覆盖度

Raw
 

Coverage
唯一覆盖度

Unique
 

Coverage
一致性

Cosistency

AD∗BA∗IC∗ST∗OH∗CI∗~ GI 0. 285714 0. 285714 1

AD∗BS∗ ~ IC∗~ CB∗ST∗OH∗CI∗~ GI 0. 142857 0. 142857 1

AD∗~ BS∗~ BA∗IC∗ ~ CB∗~ ST∗OH∗~ CI∗~ 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BS∗~ BA∗~ IC∗CB∗~ ST∗~ 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 BS∗BA∗IC∗ ~ CB∗~ ST∗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BS∗~ BA∗IC∗CB∗ST∗OH∗~ CI∗ ~ 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BS∗BA∗~ IC∗ ~ CB∗ST∗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 AD∗~ BS∗BA∗IC∗CB∗ST∗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解的覆盖度 Solution
 

Coverage 0. 857143

解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1

表 6　 复杂解

条件变量组合
原始覆盖度

Raw
 

Coverage
唯一覆盖度

Unique
 

Coverage
一致性

Cosistency

AD∗BA∗IC∗ST∗OH∗CI∗~ GI 0. 285714 0. 285714 1

AD∗BS∗ ~ IC∗~ CB∗ST∗OH∗CI∗~ GI 0. 142857 0. 1428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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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条件变量组合
原始覆盖度

Raw
 

Coverage
唯一覆盖度

Unique
 

Coverage
一致性

Cosistency

AD∗~ BS∗~ BA∗IC∗ ~ CB∗~ ST∗OH∗~ CI∗~ 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BS∗~ BA∗~ IC∗CB∗~ ST∗~ 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 BS∗BA∗IC∗ ~ CB∗~ ST∗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BS∗~ BA∗IC∗CB∗ST∗OH∗~ CI∗ ~ 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AD∗BS∗BA∗~ IC∗ ~ CB∗ST∗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 AD∗~ BS∗BA∗IC∗CB∗ST∗OH∗~ CI∗GI 0. 0714286 0. 0714286 1

解的覆盖度 Solution
 

Coverage 0. 857143

解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1

　 　 这些表格中的原始覆盖度( Raw
 

Coverage)是

指某组条件变量组合覆盖的研究样本比例,唯一

覆盖度(Unique
 

Coverage)是指研究样本被某组条

件变量组合唯一覆盖的比例,解的覆盖度( Solu-
tion

 

Coverage)是指得出的所有条件变量组合覆盖

研究样本的比例。 表 4 中的简单解呈现了十二组

条件变量组合,这十二组条件变量组合的整体解

的一致性( Solution
 

Consistency) 和整体解的覆盖

度均达到了 1,且每组条件变量组合的原始覆盖

度均大于 0. 1,AD∗CI、OH∗CI 两组条件变量组

合的原始覆盖度甚至超过了 0. 4,这说明其覆盖

的研究样本数量较多。 但是,简单解提供的条件

变量组合过多,且每组条件变量组合所省略的条

件因素也太多,而这些被省略的条件因素在实际

的书房建设中又是需要考量的,QCA 不仅要求对

结果变量进行“简短”(简约性)解释,同时也要求

保留适当程度的因果复杂性[11](9) 。 因此,将简单

解作为基本的建设路径难以给予城市书房建设实

践较为详细具体的指导。 表 5 中的中间解和表 6
中的复杂解呈现出了完全一致的条件因素组合、
一致性、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且其条件变量

组合在实际的书房建设中更具指导力,因此选取

中间解(复杂解)进行分析阐释。
根据表 5 和表 6 所示,中间解(复杂解)运算

出的八组条件变量组合的整体解的一致性达到了

1,满足 QCA 所要求的组合一致性须不低于 0. 75
的要求[18] ,这表明八组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

的整体正向解释力达到了 100%。 与此同时,八
组条件变量组合的整体解的覆盖度达到了

0. 8571,这表明中间解(复杂解)呈现出的八组条

件变量组合可以覆盖 85. 71%的研究样本。 由此

可见,本研究得出的八组条件变量组合总体来说

具有较大的解释、应用和推广价值。

5　 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一般来说,原始覆盖度越高,能解释的研究样

本就越多。 本研究以原始覆盖度 ≥ 0. 1 为标

准[19] ,从八组条件变量组合中提取出“重点式”
和“覆盖式”两条典型的城市书房建设路径。

5. 1　 城市书房的“重点式”建设路径

第一条典型的建设路径 AD∗BA∗IC∗ST∗

OH∗CI∗~ GI(书房所在行政区划∗书房面积∗
投入资金∗座位数量∗周开放时长∗商业消费项

目∗~政府介入程度),即行政区划为市区(县)
∗书房面积≥160 平方米∗投资金额≥70 万元∗
座位数≥40 个∗周开放时长≥63 小时∗提供消

费项目∗政府不参与日常运营。
第一条路径的原始覆盖度为 0. 2857,其含义

是所在行政区划为市区(县)、面积更大、投资更

多、座位数更多、开放时间更长、提供消费项目且

政府不参与日常运营的书房的月均人流量更大,
这条路径覆盖了 28. 57%的研究样本。 市区(县)
的常驻人口较多,各种机构、场所较为密集,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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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需要较大的书房面积、较多的座位以保

证书房可以同时容纳更多读者。 在面积较大的书

房中,可以根据需要对某些城市书房进行“重点”
建设,即将某些书房打造为旗舰店、示范店,甚至

“网红店”,以“点”辐射“面”,扩大书房影响力,
推动郑品书舍的品牌化建设。 赖璨等认为,品牌

是产品或服务的象征,代表着生产者的能力、品质

和影响力,品牌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连接,兼具功

能价值与情感价值,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能……
品牌是无形资产,一个成熟的品牌意味着拥有足

够数量、足够规模和足够稳定的常客户,品牌是市

场竞争的工具[20] 。 考察城市书房的品牌化建设

亦有相通之处,城市书房的品牌是一个城市的文

化象征,是连接城市文化与读者日常生活的重要

纽带,同样兼具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 因此,有必

要通过打造旗舰店、示范店的方式加强城市书房

的品牌化建设。
在上文的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虽然周开放

时长(OH)的一致性并没有达到 0. 9,也就是说并

不能将其视作结果变量发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其

一致性达到了 0. 8571,为九个单因素条件变量中

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周开放时长与结果

变量的关系非常密切。 从条件因素组合上看,开
放时间也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因素,周开放时

间越长,人流量就越多。 研究结果回应了《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 中“周开放时间不得少于

100 小时,鼓励实行全天 24 小时开放”的规定。
除此之外,提供商业消费项目也是郑品书舍

吸引读者的重要方式。 除了阅读、自习、参与各种

文化活动,郑品书舍还提供咖啡饮料、文创产品、
文教用品等商业消费服务,这既满足了不同读者

的多元需求,也使城市书房成为一个“有机”的文

化和休闲空间;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减轻了城市书

房的运营负担,减少了郑品书舍对政府投入资金

的依赖。 另外,政府不参与城市书房的日常运营

使城市书房更具市场活力,这也有助于城市书房

在保证公益属性的前提下实现创新发展。

5. 2　 城市书房的“覆盖式”建设路径

第二条典型的建设路径 AD∗BS∗ ~ IC∗ ~

CB∗ST∗OH∗CI∗~ GI(书房所在行政区划∗书

房地点∗~投入资金∗ ~ 藏书数量∗座位数量∗
周开放时长∗商业消费项目∗~政府介入程度),
即行政区划为市区(县)的∗选址在居住教育空

间∗投资金额<70 万元∗藏书数量<5000 册∗座

位数≥40 个∗周开放时长≥63 小时∗提供消费

项目∗政府不参与日常运营。
第二条路径的原始覆盖度为 0. 1429,其含义

是所在行政区划为市区(县)、选址在居民区或学

校附近、投资金额不用很多、藏书量也不是很多,
但是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座位,并且开放时间更

长、提供消费项目且政府不参与日常运营的书房

的月均人流量更大,这条路径覆盖了 14. 29%的研

究样本。 这条路径显示,除了开在人流量较大的

城市中心、商业中心的旗舰店之外,在居民区或者

学校附近的书房建设也非常重要。
选址在居民区或者学校附近的城市书房的服

务群体一般较为固定,书房面积大小并非影响人

流量的核心因素,投入资金、藏书数量均无需太

多。 这条建设路径为“覆盖式”建设城市书房,为
打造“城市阅读圈”提供了思路,即适当节约资金

以开设更多城市书房,从而提高城市书房的覆盖

率。 雷·欧登伯格( Ray
 

Oldenburg)曾提出“第三

空间”的概念,将“书店”等休闲场所定义为除“第

一空间”(家庭空间)及“第二空间” (工作空间)
之外的“第三空间” [21] 。 司新丽在其对公共文化

空间构建的相关研究中提出,“城市中应该存有

可供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来凝聚各类人群,为大

众提供可供讨论和延伸的话题,帮助人们缓解压

力、凝聚共识” [22] 。 居民将城市书房视为在家庭

空间和工作空间之外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在
这个“公共文化空间”里,居民可以暂时忘记家庭

和工作,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中。 城市书房作为

“第三空间”更强调一种休闲的体验。
在学生的眼里,开在学校附近的城市书房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学校的延伸,无论是小学生、初中

生、高中生、大学生,还是备考公务员、研究生、各
种资格考试的人,均可以在城市书房上自习。 而

选址在幼儿园、小学旁边的城市书房,更是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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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家庭的“连接处”,学生可以一边阅读一边

等待家长接送。 城市书房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

空间、社交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中转

站。 在第二条典型的建设路径中,行政区划、座位

数量、周开放时长、消费项目、政府介入程度等条

件变量,与第一条典型的建设路径基本无异,在此

不再赘述。

6　 结论与讨论

AD∗ST∗OH∗CI∗ ~ GI(书房所在行政区

划∗座位数量∗周开放时长∗商业消费项目∗ ~
政府介入程度)为上述的两条典型路径中的共有

条件变量组合,即覆盖度大于 0. 1 的两条典型路

径均是采取了在市区(县) 内开设、设置更多座

位、开放更长时间、提供商业消费项目和政府不参

与日常运营这一基本模式。 在实际的城市书房建

设中,这组条件变量组合应被着重考虑。

在共有的条件变量组合基础上,第一条“重

点式”路径中特有的 BA∗IC(书房面积∗投入资

金)适用于打造旗舰店,推动城市书房品牌化建

设。 例如,郑品书舍创业中心 5 号园店就是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大面积书房、打造特色主题的城市

书房。 创业中心 5 号园店以“剪纸”非物质文化

遗产作为书房特色,在提供阅读空间的同时强化

城市书房品牌形象,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提供了场所。 第二条“覆盖式” 路径中特

有的 BS∗~ IC∗ ~ CB( ∗书房地点∗ ~ 投入资金

∗~藏书数量) 适用于打造“城市阅读圈”。 例

如,就现有的数据资料而言,三官庙社区书房的投

入资金、占地面积、藏书数量较其他书房而言并不

具备显著优势,但是由于其选址在居民区和学校

附近,辐射周边的多个幼儿园、小学、居民住宅小

区,故只需具备一个基本的投入资金和藏书数量

便可以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居住在教育空间的

读者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个阅读 / 自习的场所,虽

然这些读者对硬件设施如装修、藏书量等也有一

定的需求,但并不是核心需求。 有学者认为,城市

书房属于公益项目,成本主要由政府财政支持,其

经济成本必然会限制城市书房的推广范围[6] ,而
打造“城市阅读圈”又必须要提升城市书房的覆

盖率。 因此,从宏观和长远规划的角度来说,在总

体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降低对居民

区或学校附近的书房的非必要性投入,来增加在

全市居民区或学校附近开设书房的数量。 这样既

可以满足居住教育区域读者的基本需求,又可以

减少财政的压力,用有限的资金提高书房覆盖率,
辐射更广的区域,服务更多的读者。

7　 研究局限

由于研究样本和数据资料有限,本研究只对

数据较为全面的 27 家郑品书舍进行了 csQCA 运

算,所有条件变量组合均是针对现有研究样本的情

况得出的。 根据现有研究样本和数据资料提出的

两条典型建设路径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原始覆盖

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其它建设方式就一定不可

行。 例如,第八条路径 ~ AD∗ ~ BS∗BA∗IC∗CB
∗ST∗OH∗~ CI∗GI( ~书房所在行政区划∗~书

房地点∗书房面积∗投入资金∗藏书数量∗座位

数量∗周开放时长∗ ~ 商业消费项目∗政府介入

程度),即建设在县级市的商业休闲区域,面积较

大、投入资金、藏书数量、座位数量均较多,营业时

间较长、不提供商业消费服务项目且政府介入日常

运营工作的城市书房一样会有较大的人流量。 但

是因为其原始覆盖度低于 0. 1,意味着其覆盖的研

究样本有限,故没有对其展开探讨。 本研究根据已

有的研究样本及数据资料提出的两条典型建设路

径是对城市书房建设一般路径的提炼和优化,具有

一定的指导性和参考价值,但在实际的城市书房建

设中,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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