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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对图书馆影响研究综述∗

傅文奇　 郭佳蓉

摘　 要　 文章梳理国内外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的研究成果,总结出政府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服务资源、服务效能和管理四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研究观点

更加客观全面、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系统以及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多元的主要研究趋势,未来可以从加强

影响的测度研究、注重影响的因素研究和重视案例的比较研究等三个方面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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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高度重视以政

府购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出台的《关

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的意见》《公共图书馆法》等一系列法律政策,为
支持并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保障和实践良机。 自 2010 年无锡市

无锡新区政府向艾迪讯电子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购买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运行以来[1] ,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逐渐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财政总投入约为 37. 98 亿元,其中 41. 40%
的地市级政府和 18. 52%的县区级政府开展了公

共文化服务购买活动[2] 。

参考王浦劬对政府购买服务概念的定义[3] ,
本研究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指政府直

接拨款或公开招标,将公共文化服务交由社会机

构完成,根据后者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及质

量支付服务费用的行为。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在图书馆中的运用主要体现为购买公共图书馆

服务,因此,如无特别强调,本文中的政府购买图

书馆服务即指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
国外存在许多如社会化运营管理、外包、委托

管理或指定管理者等与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相

近的概念。 “社会化运营管理”是指社会组织依

法或政府授权开展的社会管理活动,主要形式有

政府购买、政社合作、社会力量独立建设、志愿者

服务及众筹和基金会[4,5] 。 欧美普遍使用“外包”
一词,指政府与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签订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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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供公共服务[6] ,其发起者是政府或图书馆自

身。 日本学界多使用委托管理和指定管理者:
“委托管理”指地方政府制定条例后将公共设施

交给公共团体或具有公共性质的团体运营[7] ;
“指定管理者”即扩大承接方性质,允许将公共设

施交给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组织或者团体[8] 。
国内通常认为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指政府通过

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将公共图书馆

提供的一部分或全部服务项目交给社会组织、企
业单位承担,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由政府根

据合同和绩效约定支付服务费用[9] 。 不论是国

外常用的社会化运营管理或外包,还是国内的政

府购买,表述虽有差异但核心思想基本一致,即
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签订市

场化契约,通过购买交由后者向公众提供部分或

整体的图书馆服务,根据后者的服务内容和质量

等结果支付费用。 虽然学界对图书馆能否作为

购买主体也仍有争论[10] ,但从国内外实践看,公
共图书馆作为购买主体的情况时有所见[11] ,因
此,本文将公共图书馆作购买主体的政府购买图

书馆服务也纳入讨论范围。 在与之相近概念的

讨论中,若非内容直接与本文相关,否则如社会

力量独立建设、政社合作、志愿者服务等内容将

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关于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

的内涵和意义、购买内容和模式、风险和绩效、利
益主体等主题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关于政府购

买对图书馆的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研究

系统性不足。 现有部分研究或宣扬政府购买的优

点,或批评政府购买的弊病,较少从全局观念和可

持续发展角度分析政府购买对图书馆的影响。 因

此,加强政府购买对图书馆的影响研究对丰富学

界和实践界的认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理论、促进

公共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对

国内外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对图书馆影响的研

究成果的回顾、梳理和述评,总结研究现状及不

足,提出研究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本研究利用 EBSCO、Emerald 和中国知网等

数据库,查找 2022 年之前的所有相关文献。 其

中,在中国知网使用“SU = (‘政府购买’ +‘政府购

买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and
 

TI = 图书

馆”检索式检索国内文献;在 EBSCO 和 Emerald
中使用“ TI

 

(
 

library
 

or
 

libraries
 

or
 

public
 

library
 

)
 

AND
 

TI
 

(
 

outsourcing
 

or
 

contracting
 

)
 

” 检索式检

索国外文献。 基于检索结果,通过参考文献和引

证文献扩大目标文献集,根据期刊影响因子和厘

定的研究主题,剔除与综述内容关联度较低和不

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国内外相关文献 125 篇。
本文梳理文献后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对

图书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形象、服务资源、服
务效能和管理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　 对图书馆社会形象的影响

长久以来,公共图书馆在公众认知中是传播

知识、促进社会教育、保证公众自由公平地获取信

息的机构,天然具有民主、公益的社会形象。 (1)
众多学者认为市场化色彩的政府购买行为,特别

是营利性承接方的参与有可能破坏公共图书馆

及其服务的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损害其

民主形象。 Ward 和 Carpenter 调研发现,读者因

质疑外包方的营利性而降低对图书馆的满意度

和信任,减少甚至不利用图书馆,破坏了图书馆的

民主形象[12] 。 Schuman 认为市场化的外包将导

致图书馆私有化, 摧毁图书馆的公共服务之

魂[13] 。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

ation,ALA) 的外包工作小组 ( Outsourcing
 

Task
 

Force,OTF)倡导,当图书馆工作的基本价值不受

损害时才能外包,外包必须能够支持图书馆作为

民主机构的建设与发展[14] 。 马晓军认为政府切

割公共图书馆承担的职能或业务后向市场提供

商购买,会与图书馆形成竞争,从而影响图书馆发

展;但政府在维持或增加公共图书馆投入的基础

上,向市场购买图书馆服务,能促进市场、社会力

量和图书馆合作,稳固图书馆的地位[15] 。 张岩认

为政府购买能进一步提升公共资金使用率,丰富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会改变公共图书馆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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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16] ,且能扩大图书馆服务的社会覆盖面,促
进图书馆服务的基本、均等和便利性[17] 。 (2)对

公益性的影响中,研究者普遍认为政府购买可能

对图书馆服务的公益性带来风险。 王萍研究美

国的图书馆业务外包发现,业务外包极端化将导

致图书馆私有化,改变图书馆的公益性[18] 。 山口

源治郎指出在指定管理者制度下,图书馆服务成

为市场的“商品”,政府购买该“商品”后,读者利

用此“商品”时便成为“消费者”,破坏了图书馆服

务应有的公益性[19] 。 部分研究认为政府购买对

公益性的影响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如李雅和杨

乃一[20] 、彭秋平和唐琼[21] 等认为政府购买可能

导致图书馆公益性面临风险,公益的图书馆服务

不能为营利性承接方带来利益,但承接方仍期望

从中盈利,因此其是否会逾越公益性暂无法得

知,具体的影响有待验证。 而陈俊翘和全洪立对

新塘镇图书馆及读者的访谈显示读者肯定外包

后服务的公益性,认为未出现“公益性丧失” 现

象[22] 。 综上,现有研究多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特别是承接机构为营利性机构时,有可能

损害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其讨论主要集中在营利

性承接方的盈利期许使得图书馆服务有动摇基

本、均等和公益服务理念的风险。 但也有研究有

相反发现,认为政府购买不会破坏图书馆的社会

形象,也可能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通过促进

更加均等的图书馆服务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良

好形象。

2　 对图书馆服务资源的影响

图书馆的服务资源包括图书馆在开展服务

过程中所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

素[23] ,主要包括图书馆馆舍和网络等硬件资源、
经费资源、文献资源和馆员资源。

2. 1　 对经费资源的影响

图书馆经费的使用方面,不少学者认为政府

购买可能影响图书馆的经费效益和运营成本。
Dubberly 指出图书馆利用外包可以进一步节省经

费[24] ,有助于节省长期的馆员培训和服务成本及

相关间接成本[25] 。 但政府购买也存在增加图书

馆经费隐性支出的风险。 关于英国图书馆、档案

馆和博物馆的一项研究表明,外包能利用技术设

备降低周期性工作的成本,但图书馆工作不具备

周期性特点, 无法保证外包能降低其运营成

本[26] ,只是由于外包忽略了隐藏和不可控的成

本,承接方才能以较低成本运营图书馆,长期来

看,外包反而会提高图书馆的总体运营成本[27] 。
图书馆获得的经费支持方面,有研究者认为

政府购买可能影响政府及财政预算对公共图书

馆的经费支持。 张勇认为政府购买意味着政府有

更多资金支持公共文化服务,部分受财政、经费限

制的图书馆工作将能在更多的资金支持下开

展[28] 。 易斌和易艳指出政府购买民间图书馆服

务能使民间图书馆得到政府大量的办馆经费、实
物和政策资助[29] 。 但是实施政府购买后,图书馆

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同其他社会主体争取基本公

共图书馆服务市场的财政份额[30] 。 政府购买资

金规划也影响图书馆的经费情况,陈红指出许多

地方政府未做规划而临时列出政府购买资金,导
致图书馆难以根据临时规划开展服务,因而失去

稳定充足的经费支持[31] 。
综上,早期的国外研究多认为政府购买能优

化图书馆经费利用率,但随着政府购买实践的深

入,部分研究质疑该结论,并认为政府购买有加大

图书馆经费负担的风险。 国内研究侧重基于国家

和政府等主体对图书馆的经费支持和政府购买

资金规划的角度,探讨政府购买对图书馆经费的

影响。 由于我国存在政府购买经费与地方政府常

规预算不明晰的问题,因此较多研究认为政府购

买可能导致图书馆的经费资源不稳定。

2. 2　 对硬件资源的影响

图书馆的硬件资源包含馆舍建筑、总体布局、
信息设备和网络等,政府购买对馆舍和布局有一

定影响。 Lawton 指出美国日耳曼敦图书馆的外

包方帮助图书馆重新粉刷、翻新、设计馆舍,使图

书馆崭新的物理外观饱受居民欢迎[32] ,专业承接

方对馆舍更人性化的布局有利于提升图书馆空

99



·公共文化服务·

间的实用性和创新性[33] 。 廖政贸调研认为日本

武雄市公共图书馆在指定管理者制度下,利用外

包企业的商业优势创新改造图书馆空间,帮助改

变图书馆的传统形象,对图书馆建设颇有参考价

值[34] 。 但后续又有调查发现,读者抱怨外包后图

书馆的多数空间被外包方的商业设施占据,并质

疑外包重“私利” [35] 。 政府购买对信息设备等其

他硬件资源也有影响。 Bala 调查分析后认为,政
府购买能帮助图书馆以更少的时间、资金和风险

学习和采用新型信息设备和技术[36] 。 Ball 等发

现英国伦敦豪恩斯洛自治区整体外包公共图书

馆后,外包方成功升级了图书馆的硬件设备,帮
助图书馆完善了硬件资源建设[37] 。 通过上述文

献分析能够看出,现有研究侧重政府购买对图书

馆硬件资源建设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分析政

府购买对创新馆舍布局和硬件技术设备的促进

影响,但也存在外包企业对图书馆空间商业化利

用的风险。

2. 3　 对文献资源的影响

从对文献资源采购情况的影响看,张妍妍等

认为政府购买打破政府投融资的独断经营,让公

众能利用多平台享受图书馆文献,从而扩充了文

献资源建设途径,有助于建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的服务模式[38] 。 杨恒等指出读者荐购通过政府

购买手段释放部分采购权给读者,使合作商的文

献资源成为图书馆的隐性馆藏,转变馆藏资源为

动态馆藏[39] 。 易斌调研发现,承接方为营利而采

购廉价资源,不愿收藏地方特色资源,致使图书

馆缺失地方特藏、馆藏结构不合理[40] 。 这些研究

主要认为政府购买一方面能够优化文献资源采

购模式并转变馆藏资源,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承接

方为逐利而选择低廉文献,甚至中断或放弃地方

特藏建设,政府购买也有可能破坏图书馆的馆藏

结构和特色资源体系建设。

2. 4　 对馆员资源的影响

图书馆开展各项服务和活动时都需要馆员参

与,馆员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服务效率和工作态

度等与图书馆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对馆员的工作内

容和情绪的影响看,研究者普遍认为政府购买可能

会影响馆员的工作内容,进而影响其工作情绪和工

作态度。 吴建中指出日本京都市图书馆外包后,馆
员减少了重复劳动,进而更专注一线服务,提高了工

作效率[41] 。 陈新洁认为外包会改变图书馆服务和

组织结构,导致部分馆员因转岗或裁员而失望、焦
虑,丧失对图书馆的归属感[42] 。

从对馆员的工作技能和专业素质的影响看,
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购买的工作人员的良好专业

性能 可 以 提 升 馆 员 的 工 作 素 质 和 技 能。
Matsuoka-Motley 调查发现日本多数外包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都经过职业认证,他们被期望拥有馆员

可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43] 。 余华和傅

文奇发现外包工作人员可以间接激发馆员的职

业危机感和竞争意识,促使其不断提高服务技能

和业务知识[44] 。 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政府购买

可能会降低馆员的专业素质。 鲍延明指出指定管

理者声称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实际是降低了人力

开支,但难以保证外包人员的专业敏锐度,降低了

馆员整体素质[45] 。 关思思认为整体外包会减少

专业馆员的数量,由大量的非专业人员长期管理

图书馆会弱化馆员工作专业性[46] 。
从对馆员的流动和福利待遇的影响看,国内

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购买可以解决公共图书馆人

员编制少导致的人力资源不足问题。 张靖等调研

发现广州区级图书馆多通过政府购买为主、临聘

人员为辅的手段补充馆员数量[47] 。 陈俊翘等调

研发现,多数图书馆主要因人力物力不足而选择

外包,以解决馆员编制少而无法满足业务需要的

问题[48,49] 。 但政府购买可能导致馆员流动性大

以及馆员待遇被削弱等问题。 安藤友张调查发

现,外包对经费的节约是职业馆员离职或被裁员

而减少了工资支出的结果[50] 。 陆和建等认为外

包会将部分事业编馆员转为企业承接方人员,他
们很难适应企业化管理,加上承接方提供的待遇

低、忽视发展机会,导致馆员流失[51] 。
综上,政府购买可以缓解馆员编制少的困境,对

补充馆员队伍有积极影响,同时,政府购买可能改变

馆员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重心,有利于馆员专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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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帮助提高馆员的工作素质。 但是,多数研究者

发现由于部分承接方压缩馆员的数量、工资和福利,
且馆员可能较难适应承接方的工作方式,担心政府

购买可能引发降低馆员待遇和馆员流失的风险。 并

且,部分研究认为政府购买存在因外包方无法保证

外包人员的专业性,或由非专业人员管理图书馆而

降低馆员工作专业性的风险,也存在因馆员被迫改

变工作岗位而产生焦虑、归属感下降等情绪,进而阻

碍其职业发展的风险。
 

3　 对图书馆服务效能的影响

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即指图书馆的服务在满

足读者需求中体现的效率和能力,具体表现在服

务效率、核心服务能力、服务创新及服务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
(1)对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 本文的服务

效率包括图书馆的开放时长、读者到馆量和读者

满意度、文献流通率、服务数量和质量等。 Mi-
zunuma 和 Tsuji 调研日本图书馆发现,许多外包

图书馆的使用率、开放天数、开放延长比例都高

于非外包的图书馆[52] 。 谭寅汉调研发现政府购

买增加了图书馆的服务点和服务数量,服务了更

多读者,提高了文献利用率和流通率[53] 。 但是,

田井郁久雄调研日本武雄市图书馆发现外包方

提供了不真实的到馆量,外包后的每小时借阅量

实有下降,花费了更多经费延长开馆时间[54] 。 肖

鹏和肖九通过访谈发现政府购买中存在服务同

质化、模块化问题,比如企业将完全相同的数字

服务卖给不同的图书馆,服务质量有限[10] ,且部

分外包人员的学历较低、专业素养不高,难以提

供专业服务[21] 。 政府购买中参与主体的关系及

政府监督等问题,也影响服务效率的提高。 刘涛

认为当协同供给面对政府的政治等级制度和复

杂的组织网络、市场的动态变化和资本逐利性、
非营利性组织的“志愿失灵”以及当今社会治理

的繁杂性时,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机制可能“失

灵” [55] 。 陈俊翘和全洪立认为政府难以监督外包

企业,且企业自我监督的客观性存疑,外包服务

质量难以保证[22] 。 综上,现有政府购买对图书馆

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多基于承接方、政府及这二

者与图书馆的关系分析探讨。 多数研究者认为政

府购买可以帮助扩大图书馆服务面,改善服务质

量,提高服务效率,但如果承接方的服务水平、工
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或者政府监督力度不足,将有

降低图书馆服务水平的风险。
(2)对图书馆核心服务能力的影响。 核心服

务即图书馆的馆藏开发和组织、收集和提供信息、
帮助读者使用馆藏,并监督和管理上述内容的服

务。 Sharma 和 Gupta 利用问卷调研并访谈了印度

部分图书馆,发现多数图书馆认为外包非核心服

务能帮助其专注核心服务[56] 。 张久珍认为外包

非核心业务后,图书馆可以集中力量保存传承文

化、服务读者、造福社会[57] 。 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扩大,特别是整体购买图书馆服务出现后,个别学

者如 Romero[58] 认为适当外包或全外包服务,并
不会影响核心服务能力,但多数学者担忧政府购

买整体图书馆服务会冲击并动摇图书馆核心服

务的专业性。 易斌认为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性体现

在古籍保护和读者服务等核心服务方面,但外包

企业为营利性机构,可能受限于自身专业能力而

影响其提供这些服务的专业度[40] 。 2021 年 4 月,
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发布的《推动图书馆专

业化发展倡议书》指出“对于过度业务外包等可

能造成的图书馆专业阵地丧失、核心业务弱化、馆
员业务能力下降等后果保持清醒的预见性” [59] 。
从以上文献和政策可以看出,过度外包将造成图

书馆专业阵地失守、核心服务能力淡化等后果,政
府购买应集中于非核心服务,这有助于图书馆专

注核心服务进而提高其核心服务能力。
(3)对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影响。 Mizunuma 和

Tsuji 等通过比较研究发现非外包图书馆倾向于

直接解答读者问题,而外包的图书馆会为读者提

供寻找答案的开放环境, 创新了参考咨询服

务[60] 。 支娟认为政府购买让图书馆有了竞争者

和协作者,公众也能自主选择服务,促使图书馆创

新传统服务方式[61] 。 苗美娟认为专业承接方能

提供丰富的优质个性的活动,帮助创新图书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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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62] 。 综上,研究者认为政府购买能够积极地创

新图书馆的服务环境,增加了图书馆的竞争和合

作机会,丰富了公众选择服务的渠道,促进了图

书馆创新服务方式。
(4)对图书馆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有研

究者认为政府购买可能破坏、中断图书馆及其服

务的持续性。 例如,陆和建等[51] 、Yoon[63] 指出,

若经常更换承接方,图书馆工作可能也需要频繁

调整,难以保持中长期政策活动、品牌创建及读

者服务等工作的连续性。 因此,政府购买可能因

为承接方更迭而对图书馆工作的连续性造成风

险,不利于图书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4　 对图书馆管理的影响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对图书馆管理的影

响主要包括对图书馆的协作管理和管理体制的

影响。 其中,协作管理包括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

及馆外社会机构协同发展的过程;管理体制包括

图书馆的人事管理制度、法人治理制度、总分馆

制度等。
(1)对协作管理的影响。 从内部协作看,外

包作为图书馆和外包方的合作,意味着图书馆允

许一个更包容的环境,进而形成包容创新和合作

的图书馆文化[58] ,并且图书馆和外包方之间友好

的合作关系对良好的外包效果很重要,这促使图

书馆加强内部合作,进而加强图书馆内部沟通和

团队合作[36] 。 从外部协作看,吴建中认为图书馆

要抓住政府购买的时机,充分利用外界的社会资

源提升能力,与社会合作整合资源、共享资源[64] 。

Yoon 认为短期合同、雇佣合同、组织变动性等阻

碍了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市民团体等机构的协

作建设[63] 。 刘涛认为若政府监管权力过大,以过

于严格的契约条款干预承接方,阻碍其履行契

约,可能破坏图书馆和政府及承接方的合作[55] 。

总之,虽有学者认为政府购买能促进协作发展,
但多数认为政府购买可能产生降低或中断图书

馆协作发展的风险。
(2)对管理体制的影响。 学者多认为政府购

买有助于图书馆改革管理制度。 翟建雄认为在现

有编制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购买政策将

进一步缩紧公共图书馆的编制,因此,图书馆需要

改革未来用工制度[30] 。 苗美娟[62] 、钱宇[65] 指出

政府购买引入第三方人力资源,有利于促进图书

馆法人治理结构转型,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向全员

聘用制和岗位责任制等转变。

5　 研究趋势和建议

5. 1　 研究趋势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政府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对图书馆的影响是全方面且深刻的,当
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呈现以下几个主要趋势。

(1)研究观点更加客观全面。 多数研究者早

期认可政府购买服务的积极影响,如节省经费资

源、提高馆员效率和创新服务等。 但研究多围绕

少数经典案例展开,如美国学者多关注将政府拨

款的图书馆转变为政府购买的案例,国内多关注

政府购买新设立的县区级图书馆服务的案例,研
究观点的客观性和一般性较为欠缺。 政府购买逐

步推广且购买范围扩大后,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

设质量下降、核心服务专业性降低、专业馆员流

失、政府回购等问题凸显,政府购买对图书馆带来

的风险受到关注。 例如,针对指定管理者的研究

发现,原则上该制度能够减少图书馆的运营管理

费、提高用户服务质量,但也存在弱化馆员专业

性、读者服务专业性和图书馆协作的负面问题,观
点更为客观。

(2)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系统。 前期研究集中

于政府购买对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经费使用、硬件

资源和馆员能力及业务管理的影响。 后期,国外

政府购买失败案例引起我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
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入至政府购买对经费投入、文
献资源建设、服务效能和管理体制的影响。 现有

研究内容已能涵盖图书馆的多个方面,其中国外

研究内容更为具体,包括政府购买前后对比、图书

馆员的诉求等,日韩已出现全国性的政府购买研

究[60,63] ;国内研究除了介绍国外相关经验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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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根植我国政策体制总结和推广中国经验,如
学者对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能在结合政策制度

分析和案例挖掘的基础上,注重向服务质量、承
接方能力和政府监督等内容拓展。 国内已形成

政府购买评估、政府购买风险控制、政府购买运

营管理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社合作模式、
社会力量参与模式等研究课题,推动政府购买对

图书馆的影响研究内容的深入。
(3)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多元。 国外倾向实证

研究,以案例分析居多,如安藤友张以实施政府

购买的 69 所图书馆为案例展开研究[50] ;重视案

例研究的比较性和持续性,如 Mizunuma 和 Tsuji
比较研究 10 年间 3811 所外包和非外包图书馆的

使用率、开放天数和认证馆员等数据[52] 。 国内研

究结合相关政策,采用访谈、问卷、案例分析或多

学科模型法推导研究结论,如肖鹏和肖九[10] 、陈

俊翘和全洪立[22] 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访谈,刘

涛[55] 、钱宇[65] 分别结合数学模型、生态学模型开

展研究。 但是,研究方法运用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且研究案例的数量较少,集中于以无锡新区图书

馆实践为主的典型案例[1,20,40] ,缺乏对不同地区、
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组织运营模式等案例的跟踪

研究和比较研究。

5. 2　 建议

(1)加强影响的测度研究。 目前政府购买的

影响客体研究主要局限于政府、承接方和读者,
缺乏对图书馆的专题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

所欠缺。 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图书馆影响的测

度研究。 例如,政府购买对图书馆社会形象的影

响测度中,可以针对图书馆社会形象围绕政府购

买前后设计更丰富的、具有对比性的问题,探究

政府购买对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影响程度。
(2)注重影响的因素研究。 目前学术界已有

一些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但有关绩效和风险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

少。 因此,下一步研究应加强政府购买图书馆服

务绩效和风险的影响因素的识别与分析,分析各

影响因素的关系,提高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的绩

效水平和防范风险的水平,促进图书馆社会化运

营健康、持续发展。
(3)重视案例的比较研究。 现有案例研究大

多停留于表面经验,不够深入,调研的时间跨度和

持续性不足,案例重复性大,对优秀和失败案例的

挖掘不够。 因此,未来研究中应重视多案例的比

较研究,加强对优秀案例的经验研究和失败案例

的借鉴研究。 例如,继续对无锡新区图书馆、镜湖

区图书馆和增城区新塘镇图书馆等经典案例的

跟踪研究,挖掘优秀案例经验。 同时,也不应忽视

部分失败案例,研究政府购买对案例馆的影响及

其风险应对教训,完善风险规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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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发布

　 　 2022 年 11 月 29 日,南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联合发布《2022 年乡村小学阅读

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数据来源于对 126109 名小学生、121500 名家长、15603 名小学教师的问卷调查。
报告显示,在 2022 年:

 

乡村小学生课外纸质图书阅读率为 93. 5%,较全国小学生纸质图书阅读率低 5. 6 个百分点,人均阅

读课外纸质图书 3. 27 本;人均每天阅读纸质图书 17. 88 分钟。 乡村小学生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

72. 1%,较全国小学生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低 4. 3 个百分点;人均每天阅读电子书或听书 33. 01 分

钟。 40. 0%的乡村小学生喜欢并经常阅读课外书,7. 5%对阅读没有兴趣。 更喜欢看电视或玩游戏、不
喜欢看书、没人教看书、没有课外书可读、课业负担重是乡村小学生不阅读的主要原因,占比分别为 21.
9%、19. 8%、17. 3%、16. 5%、13. 3%。 分别有 59. 6%、54. 5%、46%、36. 8%、5. 9%的乡村小学拥有图书

馆、设有班级阅读角、开设阅读课、开展阅读活动、拥有电子阅读资源。 99. 1%的乡村小学教师对学生课

外阅读持赞成态度;89. 4%的乡村小学教师鼓励学生进行阅读,84. 9%培养学生阅读兴趣,70%帮助学

生养成阅读习惯,69. 4%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69. 1%对学生进行阅读方法指导。 92. 4%的家长赞成孩

子阅读课外书,59. 1%的家长不经常读书或基本不读书。

资料来源
 

点击查收:《2022
 

年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研报告》[EB / OL] . [2022-12-21] . https: / / 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_forward_2096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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