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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有力提高了服务效能，契合了当前图书馆产业寻求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协同共进

的现实需求，也为图书档案的服务机制革新提供了切实的借鉴。在图书馆产业竞争态势加剧、消

费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之下，借助数字化运营来扩大、丰富图书馆行业的内容与形式，逐步增强数

字化图书档案的配套服务质量，从而有力推动图书馆产业的高质、协调、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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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年底，中国图书馆年会发布统计数据

显示，县级以上且独立运营的公共图书馆已经达到

3174 个，馆藏图书总量约为 49.73 亿册，其中电子

图书占比为 53.7%，总量达到 25.91 亿册。电子图

书占比超过传统纸质图书，标志着数字化已经成为

我国图书馆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化丰富了图

书资源的呈现模式，提升了交换效率，通过信息资

源共享，增强了行业运营实力，满足了当前社会持

续增长的知识需求，充分优化民众的阅览体验，并

推动了图书馆产业的多元化运营。为扩大图书馆图

书档案的服务创造了积极条件。同时由于当前不少

图书馆的规划与引导机制尚不健全，数字化资源的

应用相对分散化，专项资金明显短缺，数字化运营

模式推进比较拖沓，加之数字化技能培训、考核制

度尚不完善，馆员整体素养有待提升等，在很大程

度上妨碍了数字化模式对于图书馆图书档案服务的

推广。 

一、制约图书馆图书档案数字化服务的因素 

（一）规划与引导机制尚不健全，数字化资源的应

用显得分散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就出台了以“863 中国数字

图书馆工程建设体系”为代表的改革方案，旨在加

快公立图书馆的发展速率，逐步与世界主流发展模

式进行对接，并探索出一条更能契合中国社会发展

实际、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要的新路子。但目

前看，在数字化的改造与推广上，部分地方政府并

未建立独立的统筹与管理机制，也未进行细致规划，

普遍只是通过松散的、不定期的座谈会来汇报阶段

性工作成果，使数字化资源在图书馆内的落实不仅

进程缓慢，而且覆盖率参差不齐，无法转变民众对

于图书服务的旧有认知。 

（二）专项资金存在明显短缺，数字化运营模式推

进相对拖沓 

2016 年，我国用于文化体育与传媒的财政支出

达到了 2933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

1.73%。其中在公共图书馆事业上的支出为 17.2 亿

元人民币，较 2015年微增了 1.2%。而数字化的改造

与推广，则要对现有的办公器具进行升级、改造，

涉及到电路调整、网络架设、机械装载等多种繁琐

的作业流程，这就无疑需要消耗一定的财力、物力

以及人力成本。所以，获取充裕而稳定的专项扶持

资金，就显得颇为关键。就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数

字化改造的现状来看，专项资金偏少、审批周期较

长、实际下拨不足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图书馆发展

的瓶颈。尤其是二三线城市中，用于图书馆的财政

支出又受到了进一步压缩，普遍只能满足网络浏览

室建设、多媒体屏幕等，在涉及到用户体验上的优化，

则因为资金短缺而处于停滞阶段，并不能真正激发民

众对于图书数字化探究、传播的兴趣与积极性。 

（三）数字化技能培训、考核制度尚不完善，馆员

整体素养有待提升 

考虑到进行数字化的改造与推广，可能会影响

现有的经营秩序与效益所得，大多数公立图书馆都

采用了简单的“拿来主义”，仅将重点放在了硬件

资源的更新、升级上，并未加强对于馆员的综合素

质的培养与锻炼。做为提供服务内容的主体，馆员

群体的职业素养、专业技能，直接影响读者对于图

书馆管理水准的认知、评价，甚至好恶。而大部分

公立图书馆都是仅仅通过定期组织馆员学习数字化

的基础理论知识，自行结合讨论、上交心得体会等

形式来完成，缺乏更为具体、有针对性的知识讲授、

能力培训以及素质考核，既无法真正落实数字化的

应用实效，也难以督导服务能力和对数字化知识的



 

掌握，最终导致运营模式的推广大打折扣。 

二、图书馆图书档案数字化服务的发展对策 

（一）健全以数字化推广为中心的统筹、引导机制，

逐步实现图书馆服务功能及资源的升级、更新 

应当建立由相关部委主导、各级下辖管理单位

落实、社会第三方文化机构参与反馈的多方协同机

制，依照上级规划方案、结合各地发展实际，完善

数字化应用模式在公共图书馆系统内的引入、适配

以及推广途径，紧跟当前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

参照民众文化消费的普遍偏好，着力打造兼具知识

性、趣味性以及实用性的大型数字化图书资源平台，

逐步引入“移动互联网预约机制”“电子自助查询

系统”“数字图书一卡通”等高效的服务方式，双

向完成服务体系的软硬件资源升级、更新。 

（二）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合

作，稳步完成图书馆系统的数字化改造 

需要合理增加对于公立图书馆数字化改造的财

政资金投入，适当调整对于各级图书馆的财政支出

占比，逐步提高对于县级、县级市公立图书馆的专

项资金下拨额度，为其顺利完成各类软硬件资源的

升级换代，提供相对坚实的资金保障。同时，也可

以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到公立图书馆的数字化投资、

运营流程之中，落实股权分红比例原则，借鉴第三

方机构在服务提供上的有益之处，更新现有的服务

机制，探索出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稳步完成

图书馆系统的数字化改造。 

（三）强化对于图书馆馆员的素质培训，以人性化、

高效率的服务质量，提升读者满意度 

一是，要建立规范化、长效性的知识讲授与技

能培训机制，定期组织馆员集中系统学习数字化应

用的基本概念、重要原理，通过同步的联网竞赛等

途径，及时检验相关知识与技能的理解程度和掌握

效果；二是，应当仔细量化考核与绩效公示流程，

将馆员群体的数字化操作能力与个人、团队的成绩

挂钩，并通过评优、展示等方法激励馆员，主动提

高自身对于数字化应用的理解，在工作中不断进行

调整和完善，以人性化、高效率的服务质量提升读

者满意度，为数字化图书馆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四）推动馆际联盟协作拓展、数字化模式共享，

构建协同、互利的良性关系 

基于资源共享、协作双赢的共同目的，可以通

过签订合作协议来加强不同城市公立图书馆之间的

联谊，相互学习，以及商业洽谈，逐步建立起覆盖

面广、机动性强的馆际联盟体系，共同围绕数字化

应用进行长远的规划商榷，依照当前民众的文化消

费偏好、趋势，制定更为灵活、多样的运营策略。

集中推广数字化运营模式共享机制在馆际联盟的宣

传、普及，因地制宜地探索出跨地域、立体性、集

约化的新式运营体系，构建协同、互利的良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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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digital service of books and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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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ation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ervice efficiency, meets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 current library 

industry to seek the synergy of cultural values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service mechanism of books and archives. Under the trend of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nd 

diversified consumption demand in the library industry,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library industry are enriched 

by means of digital operation, and the supporting service quality of digital books and archives is gradually 

enhanced, thu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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