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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格局中推进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王世伟

　 　 2021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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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促
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

重大举措和发展路线图。 这是与时俱进提升我

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体现出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

推进的思路和理念,这对于谋划“十四五”时期

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并实现在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

战略指导意义和指引价值。

1　 以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升公
共图书馆服务水平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

我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在危机中育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科学主动应对之策,它对于

018

通信作者:王世伟,Email:
 

swwang@ sass. org. cn,
 

ORCID:0000-0001-9179-9580(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
dressed

 

to
 

WANG
 

Shiwei,Email:swwang@ sass. org. cn,ORCID:0000-0001-9179-9580)



吴建中　 范并思　 陈传夫　 孙异凡　 孙　 坦　 王世伟　 程焕文:面向未来的图书馆与社会
WU

 

Jianzhong,FAN
 

Bingsi,CHEN
 

Chuanfu,SUN
 

Yifan,SUN
 

Tan,WANG
 

Shiwei
 

&
 

CHENG
 

Huanwen: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Library
 

and
 

Society

2021 年 3 月　 March,2021

公共图书馆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启示是:我
们要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注重“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办好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创新和高

质量发展的事情。 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

切入。
首先,在全国基本建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

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上,需要聚焦公共

图书馆尚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的突出问题和发

展不充分的明显短板,紧紧扭住提升国内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品质这个战略基点,充分发挥

全国公共图书馆超大规模服务优势,注重进一

步完善更高质量的省域、市域、县域城乡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以激发整体效应;在
初步解决了“有没有”的基础上,注重进一步巩

固“有没有”的成果并重点解决“好不好” 的发

展质量问题,需要在深度一体化、深度均衡化、
深度智能化、深度绿色化和深度安全化上下

功夫。
其次,需要对标全球公共图书馆的高质量

服务水平,进一步强化公共图书馆的科学绩效

评估考核,强化文化软法和硬法的政策引导,调
动各层级公共图书馆自身和社会共建共享的积

极性,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更具有可及性和便

捷性为动力,更加优化全国和省市地县街镇公

共图书馆服务整体和独体的框架结构,在更加

优化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整体框架结构、文化传

承结构、空间布局结构、服务时间长宽结构、读
者活动结构、人才资源结构、信息技术结构上下

功夫。
第三,我们需要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为使命,按照《纲要》 的具体路线图,在着力于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上下功夫;在着力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上下功夫;在着力于积极发展智慧图书

馆、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上下功夫;在着

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华典籍整理出版、
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国家文献储备库等) 上下

功夫。

2　 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指引加强公
共图书馆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

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它对公共图书馆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的启示是,我们需要注重在以下三

方面推进对外交流。
首先,人类目前正处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的特殊历史时期,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与此同时,我国公共图书馆读者内

需潜力正不断释放,公共图书馆国内文化大循环

活力正日益增强,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中国公

共图书馆事业需要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指

引,进一步加强公共图书馆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以文化的交流互鉴合作应对危机考验,同舟共

济,全面深化公共图书馆抗疫的国际合作,推进

人类文化共同体建设,争取早日战胜疫情。
其次,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对外文化

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更是不可缺席。 公共图

书馆具有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和吸纳外来文明精

华的独特平台和载体功能,需要在“十四五”时

期和迈向 2035 年远景目标中,进一步深入开展

同各国公共图书馆文化交流合作的项目,广泛

参与国际图联等机构组织的文明对话,形成参

与国际公共图书馆文化合作的新优势,促进世

界各国公共图书馆之间的文化理解、欣赏和借

鉴,推动国际国内文化双循环的创新发展。
第三,我们应当在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强

化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全球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功

能,如文献资源的全球配置功能、从 0 到 1 的公共

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原始策源功能、智慧图书馆更

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功能、改革开放的国际图书馆

界交流互鉴功能等,从而力争在国际图书馆界讲

好中国故事并不断提升话语权,积极培育人工智

能时代的中国力量,在继续向世界图书馆界同行

学习共进的跟跑、并跑赛道的同时,增加全新的

中国公共图书馆领跑赛道,为迈向文化强国的发

展目标发挥公共图书馆添砖加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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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全面促进消费为启示不断满足读者
日益增长的新需要

全面促进消费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它对公共图书馆创

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启示是: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公

共图书馆的服务能级和全域服务能力,推动线下

线上读者服务的不断增长,以顺应读者不断增长

的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需要,形成更加以读者

为中心的管理生态和服务环境;另一方面要深化

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

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公共图书馆创造、公共图书馆

质量和公共图书馆品牌转变,以公共图书馆的高

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读者的新需求,提升读者的

高品质文化生活,从而形成读者新需要牵引公共

图书馆供给、公共图书馆供给创造读者新需要的

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不断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新需要应牢固确

立“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 《纲要》将“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明确

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 对于公共图书

馆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更

高的服务品质,也意味着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增

进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民生福祉,促进全体读者

的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获得感,要为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力量。 文化的

“共同富裕”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期盼,应当把促

进各地区、各层级、各群体读者在公共图书馆服

务中的可及性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公共

图书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题中应有之义。

4　 以拓展投资空间为契机夯实优化公共
图书馆的基础建设

拓展投资空间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又一重大举措,它对公共

图书馆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启示是:新发展阶

段的公共图书馆需要推动时空变革、形态变

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这些变

革的内在驱动力正是不断更新迭代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它正持续更新重塑着我国公共图书

馆的发展形态。 数据化驱动、智能化连接、场

景化沉浸、泛在化服务,使越来越多的公共图

书馆形成了馆际边界消融的新形态,而日新月

异的信息技术正在提升具有万物互联、人机共

融、不断升华等特征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新品

质,信息获取已经从传统的在浩如烟海中“为

人找书、为书找人” ,进入到数据驱动的“个性

定制、即时传递”的转型升级版,数据化发展正

在精准对接读者服务,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读者

新需要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夯实、更新并优化

公共图书馆的各项基础建设,持续把握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机遇,适时重塑

并创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将持续推动公共图

书馆服务向更高质量发展,并塑造更高品质的

图书馆文化生活。
面向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将重塑公共图

书馆的发展新优势。 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需要

在新发展阶段,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

格局,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公共

图书馆独特的文化动力,为实现文化强国奋力

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文化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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