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是获取知识、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
质的重要途径 ［1］，全民阅读量提升是社会文明程
度得到提高的重要标志，推动、引导、服务全民
阅读是公共图书馆的法定职能。在全社会营造无
处不在的阅读氛围，其难点在社区基层。近年来，
以城市书房为代表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设热潮
在全国迅速兴起，服务效能显著，百姓交口称赞，
给出了难点破解的有效思路和途径。城市书房通

常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面向社会公
众免费开放，得到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支撑，
极大地提升了全民阅读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对城市书房这一新现象进行科学考察和系统反思，
有助于推动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推动
基层图书馆服务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城市书房的发展历史

城市书房，是对当前新型公共阅读空间的一

城市书房：2013-2020年
———基层图书馆建设的突破与跨越
金武刚△，王瑞芸，穆安琦（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摘 要：近年来，以城市书房为代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设热潮，极大地扩大了全民阅
读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推动了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当前，城市书房建设存在“工程导向”、潜在风险等
问题，也出现了服务内容综合化发展、设施布局乡村化延伸等现象。面向未来，推动城市书房可持续发展，可
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完善制度建设，二是促进均衡发展，三是加速内容融合，四是丰富载体使命，五是扩
展资金来源。
关键词：城市书房；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基层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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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sStudy（2013-2020）：BreakthroughandLeapof theConstructionofGrass-Roots
Libraries
Jin Wu-gang，Wang Rui-yun，Mu An-q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presented by the City’s Study, a wave of construction of new public reading space has been set
off across the country, which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coverage and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reading services and promoted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indust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s Study,
such as“engineering orientation”and potential risks, as well as the phenomena such a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er-
vice contents and the extension of facilities layout to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efforts can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s Study：the first is to improv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second is to pro-
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third is to accelerate content integration, the fourth is to enrich the carrier mission, and the
fifth is to expand funding sources.
Keywords: City’s Study；New Public Reading Space；Grass-Roots Libraries；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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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比较通行的称法，全国各地没有统一命名，也
有称为“智慧书房”“自助图书馆”“和合书吧”
“阅读吧”“悦书房”等，最早诞生于 2013 年的
张家港市，正式命名于 2014 年的温州市，随后
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其发展在 2020 年达到了
新的高度。
1.1 城市书房的前身

城市书房建设的实践基础可以追溯至 21 世
纪初我国公共图书馆界创设的各类 24 小时自助
图书馆。

2005年 9月，东莞图书馆在馆内设一独立区
域，建成了全国首个无人值守的自助图书馆 ［2］。
该空间约 100平方米，配套图书万余册，提供阅
览桌椅、图书自助借还设备、空调、视频监控设
备、门禁系统等设施设备，读者可凭读者证自由
进出，该空间 24小时开放，在主馆闭馆期间提供
自助借还和阅览服务 ［3］。东莞图书馆这一创新举
措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关注和争相效仿，24小时自
助图书馆成为很多新建或改建图书馆的“标配”。
然而，24小时自助图书馆虽然解决了夜间服务开
放问题，但还是无法解决服务半径的限制问题，
距离图书馆较远的读者，由于交通成本等各种因
素影响，还是难以到馆常态化利用服务。

2008年 4月，深圳图书馆等研发了“城市街
区 24小时自助图书馆”［4］，它类似银行的 ATM
机，可以嵌入在城市各类公共空间，具备申办新
证、自助借还、预约服务、查询服务等图书馆功
能，因此很快便在深圳全市布局应用，并在全国
逐步推广 ［5］。“城市街区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
基层图书馆服务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思路，将设备
与服务延伸至社区基层，缩短了居民与图书馆之
间的距离，极大地增强了阅读服务的可获得性。
但同时，“城市街区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也有明
显的短板，如机器设备的投入与维护成本较高、
贮存的图书数量有限、物流成本较高等，利用率
不理想，丧失了机器便捷化嵌入其他空间提供服
务的优势。
1.2 城市书房的雏形

2013年诞生在张家港市的“图书馆驿站”可

以视作城市书房空间形态的最早原型。图书馆驿
站最早名为“小木屋”，产生于张家港市杨舍镇梁
丰社区，该社区自 2010年起投资建设了 17座功
能各异的小木屋，为居民提供优质便利服务。其
中，有一座小木屋专门用于阅读服务，于 2013年
5月建成，无人值守、24小时开放，居民可凭借
社保卡进入。小木屋内有几千册图书，由张家港
市图书馆负责提供，并纳入全市图书馆总分馆体
系统一流转。阅读小木屋建成后，受到社区居民
普遍欢迎，后被统一命名为“24 小时图书馆驿
站”，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在全市推广 ［6］。

受小木屋独立空间的启发，张家港市图书馆
驿站主要建在乡镇文化站和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内，通过调整或改建原有阅览室、增设对外出入
口、安装门禁等措施，形成了独立的 24小时开放
的阅读空间。此外，张家港市图书馆还在城市公
园、商圈等处以通透的“玻璃房”形态代替小木
屋，更加引人注目。在建设过程中，图书馆驿站
逐步形成标准化管理，各驿站以 RFID 为基础，
内设自助借还、自助办证、智能门禁、自助上网、
灯光自动控制、空调智能控制、远程监控、消防
报警、数据汇总分析和故障自检及应急响应十大
系统，全天候 24小时提供自助服务，并纳入市图
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统一管理 ［7］。图书馆驿站建
设成效显著，曾作为全国唯一县市案例入选《宣
传工作创新百例》，在全国推广 ［8］。截至 2016年
年底，张家港市已经建成了 31家图书馆驿站，实
现了城乡全覆盖 ［9］。
1.3 城市书房的崛起

温州市是最早以“城市书房”来命名这一新
型公共阅读空间的城市。2014年 4月，温州市图
书馆在县前头分馆馆舍基础上建成了的 24小时自
助图书馆 ［10］，馆内装饰简洁且富有人文气息，
内设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机、阅览桌椅，放置
约万册图书，成为了周边居民的“深夜书房”。随
后，因建设效果较好，24小时自助图书馆模式得
到市政府重视，迅速被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向全市推广，并在公开征集名称的基础上统一
命名为“城市书房”［11］，还取得了“城市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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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各地城市书房数量统计表（截至 2020年 10
月底）

注册商标和“城市书房布局结构”实用新型专利。
温州市城市书房建设虽起步晚于张家港市，

但从一开始就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社
会化发展的要求，采用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
的合作方式，由企业或社区提供场地，由图书馆
提供图书流转，由政府提供财政补助。通过科学
布局、精心选址、用心打造，很快在城区建成了
一大批环境优雅、资源丰富、24小时不打烊、免
费开放的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城市书房依托各级
公共图书馆，采用自动化设备和 RFID技术，提
供一体化标准服务。截至 2019年年底，温州市共
有城市书房 88家，总建筑面积逾 2万平方米，总
藏书 90余万册，累计接待读者 923.9万人次，流
通图书 818万册次 ［12］。其中，2019年城市书房
读者接待人次接近市图书馆的 74%，图书流通量
约为市图书馆的 90%，服务效能显著（见表 1）。

表 1 温州市城市书房服务效能数据
（2015－2019年）

注：本表 2015－2018年数据分别来自温州市
图书馆 2015 年 ［13］、2016 年 ［14］、2017 年 ［15］、
2018年 ［16］的年报数据，2019年数据来自《温州
市图书馆 2019年度工作总结》［17］；*号数据为实
地访谈所得。

城市书房在温州星罗棋布，嵌入城区各个角
落，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居民满意，得到了从
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全国
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使得这一新型公共阅读
空间以“城市书房”为名，在全国迅速普及开来。
1.4 城市书房的兴起

继温州市之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始建设城
市书房这一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并由当地图书
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作为支撑，在全国掀起一股
建设热潮。据笔者统计，截至 2020年 10月底，
全国已有至少 29个省（市、自治区） 的 193个地

级市建成了 3,300多个城市书房，其中绝大多数
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建共享，面向社
会居民免费开放（见表 2）。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城市书房数量（个） 14* 26* 48 68 88
城市书房读者接待量（万人） 62.69 106* 206 256.82 364.11*
市图书馆读者接待量（万人） 293.7 369.7 547.6 276.8 491.81
城市书房图书流通册次（万册次） 23.15 49.5 144.7 209.84 279.05*
市图书馆图书流通册次（万册次） 272.6 294.85 297.5 207.93 309.37

所在省份 涉及地市 所用名称
建成数
量（个）

北京
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
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通州区、
顺义区、大兴区、平谷区

24小时城市书房、24小时阅空间、
城市书屋、超·书房、潮白书苑等

62

天津
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红桥
区、东丽区、西青区

城市书房、城市书吧、西岸书斋、读
书憩站、青阅书苑等

229

河北
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
沧州、廊坊、衡水

24小时智慧图书馆、城市书房、城
市书屋、遇书房·城市书吧、市民书
房、共享书吧等

34

山西 太原、大同、阳泉、朔州
24 小时智慧图书馆、城市书房、
圆·书房等

5

内蒙古自
治区

呼和浩特、包头 鸿雁书房、城市书屋等 16

辽宁 沈阳、大连、葫芦岛 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城区书吧等 18

吉林
长春、辽源、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

城市阅书房、树兰书房、德润书屋等 10

黑龙江 哈尔滨 24小时城市书房 1

上海
徐汇区、长宁区、闵行区、嘉定
区、浦东新区、青浦区

书香驿站、“阅”空间、城市书房、我
嘉书房、城中书房等

84

江苏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
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
州、镇江、泰州、宿迁

24小时图书馆驿站、24小时城市书
房、24小时自助图书馆、24 小时智
能图书馆、24小时城市书屋、建邺
书房、城市书房、三味书咖、秋白书
苑、智慧书屋、城市书吧等

286

浙江
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
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
丽水

24小时城市书房、24小时自助图书
馆、24小时“悦读吧”、杭州书房、城
市书房、堇书房、慈溪书房、智慧书
房、树兰书房、天姥书房、浣江书房、
剡溪书房、文馨书吧、芥子书屋、南
孔书屋、和合书吧、莲城书房、相圃
书房、畲乡书房等

489

安徽
合肥、蚌埠、马鞍山、铜陵、安
庆、六安

24小时共享书屋、阅生活·24小时
城市书房、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启
书房、悦·书房、巢湖书屋、全民阅读
点、古岳书房、城市阅读空间等

133

福建
福州、厦门、莆田、泉州、南平、
龙岩

清新书苑、悦读体验馆、莆阳书房、
百姓书房、晋·书房、城市书房、土楼
书吧、杭川书房等

254

江西 南昌、萍乡、九江、赣州、上饶
24 小时城市书房、24 小时智慧书
吧、城市书房、城市书吧、城市书屋、
书香驿站、悦读空间、智慧书房等

63

山东
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
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
临沂、德州

24小时自助图书馆、24小时城市书
房、城市书房、城市书吧、泉城书房、
悦读书社等

240

河南
郑州、洛阳、平顶山、鹤壁、新
乡、焦作、许昌、漯河、三门峡、
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

24小时城市书房、24小时智慧图书
馆、郑品书舍、河洛书苑、城市书屋、
24小时智慧书屋、河朔书屋、城市
书房、智慧阅读空间、字圣书苑、天
鹅书苑、天中书苑等

405

湖北
武汉、襄阳、宜昌、荆州、黄冈、
咸宁

24小时自助百姓书房、智慧城市书
房、城市书房、悦读书吧、市民书房、
香城书房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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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全国各地城市书房建设大致经历
了三个发展阶段。① 孕育孵化阶段。以自助图书
馆为主要形式，包括图书馆内的自助空间、街头
自助图书馆 ATM等形式，为城市书房的产生提
供了实践基础。② 个别探索阶段。以独立空间和
科技手段融合为主要形式，为城乡居民提供自助
阅读和借还服务，拓展了服务空间、延长了服务
时间、提高了居民满意度，为城市书房的兴起提
供了空间原型。③ 全面兴起阶段。以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合作共建为主要形式，科学化布点、规
模化建设，迅速覆盖了社区居民，实现了全民阅
读服务的全社会共建格局，全面创新了基层图书
馆服务模式。
2 城市书房的基本特征

城市书房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产物，能够

更好地满足新时代社会公众对文化生活品质的追
求。全国各地的城市书房建设虽各具特色，但亦
有共通之处：品质化环境、嵌入式空间、长时间
服务、专业化支撑，共同构成了城市书房这种新
型公共阅读空间的基本特征。
2.1 环境布局：无一不美

城市书房的建筑外形通常经过专业设计，融
入地方文化元素，与所在城区环境相适应，颇具
特色。不少地方的城市书房建设采用大玻璃立面，
既简洁美观，又具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透性，独成
一景，吸引社会公众前去一探究竟。城市书房的
内部布局、出入门禁、自助设施、图书报刊、阅
读桌椅、标识标引等，通常采用统一标准，形成
统一配置，营造舒适宜人的阅读环境，以确保服
务达到品质化水平。不少地方的城市书房还配备
了饮水机、消毒柜等辅助设施，满足读者个性化
需求。

城市书房提供的高颜值的阅读环境和品质化
的阅读服务，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无一不美。
一俟建成，往往成为当地网红打卡点、城市文化
新地标。
2.2 空间嵌入：无处不在

城市书房打破了行政区划限制，一般分布在
城市人流密集的社区、创意园区、企事业单位、
商场、公园等区域。城市书房普遍建在较繁华、
离老百姓较近的地方，极大地提升了阅读服务的
可及性。城市书房通常依附在现有建筑物的设施
空间之中，或单独开辟专用空间，或以“玻璃房”
“集装箱”“灯塔”等景观装置方式独立存在，不
需要历经复杂的报批手续即可快速建成。城市书
房建设通常采用社会化方式，即由社会力量提供
场地空间，由图书馆提供图书资源，不需要土地、
建筑方面的基建成本，地方政府有意愿、也有能
力进行主导。由于城市书房服务成效显著，各地
政府普遍将其纳入民生工程，推进迅速，在较短
时间内便达到一定的数量规模，有的地方甚至覆
盖了城市全域。
城市书房以实体空间方式嵌入百姓日常生活，

进一步编实织密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阅读形

注：本表数据通过网络调研全国省、市、县
各级图书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以及相关政府网站
汇总所得（由于数据更新等因素，与实际建设情
况存在一定差异）。

重庆

涪陵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
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
区、北碚区、大足区、渝北区、合
川区、潼南区、荣昌区、梁平区、
武隆区

24 小时城市书房、24 小时自助图
书馆、城市书房等

51

四川 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广元、乐
山、凉山彝族自治州、巴中

24 小时城市书房、24 小时智能书
屋、24小时书屋、24小时自助图书
馆、“书香天府”自助书屋、城市阅
读空间、城市书房等

49

贵州
贵阳、毕节、铜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24 小时土家
书房、城市书房、智慧图书馆等

6

云南 昆明 城市书房 2

陕西 铜川、渭南、榆林、安康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便民书屋、城
市书房、阅读吧等

53

甘肃 兰州、嘉峪关、金昌、白银、武威、
平凉、定西

24小时智能书屋、城市书房、城关
书房、读者小站·金城书房、智慧书
屋等

22

青海 西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阳光书吧、城市书房等 22

宁夏回族
自治区 银川、固原

24小时无人自助智慧书屋、城市
悦书房、城市阅读岛、慢读便民书
吧等

50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阿克苏地区 城市书房、城市书屋等 4

湖南
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张
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
底、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24 小时智能
书屋、株洲书房、雁城市民书屋、自
助图书馆、新世纪求索书屋等

111

广东
广州、韶关、深圳、珠海、佛山、江
门、茂名、肇庆、惠州、河源、阳
江、清远、东莞、中山、揭阳

24小时自助图书馆、24 小时便民
书屋、风度书房、智慧书房、城市
书房、读书驿站、城市阅读驿站、
中山书房等

581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林、北海、钦州、百色、贺州、来
宾

桂图书屋、智慧书房、高铁读书驿
站、红城书屋、山庄书吧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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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也充分体现了政府“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进了全民阅读服务的深
入开展。
2.3 自助服务：无时不在

城市书房建成投入运营后，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化技术，设置进出门禁和图书自助借还设备，
可以实现无人值守、免费开放，居民凭身份证、
读者证等有效证件可自由进入。大多数城市书房
实行 24小时开放，以满足居民不同时段的阅读需
求。有的地方根据实际利用情况，适当调整城市
书房开放时间，如寒冬季节，北方城市书房在夜
间的利用率较低，考虑照明、取暖成本及安全等
因素，一般会实行夜间闭馆措施。即便如此，城
市书房的开放时间也远远超出传统图书馆，满足
了绝大多数居民的需求。

城市书房的超长开放时间或 24 小时免费开
放，让阅读成为一种日常，无时不在。同时，无
人值守模式也激发了居民自我管理和志愿服务的
主动性，形成“我的书房我打理”的良好风尚，
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
2.4 体系支撑：无一例外

城市书房提供的是阅读服务，保障的是公民
文化权益，是一项长期发展的民生事业。城市书
房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专业支撑，绝大多数城市
书房建设被纳入当地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其
因有二：第一，城市书房的图书流转、业务咨询、
活动组织等业务可以获得来自图书馆总分馆服务
体系的专业支持，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阅
读需求，提高品质服务；第二，图书馆是专门从
事阅读服务的专业机构，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管理
经验和资源，可以帮助城市书房专业化、规范化
运行管理，提高服务效能。

此外，也有个别地方的城市书房脱离了当地
图书馆系统，“孤岛化”运行，导致成本高昂；
“人治化”管理，一遇风吹草动，就难以维系；甚
至蜕变为“产业化”平台，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去
甚远。

城市书房被纳入了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发展科学有序，服务效能显著，百姓交口称赞。

纳入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既是城市书房的基
本特征，也是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3 城市书房的重大突破

城市书房有效解决了社会公众日益增加的对
高品质文化的需求与设施布局不平衡、服务供给
不充分之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深刻改变了基层
图书馆建设观念、体制机制以及服务体系，极大
地促进了基层图书馆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
公共阅读服务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3 . 1 观念突破：解决基层图书馆服务质量不高
问题

城市书房实现了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改变了
公众对于基层图书馆的刻板印象。基层即底层，
往往被认为是服务供给最薄弱、最落后的地方，
城市书房的“惊艳”亮相把基层图书馆服务从
“有没有”“缺不缺”温饱时代的老要求，一下提
升到了“好不好”“优不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高水平，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典型
样本。
城市书房实现了“三个契合”：一是与公共图

书馆行业的现代服务理念高度契合，即为所有人
提供服务，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二是与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高度契合，即实
现普遍均等化服务，全面覆盖所有人群、惠及全
民；三是与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求高
度契合，提供了全面小康时代的美好精神文化生
活的有效载体，有效解决了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
3.2 体制突破：解决基层设施布局不足问题

城市书房实现了体制上的重大突破，改变了
基层文化设施由政府统包统揽的建设模式。城市
书房的设施布局由政府提供政策引导和各类资源
支持，由社会力量提供场地空间、参与运行管理，
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格局。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运行通常依托政府的财
政支持。县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由本级政府设立，
县级以下由地方政府利用乡镇（街道） 和村（社
区） 的综合服务设施设立图书室，服务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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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政区划级别设置的各级图书馆或图书室虽
然实现了行政区划层面上的全设置，但无法做到
面向所有人群的全覆盖。而城市书房突破了行政
体制的束缚，按人口分布和居民实际需求设置，
覆盖全域，有利于真正实现阅读服务的全覆盖。
3 . 3 管理突破：解决基层图书馆人手配备不足
问题

城市书房实现了管理上的重大突破，依托科
技手段，以无人值守的方式创新了基层文化设施
管理方式。城市书房引入了大量先进设备，从出
入门禁监控到图书自助借还、从线上预约活动到
线下服务利用，可以实现全程自助服务，全面体
现了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发展，以技术手段有效缓
解基层图书馆服务人手配备不足问题。

工作人员不足一直是制约基层文化发展的
重要因素，尤其是专业人员的短缺，导致基层
文化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城市书房以科技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作人员不足的问题。除
此之外，城市书房还可以通过招募志愿者、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方式增加服务内容供给，
完成仅凭技术、标准手段还无法完成的其他服
务及管理工作。
3.4 服务突破：解决基层阅读服务不专业问题

城市书房实现了服务上的突破，解决了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不专业的问题。城市书房纳入
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一卡通借通还，由总
馆统筹协调图书配送、技术支持、活动组织等，
实现了专业指导下的基层公共阅读标准化服务，
质量有所保障。

城市书房代表了社会力量的参与，也进一步
丰富了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从体制内的
文化场馆之间的上下联动，到社会大环境下各类
设施的互联互通，图书馆实现了对全域社会阅读
资源的统筹协调，这是县域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在
纳入农家书屋建设之后的新发展阶段，再次有了
新的突破 ［18］。

此外，城市书房的主题化、特色化建设促进
了阅读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满足了社区
居民的不同文化需求，丰富了基层图书馆的服务

内容和方式。
4 城市书房建设的新问题与新现象

城市书房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基层图书馆服
务的发展。但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全国各
地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也在建设布局、服务内容、
运行管理等方面出现了新问题、新现象，值得学
者关注和研究。
4.1 建设方式的“工程导向”

城市书房模式自出现以来，由于理念新颖、
效果口碑较好、符合国家政策指引方向，受到各
地政府重视并积极推广。地方政府大规模推进城
市书房建设，好处是明显的，如能够在短时间内
见成效，迅速提升基层图书馆服务水平；但弊端
也是显见的，很可能导致城市书房建设的“工程
导向”思维、“急赶快上”，盲目追求数量规模而
忽视了科学选址要求，忽视了图书馆总分馆服务
体系专业支撑能力建设的要求。

随着城市书房数量规模的扩大，图书流转压
力、志愿服务压力、资金投入压力、运营管理压
力成倍增加。有的城市书房在建成开放后，只能
“孤岛化”存在，服务成效不尽如人意，成为摆
设。“工程导向”的建设方式也容易使得城市书房
建设陷于“模式化”，缺乏特色，难以满足居民多
样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4.2 不确定性的“潜在风险”

城市书房建设大多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
参与的形式开展，这种依赖社会力量的方式可
能会为城市书房发展带来一些潜在风险。以社
会力量中的企业为例，其一般都有自身生命周
期，会面临业务调整、经营风险等问题，发展
具有不稳定性。当企业参与城市书房建设时，
如果自身遇到发展困难，将会对城市书房产生
较大影响。如有的企业因受疫情影响，收缩业
务，退租场地，原先承担的城市书房所处空间
就面临被拆风险。

可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既是城市书
房建设的重要创新手段，同时也隐含潜在风险，
具有不确定性。社会力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
企业经营转型或发生其他变故，可能会导致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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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的内容无法实现，从而影响城市书房的
长期稳定发展。
4.3 服务内容的综合化发展

服务内容的综合化发展逐渐成为城市书房建
设的一种新趋势，有不少地方正在积极探索。在
佛山市，这种新型公共阅读空间被称之为“智能
图书馆”，拥有独立的空间，配置一定数量的图书
及阅览座位，放置自助图书借还书机、电子图书
机、电子读报机、智能会议平板等设备，提供基
本阅读服务。佛山市在智能图书馆的空间基础上
进行功能拓展，通过统筹协调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文艺团体、社会组织等各级各类文化资
源，形成集图书馆、展览厅、多功能活动室于一
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开展图书自助借
阅、阅读沙龙、小型讲座、文艺培训、展览展示、
影音鉴赏、文化志愿服务、个人 LIVE秀等多种
文化活动和服务 ［19］。佛山市将这一综合化的新
型公共阅读空间称之为“智能文化家”。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了城市书房与旅游公共
服务的结合。在扬州市，“24 小时城市书房”
内配置地方特色文献资源，并备有文化旅游导
览图、急救药品箱、当地旅游咨询服务等，在
门口还增设警务自助服务站等设施。在城市书
房中嵌入旅游公共服务，打造了一批因地制宜、
各具特色的“网红书房”［20］。温州市还在景区中
探索建设城市书房，以文旅融合为主题，打造
“可游览、可观赏、可休闲、可阅览”的景观式主
题书房 ［21］。
4.4 设施布局的乡村化延伸

农村基层文化服务一直是我国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短板与重点。城市书房虽发起
于“城市”，主要为城区居民提供服务，但其建设
思路和模式依然可以向乡村迁移，进一步提升农
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当前已有城市书房向农村地区进行拓展的
实践。在温州的城市区域内，随着城市书房的
建设推广，城区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然而在农村，基层图书馆还存在开放时间短、
服务管理水平不高、选址不均衡、馆藏不足等

问题，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2017 年 12 月，温州市在建设城市书房的经验
基础上，推出了全市首家“百姓书屋”———永
嘉县岩头百姓书屋。百姓书屋的选址建设标准、
开放理念、管理方式、运行模式基本参照城市
书房，为读者提供全天候、全自助的办证、借
阅、续借、还书等服务 ［22］，百姓书屋可看作城
市书房在乡村地区的延伸。

城市书房从城市向乡村延伸，既是城市书
房充分发展的典型标志，也是当前城市书房建
设的新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地区人群分
布和居民阅读习惯与城区居民有较大差别，完
全照搬城市书房做法可能导致“水土不服”，需
要转换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针对农村特点，
激发农村居民阅读兴趣，营造良好的乡村阅读
氛围。
5 城市书房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城市书房作为提供全民阅读服务的重要载体，
是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是基层图
书馆建设的创新形式，是保障公众文化权益的民
生事业，需要长期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5.1 完善制度建设

完善城市书房制度建设，进一步压实地方政
府的主导责任。城市书房最初是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创新项目来加以建设的，随着其体制机制日益
完善，服务覆盖范围日益扩大，服务效能日益凸
显，从创新项目提升为民生实事成为必然选择，
应当逐步建立标准规范，并将其纳入地方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范畴。

在城市书房首兴之地，温州市于 2017年 12
月发布温州市地方标准规范《城市书房服务规范
（DB3303/T 64—2017）》，对与城市书房相关的术
语和定义、职责、设施设备、服务资源、服务内
容、管理要求、监督与考核等内容作出严格规
范。如明确城市书房的选址宜位于一楼临街、人
口集中、交通便利、环境相对安静、市政配套设
施条件良好的区域。同时，外观和室内设计宜结
合所在社区的人文精神与生活风格，体现文化建
筑的氛围特点，时尚精致，营造家居式阅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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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另外，馆藏图书应不少于 8,000册，包括图
书、期刊、报纸等，年更新数量不少于总藏量的
50% ［23］。2019 年 1 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批准发布省级地方标准 《城市书房服务规范
（DB33/T 2181-2019）》。2020 年 7 月，温州市政
府办公室正式印发《温州市城市书房建设和管理
办法》［24］，从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服务提供和
扶持补助四个方面对城市书房的建设与管理作出
规范性要求，并将城市书房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旨在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提升
城市书房品质。

因此，城市书房制度完善的关键之处在于
将城市书房建设，特别是城市书房建成后运行
管理方面的投入纳入政府保障范围。按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的具体要
求，应将城市书房建设与运行管理列入当地政
府的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或公共文化服务目
录，进入政府财政预算，作为政府必须保障的
基本公共服务开支。
5.2 促进均衡发展

推进城市书房建设向农村基层延伸，促进公
共阅读服务城乡一体均衡发展。当前，城市书房
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农村基层较为薄弱。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发展，农村文化一直是我国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短板，尤其需要扶持
提升。

① 适当增加农村地区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布
点：除了改造现有农家书屋外，还可选择在人口
密集的镇街和乡村旅游景区动员社会力量合作建
设，方便农村居民和外来游客利用。② 科学调
整农村地区新型公共阅读空间馆藏结构：扩大少
儿类图书资源占比，满足农村未成年人群体阅读
需求；增加时尚类、科技类图书资源，满足返乡
农民工创业需求；增加反映地方特色的图书资
源，促进文旅融合发展。③ 加强农村地区新型
公共阅读空间阅读推广功能建设：落实图书馆
“服务活动化”专业理念，以活动促服务，激发
农村居民阅读兴趣；依托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
系，落实阅读推广人和读者会组织结对子等制

度，因地制宜常态化开展阅读沙龙、经典朗诵、
图书分享等活动，丰富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助力乡村振兴。
5.3 加速内容融合

推动城市书房融合发展，丰富服务项目和
内容供给。城市书房建设一般都经过科学布局、
精心设计，具有标准化、高品质的特点。如果
仅仅作为一个单一的阅读空间使用，则无法充
分体现城市书房价值，发挥其空间功能，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资源浪费。

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已不再拘泥于单一的阅
读服务，因此，城市书房可在保障阅读服务的基
础上适当扩大服务内容范围。在有限空间内，可
以合理安排、错时利用，在特定时段内变身为展
览厅、报告厅、多功能活动室，开展文化展览展
示、提供小型讲座、组织文艺沙龙、开展学习培
训等活动，满足社会公众个性化、差异化需求。
可以结合地方特色文化，配置主题图书资源，增
加地方特色文化活动，提供旅游信息咨询及相关
公共服务，成为城乡文化地标式的存在。
5.4 丰富载体使命

丰富城市书房的载体使命，在文化阵地上叠
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功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是宣传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
要内容，旨在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城市书房在满足社会公
众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两者具有共通之处。

城市书房通常采取无人值守、自助服务方
式，但也有部分专业服务及管理工作需要通过
志愿服务得以实现。志愿服务是城市书房运行
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
展活动的组织形式。城市书房可以发挥在资源、
服务、组织体系等方面的优势，强化志愿服务
功能，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进与新时代文明
的融合发展。在城市书房文化阵地上叠加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功能，既能使志愿服务常态化，
解决城市书房服务支撑问题，为可持续发展提
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也创造了更多的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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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机会，赋予了城市书房更加丰富的载体
使命和社会责任。
5.5 扩展资金来源

打造城市书房可持续发展机制，丰富资金来
源，确保长期稳定发展。确立牢固的科学建设理
念，将城市书房的建设与运行纳入当地图书馆总
分馆服务体系，确保财政稳定投入。

探索建立城市书房发展基金，或者将城市书
房纳入当地图书馆发展基金统筹考虑。基金主要
来源于政府投入的部分种子基金、城市书房非基
本服务取得的净收入以及社会捐赠，可以建立荣
誉表彰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或其他社会力
量向基金捐资捐赠。严格基金支出范围，主要用
于城市书房建设财政预算计划外的创新项目孵化、
阅读推广人培育、活动组织开展等，以缓解合作
建设模式下因社会投入不稳定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冲击。

21世纪的前十年，我国图书馆事业在国际普
遍认同的现代图书馆理念指引下步入正轨。无论
是乡村图书室、农家书屋建设，还是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基层图书馆事业都表现得蒸蒸日上，
但是总体上还是在体制内的资源整合，制约瓶颈
难以消除。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城市书房
的兴起，传统体制逐渐被打破，社会力量被广泛
引进，形成了全新的建设格局，服务效能得以大
幅度提升，基层文化服务从“有”到“优”，步入
品质化发展阶段。

城市书房建设紧密依托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
系，可以看作是基层图书馆的创新形式，是基层
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重大突破。经过全国各地的实
践探索，在图书馆专业理念指引下，城市书房以
均等化理念、标准化供给、品质化服务，提升了
基层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水平，开辟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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