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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引言



•国际图联：
●保存人类文化遗产
●开展社会教育
●传递科学信息
●开发智力资源

图书馆的职能

个人观点：
• 服务学习
• 支持研究
• 和谐生活
• 传承文明



图书馆的属性
•图书馆具有服务性
•图书馆具有学术性
•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文化机构



图书馆的现实及未来作用
•维护信息公平
•缩小数字鸿沟
•促进社会包容
•促进全民阅读

参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

图书馆权利法案（美）

图书馆自由宣言（日）



02.图书馆规
模



图书馆总量
• 我国一共有多少所图书馆？

● 公共图书馆：超过 3500 个（不包括少儿、城市书房、乡镇、街道、社区、村级和民办）
● 高校图书馆：超过 3100 个（普通本科 1270 、高职高专 1489 、成人高校 254. . . ）
● 专业（专门、机关）图书馆（科学院、社科院、党校、医院 . . . . . . ）：？
● 中小学图书馆：超过 15 万 ?
● 工会（企业）图书馆：？
● . . .

• 我国一共有多少图书馆从业人员？
• 我国图书馆文献资源总量？
• 我国图书馆建筑面积总量？

参考：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中国图书馆统计年鉴》



图书馆种类
• 按主要用户

● 公共图书馆
● 高校图书馆
● 专业（机关）图书馆
● 中小学图书馆
● 工会图书馆
● . . . . . .

• 按层级
● 公共：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 . . . . . .
● 高校：重点（ 985 、 211 ）、普通本科、高职高专、成人

• 按职能
● 研究型
● 服务型

• 按文献资源类型
• 古籍
• 音像
• 专利
• 医学
• 法律
...

• 按经费来源
• 公办
• 民办



03.图书馆事业管理



图书馆宏观管理
• 文化部：法规、规划、政策、项目、评估
• 教育部：规程、专家指导委员会、项目、评估
• 行业学（协）会：行业伦理规范
• 地方立法：条例



图书馆微观管理
• 上级部门：主管机关（领导）
• 图书馆理事会（图书馆委员会）：规划、拨款、考核、审计
• 馆长负责制（党政联席会）
• 学术委员会（聘任委员会）
• 工会等群团组织

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图书馆学
卷）》



04.图书馆学术研究



• 图书馆学会及分支机构
● 国家级
● 省级
● 地市级
● 研究院（所）

• 图书馆学术成果交流（含国际交流）
● 年会及各种研讨会
● 图书馆学期刊
● 相关出版社

• 图书馆学人才培养
●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系）
● 馆设研究所

• 图书馆专业职称评定



05.图书馆合
作



• 合作范围
● 馆际合作（校内合作）

● 区域合作

● 系统内合作

● 跨系统合作

● 跨界合作（ IT 、出版、商界）

• 合作形式
● 资源共享型
● 项目型
● 联盟型
● . . . . . .



06.图书馆面
临的挑战



外部环境的变化
• 学习（教学）方式的变化

● 在线学习
● 终生学习（ Learning Mall ）
● 个性化学习
● 沉浸式学习

● 教学改革（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 . . . . . ）

• 阅读方式的变化
● 在线阅读

● 数字阅读
● 活动式阅读（阅读推广？）

• 用户及其需求的变化
● 老龄化

● 学生减少

● . . . . . .



内部资源的约束
• 经费压缩
• 人才（人力）短缺
• 设施（空间）陈旧、不足
• 体制机制束缚



信息技术的发展
• 下（新）一代系统
• 机器人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数字化转型的困扰
•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永久使用
• 数字化资源采集、加工和整序
• 知识产权和隐私权保护
• 知识（智慧化）服务
• 开放获取
• 信息安全



07.图书馆发
展展望



展望
• 图书馆正经历艰难的转型期
• 图书馆是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
• 图书馆是学术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
•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利于图书馆的发展

● Automated Metadata Generation
● Content Categorization and Classif ication
● Format Migration and Fi le ‘Normalization’
● Digital  Decay Detection
● Automation of content appraisal
● Facial  and Object Recognition
● Language Processing for Textual  Content
● Digital  Restoration of Media
● Predict ive Analysis for Preservation Planning



建议
•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加强合作与共享
• 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 开放！开放！！开放！！！



08.问题与讨
论



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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