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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书房”与公共图书馆服务内容的比较及思考
——以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书房”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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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闵行区“城市书房”建设的实践探索为基础，比较“城市书房”与公共图书馆的活动

共性与差异，发现了“城市书房”与现有公共图书馆在服务空间的延伸、用户体验的变化和供需

内涵的重新平衡等特点。提出公共图书馆要在制度建设、用户服务、业务提升等领域发挥作用，

帮助“城市书房”获得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城市书房　公共图书馆　思考

DOI: 10.13663/j.cnki.lj.2019.05.008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ervices of “City Book Room” and 
Public Library: Taking “City Book Room” of Minha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Hu Ying� (Minhang District Librar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s of “City Book Room” of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the paper 
compares “City Book Room” with public library, identify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upplementar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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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城市书房”作为传统图书馆服

务的延伸与拓展方式之一，自浙江温州开始 [1]，

逐渐扩散到杭州，及至江苏、上海等沿海经济

社会发展相对先行的地区，各地的路边书房规

模不等、形式不拘，但呈现了迅猛的增长态势。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方式之一的公共图书馆，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发展，在城乡、街镇已

经形成了基本完备的服务与管理系统。需要注

意的是城市书房这一新型模式与传统公共图书

馆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与内在关联，这

种关系和关联对各自的存在发展又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图书馆业界已有较多的关注。本文基

于本地区图书馆与书房建设的现状，进而通过

两者之间相互关系比较，提供一些浅显思考。

1　闵行区“城市书房”的实践探索
闵行区开展“城市书房”建设，起步不算

早，但起点并不低，多元化建设、灵活性设置

和探索实验起步等特点，构成了闵行地区“城

市书房”建设的基本脉络。

1.1　系统布局规划先行

2017 年 2 月， 闵 行 区 出 台《关 于 推 进 城

市书房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从“城市书房”项目的整体规划、全面启动到

具体实施，都做了完整系统的详尽安排。作为

全区总馆的闵行区图书馆，在政策解读、业务

指导、书籍提供等方面，在全区城市书房建设

规划决策和意见形成中，主动承担起相应责任。

《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闵

行区文化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闵行区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是“城市书房”建设走近闵行、走向居

民的主要指引依据。《意见》涵盖了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建设理念、主要功能、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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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分工等 7 个层面，为闵行地区“城市书房”

建设发展提供系统完整的操作指引。

1.2　因地制宜不拘形式

4 月 23 日，闵行区首批“城市书房”碧江

馆、凤凰馆落户江川路街道，定位于居民家门

口的公益自助图书馆，由图书馆与社区管理机

构合作，利用社区文化活动场地共同举办。两

馆共藏书 1.2 万余册，设座椅 100 余个。无人

值守的城市书房通过电子门禁系统管理，市民

凭身份证、读者证进出。入口处设置自助办

证、图书自助借还、数字资源查询等电子设

备，用户可自助实现办证、借阅、续借、还

书。图书上架整理和清洁卫生由社区志愿者承

担。6 月 18 日，城市书房的马桥万科城馆开放。

闵行万科城是一家房地产综合开发商，万科城

馆由企业与地方政府共同举办，是社区自主运

营的公益型图书借阅场所，其中的阅读体验区

专设有马桥主题文化系列展区。

1.3　“馆中馆”模式的探索

6 月 23 日，终日不打烊的“城市书房”闵

图馆正式免费向市民开放。这所“城市书房”依

托闵行区图书馆的公建配套房比邻而建，面积

96 平方米，藏书 4 000 余册，设座 40 个，北欧

风格装修，设计简约雅致，为读者提供居家书房

般的体验。该书房是闵行第四家、莘庄地区首家

24 小时全方位网络化自助式无人值守的图书馆，

读者自我管理的运营模式，只需身份证或一卡

通读者证就可入内读书，享受 24 小时图书借还、

阅览、自习、电子书下载、无线上网和阅读推广

等服务。因紧邻闵行区图书馆，丰富多彩的读书

活动成为这家“城市书房”的显著特色。

2　“城市书房”与传统图书馆的服务
比较

与传统的公共图书馆比较，近年风生水起的

“城市书房”建设，存在社会服务空间的错位安

排等特点。“城市书房”的走热走红，对于传统

图书馆而言，是现代生活方式变革对服务模式的

一种冲击，需要思考如何固本强基，自我革新。

2.1　服务时间与阅读空间的延伸

一是开放时间延伸。传统图书馆一般上午

9 点开门，晚上 8 点关门。城市书房则为 24 小

时开放，让日间工作紧张的白领职工或需要日

夜倒班的读者，也有机会享受图书馆阅读的快

乐；二是覆盖面积拓宽。传统图书馆基本按行

政区划设置，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和行政区扩

大，读者距离图书馆大多要超出半小时路程。

“城市书房”则是基于都市 15 分钟文化圈的理

念设置 [2]，压缩了读者的时间成本；三是用户

空间增加。很多地区新馆初建时规模尚可，几

年后随着服务功能的增加导致空间紧张，短时

内不可能再造新馆。城市书房的出现及时为图

书馆空间不足发挥了“解忧”作用。

2.2　服务内涵与用户体验的变化

一是服务内涵的变化。“城市书房”更智能

化，用户只需要一张读者证，从书房进入、图

书查询、取书阅读到自助借阅，全能独自操作，

自主完成，让读者直接体验了科技变革和书房

探索的乐趣；二是视觉感官的冲击。时下“城

市书房”大多聘请专业室内设计师进行针对性

的设计，风格独特且贴近社会潮流，让用户进

入后就能获得视觉上的享受；三是环境与氛围

的体验。部分“城市书房”与咖啡吧 [3]、蛋糕

店等合作，读者在阅读时有书香与咖啡、蛋糕

香味亲密伴随，获得了类似家庭书房的体验。

2.3　服务供需关系获得新的平衡

一是延长了图书利用周期。传统图书馆图

书藏量逐年增加，为了给新书腾出空间，很多

图书就被剔旧处理。“城市书房”的出现延长

了图书的使用周期，资源利用率获得提升；二

是提升了图书的借阅概率。书房与居民贴得更

近，能够激发居民去城市书房看书的欲望，无

形之中拉近了读者与图书的距离，也间接地缩

短了图书流通和周转期，能提高图书利用率；

三是让社区文化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盘活 [4]。

传统图书馆大多靠近地区和街镇行政中心，对

于边远地区公众获得文化服务是无形的障碍。

“城市书房”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传统

图书馆服务薄弱区域，促进区域文化资源配置

的平衡，让更多人获得真切的文化服务。

“城市书房”的兴起发展，进一步健全了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引起公众较大的关

注，纷至沓来，截至目前，闵行区共有“城

市书房”7 家。还是以最早开放的江川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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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碧江馆和凤凰馆 2 家城市书房为例，4 月 23

日开放到当年底，借书册次 67 968 册，借还

20 288 人次，将近江川路街道图书馆同期借书

册次的三分之一，借还人次的二分之一，12.32

万人次进入城市书房。

3　公共图书馆支撑“城市书房”持续
发展路径思考

24 小时开放、无人值守、自助借阅等是

“城市书房”最显著的标志。从闵行区以及国内

前阶段建设“城市书房”的探索实践中，已经发

现一些需要改进的短板或不足。如故意占座、手

机噪音、书房内饮食、图书使用后乱摆放等管理

不到位的现象；在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方面，热情

的志愿者没有获得必要的专业知识培训，难以在

新书阅读、畅销书推荐等工作中进入角色；“人

机对话”图书自助式借还模式应用后，部分中老

年读者在图书馆的用户体验较差，无形中拉开了

与图书馆人的距离。所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

都是公共图书馆有效发挥专业特长的改良空间。

就各地“城市书房”的建设与运作情况而

言，它作为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小型化、差

异化补充，有着宽广的发展前景。公共图书馆

应该将自身多年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的专业技

术、服务经验等，融入城市书房的长远发展思

考，着重在文献源泉、技术支撑方面发挥作

用，逐步解决“城市书房”初建阶段出现的一

些问题，扶助城市书房稳定持续的发展。

3.1　建章立制，规范运行

无人值守的“城市书房”，一方面要因地

制宜地加强自身建设，在硬件设施和科学运行

上追求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在“城市书房”运

行初期，公共图书馆要提供各种人力指导或技

术监督等补充措施，保证书房正常运行，引导

市民文明阅读。

3.1.1　完善书刊和外借管理

结合读者需求，设立书房的图书内容结构

和排架布局，明确图书更新剔旧的规则。同

时，保证书架整理的周期，方便读者借阅。为

了保持书架整洁有序，城市书房需要专门制定

《读者文明公约》《读者阅览须知》，率先从制

度上规范读者行为。此外，如今大多城市书房

都已引进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这些系统

的应用可以使用户实现自助借还书等服务，不

仅城市书房节约了较多的人力成本，而且在读

者获取知识信息服务时简化了程序，降低了获

取书籍服务的时间成本，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

满足阅读的需求 [5]。为此，城市书房需要设立

《自助借还机使用须知》和《图书外借规则》

等制度，实现服务标准化和专业化。

3.1.2　建立安全督查机制

读者监督员是公共图书馆的标配志愿服务

力量，通常由活跃在各行各业的老读者组成。

“城市书房”同样可以引入读者监督员，加强

城市书房读者行为的引导监督，及时发现制止

少数读者的不文明行为，并不定期向公共图书

馆汇报反馈城市书房运行的情况。为了完善督

查机制，也可以仿效扬州图书馆城市书房，以

人机对话的自助模式，为市民提供所有服务，

安装多个高清摄像头与公共图书馆的控制中心

联动，实时监控城市书房现场，在志愿者不在

的情况下为自助服务提供安全保障 [6]。

3.2　创新内涵，推动发展

“城市书房”是顺应现代城市人更加就近

方便、快捷易得阅读习惯，应运而生的身边的

书房，因此在规划勾勒用户服务方面，一方面

要结合城市书房全天候开放、无人值守、低成

本运营特点，保留公共图书馆传统服务中为读

者欢迎的服务内容；另一方面一定要兼顾年轻

读者快节奏获取知识的变化，在用户服务中植

入和应用新的承载形式、媒介手段。

3.2.1　引入移动服务和数字服务

为了提升服务能级，“城市书房”可以考虑

植入移动服务和数字服务，吸引读者参与。例

如，可用二维码取代读者证和身份证，作为读

者进入城市书房的准入方式；开通自助办证、

外借、数据库下载等服务；也可利用图书馆网

站、微博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专题式推广

城市书房的图书、服务和活动；还可在书房设

立电子书架、点点读书机等设备，读者可随时

下载电子书。为了加大宣传，可以尝试 VR 技

术，让读者不用到每个“城市书房”，便可通过 

VR 技术身临其境；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还可

以考虑引入智能书架，解决图书乱架问题等 [7]。

3.2.2　开设图书推介和阅读活动

将公共图书馆的新书宣传等活动项目延伸

到“城市书房”，通过开展图书推介、专题指

导、主题体验、读者沙龙、亲子阅读、小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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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等多种方式，帮助读者在阅读需求上获得更

多的满足感。同时，也可将闵行区图书馆的

“敏读会、闵图妈妈小屋、公益文化讲座”等

活动移入城市书房，以访谈、朗读、演讲、交

流为主要形式，丰富阅读活动的形态，拉近

与读者的距离，增加面对面互动的机会。让慕

名走入城市书房的读者，保持似曾相识的新鲜

感，感受寻常百姓家的温馨，就必须加强城市

书房的品质管理，延伸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

营造现代家庭特有的温暖氛围。

3.3　健全组织，提升业务

“城市书房”源于公共图书馆，不拘泥于

公共图书馆的运行组织，打造属于自己特质的

业务流程，创新具有时代特征的业务内涵，应

该是业界努力追求的方向和未来。

3.3.1　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目前无人值守的“城市书房”，大多采用

志愿者作为管理力量的主要补偿模式，实行有

限管理。志愿者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

了城市书房的运行质量。因此，公共图书馆可

以将城市书房志愿者，纳入类似闵行区图书馆

的“绿叶助学”志愿服务队，由馆员进行专门

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图书馆自助借还机使用方

法、文明公约及须知、常见咨询解答、读者活

动概况、数字资源利用、服务礼仪规范等。每

年年末，对城市书房志愿者进行专门考核，并

在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中将志愿者服务单列，

以此推动和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质量。

3.3.2　设立专职岗位，打造服务品牌

城市书房的服务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公

众满意度，也是这一形式得以长期保持的前

提。然而目前，“城市书房”投入运营时间不

长，还存在很多组织和管理上的问题，例如书

刊配送不够精细化，只是按时上架而不是按

需提供；对于服务的状况，没有太多思考和总

结，所以进展不明显。因此，公共图书馆需要

设立专职岗位，实施“城市书房”建设和推

广，并对城市书房阅览外借、书刊配送、新

书宣传、管理人员培训、统计服务数据、日常

巡查督查等进行统一管理。另外，对于城市

书房开展的服务内容和阅读活动进行品牌打

造，如印制“城市书房”使用手册，设立“读

者点书台”，以及布置温馨的文明行为提示标

语；定期开展读者满意度调查、阅读需求调研

分析、召开读者座谈会、增加放置意见箱、建

立便民措施、征集“金点子”以提升读者服

务质量等形式。经费允许的话，还可尝试开

发城市书房 App，提供线上服务。总之，通过

细化每个环节，专职人员可以一同凝心聚力

将“城市书房”打造成一个 24 小时的微型图 

书馆。

“城市书房”的出现，是满足社区居民阅

读需求的尝试，是顺应民众阅读习惯变化而来

的新生态，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文化服务也因此

获得了深入延伸的重大机遇。因此，公共图书

馆人要客观理性地认识自身的局限，探索“城

市书房”带来的文化服务新空间。让公共图书

馆与城市书房并行不悖，共同发展，为提升城

市文化品质，营造有温度的城市，做出图书馆

工作者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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