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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图书馆建设现状与综合体图书馆的建立*

[摘    要]    将城市综合体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体系之中，是全民阅读推广的需要。通过对江苏省13个地级城市的基层图

书馆和城市综合体调研可以发现，国内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立的有利条件为城市综合体具有文化服务的潜在因素、文化惠民政策创造的

环境。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设发展应做好规划建设，建立有效的政府保障机制和多方合作的管理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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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complex libraries are included in the system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 network construction, it  is the need

of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Through the survey of primary-level libraries and urban complexes of 13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we could find that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urban complex library establishment is the potential factors of culture

service for the urban complexes and their environment created by the cultural benefit policy.  To build and develop the urban

complex libraries,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hould be formulated, the effective government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must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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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Situation of Primary-Level Library in C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Complex Library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示范区的建设离不开城市

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建设，而以社区图书馆为代表的各

类基层图书馆则是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国家文化惠民工程的不断推进，各地的城市街道

（乡镇）分馆、居民社区分馆、企事业机构分馆等各类基层

图书馆的布点在逐渐扩展，数量在逐渐增加，但这些分馆很

少建在商业中心里面。可见，以城市综合体图书馆为代表的

城市商业社区图书馆建设尚未得到图书馆界和政府职能部

门的重视。在全国上下大力推广全民阅读、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之际，我们应主动把城市商业区纳入城市公共

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之中，利用现代城市的新处所——城市

综合体，建立新型的基层图书馆，切实开展公共图书馆文

化阅读服务。

　　然而，国内对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方面的研

究还不多，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大多是理论方面的探讨，

缺少实证研究。鉴于此，本课题组以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建设为视角，于2015年1月—2月，通过网络在线调查和

实地调查途径（网络在线调查是以江苏省13个地级城市为

样本，通过互联网搜集调查数据；实地调查选取的是江苏

省常州市的部分城市综合体），对城市综合体的公共文化

服务情况及公众阅读需求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在此

基础上剖析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现状及城市综合体发展情

况，为进一步研究建立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完善公共图书

馆服务网络、推进全民阅读而提供对策与建议，也为各级

政府制订“十三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1    城市基层图书馆建设现状

1.1    主要建设成效

* 本文系2014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对推动全民阅读的作用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TQB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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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城市社区图书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基础文化设施和

基层社会文化服务建设，作为主要基础文化设施的公共图

书馆得到了长足发展。城市公共图书馆已由“以城市中心

图书馆为主”转向“城市中心图书馆与社区图书馆同步发

展”，并按照总分馆模式进行城市基层图书馆的规划建设。

从调研统计情况看，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社区图书馆都有

不同程度的发展，社区图书馆的数量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增

大，服务半径不断扩大，地理分布逐渐趋于合理化。例如，

南京市的金陵图书馆从2006年开办首家社区图书馆——清

江花苑分馆以来，目前已有14家社区分馆[1]。苏州市的社

区图书馆发展更为显著，苏州图书馆从 2005 年起与区政

府、街道合作建设分馆，至今，已建成61所分馆，形成了

管理统一、资源统一、服务统一的覆盖苏州城区的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体系，其中的苍浪分馆拥有藏书6 万余册、音

像光盘3 000余张，报纸100 种、期刊200种，读者使用

电脑20台[2]。

1.1.2    社会力量参建的分馆成为新型基层图书馆

　　随着文化惠民工程、科技兴企计划的深入实施，江苏

各地出现了多个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城市基层图书馆。有

的是由市级中心图书馆主动与社会力量合建的社区分馆，

有的是企业主动与图书馆合作建立的分馆（或职工书屋），

这些都是基层图书馆的补充，在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已建的各种分馆服务于社区居民、企业员工，

深受读者的欢迎。这些分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

社区图书馆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而且推进了文化惠民政

策，激发了广大市民的阅读兴趣，促进了当地社会教育、企

业科技创新的发展。例如，2011年以来，常州图书馆与天

合光能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了天合光能分馆（企业型社区分

馆），由该企业投入场地和资金，图书馆负责业务建设。

2014年常州图书馆又与南车集团戚墅堰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合作，在该公司的戚区工房南区设立分馆。2011 年 9 月，

常州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首次在常州市引入“社区图书

馆”模式，在上书房小区项目中建立了配套完善的上书房

图书馆，以常州图书馆分馆的形式运营。房产公司提供场

地（1 000多平方米）和管理员以及其相关费用，负责日常

管理，并出资订购报纸、期刊，市图书馆负责提供图书、电

子资源和业务指导[3]。该分馆极大地丰富了周边20多万居

民的文化生活，成为民营企业主动筹资建馆、以文化惠民

回报社会的典范。

1.1.3    城市社区图书馆的文化服务呈现多样化

　　随着各地城市社区图书馆的布局扩展和服务延伸，社

区图书馆已成为广大居民阅读休闲的好去处，基层图书馆

的各项服务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肯定。在很多社区图书馆

里，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中心图书馆一样的服务，如免

证阅览、免费办证、免费上网、通借通还、预约借书等，读

者还可直接使用总馆的电子图书、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并

可在网上进行参考咨询。社区图书馆不再局限于借还书服

务，而是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配合总馆送

讲座、展览到社区，发布读书活动信息，活跃和充实了社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部分社区图书馆还与本地海外留学生

社团合作，为即将留学、正在海外留学及留学归来的朋友

搭建互助平台，每年暑假期间开展公益文化教育活动，如

江苏省常州市的上书房分馆在2013年7月与常州龙英社团

举办了“英美澳名校精英留学经验分享会”[4]。

1.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调查信息显示，江苏各城市已建立的社区图书馆

数量、规模、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按苏南（苏州、无锡、常

州、镇江、南京）、苏中（扬州、南通、泰州）、苏北（徐

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3 个区域来划分，苏南

各市的社区图书馆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其硬件建设与

服务水平明显高于苏北和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又以苏州市

的社区图书馆发展最快、最好。而苏中几个城市以市县

（区）中心图书馆为主，有少量的社区分馆，但总体上数量

明显少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差，城市社

区图书馆的办馆条件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个别城市很少

甚至未设立社区图书馆。

　　（2）同一城市的社区图书馆分布不均，城市的商业区

域很少设立社区图书馆。各地已建的社区图书馆，从地理

位置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街道（乡镇）、社区、经济开

发区，居民社区是主要的分布点。例如，苏州市图书馆的

多个分馆建在住宅小区的社区生活馆、文体中心或社区服

务中心，南京金陵图书馆的社区分馆设置也如此。虽然城

市中心图书馆的服务不断向城市的广大社区（城郊、乡镇）

发展，但在人群比较密集的商业区（或新建的商业综合

体），几乎未设立社区图书馆或分馆，即使部分城市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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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域内的市

民提供商贸购

物、休闲娱乐、

健身、中高档

住宅、公租房、

酒店餐饮、金

融、社区幼儿

园、学校、书

店、教育培训

等生活服务公

共空间，还提

供商务办公、

展览会议、文

化旅游、生态

景观等服务。

表1    江苏省城市综合体建设情况调查统计表

城市名称

苏州

无锡

常州

镇江

南京

扬州

泰州

南通

徐州

淮安

盐城

连云港

宿迁

城市综合体名称及数量

南苏州生活广场、东方之门、港龙城市商业广

场等50 多个

哥伦布广场、火车站北广场综合体、天鹏集团

综合体等18 个

吾悦国际广场、青龙苑邻里中心、绿都万和城

MINI MALL 等 22 个

益华商业广场、万达广场、东方伟业等6 个

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红星美凯龙金基浦口综合

体等50 多个

扬子万象都汇、东方商业广场SM、中体体育综

合城等16 个

华润国际社区、泰茂城等5 个

文峰城市广场、中南城CBD、尚东国际等11个

世茂Cosmo、徐州中央国际广场、澳东印象城

等14个

中央国际新亚广场、淮安现代国际新城、亿丰

时代广场等10 个

先锋国际广场、中南世纪城、盐城金融城等8个

恒润城市综合体、万象后街、北极星SHOPPING

M A L L 等 9 个

中国水城、宿迁世贸中心、泰晤士广场等17个

主要功能

街区有图书馆，那也是城市中心图书馆（原已存在）。可见，

目前各地在城市基层图书馆的发展规划与建设中，只重视

居民区的分馆建设，而忽略了商业区图书馆的设立，尤其

忽视了城市综合体的图书馆文化服务。

2    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立的有利条件

2.1    城市综合体具有文化服务的潜在因素

　　近10年来，全国各地城市综合体建设迅速发展，相关

的建设项目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增大，城市综合体已成为

国内城市集约化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现象[5]。它整合土地、

房产、商业、文化、生活消费等功能，集约化开发，立体

复合了城市的各种功能，不但复兴了城市的街区，而且还

激活了城市的空间形态，使之充满活力和魅力[6]。因而，城

市综合体已经成为当前市民家居生活、购物餐饮、休闲娱

乐等活动的新去处。为掌握我国城市综合体的整体发展情

况，本课题组具体调查了江苏省13个地级市在建、拟建的

城市综合体情况，并分析其主要功能，具体如表1 所示。

　　上述城市综合体是现代城市商业中心和社区生活中心

的新型典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多业态的生活空间。一些

综合体在逐步引进文化娱乐、教育服务等业态，如书店、画

廊等，目的是增强自身的文化氛围和吸引人气。除此之外，

有的综合体依托城市的传统文化来增添自身的文化功能，

如常州市延陵西路上的吾悦国际广场就是依托附近的京杭

大运河及明城墙等古迹和旅游场所来增加其历史文化元

素；宿迁市的宝龙城市广场借助古黄河的悠久地域文化和

成熟、浓郁的商业气氛，成为具有现代风格的滨水休闲生

活区。

　　各类城市综合体正在或将要开设的文化教育、休闲娱

乐等公共文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城市综合体文化

元素的发展。据笔者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商业综合体人流

量多，社区综合体拥有更多的常住居民。在随机选取的10

个城市综合体里，被调查的公众中，有82% 的人员希望城

市综合体能开设图书馆，提供成年人和儿童阅读等公益文

化服务，这是开办城市综合体图书馆的有利因素。这些潜

在的文化因素为城市综合体的公益文化服

务及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深入开展做了铺垫。

2.2    文化惠民政策为城市综合体图书馆

建立创造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

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7]。《全国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各级

政府切实履行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责任，

倡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公共

图书馆建设；加大对基层图书馆的支持力

度，加强乡镇、社区图书馆（室）及服务

网点建设，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完备的公

共图书馆设施网络建设[8]。地方各级政府

把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作为重要

的文化惠民工程，国家、省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的创建更有力地推动了基层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例如，江苏省提出全

面建成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五级文化设施体系，实现“省有四

馆、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

城市基层图书馆建设现状与综合体图书馆的建立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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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室”，达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覆盖率大于90%[9]。

全国各类基层公共图书馆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各

级政府相继出台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政策，将为城市综合

体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利条件。

3    发展城市综合体图书馆的对策及建议

3.1    规划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设

　　2015年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也是全面推进全民阅读的纵深之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在北京召开了“图书馆与全民阅读研讨

会”，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推进全民阅读工作要抓住6个

关键环节，包括发挥各级各类图书馆的主体作用、充分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10]。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城市中心图书馆

应按照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当地图书

馆“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全面总结“十二五”发展目

标、主要任务、具体指标的完成情况，认真分析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精心谋划城市公共图书馆“十三五”改革发展

的思路和措施。地方政府应该从公共图书馆发展战略上思

考和规划城市综合体图书馆的建设，把城市综合体的文化

服务纳入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之中，进一步拓展

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半径，推进全民阅读，普及公共文

化服务。

　　从基层图书馆发展角度出发，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设

的规划首先要考虑到对城市综合体的选择，即城市综合体

图书馆的选址与布局问题。从调查统计信息分析情况看，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城市综合体，国内同一座城

市的综合体在布局上大多数是与商业地产密切相连的，有

的综合体分布在城市闹市（商业）区，有的设在郊区或工

业园区，并逐渐向乡镇发展。“城市综合体”被称为“城中

之城”，在类型上，根据其所处位置、大小规模和服务半径，

大致可分为城市商业中心、区域商业中心和社区型商业中

心。选择哪些城市综合体作为中心图书馆分馆的地址，既

要考虑城市综合体的地段、规模、服务能力，还要兼顾城

市现有的区、街道、社区、企业等基层图书馆分布情况，按

照总分馆制进行布点，把城市综合体图书馆作为社区分馆

来规划。

3.2    建立有效的政府保障机制

　　在国内，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尚属于新鲜事物，其建立

与运行需要来自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场地、人员、经费

的投入是图书馆的立足之本，对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会

产生直接影响。如何建立城市综合体图书馆的经费保障机

制，是决定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解决文化财政体

制和机制问题，首先要明确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设是否要

由政府来提供？如果是的话，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全部

内容？那些需要政府提供的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应该由哪一级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要考虑各级政府间

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与对应。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文

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7号） [11]，将能够解决以

上问题。

　　其次，要明确政府该如何提供城市综合体图书馆的公

共文化服务，即该通过怎样的财政机制的设计使城市综合

体图书馆所提供的文化服务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这里主

要涉及的是政府财政投入方式的问题，是直接投入还是间

接投入；重点投入到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建设与文化服务的

哪些方面，是基础建设、基本运转、人员经费还是服务活

动开展。

　　第三，城市综合体图书馆服务的提供是否可以考虑多

元化的投入机制及如何设计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城市综合

体图书馆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在发挥财政资金主导作用的

同时，也要通过相关政策和措施，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推动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基础建设与服务资金来源

的多元化。政府可以通过合理降低土地使用费、减免城市

综合体的税费等优惠政策，鼓励投资者、经营者把城市综

合体内合适的建筑空间低价或免费租赁给图书馆使用。

3.3    建立多方合作的管理运行机制

　　“文化地产”已逐步成为我国房地产商的新宠，商业地

产与大众文化的结盟，是房地产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也

是公益文化服务转型发展的标志。在文化地产的体系中，

公益文化服务将是提升城市综合体项目价值的核心。在

城市综合体有意引进公共文化服务尤其图书馆文化服务

之际，图书馆要积极主动寻找与城市综合体开发商合作

的契机，尽可能多地建设几个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形成科

学的布局。在综合体图书馆建成后，城市中心图书馆把它

们作为一个个分馆纳入到本地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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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共享体系之中，并按照总分馆模式对其进行一体化

管理。

　　城市综合体图书馆可实行三方协作管理机制，即市中

心图书馆、综合体开发商和经营管理者通过签订长期合作

协议，共同致力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市中心图书馆代表

政府组织实施业务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具体为城市

综合体图书馆提供纸质书刊资源，定期更新图书。城市综

合体图书馆实行一卡通借阅管理，与其他社区分馆一样，

图书在总分馆之间可通借通还；同时市中心图书馆为城市

综合体图书馆开通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等数字网络服

务，进入城市综合体的社会公众可以平等地享受与市中心

图书馆同等质量的阅读服务。另外，城市综合体图书馆作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馆，可以结合自己所处的区域，开展

适合消费者（用户）的公益性文化教育活动、信息服务和

特色阅读服务。

　　在城市综合体图书馆的人员使用管理方面，按照合作

协议，经三方协商采用以下某一方式：一是由城市中心图

书馆派驻专业馆员负责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总馆统一支付

工资待遇，馆员能够正常评聘技术职务；二是由城市综合

体的开发商招聘员工，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运作，

辅之以社会志愿者，以降低人员成本[12] ；三是由城市综合

体的开发商与管理者招聘员工并解决其工资待遇，这些员

工经业务培训后上岗，从事图书馆的业务管理与各项服务

工作。另外，城市综合体的管理方负责图书馆开放服务的

相关后勤保障工作，确保馆内的阅览环境和财产安全。

4    结    语

　　城市综合体（或商业中心）图书馆在欧美、澳洲的发

达国家及亚洲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已成为一类较为成熟

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在我国，城市综合体图书馆还是一种

新形态，它们的建立不仅需要图书馆业界创新管理服务理

念，更需要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城市综合体图书馆作为新型社区图书馆，它的建立将创新

我国基层图书馆布局和管理服务模式，进一步延伸公共图

书馆文化服务，完善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解决基层

图书馆均衡分布及其服务便捷等问题；也将让社会公众在

家居生活、购物消费中亲近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现代生

活方式，从而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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