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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发展方略辩证
——访深圳图书馆馆长张岩

【编者按】本栏目由本刊和e线图情（www.chinalibs.net，www.chinalibs.cn）合办，对图书情报领域的

知名专家进行特约访谈。受访专家就特定问题的真知灼见将陆续见刊，以飨读者。本期受访专家为张岩，深

圳图书馆馆长，主办刊物《公共图书馆》、《行走南书房》。

深圳图书馆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办馆

机制、运营方式、服务模式与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积极

的创新与探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面对公共图书馆

新的发展机遇，e线图情采访了深圳图书馆张岩馆长。

一、关于“深图模式”

刘锦山：张馆长，请您总结一下贵馆过去十几年发

展过程中所取得成绩和积累的经验。

张岩：深圳图书馆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得益于天

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的条件。一个地区公共图书馆

的发展与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分不开。上个

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启步之初，各方面条件十分

艰苦，当时的市委书记就说“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八大

文化设施建起来”。正因为地方党委、政府对文化的重

视，深圳在新老八大文化设施建设中都有图书馆，新馆

建好之后，老馆就成为少儿馆。2003年还启动了“图书

馆之城”建设，近年又获批立项建设新的大型文化设

施——深圳市图书馆调剂书库，等等。

与此同时图书馆人的励精图治也相当重要，需要积

极工作争取各方面支持。例如，在现有管理体制和格局

下，我们克服市区两级行政体制的障碍，打造“图书馆

之城”的统一服务模式，联手开展统一服务业务。深圳

整个“图书馆之城”的科技含量都比较高，市、区图书

馆的全自助服务、数字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得到较为

普遍、均等的使用。全市220多个自助图书馆统一服务，

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体系来设计运行，目前每年有100
多万册次的外借量，发挥了整体效益。近年来我们还开

启了微博、微信、微平台三微联动，创设了南书房、爱来

吧、讲读厅、捐赠换书中心等新型文化空间。

二、关于文化权利理论

刘锦山：贵馆早在2000年就领全国之先，开展组织

读书月活动，从2003年迄今，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体

旅游局每年11月份组织全民阅读活动，在阅读推广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在全国业界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请您谈谈贵馆阅读推广活动的理念支撑。

张岩：确实，深圳阅读推广活动和“图书馆之城”

建设有着深刻的理念支撑。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长、后

来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的王京生先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研究文化权利理论，他倡

导“读书求知是市民最基本的文化权利”，保障市民读

书求知权利是党委、政府的责任。为此，深圳市文化

局于2000年创办读书月活动，2003年提出打造“图书

馆之城”，这两个活动都逐渐上升为区、市政府文化发

展战略。每年11月开展的读书月，可以说是深圳的文化

盛宴，是深圳的城市文化闹钟，提醒大家该读书了。十几

年来在市民中形成一种印象，就是“以读书为荣，以读

书为乐”。全民阅读是政府通过活动的形式提醒市民读

书，倡导市民读书，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对于图书馆人来讲，每天都是读书日，每月都是读

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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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月，我们主馆舍周一闭馆，而一楼新开的南书房、讲

读厅365天每天18小时开放，还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教

育活动。数字图书馆、自助图书馆365天每天24小时运

营，图书馆工作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不论外延

还是内涵，都得到极大的拓展。阅读推广活动凝聚很多

人气，让市民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和高度，赢得很好的口

碑。为此也获得国际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3年
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

三、关于社会化服务与运作

刘锦山：请您谈谈今后贵馆的服务体系及运作方

式，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张岩：图书馆在强调公共服务的同时，如何挖掘丰

富的文献资源宝藏，在加大收藏、组织、展示和传播的

同时，如何发挥资源宝藏的特殊功能，提供更高质量的

决策信息支撑，体现图书馆的专业价值，需要我们认真

思考。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习惯在虚拟空间交流，图

书馆公共文化设施应发挥更大作用。

国外把公共图书馆看作“城市的心脏”，进行一

体化管理与服务，但我国图书馆界创造的“总分馆”模

式，因为存在着行政壁垒，现有大多数总分馆并非真正

的总分馆，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无奈。现阶段直接在

区县建分馆比较难，因为市区两级财政分灶吃饭，只能

通过统一服务甚至全市阅读推广活动的联动，推动全

市资源与服务的整合。如今年4•23期间全市统一把外借

量从5册提高到10册。5•26“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期间，

共同推出“少儿智慧银行”项目，市区图书馆推选各馆

的少儿“智慧星”，并进行座谈和表彰，凸显全市“图书

馆之城”的服务合力。

刘锦山：近几年图书馆社会化管理或运作是一个

热点问题，例如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图书馆外包给

武汉市图书馆运营，当然也有企业承包某个图书馆运营

的。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岩：我觉得现阶段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刚开馆的

新馆，图书馆除了服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积

累、传承文化，这个使命由公司承担恐怕不妥。一些小

的社区馆服务问题不是太大，而大型公共图书馆其使

命是多重的，社会教育、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等，只有公益的非营利性机构才能承担。

部分图书馆的社会化和整体外包可能出于两个方

面的考虑：一是由于事业编制所限，需要外包；二是为

了降低成本而外包。如果出于降低成本考虑，需要推行

人财物一体化的总分馆体系。例如，澳门中央图书馆设

立的“一人图书馆”，即正式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外加一

名保安，几万册图书报刊、电脑阅览，整个馆务由一个

人负责。澳门的一人图书馆背后有澳门中央图书馆的支

撑，类似自助图书馆。

图书馆作为专业性公共文化机构，需要将图书馆当

成专业机构来运营。基层图书馆需要明确主体责任，政

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倒逼”图书馆发奋图强，提

升服务效益。社区图书馆的服务问题实际上是体制机

制问题。真正实现总分馆制，需要从市级图书馆到基层

图书馆疏通人员流动渠道，让人员流动起来，提升馆

员的业务晋升空间，合理配备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

人员，例如，香港中央图书馆的人员一部分是馆员系

列，一部分是文员系列，文员系列与馆员系列的工作内

容与薪酬是不一样的。同理，一个社区馆，配一位中级

职称或高级职称的馆员，搭一个临聘人员，工作内容不

一样，也就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社会化不一定是

把一个馆整体都包出去，而是根据图书馆业务目标自行

决定。

图书馆社会化管理和运作是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不

完全是指业务外包或者运作市场化。不管怎么社会化，

公共图书馆经费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需要由政府主导

建设和服务。图书馆有空间，有资源，有专业人员，可以

把相关服务有效整合进来。在社区图书馆也可以搞家

庭关系研讨、育儿经验分享、儿童读书学校等，可以支

撑众创空间的发展，激发更多创客创新创业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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