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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设施是智慧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基础条件。本文从智慧图书馆的空间价值出发，重点阐述智慧图书

馆应具备的空间及设施的规划布局，分析空间设施与服务平台、服务体系的关联，并构想和描绘基于未来应用场

景的空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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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的空间设施构想

数字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信息和知识

传播、交流、获取方式的改变，也影响着人们学习、工

作和生活行为方式。随着用户对泛在知识环境的需求

愈加强烈，图书馆的功能和角色也在不断地拓展和延

伸，从“以资源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从“信息

服务”转向“知识服务”。图书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物理场所，而是成为适宜用户学习、交流和研讨的重要

空间，呈现“学术交流中心、知识加工中心、文化传承中

心”的重要定位。

在现代图书馆的众多概念中，无论是电子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还是复合图书馆，均拥有实体空间或虚拟

空间。一直以来，国内图书馆界对图书馆与生俱来的空

间设施不够重视，多数研究集中在图书馆建筑，而忽略

了图书馆空间设施在服务中的价值。但随着国外“第三

空间”理论和创客运动的兴起，空间需求、空间体验和

空间设计逐渐被纳入图书馆的战略发展规划层面，国

内图书馆纷纷在实践中加强了对空间再造的思考，图书

馆空间设施的价值日益显现，成为未来图书馆发展的

重要趋势之一。

智慧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主要方向，其空

间设施的规划布局也必然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

《智慧图书馆的架构规划》一文提出，“智慧图书馆

是一个智慧协同体和有机体，有效地将资源、技术、服

务、馆员和用户（五要素）集成在一起，在基于物联网

和云计算为核心的智能技术的支撑下，通过智慧型馆员

团队的组织，向（高素质的）用户群体提供发现式和感

知化的按需服务”。在此定义下，智慧图书馆五要素离

不开空间设施的支持和辅助。可以说，空间设施是智慧

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基础，而服务则是空间的价值所在。

因此，在探讨智慧图书馆的架构规划、服务机制、资源

建设与揭示以外，智慧图书馆也需要在空间设施上有所

规划和布局，将空间功能充分发挥并融入服务平台和

服务体系，以空间促服务、以服务拓空间，从而更好地

支持智慧图书馆整体功能的实现和有机发展。

1  智慧图书馆空间价值

图书馆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从古代

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图书馆空间的价值也不断地发

生着变化。它是书库、阅览室、文献信息中心，具有保存

馆藏资源和人类知识的价值；也是学习、研究、文化和

休闲的场所。在未来，图书馆趋向从环境、资源、空间、

内容和角色等多个维度去寻求发展。其中，图书馆空间

价值直接决定着其服务价值在用户心目中的评判，关乎

到图书馆在用户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空间价值已然被

提升到图书馆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1]。

在智慧图书馆概念下，图书馆空间及其设施将被

赋予更多元的价值和服务功能。结合国内外图书馆变迁

和发展趋势，图书馆空间在智慧图书馆服务中的价值

和功能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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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价值。以人为本是现代图书馆的宗旨。以

用户为中心，满足用户对智慧图书馆空间复杂多变的需

求，将是空间“智慧”的价值体现。作为提供服务和发

挥功能的重要维度，智慧图书馆空间将更多地呈现其

感知、互联、智能的服务价值。智慧图书馆高质量的多

功能空间将成为吸引用户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强调以

人为本的基础上，针对学习、阅读、研讨、交流、休闲，

甚至娱乐等不同需求的空间设计与规划，将使得智慧

图书馆进一步扩展空间的服务价值和服务能力。不仅

有利于用户更加便捷、安全地获取资源和知识，而且给

用户丰富多彩的使用体验和满足需求的多类型服务，从

而提升智慧图书馆服务的品质。

（2）知识价值。图书馆在未来承担的使命更倾向

于成为学术交流中心、知识加工中心和学习中心。智慧

图书馆空间将更多地呈现保存、传递、交流知识，以及

知识创造、知识加工和知识再生的价值，智慧图书馆应

是未来的校园中心枢纽或知识网络中心节点。智慧图书

馆在空间规划上，将延伸信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空间

等功能，进而营造出校园或社区的知识共享空间。通过

配置丰富的学习工具和完善的服务设施，利用先进技

术营造在线知识交流环境，囊括学习、协作、交流等要

素，为知识转化创新提供条件[2]。同时，通过专业馆员

团队为用户提供适应教学、学习与研究需求的知识服

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图书馆空间的知识价值。

（3）创新价值。随着空间再造和创客空间的引入，

图书馆不仅提高了空间利用率，而且吸引用户参与其

中，展示出图书馆空间对激发用户创造精神的作用。

未来的智慧图书馆将更深度地强化空间的创新价值，

为用户提供共享、学习、研究、探索和创造的条件和舞

台。在智慧图书馆空间规划上，应注重以用户为主体，

倡导个性、创意、合作与共享，并且对空间设施可发挥

的激励创新功能进行发掘和强化，从而使得智慧图书

馆服务及其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4）文化价值。图书馆天生就是文化场所，是一所

大学或一个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建筑，为用户营造科学

与文化的空间氛围。智慧图书馆同样拥有文化象征的

作用，其空间的文化价值在未来会更加强劲。智慧图书

馆通过实体和虚拟空间设计，充分利用空间和资源优势

及独特有效的教育作用，为终身学习者传达文化信息，

增加多样性的文化宣传、传播、交流与合作活动，甚至

与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文化机构加强合作，形成

大学或社区中的文化共同体，发挥文化塑造和文化传承

的重要职能，将图书馆空间的文化功能向区域社会拓

展。

2  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

图书馆作为生长着的有机体，其空间布局规划与

图书馆所处时代背景及用户需求紧密相连。由于图书

馆服务模式从“以资源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

“空间即服务”理念将主导未来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

规划与建设。智慧图书馆的空间布局在兼容资源保存

的基础上，将营造实体与虚拟相融合的，支持个性化和

群组化学习、研讨、交流、分享、创新，甚至文化休闲的

智能空间与环境。

为实现“空间即服务”理念，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框

架包括空间职能和设施规划两个方面，如图1所示。

图1  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框架

 2.1  空间职能

图书馆对空间职能的布局规划重心从资源保存和

学习场所拓展至研讨与社交[3]。由于用户具体需求和行

为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智慧图书馆空间职能的布局设计

工作相当复杂，需要厘清各种学习行为的要素和显著特

征[4]。空间类型分为资源保存、教学行为、研习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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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养成，相应完成知识保存、知识摄入、知识加工和

知识升华4个职能，表1进一步梳理了各职能相关具体

行为。通过规划、分析、设计、再造和新建空间等措施，

有针对性地建设多种智慧型空间匹配用户需求和学习

行为的多样性。

除空间职能和设施规划外，在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上，

还应注重图书馆空间的外部延伸，即智慧图书馆空间

与校园（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楼）和社区等外部空

间环境的关联。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用户可通过智

慧图书馆虚拟空间，获得教学、学习、科研、管理和生活

等各方面的信息服务，甚至可以通过智慧图书馆提供的

泛学科化服务工具包，随时随地获得智慧型馆员团队提

供的无缝互联、发现式、感知化的知识服务。

3  智慧图书馆空间与服务的关联

《智慧图书馆的架构规划》提出，智慧图书馆的顶

层架构分为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两大部分。在整体构

架规划基础上，智慧图书馆的空间设施与服务平台、服

务体系三者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智慧图

书馆的空间功能需要有效地融入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

和服务体系，以空间促服务、以服务拓空间，从而更好

地支持智慧图书馆整体功能的实现和有机发展。

3.1  空间设施与服务平台

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Smar t Librar y Ser vice 
Platform，SLSP）是智慧图书馆的关键基础设施。在空

间设施与SLSP两者的关联中，随着图书馆空间服务的

变化，SLSP将从围绕馆藏进行配置过渡到围绕研究、

学习和相关社交行为进行配置。通过这种方式，空间不

仅是馆藏管理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且是图书馆与用

户互动的重要服务元素，进一步与SLSP实现相互支撑

与整合。

（1）空间服务将成为SLSP资源层的一种类别，支

持智慧图书馆各种应用的检索与发现服务。在剑桥大

学的空间服务工具Spacefinder规划中[6]，将把空间作为

一种资源，与图书馆服务平台和发现系统实现无缝整

合，成为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在纸质、电子和数字化资

源以外的第4种服务资源。

（2）物理空间通过与SLSP的接口层整合，实现

与智慧图书馆各类应用的互操作。如通过智能感知技

术，将读者使用空间的数据通过接口方式，与资源使用

数据共同支持智慧图书馆智能分析，不断感知用户行

为，优化决策管理。

（3）通过物理空间服务与SLSP应用层的整合，物

理空间与各类数字化资源、个性化定制的虚拟阅览室

表1  智慧图书馆空间使用类型

资源保存

教学行为

研习行为

能力养成

空间职能 空间内涵空间类型

知识保存

知识摄入

知识加工

知识升华

智慧图书馆在保留原有知识保存的空间职能基础

上，将大力拓展具备智慧元素的知识摄入、知识加工和

知识升华等功能的局部特色空间。①支持教与学新型

模式的空间。智慧图书馆应具备支持信息素养、翻转课

堂、学业分享等功能的特色空间。它既能提供实体空间

及各种智能设施，又可成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虚拟空

间，营造并激发用户自主式学习氛围。②支持个人及群

组研讨的空间。智慧图书馆应具备支持多样化交流研

讨、团队协同、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及设施设备。③文化

展览、成果展示、新技术体验、创新创客空间。智慧图

书馆应营造更多元、更丰富的特色空间，满足用户不断

增长的能力提升、文化体验等高层次需求。

2.2  设施规划

为符合空间职能的多样性，智慧图书馆空间的设

施类型更需要凸显灵活性[5]。空间设施的灵活性不仅为

了适应用户学习行为的多样性，更为了适应时代的快速

发展和新技术的层出不穷。智慧图书馆在设施规划上，

包括书架、家具、交互设备、感知物联、人工智能等多

个方面。结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技术、人工

智能和感知技术等，智慧图书馆将引入各类智能设施

和设备（如智能书架、智能桌椅、智能控制设备、智能

互动设备、人脸识别设备、智能引导设备等），以实现智

能管理、自助化服务、空间引导、空间感知、增强现实

和智能交互功能，从而促进图书馆空间服务的智慧化。

保存纸质印刷资源及数字电子资源，

并提供访问服务

提供信息素养、翻转课堂、

学业分享等教学支持服务

提供个人学习、小组学习、协同研讨、

跨学科研讨等研究支持服务

提升社交能力、演讲能力、多媒体制作、创客

制作、创意竞赛等创新能力，举办科技成果

与文化展览来提升科技视野与文化自信

智慧图书馆的空间设施构想高协  王昕  张心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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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共同构筑“线上线下一体”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以便

捷的交流和讨论方式，随手可得的纸质和数字化资源，

鼓励用户间线上线下积极沟通，将阅读、交流嵌入师生

的日常学习与工作中，消除图书馆服务的时空限制及用

户个体间的壁垒。

3.2  空间设施与服务体系

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指在SLSP的辅助支撑下，

通过图书馆馆员的合理组织，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数

据、技术、空间、设备、用户乃至外部条件，实现感知化

按需服务的一种综合系统。空间设施是智慧图书馆服

务体系的基础条件，需要全方位支持智慧图书馆服务

体系，实现感知、互联、智能甚至智慧的服务，并能够有

机融合资源、技术、服务、馆员和用户五要素，吸引用户

参与，让用户获得良好的体验。因此，在未来的空间布

局规划中，智慧图书馆将更加注重自身与用户学习、研

究、创新环境的对接，注重内部空间规划与再造的灵活

性，并且借助智能技术设备营造智慧化的专用空间，形

成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高度融合的泛在知识环境。可

以预见，智慧图书馆将重点营造的空间有以下3类。

（1）知识共享空间。知识共享空间主要是以用户

为中心的动态学习研讨空间，融合资源、空间、技术、

工具和多种服务，帮助用户获取信息和寻求知识，关注

用户的学习偏好和期望，构建学习情境，促进用户学习

和进行知识创造，以及对研究过程的支持和实现[7]。该

空间的特点在于，更加关注对学习过程和研究过程的全

面支持，参与实体和虚拟的学习和研究过程，包括自主

式、交互式、团队或小组等形式的学习和研究。同时，为

特定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由专业的工作人员来

负责。在实际规划中，实体空间的设计应强调分区精细

化、设备多样化和空间灵活化[8]；虚拟空间的设计应注

重与学校院系、实验室、信息技术中心、学生中心、宿舍

等关联互动。

（2）创新创意空间。构建创新环境、营造创新氛

围是智慧图书馆辅助创新的重要环节[9]。借助创新创

意空间，图书馆能够极大地扩展和延伸个性化服务功

能，从而创造全球创新意识常态下的服务创新革命。智

慧图书馆背景下的创新创意空间应具有多元化特征。

除创客空间外，还包括各类新技术实验室（如数据可视

化实验室、集成电路实验室、可穿戴设备实验室、机器

人实验室等），为学生提供包括可视化、沉浸式显示、

模拟和虚拟环境，原型设计、制造、建模，游戏编程、捕

获、交互计算，以及多媒体制作等在内的创新创意空间

服务[10]。

（3）文化交流空间。大学图书馆拥有资源和空间

的独特优势，有稳定的读者群体，因此也具备通过创

新环境文化建设，达到传承文化目的的绝佳条件[9]。智

慧图书馆的文化交流空间将在传统实体展示手段的基

础上，采用虚拟现实交互技术，将沉浸式、交互式等设

计理念融入其中，实现信息从现实到虚拟、从静态到动

态、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单向传输到交互式传输的

转变，使得传统展示中的体验者从被动接受信息转换

为主动寻找信息。此外，功能健全的公共休闲空间，能

让读者放松心情、调整心态、激发活力，是智慧图书馆

实体空间打造中不可缺少的部分[11]。智慧图书馆将利

用各空间的连接处或人流汇集的区域，创造社交环境，

加强文化交流和互动的空间功能。

4  智慧图书馆空间未来应用场景

结合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与服务体系，智慧图书馆

在未来将高度融合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促进图书馆

空间与学习环境、研究环境的感知互联，不仅实现知识

获取、交流、共享和创造的功能，而且更迅速有效地实

现智慧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和泛学科化服务。基于未来

应用场景，提出以下空间情境设想。

4.1  智慧图书馆空间与学习环境对接

融合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优势的智慧学习空间，

将成为智慧图书馆对接学习环境的主体模式，是现今

存在的IC、LC等空间的升级体。在未来的教学场景中

（见图2），实体空间内将配备多个大尺寸显示屏（甚至

是虚拟透明显示屏），学生分组围绕显示屏而坐，实时

观看教师授课画面。授课画面与课件画面、其他班级

交互画面、学习管理系统、图书馆关联数据平台、人工

智能辅导系统等同步显示。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可通过网真技术进行实时对

话、提问和答疑；不同班级学生可跨地点合作学习和探

讨问题、共享学习文件和笔记；学习管理系统为师生提

供课程教学互操作、咨询、学习评价等功能；图书馆关

联数据平台可智能关联课程知识点，自动触发参考资

源提示、推送、个性化下载，以及智能反馈师生咨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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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辅导系统可帮助教师检查学生随堂作业、重复讲

解难点问题等。

该智慧学习空间不仅支持语音识别、触摸屏界面、

手势识别、人眼追踪、触觉技术和脑机接口等技术，同

时还能支持移动应用程序，自动匹配智能手机等移动

终端设备，按需传送和下载教学视频和互动课程资料

等，提供虚拟学习空间和非实时学习的支持。此外，空

间内还可配备数据模拟和可视化软件、多媒体制作软

件、游戏开发软件、虚拟现实设备（耳机、眼镜）、高性

能计算机、立体幻灯投影仪、摄像机等软硬件设施。在

混合式学习、自适应性学习、合作学习、移动学习等多

种学习场景中均适用。

图2  智慧学习空间课程教学情境设想

4.2  智慧图书馆空间与研究环境对接

建立科学研究全过程支持的智慧辅助平台，将成

为智慧图书馆对接研究环境的主体模式。在未来，智慧

图书馆将通过建设新学科开启辅助平台，为学者提供智

能、便捷的科研支持服务。当学者寻求新研究方向时，该

平台可通过后台数据计算和关联，自动生成相应的热点

主题和学科。学者从中筛选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后，平台

可进一步为其推送该主题对应的重要研究学者、研究机

构、关键文献及其趋势、分布图表等，学者可借此了解该

领域的研究现状，并通过学者库与相关教师进行即时通

信交流。该平台还可跟踪其课题研究进度，帮助查找推

送进一步研究所需的文献和支撑资料。依靠创建有效的

群组及社交机制，基于大数据进行动态统计和分析，掌

握学者的习惯和偏好以期进一步提升科研服务品质。

5  结语

数字时代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始终带动和影

响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和服务范畴。当智慧图书馆成为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所拥有的图书馆空间将不仅

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知识资源保存中心，还是人类活

动的第三空间、知识共享空间、文化共同体，更是形成

全社会泛在知识环境的重要载体。用户在未来不仅可

以便捷地获取自身所需的各种资源和知识服务，而且将

拥有高质量、多功能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智慧图书

馆将突破传统服务界限，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延伸服

务范畴，帮助和促进用户实现学习、交流、研讨、创造、

创新等各种活动，并通过不同空间功能及服务实现知

识的创造和再生，最终达到智慧图书馆的终极目标。

智慧图书馆的空间设施构想高协  王昕  张心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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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sion of the Smart Library’s Space an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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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ce and facilities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ce value of the 
smart libra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lanning and layout of the space and facilities that the smart library should have, analy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mart 
library’s space, facilities, and the service platform, system, then conceives and describes a vision of the Smart Library’ s space and facilities based on their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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