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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图联战略规划（2010—2024年）主要围绕信息公平获取、参与社区、能力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全

球话语权等主题进行，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为我国图书馆业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做好图书馆角色的转

变、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等问题提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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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战略规划研究（2010—2024年）*

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起源于军事战略思

想，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发展，后来被引入到图书馆管理

中。Drucker[1]认为战略规划是系统化制定当今企业决策

和获得未来最重要知识、系统化组织执行决策所需的各

种工作，并利用有效反馈对照原有预期测评决策成效的

一种持续过程。从该定义可知，战略规划具有系统性、预

见性和后期反馈等特点。盛小平[2]认为图书馆的战略规

划是面向未来确定大学图书馆使命、愿景、目标、战略

及其实施计划的思维过程与框架，是一种态度和工作方

式，是一种分析工具，也是一种结果。柯平[3]和于良芝[4]

认为图书馆战略规划具有可操作性、连续性、透明性等

特点，同时认为战略规划都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

1927年9月30日，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在苏

格兰爱丁堡的英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上成立。1971年，

IFLA成为全球图书馆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非政

府组织，其会员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5]。IFLA
非常重视战略规划的制定和执行，2010年起分别发布

IFLA 2010—2015年战略规划[5]、IFLA 2016—2021年
战略规划[6]和IFLA 2019—2024年战略规划[7]3个战

略规划。在全球化背景下，图书馆业的合作日趋紧密，

IFLA的战略规划对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

要的指导意义，故本文将对这3个战略规划的内容进行

深入研究，以期对我国图书馆界“十四五”战略规划的

制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IFLA战略规划纲要（2010—2024年）

1.1  IFLA 2010—2015年战略规划纲要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化知识快速增多，以

在线社交为代表的网络工具得以普及。图书馆必须快

速地转变角色来适应这些改变。2010年8月，IFLA在瑞

典召开以“开放获取知识——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的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推进开放获取落实[8]。同年，

IFLA通过题为“开放获取和图书馆角色的变化”的卫星

会议，签署了《柏林开放获取宣言》[8]，为定义和推广开

放获取奠定了基础。开放获取是在互联网环境下，IFLA
推动信息公平获取的重要举措，这些重要举措和互联网

的时代变迁在IFLA 2010—2015年战略规划的战略方向

中得到具体体现，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用户信息平等获

取；②IFLA及成员的战略能力；③转变形象和职业地

位；④代表成员及用户的利益[5]。

*本研究得到 2017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数据包络分析视角下高校图书馆新媒体运营效率比较研究——以华侨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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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FLA 2016—2021年战略规划纲要

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时代改变，IFLA 2010—2015年
的战略规划更多侧重于图书馆及IFLA自身的角色转变

与能力建设。经过6年的发展，IFLA在数字化、开放获

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则，已经为图书馆及IFLA
在互联网环境下做好了角色转变和信息平等获取的制

度基础，所以在2016—2021年战略规划中，IFLA的关

注点转向图书馆及IFLA如何参与社会建设，以及如何

更好地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作用等，体现出IFLA以

社会需求为中心的发展思维。这些理念在IFLA 2016—
2021年战略规划的主要战略方向上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①社会中的图书馆；②信息与知识；③文化遗产保

护；④能力建设[6]。

1.3  IFLA 2019—2024年战略规划纲要

在颁布2019—2024年战略规划之前，IFLA于2017
年4月在希腊雅典开启了全球愿景（global vision）高级

别会议，探讨如何加强图书馆领域的内在联系，确定未

来的挑战和机遇，并找到应对社会快速变化的对策。

2017年的全球愿景会议希望建立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图

书馆领域，为文化、知识的渊博和参与型社会提供动力。

为了让全球会员参与到全球视野活动中来，2018年4月，

IFLA推出创意店idea store，任何会员都可在上面发表

自己的创意，也可对自己认可的创意进行投票。创意店

最终在全球视野项目上获得了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的3
万多名会员支持，分享了8 500多条创意，成为全球愿景

报告的主要来源。IFLA在2018年发布的《全球愿景报告

摘要》中提出致力于平等、自由地获取信息和知识等十

大亮点以及必须成为知识自由的捍卫者等十大发展机

遇，并在报告中将IFLA的愿景定为建立一个强大、联合

的图书馆界，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9]。

IFLA《全球视野报告》于2019年4月12日发布，主

要包括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行动号召、战略方向等

内容，为2019—2024年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IFLA 2019—2024年战略规划中的愿景与《全球视野

报告》中的表述保持一致，即一个强大、联合的图书馆

界，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7]，使命是激励、

参与、赋能并连接全球图书馆界。IFLA 2019—2024年
战略规划中的核心价值观，与前两个战略规划保持一

致。IFLA 2019—2024年战略规划中的战略方向主要

包括4个方面：①强化图书馆的全球话语权，即理解业

界的优先事项，为图书馆争取政策支持，发展有价值的

合作伙伴；②激发并提升专业实践，即通过前瞻性思

想、全新方法、最佳实践、社区培育和世界遗产保护等

途径来提升专业实践；③连接并壮大业界，即通过多种

途径提供学习机会，壮大图书馆业界；④优化IFLA组

织，通过保持IFLA战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促进会

员多样化，通过创新交流等途径来实现。IFLA 2019—
2024年战略规划中的行动号召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集

合全球图书馆业界的力量来实现本次战略方向；②分

享行动，积极交流，传播至全世界；③共同实现本次战

略规划的愿景。

2  IFLA战略规划（2010—2024年）对比
分析

2.1  愿景对比分析

愿景是一个组织机构对未来的一种声明，指明未

来的发展方向。在IFLA 2010—2015年战略规划中，愿

景主要包括两点内容，一是代表着全球图书馆和信息

界的呼声；二是促进全社会对知识和信息的平等获取。

IFLA 2016—2021年战略规划在2010—2015年战略规

划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内容的表述，并强调图书馆

对发展和学习的支持。在IFLA 2019—2024年战略规

划中，IFLA的愿景包括两点内容，一是建立一个强大、

联合的图书馆界；二是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

会。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快速发展，知识数字化和在线

社会网络工具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在2010—2015年
的战略规划中也看出IFLA更加侧重如何帮助读者通过

互联网平等地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经过6年的推动，

图书馆和读者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大幅提

升，所以IFLA认为应在确保平等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基

础上肩负起保护人类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重任，并应参

与到社区建设中，这是图书馆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也

是转变IFLA和图书馆社会角色的重要措施。随着全球

化日益加剧，IFLA认为图书馆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及挑

战需要全球的图书馆一起面对，并且以统一的全球包容

性回应来解决，所以在IFLA 2019—2024年战略规划

中强调建立一个强大联合的图书馆界，从而更好地促

进建设一个信息互通、文明参与的社会。正如IFLA秘

书长杰拉德·莱特纳[10]于2019年9月9日在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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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馆110周年讲话中提到的，IFLA及图书馆由原来的信

息与知识的守护者向领路人的方向转变。随着“信息肥

胖症”及虚假信息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图书馆界

应联合起来，一起努力成为全球读者的领路人。

2.2  使命及核心价值观对比分析

使命是一个组织机构存在原因及其实现愿景所需

工作的说明。使命一般包括用户、提供的服务和开展的

活动等。IFLA 2010—2015年战略规划的使命完整地概

括了IFLA的用户、服务和活动等内容；IFLA 2016—2021
年战略规划中未找到使命相关表述；IFLA 2019—2024
年战略规划的使命则非常简单，即激励、参与、赋能并

连接全球图书馆界。与2010—2015年的战略规划相比，

2019—2024年战略规划更能体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

核心价值观（又称为价值观），是一个组织机构在

与外部互动过程中坚守的信念、标准，一般都比较稳

定，很少变动。核心价值观在图书馆界主要体现的是社

会责任感、对服务的承诺等。IFLA战略规划（2010—
2024年）中的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包括作品自由获

取、信息平等获取、高质量信息服务和所有会员权益的

保障。始终不变的核心价值观对IFLA的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2.3  战略方向对比分析

2.3.1  战略方向演变分析

表1展示了IFLA战略规划（2010—2024年）中战略

方向的演变情况。正如吕游[11]的研究所示，2010—2015
年，IFLA的战略方向是以图书馆为出发点，主要体现

其内在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2016—2021年，IFLA
的战略方向则更加强调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中所体现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出IFLA战

略规划的外向性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思想。2019—
2024年的战略方向与前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全球化特

征，这种全球化主要包括：一是全球性的问题，如全球

普遍存在的难以以国别进行划分的“信息肥胖症”及

虚假信息等问题；二是面临的问题须全球联合治理，即

“信息肥胖症”及虚假信息等问题需要通过联合全球

业界同行共同治理。IFLA联合全球业界同行，能增强

全球话语权，也有助于做好领路人的角色。

表1  2010—2024年IFLA战略方向演变表

战略方向1

战略方向2

战略方向3

战略方向4

IFLA的战略方向

用户信息平等获取

IFLA及成员的战略能力

转变形象和职业地位

代表成员及用户的利益

2010—2015年

社会中的图书馆

信息与社会

文化遗产保护

能力建设

2016—2021年

强化图书馆的全球话语权

激发并提升专业实践

连接并壮大业界

优化组织

2019—2024年

2.3.2  战略措施的内容分析

虽然IFLA战略规划（2010—2024年）的战略方向

有所不同，但从战略措施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全

球话语权、信息公平获取、社区参与、能力建设、文化遗

产保护等。

（1）全球话语权。全球话语权在IFLA的战略规

划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2010—2015年战略规划中，

全球话语权是其愿景之一，IFLA代表全世界图书馆及

联盟发出声音。在2016—2021年战略规划中，能力建设

的表述为IFLA代表全世界图书馆及联盟在全球各级

业界会议上发出声音。在2019—2024年战略规划中，

IFLA将全球领导话语权作为其首位战略方向，通过推

动制定有利于图书馆及馆员的法律、指南、项目，展开

相关辩论，协助解决了相关法律和资金方面的挑战，制

定高水平的工具等措施来强化图书馆的全球话语权。

（2）信息公平获取。信息公平获取是IFLA 2010—
2015年战略规划的愿景之一，也是其战略方向之一，

由此可见，IFLA非常重视用户信息公平获取的权利。

I F L A认为信息公平获取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

必须得到保障，通过信息自由获取和言论自由项目

（FAIFE）、版权及其他法律事务项目（CLM）、图书

馆进步发展行动计划（ALP）以及保存与保护中心项

目（PAC）等来确保用户能获得信息的公平。在2016—
2021年战略规划中，IFLA明确指出，应促进用户在任

何地方公平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包括建立公平版权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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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和互联网治理。在2019—2024年战略规划中，IFLA
并没有在战略方向和重要举措中提到信息公平获取，

但在战略方向3中提到满足社区需求，培育面向用户

信息获取。可见，信息公平获取贯穿于IFLA战略规划

（2010—2024年）中，但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前期

侧重政策、中期侧重环境治理、后期侧重社区服务。

（3）社区参与。在2010—2015年战略规划中并未

过多涉及社区参与，仅在信息公平获取的战略方向中提

到为社区成员全面参与信息社会而创造机会。在2015—
2021年战略规划中，社区参与被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

的位置。IFLA提出图书馆应是图书信息和教育的主要

提供者，要求图书馆应融入社区，做好满足社区居民

的阅读需求和扫盲等工作。在2019—2024年战略规划

中，IFLA也明确提出图书馆界要努力提升服务水平，进

而更好地满足社区服务，提高用户的读写、创新、遗产

保护和信息获取等能力。可见，IFLA越来越重视图书

馆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将其作为扩大图书馆影响力

和服务半径的重要努力方向。

（4）能力建设。IFLA及图书馆能力建设一直是战

略规划的重点，3个战略规划中都有大篇幅的相关内容

表述。在2010—2015年战略规划中有两处相关表述：

一是在信息公平获取中指出IFLA通过能力建设来发挥

图书馆的作用；二是列出专门的能力建设的战略方向，

通过稳固会员制、调动会员积极性等措施来实现。在

2016—2021年战略规划中列出能力建设的战略方向，通

过实施国际宣传计划（IAP）、领导力计划，以及开展各

项活动来实现。在2019—2024年战略规划中，通过连接

并壮大业界和优化组织两个战略方向来提升能力建设。

就具体措施而言，在2019—2024年战略规划中指出主要

通过面对面交流、网络交流、目标学习、财务连续性、创

新交流和多样化会员等途径实现。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IFLA在2010—2015年战略规划中通过稳固会员的途径

来实现，在2016—2021年战略规划中通过各项活动和计

划来实现，显得更有计划性，在2019—2024年战略中则

更注重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会员学习与交流来实现。

（5）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在2010—2015
年战略规划中被提到，IFLA应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

护。在2016—2021年战略规划中，文化遗产保护成为重

要的战略方向，体现出IFLA自2016年开始重视图书馆

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应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主要措

施包括建立保存与保护中心项目（PAC），为文化遗产

收集与保护制定专业标准，降低灾害风险。图书馆有义

务保护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2019—2024年战略规划

中提到加强对包括国家级和区域级文化遗产在内的优

先领域的宣传和支持，并培养读者文化遗产保护的能

力。从战略规划变化来看，IFLA在2010—2015年战略

规划中对文化遗产仅要求积极参与，而2016—2021年
则是通过制定标准和专业项目来实现。在文化遗产保

护有相关标准和项目落实之后，IFLA希望扩大对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以及加强用户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及能力的培养。

3  IFLA战略规划（2010—2024年）带
来的启示

IFLA作为全球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界影响力最

大的国际组织，其战略规划对全球业界的影响非常深

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未来图书馆领域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IFLA战略规划（2010—2024年）变化的研究，

我国图书馆界应认真思考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好服

务、做好图书馆角色的转变、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强化

自身的话语权以及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等

问题。

3.1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好图书馆服务

IFLA战略规划时间一般为期6年，如2010—2015
年战略规划、2016—2021年战略规划、2019—2024年
战略规划，但2016—2021年战略规划仅执行了2年就放

弃了，继而开启2019—2024年战略规划。按正常发展

来看，IFLA战略规划应该是在2021年之后开启2022—
2027年战略规划，IFLA却迫不及待地于2019年4月推出

与2019—2024年不同的战略规划，并未向外部进行解

释，但从2019—2024年战略规划的形成过程可找到原

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IFLA希望通过加强全球图书

馆间的合作，寻找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并采取快速行

动。面对全球化及产生的一系列问题，IFLA开启了为期

2年多的全球愿景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创意店吸引了全

球业界人士的关注，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创意思想，

2019—2024年战略规划是全球业界智慧的结晶。IFLA
作为影响深远的国际机构都需要借助全球智力来解决

全球化带来的难题，我国国内的图书馆作为全球图书

馆界的一员，仅凭图书馆自身的力量是难以直面困难

和应对全球化问题的。为此，我国图书馆首先应内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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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创建类似创意店的项目来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图书

馆全球化之路，并对被采纳创意的用户提供一定的奖

励；其次，应加强专业研讨，对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题讨

论，并将讨论结果进行实践推广；最后，应加强与国际

同行的交流与联系，做到与时俱进地参与全球图书馆

业界的标准制定。

3.2  如何做好图书馆角色的转变

IFLA战略规划（2010—2024年）中并未明确指出

图书馆角色发生改变，但从其战略方向的变化中能够

体现。2019年9月，IFLA秘书长杰拉德·莱特纳[10]指出

当今世界是信息化时代，图书馆需要充分做好领路人

的角色。在信息化时代，用户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信息缺

乏，而是与之相反的信息爆炸和虚假信息泛滥。所以，

在信息化时代，图书馆的角色不再是信息门户，而是信

息海洋中的灯塔，指明了寻找所需要信息的方向。IFLA
认为信息平等获取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信息

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差异影响着这种平等性

的体现。IFLA 2019—2024年战略规划中指出，图书馆

必须面对挑战与机遇，为社区提供高质量服务，通过面

对面及网络等途径培养用户的读写、创新、文化遗产保

护和信息获取能力，并支持读者对图书馆参与社区的

能力进行评估。我国大部分图书馆都还处在门户角色

的时代，主要通过门户为用户服务。

3.3  如何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提升专业能力是图书馆业界的永恒话题，只有不断

提升自身水平才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图书馆的能

力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不同，不同时代对图书馆业务能

力的要求不同。如IFLA 2010—2016年战略规划提到，

对图书馆能力的要求主要集中于确保用户信息平等获

取，通过宣传和先进技术来促进信息平等获取；2016—
2021年战略规划对图书馆能力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做

好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积极参与社区服务；

2019—2024年战略规划对图书馆能力的要求主要集中

在通过全球性合作来服务社区和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从IFLA战略规划对图书馆能力要求转变来看，我

国图书馆首先应提升用户信息平等获取的能力；其次，

通过加强与IFLA在内的国际业界的交流与合作，学习

世界领先的创新理念和最佳实践，掌握最新的权威数

据，使用最先进的实用工具和平台，提升图书馆社区服

务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

3.4  如何强化自身的话语权

加强图书馆的话语权一直受到IFLA的重视，我国

图书馆也应注重提升自身在国内外的话语权。在国内，

我国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到相关图书和信息的法律、政

策制定中去，也可邀请IFLA作为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

的特别顾问，从而为国内图书馆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以我国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为例，其起草

专家组包括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国新、国家图书馆

周和平等图书信息界专家、学者。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在

《公共图书馆法》制定之前就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后来于2011年受文化部委托成立

专门的起草专家组[12]。而后期《公共图书馆法》的意见

征集阶段，图书馆各界也提供不少意见。《公共图书馆

法》是我国图书馆界参与图书馆相关法律制定的非常

好的案例，从而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法律保障。在国外，我国图书馆界应积极参与国际图

书馆界的高端论坛和法律及标准制定，为我国图书馆

发展打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获取有利于国内图书馆发

展的政策支持。目前，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作为IFLA
理事会成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我国业界发出声

音。同时，我国的许多高校也积极参与IFLA等高级别

会议，向世界传达我国图书馆界的诉求。

3.5  如何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

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在2019—2024年
战略规划中首次提出，这在之前战略规划中并没有类

似的表述。根据2019—2024年战略规划的内容表述来

看，信息互通是指加强IFLA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做到信息共享；文明参与是指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参与到

IFLA的所有议题中来，群策群力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难

题。具体到我国图书馆界，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助

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区：一是以国家级、区域级

的图书馆学会为平台，通过开展年会、学术讨论、在线

QQ或微信交流群等方式构建一个信息互通的业界交流

机制；二是借鉴IFLA创意店的方式，建设符合我国国

情的图书馆业界创意收集站，为业界群策群力提供一个

国际图联战略规划研究（2010—2024年）严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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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基本上还处于专家掌握话语权

的阶段，缺少一线图书管理员的声音。IFLA创意店收

集到来自全球的近万条创意，这些创意来自不同图书馆

岗位的员工，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4  结语

IFLA战略规划（2010—2024年）的变化，是愿

景、使命、战略方向和战略措施的转变，也是信息的转

型和图书馆角色的转变，还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IFLA战略规划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体现了全球化

背景下图书馆的应对措施、图书馆角色转变、做好自

身专业能力、强化自身话语权及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

参与型社会对国内图书馆未来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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