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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型知识服务的时代使命、
价值定位与完善路径 *

王 铮 张珺敏 黄 静 A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摘 要：［目的 / 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述，其中，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探索完善知识服务供给方式，是提升人民精神文化获得感的重要路径。

［方法 / 过程］通过政策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知识服务的需求情况，以及当前

覆盖全社会的知识服务供给情况，呈现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及其主要构成要素，重点分析公共型知识

服务在其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结果 / 结论］公共型知识服务在覆盖全社会的知识服务多元供给体系中

不可或缺，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裕。图书馆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和公共价值，成为提供

公共型知识服务的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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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知识服务满足人民对于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和向往   

1.1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知识市场视角下新兴知识服务模态比较与图书馆应对策略”（项目编号：

2018M6300545）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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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占有重要位置。在 2023 年 2 月中

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

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之一［1］。

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的重要支撑与推动要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人民精神世界

的丰富，离不开高品质、高价值精神文化产品源源不断的供给、滋养与熏陶。2019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就指出“要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这

也对社会知识交流与服务体 系中的各类型参与主体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明确的指引。

1.2 知识服务提供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

宽泛意义上的知识服务可以理解为基于知识资源和知识活动所开展的服务，例如传统的教

育、培训、咨询、软件开发等领域都是知识服务的代表。而知识服务真正形成独立的学术研究概

念和实践操作模式，离不开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在知识经济时代，从个人到组织、从各个行业

到全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知识资源要素的支撑。在这种背景下，独立意义上的知识服务可以理解

为以知识和智慧为基础，运用知识技术和方法手段满足知识需求、解决各种问题的一种专门服

务，以其知识密集型智力服务、专业化增值服务、知识化创新服务等特点和优势，在促进经济与

社会发展、特别是知识创新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

尽管知识服务的概念与形态随着时间发展具有不同表现，但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视角上看，知

识服务已经成为知识社会不可或缺 的服务形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知识服务的重要社会价

值与社会职能在于满足新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提升全民精神文化素养［3］。未来的知识服

务将更加注重用精神产品帮助用户接近他们心 中的美好生活，满足人们升级的精神需求，实现用

户的美好体验［4］。因此，从知识服务的上述功能来看，大力发展知识服务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当这一主要矛盾表现在面向全社会的知识服务领域时，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知

识产品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知识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社

会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典型表现就集中在知识领域［5］。随着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更加殷实，精神

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品质消费逐渐向日常生活的全领域拓展［6］，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改

变，以吃、穿等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消费比例降低，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教育、文化、娱乐

的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主要表现为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消费发展成为一种无形的注

重体验感、情感性的消费［7］。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处强调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性，并指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2022 年底，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 — 2035 年）》［8］，明确将“顺应消费升

级趋势，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着力满足个

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置于“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这一部分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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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在我国全社会巨大知识需求的拉动下，近年来国内各类面向大众需求的新兴知识服务业态

也在快速发展，涌现出各类专业的互联网知识服务提供商、知识服务赋能平台、知识付费商业模

式、知识主播和个人知识服务提供者等。这些新形态的出现恰逢中国互联网技术应用从全球“跟

跑者”向“领跑者”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很多知识服务形态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开创意义，例

如我国快速发展的音频类有声知识服务较之于海外出版领域传统的“有声书”（audio book）就是

一种明显的创新，提升了知识服务的效能［9-10］，并为大众化知识服务贡献了独特模式，助力了中

国式知识服务业态的创新发展。观察这些新兴知识服务业态的特征，正契合了《扩大内需战略规

划纲要（2022 — 2035 年）》中提出的加快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居民消费优化升

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促进消费中的新技术应用和智能化升级等内容。各类知识服务

以创新性的手段提供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精神 生活需要，也契合了消费升级趋势中大众对于体

验与情感的重视，是提升人民精神文化获得感的重要路径。

2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和多渠道保障制度   

2.1 以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裕为目标

在看到知识服务的重要作用以及各类知识服务业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需要看到面向全社会

知识需求的知识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我国社会发展折射到文化层面，表现为公

众层次化、复杂化、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和知识需求［11］。这其中，既包含了都市白领在职业发展

和个人兴趣爱好方面的知识需求、高校学生在丰富知识储备和就业创业方面的知识需求、中小学

生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进行课外学习的知识需求，也包含了城市里新产业工人及新市民发展工

作技能的知识需求、农村地区老年人期望以不同方式丰富精神生活的知识需求、突发公共事件中

公众的应急知识需求等。这些知识需求尽管涉及不同群体、不同层次和不同内容，却又共同反映

了社会大众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通过知识促进发展、通过知识驱动创新、通过知识改善福祉、通

过知识追求美好生活的热切愿望。

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

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2］，既要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更殷

实 , 又要让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特别强调：“共

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因此，不能允许在经济上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同时也要警惕知识获取渠道和机会上的“贫富分化”，尤其是要关注新兴信息技术条件下可能产

生的“数字鸿沟”。

2.2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知识服务保障体系

为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健全

2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和多渠道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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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同样，为了推进人民精神

世界的共同富裕，不让一个人在知识时代和数字化浪潮中掉队，需要着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均

衡性和可及性，并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和多渠道保障制度。在覆盖全社会的

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和多渠道保障制度中，包含了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力量等多元主

体的共同参与，既要保证社会知识资源的高效配置，又要保障知识服务获取机会的普遍、均等与

公平。其中，根据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出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中的两类主要

模式，即商业型知识服务和公共型知识服务。

商业型知识服务在供给主体上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导，在供给特征上表现出盈利性、竞争

性、排他性、个性化和效益导向等。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知识付费业态就是商业型知

识服务的典型代表，表现为大量知识服务商业平台及移动应用相继出现，知识付费商业模式不断

成熟，互联网知识服务产品与内容激增，知识付费用户数量快速增长，这也反映了我国知识市场

供需两端的繁荣，有助于提高知识资源社会流动和利用的效率。但也需要看到，知识领域的市场

行为也带有市场的先天缺陷，例如容易造成知识垄断，可能造成知识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和知识领

域的“贫富分化”。近年一些文献数据库商就因资源定价等问题对知识资源保障和用户合理利用

知识的权利造成了影响［13］，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需要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理。在这种背景下，

公共型知识服务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就更为凸显。

公共型知识服务在供给主体上以政府为主导，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同时吸纳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服务活动的设计和实施，在供给特征上表现出普遍性、均等性、福利性等。其知识服务对象

面向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用户，不因用户是否付费或付费高低决定是否提供服务。这是公共型知识

服务与商业型知识服务的本质区别。公共型知识服务实施主体的典型代表就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在服务内容上，需要能够满足用户最基本的知识文化需求。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包括“知识

付费能力不足”的群体在内的所有用户的知识获取权利，形成知识领域的社会保障网络，从而体

现出知识服务的社会“兜底”保障作用。

无论是商业型知识服务还是公共型知识服务，各个知识服务供给主体之间并非“谁取代谁”、

孰优孰劣、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需要通过有效的知识治理和制度安排，形成相互补充、相互搭

配、相互延伸、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社会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分层分类而又协同配合，共

同满足全社会各级各类知识需求。

例如市场主体的重要功能是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基本服务的额外需求，这一点在社会知识服

务领域同样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政府主导的公共图书馆是为社

会公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而在动态性、差异性、层次化、个性化的知识需求方

面，市场主体提供的知识服务能够填补这方面的缺口。作为市场机制主导的知识服务模式，在线

知识付费平台在满足多样化知识需求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近年来多份研究报告的印证。例如

《知识青年付费报告》显示，知识付费最大的用户群体为 90 后、就业 3 年之内、从事计算机和

互联网行业的青年人群［14］。这些用户的特点是年轻化、学习动机比较强烈、具有较好的学习能

力，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支付能力。根据极光大数据 iAPP 监测得到的数据，知识付费用

户更多集中在一线城市［15］。在内容需求方面，艾媒报告显示专业知识是用户付费意愿最高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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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16］。而果壳网和网易研究报告显示满足个人兴趣爱好是重要的知识付费动机［17］。由此可见，

当前用户使用在线知识付费平台主要希望提高自己的专业竞争力和发展业余爱好，是一种发展型

的知识需求［18］。

再如在应急管理场景下的知识服务中，由于在复杂社会、复杂网络和复杂事件中，信息来

源千头万绪，知识品类五花八门，知识传播渠道错综复杂，知识质量参差不齐，给普通民众在公

共突发事件中的知识获取与利用带来极大难度。例如在 2020 年疫情期间，信息呈现大爆炸趋势，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通过手机大量传播疫情信息，其中既有官方的传播正能量的信息，

也有广泛传递的不明身份信息，造成负面的消极影响［19］。在这种背景下，应急知识服务就更加

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同保障。政府主体提供的知识服务可以发挥信息中枢作用和行政

资源优势，促进多主体、多来源、多渠道的信息整合，推动信息标准化与知识深加工，向全社会

提供权威及时的信息发布、舆论引导与知识科普；而社会民间力量可以发挥信息技术对于基层组

织乃至个人的智慧赋能作用，将知识交流节点前置并覆盖到社会毛细血管的每一个终端，打通来

自社会的灾情、疫情、舆情信息提供与反馈渠道，激活社会力量与民间智慧，可以快速建立和利

用本地知识社群进行即时知识管理与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而商业型知识服务可以发挥市场主体

特别是企业的技术、资金、运营优势，企业可以快速开发知识产品投入使用，例如疫情期间互联

网公司能够针对疫情防控快速上线和应用各类数字防疫化平台。

2.3 重视公共型知识服务的社会“兜底”保障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及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时，指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从“社会效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

化惠民”等一系列表述中，可以看到对于满足全体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对于实现精神世界

共同富裕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型知识服务不可或缺，并且起到了提供精神产品、满足人

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兜底”保障作用。

“兜底”一词具有“提供最后保障”的含义［20］。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集中力量做好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兜底性民生建设是

指国家要保障每一个人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需

求，其体现了底线公平的福利理念，是把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优先位置的社会主义人权观的

重要体现，“兜底”是政府必须履行的福利责任［21］。现阶段我国民生保障体系中属于兜底性民生

保障的制度主要有社会救助制度（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医疗救助、就业救助、教育救

助、住房、受灾人员救助、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等），以及针对

困境儿童和困难残疾人等困难群众的社会福利服务等［20］。

“兜底”保障同样需要体现在社会知识服务领域。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共同富裕是全

体人民的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就决定了“兜底”保障并不限定在特定的经济

生活领域，也需要建立在社会生活领域［21］。依据整体性社会理论视角，民生保障措施不仅需要

通过动用财政资源改善保障对象的经济条件，也需要运用信息与知识，帮助提升保障对象的心智

水平，改善人们精神文化世界的面貌，并且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22］。在我国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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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的进程中，“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方式与策略就是全面提升帮扶对象观念、知识和技

能，注重物质与精神帮扶并举的生动写照。

要发掘和发挥公共型知识服务在社会“兜底”保障的作用，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底”的标

准，即公共型知识服务要保障的底线标准。共同富裕是分阶段的共同富裕，“兜底”的底线是随

着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和程度、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而变化的，不能狭义地将“兜底”理解为只

是为“生物人”的生存提供最基本的吃饱穿暖等生物性条件，保障人的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

续的权利，“兜底”也包含为“社会人”的社会性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条件；而且，经济发展程度

越高，人的精神文化等社会性需求在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就越重要［21］。当人们通过兜底保障制

度得到了能够维持基础生活的物质资料时，便开始希望获得文化产品，满足自己的精神诉求［23］。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今天的知识社会，知识要素在人的生存、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

不可或缺，需要成为社会兜底保障的内容之一。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作用就是保障公

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同时

需要在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向优质化服务提升和转变［24-25］。基本文化需求包括看电视、听

广播、读书看报、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反映了人的精神文化等社会性基本需求。而从知识服务

的视角看，基本文化活动尽管依托不同媒体和载体，但在本质上是知识的传递，更重要的是还伴

随着知识的吸收和运用，这种知识吸收和知识运用对于人们提升心智水平、解决实际问题、改善

生存发展条件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而且，在社会“兜底”保障对象中，越是一些具有特殊困难的群体，如老年人、残障人士、

下岗失业人员等，就越可能面临具体的、棘手的实际问题，需要知识、技能加以解决和改善。例

如老年人学习和使用智能化设备的需要、下岗失业人员学习技能和寻找再就业机会的需要等。知

识服务作为运用知识技术方法满足知识需求、解决问题的专门服务，恰能够匹配这一类基本而急

切的知识需求。而这些需求在很多时候难以通过市场化形式被商业型知识服务所满足，公共型知

识服务就需要承担起这方面的“兜底”保障作用。

在现实中可以看到由公共图书馆组织的弱势群体知识援助就是发挥公共型知识服务社会“兜

底”保障作用的典型表现。知识援助是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免费或以较低的费用为弱势群体提供知

识产品或服务 , 以使其具有改变所处弱势地位的能力，是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及社会保障制度中应

有的一个组成部分［26］。因此，这种知识援助既是知识服务的一种类型，又带有社会保障形式。

公共图书馆进行弱势群体知识援助，不能仅停留于文献服务，还包括建设专门性知识资源、举办

公益性专题讲座和培训、开展公益性咨询服务和定向服务等深入到知识内容层面的服务［27］。例

如东莞图书馆面向“新莞人”（在东莞工作而没有东莞户籍的务工群体）展开知识援助，建立知

识援助的长效与实效机制，通过建立读者档案库充分把握用户知识需求，消除知识获取障碍，补

充有针对性的知识资源，联合劳动、法律、医疗等部门举办职业及行业培训等［28］。2020 年“读

者吴桂春先生给东莞图书馆百字留言”的新闻事件正是对图书馆知识服务效能的体现，作为东莞

外来务工人员的吴桂春以自己多年来在图书馆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在留言中表达了对图书馆

工作的肯定。特别是留言中提及“书能明理”，短短四字集中体现了读者的深层次知识需求，以

及图书馆服务的深层次价值——为了保障社会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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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应仅停留于文献传递、文献获取和方便读者“借书还书”，更需要深入到知识内容和知识效

能层面，需要清晰把握和认识用户知识需求，通过知识服务促进用户认知提升，真正帮助用户获

取精神文化产品中蕴含的知识、获得启发、增长见识和完善心智。

3 发掘和发挥图书馆知识服务独一无二的专业优势和公共价值   

3.1 图书馆是提供公共型知识服务的重要主体

在覆盖全社会的知识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中，各类知识服务业态与模式百花齐放、百舸争

流。但其中公共型知识服务因其特有的知识保障“兜底”职能而不可或缺。而图书馆所具

备的“专业优势”与“公共价值”双重因素决定了其可以成为公共型知识服务的重要供给

主体。

图书馆提供公共型知识服务的专业优势体现在：图书馆是知识服务最早的倡导者、探索者和

实践者之一，积累了大量关于知识交流与知识传播、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理论与方法。自人类

进入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具有了知识服务的定位［29］。图书馆知识服务超越了文献

传递服务，为用户提供知识解决方案［30］。在新时代社会知识服务供给端与需求端都发生重大变

化的背景下，图书馆持续对环境保持敏感与响应，不断优化和完善知识服务的理念与实践，持续

贡献出大量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

图书馆提供公共型知识服务的公共价值体现在：图书馆不仅是一栋建筑、一处场所、一个机

构，也代表了一种公共立场和价值追求，代表了一种保障知识均等获取、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安

排。这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相契合的。知识服务使命并不是

研究型图书馆所独有的。新时代社会大众强烈的知识需求和图书馆内在的公共属性都要求不同类

型图书馆全面提升知识服务能力。2018 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涉及

的文献信息服务、公益性讲座、阅读推广、培训、展览以及相关咨询服务等也都含有知识传递和

知识服务的成分。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主体，能够集中体现知识服务的公

共价值，使知识服务不局限于有偿服务、付费服务或“高端服务”，使知识服务不局限于为少数

人的知识需求服务。公共图书馆知识服务不仅包含面向高层次、专业化、研究需求的知识服务，

也包括面向普通大众用户的日常知识需求的服务；不仅包含基于专业型文献记录的研究型知识服

务，也包括基于通俗性文献记录的大众化知识服务。

综上所述，图书馆在知识服务上的“专业性”与“公益性”成为其承担公共型知识服务的有

力支撑。“专业性”保障了图书馆在开展知识服务时能够比其他类型机构具有更好的技术水平和

服务效能，而“公益性”则保障了图书馆在开展知识服务时能够比商业机构更加关注知识资源配

置上社会公平的实现。

3.2 图书馆完善公共型知识服务的方向与路径

基于上述理解和思考，需要与时俱进的发挥好图书馆在公共型知识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进一

步明确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发展定位与方向，最终提升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获得感，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结合图书馆事业长期积累形成的专业优势和公共价

3 发掘和发挥图书馆知识服务独一无二的专业优势和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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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国式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可以从以下方向着力。

3.2.1 打造社会公共知识空间和开放知识平台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相比社会中的其他知识服务渠道，公共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形态更多表现为一种平台——在这

一平台上，可以基于对不同用户知识需求的清晰把握和认识，附加各类教育活动、辅助用户认知

的活动［31］，也可以纳入各类新兴知识服务模式的参与。这类知识服务平台功能主要由公共图书

馆承担。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能是作为一个信息富集空间存在。这个空间不为特定信息贫富状况

的某类人群而建，而是具备为不同信息贫富状况的用户提供教育、学习、娱乐和发展等各类资源

的能力［31］。

此外，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应该是一个开放平台，通过成为知识资源、知识工具、知识专

家、知识服务机制的整合者，将自己的资源、方法、工具、空间和服务能力开放来支持社会公众

利用和创造知识［32］，促进全社会开放知识环境的建设。

3.2.2 促进社会知识资源有序化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图书馆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形成了对知识资源有序组织的深入理解以及关于知识组织的一

系列成熟理论方法。图书馆是社会知识组织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机构，通过对文献和作品的组织，

实现对人类知识的组织，促进知识交流［33］。这种使命体现在图书馆知识服务上，就是指通过系

统化、专业化的知识组织与整序，使用户具备从记录资源中相对省力地得到“启示”的可能与条

件［31］。

知识组织对于知识服务效能提升具有重要作用［34］。新技术环境为图书馆知识组织的传统职

能注入了全新动能，也改变了图书馆知识组织的对象和手段。图书馆不仅需要组织文献资源，更

需要参与组织开放数据资源、组织可计算的内容资源、组织和提供开放的知识分析计算工具以及

相关培训 , 通过知识组织打通从数据到信息、知识、智慧再到解决方案的知识服务链［32］，打通

从数据到智慧的智慧链条，实现智慧服务［29］。同时，将机器学习等技术引入面向知识组织的知

识服务，依次实现知识编码形式化、知识单元细粒度化、知识表示语义化、知识组织关联化和知

识增长自动化［35］，从实质上提升知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3.2.3 承担知识保障和知识援助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在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知识环境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空间都在经历碰撞、交错、冲突

和重塑的过程。越是在这种复杂变革的环境下，图书馆就越要重视自身特有的知识服务功能，坚

定捍卫和保障图书馆用户在开放知识环境中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权利［36］。

图书馆需要代表公共利益和用户利益，积极主导协调知识服务环境中的各类权益关系，成为

开放知识环境中不可或缺的“平衡者”和“稳定器”，保障用户有效获得和合理使用各类资源与

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于“知识弱势群体”的保障与援助。知识援助本身作为知识

富集者以免费或较低价格为知识贫瘠者提供的一种知识服务，也是保障受助者基本知识需求并提

升其获取、利用知识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37］。图书馆需要将知识服务的对象覆盖到农民工群体、

老年人群体等商业型知识服务缺乏覆盖的群体。

3.2.4 深化各类型垂直细分领域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长期以来研究型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可以归于垂直细分领域的图书馆知识服务，也是图书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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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服务的传统优势之所在。这一类知识服务需要进一步融入用户场景和用户项目，嵌入到用户的

工作流程中。此类知识服务用户带有明确、清晰而具体的专业问题，图书馆需要提供解决方案，

并参与问题解决过程。由于此类服务的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都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因此

需要关注科研驱动的知识服务新模式，如语义检索、智能 问答、基于科学数据的知识服务、辅助

浏览和阅读型知识服务、多模态资源的关联发现服务等［38］。此类知识服务在未来将更多运用大

数据与智能化技术，促进知识服务向智慧服务转化，以“大数据 +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行业知识

服务范式转变，构建智慧知识服务生态体系［39］。

但是垂直细分领域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并不限于研究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也可以面向全社会

在健康、医疗、理财、创新创业、职业发展等细分领域的知识需求，设计和开展兼具大众化和垂

直细分特性的知识服务。公共图书馆还可以发挥自身作为社群记忆保存中心和社区知识中心的角

色作用，开发有特色的知识服务，例如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就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40］。

3.2.5 提供全球性公共知识产品的图书馆知识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

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

上提出“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

实践”。在 2022 年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

流平台，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

图书馆作为公共型知识服务提供者，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掘

和发挥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享性和流动性，走出国门、拥抱世界，通过

发挥图书馆作为知识保存者、知识组织者和知识服务者的角色，有效利用全世界的图书馆合作网

络，积极参与和承接国家战略中涉及全球和区域知识共享、知识网络构建等内容，有效参与全球

性公共知识产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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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Knowledge Service: The Era Missi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Path 

Wang Zheng Zhang Junmin Huang J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t state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which enriching the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ploring and improving the supply of 
knowledge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gain. ［Method/
process］Through policy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mand for knowledge services 
at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level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upply of knowledge services covering the whole 
society, presents the diversifi ed supply pattern of knowledge services and its main components, and focuses 
on the basic guarantee of public knowledge services. ［Result/conclusion］Public knowledge service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diversifi ed supply system of knowledge services covering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all people. Librarie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and public valu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public 
knowledge services.
Keywords: Knowledge service; Public knowledge service; Library service;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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