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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趋势解读 *

——基于国外部分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分析

 陈昊琳 刘亭亭

（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春 130014）

摘 要：［目的 / 意义］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全面开始制定“十四五”战略规划的关键时期，聚焦国外部

分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对数字化服务的设计，探析公共图书  馆数字化服务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公共图

书馆战略规划制定提供参考。 ［方法 / 过程］选取 13 个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

数字化服务的目标定位、服务模式、服务内容等进行汇总分析。［结果 / 结论］ 地区数字记忆构建、用户数

据素养提升、数字空间创建、用户服务体验改善、机构合作模式建立以及战略规划纲领指导是当前数字化

服务发展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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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以及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应用，催生用户对数字信息的依赖，用户

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数字信息共享的便利性使得数字化服务成为图书馆信息服务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OCLC 发布的《扫描与传递：基于用户需求的特色馆藏与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报告中显示，“传递数字

化内容已经成为图书馆的核心功能之一”［1］。国家图书馆是本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代表，其数字化

建设定位、资源数字化程度与服务水平是本国图书馆事业的缩影。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图书馆的数

字化服务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服务内容、服务模式还是服务平台都取得了很多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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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的经验。数字化服务的发展具有共性，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国家图书馆研究主要涉及决策

咨询服务、文献与数字资源建设、用户统计、数据平台建设等领域，缺少对近年来国外图书馆数字

化服务定位与趋势的总结分析，而在我国各馆谋划“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对国外图书馆数字

化服务定位、建设目标、建设状况的梳理与总结分析具有较强的实践参考价值。本文以 13 个国家的

国家图书馆当前执行的战略规划文本为分析样本，梳理其数字化服务建设的定位、建设重点等，进

而分析公共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发展趋势，为公共图书馆数字化服务定位调整提供建议。

1 图书馆战略规划中的数字化服务   

1.1 图书馆战略规划与研究

图书馆战略规划是图书馆制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措施，是明确图书馆定位与愿景，

确定一定时间内组织目标并分解成可量化评价的指标，明确实现手段与进程的管理凭证。

国外图书馆一直有制定战略规划的传统。其战略规划以战略为中心，由多个层级构成目标

体系，与业务关系紧密联系，对规划期内图书馆发展做出科学预测。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开始

注意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以此作为图书馆科学管理的依据与社会监督的手段，第六次公共

图书馆评估标准明确要求各馆制定战略规划并对社会公开。进入 21 世纪，为指导图书馆战略规

定制定，战略规划研究逐渐增多，初景利等在《图书馆发展趋势调研报告》中以战略规划为基

础进行发展趋势研究［2］；孙坦等在《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研究》中剖析国外图书馆战略规划的

共同点［3］；以柯平为核心的团队发表系列论文，围绕战略规划的文本［4］、制定流程［5］、影响因

素［6］、制定模型［7］等展开理论讨论。2015~2016 年，各图书馆“十三五”战略规划的制定使研

究更加集中深入，柯平等从分类指导［8］、工具使用［9］等继续探索，曹树金等深入战略规划的使

命目标［10］与阅读推广战略［11］进行研究。2019 年开始，随着“十四五”战略规划的制定周期开

启，战略规划研究开始更关注细节与借鉴作用，率先出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2019-2023 战略规

划》被重点分析研究［12］。

图书馆战略规划涵盖图书馆管理、业务建设与服务各领域，数字化服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

分，常包含发展目标、分解任务、预期结果等多层次，内容涵盖服务定位、服务模式、服务考核

等多方面，对分析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2 战略规划中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范围

图书馆数字化服务顾名思义指“图书馆服务 + 数字化技术”，即利用数字化技术使用户获得

良好的图书馆服务体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主要指文献信息查

询借阅、场地开放、公益讲座、阅读推广、培训展览等，因此图书馆数字化服务指以数字资源为

依托，以数字化技术为工具，以各类平台为服务空间，围绕用户需求提供文献信息查询与订阅、

展览培训、阅读推广等公共信息服务形式。

数字化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的网络空间延伸，根据各国战略规划中关于数字化服务的表述，当

前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主要范围包括：

（1）开发、建设、发布数字资源与识读工具；

1 图书馆战略规划中的数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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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资源整合与可视化揭示；

（3）用户个人信息管理与资讯推送；

（4）在线资源提供与阅读；

（5）信息咨询；

（6）图书馆数字空间建设与管理服务。

2 战略规划文本中数字化服务内容分析   

2.1 文本来源

文本选择是分析的基础，也是总结借鉴的重要依据。根据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数字化服务

水平以及战略规划的完整程度，本文选择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新西兰、爱尔兰、

芬兰、荷兰、匈牙利、澳大利亚、瑞士、俄罗斯 13 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最新战略规划文本作为

对象，进行文本挖掘与内容分析。

2.2 数字化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是用户对数字化资源建设与数字服务的直观体验，表 1 汇总了被调研图书馆数字化

服务内容与服务载体。

表 1 国外部分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数字化服务内容与载体

序号
国家及其战略规划

执行时间
服务内容 服务载体

1 美国（2019~2023 年）
广泛的资源共享；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群体服务；

体验式服务
数 据 库、 网 站、 展 览、 线 下

体验活动

2 英国（2015~2023 年）
馆藏资源数字化管理；在线互动服务；强化虚

拟资源服务
数 据 库、 网 站、 展 览、 线 下

体验活动

3 日本（2020 年）
纸质资料数字化保存；信息资源的获取、读者

活动组织
数据库、馆藏网络；展览讲

座

4 加拿大（2019~2022 年）
馆藏资源数字化管理；用户联合搜索；加强社

会用户参与度
数 据 库、 服 务 平 台、 展 览；

数据反馈

5 德国（2020 年）
资源建设、服务平台建设与维护、合作机构的

文化地图；平台的数据访问、活动组织
数字化活动；开放式平台

6 新西兰（2030 年） 资源数字化管理；组建知识网络进行知识共享 服务平台、网站、数据库

7 爱尔兰（2016~2021 年） 数字访问；资源数字化管理；数字资源共享
数 据 库、 网 站、 展 览、 社 交

媒体

8 瑞士（2012~2019 年）
图像、音频等数字化保存；在线访问；支持人

文学研究；
数 据 库、 网 站； 展 览； 印 刷

本

9 俄罗斯（2019~2025 年）
馆藏资源数字化管理；远程用户服务；数字资

源获取
数据库、网站、虚拟阅览室、
网络交流空间；展览；讲座

10 芬兰（2016~2020 年）
开放数据服务；在线服务；资源数字化管理；

数码服务；
数据库、网站

11 荷兰（2019~2020 年）
数字阅读；阅读联盟；社会事各服务；创新数

字教育服务；数字化空间；数字仓储
数据库、数字媒体、数字化

空间、线下活动

2 战略规划文本中数字化服务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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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国家及其战略规划

执行时间
服务内容 服务载体

12 匈牙利（2020 年） 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远程访问 知识库、网站

13 澳大利亚（2019~2020 年） 数字访问；馆藏资源数字化管理；数字分享
展览；数字平台；数字化工

具提供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本整理

各馆基于图书馆数字化服务门户提供服务，展现数字化资源建设成果与服务理念。服务形

式上包含数字阅读、数字展览、数字讲座、数字点播、数据库访问、数字咨询等，与用户建立多

元联系，在服务内容中强调国家记忆、地区记忆的展示，注重对知识文化的公开与获取，如美国

国会图书馆采用用户体验的模式，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可用的元数据和始终连接的设

备，将用户相关信息升到顶端，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经询问就呈现给用户，这种方式促进用户对

信息的获取，也促进了图书馆与所有人建立联系的目标的实现。德国的 BBP 门户也是一种促进用

户搜索和查询文化知识的成熟的服务平台，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进入门户网站搜查德国文化遗产。

2.3 数字化服务目标 

目标是一个项目或主体的引导，是近期该馆数字化服务方向的体现，虽然环境、政治和经济的

不同导致服务目标表述方式与目标实现前景各不相同，但是其中的共性特征探讨对于数字服务发展

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收集的样本都用简结明确的语言阐述其数字化服务的远景与目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国外部分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数字化服务目标

序号 国家 服务目标

1 美国 愿所有的美国人都与国家图书馆建立联系

2 英国 不断创新增长知识

3 日本 提高资料保存及电子图书馆服务

4 加拿大 让加拿大现代人和后代人都有访问加拿大文化遗产的入口

5 德国 将数字图书馆转化为数据平台，将尚未数字化的文化和知识遗产信息纳入其中

6 新西兰 使新西兰人能够很容易的获得、分享和使用创新的知识资源

7 爱尔兰 通过馆藏数字化为用户提供可靠的高质量信息资源

8 瑞士 确保与瑞士有关的文本、图像和录音为子孙后代保存，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

9 俄罗斯 收集、保存和提供使用所有载体形式，保障后人能够获取这些知识

10 芬兰 通过数字服务向用户提供各种藏品和内容

11 荷兰   确保所有荷兰人能够方便的使用数字阅读材料

12 匈牙利 描述和记录文化知识遗产

13 澳大利亚 与社区建立联系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本整理

上述目标中，日本、德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强调数字资源是本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

分，需要加强国文化数字资源的保存和管理，要对其进行数字化管理。如德国国家图书馆提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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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源与数字服务的使命是“德国数字图书馆是德国国家文化与知识的核心平台，是值得信任的

文化和知识遗产”；日本国家图书馆明确国家图书馆数字服务是“保存国家知识、文化的重要方

式”。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则提出利用数字化服务与国家公民建立联系，使后代

能够更加便利的获取知识文化遗产。如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目标是提高公民“获取

和使用知识的数据素养”。总体而言，资源保存、方便获取、民众联系是提供数字化服务的主要

目标。

2.4 数字化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是服务能力、服务管理与服务提供的范式。合作模式是各馆的共同选择，随着服务

的纵深化、智慧化，合作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而伴随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用户聚焦，用户

体验得到各馆的认同，如表 3 所示。

表 3 国外部分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数字化服务模式

序号 国家 服务模式

1 美国 主动访问；网络体验阅读；与商业伙伴合作推广服务

2 英国 馆企合作；创新科研支持；国际合作；用户体验

3 日本 加强馆校合作；国际合作

4 加拿大 加强与政府、社区、企业合作；客户聚焦型服务

5 德国 与其他馆舍、文化机构合作；数字技术咨询扶服务模式

6 新西兰 与社区合作；数字扫盲模式；快乐阅读

7 爱尔兰 馆校合作模式；在线服务模式；展览

8 瑞士 国际化合作模式；在线服务模式；第三方在线服务平台；展览

9 俄罗斯 与文化机构合作；社交网互动模式

10 芬兰 数据共享；融合数字人文；客户驱动；与其他馆舍合作

11 荷兰 人、技术、信息、科学和遗产联系起来；在线访问数字图书馆

12 匈牙利 馆馆合作模式；在线展览

13 澳大利亚 馆企合作模式；社区合作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本整理

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与服务已经从图书馆机构单独行为转变成社会联合模式，合作对象包括

图书馆行业内部、社区、企业、科研机构、文化机构。企业是各国家图书馆开展数字化服务的重

要合作伙伴，近一半的被调查图书馆都强调企业与图书馆数字服务的相互支撑，大英图书馆提出

“加强与各类企业合作，为企业提供数字咨询服务”；图书馆行业内合作是服务共享的重要方式，

大英图书馆提出联合 20 家图书馆，在“伦敦地区图书馆服务网络”，发挥大英图书馆在欧洲图书

馆网络中核心作用；社区是图书馆服务的重要环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提出加强与社区合作，

收集和提供社区居民文化、历史有关的资源和服务。

加强用户体验是是数字化信息服务的切入点，美国国会图书馆其数字服务的目标是“改善在

线服务终端的数字体验，提高内容的可发现性和准确性，帮助所有用户获得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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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字化服务对象

国家图书馆按照财政来源与机构性质可以归属公共图书馆的范畴，其服务对象为全体公民，

但是因其承担业务引领、国家记忆保存、研究与交流等职能与其他公共图书馆又有所差别，有能

力对服务对象进行细分，提供专门服务。公众是图书馆数字服务的天然对象，是服务的主体；企

业、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等是图书馆的重要团体服务对象；学习者、研究者是数字化细分服务中

被关注最多的群体。如德国国家图书馆将其服务对象细分为“普通公众、文化与知识机构、教育

提供者、研究者、学生等”；大英图书馆将服务定位为提供“知识、娱乐与研究”因而服务对象

细分为“公众、研究者、企业、学习者、合作者”等。

3 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趋势分析   

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普及，资源建设的转型、用户使用行为的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图

书馆将信息技术融合到传统图书馆发展之中，开始布局数字资源合理建设与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服

务。上述被调查样本详细阐述了图书馆在数字服务上的建设方向，体现了全球图书馆数字服务的

基本趋势。

3.1 数字记忆构建：数字化服务的基础

资源是数字化服务的基础，数字记忆资源是数字化服务中特色的体现。数字记忆是特定地

区、群体对区域、机构、个人历史进行回忆、反思、继承的动态过程，是记录成员集体意识、价

值追求、集体行动、历史轨迹的数字化呈现。数字记忆是地区认同、机构认同、社会价值认同的

重要建构工具，是数字化内容服务的重要支撑。各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中均重视数字记忆的构建，

加拿大图书馆提出“为现在和下一代的加拿大人保存社会历史记忆”，广泛收集政府与社会活

动资源［13］。土著居民遗产与移民历史资料是加拿大国家记忆的特色支柱，为此加拿大图书馆与

176 个政府部门与机构合作收集视频、音频等数字资源。匈牙利图书馆以公民能自由获取传统与

数字形式的匈牙利文化遗产为使命，从国内外收集整理与匈牙利历史有关的书目记录、信息材料

等［14］。瑞士国家图书馆将自己定位瑞士的社会记忆机构，社会记忆工程围绕赫维提卡（一种西

文字形）构建，在各种媒体工具中收集赫维提卡体建立数据库，储存其原始与发展情况，建立赫

维提卡体文献国际标准［15］。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注重国家数字记忆的构建，各类古籍数据库、政

府决策支持数据库不断建成，为中国文化的数字化服务提供了资源保障。

国家数字记忆由国家图书馆实现，地区记忆、民族记忆、机构记忆则是其他各级公共图书馆

的使命；国家图书馆数字记忆体现国家文化特点与资源，其他各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记忆则以地方

特色和主题为核心构建。单一标准化的资源与服务是各图书馆服务的基础层，契合大众对图书馆

的社会刻板印象；特色的、主题的资源与服务才是图书馆服务的提升层，是图书馆树立行业标杆

的重点领域，是树立新时代图书馆形象的平台。

3.2 数据素养提升：数字化服务的目标

数据素养由数据管理与信息素养两部分组成，包含数据意识、数据能力与数据伦理等［16］。

数字资源合理获取、利用与管理是数据素养的基础，提高公众数据素养是是数字时代资源合理利

3 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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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能力、提升公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

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将主题定为“媒介与信息素养公民：知情、参与、赋权”，强调信息素养

对公民教育的重要性［17］。被调查的 13 个国家图书馆中，公民数据素养提升均放在重要地位，图

书馆不仅仅是能够无障碍的获取所需资源的机构，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培养数字化空间中公民信息

意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的社会责任部门。新西兰国家图书馆通过阅读推广与活动促进公民数

字阅读、写作能力提升，培养公民内化知识资源、获得知识创新能力［18］。美国国会图书馆实行

增强公众与图书馆的联系，提升正规渠道获取信息能力措施［19］。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通过传授数

字知识，提高用户获得信息的综合能力，缩小公民数字化技能差距［20］。

公众的数据素养能力决定了其利用数字化服务的偏好、效率等，图书馆在进行数字化服务设

计中不仅需要提供平台服务、资源服务、活动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如何在这些活动中获取知识

的能力，如何在资源使用中合理鉴别的能力。

3.3 数字空间创建：数字化服务的阵地

数字化服务空间是数字化服务开展的支撑，是用户获取数字化资源的一种途径。数字空间既

包括平台建设也包括平台专题活动空间建设。被调查的国家图书馆都有专门的数字图书馆计划与

平台，特色数字空间创设在各馆中均作为重要工作。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为使每一个澳大利亚

人了解国家历史与文化”，创建新的图书馆创新数字平台取代传统图书馆系统，平台关注澳大利

亚文化的展示与用户专栏设计［21］。瑞士国家图书馆注重数字人文空间建设，强调在建立专题数

据库，支持人类学研究与数字人文项目［15］。大英图书馆注重对文化创意创业支持，建有专栏作

为提供数字服务的专有空间［22］。

主题式数字空间建设可以看作主题图书馆、主题阅览室的网络空间延伸，通过“专门馆

藏、专门活动、专业服务”［23］满足公众特定需求。如家谱阅览室以满足公众追溯家族起源的

特定需求、航天科技图书馆满足航天科研需要与科普的需求，主题式数字空间主题选择与图书

馆文化地位、社会使命有关等因素有关，在网络平台提供专门服务空间与链接，体现专业服务

特点。

3.4 用户体验驱动：数字化服务的窗口

良好的用户体验是所有图书馆服务的目标，被调查的国家图书馆都强调用户需求的满足与用

户体验的提升，从简洁性、可获得性、情感支持等维度关注用户体验。

简洁化是各馆提出的用户体验重要指标之一。德国国家图书馆提出数字门户以“用户容易

获得查找资源”为原则，通过用户行为分析，改进搜索功能，创设直接获取界面与个人定制界

面［24］；荷兰国家图书馆要“确保所有荷兰人能够方便的使用数字阅读材料”［25］，瑞士图书馆将

用户体验定位为“容易查找，简单利用”［15］。

可获得性是各馆提出的用户体验重要指标之二。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以“收集、保存和提供使

用所有载体形式，保障公众及时获取”为服务准则［20］；荷兰国家图书馆强调无障碍获取下载数

字资源［25］；瑞士国家图书馆提出为世界提供有关瑞士的文献与资源［15］。

情感支持是各馆关注个体用户服务体验指标，考察图书馆数字服务对用户心理产生的影响。

很多图书馆提出学生、研究者是其重要用户，针对学生与研究者的咨询支持与反馈成为专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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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注重学生与研究者的情感反馈，与学生和研究者建立密切合作联系与情感支持模式。

用户体验式驱动图书馆改善数字化服务，提供多种服务活动的基础，当前很多图书馆利用用

户数据还原用户体验偏好，简洁与可获得性是现阶段用户的主要诉求。情感支持是用户对数字化

服务的更高要求，体现图书馆服务能力与反应能力。

3.5 合作模式引入：数字化服务的支撑

数字化服务不仅仅是图书馆自己的工作，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支持，需要图

书馆间的交流与合作。所有被调研的图书馆都强调合作模式在资源建设、服务平台、服务项目、

研究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模式已经从单纯的资源购买、服务购买、服务提供、活动合作走向内

容、网络、平台等领域的深入合作。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与教育部门、文化机构、研究机构合作形

成知识数字化网络，实现资源的跨机构共享［18］；德国国家图书馆与企业、教育等机构合作，通

过“德国数字图书馆标准”实现内容建设的标准化［24］；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企业合作建构多样化

的数字内容，如与数据公司合作开发数字报纸资源［21］。

不同合作对象的合作领域有所不同，与企业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服务网络构建、数字化主

题空间参与、专门数字化服务项目开发、数字化咨询等；与文化机构、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特色

文化建设、特色资源建设、特色服务提供、特殊服务标准构建与特定人群服务等；与社区合作主

要集中在活动项目合作领域；行业合作为专门合作在服务标准、资源共享、联盟建设等方面合作

空间最大。合作模式是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必然选择，是数字化服务长期开展，维持服务项目稳

定的重要途径，合作对象既有服务者之间的合作，也有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合作，多样化的合作

模式保证图书馆服务的多元化。

3.6 战略规划指导：数字化服务的纲领

战略规划是正确认识组织内外部环境，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目标体系与执行策略，具有前瞻

性、指导性、明确性与阶段性的特点。被调查的 13 个国家图书馆战略规划均对数字化服务的使

命、愿景、目标、策略进行了详细阐述，规划中对目标体系进行分解，确定总体目标、阶段目标

与测评标准，对数字化服务起到很好规范与监督，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主要服务测评，对财务、目

标、行动等进行衡量评价［19］。

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公开既是对图书馆业务的指导、服务内容的宣传，也有利于公众的监督

与服务的获取。数字化服务战略规划是图书馆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使命与愿景需与图书馆总

体相一致，特色服务项目目标与全馆社会使命、重点项目、重点目标用户相一致。规划内容

应注意适当超前原则，充分评估自身能力与社会需求，确立客观科学可执行的行动纲领与实施

策略。

4 结 语   

数字化服务是图书馆发展的重点方向，国家图书馆作为图书馆行业的引领，其数字化服务

状况更能体现数字化服务的发展趋势与重点领域。数字时代，数字化服务需求增加，更要求图书

馆要了解社会需求、行业发展趋势，客观判断自身服务能力，建立规模适中、主题鲜明、科学指

4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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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多元参与、用户体验高的服务模式；更要求图书馆以公众数据素养提升为己任，承担文化责

任，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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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 cance］During the key period of Public Libraries formulat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gital service strategic plan of some foreign national librarie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ublic library digital service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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