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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书房作为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已成为提升公众文化素养的重要平台。本文以扬州城市书房为研究对

象，探讨其数字化改造路径与公共文化服务提升策略。研究发现，当前城市书房多面临经费保障不足、

权责划分模糊等问题，亟须通过建立多元筹资机制、构建智慧管理平台等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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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public reading space, urban libra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enhance 
public cultural literacy. This paper takes Yangzhou city libra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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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nhancement strategy.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urban library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ecurity and ambiguous divi-
sion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it is urgent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estab-
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financing mechanism and building a smart management platform strat-
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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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推进全民阅读与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为

城市书房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1]。城市书房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创新形式，正演变为城市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中的一种基本形式[2]，其建设与运营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广泛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实现了对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城市书房借助各级中心公共图书馆，依靠智能化设备以及无线射频技术，

构建起一体化服务体系，打破了传统图书馆服务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限制，为读者营造出便捷且高效的

阅读环境。城市书房作为依托公共图书馆资源所建立的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3]，拓展了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半径，打通了公共图书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构建“15 分钟阅读圈”。在同一区域范围内

的各城市书房，无论其级别差异、规模大小，都严格依照一致的规则和业务准则进行建设与运营。在规

划建设、业务开展以及资源管理等诸多环节，都达成了资源的充分共享和管理的统一规范。借助标准化

的操作流程，为社会公众打造了全时段、零门槛、无差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

性与可及性得到充分彰显。文献与资源由公共图书馆集中配送并循环更新，是城市书房区别于其他文化

空间的核心特征。 

2. 城市书房运营与数字化现状 

城市书房最早发源于浙江温州，其前身是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温州在城市书房建设过程中，创新性

地将标准化方法与理念贯穿始终，构建完善的建设运营体系，成为该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杆案例[4]。扬

州作为“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参考温州城市书房所采用的“互联网 + 图书馆”模式，借助引

入自动化设备以及多方合作机制，打造出了覆盖全市的“15 分钟阅读圈”，第一家城市书房于 2015 年 9
月在广陵新城的红帆驿站开设，之后在全市范围内相继开设。如今城市书房已然成为扬州的一张文化名

片，并以一种有创新性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搭建起全民阅读的文化公共平台。 
扬州城市书房文献资源丰富多样，统一采用馆藏书目数据检索与数字资源远程访问平台，涵盖多种

纸质文献及电子资源，拥有不少于 30 个大型数据库、6 个自建数据库，数据存储容量达 80 TB 以上，实

现了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读者可通过移动终端扫描二维码访问电子书资源，也可通过书房内配备的查

询计算机和电子阅读大屏显示器查找资源；内部配置中文和外文纸质图书，藏书数量不少于 3000 册。构

成类别主要有成人小说类、普及读物、少儿读物、生活用书，占比 35%、30%、17%、10%。还有一些少

量的参考研究类、地方文献、外文图书。占比分别为 4%、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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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书房存在的问题 

3.1. 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保障力度不够 

城市书房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运营高度依赖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财政支持。书房选址在

密集的商业楼和居民区，全天候不间断地为公众提供阅读服务的特点，代表着城市书房的日常开放也需

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以维持运营。城市书房年均运维成本超千万元，涵盖设备更新、物流配送及人员支

出，虽然政府投入的财政支持能基本维持书房的运作，但是书房数量庞大，每年的支出也是一笔巨大的

财政费用，完全依赖政府的扶持势必会出现问题，如何保障城市书房正常运行、实现资金收支平衡是一

件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下城市书房的建设模式主要包含：跟社区开展合作、同开发商进行合作以及政府自行建设[6]，社

会资本尽管对城市书房的建设发展起到了一定帮助作用，但其投入的比例相对较低，以至于难以契合城

市书房实现长远发展的需求。在 2022 年的时候，扬州因为运维成本方面的压力，关闭了 12 座 24 小时营

业的书房，仅留下 6 座处于核心商圈的书房，其余的书房每天开放时长为 12 小时。 

3.2. 相关主体职责边界并不清晰 

城市书房的运行会涉及多方主体，然而职责的划分却并不明确，从法律层面而言，公共图书馆作为

城市书房的直接运行机构，要承担日常的运维工作，还负责标准的制定，以及设备的升级、人员的培训、

安全管理等核心职责，同时还需统筹文献配置与通借通还网络建设[7]。但城市书房因为不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其合作协议的签署以及安全责任都归属于公共图书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权责混淆的

问题，在行政管理层面，文旅局作为主管部门，要统管城市书房的规划建设以及综合管理，而公共图书

馆作为其下属的事业单位，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机制还没有健全。多方协作的效率比较低，地方政府的责

任需要落实，虽然各级人民政府需要把城市书房建设纳入发展规划并且保障财政预算，但在跨部门协调，

考核评估等环节仍然存在缺位的情况。 

3.3. 运行服务机制不完善 

城市书房身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里的关键构成部分，肩负着保障民众文化权益、提高社会文化素养

的关键职责，它的管理服务水准对运行效率以及发展前景有着直接影响，但目前我国尚未构建一套完善

且成熟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使得城市书房开放服务的实际成果、管理人员的服务业绩，以及其带来

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缺少系统性标准。因此迫切需要创建一套科学、客观的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凭借

它来精准衡量城市书房的服务效能。 

3.4. 基础设施与数字资源对城市书房数字化改造的制约 

在数字化改造的过程当中，不少城市书房遭遇基础设施服务不完备以及数字资源整合方面的状况，一部

分书房的网络带宽难以使众多读者同时开展顺畅的线上阅读、资料查询等操作，智能终端设备由于长时间高

负荷运行而出现老化故障，对借阅与办证效率产生了影响，智能门禁系统的稳定性欠佳，存在识别错误、开

关门异常等情况，并且设备故障维修的响应较为迟缓，对读者体验以及工作人员管理造成了影响。 
在数字资源建设以及整合方面，电子图书、数据库等数字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纸质藏书之间存

在失衡，藏书内容集中于热门畅销书以及大众类读物上，缺少对扬州本土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与整理，

不能充分呈现扬州独特的文化底蕴，难以满足读者对于地方文化的深度阅读要求。另外不同书房之间的

数字资源欠缺有效的整合与共享机制，会引发重复建设以及资源浪费，形成“数字孤岛”，致使读者跨

书房使用资源时遇到障碍，无法实现一站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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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化改造与公共文化服务提升策略 

4.1. 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融入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推动资金多元筹措。一方面争取财政专项拨款向“文化 + 书房”项目倾

斜，将扬州雕版印刷、广陵琴派等非遗元素纳入专项资金申报范畴，整合文旅局、宣传部等跨部门资源

用于书房文化专区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入企业冠名赞助“扬州文化主题书

房”，换取广告位、活动冠名权等权益；同时设立文化发展基金，吸引文化领域社会资本，反哺书房数字

化改造；此外，开发“书房 + 文创”模式，将非遗元素设计为文创产品进行销售，推出非遗手工体验等

低额付费文化服务，结合财政补贴补充运维经费；还可设立“扬州文化传承公益捐赠通道”，以“书房文

化大使”称号、非遗活动参与权等文化权益激励企业和个人捐赠，联合高校建立“文化捐赠匹配机制”，

实现文化认同与公益筹资的双向促进。 

4.2. 城市书房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权责重构 

文旅局是城市书房的主管单位，全面统筹城市书房建设、运营、监督指导及考核评价等工作。公共

图书馆是文旅局下辖的一级事业单位，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且被明确指定为城市书房的运行机构，

承担“具体负责”的关键职责。作为城市书房的运营主体，公共图书馆肩负着核心管理职责。在日常管

理方面，需保障城市书房的稳定运营，严格执行建设运行服务标准；在资源统筹上，统一调配文献信息，

搭建系统化的文献管理与通借通还服务网络。同时，公共图书馆还承担设备升级配置、图书管理员培训

以及安全责任落实等工作。此外，任何参与城市书房运营的单位或个人，均需接受公共图书馆的业务指

导，遵循统一运行规范，共同维护城市书房的安全有序运转[8]。 
城市书房自身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无法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法律主体地位可被视作公共

图书馆对外延伸的服务机构。因此，合作协议的签署主体以及运行安全责任均由公共图书馆来承担。此

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书房的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当中，有计划、有步骤

地推进建设工作。 

4.3. 优化基础服务设施 

优先构建智慧化管理平台，同步增加智能设备覆盖率。引入人脸识别借还书与智能门禁，采用技术

追踪记录不文明行为并纳入信用黑名单，通过管理平台实现动态监管与秩序维护。人脸识别系统与图书

自助结算、智能安全门禁联动，保障书房安全的同时实现智能终端远程管控与大数据分析。最后引入读

者相互监督机制，不文明行为可通过智能平台进行举报，由线上管理人员进行判定。对管理人员开展服

务绩效评价，掌握城市书房管理人员的工作状态、图书资源实际使用情况，及时发现管理水平中存在的

问题，从而提升管理人员的自身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书房可借助用户画像理论来构建差异化资源配置体系，按照年龄、文化层次以及经济条件等多

个维度对读者群体加以细分，剖析阅读偏好特征，达成资源和需求的精确匹配。在此基础上，建立图书

动态调配机制，借助借阅数据统计各个区域读者的偏好，优化配送频率与书目类型，削减低频书籍的跨

区流转，降低物流成本。拓宽读者反馈渠道同样是优化服务机制的关键环节，线上借助微博、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等收集意见并识别高频问题，线下依靠智能意见箱与读书交流活动现场调研，搭建与读

者的沟通桥梁，及时作出响应并反馈。 

4.4. 数字资源建设与整合 

在数字资源建设与整合工作当中可依靠两条途径来提高效能，其一为强化特色资源开发，其二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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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源整合共享。首先可组建专业团队深入发掘扬州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特色内容，利用文字、音

视频等多种形式来开发电子图书、专题数据库等数字资源，联合本地的文化机构、高校等开展本土文化

创作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对地方文献、古籍等资料实施数字化处理，以此丰富特色数字资源库，另外一

方面要搭建统一的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对资源给予集中整合，制定包含采集、存储、共享整个流程的标

准规范，构建资源共享机制，消除“信息孤岛”，依靠平台为读者提供的统一账号，连通跨书房数字资

源，实现无缝获取，提高利用效率与便捷程度。 

5. 结语 

城市书房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公共阅读服务模式，这一模式切实惠及了大众，让公众得以享受到更

为便捷的阅读体验，也为公众持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开辟了新的空间，深受广大市民百姓的青睐；同

时对城市创新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提升了城市文明程度，城市书房如雨后春笋般在越来越多的城市

扎根并不断发展，未来有着很长的发展道路以及广阔的成长空间，后续的发展需要加强政策保障与技术

创新，为“书香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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