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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不同模式研究 

王世伟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 

以所调研的全球24个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案例作为主要研究

对象，分析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的不同模式及其特

点，这些不同模式产生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法律地理等要素的

人文背景，并研究这些案例对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有益

启示。 

一、服务体系层级架构的模式分类及其特点 

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全球各国各城市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形

成了多种服务体系的层级架构模式，充分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和丰富性。这些服务体系层级架构的模式大致可分为总分馆型、多

系统型、多层次型、多功能型、多元化型、单独体型等类型，但互

相之间也或有交叉的现象。 

1、总分馆型  是指在城市图书馆的体系中形成了总分馆制，

并实行人财物的一体化管理；或在读者服务中形成了紧密型的合作

共享联盟。这种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层级架构模式在全球大都市图书

馆中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在美国的大都市图书馆中，芝加哥和西雅

图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中国上海尽管采用了总分馆制，但在体制

机制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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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系统型  指在一个城市中形成了多个系统的图书馆服务层

级架构，但在某一系统中仍采用总分馆型。如果说前述美国芝加哥

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总分馆通例的话，这里介绍的多系

统型则可看作是总分馆型模式的变例。美国纽约是多系统型的典型

例子，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也是同样的例子。 

3、多层次型  指在一个城市中形成了定位各异的多层次的图书

馆服务层级架构。这种多层次型与前述总分馆型存在有交叉性，即

在总分馆的模式上形成了行政区划上的层次性。多层次型的都市图

书馆服务体系一般具有纵向的三层架构体系，即顶层的国家图书馆

或具有旗舰地位的城市中心图书馆总馆，中层的区域中心图书馆总

馆，基层的社区分馆。英国伦敦、中国香港等都是这样的案例。 

4、多功能型  指在一个城市中形成了多种图书馆服务功能集于

一体的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加拿大蒙特利尔、丹麦的哥本哈根等

都是这样的案例。 

5、多元化型  指在一个城市中形成了多样化、多元化结构的都

市图书馆服务层架构模式，融合了以上所述总分馆型、多功能型、

多层次型等类型结构的特点，形成了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具有综

合体特点的多元化模式，法国巴黎、韩国首尔等都是这样的案例。 

6、单独体型  指在城市中的大型单体图书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

的多功能综合服务体。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从以上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的总分馆型等六大

模式的分析研究中人们可以发现，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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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架构有多种模式，但总分馆型是其中的主流，并往往融入了其他

各类型。这些服务体系层级架构的多模式发展有着其历史文化的发

展逻辑，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以便认知其中的发展规律和发

展特点。 

二、服务体系层级架构模式分类的人文背景 

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模式作为大都市文化的重

要组织部分，其起源发展、功能定位、分合演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所在国家和城市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法律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从而呈现了模式各异、丰富多彩的服务体系，折射出世界各城

市独特的人文环境，为国际图书馆事业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实践和

发展案例。 

三、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层级架构的未来发展 

我们可以从全球的视野中获得诸多启迪，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层级架构未来如何发展，可采取体制机制的一体化发展、

区域统筹的均等化发展、顺势而为的智能化发展战略。 

1、体制机制的一体化发展 

综观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发展，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的发

展规律，这就是“总馆+分馆”体系，分馆由总馆领导，统一行政管

理和经费预算，统一人力资源建设和资源采购，统一物流配送和服

务制度，并实现各类资源的共建共享。无论是美国的西雅图市图书

馆还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图书馆，无论是欧洲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

图书馆还是亚洲的新加坡图书馆，全球大都市图书馆服务体系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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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的实践探索，但总分馆型是诸多模式的灵魂和主线。在全球

数百年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历程中，世界各大城市不约而同地聚焦于

总分馆的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互联、高效、便捷、均等、

共享的特点。这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应当作为中国特色公

共图书馆发展的主要借鉴。 

2、 区域统筹的均等化发展 

区域统筹的均等化发展是全球都市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特

点。在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取得令人可喜的成就的背景下，应当把

区域统筹的均等化发展战略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加以谋划。这种

均等化的发展，包括了宏观的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均等化发展，

也包括中观的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均等化发展，还包括省域、市域、

县域之内的均等化发展。即便是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同样存在一

些相对滞后的市县和街镇图书馆，需要运用区域均等化的发展战略

予以统筹兼顾和填补空白，弥补并克服短板。中国在住房问题上，

国家为解决困难户推出了保障房、廉租房等举措；在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上，从国家和各省市层面，也应当推出“保障馆”政策，逐

步缩小东西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剪刀差现象。 

3、 顺势而为的智能化发展 

全球的都市图书馆正在实现全面智能化的发展。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与大都市图书馆的结合形成了大都市图书馆的数字化和网络

化形态，将建筑物理服务空间、社会拓展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融为

一体，将智能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渗透到传统的图书馆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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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新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空间的互联、高效和便捷的特征。 

全球都市图书馆的智能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大都市图书馆文化互联网新兴服务业态。

二是智能互联正在驱动大都市图书馆转型升级，即实现智慧图书馆

的互联、高效和便捷的发展愿景，成为数字图书馆的升级版——智

能互联的图书馆。三是智慧融合助推大都市图书馆文化互联网服务

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和网络互联的不断进

步，世界上的大都市图书馆正在走向互连互通的智慧融合。 

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蓄势，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穿戴技术、智能制造、移动技术等正在交叉融合、

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新

形势下创新转型形成历史性的交汇。都市图书馆正在迎来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新机遇。我们应当因势而谋、

顺势而为，让科技创新成为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的战略支撑，

在原来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构建起全面智能化

的图书馆互联网，在图书馆的顺势而为的智能化进程中，实现中国

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升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