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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要从未来看现在？



 我们还处在闷头做自己的事（Do-it-
yourself）的阶段，因为“大部分图
书馆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可做”。

为什么数字转型没有引起图书馆界足够的重视?

Ken Vernum--《每个图书馆员都应知
道的十大技术》主编



 传统规划的缺陷

从过去判断未来
从自己的角度设计未来



反推法（向后预测法）



2025年图书馆将是什么模样？

 图书馆是知识中心（超越图书）

 图书馆是学习中心（全民阅读的社会化网络）

 图书馆是交流中心（各类社群互动对话空间）

 图书馆是发展的助推器（作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的enabler，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



技术力的世纪（20世纪）

数据力的世纪（21世纪）

落
差

地平线的落差

站在不同地平线上的落差，语境不一样，思考方式和话语体系
也不一样。



 当有人跟你说，申报科研项目，拿自己做的研究数据和软件
也可以作为成果，你会相信吗？

 当有人跟你说，把你们的数据开放出来，我要开发一个应用
，你会愿意吗？

 这是新现实（new reality）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从2013年起修改了项目申报办法，研
究业绩不仅包括论著，还可以列出研发中获得的数据和开发
的软件等。

 至于读者对图书馆开放出来的数据做应用，今后会有法规要
求公共数据必须向社会开放。



21世纪是知识和数据的世纪

 全球每天产生的数据

量已经达到2.5亿艾字

节，相当于7500个国

会图书馆馆藏。

 作为知识中心的图书

馆，作为擅长信息管

理的图书馆员，我们

能对这一可开发、可

利用的宝贵资源无动

于衷吗？

http://bigdata-madesimple.com/the-surprising-things-

you-dont-know-about-big-data/



 知识的世纪、数据的世纪就在眼前，离

我们并不遥远。



技术力的世纪（20世纪）

数据力的世纪（21世纪）

变
革

图书馆正处在变革的环境之中。在有着巨大落差的情况下，我们
需要跨前一步，真正走上21世纪的地平线。



2016年使用智能手机的地球人已达到25%

信息通信技术

2016年全球使用智能手机的地球人已达到
25%

2016年全球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已达到25%

http://img1.mydrivers.com/img/20141224/bba44e74c13a4fa2ad2906bdfeae9858.jpg


互联网发展迅速

 25%是一个标杆，表明它即将

处于主流化阶段。

 以美国为例，从发明到在四分

之一国民中得到普及的新产品

中，收音机花了31年，彩电花

了18年，移动电话花了13年，

而互联网只用了7年。

从发明到在四分之一
国民中得到普及的新产品

互联网

移动电话

彩电

2030年世界はこう変わる
米国国家情報会議/編 谷町真珠/訳



 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在互联网应用方面，

美国持有智能手机的人口占总人口一半的时间为2014年，

而中国为2018年。

资料来源：eMarketer



电子书阅读器

电子书在出版销售中的比重

预测数

 普华永道（PWC）于2014年11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起美

国的电子书销售额将超过纸质书

（含有声书）的销售。

美国

 电子书销售增长是否

意味着电子书阅读器

也增长呢？

 No！多种迹象表明，

专用型电子书阅读器

在走下坡路。

出版业



 英国《书商》杂志（The Bookseller）2015年10月公布的一

项调查表明，44.6%的人通过手机阅读，超过了平板电脑和

Kindle，而2014年公布的数据表明，平板电脑首次超过

Kindle。

2014年 2015年

平板阅读 手机阅读

Kindle阅读 平板阅读

Kindle阅读

 可见，内容的承载形式将超越图书和电子书的界限。作为

传统图书电子化而存在的电子书将逐渐走向衰落。



 在我国电子书产业尚未成熟，但最新发布的《网

民阅读偏好（2015）报告》显示，手机阅读为

26.8%，虽排在纸质阅读（51.9%）之后，但高

于“电脑屏幕阅读”和“电子书阅读器”。

 国内外有关新阅读载体的调查表明，不仅BYOD

（自带设备）方式已成现实，而且可以看出手机

阅读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首选。



2015-2025年美国公共图书馆资源流通数据预测

年度资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印刷图书流通量在总

流通量中占比（%）

54.4 51.3 48.4 45.7 43.1 40.7 38.4 36.2 34.2 32.3 30.4

电子书流通量在总流

通量中占比（%）

6.5 7.6 8.8 9.9 11.1 12.2 13.4 14.5 15.6 16.8 17.9

注：制表者：马春；2025年预测数据为将年份数据代入模拟方程后计算得出。

未来十年图书馆资源的变化

图书馆



 PCG（出版人通信集团）2013年对全球600多家图书

馆做了调查。

97%的图书馆订购电子期刊，其中

订购纯电子（e-only）期刊 62%

订购纯纸质期刊 22%

订购混合型期刊 16%

北美和南美图书馆订购纯电子
（e-only）期刊比较

北美图书馆订购纯电子期刊 76%

南美图书馆订购纯电子期刊 44%

 大部分图书馆在电子期刊订购上都已达到或超过临界点。



 临界点往往是考察发展趋势的重
要参考指标，过了临界点意味数
字化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2 如何从未来看现在？



 对2024年技术的性质做精确的预测简

直是愚蠢的差事，所以我们无法预测

支撑未来技术需要怎样的组织架构。

——美国图书馆与情报理事会“图书馆与情
报服务的变化格局”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但无法精确地预测未来。



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2009年发布了一个远景报告，以四本书的书名描绘了

2030年的情景，设计了一系列战略方向。



大众 小众

混沌

秩序

ICT影响

图书馆作为虚拟空间图书馆作为实体空间



大众 小众

对图书的态度

图书馆作为虚拟空间图书馆作为实体空间

更尊重图书

同等重要 利基玩家

电子平台



大众 小众

对空间的态度

图书馆作为虚拟空间图书馆作为实体空间

更注重家庭

注重第三空间 安全/舒适

远程交流



 报告从品牌与特性、资源、治理与规则、专

业发展、社区参与、领导与影响力7个战略

领域，提出了75个具体目标。



 2015年，该馆又重新审视了这一报告，并认

为过去五年一些趋势正在加快实现，但没有

哪一个情景处于主导地位。



 新报告提出，五年过去了，

所有的趋势在持续：如技术

变化的节奏没有减缓，研究

人员和信息用户对数字服务

质量的期待仍在提升，合作

研究模式变得越来越普遍。

但仍有一些新的变化：如大

数据、开放数据、创新文化

、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以及

政府投入的减少等。

 不 列 颠 图 书 馆 在 《2015-

2020年战略报告》后又发

布了新的报告，第二次报

告把时间延续到2023年报

告，这一年是建馆50周年

。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在2010年10月提出了四个情

景 。 其 中 第 一 是 ： “ 研 究 开 拓 者 ” Research

Entrepreneurs，认为到那个时候研究人员将是明

星，而研究机构的功能将从推动研究项目转向提

供科研支持（enabler，助推器）。

 美国图书馆与情报资源理事会2014年发布的“变

化中的图书馆与情报服务事业”报告中指出，到

2030年大部分图书馆建筑都将成为学术共享空间

。

美国图书馆远景报告



 中科院王铮等在对2014年英美等国图书馆发展策略研究中

发现，平衡一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有关图书馆发展的表述

中，认为在变化的知识环境中，图书馆趋向从环境、资源

、空间、内容和角色等多个维度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图书馆在开放知识环境中寻求新定位

 图书馆在数字时代形成馆藏管理的新机制

 图书馆在创新环境中开发馆舍空间的新功能

 图书馆在数据环境中发掘内容资源的新价值

 图书馆在传统角色和新角色间保持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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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关键词。要踩
住时代的节奏，我们必须要扎实推进转
型。



 不列颠图书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转

型，该馆战略规划、年度计划、专题报告等都
直接冠以“知识”一词。



 2011-2015年战略报
告提出“增长的知识
”Growing 
Knowledge: The 
British Library’s 
Strategy

 2015-2023年战略报
告提出“保持知识的
生命力” Living 
Knowledge: The 
British Library 2015 
– 2023

 1985-1990年战略报告提
出“与知识同进”
Advancing with 
knowledge : the British 
Library strategic plan, 
1985-1990



 专题报告《大英图书馆的内容战略——满足国家的知识需
要》（2006年） The British Library's Content Strategy: 
Meeting the Knowledge Needs of the Nation 

 年度报告《知识的价值：2009-2010年度工作与财务报告》
（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9/ 2010）

 不列颠图书馆始终将
自身定位于“知识”
的使者和为用户提供
“知识服务”。

魏蕊等. 大英图书馆三十年（1985-
2015）战略规划解读. 国家图书馆
馆刊. 2015(5):16-24.



 2014年12月4日，不列颠图书馆
更是与周边35家学术、文化、研
究、科学和媒体机构合作组成了
“ 知 识 园 区 ” （ Knowledge
Quarter），联合推进知识共同
体，可见该馆在知识中心建设上
旗臶鲜明。



 不列颠图书馆2015-2023年战略
规划——保持知识的生命力
Living Knowledge

 custodianship 管 理 和
保存英国已出版、书写
及数字化内容作为国家
馆藏

 research 支 持 和 鼓 励
各类研究

 business助力企业的创
新和成长

 culture 使 每 个 人 能 拥
有难忘的文化体验

 learning鼓励年轻人以
及所有年龄层的人们进
行学习

 international 与 合 作
伙伴一起在世界各地增
进知识传播和相互理解



 以前以书为核心，现在一切活动围绕知识展

开。这六个核心战略表明，不列颠图书馆不
仅扮演着传承文明的角色，而且在整个国家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承担起了助推者

的功能。



21世纪是数据的世纪

 2030年，科学不仅使用数据来创造
，任何科学发现的基本产出也是数

据。报告提出“对未来可持续发展
影响最大的将是大数据和开放”，
并强调将以此作为核心战略推进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Unesco Science Report：
Towards 2030



12/23/2015

科学范式

实验科学

理论推演

计算机仿真

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科学的成果方式可以是纸上的东西

，如书或论文，也可以是某种产品
或数据。

 为此，对图书馆来说不仅要收藏数

据，而且还要给这些数据编目，但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对这些资源
进行编目和管理。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谈数据为时尚早，我们

有多少可开放的数据呢？2013年8月欧盟就
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同行评议论文数
的40%已实现免费获取，而在一些国家和一

些领域已经超过50%的临界点。

 图书馆的使命是为读者提供最及时、最可靠
的信息，如果图书馆仍只提供订阅期刊的话

，那么相当一部分免费期刊资源就将被排斥
在外，而这一比例正在不断上升。



 有一篇文章直接以“没有开放获取杂
志的图书馆是一个好图书馆吗？我们
认为不，你呢？”为题，直截了当地
表明了图书馆员对开放获取资源应有
的态度。



不列颠图书馆是怎么做的呢？

该馆认为，2020年出版物的75%将仅以数字形式出版，或
同时以纸质和数字两种方式出版。

为此该馆较早推进数字资源保存项目，2003年启动“开放
英国网页档案”（Open UK Web Archive），对英国的
网站进行选择性收藏。2013年又启动“英国网站档案法定

缴存”（Legal Deposit UK Web Archive），该馆联合
苏格兰、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共
同收藏英国境内发布的网页资源，包括网站发布的信息、

文章、视频等信息。



 国外一些研究型图书馆已经在数据管理上精心

布 局 ， 如 国 际 知 名 的 基 础 研 究 出 版 公 司 （

Primary Research Group）于2013年7月发

布的对世界范围内知名高校图书馆开展科研数

据管理服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表明，约63.33%的

大学图书馆提供数据管理咨询等服务。



 如今在图书馆开展电子书服务已经相当普
遍，如美国有94%的公共图书馆提供此项

服务，而2010年这一数字是72%。在国内
，不少图书馆已经启动电子书服务，并在
数字阅读方式上取得不少创新成果。但从

总体上来讲，这些数字化服务只能算是某
种点缀，并没有成为一种常规性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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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是图书馆最基本的业务，图书馆再怎么
转型，也不可能放弃阅读。

 根据OCLC的估计，全球有100万家图书馆，
这些遍及城乡各个角落的图书馆形成了全球
最完美、最接地气的全民阅读网络。

 http://www.answers.com/Q/How_many_libraries_are_there_in_the_world



图书馆·学习·信息
英国伦敦“概念店”

学习中心



新西兰林肯大学（LTL）
Libr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学习入口

研究入口

教学入口

学习中心



 图书馆历来重视阅读，但在全民阅读方面的
话语权很小，全国及各地的全民阅读条例基
本上都是由出版界领衔推进的。

 而广州每4月为读书月，是由《广州市公共图
书馆条例》确定下来的，值得点赞。

 今后图书馆仍应将阅读臵于首位。但同时会

把阅读臵于学习体系中，不仅将重视文化素
养，而且将与信息素养、技术素养、职业素
养等结合起来。以学习推动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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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往往位居城市（区）
中心，然后向周边辐射。
（伯明翰）

历史学家谢尔比〃福特曾经说
过：大学就是环绕图书馆的一
群建筑。



 耶鲁英国文学教授廷克1924
年在给毕业生的一次演讲中说
，大学有三大标志性要素：学
生、教师和藏书，最重要的是
藏书。

 安德鲁基奥馆长在斯特林纪念
图书馆门口，担心豪华建筑喧
宾夺主，让人在入口处写下：
This is not the Yale Library.
That is inside.



 在网络化的今天，我们已不再像过去

那样依赖藏书了，那么还有没有必要

在城市的中心或者大学的中心设立一

个大书房呢？

 过去，藏书空间的扩大意味着读者空

间的缩小，而现在正相反。图书馆开

始反思其作为场所的价值。



图书馆作为交流的空间从近代图书馆诞生的第一
天起就得到了验证

 欧美公共图书馆前身是图
书俱乐部，也叫社交图书

馆（social library）。

 1 7 2 7 年 富 兰 克 林 成 立
Junto（秘密讨论组），由

于讨论要有论据和资源，
于1731年创立费城图书馆
公司，成为美最早的会员

制图书馆。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5年4月前后对2000多位读者进行
调查，在被问道：

图书馆撤出部分纸质书及书架，改建成技术中心、阅览
室、会议室及文化活动室的话，你会认同吗？

 30%的人“认同”，25%“不认同”

 3年前对同样问题的回答20%“认同”，36%“不认同”。

今天读者是如何看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的呢？



 美国图书馆与情报资源理事会

（CLIR）2014年发布的“变化
中的图书馆与情报服务事业”
报告中预测，到2030年大部分
图书馆建筑都将成为“知识共

享空间”。



 今天，已经有不少图书馆着力于空间再

造，并创造了无数有价值的实践，如英
国伦敦的“概念店”、美国田纳西州查
特奴加市图书馆的“创客空间”、芬兰
赫尔辛基的“城市办公室”等。



 “联合办公”不只是为了提供一个集体的办
公场所，而在于分享场所和分享思想的结合

，当图书馆要素加入到“联合办公”之后，
这种分享更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继赫尔辛基之后，新加坡公共图书馆也开辟

了“智能工作中心”，今后有更多的图书馆
会引进这样的模式。



 国内有不少图书馆致力于空间再造，
为图书馆转型创造了许多新的样本和
案例，图书馆作为空间的价值正在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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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我们该怎么做？

一、图书馆是知识中心
二、图书馆是学习中心
三、图书馆是交流中心
四、图书馆是发展的助推器



2016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主题

图书馆——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助推器（enabler）

 既能为某种东西提供发展
的可能性，又能增加价值
的平台性工具，如互联网
。

 互联网的作用不仅是提供
信息，而且是交流信息，
更重要的是后者。

 图书馆作为交流场所的功
能常常被忽略了，图书馆
不仅要为社群提供发展的
空间，而且要在引导和激
活社群的活力上有很大发
展空间。



 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萨莉〃菲
尔德曼Sari Feldman在接受《
高等教育纪事报》采访时说，
合作、支持、外向发展是图书
馆业思维转型的三个关键。



 图书馆要增强与社会的关联度，不仅要
参与到经济、文化发展之中，而且要融
入社区建设和社会生活之中。



克服图书馆（数据）
资源的孤岛现象

到“十二五”末，全国各级
公共图书馆可用数字资源量
将得到较大、均衡的增长，

工程数字资源总量达到
10000TB，其中国家图书馆
数字资源总量达到1000TB，
与2010年底的480TB相比翻

一番;每个省级数字图书馆
可用数字资源量达100TB，
每个市级数字图书馆可用数

字资源量达30TB，每个县级
数字图书馆可用数字资源量
达4TB。

——《文化部“十二五”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纲要》



与社会（读者）共建图书馆

 向社会（读者）开放资源（开放数据）

 与社会（读者）共建资源（开放格式）

 与社会（读者）共享资源（开放互动）



 到2025年图书馆将建设成为知识中心、学习

中心和交流中心，其主要功能不只是提供图

书和信息，而是要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资

源优势，向“支持人类知识和创造环境”的

方向发展。



Service outlets in SMEs

Information service, 

document delivery, Q&A

Service platform for S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