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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基层公共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的路径探索
——以宜昌市夷陵区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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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图书馆  湖北宜昌  443100）

【摘要】本文追溯了国内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历史沿革，并通过分析总分馆制建设模式影响力较大的苏州图书馆、嘉兴图书

馆的做法，结合宜昌市夷陵区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实际情况，总结了夷陵区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进行总分馆制

建设的做法及成效，提出了推动总分馆制建设必须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及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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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基层公共图书馆的

发展迎来了巨大的机遇。在启动湖北省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创建工作后，宜昌市夷陵区图书馆在短短的 6 年时间

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馆藏量大幅增加，馆藏范围也不断

扩大，新建了现代化宽敞明亮的馆舍。它从一个连绘本都没有

的县级公共图书馆，发展成为一个藏书 38 万余册、涵盖大量

绘本及英文原版图书、拥有 22 家分馆及流通点的图书馆总分

馆体系。

一、国内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理念由西方传入，在我国经历了实

践探索、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互促进、立法完善与制度引领

三个发展阶段。

2000 年 12 月，上海率先建设了以上海图书馆为总馆，以

辖区内其他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等为分馆，

以全市一卡、异地通借通还作为业务发展着力点的总分馆体系。

[1] 上海的这一创举得到文化部的肯定，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的新理念得以宣传推广。

2007-2008 年，图书馆延伸服务经验交流会及“构建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嘉兴高层论坛”相继举办，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相关研究被纳入图书馆立法相关课

题，图书馆总分馆制逐渐由实践探索进入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

阶段。[2] 随后，苏州市在创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期间，进一步健全了苏州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创立了辨

识度极高的“苏州模式”。2011 年 5 月，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也被文化部、财政部列为第一批创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一举打破了分级财政体制下总

分馆制建设的机制障碍。[3]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在全国各

地广泛实践，各种模式、类型的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不断创新，

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

欢迎。[4]

基于前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2015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意见》，指出了建设图书馆总分馆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5]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县级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进以县级

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的总分馆制建设，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一系列政策

法规相继出台，形成了总分馆制建设实践、学术研究和法律政

策制定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局面，一起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

业推向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国内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创新模式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在“明确功能与运行机制”段落中明确指出 ：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的最基本要求是五个“统一”，即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

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和人员的统一培训，升级版则是

“统一管理或参与管理各分馆人财物”。[6]

根据国内 20 余年的总分馆制建设的经验，目前比较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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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典型有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多元投入、协同管理的松

散型模式，和以苏州和嘉兴为代表的多级投入、集中管理的集

约型模式。这种集约型模式即前文提到的升级版的图书馆总分

馆制建设模式。

苏州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以苏州图书馆作为建设主体，分馆

所在的基层政府为图书馆提供场地、基础设施以及管理费用，

每年向苏州图书馆支付 5-8 万元的经费，将分馆的日常运行全

部委托给苏州图书馆，由总馆为分馆采编图书以及支付人员工

资。嘉兴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三级投入，一级管理”。“三

级投入”是指嘉兴市基层分馆的建设和运行资金由市、区、镇

三级政府各投入三分之一，约 10 万元 ；“一级管理”指的是总

馆负责分馆人财物的管理，并对各级政府投入的 30 万元资金

进行集中管理。[7]

苏州、嘉兴模式同属多级投入、集中管理的集约型总分馆

制，其共同特点是：政府主导总分馆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

搭建平台协调解决资金投入和使用等关键问题，既打破了“一

级政府建设一所图书馆”体制机制障碍，有效解决了“财政分

灶吃饭”与总分馆制“协调统一”内在要求的冲突，又在确保

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责、保障文化建设投入的情况下，

将总分馆制建设这个专业的任务交给业务最精干的总馆主导实

施，由总馆全面负责文献资源的配置与补充、人员招录与使用、

技术平台搭建与维护、服务标准制定与服务提供，以集中统一

的管理确保总馆、分馆服务质量基本一致，是突破现有体制机

制障碍开展总分馆制建设的一个创举。

三、夷陵区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建设实践

宜昌市夷陵区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建设始于 2016 年。以全

区创建湖北省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手 , 夷陵区

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按照“总馆—分馆—流通点”

的模式，开启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序幕。夷陵区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按照区、镇两级政府共同投入的方式建设，通过加

强与区总工会、区教育局的横向联系，并引入社会力量，如学校、

企业，建设流通点为补充，采取订单式图书配送，实现了图书

的统一购买、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

在《夷陵区创建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责任书》

中，夷陵区明确提出 ：“建立图书馆总分馆制，乡镇确保分馆

面积达到 80 平方米以上，提供书桌椅、电脑 1 台以上，专兼

职工作人员 1 名；区文体新广局提供书籍 5000 册，电子书借阅

机一台。”夷陵区图书馆对分馆承担具体的业务指导责任，同

分馆签订《夷陵区图书馆与分馆及图书流通点共建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经过 6 年的建设，夷陵区已实现乡镇分馆全覆盖，建设了

百姓书屋、三线书屋两家 24 小时城市书房，建成初心书屋党

建分馆，为金凤朝阳幼儿园、城建幼儿园、机关幼儿园总园及

黄金卡分园、金色摇篮幼儿园等幼儿分馆按需配备了图书，并

紧跟文旅融合步伐，在龙泉湖、西塞国建立了景区图书流通点，

共建成分馆及流通点 22 个，配送图书 4.6 万余册，价值 100 余

万元，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让更多的居民

能就近选择合适的图书阅读，极大地提高了夷陵区图书馆的服

务效能。

四、图书馆总分馆制运行中的问题及展望

夷陵区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取得了相当亮眼的成绩。但是，

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的要求相比，我们的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8] 分馆的配书挂牌只是

第一步，如何为总分馆的运行建设长效机制才是重中之重。正

如吴理财等学者在《文化治理视野下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路径偏

离及影响》一文中所强调的 ：“图书馆分馆的建立与运行，不

仅需要配备具有现代服务理念的管理人员，也需要稳定持续的

经费支撑，以此来保障图书馆分馆的正常运转。”“科学有效的

考核体系是其常态化运行的基础。”[9] 笔者认为，基层公共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持续健康运行，还必须着力解决四个瓶颈问

题：

1. 必须坚持政府主导。要推动政府出台有力政策，明确区

级和乡镇政府的主体责任，对总分馆体系运行建立起长效投入

机制。由于国家没有规定分馆的建设标准及考核标准，就需要

政府根据自身财力状况和人口规模，主导研究规划，搭建沟通

协调平台，确定建设标准和投入资金的多寡。夷陵区在开始总

分馆制建设之初，经反复讨论后定下了“分馆面积达到 80 平

方米以上，提供书桌椅、电脑 1 台以上，专兼职工作人员 1 名；

区文体新广局提供书籍 5000 册，电子书借阅机一台”的夷陵

建设标准，并在 2016 年同各乡镇政府签订的《夷陵区创建全

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责任书》上载明分馆建设标准。

2017 年，夷陵区出台了《夷陵区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方

案》，方案写明区财政按照每个分馆每年 2 万元运行经费的标准，

将总分馆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由总馆统一支配，主要用于

图书配送。基层政府则保障分馆日常运行的水电、网络、人员

等经费开支。由于该实施方案仅仅是文化主管部门的方案，并

没有完善同财政、乡镇政府的沟通协调平台，导致 2 万元 / 分

馆的运行经费未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目前，夷陵区图书馆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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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配送图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级补助

资金。

2. 必须加强总馆自身能力建设。总馆需要在业务管理、资

源调配、统一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总馆维持自身运行和

提供服务还存在一定困难，承担县域总馆职能就会有心无力。[10]

夷陵区图书馆自 2021 年 11 月搬入新馆以来，办馆条件得到极

大改善，新馆面积达到 8000 平方米，新馆采购 200 万元 6 万

余册新书，财政将新馆设备采购经费 498.2 万元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并增加 5 名购买服务工作人员。在资源齐聚的新馆，夷

陵区图书馆工作人员铆足干劲，推行了延时服务，拍摄了《文

明阅读倡议书》等规范读者阅览行为和宣传推广的短视频，开

展了礼仪培训、普通话培训、讲解员培训、微笑服务培训，及

图书编目、活动开展、读者服务与数字化阅读等一系列提升业

务能力的培训活动，力图提高总馆的资源保障能力、读者服务

能力和业务指导能力。

3. 必须加强分馆运行管理。与苏州、嘉兴图书馆全面介入

分馆人财物的集中统一管理有所不同，夷陵区图书馆作为总馆，

负责图书的统一采编与配送，借阅系统的搭建和权限分配，分

馆则自行开展日常管理。这导致部分分馆的业务工作情况不能

完全为总馆所掌握。因此，一方面，总馆须加强对分馆的业务

指导与考核，借助智能化系统开展业务管理，促进资源整合和

协调管理，并将各个分馆及流通点的主要业务数据进行可视化

展示，确保实时更新。这样既可以通过核心数据一窥总分馆制

建设的成效，又能将其作为业务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总分馆体

系内各个分馆的服务效能提升起到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在分

馆建设之初，要严把分馆建设标准，认真核查分馆办馆条件，

条件符合才能纳入总分馆体系。

4. 必须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图书馆的读者流量是起

伏不定的，夷陵区图书馆节假日的人流量是平日的 6 倍以上，

导致节假日服务人员超负荷工作。为了缓解人手紧张和保障服

务品质，招录文化志愿者壮大读者服务队伍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方面，随着阅读推广的不断深入，图书馆已有一批数量可观

的忠实读者，他们乐于为图书馆提供志愿服务。夷陵区图书馆

在筹备开馆的紧张时期，就有很多翘首企盼早日开馆的读者提

议要到新馆做志愿者，帮忙上架新书。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党

员干部“双报到”和学生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志愿服务的供

需对接，让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图书馆日常服务。夷陵区自助图

书馆百姓书房由朝阳社区接管后恢复开放，在缺乏专人专职管

理的情况下，朝阳社区广泛招募志愿者负责整理图书和维护秩

序，主打志愿服务型管理。

五、结语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应在各项

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锐意进取、有所作为。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是合理布局公共文化设施、提高馆藏量和流通量、最大程度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图书馆创新服务的关键内容。夷陵区图书馆结合自身实

际，借鉴国内总分馆制建设经验，搭建起自己的总分馆制体系，

使全区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今后，夷陵区图书馆一

方面将继续提升总馆业务能力和服务效能，另一方面，要加强

对分馆的业务指导和服务管理，不断完善总分馆制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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