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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图书馆面临着智慧治理的重要机遇和挑战。本文旨在探讨图书馆智

慧治理的实施策略，并分析实施过程中的挑战。首先，阐述了图书馆智慧治理的概念和内涵，强调了其对图书

馆发展的推动作用。接着，提出了实施智慧治理的关键策略，包括技术创新与应用、协同合作与共享、用户导

向与参与以及人才培养与发展。然后，针对实施智慧治理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如技术障碍、资源限制和组

织文化变革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呼吁图书馆界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

动智慧治理的实践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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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change，libraries are facing th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library intelligent governance and analyze the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irst of all，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library intelligent governance are expounded，and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is emphasized. Then，the key strateg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user ori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and 

tal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Then，an in-depth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possibl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smart governance，such as technical barriers，resource constraints，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hange，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nally，we call on the library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and jointly promote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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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图书馆作为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者与重要载

体，正要面对与日俱增的机遇和挑战。智慧治理作为一种新

兴的治理模式，通过整合重组与时俱进的创新的管理理念和

信息技术，能够提升图书馆的效率和服务能力，满足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本文旨在探讨图书馆智慧治理的实施策略，并

分析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1 图书馆智慧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智慧治理”本身就是由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治理范式新

变革，它深度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工具属性和治理主体

的价值规范追求，是各种新兴智能技术广泛深入应用与国家

治理理念和目标的协调统一，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多主体、多

元化、多层次的个体社会利益诉求。[1]图书馆智慧治理就是

在图书馆运营和管理中应用信息技术、数据分析和创新方

法，以提高图书馆的效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的管理模式。

它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策略来推动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

和发展。下面从三个视角来认识图书馆智慧治理的内涵。 

1.1 政府智慧化进程中的图书馆智慧治理 

图书馆智慧治理在政府智慧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通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技术手段和社区合作

优势，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提升文化服务、推动数字

素养和信息素养教育，以及实现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等方面

的目标。 

1.1.1 公共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开放 

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承载着大量

的图书、期刊、报纸、文献等信息资源。图书馆智慧治理可

以通过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将这些信息资源整合并开放给

社会大众。政府可以与图书馆合作，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技

术，建立公共信息平台，提供丰富的公共信息服务，满足市

民的知识需求和信息获取需求。 

1.1.2 提供智慧文化服务 

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和平台，在政府智慧化

进程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利用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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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手段，提供个性化的文化服务。例如，通过智能化的

图书推荐系统，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推荐；通过数字化

的阅览环境，提供更加便捷和舒适的阅读体验；通过数字资

源的开放和共享，为读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文化内容。 

1.1.3 推动信息素养与数字素养教育 

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促进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的普及

和提升。通过智慧治理，图书馆可以开展针对不同群体的数

字技术培训和信息素养教育活动，帮助市民提升使用信息技

术和数字资源的能力。图书馆可以与政府合作，推动信息素

养和数字素养教育的普及，提高市民的信息获取、处理和利

用能力。 

1.1.4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在图书馆智慧治理中，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重要的考

虑因素。政府需要确保图书馆智慧治理的数据采集、存储和

处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读者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确

保合法、安全和可信的数据管理和使用，并采取必要的技术

和管理手段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 

1.1.5 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 

图书馆智慧治理鼓励创新的管理和服务模式。政府可以

鼓励图书馆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优化流程、提高效

率。例如，通过虚拟现实设备，用户可以进入虚拟图书馆或

参观历史场景，与书籍中的人物互动，提供更丰富的学习和

阅读体验等。政府可以支持图书馆进行管理创新和服务创

新，推动图书馆智慧治理的不断发展和提升。 

1.2 城市智慧化发展过程中的图书馆智慧治理 

图书馆智慧治理在城市智慧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数字化建设、智能化服务、开放共享与协同创新，图书

馆可以为城市智慧化提供支持和贡献，提升文化服务水平，

促进社区互动和参与，推动智慧城市的知识普及与发展。同

时，确保图书馆智慧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1.2.1 数字化图书馆建设 

城市智慧化发展要求图书馆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

建设智能图书馆系统，实现自助借还书、自动分类和检索等

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通过移动应用和在线平台，

政府可以提供远程查询、预约、续借等服务，方便读者随时

随地获取图书馆资源。这些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措施能够减轻

工作负担，提高服务质量。 

1.2.2 智能化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改进图书馆的服

务模式。通过数据分析，确定借阅热点、图书需求趋势等，

以合理配置实现对图书馆藏书的精准推荐和馆藏管理，提升

读者满意度和资源利用率。此外，还可以通过智慧化技术，

提供图书馆的虚拟参观和远程服务，拓展图书馆的辐射范围

和服务覆盖。 

1.2.3 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 

城市智慧化发展要求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

互通。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中心之一，通过智慧治理可以

与城市其他智慧化建设相关的部门进行信息对接和数据共

享。例如，图书馆可以与教育部门、文化部门、科技部门等

进行数据共享，提供相关的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支持，促进跨

部门的协同发展。 

1.2.4 创新社区互动与参与 

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鼓励居民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和管

理。居民可以通过在线平台预约活动、借阅图书、座谈会、

参与读书俱乐部等社区活动，还能通过移动应用和社交媒

体，给予社区活动推荐、文化信息等服务，促进居民与图书

馆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和文化共享意识。 

1.2.5 提供智慧城市知识服务 

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的场所，可以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

供专业的知识服务。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推动图书馆开展智

慧城市相关的知识普及和培训活动，向市民介绍智慧城市概

念、技术应用和最佳实践，提高市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和参

与度。 

1.3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图书馆智慧治理 

公民参与是图书馆智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用户

需求反馈与参与、开放数据与信息共享、数字技术培训与数

字素养提升、透明与问责机制以及公民参与决策等方式，鼓

励市民、居民或员工参与决策过程，并提供信息给予公众。

这样可以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促进治理的民主化

和公正性。 

1.3.1 用户需求反馈与参与 

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和社交媒体等工

具，促进用户与图书馆的直接互动。公民可以通过在线渠道

向图书馆提供反馈和建议，分享阅读体验，提出需求和期望。

图书馆可以利用这些反馈和参与，优化服务模式、改进资源

配置，使图书馆的服务更加贴近公民的需求。 

1.3.2 开放数据与信息共享 

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促进数据和信息的开放共享。公民

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访问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和开放数据，获

取信息、阅读书籍、进行学习研究。同时，公民也可以通过

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创作，与其他公民分享和交流，共同参与

图书馆智慧治理的过程。 

1.3.3 数字技术培训与数字素养提升 

图书馆智慧治理可以为公民提供数字技术培训和数字

素养提升的机会。通过开设培训课程、举办研讨会等形式，

推动图书馆开展智慧城市相关的知识普及和培训活动，向市

民介绍智慧城市概念、技术应用和最佳实践，提高市民对智

慧城市的理解和参与度。 

1.3.4 透明与问责机制 

图书馆智慧治理应建立透明和问责机制，保证公民的知

情权和参与权。公民应该了解图书馆智慧治理的决策过程、

数据使用和隐私保护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公民应该有

渠道提出意见和投诉，对图书馆的智慧治理进行监督和评

估。图书馆可以设立用户意见反馈渠道，建立用户满意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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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制，定期发布治理工作报告和数据披露，以增强公民对

图书馆智慧治理的信任和参与度。 

1.3.5 公民参与决策 

图书馆智慧治理应该鼓励公民参与决策过程，使其成为

图书馆服务和发展的共同决策者。图书馆可以组织公民参与

的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征求公民对于图书馆发展方向、

服务内容、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公民参与决策可

以提高图书馆治理的民主性和针对性，更好地满足公民的需

求和期望。 

2 实施图书馆智慧治理的关键策略 

图书馆智慧治理的关键策略是以数据驱动决策为基础，

通过智能化服务提升、跨界合作与资源整合、公众参与与社

区共治以及持续创新与学习机制的方式，来实现图书馆的优

化管理和更好的服务质量。 

2.1 数据驱动决策 

图书馆智慧治理的逻辑基础是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

用。关于依据数据的图书馆治理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业务发

展[2，3]、风险治理[4]、科学决策[5]等视角分析了数据驱动的图

书馆治理问题。图书馆通过建立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的能

力，将数据驱动决策融入图书馆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中。图书

馆可以利用读者借阅记录、用户反馈、图书馆使用情况等数

据，了解读者行为和需求模式。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

就可以识别读者的兴趣偏好，优化资源配置、改进服务品质，

并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满足读者需求。 

2.2 智能化服务提升 

图书馆智慧治理的目标之一是提供智能化的服务。引入

自助借还书系统、自动归还书架等设备，提高借还书效率和

用户体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智能推荐系统，根据用

户的阅读历史和兴趣，推荐适合的图书和资源；通过智能客

服机器人提供实时咨询和问题解答。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图书

馆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并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便

捷的服务体验。[6] 

2.3 跨界合作与资源整合 

图书馆智慧治理强调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跨界合作与

资源整合。通过与博物馆、学校、社区等合作，图书馆可以

共享资源、整合服务，并提供更多元化的文化教育体验。此

外，图书馆还可以与政府、科研机构等合作，共同推动智慧

城市建设，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实现资源共享和交流，将

数字资源、电子图书等提供给城市居民和其他机构，促进智

慧治理能力的提升。 

2.4 公众参与与社区共治 

图书馆智慧治理倡导公众参与和社区共治。通过借助智

慧化平台和社交媒体，图书馆可以通过开展用户调研、意见

征集、社交媒体互动等形式，图书馆可以了解用户需求、听

取用户意见，并据此进行改进和优化，实现公众参与与社区

共治的目标。图书馆可以鼓励居民组织和社区团体参与图书

馆的建设和管理。例如，与社区合作，共同开展知识讲座、

文化展览和读书活动等，利用社区资源和力量丰富图书馆的

服务内容。同时，图书馆也可以设立志愿者项目，吸引公众

参与图书馆的志愿服务，提供导览、借还书、培训等支持，

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和合作关系。 

2.5 持续创新与学习机制 

图书馆智慧治理的逻辑也包括持续创新和学习机制的

建立。面对快速变化的科技和社会环境，图书馆需要不断进

行创新实践和学习探索，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提升自身的

智慧化水平。同时，图书馆也需要建立学习和反馈机制，通

过用户反馈、数据分析等方式，不断优化服务和改进，不断

适应读者的需求和变化的环境。通过培训、研讨会、参与行

业交流等方式，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同时，鼓励员工提出

创新想法和尝试新的服务模式，激发创新能力，推动图书馆

智慧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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