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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背景下，阅读推广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不断创新。文章以厦门市图书馆为例，

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在馆藏资源数字化、阅读方式电子化、阅读服务自由化、服务手

段多样化、合作模式多元化等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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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在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进程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未

来发展的角度来说，推广全民阅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公共图书馆正是担负着推广全民阅读的重大

责任，如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的《未来的框架》将“阅读推广和促进非正式学习”作为公共图书

馆三大使命之首。推进全民阅读是公共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全民阅读的顺利开展也会促进公共图书馆

的发展和进步。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一直是人们获取文献信息的主要场所，在“互

联网+”的背景下，阅读推广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不断创新。

“互联网+”是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将互联网与各个行业之间紧密联系，实现更高的

速度和效益。2015 年，“互联网+”行动计划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得益于提升到国家

战略发展的高度，“互联网+”迅速在各行业间广泛发展，公共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服务机构自然也

不例外。近年来，厦门市图书馆组织的阅读推广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效显著。本文以厦门市图书

馆近年开展的阅读推广工作为例，探讨“互联网+”背景下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新模式，以期为公

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提供借鉴。

1 我国公共图书馆普遍重视阅读推广职能

自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 4 月 23 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以来，“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

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观念已日益深入人心，阅读

推广已成为公共图书馆普遍重视的一项职能。1997 年，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等九部委首次提出实施

“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积极投入到这场活动中来。2006 年，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 11 个部门联合发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2013 年“两会”期

间，《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国家层面的倡导下，各地公共图书馆

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然而在网络迅速发展、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传统的阅读推广已无法满

足读者需求，公共图书馆迫切需要在传统阅读推广的基础上创新推广模式，跟上时代的脚步。

2 “互联网+”背景下阅读推广的新发展

“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应当寻求新的发展方式，运用数字传播技术开展阅读推广和宣传，不断

拓展阅读推广的新领域，在馆藏资源网络化、阅读方式电子化、阅读服务自由化、服务手段多样化、合作

模式多元化等方面不断创新。

2.1 阅读方式电子化，馆藏资源数字化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馆藏资源在原来单一纸质资源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资源、视频资源等新

型资源。读者的阅读方式有了新的选择，不仅可以阅读纸质书刊，也可以阅读电子书，观看视频资料，还

可以利用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查询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以厦门市图书馆为例，该馆采用“藏、借、阅、

检、咨一体化”的开放式阅览空间，现有藏书 234.8 万册，同时不断扩大数字资源，目前电子图书已达 92

万种，电子资源数据库 56.23TB，馆内拥有配套的电子资源和视频资料，官方网站上设有“数字图书馆”，

涵盖电子期刊、电子图书、音视频、自建数据库、本馆视频点播、国图数字资源、省图数字资源等等。强

大的馆藏资源，使得厦门市图书馆成为厦门市的文献收藏利用中心、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及图书馆馆际协作

和业务研究发展中心。

2.2 阅读服务突破时间和空间局限

在传统服务模式影响下，图书馆开展的读者服务活动虽丰富多彩，但囿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辐射范

围有限，因而社会影响力也有限。传统的读者服务必须围绕着图书馆固定的设备设施和馆藏资源来实现，

但网络时代图书馆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数字化图书馆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全球共享。图书馆依托成熟的网络

技术和数字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时间和空间对图书馆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图书馆得以大力拓

展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如厦门市图书馆在图书馆大厅安装图书自动借还机，在全市各个街道和社区设置

24 小时无人自助借还流通点，大大方便了广大市民利用图书馆。

2.3 阅读推广手段多样化

“互联网+”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行为逐步发生变化。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往往难

以静下心来进行深度阅读，导致整个社会的阅读方式由“深阅读”向“浅阅读”“碎片化阅读”方式转变。

王德银认为，“阅读环境的改变以及审美体验开放包容是国民阅读方式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样的转

变下，数字化阅读受到众多读者的认可和喜爱。电子书、微信、微博等是当下读者在碎片时间中的主要阅

读对象。针对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厦门市图书馆近年来大力推广数字阅读，除推广数字阅读内容以外，

还一次性推出 140 台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阅读器内预装了 399 本电子书，其中收集了历史、军事、经

典名著、人文社科等各领域的优秀图书。读者只要凭本人有效借阅证就可办理电子书阅读器借还服务，借

还时间期限与普通图书一样，为了保证图书资源的“新鲜度”，每月还将更新 100 本电子书，以满足广大

读者的阅读需求。

2.4 创新“互联网+”多元合作模式

受“互联网＋”创新理念影响，图书馆阅读推广要改变固有服务观念，在吸取传统阅读推广优点的基

础上，利用网络进行线上线下、跨平台、跨机构的合作推广，使阅读推广工作呈现上下互动，利用网络无

所不在的优势达到阅读推广效果最大化。如厦门市图书馆 2017 年 7 月 24 日启动“飞鸽传书”服务项目，

为全市读者提供送书上门服务，读者在家即可借阅图书。该项目是厦门市图书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的“互

联网+”图书馆，是面向持证读者开通的一项新的便民服务，读者可 24 小时在线下订单，一般次日即可收

到书。“飞鸽传书”和厦门 EMS 公司合作，由 EMS 提供物流配送服务，读者用微信支付运费：3 本以下（含

3 本）3元，3 本以上每增加 1 本，相应增加 1 元运费，每个包裹最多可寄 5 本图书。厦门市图书馆还专门

设置了“飞鸽传书”书库，配备近 2 万册图书，以各类新书、经典书、畅销书为主，包括少儿和成年人各

学科图书。这项策划是创新“互联网+”多元合作模式的代表案例，利用网络无所不在的优势，开展便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7%8C%AE%E6%94%B6%E8%97%8F/12651967


化服务，既推广了阅读，也便利了读者。

3 结束语

在当今信息社会，信息的便捷获取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在“互联网+”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利用

网络的便捷性，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均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为图书资源的公平利用提供了保障。“互

联网+”具有高度的便携性、互动性等优势，正助力图书馆不断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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