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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城市书房是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文化布局、服务以及环境的转型升级,改变了传统城市以市中心图书馆为核心的文化格局

模式,适应了当前人们追求快节奏、高品质生活与优雅阅读氛围的愿望,同时又通过现代化的高效服务、优越的环境提升了公

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益,为我国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发展带来了新方向。全民阅读需要系统的公共文化资源体系支撑,地方公共图

书馆是支撑全民阅读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骨架,而城市书房则是“干细胞”工程,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毛细

血管”。 

[关键词] 城市书房；阅读模式；新型模式 

 

“开卷有益,多读书,读好书”是自古以来人们的一个共

识。阅读能让人学到知识,提高自身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

“城市书房”是一个城市的书房,它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人

们“慢”下来,享受阅读的乐趣。它是一种全新的阅读模式

和产业模式,相当于一个文化驿站,集阅读、表演、展示、休

闲、沙龙于一体,是一项由政府部门主导、民间企业协同、

国家政策驱动、民众广泛参与、专业机构推动的文化事业,

区别于传统的图书馆模式,提供各种不同的阅读服务,满足

不同人群不同行业的阅读要求。 

1 城市书房运维形式的特征 

城市书房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图书阅读馆所,它是以政府

为主导、企业协同、民众参与、专业人才与机构推动的文化

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新型公共文化发展模式。它致力于满

足个性阅读,讲究定向服务于不同行业、不同社会角色的人

群,体现了城市文化发展的维度以及百姓精神需求的期待。

其运维形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1.1形式差异化 

城市书房的规划以便于广大群众就近阅读为目标,其布

局充分考虑到交通便捷性、人口密集度、市民意见等多重因

素,选取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环境安静的场所,既便于市民

就近享受阅读服务,也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同时,

城市书房建设定位为社区、企业等文化设施,体量不大,凸显

出“小而精”的特征。城市书房的装修设计非常注重文化氛

围的展现,通过舒适的布艺沙发、木质茶几、落地玻璃墙等,

构建起一个温馨、舒适、静谧、自由的阅读空间。书房外观

造型、室内设计注重体现文化氛围,空间与视觉上注重构建

精致、时尚的建筑风格,并结合所在地的生活方式与人文特

征,营造舒适、家居式的阅读环境。 

1.2价值公共性 

城市书房服务、活动价值导向、目的等方面的公共性是

其主要内涵。城市书房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构建文明新风

尚的有效途径。城市书房建设用心,装修精美,文化氛围浓厚,

并处在城市的显著位置,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在完善文化服

务体系的同时,也增添了城市文化厚重感,成为城市文明的

靓丽风景线,到城市书房看书也已成为新时尚。总之,城市书

房对提升城市品位大有裨益,是地方文化软实力的浓缩。 

1.3目标均等化 

城市书房的服务原则为向所有市民开放,提供高质量的

阅读服务,有着服务目标均等化的特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

制。”城市书房基于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日趋高端化、专业化

特征,将文化服务送到家,同时从建设到管理都引入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是文化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践。同时,城市书房有着充分的社会化

特征,其严格区分专业管理机构、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权利

与义务。 

1.4模式开放性 

全民阅读是长久性文化工程,需要更多文化交流以及社

会支持,而城市书房采取政府主导、共建共享的建设模式,

引导社会参与,让更多市民享受到了文化惠民的红利。当前

许多城市书房的规划建设采用众筹模式,从书房规划选址、

设计、建设再到日常管理,均非常重视社会力量的引入,以众

筹的模式盘活社会资源,分摊成本,合作共建。 

1.5资源共享化 

从服务内容来看,城市书房主要提供借阅服务、空间服

务以及阅读推广等,最大化实现资源共享。其服务包括免费

为读者提供借书、阅览等书籍资源流通服务；免费为读者提

供文化交流、学习空间,开展讲座、培训、沙龙等阅读推广

活动；地方城市书房标识统一,并通过编号设置便于管理服

务,利用专题网站建设宣传,使广大读者掌握城市书房最新

动态,并及时获取读者意见反馈。 

2 “城市书房”项目建设与运营对策建议 

2.1建议以区级图管为核心开发社区阅读空间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8 期◆版本 1.0◆2019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 

Education research 

社区阅读空间开发是图书馆与社区(居委会、业委会)

的合作模式,由社区提供场地,图书馆提供资源与技术,依托

社区附近的“中心馆”,使图书馆服务走进街区、实现图书

馆服务时间及地域的延伸和资源的流动。同时,利用“一卡

通”网络及互联网科技手段,达到社区书房夜间无人值守,

自助办证,刷卡开门,自助借还的24小时不间断服务。通过安

全门禁、全球眼监控等手段保障基础安全,实现公众不受时

间限制,全天候无障碍阅读。 

2.2科学引入PPP模式 

打造高端化、个性化私人书房。“城市书房”项目的建

设,在坚持正确文化引领的基础上,积极联动社会资本,引入

PPP竞争模式,树立融合发展、共享共赢的思维,注重具有特

色的高端化与个性化“城市书房”培育,形成与“社区书房”

差别化运营的全民阅读网络格局。 

高端化是指“城市书房”项目在承担其公共文化服务基

本功能的同时,更要体现在提供品质化服务水平、举办高水

平的阅读活动、实现群体化的凝聚空间等方面；个性化主要

是指“城市书房”项目首先要有统一的识别IP,同时又要根

据其地理环境、服务对象、文化定位打造不同的书房空间。 

2.3健全“城市书房”管理运营模式 

2.3.1规划“城市书房”布局。根据区内现有文化园区

分布及商业、居民布局情况,制订“城市书房”布局方案,

做到分布有点有面、科学合理统筹,避免同质化现象。 

2.3.2引入“城市书房”招标模式。在合理化布局的基

础上,制订“城市书房”项目建设招标实施方案,其中包括书

房位置、面积、投资、布局及责任等相关实施细则。对外发

布招标公告,引入社会竞争机制。 

2.3.3“城市书房”的科学化管理。“城市书房”日常管

理、活动安排以投资方为主,依据双方合作约定承担政府公

共文化服务责任,保障业务管理、书刊流通阅览、阅读指导

等图书馆基本服务和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文化社区)免费

开放；图书馆根据需求承担“城市书房”图书的定期更换、

维护及文化志愿者培训等工作。 

2.3.4打造“城市书房”的盈利模式。在保障为市民提

供免费图书阅览、借还、电子文献查询等基本图书馆服务功

能外,同时要积极探索和总结书房的盈利模式,针对不同风

格的城市书房发展,兼顾其自收自营的利润保障。 

2.3.5建立“城市书房”的考核标准。做到日常监督与

年度考评常态化,杜绝“城市书房”一建了事与流于形式的

情况发生。设计“城市书房”标识。 

依据区域文化定位及特点,设计一套具有文化特征和阅

读风格的IP标识,其中包括Logo、社区书房空间、城市书房

标识等。 

2.3.6加强“城市书房”的宣传推广。在“城市书房”

项目基本模式确定后,应考虑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等方面

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城市书房”与图书

馆站的关系,理解“城市书房”的功能、定位、服务等内容,

使“城市书房”能够真正在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其

应有作用,推动全民阅读的全面展开。 

3 结语 

在“全民阅读”的时代,“城市书房”作为一种新型的

阅读模式,它尊重个性阅读但又最大程度保留了阅读的最初

始目的,力求凝聚人们的思想,酝酿灵感,这是文化创意产业

的一种很典型的模式,它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精神财富,还带

来了价值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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