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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高校）图书馆空间变革的内外环境

二、（高校）图书馆空间发展的演进轨迹

三、（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实践案例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的服务创新



一、（高校）图书馆空间变革的内外环境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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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理论环境：“图书馆空间”主题研究时序演进

数据来源：文献总数：700 篇； 精确检索条件： ( 题名='图书馆空间' )；检索范围：期刊。

最早：娄策群.图书馆空间紧张的改善办法[J].大学图书馆通讯,1986(5).

第一空间（居住空间），

第二空间（工作空间），

第三空间（公共空间）。

索雅、米昆达、奥登伯格



理论聚焦：从“信息共享空间”到“未来学习中心”

2005年，吴建中正式将“Information Commons”引译为“信息

共享空间”，引领了近十余年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行动潮流。

 2022年，《大学图书馆学报》“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专稿刊发，

从理论维度引发新一轮高校图书馆空间变革带来的服务创新、业态

重塑与智慧变革的讨论。



“图书馆空间”国社科基金项目



1.2 政策环境：以“智慧图书馆”为空间建设锚点

2021年4月,《“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阐明要“以全国智慧图书馆体
系建设为核心,……在全国各级图书馆及其基层服务网点普遍建立实体智慧服务空
间”；

2021年6月,《“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力争到“十四五”
末,我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的发展目标；

2022年5月，《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强调“统筹推进国
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
容的供给能力”；

《国家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等行业规划纷纷将智慧图书馆空间建设作
为核心内容展开谋划布局。

高校：2022年底，贴息贷款：SM



智慧图书馆空间政策体系

课题组48份“智慧图书馆空间建设”政策编码分析表明：政策形成了“政策
基础→政策过程→政策目标”为基本进路的图书馆空间发展框架规划。



智慧图书馆变革政策的4个维度

图：智慧图书馆转型变革的政策环境框架



1.3 技术环境：“智慧空间”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人工智能时代的GPT、GIS等人工智能技术驱

动图书馆空间服务创新：

1.图书馆空间智慧感知与管理运维

2.24h 无人值守空间系统普遍启用

3.图书馆智能化用户空间服务实现

4.图书馆交互式体验设施设备完善

图片来源：AI 2.0时代智慧图书馆的GPT技术驱动创新

赋能“全域智慧服务”
——ChatGPT引致的数字服务空间形态变

革

拥抱“数实融合空间”时代：
2023年6月发布的Apple Vision Pro是一款支持用户
用手势、眼睛或者语音操作控制用来工作、娱乐、沟
通的产品，标志着人类进入‘空间计算’时代。



1.4 实践背景

服务设施体系再设计驱动的大学图书馆空间变革

一、从校园文化中心到知识管理

中心：为教学科研提供创新服务

的“现实需求”

产学研融合、信息协同创新服务体系强

调为师生提供更精准、更有针对性的数

据、知识、信息、培训、平台、教参、

文献、服务，支撑高校科研服务工作。

二、从文献信息中心到未来学习

中心：为非正式学习提供环境场

所的“用户期待”

读者在图书馆中开展的学习活动、空间

偏好、人学习空间和协作学习空间需求，

驱动着高校图书馆从空间布局、家具配

置、设施配备等方面优化再造空间。



以空间助力图书馆业态转型

“21世纪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模样?如何转型?如何创新?没有现

成的答案和模式可以参考。”

“图书馆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不仅体现在业务方式和

流程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办馆理念上，即以什么为导向、以什

么为核心的文化问题。”

——澳门大学图书馆吴建中馆长



1.5高校图书馆自我发展的需要

高校智慧图书馆空间建设困境：

（1）核心业务进退失据：搜集、整序、服务

（2）馆员队伍结构失衡：年龄、学历、能力

（3）主导地位话语失权：配角、依赖、迷茫

（4）发展观念共识失去：新馆、设施、经费

（5）推进工作过程失范：标准、规范、模式



狼来了？

•《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机构编制管理规定》

•《杭州市市属高等学校机构编制管理办法》

•教辅机构设置保持相对稳定，并严格控制挂牌机构数量

• 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图书馆、档案馆共同组成图文信息中心



三、（高校）图书馆空间发展的演进轨迹

Smart library space (history and future)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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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图书馆

对开架书库、阅览室、业

务用房、公共行政用房等

提出建设标准；提出模数

化建设概念，即荷载、层

高、柱网的统一标准；智

慧空间一体化建设。

近代学堂 /大学图书馆

新文化运动推动新式图书

馆文教建筑设计，京师大

学堂藏书楼等开始由文献

指向读者及其阅读，完成

从“私藏”到“公用”的

设计转变。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章程》

古代书院图书馆

725年丽正书院。

宋四大书院：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嵩song阳

书院、石鼓书院

3.1从藏书楼到当代大学图书馆建筑空间

空间功能、空间设计、空间选址、空间形制



3.2图书馆“智慧空间”概念内涵、阶段与解释

主流观点1

智慧空间是一种利用图书馆空间所提供的智慧服务，即与空间相关的无

人或自助服务，能感知用户需求，并主动提供服务。

主流观点2

 图书馆智慧空间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通过感知、分析、记忆、服务用

户, 整合WEB3.0技术、设备、资源、服务、环境及整个图书馆网络, 由物理

空间、虚拟空间、用户感知空间、支持空间等构成的多维自优化系统。

我们认为，图书馆智慧空间既可以认为是一种利用图书馆空间所提供的智

慧服务，也可以将其界定为一种具有高度交互性、互联性、感知性和创造性特

征，且能够为用户构建更加舒适、主动、精准服务的智慧环境。



智
慧
图
书
馆
空
间
发
展
阶
段

来源：周纲,等.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图书馆智慧空间服务[J/OL].图书馆建设:1-14



责任相关者视角下，智慧空间必然

趋向多元主体协同创新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构建“产品＋内

容＋运营”的服务生态链，充分地满足智慧空

间阅读全生命周期的业务需求。

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智慧空间

必然会经历相应发展阶段

智慧图书馆（空间）是图书馆的一个发展阶段、

一个进化过程和一个生态体系，必然会经历从

概念产生、模式探索、零星实践、实质推进发

展。

（高校）图书馆空间智慧化变革实践过程理论解释

数据与智能时代将图书馆引向颠覆式转型发展道路。大学图书馆智慧空间实践发

展过程可以采用生命周期理论、责任相关者对实践动因、肌理和进路进行解释：



智慧图书馆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分类

图书馆智慧空间分类一般包括场馆活动空间、主题服务空间、书库物流空
间、业务加工空间、楼宇运维空间，也可以分为：

书库空间：闭架式、半开放式、全开放式、密集书库四种模式

交流空间: 教学培训空间、信息共享空间、创客空间、阅读推广空间、小组

/团体研讨空间、技术体验空间、教师工坊等。

阅读/学习空间：学术特藏空间、研修空间、有声阅读空间、藏书室和自习

室等。

其他空间：馆员工作空间、读者休闲与解压类空间（影音空间等）、展陈空

间等。

20



双一流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统计
智联时代，从资源向服务转变、从数字到智慧转型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必将重构服务区、

藏书区、学习空间、共享空间、创意空间、展示空间、技术设备空间、内部工作空间等功能区。

……
统计来源：祁宁,赵思敏.“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新型空间建设现状调查及启示[J].河北科技图苑,2022,35(4):43-49.



3.3未来学习中心：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新样态

我们将鼓励一批高校依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习中心”，通过文献资源

整合、空间流程再造，构建智慧学习空间，鼓励探索团队式、协作式、主题式学习

，把图书馆建成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学支持中心，改革传统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新时代育人新范式。

  ——高教司司长吴岩在“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征程” 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图书馆要从知识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学习和研究合作伙

伴，在‘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大背景下，把智慧图书馆空间融入学校整体发展中

，成为深化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

——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长陈凌



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

2021年11月，教育部提出建设“未来学习中心”任务，鼓励高校依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

一批“未来学习中心”。2023年3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3年工作要点》探索推进未来

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西区未来学习中心中心共划分为20多个不同用途的学习

空间，成为图书馆智慧化建设的知识交流场所。

图片：中科大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官网）



三、（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实践案例

Practical cases of space reengineering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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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本科院校智慧图书馆整体情况

根据教育部公示名单中，省内公办二本及

以上高校约为32所，目前，已启动或正

在建设中的约15所、占比约为47%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
湘潭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师范学院
怀化学院
湖南警察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科技职院
...

3.1省域进展：以“智慧图书馆”为契机的空间再造



国防科技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

项目建设内容

 智慧图书馆综合管理平台

 电子资源管理分析系统

 图书馆智慧门户管理系统

 智能客服咨询系统

 图书馆大数据分析展示系统

 数据中心运行系统

 融媒体信息发布系统

 移动图书馆

 学科分馆

分期软硬件投入近3000余万用于建设智慧图书馆项目。



国防科大图书馆项目特色

平台管理中心（智慧图书馆
管理平台）、

电子资源管理与分析系统、

智慧馆务办公系统、

综合门户管理系统（互联网
门户、内网门户、大数据分
析展示系统）、

智能咨询系统、

移动图书馆（智慧馆员端、
读者端）、学科分馆等



南华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

投入千万用于新馆智慧图书馆信息化建设：

RFID系统

图书馆门禁管理系统

电子资源校外共享平台

模块化机柜及服务器

智慧研讨室

智慧阅读体验

智能客服机器人

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建设



湘潭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

项目建设内容

 智慧图书馆管理平台

 新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

 图书馆智慧门户

 图书馆大数据综合分析展示系统

 图书馆数据中心运行系统

 图书馆智能采选系统

 图书馆大数据分析展示系统

智慧图书馆一期投入近百万，解
决数据中心、智慧门户、软件平
台、图书管理系统等图书馆服务。



3.2从文献到空间：湖南大学图书馆研讨空间

为了提供更好的学术讨论与交流环境，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总馆、财院校区

分馆和德智园区分馆均设置了学习研讨空间，配置会议座椅、多媒体设备以

及网络环境，供学术团队、科研小组进行课题讨论、学术研究使用。



湖南大学图书馆主题空间

“四史”学习教育主题空间设在南校区老图书馆（特藏分馆）101室，面积220平方米，包

括藏书区、阅览区、互动区，是我校图书馆第一个集资源、服务、空间、展览于一体的多功

能主题空间。

“四史”学习教育主题空间服务：

（1）基层党建空间服务（含学习讨论、入党宣誓、场内主题党日等）；

（2）思政（移动）课教学场地服务；

（3）“四史”主题音视频视听与图书阅览服务。



中南大学图书馆研讨空间

研究讨论已经成为学生空间需求的重要方面。新校图书馆五楼南侧与西南侧共设有7间

研讨间，设备齐全，为研讨交流活动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可供3-5人（506左、507左、

508）、6-14人（506右、507右）、15-24人（509、510）等不同人数小组研讨，可预约使用。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空间改扩建：场所记忆的再叙

图书馆根据校园规划、环境特点及场地的限制，扩建新馆布局在原有图书馆的西侧，与原有建筑

连为一体，呼应传统建筑组群多向工整“Ⅲ”字对称的建筑原型。

设计采用了退台的方式增加空间与层次。一至三层主入口位置预留出室外灰空间，四层将南北两

个体块连通成整体，五层又在四层的基础上外挑，既满足庄重的“门”的形象，也起到遮阳作用。



湘潭大学阅读推广空间（知行讲堂）设计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是读者服务活动有序开展的物质载体，能够提高阅读服务效能与推

动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位于图书馆一楼的知行讲堂已经成为湘潭大学专家讲座、电影欣赏、

学生交流的重要空间。



南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空间

南华大学雨母校区新图书馆共12层，4万平方

米，每层均为开放式书库、阅览室、学习室，

共有3524个阅览座位。

新图书馆设有多媒体学术会议室、常规研讨

室、名师沙龙研讨室、启发实践型智慧研讨

室、5G+全景全息协同智慧研讨室等功能室，

更好地支持“一校一书——经典、精读、经

世”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的服务创新

Innovation in smart space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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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未来已来:大学图书馆空间服务核心价值

创新———积极创新图书馆服务，优化图书馆设施，营造舒适及便捷的学习环境;

合作———融入大学的学习、教学、研究及行政体系，加强与校内外部门的合作，

提升国际化能力，支持大学的发展;

服务———提供优质的资源及高效的服务，全力满足师生的需求;

融合———融入社会，服务社区，支持澳门社会发展，推动终身学习。



4.2空间服务供给

——“空间即服务、空间即教育”理念实现方式创新

⚫ 嵌入学习空间的学习支持服务：论文写作、文献检索、开题报告撰写等；

⚫ 嵌入研究空间的研究支持服务：项目申请、学科态势分析、专利分析、

情报分析等；

⚫ 嵌入教师的科研教学服务：教学方法研讨、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

⚫ 嵌入创客空间的创新培训、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

⚫ 嵌入新技术体验空间的新技术技能培训等。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每

天对进馆读者空间使用行为

统计分析的结果 :

个人自习或研究的    68%

小组学习讨论的       13%

咨询或借书的           7%

使用图书馆设备的     5%

其他                     4%

休闲吃东西             2%

咨询馆员                1% 

      

回应（高校）图书馆建筑空间及服务的用户需求、动机和行为



展陈空间设计
——打造“展”与“阅”相结合的素养教育空间

展 览 作 为 揭 示 和 开 发 馆 藏 的 重 要 途 径 ， 同 时 也 发

挥 着 与 外 部 利 益 相 关 者 相 互 合 作 展 示 科 技 、 文 化

和 产 品 的 重 要 作 用 。

图 1 - 2 为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图 书 馆 、 南 方 科 技 大 学 图 书 馆 展 列 空 间



数字阅览空间
高校图书馆数字学习设备空间：公平包容的底线

数字阅读空间被挤压，但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公平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学

生都能够有苹果电脑）；更是图书馆空间的多样性、可用性和开放性的表现。

图片来源：课题组实地调研



⚫ 智慧图书馆体系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与文化发展规划，成为继数字图书馆之

后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与高质量发展的

新一轮变革浪潮。

⚫ 未来学习中心是教育部到图工委的行动战

略，高校图书馆如何从技术意蕴、组织质

态与环境理路3个维度打造智慧化的未来

学习中心，建设符合未来人口发展、教育

改革趋向的智慧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值

得深入探讨。

4.3服务样态创新：打造智慧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

⚫ 未来学习中心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背景下，

充分利用智慧化技术打造更具价值的馆舍

空间服务，提升空间在支持交互式学习、

交流共享等方面的作用，体现智慧与交互

的时代功能。

⚫ 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

与社会进步背景下，未来学习中心不只是

对图书馆既有空间在功能和形态上的一种

简单改变，更多是在于探索一种新的学习

模式、创造一种新的学习生态。



建设智慧资源、智慧空间、智慧服务三位一体的

智慧图书馆（技术与管理）

行业发展规划下图书馆智慧化转型变革的实践锚点路向聚焦于文献资源、
用户服务、空间场景和技术应用4个维度。面向2035目标的公共图书馆，
应通过完善文献保障体系、弥散数实融合场景、塑造全域文化价值、加快
智慧化变革进程的智慧化转型。



4.4促进智慧图书馆空间政策与实践双层互动



、

技术

服务资源

空间



4.5发挥各高校图工委的引领作用

资源建设

学术交流

阅读推广

智图工程

……



图书馆

基础理论、学科
历史、前沿动态

专题专稿

不收费有稿费
新秀新锐

gxtsggz.cbpt.cnki.net
gxtsggz1981@163.com
0731-58298259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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