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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设立和完善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
思考与建议

魏金玲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24小时自助图书馆作为我国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重大创新，在推动市民文化生活的便利化，提高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营造城市文化氛围，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促使其在我国更多城市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在其设立和完善方面提

出了有关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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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立和完善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重要意义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以自助图书馆服务机为窗口，为市民提供

人性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图书馆服务，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服务延

伸，即包括地点、时间、窗口服务、图书资源等多方位的延伸，更有利

于保障公众基本公共文化权益的实现。它的设立与完善将对加强我

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强的精神文化

需求，推动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可以提供更为便利的阅读条件，推动市民文化生活的便利
化。在当前城市生活中，随着人们工作和生活节奏的普遍加快，居住

地和工作地的相对分散，市民对文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突

破时间、地点局限地借阅图书，成为众多市民的愿望。然而，我国不少

城市现有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布局和服务方式等却难以顺应时代的

发展和市民的需求。

如果在我国很多城市街区设立并推广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市民
就可以在便利的时间和地点实现快捷借阅图书的愿望。这将会大大

增加市民阅读的便利性，推动市民文化生活的便利化。自助图书馆所

带来的便利性，将会从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多数城市现有公共图书

馆数量不足、布局不均衡的状况，更好的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

求，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促进城区十分钟

或十五分钟文化圈的形成。

（2）可以创新图书馆服务方式，提高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这种新型图书馆模式的出现，不仅给广大读者带来了使用上的便利，

也给图书馆本身的建设和管理带来了一种重要创新。自助图书馆可

以 24小时无间歇工作，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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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外延。而且，自助图书

馆的广泛使用，还可以有效地缓解图书馆馆藏空间的压力。通过自助

图书馆的分流作用，中心图书馆就可以集中精力开展多样化服务、多

元化服务以及个性化服务等，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原有图书馆的服

务水平。[1]

（3）可以激发市民阅读热情，营造城市文化氛围。24小时自助图
书馆的设立和完善，将使市民阅读的便利性大大增强，随之而来的市

民阅读热情也将会大大激发。这对增强城市文化活力，营造城市文化

氛围，推进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4）可以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符合文化发展的方向。作为文
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典范，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符合“集约化经
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自助图书馆的创建，将较大的降低建

设和运营实体图书馆的资金压力。与传统图书馆相比，自助图书馆在

节约土地资源、降低能源消耗、环境保护、建设周期、人员及资金投入

等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2]对于我国很多资源紧缺型城市来说，在加
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设立和完善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就显得尤为
重要。

2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我国城市的发展状况
2008年 4月，我国第一台自助图书馆服务机由深圳市图书馆推

出。目前，自助图书馆系统已被北京、上海、西安、广州、长春、成都、武

汉、郑州、三亚、济南等国内多个城市引入运用，有些城市已经运营多

年，有些城市正在制定引进计划，24小时自助图书馆已经成为很多
城市街头的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1）深圳市自助图书馆发展情况。2008年 7月，深圳市首批 10
台自助图书馆服务机开始进入街区为市民服务。到 2011年 8月，已
在全市陆续建成 160座自助图书馆，总计服务读者 215.08万人次、
办理新读者证 5.78万张、处理文献 461.39万册次、完成预借送书总
量 16.40万册次，借还服务总量相当于两个中等规模的图书馆。[3]从
自助图书馆布点来看，160台自助图书馆服务机分布在住宅区、工业
区、商业街、城中村、学校、医院、口岸边防等多个地方，与基层图书馆

错位互补，构成服务便捷、覆盖全市的图书馆网络，被市民称为身边

永不关闭的“百姓书房”。[4]截止目前，这一自助系统已经遍布深圳各
主要街区，大大满足了市民对知识和书籍的渴求。

（2）北京市自助图书馆发展情况。2011年 8月，北京市首批 10
座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朝阳区街头建成。这 10座自助图书服务机
布点在区图书馆、科技园、文化广场、百货广场及社区商业街等地方。

从服务情况看，被称为“图书 ATM机”的朝阳区自助图书馆在完成一
周服务后，10台服务机已总计为市民自助办证 649张，是同期朝阳
区图书馆办证量的 4.6倍；同时还外借图书 2400余册，达到朝阳区
图书馆同期外借图书量的三分之一。[5]朝阳区 24小时自助图书馆自
2011年设立以来，为更好地满足读者的使用需求，提高读者的使用
体验，还创新增加了扫码借阅、微信预约、电子资源免费阅读等功能，

成为朝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8年底，北
京市图书馆数据显示，这种街头自助图书服务机在全市共有 169处。
（3）上海市自助图书馆发展情况。2010年 4月，在世博会前夕，

上海市首批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陆家嘴、淮海路等繁华路段设立，
成为当时一道新的文化景观。世博会期间，上海浦东陆家嘴图书馆又

为市民开办了多座自助图书服务机，陆续形成全天候开放的新型图

书馆服务体系。目前，上海在市区的很多街道都设立了这种自助图书

服务机，选址方面有商圈、园区，也有居民社区，有些自助图书服务机

周围还配套了长椅、廊架等设施，搭建了舒适的户外阅读区。

（4）国内其他城市自助图书馆发展情况。目前，国内很多城市都

已引入、设立了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既有沿海城市、内陆城市，
也有边疆城市；既有副省级城市、地级市等大、中型城市，也有县级市

这种小城市。如除了在西安、长春、广州、武汉、济南、成都等市早已引

入、运营了这一自助图书服务系统外，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也在

2015年 6月在林芝市开办了首个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就地级市来
说，东莞、三亚、珠海、南宁、广安等市也早已引入使用这一自助图书

服务系统。其中，东莞市早在 2009年就已在街头设立 24小时自助图
书馆；三亚市在 2011年初建成使用 2个 24小时自助图书馆试点；广
安市于 2011年 4月建成西南地区首家城市街区 24小时自助图书
馆。就县级市来说，安徽省临泉县于 2018年 12月设立了首个 24小
时自助图书馆。

毋容置疑，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一些城市的多年运营中也暴露
了一些问题，如因为选址不合理，宣传不到位，图书容量少，更换不及

时，运维服务滞后等，导致这一自助图书馆系统使用率偏低，用户体

验不高。未来，我国城市在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设立和使用过程中，
要加强对读者意见的倾听，注重对用户体验的调研，及时完善运营过

程中的问题。

3 在我国城市设立和完善 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几点建议
作为传统公共图书馆的有益补充，作为近年来很多城市选择的

一项重要文化基础设施，为使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更多的城市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其设立和完善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选址与布点，应在全市广泛征求意见。
自助图书馆的选址非常重要，只有合理选址，科学布点，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它的作用，才能更好地为大多数市民提供便利的借阅服务。

可以在引进自助图书馆之前的几个月，在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中向

全市广泛征求意见。

（2）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开放时机，最好选在城市全民读书月
活动期间。这样，在浓厚的阅读氛围中，才会使自助图书馆的使用效

果更好。另外，在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开放前后，都要加强对它的宣传
报道，增强市民对它的知晓率。

（3）在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开放之初，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文化志
愿者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考虑到市民对这一新鲜事物的认知度与

熟悉操作程序需要一段时间，建议在自助图书馆投放的前三个月，配

备一定数量的文化志愿者为市民答疑解惑，手把手教市民使用。

（4）在 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机的图书配置上，应能根据不同
的投放地点体现出不同特色。比如在商业区可以以时尚类、经管类、

科技类图书为主，在居民区可以以保健类、生活类、教育类图书为主。

同时，应该根据读者在借阅过程中反馈的一些数据，按期及时调整图

书配置，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5）在 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运营过程中，应根据读者需求不断完
善运维服务。应关注读者需求，顺应时代发展，及时创新服务方式。如

改革自助图书馆在自助办理读者证的时候只支持现金支付押金的方

式，尽快探索当前市民普遍使用的移动支付模式。再如顺应时代潮

流，在自助图书馆系统多增加电子图书资源，以满足年轻读者的阅读

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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