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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all	kinds	of	reader	activ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nationwide	reading.	The	successive	promulg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Guarantee Law and The Public Library Law	has	provided	a	good	policy	and	
legal	environment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introduce	social	forces	to	jointly	carry	out	diverse	reader	activities.	The	addition	of	social	
forces	makes	up	for	some	shortcomings	of	the	public	library	itself	in	carrying	out	reader	activities.	Enterprise	as	an	important	social	
force	to	join	the	public	library	reader	activities,	has	its	own	unique	advantages,	but	also	accompanied	by	many	problems,	how	to	
avoid	these	problems,	the	introduction	of	maximize	th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	 this	paper	gives	advice,	and	for	the	future	public	
library	enterprise	reader	activities	gives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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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层公共图书馆引进企业合作开展读者活动的思考和
建议
和晓旭

邢台市图书馆，中国·河北 邢台 054002

摘  要

开展各式各样的读者活动是推动全民阅读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
出台，为公共图书馆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开展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社会力量的加入弥补了公
共图书馆自身在开展读者活动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力量加入公共图书馆读者活动的开展时，有自
己的独特优势，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问题，如何规避这些问题，把引进企业带来的优点最大化，论文给出了建议，并且对今
后公共图书馆引入企业开展读者活动给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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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入社会力量开展读者活动是基层公共图
书馆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方式之一

自 2014 年起，“推动全民阅读”连续五年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政府各部门对全民阅读的推动情况十分重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了社会力量在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提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特别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兴办实体、

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捐赠产品等方式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全民阅读的一个重要文化阵地。公共图

书馆推动全民阅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开展各式各样的读

者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培养不同社会群体的阅读

兴趣和阅读习惯。为了满足读者日益增长、日渐多元的文化

需求，图书馆开展的读者活动必须形式多样且内容广泛，这

对图书馆有限的资金、单一的人员结构和一元化的资源结构

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开展读者活动不仅

可以弥补公共图书馆由于自身局限性在开展读者活动方面

的不足之处，还为公共图书馆打破传统的读者活动格局、创

新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提供了可能。此外，《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也为社

会力量参与到公共图书馆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

境。目前，引入社会力量联合开展读者活动在各基层馆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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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始施行。

2 企业与图书馆合作开展读者活动的优势

社会力量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民营组织或个体志愿者等等，是指超出图书馆自身范

畴的社会机构、组织或个人。企业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它

有借助于图书馆这类公共平台宣传自己的需要，比其他社会

力量同图书馆合作的欲望更加强烈。与其他社会力量相比，

企业在与图书馆合作上的确有它独特的优势：与政府机关或

其他事业单位相比，企业的管理模式更加灵活、创新能力更

强、接触到最新的文化产品和阅读活动的概率更高，在减少

合作成本、创新读者活动形式和内容上略胜一筹；与各种靠

兴趣和意愿随机组合到一起的民间团体相比，企业纪律性更

强、合作欲望更高，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配合图书馆开展

读者活动；与个体志愿者相比，企业则具有经验优势、团队

优势和资源优势 [1]。

目前已经同各基层公共图书馆开始广泛合作开展读者

活动的企业主要有出版商、数字资源提供商、培训机构、书

店、绘本馆、童书馆等和图书馆有业务联系或性质接近的

企业。

3 社会合作的主要内容

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式各样的

阅读推广活动，如公益讲座、公益展览、借阅服务进企业、

举办公益培训，借阅服务进企业、资源建设及资源共享，其

他宣传推广活动等。阅读推广活动因其形式多样，最易引进

企业开展联合活动，目前已经开展的形式有英语培训、绘本

剧表演、故事会等。在合作中，图书馆通常起到组织作用，

而具体活动策划与实施则由企业开展 [2]。

4 引入企业开展读者活动遇到的问题

虽然引进企业共同开展读者活动益处颇多，但以这种

形式开展读者活动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各项机制还不完

善，加之企业属于营利性机构，与公共图书馆的机构性质不

同，在真正合作开展读者活动时，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具

体如下。

4.1 意见出现分歧，导致活动走形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加入图书馆联合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本质上是想宣传推广自身机构。而公共图书馆是公益的，

以免费向社会提供文化服务为宗旨。由于合作各方的出发点

和立场不同，在活动的策划与组织过程中，图书馆和合作方

企业的意见经常会产生不一致，经过双方各自妥协后，有时

还会受限于一些客观因素，最终成形的活动会和最初预想的

产生变化，活动效果也会打折。例如，邢台市图书馆原想与

某英文绘本馆联合开展一个英文绘本小剧场，由于该绘本馆

打算不久后移址，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排演上，最

终英文绘本剧变成了一个有互动的故事会。活动形式和活动

效果与最初预想偏差较大 [3]。

4.2 不可控因素增多，活动变数增加
企业的加入增加了读者活动开展时的不可控因素。所

谓不可控因素是指在活动策划、组织过程产生的一些主观或

客观因素，导致活动没有按照事先计划的那样进行。客观因

素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无法避免的，如企业内部员工更迭、企

业倒闭、设备损坏、停水停电等。主观因素就是合作方为了

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不按事先计划的进行。例如，合作方企

业在图书馆禁止的情况下以签到的形式获取活动参与者信

息、在图书馆场所内张贴企业的宣传海报，甚至在活动举行

过程中临时加插进宣传公司及公司产品等不在活动策划中

的内容，无故缺席活动或提前退出定期开展的活动等 [4]。

4.3 零散合作，活动碎片化严重
所谓碎片化是指图书馆联合各个企业合作的各种读者

活动孤立开展，缺乏系统化，没有实现以活动促活动的效果。

例如，图书馆跟某个英语绘本馆联合搞了个英语演讲比赛，

过了几天另外一个英语培训机构找上门，又同他们联合举办

了几期青少年英语培训。原本经过培训后再参加演讲比赛会

大大提高读者的参赛热情和参赛素质，因为各个活动的孤立

开展，错失了活动效果翻倍的机会 [5]。

4.4 活动的持续性差
活动的持续性差是指某些可以长期开展的活动，在开

展了几期后中断或停止。这种问题的出现跟企业参与进来的

动机关系很大，有些企业很短视，在达到了或达不到自己预

期的宣传效果时都会选择中途退出，当然也有部分企业是因

为某些客观因素退出的。活动持续性差不利于图书馆打造品

牌活动 [6]。

5 公共图书馆今后引进企业合作开展读者活
动的建议

5.1 掌握主导权
图书馆开展读者活动必须是在公益性的原则下，最终

实现阅读推广的目的。企业属于营利性机构，如果掌握了活

动的主导权，活动的属性和走向很可能就发生变化了，所以

图书馆一定要牢牢把握活动的主导权。要想把控活动的属性

和方向，公共图书馆起码要负责活动策划、组织中的至少一

项，不能两项都让合作方企业负责，否则活动的主导地位名

存实亡，活动也可能会失控 [7]。

5.2 完善合作机制
公共图书馆要想与各种社会力量进行长期合作，就必

须建立起长效的合作机制。首先，公共图书馆应该搭建社会

力量参与平台，建立引入标准，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做

到最大程度地招揽、有选择地引入；其次，要建立相对完善

的考核评估体系和监管制度，尽量把不可控因素排除在外；

最后，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完成优胜劣汰。完善的机制

有利于确保社会力量参与读者活动的开展沿着健康、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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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发展 [8]。

5.3 完善相关法律手续，做好活动应急准备
由于合作过程中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为了降低活动

产生变数的概率，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合作双方应签订法

律文件，在法律的约束下合作开展活动。为了最大程度地保

证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图书馆的信誉和读者的信任，每次

活动都要有 B 方案，紧急情况下启动。

5.4 采取“项目制”方式合作，有计划地引入合作方
要想解决“碎片化”的问题，图书馆可以采取“项目制”

的方式与社会力量开展合作。项目制一般是根据单一或多个

选题运作的全流程设定任务目标，以项目目标为中心进行流

动重构，形成项目组。图书馆可以自主策划，预先制定项目

计划，然后有计划地引入合适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根据各

方优势，分配相应的任务职责，多方协作，共同完成一个系

统化的项目 [9]。

5.5 培养图书馆自己的人才队伍
图书馆在与企业合作开展读者活动的过程中，要学会

“偷师”，引导相关工作人员学习企业的先进的活动理念和

专业的活动技能，从而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一方面在活动

出现变数时可以应急，另一方面为将来储备人才。

5.6 打造品牌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力
图书馆读者活动品牌化就是提升用户对图书馆某项活

动或活动系列的认知度、积累社会美誉度、形成品牌忠诚度

的过程 [4]。社会力量也会在联合开展品牌活动的过程中提升

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在合作中，图书馆务必要引起各方

对品牌效应的重视，建立起他们的品牌意识，协力打造品牌

活动：前期要做好调研和规划工作，确保活动是和读者需求

精准对接的；中期留意读者的反馈，修正活动中的不足，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力；后期注意维护读者群体

和开展持续性服务 [10]。

5.7 效益共享，难关共克
效益共享是指在合作中产生的效益，图书馆与合作方

企业共同享有。效益共享很重要，它能起到激发各参与方积

极性与创造性的作用。难关共克是指如果项目或活动的难度

超出了预期，合作方企业无法按照约定的效果完成自己在活

动或项目中承担的那部分，图书馆不是一味地施压，而是了

解问题和难点出在哪儿，尽最大力量帮助他们，使活动正常

开展。给予企业适当的人文温暖，不仅可以留住企业，展开

长期合作，也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完成活动或项目的成本以及

降低项目或活动流产的概率 [11]。

5.8 以开放的理念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图书馆要引进企业联合开展读者活动，却不能依赖企

业，保持独立性也是图书馆开展读者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

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给图书馆更多的选择空间，

让企业有适当的危机感，可以让图书馆在与企业的合作中游

刃有余，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主导性。另外，企业在开

展读者活动时也有自己的劣势，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可以

弥补它的不足之处。因此，图书馆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

纳、吸引、培育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中来，

增加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6 结语

《公共图书馆法》明确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政策支持。”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

入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当中来，加入读者活动的开展中来。企

业这一营利性机构加入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中，对于图书馆来

说是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则不仅能缓解公共图书馆在资金、

资源、人力结构方面的问题，还能激发出公共图书馆的潜在

的能量和活力，甚至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使用不当也

可能为图书馆的发展增添阻力，甚至埋下隐患。基层公共图

书馆在引入企业开展读者活动时，一定要想方设法规避引入

企业带来的风险，解决引入企业带来的问题，放大引入企业

带来的优势，实现共赢，同心协力推动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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