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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0 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形成

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2007

年 8 月，《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强调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明确了指导

思想和目标任务，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开始

快速推进。十余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基本建成，

在实践和研究领域皆取得丰硕成果，研究热点也随着

实践的推动和政策的引导不断变化。

1　研究概况

　　 笔 者 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 在 CNKI 和 万 方 分 别

检索 2007 年以来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期刊文章，以

“公共文化”“公共数字文化”为题名或关键词，在

CNKI 检索得到 5 005 篇，在万方检索得到 7 859 篇，

去重并剔除征文通知、政策文件等内容后，共得到

8 611 篇期刊文章。本文以此数据为基础，对论文关

键词、作者及机构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

1.1　论文发表量

　　2007 年以来，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期刊文章发

表 量 整 体 呈 上 升 趋 势。 其 中，2007 年 至 2010 年 间

波动幅度较小。2010 年底，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

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

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

将增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列为重要内容，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相关

的期刊论文数量也随之迅速增加。到 2015 年，覆盖

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开始构建新

形势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文数量保持在每

年一千篇以上，波动幅度较小，详见下页图 1。

1.2　作者及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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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2007-2010 年间，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重在研究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公共文化 ；2011-2014 年间，新增免费开放、均

等化、公共文化空间等热点；2015-2018 年，除前一阶段的内容外，以标准化促均等化、公共数字文化和“互联网 +”的应用、

社会化管理也成为热点。后续研究中，文化养老、文化扶贫、供需对接、法人治理、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问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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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earch in Academic Periodicals (2007-2018)
Li Xiumin

[Abstract]　From 2007 to 2011, research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mainly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system and rural public 
culture. During 2011-2014, themes on free opening, equalization and public cultural space gained growing attention. During 2015-2018, 
equalization promoted by standardization, digital public cultur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ized management became new hotspots. 
Henceforth, issues such as cultural elderly car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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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2018 年学术期刊文献发表数量

注：2018 年为不完整年，数据统计截止到 9 月 26 日。

注：由于软件无法区分同名作者，表中数据可能有少量偏差。

表 1　高产作者及文章数量（部分）

作者及机构

肖希明 , 武汉大学

柯平 , 南开大学

李少惠 , 兰州大学

吴理财 , 华中师范大学

李国新 , 北京大学

篇数

38

36

28

27

26

作者及机构

傅才武 , 武汉大学

林超英 , 华北理工大学

张梅 , 华北理工大学

陈通 , 天津大学

曹爱军 , 甘肃政法学院

篇数

22

21

21

21

17

①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kit for 

Informetrics, 简称 SATI)，用于辅助学术研究中的文献数据统

计与分析。

②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团队编写的社会网络数据分析

软件，具有很强的矩阵分析功能。

　　笔者利用 SATI 软件①统计高产作者及机构，发现

较为高产的作者如表 1。这些学者中，李少惠最早关

注该领域，2007 年发表相关论文 4 篇；柯平、李国新、

傅才武等人也较早进入该领域，并持续关注研究。

　　产出较高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大学、北京大学、河南省图书馆、中国传媒大学、华

北理工大学、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国家图书馆、

天津大学、兰州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总体而言，

目前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学者多数来自图书馆领域。

　　 笔 者 通 过 SATI 软 件 提 取 作 者 信 息， 利 用

UCINET 软件②的知识图谱分析作者合作情况，发现

共有 5 个合作相对密切、产出较高的学术研究团体。

　　（1）以林超英、张梅、高玉洁、冯佳洁等人为

核心的团体，依托河北省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

侧重研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并于 2017 年开

始研究文化养老的主题。

　　（2）以肖希明为核心的团体研究侧重在国外公

共数字文化的状况及启示、以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等方面。

　　（3）以柯平为核心的团体研究范围涵盖较广，

包括图书馆绩效评估、基层图书馆发展、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等。

　　（4）陈雅、王猛等人的研究聚焦在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体系的要素、效能、治理以及公共图书馆的总

分馆建设等。

　　（5）吴理财、夏国锋、刘磊等人研究文化治理、

公共文化体系发展等问题。

1.3　研究内容

　　2007 年以来，期刊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

三类：

　　（1）综合研究。从宏观角度分析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

概念和内容、构建主体及模式、体制机制改革、设施

网络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论述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对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2）机构研究。从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

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切入，分析这类机构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发展、问题和对策。

其中图书馆（包括公共图书馆、图书馆、高校图书

馆、农家书屋、县级图书馆、图书馆服务、基层图书

馆等关键词）占比最高，为 61.58%；文化馆站（包

含文化馆、文化站、乡镇文化站等关键词）次之，为

26.47%；博物馆（院）、美术馆、档案馆占比较低，

分别为 7.83%、2.63%、1.49%。

　　（3）专题研究。2007 年至今，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始终是研究的热点，主要包括农家书屋和农村图书

馆的建设和发展、农村信息化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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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2010 年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各类机构占比

表 2　2007-2010 年高频关键词及其词频

公共文化  84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9

公共文化服务 21

图书馆 35

农村文化建设 13

新农村建设 9

公共文化 9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59

公共文化服务 44

图书馆 46

文化馆站 17

农村文化建设 14

新农村建设 9

农民群众 8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6

公共文化 97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85

公共文化服务 50

图书馆 102

文化馆站 36

农村文化建设 18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11

新农村建设 8

农民 8

农村文化 7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05

公共文化 88

公共文化服务 51

图书馆 64

文化馆站 25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27

新农村建设 10

农村文化建设 7

农村文化 6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务 的 意 义 和 存 在

问 题、 文 化 扶 贫

和 精 准 扶 贫、 新

农 村 建 设 和 城 乡

一 体 化 背 景 下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网 络 建 设、 对 农

民 工 群 体 的 服 务

等。 服 务 供 给 方

面， 学 界 从 设 施

免 费 开 放、 服 务

均等化和标准化、

如何满足文化需求实现供需对接、社会力量参与、文

化志愿者服务、总分馆建设、财政支撑和投入、资源

共享等角度切入进行了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方面，包

括国外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及启示、数字图书馆、“互

联网 +”、新媒体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运用等。

此外，也有文章对公共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问题进行研究。

2　研究热点变迁

　　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受国家和地方政府出

台各项政策的影响较大。2007 年以来，国家先后出

台了多个文件指导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特别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和施行，

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性质和方向，构筑起我

国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分析每年

论文中的高频关键词，可以梳理研究热点的变迁脉络。

2.1　第一阶段（2007-2010）

　　2007-2010 年， 研 究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论 文 数 量

相对较少。综合而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意义、内涵和概念争辩；建设主体之争与路

径选择、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方式创新研究；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内

经验与模式、体制与机制 [1]。

　　这一阶段论文的高频关键词 ( 见表 2）主要呈现

出以下特点：

　　（1）图书馆对公共文化的关注度明显高于文化

馆站、博物馆和美术馆，其中图书馆、文化馆站的上

升趋势明显，博物馆和美术馆波动较小（见图 2）。

　　（2）着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研究。《关于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坚持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均等化，

把重心放在基层和农村。2007-2010 年间，关键词“农

村文化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热度持续增加，

位居前列。张红娟和李少惠 [2] 梳理了该阶段学术界对

农村公共文化问题的研究，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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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1-2014 年高频关键词及其词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33

公共文化服务 138

公共文化 138

图书馆 143

文化馆站 44

博物馆 17

美术馆 16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36

农村 32

农村文化建设 25

免费开放 38

均等化 10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42

公共文化服务 224

公共文化 110

公共图书馆 153

文化馆站 42

博物馆 10

美术馆 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39

农村 29

农村文化建设 15

农民 11

免费开放 24

均等化 2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37

公共文化服务 233

公共文化 160

图书馆 138

文化馆站 43

博物馆 18

美术馆 2

农村 3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30

农民工 27

免费开放 20

均等化 20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70

公共文化服务 251

公共文化 185

图书馆 136

文化馆站 73

博物馆 16

美术馆 5

农村 46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27

农民工 12

新型城镇化 12

城镇化 11

免费开放 11

均等化 27

公共文化空间 17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注 :2012-2014 年“美术馆”并非高频关键词，为表明各类机构在公共文化领域的研究状况，故列于表中。

系和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经费、设施、法律法规、绩

效评估、机制创新等方面。

　　（3）出现少量探讨总分馆制、均等化的文章。

李国新 [3]、张静 [4]、邵宏杰 [5] 等人将总分馆制与公共

图书馆服务体系结合进行了研究，学者多来自图书馆

学领域。曹爱军 [6]、张桂琳 [7]、边继云 [8]、蔡辉明 [9]

等人探讨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变迁、我

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原则、城乡公共文化均

等化存在的问题及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等化的

制度设计等问题，研究者多来自公共管理领域。

2.2　第二阶段（2011-2014）

　　2010 年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基本

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随后的《十二五规划纲

要》将增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列为重要内容，

2011-2014 年 间， 研 究 成 果 迅 速 增 加。 苗 美 娟 和 刘

兹恒 [10] 对这一阶段的期刊文献进行了梳理，提出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综合研究从宏观

角度介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意义、概念、内容、特征、

构建主体、问题、发展对策、绩效评估等；专题研究

则包括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研究和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这一阶段，图书馆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关注度最高，

文化馆次之，美术馆的关注度很低。除了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和农村公共文化的研究外，免费开放、均等化、

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研究热点（见表 3）。

　　（1）农村公共文化关注度较高。关于农村公共

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意义、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改善对策等方面 [10]，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发展理念错位、

文化资源及基础设施落后、文化生活匮乏、缺乏农民

及农民社团的积极参与、经费短缺、城乡二元结构、

体制机制缺乏活力、缺乏评估反馈等 [11]。后期，新增

农民工、城镇化等研究热点，包括对农民工需求的研究、

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缺失及原因、农民工纳入城市

公共文化供给、农民工公共文化空间消费情况和城镇

化过程中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

的成本、存在问

题及对策。

　　（2） 免 费

开放热度迅速增

长后逐步下降。

公共博物馆、图

书馆、文化馆、

纪念馆、美术馆

等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向社会开放

是“十二五”期

间的重要任务。

《十二五规划纲

要》发布之初，

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迅速响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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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阐述、研究免费开放相关问题，关键词“免费开

放”的词频于 2011 年迅速增加，并在随后逐渐降低。

研究内容包括：结合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论述免费开

放的必要性和意义，免费开放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促进作用，如何做好场馆的免费开放，免费开放的界

限及经费保障等。例如，李国新 [12] 认为，公共图书馆

在落实免费开放政策过程中，首先要完善和发展公共

图书馆基本服务的内容、范围和项目；其次要探索建

立真正落实公共图书馆经费分担机制的约束制度；第

三要健全和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评

价体系。王香瑞 [13] 提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是其公

益性和公众需求决定的，是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首先要突破的问题。

　　（3）均等化关注度逐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

最终目标是实现服务的普遍均等、惠及全民，即所谓

保基本、促公平，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14]。

2010 年前，有少量关于均等化的研究，2012 年，均

等化相关研究数量迅速增加，成为领域内较为关注的

热点。研究内容包括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实现策略，

西部落后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公共图书馆等机构如何推动均等

化，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省区差异，实现均等化

的法律保障，均等化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等。

　　（4）2014 年，公共文化空间相关研究成为热点，

研究者多来自图书馆界，重点集中在图书馆作为公共

文化空间的价值、特征及实现策略。如肖希明 [15] 认为，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图书馆具有平等性、公益性、开

放性、人文性等特征，需要重视图书馆作为“场所”

的作用，使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图书馆成为人们的精

神家园。吕亚娟 [16] 分析了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

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外部威胁，提出图

书馆应优化文化服务活动、注重社会效益的评价、引

入竞争机制、凸显特色服务。

2.3　第三阶段（2015 年至今）

　　2015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统

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

展动力，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文

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除了对体系建设、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的探讨外，研究内容呈现多样化，均等

化和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力量参与成为新的热点（见

下页表 4）。

　　（1）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标准化促

均等化则是其主要实现途径。标准化是为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的范围、种类、程度、质量等定出标准，把标

准上升为政府政策、行业准则，乃至于国家法律，以

强有力的刚性约束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教

无类”、普遍均等 [14]。均等化则重在实现区域、城乡、

群体间的均等，使全体公民能够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

基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柯平 [17] 等人梳理了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相关文献，提出目前相关研究主要

包括标准体系框架研究、保障范围和标准研究、标准

化问题与对策研究、财政保障标准研究、农村及特殊

群体服务标准化研究、图书馆等领域的标准化研究等

主题。张雅琪 [18] 等人梳理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相关研究，提出宏观层面主要探讨服务主体、均等化

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微观层面则包括财政制度、公

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活动、信息化和数字化等。

　　（2）关注数字化，包括公共数字文化、数字化

手段应用、“互联网 +”理念的延伸。公共数字文化

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

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

新阵地，是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

播范围的重要途径 [19]。在 2015 年前，即有学者研究

公共文化数字化，只是热度较低，随着互联网应用的

普及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数字化的要求，以数

字化手段推进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资源整合利用、推

动服务均等化和文化扶贫成为研究重点。2016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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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思维的应用广受关注，学者将互联网技

术与推动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优化服务手段、加强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服务精准化等问题结合进行探讨。

　　（3）逐渐关注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鼓励和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

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学

者从多个角度切入，研究公共文化的社会化发展，包

括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与模式、社会资

本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化运营

管理、文化志愿者服务、PPP 模式的应用及政府购买

社会力量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等。吴建中 [20] 以公共图

书馆为例，分析日本、英国、美国公共文化管理的不

同之处，归纳三国的共同点为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和

运用。

　　（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与施行，学

者从两部法律的解读与落实、法律框架下文化机构的

发展策略等角度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对两部法律进行

比较研究，如柯平等人 [17] 认为两部法律在结构、内容

上有诸多相似与不同，并从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基

础结构、内容构成、实践意义上对两部法律对比研究。

陆晓曦 [21] 通过比较两者重点内容，提出《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中关于设施布局、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基本

规定是面向各类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出的统一要求，

《公共图书馆法》逐一回应，并根据公共图书馆自身

的功能、特点和规律将要求细化、完善，使条款更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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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5-2018 年高频关键词及其词频

公共文化服务 32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310

公共文化 195

图书馆 195

文化馆站 58

博物馆 18

美术馆 16

均等化 43

标准化 19

农村 34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3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19

数字文化资源 18

社会力量 19

免费开放 19

公共文化服务 348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38

公共文化 214

图书馆 157

文化馆站 80

博物馆 33

美术馆 7

均等化 39

标准化 18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41

农村 35

公共数字文化 20

互联网 11

社会力量 17

政府购买 12

                —

公共文化服务 412

公共文化 187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70

图书馆 205

文化馆站 90

博物馆 38

美术馆 12

均等化 46

标准化 17

农村 21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17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41

互联网 + 15

数字化 10

社会力量 13

供给侧改革 11

保障法 24

公共文化空间 23

公共文化服务 200

公共文化 108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73

图书馆 98

文化馆站 38

博物馆 20

美术馆 3

均等化 9

标准化 6

农村 3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2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9

互联网 + 7

社会力量 12

供给侧改革 9

公共文化空间 14

保障法 14

公共图书馆法 7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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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共文化空间仍然受到关注，除了理论论

述外，学者也以城市图书馆、文学生活馆、绍兴舜王

庙会、乡村村落、独立书店、园林博物馆、群艺馆、

文化礼堂、青年空间等实际案例为基础，探讨公共文

化空间的构建。

3　研究趋势展望

　　 利 用 Citespace 的 Burst detection 功 能， 可 探

测出近两年关注度逐渐上升的研究内容，结合国家政

策指导、社会需求变化，笔者认为，以下主题可能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3.1　文化养老

　　2017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4 090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7.3%，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15 8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1.4%；预计到 2020 年，老年人

口达到 2.48 亿，2025 年，六十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3 亿，

我 国 将 成 为 超 老 年 型 国 家 [22]。2014 年， 陈 娟 [23] 探

讨了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2015

年，谭皓等人 [24] 提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漂

族”中的老年人群体日益增多，并关注针对“老漂族”

的公共文化服务。随后，陆续有学者研究农村老年人

的文化服务、老年人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公共文化服

务与空巢老人养老、广场舞和老年合唱团等方式在文

化养老中的功能等问题，广场舞、文化养老、老年人

等关键词的词频明显增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如何更好地对接老年人的文化需求、保障老年人文化

权益，实现文化养老，将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3.2　文化扶贫

　　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服务脱贫攻坚大局、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 [25]。2016 年以来，文化扶

贫、精准扶贫逐渐走入领域内学者视野，学界从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新技术在文化扶贫中的应用、贫困

地区文化服务精准识别、公共图书馆在文化精准扶贫

中的社会职能等角度切入进行了研究。随着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触角向基层的进一步延伸和扶贫工程的推进，

文化扶贫的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3.3　供需对接

　　公共文化服务应以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施网络已基本建成，但服务

效能有待提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

服务未能与群众的需求有效对接。建立群众文化需求

反馈机制，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群众文化需求，制定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

服务 [26] 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下，如何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精准识别

和掌握群众的文化需求，创新调整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模式，充分发挥公共文化产品的价值、提升服务效能，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3.4　法人治理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等重要文件都明确要求，要推动公

共文化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

深化公共文化机构运营模式与机制改革的重要途径，

2014 年 7 月，原文化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等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部署在全

国开展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试点工作 [27]。目前，以

图书馆学界为主，对法人治理结构的机制、问题和对

策进行了探索研究，但不够深入，随着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深化，

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3.5　文旅融合

　　文化和旅游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基于文化名

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特色文化等开展的文

化旅游是旅游产业中的热点。“文旅融合”是一种以

传统旅游业为基础的新型“旅游 +”产业模式，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促进旅游产

业与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28]。在此背景下，

019 
Library  Development

公共文化研究 10 年



夏国锋 , 吴理财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述评 [J]. 理论与

改革 ,2011(1):156-160.

张红娟 , 李少惠 .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研究综述 [J]. 图书情

报工作 ,2011,55(19):53-57,48.

李国新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图书馆 [J]. 图书情报

论坛 ,2008(4):3-9.

张　静 , 李书灿 . 基于和谐文化建设的图书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探析 [J]. 图书馆论坛 ,2009,29(2):5-8.

邵宏杰 . 实行总分馆制 , 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丹

东地区公共图书馆实施集群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J]. 河南

图书馆学刊 ,2010,30(2):77-78,140.

曹爱军 .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 制度变迁与协同 [J].

天府新论 ,2009(4):103-108.

张桂琳 . 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原则 [J]. 中国

政法大学学报 ,2009(5):44-51，158-159.

边继云 . 河北省城乡公共文化均等化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

[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9,8(4):58-

61.

蔡辉明 . 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制度设计 [J].

老区建设 ,2008(10):47-50.

苗美娟 , 刘兹恒 . 近五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综述 [J].

图书馆论坛 ,2016,36(2):35-42.

周晓丽 .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问题与对策分析 [J]. 理论月

刊，2010(5):176- 178.

李国新 .“十二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机遇 [J].

图书馆建设 ,2011(10):2-6,11.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王香瑞 . 公共图书馆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56(S1):17-19.

李国新 .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攻方向 : 标准

化、均等化 [J]. 公共图书馆 ,2014(4):2.

肖希明 .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 [J]. 图书馆论

坛 ,2011,31(6):62-67.

吕亚娟 .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 SWOT 分析及发展

策略 [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4,32(3):22-24,28.

柯　平 , 刘旭青 , 裘　爽 , 等 .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J]. 情报资料工作 ,2018(3):6-10.

张雅琪 , 陈韩梅 , 刘旭青 , 等 .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研究综述 [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8,27(1):31-39.

文化部 , 财政部 .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

指导意见［EB/OL].(2011-11-15)[2019-01-10].http://

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12/

t20111209_614350.htm.

吴建中 . 社会力量办公共文化是大趋势 [J]. 图书馆论

坛 ,2016,36(8):37-38,47.

陆晓曦 . 从全面保障到具体落实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和《公共图书馆法》重点内容比较分析 [J]. 图书

馆 ,2018(4):1-6.

智研咨询 .2017-2020 年中国养老产业行业发展趋势

及 投 资 战 略 研 究 报 告 [EB/OL].[2019-01-10]. https://

www.chyxx.com/research/201612/473223.html

陈　娟 . 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文化养老”中的地位

与作用 [J]. 大众文艺 ,2014(17):15-16.

谭　皓 , 田璐琳 .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视角下满足“老漂族”

精神需求的对策 [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5,36(1):52-

54.

李国新 . 贫困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N]. 中国文化报 ,2015-12-11(7).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EB/OL].(2015-01-14)[2019-

01-10].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4/

content_2804250.htm.

李国新 . 我国公共文化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 [J]. 图

书馆建设 ,2015(2):4-7.

冯　 健 .“ 文 旅 融 合” 该 从 何 处 着 手 [J]. 人 民 论

坛 ,2018(32):86-87.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 作者简介 ]

李秀敏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E-mail：
lixiumin1202@126.com。

 [ 收稿日期：2019-03-26]

如何实现资源整合、理清内涵外延、建立体系框架都

值得进一步研究。

3.6　乡村振兴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始终受到大量学者的关注，乡

风文明建设、基层文化服务提升、民间文化艺术的扶持、

乡土人才培养、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文化帮扶都是政策

文件关注的内容。2018 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 － 2022 年）》，均提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

务。在此背景下，如何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标准体系、网络体系、内容体系和人才队伍，将公共

文化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群众，实现乡村文化的繁

荣兴盛，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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