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笔者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知网文献检索高级检索界面以篇名“图书馆”并

含“创客空间”作为条件检索式进行文献检索，共获得 242 条检索结果，剔除其中

不符合检索条件的 110 篇（包括：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 37 篇，国内图书馆创客空

间 4篇，社区图书馆创客空间 2篇，国内外图书馆创客空间 2篇，国外图书馆创客

空间 5篇，国外某某图书馆创客空间 8篇，未注明类型的图书馆创客空间 52 篇），

最终得到 132 篇符合检索条件的文献。

（1）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研究文献 2014 年才出现，起步较晚，但增长速度较快，

2016 年出现了井喷，当年文献量达到了 79 篇。由于知网收录文献有一定的滞

后性，2017 年可检索到的相关文献数量为 37 篇，对比近几年该主题发文量的

增长速度及收录的滞后性，预计 2017 年文献总量应和 2016 年持平或稍高。由

此可见，目前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研究已形成了热点。

（2）国内研究者对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研究成果质量较高，发表在图书情报核

心期刊的文章数量达 16 篇，占总量的 12%；发表在图书情报普通期刊的文章数

量 36 篇，占总量的 73%；发表在非图书情报期刊的文章数量为 26 篇，占总量

的 15%。

（3）国内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建设策略、应用前

景、思考启示、调查研究 5个方面。其中，理论研究 62 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47%；策略战略 49 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37%；应用前景 9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7%；思考启示 7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5%；调查研究 5篇，占总文献数量的 4%。

可见，国内研究者对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研究文献主题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

和策略研究上面。

（4）132 篇国内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研究文献中，作者机构为本科院校的总发

文量 127 篇，占总发文量的 96%；作者机构为高职院校的总发文量 5篇，仅占

总发文量的 4%。可见，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这个课题的研究者，无论是机构

层次还是研究成果的质量，都处于较高的水平。

（5）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这一课题获得基金支持的力度明显不足，132 篇文献中

仅有 5篇获得基金的支持，分别是陈艺 2015 年 1 月在《新世纪图书馆》发表

的《高校图书馆引入“创客空间”的思考》和 2015 年 3 月在《高校图书馆工

作》发表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张微微 2016 年 3 月在《内蒙古科

技与经济》发表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实施研究》、陈婧 2016 年 5 月在

《图书情报知识》发表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研究——以美国学术图书

馆为例》以及马君丽 2017 年 6 月在《经营管理者》发表的《关于高校图书馆

创客空间建设的探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科研机构对高校图书

馆创客空间项目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足。

1.2 研究目的

（1）在创新创业背景下探讨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的必要性、可行性；

（2）分析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及服务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

（3）在双创背景下探寻高校图书馆服务的转型发展趋势。

1.3 研究意义

（1）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是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号召的实际行



动；

（2）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拓展了图书馆的空间功能，能最大限度满足高校

用户日益增长的教学、科研、创新、创业等需求；

（3）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是图书馆空间变革的有力举措，开启了图书馆空间

变革的新里程；

（4）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服务创新，是促进图书馆服务

创新的重要动力。

（5）为营造和谐、优质的高校教学生态环境提供了保障。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

间，势必会促进教师、学生、馆员的三方合作及交流，三方努力形成的合力，

将使校园创新创业取得辉煌的成果，对促进高校教学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切实

的保障。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研究内容

（1）“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运动对高校图书馆的冲击和影响。

图书馆一直以来都容易受到新理念、新技术的影响，我们从图书馆的数字化、

信息化、自动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几乎每一项新的服务理念、服务模式或信

息技术的兴起，都可以引起图书馆领域的极大关注并推动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升

级，而“双创”运动对图书馆的冲击和影响也自然不例外。

（2）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006 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已开始探索在学术研究服务背景下建设信息共享空

间的可行性，上海图书馆将馆内面积约 800 平方米的专利标准检索工具阅览室改造

为“创·新空间”，在 2013 年 5 月 27 日投入使用，此举开创了国内图书馆创建创

客空间的先河。此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纷纷推出创客空间服务。

由于图书馆和创客空间的社会价值，都是紧紧围绕着“知识、学习、分享、创新”

这几个关键词展开，因此图书馆和创客空间的社会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是越

来越多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的根本原因。可见，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是图书馆

发展的必然趋势。

（3）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必然要求图书馆进行服务创新。

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对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图书馆必须充当

起知识产权顾问、信息素养导师、第二课堂设计师和大数据仓管员等新角色，从

建立知识产权风险机制、开展嵌入式定向专题信息服务、整合利用图书馆空间功

能以及深化创客空间数据挖掘等方面进行服务的创新。

（4）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趋势。

未来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趋势将是集校园创新创业基地、思想创意孵化

器、创客文化孕育沃土、大学生知识创新第二课堂等功能为一体的新空间，在支持

大学生创意和知识转化，引领和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等方面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

用。同时，移动创客空间是未来图书馆创客空间的重要发展趋势，将弥补固定场所

创客空间的许多不足。

2.2 研究方法、思路

（1）大量查阅与本项目相关的文献资料，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准备了充足的资料。

（2）分析了国内外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成功案例，学习其建设管理经验，为本项目

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



（3）应用常见的战略工具，比如：SWOT（优势、劣势、机遇、威胁）、核心能力分

析法、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情景规划法、价值链分析法等，制定出更加科学、

有效的策略方案。

（4）结合创客空间构建实例，探求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以及图书馆服务创新

的策略；

（5）通过研究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及服务创新，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给其

他类型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3 结论与建议

3.1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的结论及建议

目前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研究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提

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未来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构建方式、运行模式、保障机制、

协作交流、馆员成长这五个方面。

3.1.1 构建方式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可以根据各图书馆的实际情

况、所在学校的办学特色、创客空间的功能定位等因素而采取不同的构建方式。国

内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建立了咖啡吧，但大部分咖啡吧的功能只局限于给大学生提供

一个休闲、小资的空间环境，和真正意义上的创客空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高校图

书馆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学校其他部门（例如科协、团委、创新创业学院等）和咖啡

吧的投资者达成协议，合作共建创客空间，通过双方或多方的通力合作达到共赢；

高校图书馆也可以通过重新规划图书馆空间，借鉴国外许多图书馆“密集收藏、空

间它用”的做法，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支持服务创新，这就包括增设图书馆创客空间；

如果现有的图书馆空间已饱和，不能通过空间调整来建立创客空间，可以在图书馆

外新建创客空间，但这种构建方式存在成本大、难管理、图书馆资源难调配等缺点。

3.1.2 运行模式

高校图书馆应综合考虑学校开设专业情况、学生培养目标、创客需求、创客空

间定位、图书馆馆情等因素，从而决定创客空间应采取何种或多种运行模式。根据

创客空间的特点，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一般可以采取以下三种运行模式。

① 思想创意型模式

思想创意型也可以称为头脑风暴型，头脑风暴型模式的创客空间，其主要特点

是创客围绕某个项目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思考，由思考而迸发出新的想法、理念，

通过编程软件、3D 建模、3D 打印机等工具开发制作各种模型、模具等产品，并建

成网页或在线档案袋、开发出 APP 或游戏等。思想创意型创客空间必须要引进 3D

打印机，创客利用 3D 打印机打印自己的创意是这种模式下创客创作最主要的内容。

2014 年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重

点高校图书馆已开始引进 3D 打印机，不但为读者提供了创意萌发的场所、创意转

化的工具，而且充分利用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馆内空间、馆员智慧，让信息资源和

创新创意完美结合，使图书馆成为创新创业基地、创意孵化器、创客文化孕育沃土。

② 实操实践型模式

一般来说，以理科、工科专业为主的高等院校更侧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图书馆创客空间是课堂、车间、实验室之外学生进行实操实践的理想空间。学生可

以借助创客空间里的工具设备，动脑动手创造制作产品，图书馆为学生提供工具设

备使用指导、文献资源服务等，解决学生在产品创造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缩短



创意向现实转化的时间和流程。在实操实践型模式下，学生就是创客，馆员则扮演

了创新创业导师、助理、服务员等多重角色，这对馆员的专业技能、服务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在 2015 年 5 月新建了大学生创业园，学校的

大力支持、强大的科研实力以及优秀的师资力量为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将构建创客空间的计划纳入图书馆“十三五规划”

中，拟筹建“创意工厂”创客空间。“创意工厂”将打造成创意设计制造区、创意

成品展示区、数字多媒体区、小型会议室、小组讨论区等五个区域，力求为师生提

供创意设计、体验、制造、展示、交流的开放平台，这对提高学生的实操实践能力

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③ 创新创业型模式

创新创业型模式在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里大多数以创业咖啡吧的形式出现，目

前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都建立了咖啡吧，这是以咖啡吧为载体，为大学生提供低成本

的创业平台，在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搭建起交流合作的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例如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图书馆咖啡吧、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图书馆“城市行动咖啡”、

三峡大学图书馆“库 X咖啡”等等即属于这种模式，此模式下的咖啡吧室内布置、

饮品糕点制作、经营管理等都是学生自主完成。既是休闲放松、学习、阅读、交流、

交友的场所，也是项目研讨、创意迸发、创意转化的空间。同时，大学生创业者通

过运营咖啡吧，可以加深对社会、市场的了解和体会，其创业创新能力、沟通协调

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

3.1.3 保障机制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要得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完善的保障机制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国内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目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创客空间建设的内容、

定位、运行、管理、监督、评估等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规章制度及保障机制。在这

方面，国外图书馆创客空间有许多成功的建设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克利夫兰图

书馆创客空间就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涵括卫生、安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取

得了良好的运营成果。目前，国内各类型的图书馆正在加快图书馆立法进程，若能

把图书馆创客空间保障机制写进图书馆法，对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

切实的保障及促进作用。

3.1.4 协作交流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协作交流，包括图书馆创客空间与其他图书馆创客空

间、图书馆创客空间内馆员与创客、创客与创客、馆员与校内外专家学者专业技术

人员、创客与校内外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等多方面的协作交流。高校图书馆除了

为创客空间设立专门的参考咨询、学科服务馆员，还应该和校内外不同学科、领域

的专家、学者、专业技术骨干建立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邀请其为创客的创新创业、

创意转化提供行业指导、项目设计、技术支持等，这对促进创客空间的良性发展起

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3.1.5 馆员成长

馆员在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中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既是为创客提供文献信

息资源的助理、秘书，也是指导创客操作各种器械设备的导师、师傅，同时还扮演

了服务员、师友等角色，馆员的专业技能、服务理念、服务质量等对创客的创意转

化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图书馆如何关注馆员成长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美

国高校图书馆对馆员成长一直非常关注，这一点值得国内高校图书馆学习借鉴。例

如圣克拉拉大学图书馆制定了3个目标以培养适应21世纪需求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具体有：提供职业发展和继续教育来培养员工、辨别杰出的贡献并庆祝成功、通过

制定人力资源规划使员工拥有合适的技能和位置；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表示：建设

并保持一个多样化、技能型、努力工作的员工团队；路易斯维尔大学图书馆制定了

2个策略，分别是：招聘并保持一支优秀的、多元化的工作团队，为员工提供其所

需的知识和技能以帮助其实现战略目标。

3.2 高校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服务创新策略及建议

3.2.1 配备微型与集成

移动创客空间在服务资源的选取上无法和固定创客空间相比，考虑到装载空间

容量、运载安全、环保低碳等方面因素，只能选择微型化与集成化的设备装置。例

如伊隆大学的移动创客空间没有配备激光切割机、台式电锯等大型设备，而是选择

了微型 3D 打印机、各种小巧的电子产品、成套的手工制作工具等微型化和集成化

的装备。同时，还应根据用户的需求、拟开展的创客项目以及经费预算等因素，对

服务资源进行配备和调整。此外，还可以把流动书车和移动创客空间有机融合，为

创客提供馆外文献服务，把图书馆信息资源与创客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使图书馆信

息资源和创客服务实现高度的集成化。

3.2.2 项目组织与策划

创客项目与活动是移动创客空间的核心业务，涉及到软硬件资源与设备、工作

人员安排、活动场所进入许可、创客管理协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项目的组织与策

划能力成了项目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图书馆常见的创客项目与活动一般包

括：3D 打印、3D 建模、手工艺品制作、计算机编程、视频剪辑加工等，馆员应将

用户的需求及可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进行匹配，结合用户的特征、结构和行为偏好等

因素，科学制定符合当地社区需求的活动方案，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创客项目

活动并取得预期效果。

3.2.3 用户与馆员培训

移动创客空间涉及到运输安全、驾驶员及馆员的人身财产安全、随车物品的防

盗、用户在使用设备和资源过程中的自身安全等安全性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如何解

决用户在使用设备和资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设备的维修维护、移动创客空间的管

理等问题。除了张贴明显和详细的操作指南、派发用户手册、现场讲解注意事项之

外，馆员还有必要参加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与学习。可以通过观看相关视频自主学

习，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向同行请教。只有提高馆员的常见故障处理能力、规范的

操作能力、应对突发危机的处理能力，才能给用户提供一个安全的创客环境以及有

效的指示和引导，同时也体现了图书馆服务的张力以及馆员的综合素养、良好的社

会服务精神风貌等。

3.2.4 四大机制的构建

① 制度保障机制

目前，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面临着要解决用户获取空间服务的公民权利、社会

公平、知识自由、用户隐私保护、第三方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而当前移动创客空

间尚未形成通用的规则制度、政策法规、指南文本等。图书馆需从用户需求和图书

馆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合理的制度保障机制，可借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做

法，将图书馆创客空间的使用政策形成协议文本，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的知识自由，

同时明晰了双方的权责义务关系。对于用户在使用移动创客空间设备过程中遇到的

责任问题，可通过用户培训、免责声明、签订协议和发布公告等方式进行解决。

② 风险规避机制



移动创客空间在开展创客项目及活动的过程中，会遭遇较多涉及知识产权方面

的风险，例如创客创作设计的各种创意型产品其电子版底稿存在泄露的风险、移动

创客空间为用户打印 3D 产品存在侵犯原设计者知识产权的风险、用户在使用各种

装置设备过程中人身安全存在被侵害的风险等等。因此，图书馆很有必要成立移动

创客空间风险规避小组或委员会，由拥有法学、知识产权等相关专业背景的馆员担

任组长或委员，对创客项目可能涉及到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通过签订协议、制定

相关规则规范、对项目全程进行严格监管等方式来规避风险。一旦风险发生，应立

即启动危机预警信号，将风险带来的损害降至最低，甚至成功化解风险。

③ 经费保障机制

移动创客空间是否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起到了关键作

用。移动创客空间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运载工具的购置（或租赁）费用、能源费用、

保养及维修费用，驾驶员的劳动报酬，移动创客空间设备装置的购置、维护费用，

开展创客活动的场地租赁费用等。图书馆除了积极争取热心人士、企业、地方政府

及热衷公益事业的机构资助资金外，还可以从部分创客项目中收取合理的费用作为

收益以抵消一定的运营成本。此外，还应对资金的流向进行严格的管控，及时向资

助者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成果，邀请资助者到活动现场进行免费体验，使

资助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而且图书馆很有可能在未来获得其更多的经费资

助。

④ 运营推广机制

移动创客空间即使拥有良好的装置设备、极具创意的创客项目、综合素养极高

的服务馆员、充裕的经费保障，但如果没有用户的参与和使用，也是毫无价值和意

义的。因此，图书馆如何进行运营推广也成为移动创客空间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图书馆应设计个性化、有品牌效应的 Logo，并印制在移动创客空间的运载工具、设

备装置以及活动宣传手册等显眼的位置，加深用户对移动创客空间的品牌印象。同

时，图书馆还应争取和高知名度的企业或机构进行合作，以扩大空间的社会影响力。

此外，图书馆还可以利用自媒体、社交媒体等进行创客项目的宣传推广，吸引更多

对创客项目感兴趣的用户关注移动创客空间的公众号，并把普通用户发展为铁杆粉

丝，他们乐于在其朋友圈分享图书馆的创客项目，将成为移动创客空间最佳的“广

告代言人”。

3.2.5 众筹理念的运用

国内图书馆运用众筹模式起步较晚，在各众筹平台开展的众筹项目数量不多，

但图书馆众筹模式已逐渐被社会各界认知并接受。目前，图书馆正处于转型发展时

期，面临着资金短缺、人力不足、场所有限、资源匮乏、技术欠缺、社会服务难开

展等许多困难。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运用众筹理念，不仅可以筹钱，还可以筹人、

筹地、筹物、筹资源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图书馆以上面临的问题。例如，2017

年 4 月 23 日，广东省佛山市首家众筹图书馆——尼奥斯自助图书馆正式开馆，该

图书馆是佛山市第一家采用众筹模式成功建设的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作为众筹发

起方，场地、室内装修、家具、电器、监控设备、日常管理费用、水电费、志愿者、

图书馆活动等人力、物力、财力均通过众筹方式解决。尼奥斯自助图书馆的成功建

立表明了图书馆可以由原本的单向公益文化服务输送方转型为公益文化服务的枢

纽型组织，这也为图书馆在建立移动创客空间遭遇的种种困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

决方法及许多有益的启示。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4.1 2017 年 8 月完成了论文《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研究述评与展望》的写作，

论文字数为 10037 字，2017 年 9 月被《图书馆学刊》（月刊）录用，2017 年

10 月见刊，论文起止页为 101-106 页。

4.2 2017 年 10 月完成了论文《图书馆构建移动创客空间探讨》的写作，论文字数

为 9854 字，2017 年 12 月被《新世纪图书馆》（月刊，CSSCI 扩展版）录用，

刊期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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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构建移动创客空间探讨
*

梁荣贤

摘 要 移动创客空间是创客空间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图书馆服务延伸的创新举措，

能解决现有创客空间遭遇的场地有限、创客不足、部分创客无法到馆、分馆难共享

资源和设备等一系列问题。分析移动创客空间的概念、特征、优势及国内外发展概

况，探讨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的应用模式。提出图书馆应从配备微型与集成、项目

组织与策划、用户与馆员培训、四大机制的构建、众筹理念的运用等方面着手，构

建符合我国国情民情馆情的移动创客空间。

关键词 图书馆 创客空间 移动创客空间 创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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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bile Makerspace in Library
Liang Rongxian

Abstract Mobile makerspace is a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space, is also an
extension of the library service innovation initiatives,it solve the existing makerspace
created by the limited of space, lack of makers, some makers can not go to the library,
branch library difficult to share resources and equipment,and so on, a series of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profil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of mobile makerspace, discusses the mobel of mobile
makerspace in library.Point out that the library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micro and
integration,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user and librarian training,four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the use of crowdfunding concept and so on, to build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library conditions of the mobile makerspace.
Keywords Library.Makerspace.Mobile makerspace.Maker culture

“创客空间”一词最早起源于“Make Magazine”，英文名为“Hacker Space”，

为避免和“黑客空间”产生歧义，普遍翻译为“创客空间”，即“Makerspace”。早

在 1981 年，德国“黑客元老”Wau Holland 与团队成员共同创建了全球第一个创客

空间——混沌电脑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
[1]
。2009 年，加拿大作家 Cory

Doctorow 在其《创客》一书中，对“创客空间”进行了丰富、详尽的想象和描述，

准确预见了未来创客空间革命。随后，创客文化的传播、创客运动的兴起和创客空

间的构建浪潮迅速席卷全球。截至 2018 年 2 月 20 日，据 Wiki 站点的不完全统计，

全球创客空间组织已达 2216 家
[2]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引擎的推动下，国内各

类型的创客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身处信息化、网络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图书馆

一直致力于探寻创新服务与转型发展的新路径，而创客空间的特点与图书馆的发展

理念高度吻合。因此，创客空间落户图书馆是自然而然、势不可挡的，其理论与实

践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相继显现。移动创客空间作为创客空间的一种新模

式，不但具备了固定创客空间的基本功能，而且解决了现有创客空间遭遇的场地有

限、创客不足、部分创客无法到馆、分馆难共享创客空间资源和设备等一系列问题。



1 解读移动创客空间

1.1 移动创客空间概念

移动创客空间目前尚未有权威的定义，罗格斯大学艺术图书馆 Megan Lotts
[3]

主张创客空间应该是可拆卸、可移动、可支持某些短暂的参与式活动的空间，不应

该固定在一个永久的位置上。国内研究者胡健飞
[4]
认为，移动创客空间是利用改装

后可以承载用户所需设备的运输工具作为空间载体，定期或不定期、随时可在站点

间移动，为用户提供上门服务的创客空间。曾敬
[5]
认为，移动创客空间是利用某种

运输工具（如汽车、火车、手推车等）装备起来的创客空间，可以任意移动，灵活

地向用户群体提供创客工具（如手工制作工具、数码产品、3D 打印机等），以及开

展创客教育和创客文化宣传活动。

1.2 移动创客空间特点

1.2.1 灵活性

移动创客空间可以在不同的站点之间自由往返，具备固定创客空间无法比拟的

灵活性。它可以到社区“摆摊”以满足社区用户利用创客空间资源的需求，对于腿

脚不方便的用户甚至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它也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到各种场所（比如

学校、医院、部队、小区、公园、广场等）开展创客教育和活动，以满足创客空间

泛在用户的创新需求。

1.2.2 开放性

移动创客空间的开放性体现在无论何时何地，任何职业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成

为创客，并且享受同等的知识创造机会。比如普通居民、车间工人、无业者、学生、

医院患者、残疾人士等，不管此前是否接触过各种新技术，是否懂得操作创客空间

里的设备，只要有创新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创造力，且希望通过创客空间实现自己

的创意，在移动创客空间所到之处，皆可即时即地使用创客空间的资源和设备。

1.2.3 主动性

移动创客空间深入到各种场所和各类型人群中去，比固定创客空间在服务方面

更具备主动性。固定创客空间大多数情况下是“资源等人”，而移动创客空间是“资

源找人”。移动创客空间不但使资源和设备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且拉近了与创客之

间的距离，也为本来互相不认识的创客创造了浓郁的创客文化氛围和互动交流的机

会。

1.3 移动创客空间优势

1.3.1 设备精良、服务优质

移动创客空间由于受到运输工具承重和空间容量的制约，一般不配备数控机

床、车削设备、钻孔机等体型偏大、质量偏重的设备，而是选择体积小、安全性高、

易操作的设备，如 3D 打印机、笔记本电脑、iPad、数码相机、手工制作工具等。

这样多而全、小而精的资源配备，使移动创客空间可以为创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1.3.2 资源重组、灵活配置

移动创客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创客需求、创客活动内容进行资源重组，对设备

和工具进行灵活配置。这样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也可

以使创客项目的主题和资源高度吻合，让各年龄层次、不同职业的创客都可以参加

其感兴趣的创客项目，激发创新设想，实现创新梦想，体现自我价值，提高创客的

参与度、忠诚度、愉悦感和成就感。

1.3.3 贴近民众、更接地气

只要有路，只要有需求，移动创客空间就可以无处不到，是名副其实的老百姓



身边的、接地气的创客空间。移动创客空间的出现，解决了城市郊区、偏远山区民

众难以利用创客空间资源和设备的难题，除了为创客提供设备、工具，满足其创新

创造需求之外，还可以为民众提供文献传递、项目跟进等服务，同时也对边远山区

的文化扶贫工作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

1.3.4 便于管理、持续发展

移动创客空间由于规模小、创客需求旺盛，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即可

维持正常的运转，人员、设备、项目等方面的管理也易于开展。只要确保人员到位、

设备安全、经费充足，就可以使移动创客空间得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这对图书馆

的传统服务功能及核心地位非但没有造成影响及冲击，作为图书馆传统服务的自然

延伸，移动创客空间吸纳了创客的旺盛人气，赢得了创客的良好口碑，使创客成为

图书馆重要的粉丝用户，反而使图书馆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2 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应用模式

2.1 总分馆模式

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等不同类型的图书馆都普遍存在总分馆

设置，受经费、场地、用户需求等因素的制约，绝大部分的总馆和分馆不可能同时

建立固定创客空间。总分馆模式下，一般做法是总馆建立固定创客空间以满足大部

分创客的创新创造需求，分馆则可以通过建立移动创客空间，由总馆和分馆共同管

理，资源和设备由总馆协调配置，定期或不定期到各分馆开展各种主题的创客项目，

以满足分馆创客的需求。

2.2 图书馆联盟模式

图书馆联盟在资源共建共享、降低建设成本、促进图书馆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规模小、建设经费不足的图书馆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建立创客空间。

通过成立地区图书馆联盟，对资源、经费等进行统筹规划，群策群力构建地区移动

创客空间，使其奔走在各成员馆之间。这不但缩小了资金缺口，满足了各成员馆创

客的需求，而且使资源和设备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为构建节约型社会做出了表率。

2.3 图书馆社会服务模式

不管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其他类型图书馆，都应努力承担起为社会民众提供信息

资源服务的责任，这是由图书馆的公益性质决定的。移动创客空间恰好可以大力推

进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它不但可以深入到民众当中，有机地嵌入到民众的生活场景

里，为其提供近在咫尺的服务，还可以同步推送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促进信息、知

识在空间、受众、环境中的交互融合，并在此过程中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责任、社

会价值，为图书馆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3 国内外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发展概况

3.1 国外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发展概况

国外图书馆创客空间与移动创客空间的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都比国内图书馆

界起步早、成果多，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建设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早在 2007

年 8 月，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数字与原子中心就成立了首个移动创客空间“Mobile Fab

Lab”
[6]
。截至 2016 年，国外已开展移动创客空间服务的图书馆及相关机构主要有：

美国罗格斯大学图书馆、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内达华大学图书馆“移动

创客技术工作坊”、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蒙蒂塞洛高级中学、加利福尼亚州斯

坦福大学、北卡罗来纳州伊隆大学，英国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数字人文创客巴士

（DH-MakerBus）,荷兰弗兰弗里斯兰省 Frysklab 移动实验室等
[7]
。

以美国图书馆移动创客项目为例，其将移动创客项目作为移动创客服务体系的



核心要素，非常注重项目的策划、组织和实施。例如罗格斯大学图书馆连续成功举

办了多届“可食用图书节”、数字多项式方程比赛和节日贺卡制作
[8]
，因举办成本低，

容易协调管理，项目兼具趣味性、知识性和教育性，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及学生

的积极参与。内达华大学 DeLaMare(DLM)图书馆作为内达华里诺分校的三个分支图

书馆之一，拥有极其丰富的创客师资及技术资源，最初通过线下路演的方式在社区

宣传推广创客文化，受到了社区民众的青睐，并开始筹建“移动创客技术工作坊”，

该工作坊以加强图书馆团队内部沟通交流和跨馆的社交活动为愿景，进一步推进创

新成果及经验的分享，力促图书馆的工作创新
[9]
。伊隆大学移动创客空间则利用社

区创客聚会的时机，现场演示 3D 打印、手工制作等创客项目
[10]

，此举极大地提高

了创客项目的外部影响力和用户的现场体验感及其参与积极性
[11]
。

3.2 国内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发展概况

近年来，国内图书馆界将发展创客空间作为图书馆服务延伸的一项创新举措，

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纷纷加入到创客空间的研究中来，也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的创客

空间。2014 年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等重点高校图书馆已开始引进 3D 打印机。2015 年 9 月 2 日，湖北省首家大学生

创客空间在三峡大学图书馆二楼 B区正式揭牌
[14]
。2015 年 11 月 24 日，“交大-京东

创客空间”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主馆正式开放
[15]
。2016 年 3 月，武汉大

学首个创客空间在图书馆工学分馆一楼试运行，占地面积约 40 平方米
[16]
。2016 年

4 月 23 日，深圳市图书馆就如何深入社区，拓展创客空间服务进行了探讨，并举办

了首场免费活动。

国内移动创客空间的研究及发展起步较晚，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及高校开展了

探索式的移动创客空间项目，例如 2015 年 5 月创客星球和 DFRobot 联合全国众创

组织开展的大篷车活动，该大篷车装载了 3D 打印机、机器人、无人机等设备，拟

途经北京、南京、深圳等十几个城市，里程将达到 7000 公里
[12]
。2015 年 7 月，清

华大学开始了移动创客空间的规划设计
[13]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建立的“盒子空

间”，读者可将内含小型工具、配件、拼插模块等装置的盒子带回家中进行创作，

这可视作移动创客空间的雏形。

4 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构建策略

4.1 配备微型与集成

移动创客空间在服务资源的选取上无法和固定创客空间相比，考虑到装载空间

容量、运载安全、环保低碳等方面因素，只能选择微型化与集成化的设备装置。例

如伊隆大学的移动创客空间没有配备激光切割机、台式电锯等大型设备，而是选择

了微型 3D 打印机、各种小巧的电子产品、成套的手工制作工具等微型化、集成化

的装备
[10]
。同时，可根据用户的需求、拟开展的创客项目以及经费预算等要素，对

服务资源进行配备和调整。此外，还可以把流动书车和移动创客空间进行统筹规划，

把图书馆信息资源与创客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为创客提供馆外文献服务，使图书馆

信息资源和创客服务实现高度的集成化。

4.2 项目组织与策划

创客项目与活动是移动创客空间的核心业务，涉及到软硬件资源与设备、工作

人员安排、活动场所进入许可、创客管理协调等诸多问题，项目的组织与策划能力

成了项目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图书馆常见的创客项目与活动一般包括：3D 打

印、3D 建模、手工艺品制作、计算机编程、视频剪辑加工等
[17]
，馆员应将用户的需

求及可提供的资源和服务进行匹配，结合用户的特征、结构和行为偏好等因素，科



学制定符合当地社区需求的活动方案，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创客项目活动并取

得预期效果。

4.3 用户与馆员培训

移动创客空间涉及到运输安全、驾驶员及馆员的人身财产安全、随车物品的防

盗、用户在使用设备和资源过程中的自身安全等安全性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如何解

决用户在使用设备和资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设备的维修维护、移动创客空间的管

理等问题。除了张贴明显和详细的操作指南、派发用户手册、现场讲解注意事项之

外，馆员还应参加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与学习，比如通过观看相关视频进行自主学

习，或者利用社交媒体向同行请教。只有提高馆员的常见故障处理能力、规范标准

的操作能力、应对突发危机的化解能力，才能给用户提供一个安全的创客环境以及

有效的指示和引导，同时也体现了图书馆服务的张力以及馆员的综合素养、良好的

社会服务精神风貌
[18]
。

4.4 四大机制的构建

4.4.1 制度保障机制

目前，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尚未形成通用的规则制度、政策法规、指南文本等，

面临着要解决用户获取空间服务的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知识自由、用户隐私保护、

第三方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当前图书馆需从用户需求和图书馆实际情况出发，制

定合理的制度保障机制。可借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做法，将图书馆创客空

间的使用政策形成协议文本，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的知识自由，同时明晰了双方的

权责义务关系。对于用户在使用移动创客空间设备过程中遇到的权责问题，可通过

用户培训、免责声明、签订协议和发布公告等方式进行解决。

4.4.2 风险规避机制

移动创客空间在开展创客项目及活动的过程中，会遭遇较多涉及知识产权方面

的风险，例如创客创作设计的各种创意型产品其电子版底稿存在泄露的风险、移动

创客空间为用户打印 3D 产品存在侵犯原设计者知识产权的风险、用户在使用各种

装置设备过程中人身安全存在被侵害的风险等。因此，图书馆很有必要成立移动创

客空间风险规避小组或委员会，由拥有法学、知识产权等相关专业背景的馆员担任

组长或委员，对创客项目可能涉及到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通过签订协议、制定相

关规则规范、对项目全程进行严格监管等方式来规避风险。一旦风险发生，应立即

启动危机预警，将风险带来的损害降至最低，甚至成功化解风险。

4.4.3 经费保障机制

移动创客空间是否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起到了关键作

用。移动创客空间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运载工具的购置（或租赁）费用、能源费用、

保养及维修费用，驾驶员劳动报酬，移动创客空间设备装置的购置、维护费用，开

展创客活动的场地租赁费用等。图书馆除了积极争取热心人士、企业、地方政府及

热衷公益事业的机构资助资金外，还可以从部分创客项目中收取合理的费用作为收

益以抵消部分运营成本。此外，还应对资金的流向进行严格管控，及时向资助者汇

报资金的使用情况及项目取得的成果，邀请资助者到活动现场进行免费体验，使资

助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图书馆在未来很有可能因此获得其更多的经费资

助。

4.4.4 运营推广机制

移动创客空间即便拥有优质的装置设备、极具创意的创客项目、综合素养极高

的服务馆员、充裕的经费保障，如果没有用户的参与和使用，也是毫无价值和意义



的。因此，图书馆如何进行运营推广成为移动创客空间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图书

馆应设计个性化、有品牌效应的 Logo，并印制在移动创客空间运载工具、设备装置

以及活动宣传手册等显眼的位置上，加深用户对移动创客空间的品牌印象。同时，

还应争取和高知名度的企业或机构进行深度合作，以扩大移动创客空间的社会影响

力。此外，还可以利用自媒体、社交媒体等进行移动创客项目的宣传推广，吸引更

多对项目感兴趣的用户关注移动创客空间公众号，并把普通用户发展为铁杆粉丝，

他们乐于在朋友圈分享图书馆的创客项目，将成为移动创客空间最佳的“广告代言

人”。

4.5 众筹理念的运用

国内图书馆运用众筹模式起步较晚，在各众筹平台开展的众筹项目数量不多，

但图书馆众筹模式已逐渐被社会各界认知并接受。目前，图书馆正处于转型发展时

期，面临着资金短缺、场所有限、资源不足、技术欠缺、社会服务难开展等许多困

难。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运用众筹理念，不仅可以筹钱，还可以筹人、筹地、筹物、

筹资源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图书馆以上面临的问题。例如，2017 年 4 月 23 日，

广东省佛山市首家众筹图书馆——尼奥斯自助图书馆正式开馆
[19]
，该图书馆是佛山

市第一家采用众筹模式成功建设的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作为众筹发起方，场地、

室内装修、家具、电器、监控设备、日常管理费用、水电费、志愿者、图书馆活动

等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均通过众筹方式解决。尼奥斯自助图书馆的成功建立充分

表明图书馆可以由原本的单向公益文化服务输送方转型为公益文化服务的枢纽型

组织
[20]
，这也为图书馆在建立移动创客空间遭遇的种种困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

方法及许多有益的启示。

5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预知移动创客空间将是未来图书馆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

势。移动创客空间具备的建设周期短、建设运营成本低、资源调整频率高、服务有

针对性、更能吸引创客等特点，不但解决了图书馆资金短缺、场所有限、资源不足、

技术欠缺、社会服务难开展等诸多问题，而且使移动创客空间成为图书馆服务延伸

的又一项创新举措，也成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各类型图书馆必须

抓住这一利好契机，借鉴国外图书馆成功的建设经验，通过应用配备微型与集成、

项目组织与策划、用户与馆员培训、四大机制的构建、众筹理念的运用等策略，构

建符合我国国情、民情、馆情的移动创客空间，把移动创客空间打造成全民均有机

会亲身参与体验的“车轮上的科技课堂”。

（来稿时间：201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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