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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策略研究

关键词:智慧空间 高校图书馆 创新空间 策略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界对智慧

空间下的图书馆空间服务的研究逐步深入，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

会召开“面向智慧时代的图书馆空间服务创新学术研讨会”后，

如何优化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建设策略成为热点

话题。

2021 年 7月中旬，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在山西大学成功举

办探讨会，会议主旨就是创新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策略，面对转

型与变革浪潮，图书馆成为“第三空间”的概念多次被提及，面

对智慧化时代的需求，高校图书馆在社会信息大环境下的空间服

务创新已经时不可待。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旨在于为智慧空间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的

空间服务提出合理的、优化的具有创新性的对策建议，达到既重

视读者对空间服务的需求，又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对图书馆智慧

空间服务进行优化改进，满足读者对图书馆智慧空间服务的高端、

便捷、个性的空间服务的需求。总之，本课题的研究在推动高校

图书馆空间服务水平的提升，优化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服务内容

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及内容

2.1 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法、网络和实地调研法以及文献研究法，围绕现阶

段智慧空间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基础与解构进行分

析，结合当下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发展现状，对成

功案例进行举例，最后提出图书馆空间服务的创新理念与独到见

解，

2.2 研究内容

2.2.1 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基础

图书馆的“空间服务”概念一直藏在“文献资源”的背后，

随着二十世纪数字化科技的进步，空间服务逐步转向前台，成为

图书馆文献资源中重要的图书馆要素。智慧化的图书馆能够有效

整合资源信息，能够在互联网时代下极大地提高高校图书馆空间

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所以国家和地方对于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

服务愈发重视，对高校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逐年增大。

国家相关部门对推进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提出很多指导

意见，对创新文化和创新做法予以鼓励，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参与

到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的建设中来。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的

主要渠道，自然而然成为推进创新工作的重点，对于学校图书馆

融合智慧空间理念，能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能鼓励提升创造能

力。国家在新时代和新时期发展过程中对高校图书馆提出更高使

命，颁布众多扶持政策，也是为了得到更有效的响应。

高校是培养综合人才的重要场所，图书馆是知识传播的最佳



场地，所以智慧时代下优化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一方面可以让高

校学生接触到数字化高科技，从而激发学习动力；另一方面可以

为高校学生创设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坚实终身学习的理念。社会

各行业生产生活环节中，大学生逐步成为时代主力军，其担负着

国家振兴的使命，将图书馆融合智慧化设施，不断优化空间服务，

是相应国家号召，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2.2.2 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内容解构

图书馆作为特殊的建筑空间，集知识、艺术、人文为一体，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认为现代化的高校图书馆应该一直保持

科技敏感性，图书馆浩瀚的馆藏应该是空间服务创新的最终归宿，

多模态的知识融合是支撑图书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主体模

式。在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过程中，数字网络化对图书馆产生

颠覆性影响，服务智慧化会给图书馆带来颠覆性改观，重新塑造

高校图书馆角色的任务紧迫而艰巨，需要对创新内容解构有深入

了解。

2.2.2.1 实体空间：资源建设到用户服务

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是建筑空间外壳所构成的物质化储存空

间，智慧时代下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创新主要围绕藏书和阅览空

间进行改造设计，1902 年徐树兰创建的古越藏书楼开放以后，图

书馆的实体空间得到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收藏功能

和阅览功能已经不是首要目标，智慧空间的目标就是将书本位转

向人本位，摆脱落后的馆藏中心理念，建设以人为本的创新空间

服务模式，方能实现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的创新

方式。创新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拓宽图书馆的实际使用面积，拓展



三维空间利用功能，在空间造型上体现文化底蕴，注重文化创意

的布置，桌椅板凳更舒适更和谐等诸多方面着手。

传统高校图书馆注重拥有文献数量，注重实体空间需求，现

代高校图书馆借助智慧网络和共享信息手段，节约了储存空间，

还将可利用的实体空间进一步扩大。相对于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在构建空间服务时更青睐于灵活的隔断阅览空间形式，比如

南京大学的杜厦图书馆在设计时就打破传统的单个阅览室模式，

通过充分考虑学生舒适度的前提下，图书馆设计师采用开放式设

计对现有的图书馆格局进行创新构建，通过改变建筑构架和服务

模式的手段，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融会贯通于图书馆创新空间

环境中。

2.2.2.2 虚拟空间：资源服务到空间服务

高校图书馆的虚拟空间是现阶段图书馆空间服务的延伸，优

化后的图书馆可以实现 24 小时串联服务，通过对图书馆实体空间

的延伸，可以实现图书馆资源服务的高效利用目标。信息化技术

让图书馆不再局限于实体空间，虚拟空间能够突破服务时间与空

间限制，能够最大程度方便用户。高校的图书馆虚拟空间服务意

味着资源服务向空间服务转型，通过丰富的信息资源与拓展服务，

将资源与空间充分融合，在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中意

义重大。

2019 年 12 月底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很多高校正常

运行按下暂停键，很多图书馆被迫闭馆，相关服务也被叫停，虚

拟空间可以打破这一困境，用户通过智能化的虚拟软件得到及时、

便捷和高效的服务，虚拟空间可以提供读书交流、文献传输、检



索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不再受资源和空间桎梏，充分利用智

慧化技术，实现资源共享已经实现，这一方面的创新研究国外相

对较多，可以以此为鉴。

2.2.2.3 创新空间：智慧空间到超越空间

创新空间是将现在的图书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设计相结

合，再结合的过程中需要融入符合时代发展的时代元素，以此形

成新型的创新空间。比如 1992 年美国著名的爱荷华大学图书馆进

行了创新空间的尝试，该图书馆已经形成了“信息走廊”的雏形，

此后各国开始对图书馆的空间创新服务展开研究摸索，通过数年

的借鉴与探索，各国对高校图书馆进行了不同形态的再造，有的

实现了信息智慧共享空间，有的实现了创客空间等。在构建创新

空间时，不同高校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定位图书馆智慧空间

建设方向，切忌盲目追崇与模仿。为了提高师生信息交流，鼓励

师生学习实践，现代智能化的图书馆已经不仅仅是教师或自习室，

而是信息交流、智慧互动为使用目标的空间，需要谨慎对待。

南京理工大学的图书馆内为阅读者设置了专门的“冥想区”，

是国内比较成功的一个创新空间案例，该区域只提供了简单的桌

椅布置，阅读者可以在这个独立的空间里独自思考，放下压力，

抚慰心灵。智慧空间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的创新空间服务的创新

点在于赣榆在空间建设与服务机制上进行颠覆性变革，创新空间

是突破传统学习空间的延伸，是供人暂缓生存环境紧迫感的舒适

区，诸如此类的创新空间不仅可以在图书馆中设立，学校教学楼

和办公区域都可以。文化、共享、自由始终是高校图书馆的内驱

力量，是学生思考人生的第三空间。



2.2.3 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存在的问题

虽然国家对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支持力度很大，中国

当下的数字化科技水平也足够高，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还是会遇

到形形色色的坎坷。当下国内对于智慧空间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

创新空间服务研究较多，但是却都流于表面，真正创新服务的难

度很高。

2.2.3.1 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存在的问题

第一，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需要云服务、RFID、虚拟技术等

方面的支持，当前国内的高校图书馆在这些技术领域还存在很大

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下高校还没有智慧服务相应

的软硬件技术、智能识别技术和物理设备，同时创新图书馆空间

服务还需要环境、人员的支撑，虽然东部和沿海地区的设备技术

比西部内陆地区较高，但是国内经济技术发展不均匀的现状一直

限制智慧服务的大范围普及。

第二，国内外 RFID 硬件服务发展速度很慢，当前的智慧服务

广泛应用于云服务、移动数据和虚拟咨询服务，但是在 RFID 硬件

服务领域却发展迟缓，这使得 RFID 硬件服务相关的领域发展滞

后。中国高校图书馆当下软件开发能力薄弱，项目实施资金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智慧服务困难程度，

在 RFID 硬件技术上只能在门禁、借还图书设备等设施上，在其他

的空间服务还存在较大阻碍。

第三，现阶段高校图书馆在智慧化建设工作上还有很长的协

调期，在建设智慧空间的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过程中需要前期持



续调研和用户反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交互系统。但是现阶段国

内的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着重应用轻开发的情况，很多高校图书

馆将智慧化空间创新服务外包给第三方，造成图书馆智慧空间创

新服务后期维护与开发一直处于缺失状态，阻碍了空间创新服务

进程。

2.2.3.2 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阶段对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研究范畴较小，

空间智慧化的融合创新性还严重不足，普遍存在缺少自主思考和

创新能力现象。国内大多数的高校图书馆将空间服务与智慧服务

分成两种工作实施，空间服务和智慧服务在用户需求功能交叉领

域没有得到较多体现。具体来说，就是 RFID 技术和空间、服务功

能的重建融合情况有待提高，比如图书馆内物流、用户流或工作

流在智慧化建设领域融合度较差，移动服务和虚拟空间、创新空

间的建设融合度较差，这些都是现阶段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存在

的局限性。

第二，用户功能需求的交叉研究亟待解决，用户的需求体现

在图书馆服务的方方面面，比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用户对图

书馆的实体空间舒适度、体验感和安全性等诸多方面都提出更高

要求，还有多元功能的交叉需求也同样需要满足。具体来说，高

校图书馆现在除了传统的研学室与探讨室功能以外，还需要为用

户提供 WiFi 网络、协作研究、移动接入虚拟学习等功能，所以智

慧空间视域下的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得以实现是需要建立在

智慧虚拟空间服务之上的，只有不断创新多维空间，延伸图书馆

的实用范围，随时随地享受智慧化带来的便捷，才能满足不同人



群的不同需求。

第三，国内互联网技术发展很快，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优秀的

智慧化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案例进行全球范围内宣传与传播，由

此形成系列建设，在空间建设和智慧服务方面比较常见。但是由

于区域经济和技术发展不均衡，各大高校图书馆的认同感和价值

观不同等诸多因素，忽略自身发展状况一味地照搬照抄成功案例

并不能起到预期效果，反而阻碍了图书馆服务转型与创新。比如

RFID 服务技术，国内现阶段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在这一技术的使用

范畴都只停留在服务方式和用户操作领域，在智慧服务与空间创

新服务领域还存在很多空缺，对案例分析和吸收研究存在很多不

足。

2.2.4 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策略研究

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在空间服务方面亟需转变，需

要从传统的阅览功能转变到现代化休闲服务，才能将空间构造、

服务模式与读者交互三方面的交流共融。高校图书馆在智慧服务

方面亟需转变，需要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变到智慧知识服务，才能

实现其在物理作用、智慧模式与高端科技三方面的互相渗透。对

于智慧空间下的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最主要是在功能升级与

智慧服务基础上进行的，突破传统图书馆空间和技术的限制，致

力于提升学生与用户的体验感、推动图书馆信息传播、提高知识

服务，而进行的创新性研究，具体的优化策略如下：

2.2.4.1 实体空间基础上进行智慧延伸

美国的高校图书馆大多实现了智慧改造，团队协作空间、个



人学习空间、信息空间、咖啡吧和艺廊的空间设计都很普遍。而

中国现阶段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在创新空间服务的过程中只停留在

特色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建设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创新过程会限

制图书馆的空间延展性，所以需要结合智慧服务手段对实体空间

进行延伸。爱丁堡大学的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数据可以作为参考，

该图书馆在创新改造的过程中强调现代信息服务融入到已有馆舍

空间改造理念，通过空间创新和服务创新，将校外并行计算中心

（Edinburgh Parallel Computing Centre，简称 EPCC）、软件可

持续性研究所（Software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简称 SSI）、

EDINA 数字中心服（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 IS）、数字内容管

理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简称 DCC）四个方面的内容和

校内的现行数据管理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创新设置了阿盖尔研究

区，是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最成功案例。

对于国内的图书馆智慧化建设，2015 年 6 月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对图书馆馆舍空间改造业务进行探讨；宁波工程大

学为学生提供 3D设备和通用设备的“创客制作区”；2016 年美国

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MLS）对 15 个图书馆智慧空间进行

改造等做法值得借鉴。根据中国当下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发展情况

看，在创新智慧空间的过程中缺失需要汲取部门单位与智慧服务

机构的综合建议，才能实现图书馆智慧改造和智慧服务的能力。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在“双创”背景下进行的图书馆空间改造、浙

江工业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等诸多实例都是比较符合中国现阶段

高校图书馆实体空间的虚拟性智慧延伸的可借鉴案例。

2.2.4.2 虚拟空间和智慧服务相结合



高校图书馆的创新空间服务不仅是实体空间的创新，也包括

虚拟空间和创新空间的改变，凭借现有的空间资源，利用智慧数

据手段，打通用户协同研究的虚拟世界，完全契合建设智慧空间

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理念。2002 年浙江大学和外国

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数字图书馆，100 万册数字图书、4 个数

字资源中心和 2个技术中心为读者极大的拓宽了阅读空间；2019

年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在江苏首次试点，向大众公开图书馆服务，

并且可以通过支付宝享受借书、退书服务；国内 CADAL 图书和清

华大学虚拟技术的落地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通过创新高校图书

馆的空间智慧服务，将虚拟图书馆空间和服务真实的应用在前端，

传统的图书馆馆藏资料都体现在虚拟世界中，实现虚拟空间与实

体空间的协调互融，满足虚拟学习与咨询等服务。2014 年，北卡

罗来纳州立大学图书馆设立了 VR技术实验室，为用户提供了虚拟

实验的空间，晦涩难懂的建筑设计瞬间变得更加立体；苏州市图

书馆为读者提供 VR体验馆，将静态阅读变为三维立体演示；可以

让用户享受到网络环境中的高校图书馆文化价值与服务价值，是

中国智慧空间的典型经验。

2,2,4,3 创新空间和智慧服务相融合

国内现阶段对创新空间服务的案例很多，比如 2005 年 9月，

东莞高校首次尝试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随后北京、天津、上海

等地陆续建设无人图书馆、图书馆 ATM 等，但图书种类单一，使

用效果平平。社会上一部分孵化机构打着“智慧服务”的旗号取

得政府支持，从而开展智慧空间服务，实际上并没有高效产出，

没有真正将图书馆空间服务与智慧空间创新融合。国外斯坦福大



学、依隆大学、UIUC 等高校图书馆已经实现了创新空间与智慧虚

拟化服务。这些国外成熟的创新机制都是图书馆的空间服务智慧

化的体现，中国图书馆在打破现有的实体空间桎梏，融合更多创

新空间、智慧服务和知识共享等功能上还需更深入研究。所以高

校图书馆亦或是第三方智慧服务平台，在进行空间服务创新过程

中，需要走出传统思维和读者局限，在社会服务层面进行融合，

尽可能的融入现代高科技，结合智慧化技术才能推动中国高校图

书馆空间创新服务建设进程。美国高校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可以

远程接入享受图书馆服务；华东理工大学创设“创新和新技术体

验空间”、浙江大学成立“系统体验空间”和上海理工大学创设“新

技术体验区”等都是创新图书馆空间和智慧结合的成功案例。

2.2.4.4 打造图书馆智慧空间融合共通

智慧空间下的高校图书馆进行创新空间服务，实质上就是在

现有的图书馆知识与空间基础上融入现代智能科技，将固有资源

进行创新整合，最终实现高校图书馆的知识和空间智慧化和立体

化。比如 2017 年，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把百度人脸识别引入到借

阅管理系统；2018 年上海交通大学通过谷歌、Facebook 旷视、

云从科技等多方合作，将“注册+识别”应用到图书馆门禁系统，

用户可自主进出图书馆。这些成功案例都是在高校图书馆现有实

体空间为基底，然后利用先进科技和设备对现有的图书馆数据进

行收集整合，最后利用数据科技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形成高校

图书馆空间服务的信息单元。由此可见，在打造智慧空间视域下

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实体空间（图书馆现

在的空间情况、设施设备占有空间、人员活动的空间、人员交流



的空间等）的物理条件进行综合评估。比如美国东北大学在 2004

年在高校图书馆实施空间价值评估，在人才、技术、评估指标三

个板块展开；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也在空间使用量、空间设施量、

空间服务三个领域实施评估；中国河北师范大学月中山大学的图

书馆也较早的考虑到师生和读者意见，进行了空间评估。然后根

据高校图书馆空间服务的虚拟空间（知识存储空间、交互学习空

间、虚拟学习空间等）进行规划构建，在构建过程中需要满足读

者最基本需求，实现师生和用户畅通交流，也要实现虚拟与实体

的有效共融。

3 结论与建议

目前，国内关于智慧空间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的

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高校的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落实过程中受

到技术、资金、人力等多方面影响，相关的研究暂时还没有广泛

参考案例可供借鉴。图书馆的创新空间没有具体的模样，只是一

种状态，在创新设计过程中，需要将智慧空间和创新服务二者有

机结合，是高校图书馆适应时代需求，转型发展需求，是稳步实

现社会价值的主要渠道，不论是哪一种创新空间模式，智慧空间

视域下的图书馆创新空间都必须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国内现阶段

的高校图书馆创新空间服务亟需在智慧空间视域下得到较大变

革，以相应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将高校图书馆在教育领域和社

会范围内更快更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项目成果

①形成研究报告一篇。



②在《内蒙古科技与经济》发表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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