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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未来研究中，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预

测项目与文章。就未来二十年而言，以下两个例子

很有代表性。一是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由荷兰公共

图书馆协会于世纪之交组织策划，当时做了一个概

念模型和七个样板图书馆，其结论是图书馆将深入

社区、深入家庭，并以更多元的方式存在，图书将永

远存在，好比有了车还要选择走路一样，当时该协会

邀请荷兰著名建筑师维尼·马斯(Winy Maas)做了一

个布拉邦图书馆的概念模型[1]。布拉邦图书馆是无

限向上延伸的建筑，每一层都有阅览、研讨、展示等

空间。十多年后，维尼·马斯为天津滨海图书馆设计

了一个以书山为主题的图书馆，再现了无限延展的

理念。二是关于大学图书馆的。瑞士苏黎世大学图

书馆鲁道夫·穆蒙塔勒馆长写了一篇题为《2040年以

后的大学图书馆》的文章 [2]，他说，到 2040年大学图

书馆已经无缝融合于大学教学体系之中，学术出版

已掌握在大学与大学图书馆手中，取代了由主要商

业出版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时

候，学术出版已经实现了学术社区主导而不是商业

出版主导，对于在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有过

经历的我来说，感受尤为深刻。

1 澳门大学图书馆经历的转型实践

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虑，尽管

图书馆界搞得轰轰烈烈的，但学界包括图情学界对

图书馆这门事业并不怎么看好，包括图书馆人自己

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

人们不禁要问，图书馆有没有未来？

今天之所以谈图书馆未来这个主题，不是因为

我对从事了一辈子的这个职业怀有的主观偏好，而

是想将这些年来我经历的、见证的、期待的、思考的

东西结合未来展望做一个理性的梳理。

我是五年前从事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前三十多

未来二十年，图书馆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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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在公共图书馆工作，大学图书馆对我来说还是

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应聘会上有考官问我大学图

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有什么区别，我的回应很简单，图

书馆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除了服务对象不同，其他

都差不多。但来澳门大学(下文简称澳大)之前做了

不少功课，希望在有限的五六年时间里，能做出一些

可见的成绩来。

五年多过去了，在最近两次向学校领导报告图

书馆进展的会上，我对这些年来澳大图书馆学术资

产管理与服务做了一个归纳，引起大家的关注。我

说就学术资产整合而言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

硕博士论文收集率达到百分之百，我刚进澳大图书

馆工作的时候，收集率只有90％多，后来与校研究生

院合作，优化了流程，现在已经连续数年达到了

100％。第二件事是建立了澳大人文库，将澳大师生

写过的书集中展示出来。第三件事是建设学者库，

该库不仅包括所有的全职老师，而且将所有老师的

所有作品都收录进来，在澳大图书馆学者库里，三分

之一以上的文献都是灰色文献，它们都是学校宝贵

的学术资产，时间越长久，资源越完整，其增值效应

越高，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图书馆可以做很多事

情，包括对比分析等。更重要的是，它是大学知识基

础设施建设的基础。这些学术资产既是澳大独特的

资产，也是全球共享知识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图书馆下一个二十年会发生什么？

一般编制未来规划都要做环境扫描，今天我们

不谈社会因素、技术因素或文化因素，而是来看看对

图书馆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即系统和资

源代理商的作为。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图书馆前景

最具敏感度的行业恐怕就是这些中介商了。

这里我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科睿唯安的并购

在业界引起的震荡。Marshall Breeding编辑的《图书

馆系统报告 2022：一个被颠覆的行业》[3]中有这样一

段话：2015年前图书馆技术行业的并购主要涉及直

接竞争对手的整合，如SirsiDynix案例。下一阶段图

书馆技术行业合并的趋势是向那些为图书馆提供内

容和不同产品和服务的更大型企业发展。ProQuest
对Ex Libris和 Innovative的收购遵循了这种模式。然

而科睿唯安对ProQuest的收购将这一全球最大之一

的面向图书馆的公司带入了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研

究领域。这说明什么呢？图书馆技术正在从信息处

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方向拓

展，图书馆服务重心从面向馆内读者到回应社会(社
区)发展需求，这是一个大趋势，同时也凸显了图书

馆在社会结构中应有的核心作用。

1985年我到芝加哥出席国际图联年会时，有机

会参观了UMI公司，当时就觉得这家公司很庞大，将

全球的硕博士论文都收集了起来，后来ProQuest收购

了UMI公司，接着最近又收购了Ex Libris和 Innovative
等公司，不可思议的是，后起之秀科睿唯安公司竟然

把这一庞大的 ProQuest公司收购了。2022年OCLC
与科睿唯安打官司，双方虽达成了和解[4]，但实质问

题并没有解决，双方的资源都是相互关联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这一仗也打下了今后这两家大公司会

深度合作或彻底合并的埋伏。

这表明什么呢？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图书馆

业务需要从信息处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

与研究的方向思考了，这是一个大趋势，如果图书馆

还是局限在传统的信息处理与服务上的话，那真的

可以说，这门职业可以看到尽头了。其实，从这些年

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来看，学术交流与研究也是与图

书馆工作紧密连接的，因此它需要我们再跳跃一下，

向更高、更广阔的领域发展。

第二件事是开放获取的发展。开放获取是在21
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当时是学术界与图书馆界

为抵制学术期刊涨价而掀起的一场运动，大家都觉

得，学术资源是公共产品，应回归其作为公共资源的

属性，而开放获取是应付出版商涨价最合适的手

段。令学术界震惊的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图书馆

披露的一个统计，1985年至2002年大学图书馆订阅

的期刊价格上涨了227％，而同一时期美国CPI指数

增长仅为 57％[5]。开放获取运动的初衷是希望通过

期刊的开放获取遏止这种学术商业化的行为。《布达

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发布以来，虽然政府和教育部门

都在从政策上大力推进开放获取，但总体上进展不

理想。哈佛大学图书馆咨询委员会于2012年发表的

一份报告提到该馆订购的两家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在

2006年至 2012年之间涨了 145％ [6]。从全球总体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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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来看，即使到 2019年全球发表学术论文的纯开放

获取比例只占 31％左右[7]。因此哈佛大学的这份报

告建议，应对图书馆经费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是从

实质上推进期刊向开放获取转换。

开放获取要取代收费订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而且也有一个并行发展的问题，搞得不好就会影

响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据有关资料报道，

到 2020年各种形式的开放获取加起来达到 50％的

临界点。未来的目标是大部分学术期刊与图书都实

现开放获取，将原有的学术出版以出版社与公司为

主体，改变为以学术机构与图书馆为主体。上述大

学图书馆 2040年预测的文章提到，到 2040年，大学

与大学图书馆已经将学术出版掌握在手中，取代了

以前存在的由主要出版公司为主体的局面[2]。

在过渡阶段有一个并行发展的问题，那就产生

了所谓的混合模式，也就是说，作者支付了文章处理

费(APC)后，文章就可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其他文

章只能向订阅者开放，这就带来了所谓的双重付费

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必须找到

一个可行的应对方式，既不影响学术正常交流，又能

向开放获取目标迈进，2015年 4月，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数字图书馆(MPDL)发布了题为《颠覆订阅期刊

的商业模式，通过必要的大规模转型推进开放获取》

的白皮书，白皮书建议的方式是将图书馆向出版商

支付的学术期刊订阅费折算成开放获取出版费，所

有文章都立即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出版。在当年12月
举行的第12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上，推出了开放获

取 2020计划(OA2020)。截至 2020年 4月，已有 145
家学术机构正式签署协议支持OA2020。2018年 9
月，11个研究资助机构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研究理

事会的支持下宣布成立“S联盟”(cOAlition S)，并提

出 S计划即“Plan S”，其核心是开放获取十原则 [8]。

由此在出版商与图书馆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协商的

新模式即转型协议 (Transformative Agreement，TA)。
简要来说，它是将原有的订阅模式转变为开放获取

的出版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可行性，由于这些资金

已经存在于市场上，比较容易操作，不会增加图书馆

更大的财务负担，比如在原有合同的定价之上再增

加一至几个百分点，一般图书馆都能接受这一做法，

因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大福利，减少了他们

的经费负担，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其论文在全球的能

见度。

转型协议进展并没有预期的那样顺利，2023年6
月举办的第16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打出了一个响亮

的口号：科学不能因为全球范围内经济上不公平的

出版费而失败。会议肯定了转型协议带来的成果，

但指出这种“阅读并出版”(Read and Publish)的协议

是过渡性质的。会议提出了四项共识：(1)全球开放

获取转型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推进，按现有的速度是

达不到预期目标的；(2)不平等与学术出版是不相容

的，科学不能因为全球范围内经济上不公平的出版

费而失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和科研人

员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而面临严重的科研鸿沟问

题，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3)学术自治是学术

出版的当务之急，科研机构及其科研人员生产了大

量科学出版物，但它们必须花巨资将这些资源买回

来才能使用，因此今后科研机构和图书馆将替代商

业出版社成为学术出版物出版的主体；(4)必须充分

启用作者选择和作者权利。以前论著一旦由商业出

版社出版，就意味着作者将版权让给了出版社，今后

的目标是让作者通过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C)机制在

第一时间自由分享其原创作品[9]。这些共识听起来

也是很激动人心的，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任何

事物只要过了临界点，就有了达成的希望。

这两件事对图书馆未来影响很大，前者要求我

们将学术图书馆放在整个知识传播与交流的大环境

下加以考察，它让我们清晰地预测未来图书馆员可

以做些什么。后者告诉我们，要做好将学术出版纳

入图书馆业务范围的准备，从现在起就要与大学及

科研人员合作，在建设知识基础设施的同时，为推进

开放科学做出图书馆员应有的贡献。

3 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呢？

由此可见，未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图书馆

不是消亡与否的问题，而是空间更大，担子更重了。

我们从人、资源、空间三要素来看未来的图书

馆，大家不难发现，这三个要素都已超越了原有的定

义和范畴，随着虚实融合与交叉，它们之间的边界也

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时间关系，这里省略对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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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纵向分析，让我们一起来横向探讨图书馆在

三要素中应扮演的角色。

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表述。首先是连接(connec⁃
tion)。人、资源、空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

的。有一句比较流行的口号，从collection到connection
(从馆藏到连接)，很生动地描绘了三要素之间的关

系。新一代图书馆员不仅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而且要处理好资源与资源、空间与空间以及三者

之间交互的关系，作为这种连接的推进者，图书馆员

应具备领导力的素质，这些年在国内外图书馆员培

训课程中常常会看到Leadership这个词，就是这个道

理。就馆长而言，现在馆长要面对的已经大大超越

传统的职责范围了。在澳门大学，我不仅要管图书

馆，还要管档案馆、艺术博物馆、校史馆以及出版等，

当然澳门大学比较特殊，学校在设立这些新机构的

时候首先会考虑如何善用校内富余的空间，而当图

书馆拥有这些富裕空间的时候，学校当然会安排图

书馆来承担这些新的工作。实际上，相对于其他各

种类型的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在转型上总是首当其

冲的，因为它所服务的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对信息

资源及其变化是最敏感且最直接的，我们必须及时

适应并跟进他们对信息资源与服务的各种需要。

图书馆融入大学体系以后，图书馆员不仅要跟

院系打交道，还要跟行政部门合作，尤其是在谋划校

园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时更是如此，比如在建设澳

门大学学者库的时候，馆长就要牵头与校领导、与人

事部门、与院系打交道，对于馆员来说，比如从事学

者库建设的馆员，他们的合作范围更广泛，甚至具体

到每一个教师或研究者。现在每一个学院和书院都

有图书馆的联络馆员，他们的工作已不局限于原有

的岗位职责了，当学院需要举办信息素养课程，教师

希望举办博雅讲座，或者学生会希望组织摄影展等，

都会由联络馆员出面协调，评价一个联络馆员的好

坏，不仅要看该馆员的专业技能，更要看其组织、协

调及动员其他资源的能力，越向前发展，对图书馆员

领导力的要求会更高。

其次是导航(navigation)。上海图书馆在 21世纪

初就打出了知识导航的口号。知识导航突出的是图

书馆员在资源与用户之间的作用，如果说 connection

更强调协调与组织的话，那么navigation更注重的是

如何将资源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再过十年或更长一

点的时间，开放获取资源将成为主流资源，像科睿唯

安这样的大公司还会存在，他们会为我们提供更优

越的增值服务，那么，图书馆员还能做出什么专业贡

献呢？

前面提到2040年大学图书馆的预测，即学术出

版由主要出版公司为主导转变成由大学(或科研机

构)及其图书馆为主导，到了那个时候，知识基础设

施初见端倪，图书馆员在设施管理、标准维护以及

资源处理等方面将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图书馆一直

在承担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方面的工作，大学

(或科研机构)有可能将与学术出版有关的政策实施

与落实的工作委托图书馆来进行。为此，图书馆将

依据自身的专业优势，创新更好的编撰规范和格式

以取代传统的商业出版格式，这里我们不讨论编目

创新的具体问题，但我相信图书馆员的资源描述能

力是与生俱来的，一定会比出版行业做得更科学、更

合理。

当开放获取和开放数据达到更成熟的程度，开

放科学将成为现实。图书馆员将发挥其“藏用结合”

的专业优势，在开放科学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如

果说以前知识导航还是一句口号的话，到那个时候，

知识导航将成为图书馆员必备的一种技能，这种技

能不只是资源描述和编辑的能力，还包括资源的使

用、咨询甚至为用户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

第三是创造(creation)。首先看一下图书馆的演

变过程。第一代图书馆重收藏，以收藏为中心，就是

藏书楼性质的。第二代图书馆重开放，从半开架到

全开架，强调方便读者利用，但总体上来讲还是原有

基础上的提升，只是在开放借阅之外，增加了讲座、

展览、研讨、文艺等功能，这些文化类的功能占有的

空间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占到了整个图书馆的三分

之二，书架或阅览桌椅的空间挤压到三分之一，但总

体上它还属于第二代，没有质的差别。然而，第三代

就很不一样了，之所以说重创造，就是强调读者通过

利用图书馆从事创造，增添价值。

什么是知识基础设施？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

就是一种基础设施，人们不仅可以在网上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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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开展经营等增值性的活

动。知识基础设施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平台，用户既

可以获取和交流信息，而且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为自

己添加和创造价值。与互联网不同，它不是纯粹虚

拟的东西，以图书馆为主体的知识基础设施是一种

虚实融合的空间，它需要有一个体现膜拜价值的建

筑实体，数千年来图书馆始终给人以知识宫殿的形

象，今后也是如此，在地理位置上它往往处于中心位

置，比如澳门大学图书馆，看上去既是大学的门面，

又处于人流量最多的中心位置，两边有咖啡厅和书

店，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自由舒适地学习和交流，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虚实融合的知识共享体，更多

的资源收藏于虚拟环境中。

作为创造型图书馆，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第

一是用户参与。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前提所在，无论

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大学图书馆，都要把用户参与放

在首位，很多图书馆有创客空间，但利用率不高，主

要是与用户的实际需要不符。图书馆设立创客空间

等设施，是为了适应职业培训和团体交流的需要，在

参与的过程中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新的经验和知

识。第二是提供工具。早期图书馆提供阅览空间，

后来发展到提供网上资源，现在要提供合适的工具，

如昂贵的设计软件、3D打印机以及各类新产生的网

络工具和设备等，有的图书馆还提供工具外借服

务。用户通过学会使用新工具生产和创造产品。第

三是成果展示。图书馆是用户展示成果的最佳公共

空间，城市里有很多第三空间，但图书馆是最能体现

公共价值的场所。用户走进图书馆，发现有自己的

或熟悉的人的作品会倍感亲切。图书馆可以组织一

些学生摄影展之类的活动，让他们有参与感。我们

把图书馆比作一个舞台，读者既可以是观众，也可以

是演员。

2022年底我为徐家汇书院开馆写过一篇短文，

后来发表在新民晚报十日谈上，题目是《图书馆，市

民的第二书房》[10]，原来有“图书馆，市民的第二起居

室”的提法，之所以说“第二书房”，是指当时徐汇图

书馆(简称“徐图”)旧馆搬迁的时候图书馆想出了一

个让读者把徐图带回家的点子，等到新馆开放时再

把书还回来，强调了图书馆与家里的书房合为一体

的理念，再进一步延伸一下，如果改为“图书馆，市民

的第二工作室”的话，就是典型的创造型图书馆了，

市民将图书馆比作自己的工作室，在这里既可以自

己创作，也可以与其他人合作。有人担心，图书馆变

成个人工作场所的话不好管理，但这就是管理的问

题了。我们还是要转变观念，现在大多数图书馆都

是按图书馆员的意愿出发进行设计和管理的，很少

考虑用户的需求，造成了大部分图书馆空间资源的

浪费，我们把它倒过来，从读者的意愿出发，就大不

一样了。由此，图书馆的功能和使命都发生了变化，

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于文化，而且要服务于社会，服务

于经济。

4 结语

进入 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推动下，图书馆事业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面临

转型与升级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图书馆正在从

信息处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方

向拓展，其服务重心从面向馆内读者向回应社会(社
区)发展需求转变；另一方面，近二十年开放获取运

动的稳步前行为图书馆向知识基础设施的方向演变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未来二十年里，图书馆将在

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科学进展中，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23年 10月 12日由上海市图

书馆学会和上海阿法迪智能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的“智慧引领发展：文化公益大讲堂”的讲

座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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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ill Libraries Look Like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Wu Jianzhong

Abstract：Driven by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ibrari⁃
anship, like other industries, is 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n the one hand,
the library is expanding fro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o a wider range of academic exchanges
and research, and its service focus is changing from serving readers in the library to responding to social(community)
development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open access movemen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as
created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libraries to evolve towards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In the next two decades,
libraries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open science. The author uses three keywords-connection, navigation and creation-to propos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efforts. First, librarians must become promoters and leaders of connections, exerting their ability to organize, coordinate
and mobilize various resources. Second, librarians mus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open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expertise in resource management, data utilization and reference service. Third, libraries
should strive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user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so as to assist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Future library; Library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Open access; Ope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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