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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公共图书馆研究背景

1.1 公共图书馆定义、功能及作用

1.1.1 公共图书馆定义及性质

1.1.2 公共图书馆基本功能

1.1.3 公共图书馆重要作用

（1）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2）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1.2 公共图书馆发展政策环境解析

1.2.1 新世纪以来公共图书馆政策的变化

（1）向&ldquo;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rdquo;转变

（2）向&ldquo;免费开放&rdquo;转变

1.2.2 公共图书馆最新政策解读

（1）《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解读

（2）《文化部&ldquo;十二五&rdquo;文化科技发展规划》解读

（3）《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解读

（4）《&ldquo;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rdquo;实施方案》解读

1.3 公共图书馆发展社会环境解析

1.3.1 文化产业的地位及发展概况

（1）文化产业的地位

（2）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1.3.2 居民收入及文化消费分析

（1）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2）居民文化消费分析

（3）居民阅读习惯调查分析

 

第2章：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

2.1 公共图书馆发展规模

2.1.1 公共图书馆机构及从业人员规模

2.1.2 公共图书馆藏书规模



2.1.3 公共图书馆设施规模

2.2 公共图书馆经费收支情况

2.2.1 公共图书馆经费收入情况

2.2.2 公共图书馆经费支出情况

2.3 公共图书馆主要业务活动情况

2.3.1 公共图书馆借阅情况

2.3.2 公共图书馆讲座组织情况

2.3.3 公共图书馆展览组织情况

2.3.4 公共图书馆培训组织情况

2.4 各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

2.4.1 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个数及藏量比较

2.4.2 各地区公共图书馆设施情况比较

2.4.3 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主要业务活动情况比较

2.5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情况

2.5.1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

2.5.2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

 

第3章：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分析

3.1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影响分析

3.1.1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对读者的影响

3.1.2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对图书馆的影响

3.2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必要性及意义分析

3.2.1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必要性分析

3.2.2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的意义

（1）满足读者的多种需求

（2）提高公共图书馆资源利用率

（3）扩大了读者范围

（4）更好的利用物理空间

3.3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关键技术及系统

3.3.1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关键技术

（1）信息采集和移植技术

（2）信息的组织技术



（3）信息的检索技术

（4）信息安全技术

3.3.2 数字图书馆系统建设分析

（1）文献数字化加工系统

（2）网页资源获取系统

（3）数字资源组织系统

（4）版权信息管理系统

（5）唯一标识符系统

（6）资源发布与服务系统

（7）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8）文津搜索系统

（9）数字资源保存系统

（10）异地灾备中心

3.3.3 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建设分析

（1）数字图书馆服务系统分析

（2）数字图书馆服务创新方向

3.4 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体系构建策略

3.4.1 数字阅读的概念和特点

3.4.2 数字阅读的利弊分析

3.4.3 数字阅读存在的问题

3.4.4 公共图书馆应对数字阅读的措施

（1）加强数字阅读引导

（2）改变知识建构方式

（3）加快馆藏数字化

（4）建设手机图书馆系统

3.5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基础及规划

3.5.1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基础

（1）覆盖全国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2）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环境逐步完善

（3）信息与知识获取途径日趋多样

（4）国内数字图书馆探索与实践基本成熟

3.5.2 数字图书馆&ldquo;十二五&rdquo;构建规划



（1）建设标准化的硬件平台

（2）建设开放互联的软件平台

（3）建设高度共享的资源体系

（4）建设覆盖全媒体的服务平台

（5）建设基于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的标准规范体系

（6）建设高度集成的业务管理平台

3.6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现状

3.6.1 数字图书馆特点分析

3.6.2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全国实施情况

3.6.3 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情况

（1）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重点

（2）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策略

1）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策略

2）数字图书馆的标准化与数字存储策略

3）数字图书馆的分类索引和检索策略

（3）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现状

1）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总量

2）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发布总量

3.6.4 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发展趋势分析

 

第4章：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影响分析

4.1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意义及挑战

4.1.1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主要内容

4.1.2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意义

4.1.3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面临的挑战

（1）资金缺口

（2）工作量增加

（3）管理难度加大

4.2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效果调查分析

4.2.1 调查对象与调查内容

4.2.2 调查结果分析

（1）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知晓度分析



（2）实行免费服务后公共图书馆的变化分析

（3）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项目使用频度分析

（4）可被接受的收费服务项目分析

（5）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6）对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期待分析

4.3 对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的建议

4.3.1 建立制度化的政策保障机制

4.3.2 重视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

4.3.3 通过宣传提高公众知晓率

4.3.4 切实解决免费开放中的问题

4.3.5 拓展服务内容并培育服务品牌

 

第5章：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及利用策略

5.1 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内容及建议

5.1.1 文献资源建设的内容及原则

（1）文献资源建设的内容

（2）文献资源建设的原则

5.1.2 文献资源建设中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1）重点文献与一般文献的关系

（2）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3）品种与复本的关系

（4）当前需要和将来需要的关系

5.1.3 合理建设文献资源的建议

（1）科学配置文献资源

（2）合理采购文献资源的复本量

（3）制定文献信息资源增长目标

5.2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及实现路径

5.2.1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整合的意义

（1）有利于读者对信息资源的利用

（2）有助于构建图书馆服务竞争力

5.2.2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整合的实现路径

（1）基于OPAC的信息资源整合



（2）基于跨库检索的信息资源整合

（3）基于资源导航的信息资源整合

（4）基于超级链接的信息资源整合

5.2.3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注重信息内容的整合

（2）注意保护知识产权

5.3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现状及发展对策

5.3.1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概况

（1）全国性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概况

（2）区域性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概况

5.3.2 现阶段公共图书馆开展共建共享的新特点

5.3.3 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发展对策

（1）建立常态化的共享机制

（2）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共享的范围和力度

（3）现阶段以区域性共享体系建设为主

（4）建立跨系统的共享模式

（5）充分利用文化共享工程开展服务

 

第6章：公共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6.1 公共图书馆传统服务项目分析

6.1.1 公共图书馆借阅服务分析

（1）公共图书馆借阅服务发展概况

（2）公共图书馆开架借阅服务改进策略

（3）公共图书馆声像资料外借服务改进策略

6.1.2 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分析

（1）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现状

（2）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发展趋势

（3）公共图书馆提升参考咨询服务水平的对策

6.2 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项目分析

6.2.1 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内涵及方式

（1）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内涵

（2）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方式



6.2.2 公共图书馆展览服务分析

（1）公共图书馆展览服务发展现状

（2）公共图书馆展览资源共享的必要性

（3）公共图书馆展览服务的发展路径建议

6.2.3 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分析

（1）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实践现状

（2）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存在的问题

（3）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改进策略

（4）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的现状及建议

6.2.4 公共图书馆其他延伸服务分析

（1）暑期阅读服务分析

（2）读者活动服务分析

（3）立法决策服务分析

6.2.5 公共图书馆开展延伸服务的保障

（1）提供可持续发展模式

（2）营造和谐氛围

（3）馆员自身素质

6.3 公共图书馆针对特殊群体服务分析

6.3.1 公共图书馆服务未成年人

（1）公共图书馆服务未成年人的意义

（2）中美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比较

（3）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发展建议

6.3.2 公共图书馆服务残疾人

（1）公共图书馆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服务现状调研

（2）公共图书馆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服务发展建议

6.3.3 公共图书馆服务老年人

（1）公共图书馆服务老年人现状

（2）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老年人的实践

（3）日本公共图书馆服务老年人的理念

（4）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老年人的建议

6.3.4 公共图书馆服务农村

（1）公共图书馆服务农村的意义



（2）公共图书馆服务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3）公共图书馆服务农村的创新机制建议

6.3.5 公共图书馆服务小微企业

（1）小微企业信息需求特点

（2）公共图书馆服务小微企业的着力点

（3）针对小微企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项目

6.4 省级公共图书馆特色服务调查分析

6.4.1 调查对象及方法

6.4.2 调查内容及结果

6.4.3 调查结果分析

（1）特色服务总体设置情况

（2）特色服务个案说明

6.4.4 省级公共图书馆特色服务发展策略

（1）重视特色资源

（2）拓展延伸服务

（3）完善规章制度

 

第7章：公共图书馆运营管理建议

7.1 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7.1.1 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7.1.2 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的可借鉴模式

（1）英国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制模式

（2）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制模式

7.1.3 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7.2 公共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建议

7.2.1 当前公共图书馆在人才资源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7.2.2 公共图书馆人才资源管理的机制和策略

（1）实施人才培养战略

（2）进行继续教育方略

（3）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4）建立创新环境

（5）改革用人机制



（6）建立专业性和服务性管理队伍

7.3 公共图书馆经费保障建议

7.3.1 公共图书馆经费保障现状

7.3.2 保障公共图书馆经费的建议

（1）尽快形成法律保障机制

（2）建立经费稳定增长的财政保障制度

（3）开辟多种形式的经费来源渠道

7.4 公共图书馆绩效管理建议

7.4.1 公共图书馆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7.4.2 公共图书馆实施绩效管理的流程

（1）构建绩效管理文化

（2）构建管理指标体系

（3）实施绩效考核

（4）绩效考核结果反馈与应用

7.5 读者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建议

7.5.1 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的意义

7.5.2 读者参与管理的途径与形式

（1）开展业务培训

（2）设立工作坊

（3）摸索多种形式

7.5.3 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的方法

（1）制定读者参与的工作规范

（2）确定读者参与的范围

（3）建立稳定的读者参与管理组织

7.6 公共图书馆志愿者服务机制建议

7.6.1 公共图书馆开展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意义

7.6.2 中美公共图书馆志愿者发展现状比较

（1）中国公共图书馆志愿者发展现状

（2）美国公共图书馆志愿者发展现状

（3）中美公共图书馆志愿者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7.6.3 建立健全公共图书馆志愿者保障机制建议

（1）规范志愿者招募程序



（2）细化志愿者指导和培训

（3）量化绩效考核与综合评估

（4）完善激励机制

 

第8章：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模式借鉴

8.1 &ldquo;流动图书馆&rdquo;模式

8.1.1 广东&ldquo;流动图书馆&rdquo;的发展历程

8.1.2 广东&ldquo;流动图书馆&rdquo;模式分析

（1）运作模式

（2）管理模式

（3）财政模式

（4）资源配置

（5）建设成效

8.1.3 流动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思路

8.2 &ldquo;总分馆&rdquo;模式

8.2.1 &ldquo;总分馆&rdquo;模式简介

8.2.2 地区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

（1）苏州模式

（2）厦门模式

（3）东莞模式

8.2.3 完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8.3 &ldquo;图书馆之城&rdquo;模式

8.3.1 深圳&ldquo;图书馆之城&rdquo;建设历程

8.3.2 深圳&ldquo;图书馆之城&rdquo;建设&ldquo;十一五&rdquo;现状与成就

8.3.3 深圳&ldquo;图书馆之城&rdquo;建设&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解读及未来展望

8.3.4 &ldquo;图书馆之城&rdquo;模式对其他省市公共图书馆的启示

8.4 &ldquo;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rdquo;模式

8.4.1 &ldquo;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rdquo;服务功能简介

8.4.2 &ldquo;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rdquo;运作模式分析

（1）图书馆内各中心各部门的协调

（2）自助机运行维护

（3）物流配送



8.4.3 &ldquo;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rdquo;实践发展

8.5 &ldquo;青番茄&rdquo;模式

8.5.1 &ldquo;青番茄&rdquo;简介

8.5.2 &ldquo;青番茄&rdquo;服务模式解剖

（1）免费借阅

（2）免费配送

8.5.3 &ldquo;青番茄&rdquo;盈利模式解剖

（1）赢利点之一：企业定制服务

（2）赢利点之二：注意力经济

（3）赢利点之三：流动资金

8.5.4 &ldquo;青番茄&rdquo;模式与公共图书馆的比较

（1）主要指标对比

（2）网站建设与利用情况比较

（3）读者便利性比较

（4）优劣势比较

8.5.5 &ldquo;青番茄&rdquo;模式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与启示

（1）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

（2）对公共图书馆的启示

 

第9章：领先公共图书馆运营分析

9.1 中国国家图书馆运营分析

9.1.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 首都图书馆运营分析

9.2.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3 上海图书馆运营分析

9.3.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3.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3.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3.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3.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3.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3.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4 天津图书馆运营分析

9.4.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4.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4.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4.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4.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4.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4.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5 重庆图书馆运营分析

9.5.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5.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5.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5.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5.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5.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5.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6 河北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6.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6.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6.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6.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6.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6.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6.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7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运营分析

9.7.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7.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7.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7.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7.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7.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7.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8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运营分析

9.8.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8.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8.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8.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8.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8.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8.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9 浙江图书馆运营分析

9.9.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9.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9.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9.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9.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9.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9.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0 南京图书馆运营分析

9.10.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0.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0.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0.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0.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0.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0.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1 川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1.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1.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1.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1.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1.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1.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1.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2 山西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2.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2.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2.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2.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2.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2.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2.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3 辽宁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3.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3.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3.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3.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3.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3.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3.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4 黑龙江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4.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4.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4.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4.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4.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4.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4.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5 内蒙古图书馆运营分析

9.15.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5.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5.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5.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5.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5.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5.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6 福建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6.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6.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6.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6.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6.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6.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6.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7 江西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7.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7.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7.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7.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7.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7.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7.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8 山东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8.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8.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8.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8.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8.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8.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8.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19 河南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19.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19.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19.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19.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19.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19.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19.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0 湖北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20.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0.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0.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0.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0.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0.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0.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1 湖南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21.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1.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1.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1.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1.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1.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1.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2 陕西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22.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2.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2.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2.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2.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2.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2.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3 安徽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23.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3.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3.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3.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3.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3.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3.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4 海南省图书馆运营分析

9.24.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4.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4.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4.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4.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4.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4.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5 宁夏图书馆运营分析

9.25.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5.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5.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5.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5.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5.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5.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运营分析

9.26.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6.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6.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6.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6.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6.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6.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7 深圳图书馆运营分析

9.27.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7.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7.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7.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7.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7.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7.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8 长春市图书馆运营分析

9.28.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8.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8.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8.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8.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8.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8.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29 苏州图书馆运营分析

9.29.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29.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29.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29.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29.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29.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29.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9.30 嘉兴市图书馆运营分析

9.30.1 图书馆发展情况简介

9.30.2 图书馆设施状况分析

9.30.3 图书馆馆藏资源分析



9.30.4 图书馆服务项目分析

9.30.5 图书馆服务手段分析

9.30.6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分析

9.30.7 图书馆发展特色分析

 

第10章：公共图书馆发展前景展望

10.1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使命

10.1.1 关于图书馆发展前途的讨论

（1）图书馆消亡论

（2）图书馆发展论

10.1.2 公共图书馆发展理念的突破

（1）&ldquo;第二起居室&rdquo;发展理念

（2）&ldquo;第三空间&rdquo;发展理念

（3）&ldquo;第二起居室&rdquo;与&ldquo;第三空间&rdquo;的区别和意义

（4）&ldquo;第三文化空间&rdquo;发展理念解读

10.1.3 未来公共图书馆的使命

（1）学习与信息获取

（2）娱乐与社会交流

（3）表现与欲望实现

10.2 公共图书馆发展热点分析

10.2.1 公共图书馆立法问题分析

（1）日本公共图书馆立法经验借鉴

（2）美国地方公共图书馆立法经验借鉴

（3）&ldquo;十一五&rdquo;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研究进展

（4）&ldquo;十二五&rdquo;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展望

10.2.2 &ldquo;智慧&rdquo;公共图书馆建设分析

（1）&ldquo;智慧城市&rdquo;对公共图书馆提出的要求

（2）&ldquo;智慧城市&rdquo;理念下公共图书馆工作的设想

10.2.3 专题图书馆的建设分析

（1）国内专题图书馆建设概况

（2）专题图书馆的资源组织

（3）专题图书馆的重点服务方式



10.2.4 公共图书馆服务社区化分析

（1）发展社区服务的必然性

（2）公共图书馆服务社区化的内涵

10.2.5 基于微博的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分析

（1）公共图书馆运用微博开展信息服务的意义

（2）国内公共图书馆微博应用现状分析

（3）公共图书馆运用微博开展信息服务的策略

10.3 公共图书馆投资分析

10.3.1 公共图书馆投资特性分析

（1）投资主体

（2）建设资金来源

（3）投资方式

10.3.2 公共图书馆投资现状

10.3.3 公共图书馆投资预测

10.4 公共图书馆发展前景

10.4.1 公共图书馆发展SWOT分析

（1）发展优势

（2）发展劣势

（3）发展机遇

（4）发展威胁

（5）SWOT矩阵

10.4.2 公共图书馆发展趋势分析

10.4.3 公共图书馆发展前景预测

（1）公共图书馆发展规模预测

（2）公共图书馆主要业务活动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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