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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界大服务格局下高校图书馆元空间与服务生态建设探讨

———以浙江大学主图书馆建设为例

□孙晓菲* 唐嘉铿 何东洋

  摘要 文章在深入研究高校图书馆空间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图书馆根本属性出发,
重新审视空间的特性,提出了元空间、空间共同体、无边界大服务等新概念以及元空间、空间共同

体的构建要素;并借鉴浙江大学主图书馆建设经验和成效,以无边界大服务作为图书馆解决方

案,探讨空间共同体与服务生态的范式构建,旨在为高校图书馆空间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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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以书为主体”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图书馆中,
功能布局和工作流程围绕“书”展开,呈现由外而内

(Outside-in)集聚资源的“书本位”特点[1]。进入“后
数字图书馆时代”(the

 

Post-DL
 

Era)[2],图书馆发展

理念从“以书为主体”的“书本位”转向了“以人为主

体”的“人本位”。空间因“人本位”而受到广泛关注,
成为图书馆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围绕空间转型

与服务转型进行战略规划已成为图书馆学界的共

识[3]。2021年,《国际图联趋势报告》中,“实体空

间的回归”在20个未来趋势中列位第三,理由是

“人们重新发现实体空间的价值,这些空间为交流

和讨论提供了良好机会”[4]。图书馆实体空间的回

归,印证了社会学家吉登斯的时空理论:空间的概念

不仅仅存在于一种地理空间的意义之上,更是应当

建立在社会行动的情境之上。这也意味着空间实际

上是一种多元化概念,同时具有抽象和具体的二重

属性[5]。
 

在第三代图书馆建设中,空间的情境性、功能性

均占主导地位,为新服务或新技术腾挪实体藏书空

间的现象已屡见不鲜。尽管这种做法受到质疑,但
拥有丰富数字馆藏的高校图书馆在互联网和数字服

务的支持下,在保留“书文化”核心服务功能的基础

上,超越、延伸历史功能,为读者创造一个精神家园

般的文化环境[6],希望成为“大学的客厅,而非仓

库”[7]的愿景,似乎更契合高校图书馆未来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
新近落成的浙江大学图书馆主馆(以下简称浙

大主馆)是第三代图书馆的典型实践,超大的开放平

层集成了开架书库、密集书库、阅览区、研讨区、自助

服务区、文化展示区和休闲区等各种不同功能的空

间,每个区域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交互功能,体现

了资源即服务、服务即资源的大资源、大服务建设思

路,既为图书馆规划资源、空间、服务带来无限可能,
也为现代图书馆空间研究提供了样板。

文章基于浙大主馆的建设经验,重点探讨空间

资源在高校图书馆发展中的战略意义,提出了元空

间、空间共同体、无边界大服务等新概念和新思路;
并以“无边界大服务”作为图书馆解决方案,探讨空

间共同体与服务生态的范式构建,希望为高校图书

馆建设提供新的服务范式和实践路径。
 

2 空间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图书馆一直通过空间建设满足用户对

空间服务质量提升的需求。2017年,吴建中将“空
间再造”列为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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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图书馆不分大小,都能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

激活空间资源,发挥交流价值[8]。”刘炜等结合上海

图书馆新馆建设,指出空间服务已经从幕后走到台

前、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在新技术环境下,
孕育着新的突破[9]。通过对空间现状与发展趋势的

分析与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空间资源与空间服务

相互依存与相互转换的发展进程与发展规律。
 

2.1 研究趋势分析

为系统梳理图书馆空间资源及空间服务的研究

现状,作者在CNKI数据库以“图书馆”和“空间再

造”、“图书馆”和“空间服务”、“图书馆”和“空间资

源”为主题词,分别进行检索和比较分析。其中,以
“图书馆”和“空间再造”为主题词,搜索到729篇文

献;以“图书馆”和“空间服务”为主题词,搜索到

1508篇文献;以“图书馆”和“空间资源”为主题词,
搜索到191篇文献(检索时间:2024年7月4日)。
通过对搜索结果的比较分析,可以探讨空间再造、空
间服务与空间资源三者的关系与发展趋势。

(1)搜索结果显示,空间再造是空间服务的助推

器。空间服务文献最早发表于1997年,2018年达

到发文高峰,全年达163篇;空间再造的文献最早发

表于2011年,2019年达到发文高峰,全年达113
篇。另外,空间再造的729篇文献里,有232篇文献

同时包含空间服务,空间再造与空间服务的关联性

达到31.8%。据不完全统计,至2018年,港澳台大

学(4星级以上)空间再造率最高,改造数量占比接

近70%;985大 学 图 书 馆 的 空 间 再 造 占 比 接 近

60%,211 大 学 图 书 馆 的 空 间 再 造 占 比 接 近

50%
 [10]。这说明除了新建图书馆,空间再造是图书

馆服务变革的优选路径与转向模式[11]。
(2)比较分析发现,空间服务与空间资源两者研

究周期具有相似性和趋同性。空间资源的文献最早

发表于2007年,比空间服务晚了整整十年;2017年

开始迈入第二个十年的研究期,之后发文量逐年上

升。其2007—2023年间的研究轨迹与空间服务

1997—2013年间的轨迹几乎是同出一辙,均是在经

过了第一个十年研究后,分别在2017年和2007年

发文量由个位数上升到两位数。随着人工智能时代

的到来,空间面临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机遇与

挑战,空间资源或将成为图书馆下一个研究热点。

2.2 研究理论分析

国内图书馆空间服务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

代末期,2006年前空间服务文献的发表数量都在10
篇以下。研究侧重点是如何调整和充分利用空间来

改进传统服务,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到图书馆

工作中去,为读者提供更便利、更人性化的服务[12]。

2005年,吴建中将“信息共享空间(IC空间)”的
概念引入国内[13];2012年后,随着空间再造的兴起,
相关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空间服务成为整个

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相继出现了“图书馆作为空间

理论”“第三空间理论”“空间再造理论”空间服务理

论创新的三大理论成果[14]。但追溯这些理论成果,
可以发现均由国外同步引入。2004年,格洛丽亚·

J·莱基(Gloria
 

J.
 

Leckie)发表了《图书馆作为公共

空间的三个视角》,首次提出了“图书馆作为场所”的
命题,他强调“除了阅读,用户生活中图书馆还有许

多其他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却又经常被忽

视,那就是读者与图书馆作为物理空间建立的关

系[15]。”“第三空间”术语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雷·
奥尔登 堡(Ray

 

Oldenburg)1989年 创 立[16],2009
年,国际图书馆界提出“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同
年“图书馆作为场所和空间”成为国际图联大会都灵

卫星会议的主题[17]。
通过大量吸收国外先进理念与经验,国内图书

馆不仅在空间建设上与国外同步发展,而且对图书

馆空间本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明确提出“再造

后的图书馆空间本身便是一种资源”[18]。对2006—

2020图书馆空间的近2000篇中外文献分析后,刘
嘉政总结出国内外共同的信息共享空间、创客空间、
智慧空间以及数字学术空间四大空间建设方向,并
提出国内研究中“虚拟图书馆空间和空间中人的研

究较为薄弱”的观点[19]。这一观点也在现实中得到

证实,如某些图书馆空间再造后,因读者需求“重新

将休 闲 空 间 改 回 阅 读 空 间”的 “反 空 间 再 造 现

象”[14]。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认识每

件事情必须要知道它的本质”,遵从事物第一本

原[20]。图书馆也必须回归本原,重视“空间中人的

研究”,才能更好体现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3 空间的重新定义

提出空间生产理论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

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作为资源的空间,“只有通

过它的内容才获得了存在,也只有通过这个内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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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价值”[21]。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设计师,先
锋派建筑师库哈斯创造出一种新建筑概念,将建筑

空间与虚拟空间首次结合起来,“使建筑不再只是个

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反应堆”[22]。从“容
器”到“反应堆”,这一设计理念预示着图书馆将面临

重新构建资源体系与服务体系的双重任务。
如同自然界一样,资源是有用途的、有价值的物

质,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23]。当信息资源与

空间资源共同构成图书馆的新资源体系,也必将完

成“以书为主”的知识生态和“以人为主”的空间生态

的复杂服务生态系统建设。因此,重新审视图书馆

的根本属性,关注空间资源的战略意义及新服务范

式的构建,是本文研究和探讨的重点。

3.1 图书馆的根本属性

巴特勒在《图书馆学导论》绪论中指出,“书籍是

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这

种记忆移植到活着的个人意识中的一种社会装

置”[24](1)。这句对图书馆本质及基本功能的经典论

述,曾被图书馆界广泛引用,至今“仍有其学术存在

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依然对我们图书馆学研究有着

指导意义[24](17)。”
根据巴特勒的论述,图书馆学界普遍认同这种

社会装置的根本属性是中介性,即“图书馆是用户和

资源之间的中介机构”[25];并且“正是由于这个本质

属性的存在,才派生出图书馆的社会性、依辅性以及

学术性等其他属性。中介性对图书馆的存在起了决

定性作用[26]。”换言之,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存储

地,更是人类记忆与社会知识的传递者。随着经济、
技术的发展,以及疫情等全球突发事件对人类日常

生活的影响,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图书馆的交流场所

功能日益增强。可以说,空间成为图书馆资源是一

种客观需要,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它与书籍一样,成
为实现图书馆中介功能的物质基础。

3.2 空间资源的特性

由于图书馆空间资源与空间服务的理论研究与

实践管理,正处于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阶段,如何发挥

空间资源的战略作用、提升空间资源建设水平和服

务管理水平、体现空间价值和服务价值? 需要深入

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1)空间为什么会成为资源? 成为资源的空间

具有哪些特点?
 

(2)为什么要引入空间共同体概念? 空间共同

体的构成与特性是什么?
(3)为什么是无边界? 什么是大服务? 由空间

资源与空间服务构成的空间共同体如何在智慧互联

环境中构建第三代图书馆服务新生态?
寻找答案时,会发现这些问题都围绕着空间资

源的本质和特性。第一个问题的核心是空间的具像

化和业务化。空间具备知识传播与再生产功能,是
图书馆战略资源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图书馆

空间再造的关键。因此,以管理资源的方式管理空

间,可以打通传统服务中条框分隔形成的服务“孤
岛”症结,建立空间和资源新秩序,将人与物(资源)
联结起来,方便用户在虚拟空间或实体空间自由获

取空间资源,形成全新的服务生态。
第二个问题的核心是空间资源与空间服务只有

相互支撑形成空间共同体,才能构建与创新服务方

式,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因此,空间共同体

的特性是资源与服务的融合,这种融合或将成为第

三代图书馆新的服务范式。
第三个问题的核心是空间共同体的运营与管理

要求。在现实与虚拟融合的复杂图书馆系统中,只
有“无边界大服务”才能有效打破时空界线、组织界

线和数据界线,实现空间和资源的双重跨界与变革,
把图书馆从“以书为主”的纯阅读场所彻底转变为知

识传播、学术创新、文化交流、技术体验和社会实践

的空间共同体。
因此,空间资源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功能性、有

限性及可持续性等多重属性,对图书馆未来发展具

有深远影响。

3.3 空间的相关概念

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空间的多样性、复杂性和

成长性,作者提出了元空间、空间共同体、无边界大

服务等新概念,并梳理了它们与空间资源、空间服务

和服务生态之间的关系。
(1)空间资源

空间资源是图书馆功能的场景表达,是根据用

户需求及业务发展需要,在实体或虚拟空间内,通过

策划、组织和管理等各类活动,而创建并保存的以

“人”为核心的特色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空间资源不仅涵盖所有的资源类型

和社会关系,如:各类实体和虚拟文献、各类活动及

活动参与方等,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而且可

以不断创新,具有无限的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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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服务

空间服务是在图书馆所有空间内为用户提供的

所有服务的总和,包括文献借阅、教学支持、咨询研

究、利用管理、活动组织、资源保存等内容。
(3)空间共同体

空间共同体由藏书空间、阅读空间、教学空间、
研讨空间、文化空间、特色空间和与之对应的各类数

字虚拟空间构成。不同空间承担不同的功能,服务

不同的人群,但所有空间都具有同质性和共同性,所
有参与者对空间具有共同理解与共同目标。

(4)元空间

元空间是空间的空间,由空间主体、空间载体、
空间政策、空间设计和空间记忆等要素构成。元空

间具有空间的所有属性,是空间创建、组织与管理的

基本依据与数据来源。
 

(5)服务生态

服务生态是图书馆业务与活动各参与方为了实

现共同的价值主张,利用各种资源和空间共同体进

行学习、交流和创新的联合体,是一个有共同蓝图、
相互依赖的网络,具备知识汇聚、学习创新和文化交

流等多重功能。
(6)无边界大服务

无边界大服务是形成空间共同体的基础,是“后
数图时代”的图书馆服务解决方案,也是图书馆的全

新服务范式。“无边界”打破了图书馆既有业务的时

空界线、组织界线和数据界线,“大服务”是建立在现

实与虚拟平行空间上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以适

应多元多变、开放互联、共建共享的“人本位”服务生

态和价值体系。
以上概念中,空间资源与空间服务相互支撑、相

互依赖,是空间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元空间不仅

是空间共同体的基本粒子(正如元数据是“最大的数

据”),也是“最大的空间”,具有空间共同体的所有属

性与特征;无边界大服务是构建空间共同体的解决

方案和服务范式。

4 元空间与空间共同体的构建要素

第三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是“人本位”,资源与

服务、空间与场景、现实与虚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

书馆生态系统。因此,图书馆的空间研究不仅要梳

理元空间的构成要素,而且必须深入探讨各要素的

存在特征,才能充分理解图书馆空间共同体的意义

和价值(参见图1)。

图1 元空间及空间共同体概念图

4.1 第一要素:双向多元的空间主体

空间主体是空间资源和空间服务的所有创造者

与参与者,非单向一元体,而是双向多元体。空间的

主体不仅有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还有记录者与

传播者,因为活动过程产生的信息要成为资源,需由

不同的人在活动过程中共同完成。并且,空间资源

的创建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过程,具有生命周期的

特性,必须遵循并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与管

理机制。在高校教学科研环境中,伴随着教学科研

方式、理念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图书馆空间的功能、
服务与形态都需要随之发生改变。打造以馆员为核

心的协同型、创新型空间主体,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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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共同体的关键要素。

4.2 第二要素:独立平行的空间载体

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是独立而平行的空间存

在。实体空间是图书馆馆舍中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

空间;虚拟空间既可以是实体空间的镜像再现,也可

以在虚拟现实中单独创建。
为更好地理解空间的平行性,我们借用元宇宙

的四个属性来描述虚拟空间:从时空性来看,虚拟空

间是一个空间维度上虚拟而时间维度上真实的数字

世界;从真实性上看,既有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复制物,
也有虚拟世界的创造物;从独立性来看,是一个与外

部真实世界既紧密相连,又高度独立的平行空间;从
连接性来看,是一个把网络、硬件终端和用户囊括进

来的一个永续的、广覆盖的虚拟现实系统[27]。
因此,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在图书馆服务生态

中并行不悖,它们各自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共同

构成了图书馆服务的多维空间载体。

4.3 第三要素:开放包容的空间政策
 

开放包容的空间政策旨在建立无边界大服务的

开放管理机制和服务生态,通过实体与虚拟的平行

管理体系,创造全新的空间价值和服务价值,实现图

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数据互联时代,边界需要具备通透性,而无边界

组织的特征是速度、灵活性、集成和创新,打开组织

边界,可以更好地感知用户需求,增强组织的适应柔

性和能力[28]。服务生态是边界被打开、业务互相渗

透的新组织形式,是实现多元复杂、面向不确定性的

“大服务”方法与路径。因此,无边界大服务是开放

包容的空间政策的理念与基石,也是对图书馆服务

范式的全新阐释。
 

4.4 第四要素:虚实并重的空间设计

空间设计是科学合理规划空间共同体的基础,
也是落实空间政策的根本保障。空间设计能力不仅

仅是设计技能的体现,更是设计理念和设计思维的

体现。设计中,要面临着场景数字化和场景现实化

两大任务,在创建现实场景的同时,要以现实对象整

个生命周期为对象进行映射,使虚拟空间中的“孪生

体”成 为 现 实 对 象 在 虚 拟 空 间 中 的 另 一 条 生 命

线[29],并通过实体或虚拟的空间记忆得以完整保

存。只有实现虚实空间全生命周期的平行管理,才
能形成开放自主的智慧服务生态。

系统科学的空间设计是以用户为中心,在提供

完整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关联的开放场景。在第三

代图书馆服务范式的转变中,空间设计既是一种服

务体系的展现,更是一种解决方案的诠释。重视空

间设计,尤其是虚实并重的空间设计,是数字时代

拥抱不确定性的探索,也是柔性化管理的有力支撑,
可以更快实现“规模化的个性化”和“个性化的规模

化”的服务迭代[30],大幅提升图书馆智慧服务的能

力与水平。

4.5 第五要素:智慧互联的空间记忆

空间运行中,无论是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都
会产生大量相互关联的内容数据和管理数据,需要

建立系统科学的空间数据管理体系和空间元数据标

准体系,为数据的采集、加工、存储以及利用提供标

准和依据。
首先,要建立规范、标准的业务管理流程,将图

书馆各种不同类型的空间数据进行数字化和数据化

处理,建立完整的数据管理体系。其次,要建立空间

元数据标准体系,除了编制空间资源的主体、载体、
资源、活动等实体元数据外,还需针对空间生命周期

管理,编制保存元数据和管理元数据,并建立业务标

准执行程序,规范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保证业务数

据的闭环管理。
总之,要构建智慧互联的空间记忆,必须实现空间

业务的数字化与数据化,达到空间管理的规范化和标

准化,记录并形成完整的数据生态链和服务生态链。

5 无边界大服务的范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凯文·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一书中预言,
继第一大平台互联网、第二大平台社交媒体后,第三

大平台“镜像世界”也即将全新登场。这个“镜像世

界”是将世界全部数字化,可以搜索现实世界,也可

以搜索人际关系,甚至催生出新的事物[31]。“镜像

世界”对图书馆来说,并不陌生。图书馆的第三大平

台“镜像世界”就是在资源全面数字化的基础上,完
成服务的全面数字化,构筑完整的资源与服务生态

体系。
 

“元空间”和“空间共同体”等新概念,正是资

源与服务全面数字化进程中催生的新事物。这些新

事物的出现,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图书馆空间的构建

和服务模式。“无边界大服务”的提出,正是为了适

应新事物的发展需求,确保图书馆能够灵活应对人

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下文将结合浙大主馆建设经验,从面向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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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服务范式转型、面向用户需求的空间共同体

建设、面向服务生态的智慧平台建设和面向无边界

大服务的实践路径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无边界大

服务的范式构建,以期为图书馆未来空间建设提供

新思路与新路径。

5.1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服务范式转型

元空间、空间共同体以及无边界大服务的概念

提出、理论研究及范式构建,是面向第三代图书馆的

一次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我们期待这些探索和创

新能够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这些新思路和新方法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也许不

止于核心业务的更迭、服务范式的转型,会更深层次

地触及思想观念的革新,并推动图书馆文化的变革

和重塑。

5.1.1 注重价值创造的服务范式转型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加剧了

产业融合,产业边界日趋模糊,用户希望拥有一个更

优化的服务生态系统,能够创造新服务体验和新服

务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管理学及服务经济学界

提出了从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导向

转型,在服务主导逻辑下,所有参与者都是资源整合

者,共同组成服务生态系统,共同创造价值。以制造

业为例,随着用户对服务需求的提高,更多企业从

“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制造过程融入

了越来越多的服务要素,价值增值越来越多体现在

服务环节。基于交换价值的商品主导逻辑到基于使

用价值的服务主导逻辑,不仅整合了服务研究的有

效结论,而且还提供了一种经济交换中的价值和价

值创造的新思维逻辑和范式[32]。
随着 泛 在 知 识 环 境 (Ubiquitous

 

Knowledge
 

Environments)
 [33]的出现,获取知识已不是用户来

图书馆的主要目的,获取更多的服务是用户的普遍

诉求。从文献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导向

和服务范式转型,用户可以拥有一个更优化的服务

生态系统,与图书馆共创价值。因此,注重价值创造

的服务范式转型,是图书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

必然选择。

5.1.2 注重共享价值的“人本位”文化转型

图书馆文化是图书馆所有成员的共同价值体

系,也是信仰和行为规范,深刻影响员工的思考方式

和行为方式。“人本位”服务理念需要有新的服务文

化为员工提供日常行为准则,指导员工应对新的、不

可预知的服务场景和服务难点,建立追求高品质的

服务价值观,为空间共同体的所有参与者提供安全

感和归属感、机会和资源、稳定和秩序,增强共同理

解与共同支持,实现共同目标,创造及分享共同

价值。
打造共享价值的图书馆文化,建立科学合理的

服务管理与服务评价体系,要兼顾图书馆服务的各

参与方,实现对服务生态的定性和定量的评价。既

要全方位考量服务能力、服务产出、可持续发展、用
户体验等重要指标,也要充分重视空间投入、团队培

养、宣传推广等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同时,要以群体为主、个体为辅,关注师生的利益与

需求,兼顾尊重个体的意见,对各项功能及时进行优

化。另外,还要保证信息对称,拓宽服务信息收集渠

道,综合评估反馈意见,针对各项服务的反馈意见,
特别是非正向反馈意见,综合评判其后期改进或完

善的可行性。
总之,注重价值创造的服务范式转型和注重共

享价值的“人本位”文化转型,都将成为图书馆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5.2 面向用户需求的空间共同体建设

空间共同体是统一空间建设目标、体现共同服

务价值的解决方案,可以从规划层面有效解决不同

空间服务不均衡问题以及服务孤岛问题。特别是在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统阅览空间服务滞后,人员素

质偏低,与数字空间形成鲜明对比,极大影响了用户

体验。因此,图书馆的空间规划所追求的,不单是物

理空间的变革和设施的现代化,更包含了在人文环

境和智慧服务等方面的均衡发展。这样的双重要

求,也对图书馆提出了实现服务生态和谐发展的更

高标准。

5.2.1 建立协同创新的共同体建设机制

空间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扩展,更
是服务价值的共同体现。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到

服务评估的每一环节,都必须注入共同价值和共同

理念,每个空间都应该具有共同体特征。另外,为了

增强图书馆空间的协同效应,还必须重视空间基础

环境与空间人文环境和空间服务的协调发展。建筑

规模、经费投入等构成了图书馆服务的物质基础,而
人文环境的营造和智慧服务也是提升用户体验、增
强图书馆服务能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建立一个协

同创新的共同体建设机制对于图书馆来说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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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它是实现均衡和高效发展的根本保障。
浙大主馆是一个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典型案

例。通过整合校内外、馆内外资源,建立了跨界合作

的协同工作与管理机制,完成了多项创新实践。其

中,多功能集成智能阅览桌是跨行业的协同创新,预
约服务一体化平台和智慧书库管理平台是跨业务的

协同创新,数字人文等特色空间是跨学科的协同创

新。这些创新实践都展示了浙江大学图书馆如何通

过共同体建设机制,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学术

环境,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师生提供高效、
便捷、舒适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5.2.2 制定系统前瞻的共同体建设规划

图书馆空间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需要

有前瞻性的规划作为指导。空间建设包括选址、入
口、通道、照明、家具、距离、颜色、声音、技术、地板、
室内装饰、安全性、地图和标识等因素[34],不仅涉及

建筑、室内设计、空间布局、环境绿化等工程、设计、
环境专业知识,还应考虑环境与人的关系、人的心理

等社会学问题,以及规划、目标、评估、规章等管理

知识[35]。
 

另外,无论是新馆建设还是旧馆空间改造,除了

长期性和系统性,工程还兼具多元性和复杂性。特

别是旧馆空间改造,还需考虑新旧结合,更应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空间再

造规划,分步实施、细化落实,实现图书馆空间资源

的合理配置,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满足多元化、个性

化的利用需求[36]。
浙大主馆虽起源于十年前的规划,但资源与服

务一体化的共同体设计理念,展现了对技术进步的

前瞻思考和对用户未来需求的预见性。这种设计不

仅优化了图书馆的资源配置,还为图书馆的未来发

展预留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其能够灵活适应技术

革新和服务需求的变化。这种设计理念的实施,为
图书馆的持续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5.3 面向服务生态的智慧平台建设

现代空间建设具有双重性,既要保持实体的独

立性,又要兼顾虚拟的连续性。空间常态化的跨界

与重构,各种服务越过边界相互渗透,可以孕育出新

的服务类型,促进服务生态的自我成长与进化。同

时,空间需求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为智慧服务平台建

设创造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服

务生态研究提供了样本与范例。

5.3.1 嵌入式智能设备的集成能力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和个人计算机的普及,
各类电子产品替代了传统学习用品。从大量的用户

调研发现,师生到馆几乎都携带多种电子设备,电源

成为每个座位的标配,预约座位与预约电源是同种

需求。浙大主馆围绕座位管理进行了一次嵌入式智

能设备的应用实验,自主设计完成的多功能集成智

能阅览桌将智能设备直接嵌入家具,硬件设施与软

件平台一次到位,实现软件、硬件的统一规划与统一

实施,提高了管理效率与管理水平。
未来空间设计中,空间的智慧管理提前布局、统

一规划、集中实施,传统设施与现代设备的智慧集

成、智慧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将成为图书馆及空间发

展的新常态。尤其是嵌入式智能设备的集成与应

用,可以实时获取服务数据,实现无感服务,对提升

智慧管理及用户体验极为重要。

5.3.2 智慧化泛在数据的治理能力

进入数字时代,数据可以不断地被挖掘和利用,
其使用价值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要。随着人

工智能、区块链、云原生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旧的数

据应用 与 管 理 规 则 将 被 颠 覆,新 的 规 则 正 在 形

成[37]。这些新规则,将图书馆所有元素视为一个自

主生产、全面开放、关联融合、动态深化的有机生命

体,从业务逻辑、系统要素、体系结构、过程监管、结
果反馈等方面对其进行全要素统筹、全流程管控和

全周期管理[38],提升了数据治理能力和数据管理

水平。
 

浙大主馆智慧书库管理平台暨巡库机器人项目

即是一次数据治理的成功实践。该项目采用“图像

+数据”模式在普通书库环境中训练机器人,通过机

器自主学习,读架准确率高达98%。同时,该平台

建立了新的业务规则,可连续记录并保存书库数据,
完成了对馆内阅览数据的及时获取,填补了馆内阅

览的数据空白,形成了完整的服务数据链,提升了图

书馆泛在数据的治理能力。

5.4 面向无边界大服务的实践路径

由于技术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及空间建设必须

统筹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需求与功能。这一挑战

要求图书馆不仅要在物理空间的布局和设计上进行

科学规划,还要在虚拟空间的数字构建和维护上展

现出卓越的能力。纵观浙大主馆建设,元空间的概

87

   
无边界大服务格局下高校图书馆元空间与服务生态建设探讨/孙晓菲,唐嘉铿,何东洋

Exploration
 

of
 

the
 

Meta-space
 

and
 

Service
 

Ecosystem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Boundaryless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
 

Paradigm/SUN
 

Xiaofei,TANG
 

Jiakeng,HE
 

Dongyang



2024

年
第6

期

念设计和无边界大服务的范式转型,是确保图书馆

各空间服务系统性和全面性的两大关键路径。

5.4.1 元空间的概念设计

空间是第三代图书馆的最大资源平台,也是第

三代图书馆的最大服务平台。如何发挥空间的功能

与作用,空间设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业务的

解构、创新和重塑,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对空间设计

者来说,要让空间成为图书馆的重要资源,必须梳理

空间的共性与个性,达成共同发展的目标。正如元

数据是资源组织与管理的有效工具,元空间也将是

空间资源组织与管理的关键路径。
浙大主馆的元空间从空间主体、空间载体、空间

设计、空间政策及空间记忆等构建要素出发,充分融

合了团队的集体智慧,展现了其对学习与交流环境

的深刻理解。围绕着空间主体的多样性和双向性,
制定了兼容并包的空间政策和支持服务一体化的技

术平台,完整记录空间内容和活动,将所有空间联结

成具有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追求的空间共同体。
在元空间概念设计中,从为个人学习者设计的

静谧角落,到促进团队合作的交流空间,主馆每一处

空间都经过精心规划,以激发灵感和创新思维。其

中,READ 阅读区、媒 体 工 坊、数 字 人 文 融 空 间、

i-Lab创意空间、X-Lab科技体验空间等特色服务区

域,为师生提供了一个充满创意和活力的交流环境

和展示环境。这些空间不仅是学习和交流的场所,
更是创新和协作的孵化器,实现了与师生共创价值

的服务愿景和服务目标。随着空间设计理念的广泛

认同,越来越多的馆员开始将这一理念融入日常工

作,共同参与图书馆空间的创新设计,以适应未来教

育和科研的需求。这种理念的融入,不仅提升了图

书馆空间的功能性和灵活性,也促进了馆员与师生

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学习环境和交

流环境。

5.4.2 无边界的管理模式

技术发展与进步让无感服务、移动服务、自助服

务成为主流,人与机器的结合变得越来越紧密,服务

与技术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智慧管理的难度也越

来越大。技术消融了传统业务的边界,促使服务快

速走向无边界化。因此,客观上需要跨边界的管理

团队,作为“大服务”的设计者和实践者来构建和培

育“无边界”管理模式,以确保图书馆各项服务的流

畅运行。在此背景下,服务范式的转型是必然选择。

在浙大主馆建设中,正是这样一支跨部门的智

慧服务管理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图书馆构

建了包括用户管理、数据管理、系统集成、工作机制

等在内的服务主体框架,不仅确保了各项任务的顺

利完成,而且实现了“无边界服务”的预期目标,提供

了最佳用户体验。这种跨部门的协同工作模式,不
仅促进了项目的顺畅进行,而且培养了能够适应协

同服务需求的智慧管理团队。通过跨界合作,团队

成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解决复杂问题,从
而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也形成了“大服务”的
管理平台和管理模式。

因此,在多元开放的环境中,推动图书馆服务范

式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无边界大服务”。这种

服务范式强调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概念和物理界限,
提供无缝、全面的服务体验,以此满足技术发展的要

求和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6 结语

图书馆及其空间的研究与实践,正随着技术进

步和社会变迁而不断演进。无论现实世界还是“镜
像世界”,图书馆都像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一个

“未完成的空间”,“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39]。这种持

续的演变和成长,体现了图书馆的动态性和适应性。
因此,元空间、空间共同体和无边界大服务等概

念的提出,仅代表了图书馆有机生长过程中的一个

阶段性研究成果,未来仍有许多空白等待着我们去

探索和填补。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元空间”可能会

成为空间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概念,甚至可能成

为图书馆下一个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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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pace
 

and
 

spatial
 

resources 
 

primarily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related
 

to
 

spatial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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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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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re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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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ati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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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the
 

curren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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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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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library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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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rvices 
 

and
 

introducing
 

a
 

novel
 

research
 

perspective
 

that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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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patial
 

design
 

concept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has
 

entered
 

a
 

critical
 

development
 

stage
 

of
 

transitioning
 

from
 

a
 

book-focused 
 

to
 

a
 

people-focused 
 

approach 
 

facing
 

the
 

dual
 

historical
 

mission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reconstructing
 

resource
 

and
 

service
 

systems 
 

Therefore 
 

university
 

libraries
 

urgently
 

need
 

innovative
 

theories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complexity 
 

and
 

growth
 

of
 

space 
 

the
 

article
 

re-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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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libraries
 

and
 

creatively
 

dr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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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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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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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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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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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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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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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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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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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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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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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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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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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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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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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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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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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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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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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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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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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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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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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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