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 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模式
—以高校图书馆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面向大众的公益性文化服

务体系，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途

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工程，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迅

速发展，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精神文明生活需求，对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5G 技术应用的逐步深入为信息传播带来

了革命性的变化，5G 技术与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的融合，促进了公共文化数字资源的多元化发展，

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高校图书

馆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紧随 5G 时代

的技术发展，创新文化传播方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一、 5G 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特点

明确 5G 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

优势，有助于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播作用，寻求 5G 环境

下高校图书馆发展的方向，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注

入新的活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模式创新。

( 一 ) 高效性
相较信息传输方式，5G 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传输

速度快，其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 20Gbps，合 2.5GB/s，

比 4G 网络的传输速度快 10 倍以上，可以实现文化资

源的实时传播。5G 网络分布广泛，《“十四五”信息通

信行业发展规划》显示，到 2025 年每万人拥有 5G 基

站数将达 26 个。届时，5G 网络将广泛存在于图书馆、

办公场所、休闲场所、高铁等几乎全部生活环境。同

时，5G 技术将进一步深化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手

机、电脑、电视等电子载体的实时链接。高校图书馆

的公共文化服务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图书馆的

文化资源得以被远程利用。结合 5G 的技术特点，不难

得出结论，5G 环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在高效性

上有显著的提升。

( 二 ) 多样性

5G 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

多样性的特点。依托 5G 环境下高效的信息传输功能，

VR、AR 等技术得以运用在图书资源上，实现图书馆

文化资源传输由二维向三维转变，改变现有传播方式。

读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身临其境地进行阅读，

这样的传播方式将消除线上、线下阅读的差异化，将

高校图书资源完整地进行传播。此外，目前的高校图

书馆数字资源存在失真、传输质量差的问题，电子图

书阅读体验较差。通过 5G 技术的运用，图书信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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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不降低传播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文字、声音、图

像等多种形式传播，适应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5G 技术可以促进文化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增

强互动性及文化传播质量，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质量提升。

( 三 ) 丰富性

高校普遍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发展过程中也

一直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图书资源。

以四川大学为例，该馆现有纸质文献总量 829 万册，

电子文献数据库 321 个（中文 117 个，外文 204 个），

中外文电子图书 368 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 12 万种，

音视频 22 万小时。高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源不仅数量多，

在种类上也往往涵盖了几乎全部类型、专业、形式的

图书资源。我国的大学数量众多、图书资源丰富，将

这些资源进行数字化，通过 5G 技术进行共享，将极大

提升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

( 四 ) 专业性

高校图书馆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

中具有专业性的优势，有助于更快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的精神需求。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图书馆的建设过

程中广泛引入了计算机系统、智能化系统，且进行了

网络化建设，拥有了专业的技术能力，为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在 5G 环境下依托

高校图书馆开展文化活动，可以直接利用现有设备和

技术手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效率。此外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术服务型机构，拥有大量专业人才，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部分专业人才能够立刻投身到

工作中，在资源的开发应用、传播的技术手段、问题

的反馈处理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高校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现状

“高校图书馆 +5G”具有高效性、多样性、丰富性、

专业性的优势，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快更好的建设

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实践过程中，5G 环境下高校图

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参与程度仍然较低，

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 一 ) 公共文化服务意识薄弱

长期以来，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师

生，形成了保守僵化的思维定式，局限于校园内部及

高校之间的信息共享，缺乏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认知，

参与意识薄弱。部分高校图书馆认识到了问题，提出

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口号，但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缺乏可以落地的政策。部分高校未能就公共文

化服务制定奖励和竞争机制，执行标准和考核规范不

明确，导致对服务效果难以把控，工作人员参与积极

性较低。高校图书馆缺乏“走出去”精神的同时，社

会各界也缺乏对高校的了解，没有“走进来”。众多对

图书资源有需求的社会群众缺乏对高校的了解，没有

意识到高校图书馆在技术、资源上的独特优势，不知

道如何利用。这样的问题导致了高校和社会大众缺乏

交流、公共服务参与度较低。

( 二 ) 政策法规不健全

高校图书馆进行公共文化服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过程，其涉及服务范围界定、服务方式规范、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方面面。以知识产权为例，高校图书馆在

5G 环境下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时，势必会造成知识产权

保护和信息的传播两者间的矛盾，数字化给图书资源

的传播带来了便利和高效，却常常出现侵犯版权的问

题。因此，目前高校图书馆的线上资源仍然较少。笔

者登录多个高校图书馆的网站进行检索，发现大部分

高校的线上电子书资源存在数量较少且种类单一的问

题。由于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高校在进行公共文化

服务时存在顾虑，无法放开拳脚施展，严重影响了建

设效率。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

式颁布，要求图书馆着眼打通“最后一公里”，完善公

共图书馆设施网络、开展数字化服务，特别是重视支

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共

图书馆事业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但这仅限于公共图书馆，对高校图书馆如何进行公共

文化服务尚且没有具体可执行的规范。

( 三 ) 资金匮乏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投资力度逐渐加大，其中对图书馆的投入正不断增

加。即使如此，与人民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

我国的图书馆资源仍然非常不足。受经济发展水平的

影响，我国的图书馆资源分布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

沿海城市经济发达，图书馆资源丰富，西部地区的图

书馆资源缺口则较大。5G 技术的应用将图书馆进行数

字化改造，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问题。但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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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要进行信息化设备的建设

与维护，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并培训专业人员，这

些环节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长期投入。受限于高校公

共服务意识薄弱、政策法规不健全的问题，高校图书

馆在 5G 技术应用上投资不足，公共服务陷入停滞。资

金匮乏严重影响了 5G 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

的应用，亟须引起重视。

三、 5G 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构建路径

( 一 )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意识培养

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意识薄弱的问题，应从制度出

发，以科学合理的制度进行人才培养、约束督促，切

实提升服务意识。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公共服务工作

的正确高效开展离不开专业人才，应着力公共服务人

才的培养。首先，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从工作意识、工作能力两个方面进行学习考核，制订

现有工作人员再教育计划。其次，从校外引进具有公

共文化服务经验的优秀人才，并以其为主导，对高校

图书馆公共服务工作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服务意识

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这就需要制定相关制度来保障

高校持之以恒地进行改革工作。可以设置合理的奖惩

制度，对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工作人员进

行物质奖励，对迟迟不能转变思维、排斥公共服务的

工作人员则需要进行批评惩罚。

( 二 ) 完善政策法规

为了高校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健康发展，

各级政府应积极组织多方进行考察论证，进一步完善

相关政策法规，从国家层面对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服务

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特别是 5G 环境下图书资源数字

化的工作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法律问题，需要有

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明确规范，避免高校图书馆在实践

过程中投鼠忌器。此外，应通过政策加大对公共文化

服务的倡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22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文化和旅游部在

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提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

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倡议和发布相关政策，提升高校

对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重视性，进而推动我国公共文

化建设的新发展。

( 三 ) 促进多方合作
政府对图书馆的投入始终是有限的，高校图书馆

应发扬“走出去”的精神，积极寻求和不同单位、企

业的合作，以共兴共赢、协同发展的理念吸引外部资

金的投入。例如，5G 技术在高校图书馆的应用涉及线

上阅读平台的搭建，高校可以联络相关科技型企业，

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完成平台搭建。在合作中，企业方

具有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高校则可为企业提供长期

的科研支持。此外，加强和其他高校图书馆以及公共

图书馆的合作也是一种思路。还可以 5G 技术构建的资

源共享平台为依托，在图书馆之间展开图书资源交流，

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在丰富自身馆藏资源、节约购

书开支的同时，促进图书馆行业的整体繁荣和良性循

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复杂且庞大，无法依靠单一高

校的力量来建立，高校图书馆应协调多方力量，形成

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完成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高校图书馆具有丰富的图书资源、专业的技术团

队，有着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先天优势。在实践过程

中虽然存在诸多困难，但只要加强服务意识培养、完

善政策法规、促进多方合作便可以逐步完成其体系构

建。以 5G 技术为依托，加快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源的数

字化进程，提升其传播效率，进而增强高校图书馆的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以其图书资源丰富人民群众的精

神世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作者单位系长春

科技学院。基金项目：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5G 环境

下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融合服务发展研究”（JGJX 

2022D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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