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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城市地下流动阅读空间———地铁图书馆为研究对象，梳理国外地铁图书馆的建设历程，分
析我国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地铁图书馆的建设情况，从建设主体、服务模式、资源载体、技术设备四个方面对

我国各地地铁图书馆建设情况进行比较。 针对当前我国地铁图书馆失书率高、建设成本高、自助借阅

机利用率低等问题，引入电商平台 Ｏ２Ｏ 模式，嵌入 ＳｏＬｏＭｏ 的三大功能，从线上资源推荐、线上用户订

单、线下按需投递、线下用户还书、线上评价和荐书五大业务板块设计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提出地铁

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连接线上到线下的纽带———智能快递柜。 图 ２。 参考文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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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首座地铁始建于 １９６５ 年，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发展迅猛。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我国修造地铁的城市

有 ４２ 座，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４ 个直辖

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 ５ 个计划单列市，
大部分的省会城市，苏州、东莞、佛山、无锡、常州

这些经济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还有徐州、南通、
芜湖、绍兴、洛阳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三线城市［１］ 。
城市轨道交通从城市腹地向城市近郊、远郊延伸

拓展，辐射力、覆盖面积逐渐扩大，一方面便利了

市民出行，另一方面使中心城市的范围逐渐扩

散，近郊和远郊都纳入中心城区。 城市面积、人口

规模的扩充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均等化目标提

出了挑战。 许多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城市中

心，服务半径无法触及到非城市中心区。 在中心

城区的公共图书馆如何打通服务半径的“最后一

公里”辐射城市所有居民，是建设覆盖全社会均

等化、标准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问题。 城

市轨道交通本身就有着十分突出的地缘优势，沿
地铁线站点设置公共图书馆流通点在国内外图

书馆界也早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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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铁图书馆的发展

１ １　 国外地铁图书馆的发展

地铁图书馆是指地铁公司独自或与公共图

书馆合作，在地铁站内或地铁车厢内建设的图书

馆，以地铁乘客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图书阅览、
借还等服务［２］ 。 地铁图书馆属于城市公共阅读

空间的一部分，是地下流动的阅读空间。 １９８１
年，全球首家地铁图书馆———梅特米其尔图书馆

在加拿大诞生。 这家图书馆建在地铁站台旁，提
供 １ 万册书籍供乘客阅读，读者可以从图书馆径

直走入地铁列车车厢内［３］ 。 梅特米其尔图书馆

的这种服务模式得到其他国家的效仿。 １９８８ 年，
日本在东京地铁线站点———“四谷三丁目站”开

设了第一个驿文库，之后在大手町、新中野等站

陆续增设［４］ 。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东京 １７９ 个

地铁站里的驿文库已达到 ２０ 座［５］ 。 西班牙马德

里在 ２００５ 年建立了全欧洲首家地铁图书馆［６］ ；随
后俄罗斯莫斯科地铁（２００８ 年） ［７］ 、瑞典斯德哥摩

尔地铁（２００９ 年） ［８］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地铁

（２００９ 年） ［５］ 、美国纽约地铁（２０１３ 年） ［７］ 、韩国首

尔地铁（２０１３ 年） ［７］ 等均在地铁站点设置图书流

动网点。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地铁图书馆建设

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实体书架被虚拟书架取代，
流动阅览点被自助借还机取代。

１ ２　 我国地铁图书馆建设情况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和地铁公司是地铁图书

馆的建设主体。 我国最早开展地铁图书馆的实

践可以追溯到 ２００８ 年［４］ 。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加快，北京、深圳、东莞、长沙、宁波等城市都开

始了地铁图书馆的建设。 与国外地铁图书馆发

展进程相似，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地

铁图书馆建设开始采用现代化手段。
１ ２ １　 服务模式

我国早期的地铁图书馆服务模式，是以在地

铁站点设立书架、书屋的形式为乘客提供开架阅

览和外借。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底，上海地铁公司采用实

体书架、流动阅览室的模式在地铁站点内提供 ６
万册书籍供乘客取阅［９］ 。 ２０１０ 年，金陵图书馆与

地铁公司以实体馆舍及传统人工服务模式试水

地铁图书馆建设［９］ 。 南京地铁图书馆的图书可

以凭借公交 ＩＣ 卡现场办理借阅手续，并可以在金

陵图书馆的任何流通点归还。 这种地铁图书馆就

是公共图书馆在馆外设置的服务点，属于传统的

人工服务模式。 自助借还机出现之后，地铁图书

馆的服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人工服务转

为自助服务。 ２０１２ 年，武汉市地铁公司引进自动

借书机以自助服务模式创新地铁图书馆建设，其
在 ２１ 个地铁站设立地铁图书馆，图书可以在任何

地铁站点的自助借还机上归还，但未与公共图书

馆的通借通还网点实现互通［７］ 。 ２０１４ 年，长沙设

立地铁图书馆 １８ 个，其中有 ２ 个站点有图书自助

借还机，所有网点均实现与全市其他 ８０ 多个流通

点的通借通还［７］ 。

１ ２ ２　 资源载体

在发展初期，我国地铁图书馆无论是人工服

务还是自助服务，提供的基本都是纸质文献资源。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以
及数字阅报器、超星电子书借阅机的运用，电子资

源开始出现在地铁图书馆。 例如，深圳引进数字

有声图书馆，内含图书两千余本，每月定期更新，
乘客连接数字有声图书馆的 ｗｉｆｉ 后扫描二维码即

可获得所需资料。

１ ２ ３　 技术设备

目前，我国地铁图书馆的设备主要以自助借

还机和虚拟书架为主。 乘客在地铁图书馆中获取

资源的技术支持主要是 ＲＦＩＤ（非接触式射频识

别）、二维码、ＮＦＣ （近场通讯技术） 等。 其中，
ＲＦＩＤ 主要应用于图书自助借还机。 ２０１５ 年，中
国国家图书馆实施的“Ｍ 地铁·图书馆”采用二

维码技术，读者扫描二维码后即可进入阅读界面

试读。

１ ３　 我国地铁图书馆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 ３ １　 图书流失率居高不下

上海地铁图书馆在最开始的一周内，平均每

天流失图书 ５００ 多本，图书流失率高达 ５０％。 运

行一个多月后，四万册图书丢失一万余册［９］ 。 图

３２

·专题：图书馆阅读研究与实践·



书丢失率之高可见一斑。 武汉地铁自助图书馆

运行 １０ 个月的数据显示，累计借书 ８ 万余册，累
计还书 ７ 万余册，１ 万余册书没有及时归还［１０］ 。
无论是开架自取还是自助借还，都无法避免失书

现象。
１ ３ ２　 自助借还机成本居高不下

一台自助借还机引进成本高达 ４０ 万，一条地

铁线至少有 ２５ 个以上的站点，建设成本之高，让
人却步。 同时，运行成本（例如在图书上添加自

助借还磁条，每本书加工成本 ０ ８ 元）、维护成本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更值得一提的是，自助借

还机并未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接受，使用率并不

高，自助借还机遇冷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各大媒

体。 如《新京报》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刊登的《自助

图书馆被指借阅少》，江西新闻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发布的《自助图书馆南昌遇冷》，《北京晨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的《自助图书馆亮相三年

遭吐槽》等。

２　 “ＳｏＬｏＭｏ＋Ｏ２Ｏ”模式地铁图书馆

２ １　 定义

“ＳｏＬｏＭｏ”（移动本地化社交） 概念由约翰·
杜尔提出，由 Ｓｏｃｉａｌ（社会化）、Ｌｏｃａｌ（本地化）和

Ｍｏｂｉｌｅ（移动化）这三个单词的前两个字母组合而

成。 Ｓｏｃｉａｌ 指用户利用社交网络等媒体平台，以
现实生活中的关系为依托，建立广泛而密切的社

会关系网，进行社会化交往，享受社会化服务［１１］ 。
Ｌｏｃａｌ 是基于 ＧＰＳ 定位计算用户的地理位置为其

提供便捷的服务。 Ｍｏｂｉｌｅ 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依

托，用户利用移动终端进行社会性交往，可以在

任何位置提出服务请求，并得到满足与实现。
Ｏ２Ｏ，是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线上线下 ／在线离

线）的缩写，是一种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电商模

式，即线上预约或购买，线下交付或体验［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安徽省明光市图书馆开始了图书馆 Ｏ２Ｏ
模式的实践，通过“互联网＋文化生活”的方式，利
用第三方团购网络平台提供借阅服务，推出“点
菜式”“外卖式”快递送书上门服务［１３］ 。 图书馆

Ｏ２Ｏ 模式，就是把图书馆现场服务复刻到移动互

联网上，建构一个类似于电商的图书馆在线平台，
在平台上推介图书资源； 用户可以在线上进行文

献的预约、借阅，也可以根据图书位置到最近的图

书馆进行线下阅读。

２ ２　 功能

移动本地化社交（ＳｏＬｏＭｏ）可以拆分为三大

功能板块即：社会化（社交化）、本地化和移动化。
在 ＳｏＬｏＭｏ 环境下，用户可以不限时空、泛在化地

获取信息与分享信息，还能够获得基于用户位置

的本地化服务。 将 ＳｏＬｏＭｏ 模式融入地铁图书

馆，在用户智能移动终端上推介图书馆资源，使用

户可以自由、泛在地获取，契合现代读者碎片化、
快餐式的阅读方式。 此外，ＳｏＬｏＭｏ 环境下的社交

功能，也可以为图书馆争取关注度，增加其潜在用

户数量。 Ｏ２Ｏ 平台与普通电商还是具有一定的

差距，电商可以有实体也可以没有实体，而 Ｏ２Ｏ
平台的主体业务还是要依托实体，即从线上到线

下。 建设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模式，不仅可以为用户

提供本地化服务，而且可以将平台上的用户大量

引向实体图书馆，从而提高图书馆的利用率。 目

前，社会化 ／社交化、本地化、移动化已成为 Ｏ２Ｏ
平台发展的主要走向。 为此，笔者认为要构建

“ＳｏＬｏＭｏ＋Ｏ２Ｏ” 模式的地铁图书馆，即 Ｓｏｃｉａｌ ＋

Ｏ２Ｏ、Ｌｏｃａｌ＋Ｏ２Ｏ、Ｍｏｂｉｌｅ ＋Ｏ２Ｏ 的地铁图书馆平

台，需要体现三大功能模块： ＳＮＳ ＋ Ｏ２Ｏ、 ＬＢＳ ＋

Ｏ２Ｏ、移动互联网＋Ｏ２Ｏ［１４］ 。

２ ２ １　 ＳＮＳ＋Ｏ２Ｏ
ＳＮＳ 的全称为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社

会性网络服务），是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

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１１］ 。 构建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模式，要嵌入社交平台，读者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分

享图书及读书心得，个体读者之间可以相互评论

和交流。 就像用户在各大购物平台购买商品，不
仅可以对商品发表文字、图片评价，供其他用户参

考，还可以咨询购买过的用户。 Ｏ２Ｏ 地铁图书馆

嵌入 ＳＮＳ，可以通过用户进一步推介图书馆的文

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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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ＬＢＳ＋Ｏ２Ｏ
ＬＢＳ 的全称是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基于位

置的服务），利用移动通讯网络、ＧＰＳ（全球定位系

统）获取平台终端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为用户

提供服务。 构建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模式，可以根据

用户的地理位置，为其推送需要的、位置最近的

服务。 就像美团外卖，为用户推送距离最近的商

户的信息，供用户选择和订购服务。 地铁图书馆

依各个地铁站点而建，地铁站点可以辐射周边楼

盘，这为地铁图书馆深入社区奠定了基础。 例如，
读者在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预定了某本书，平台

可以推送距离读者最近的取书点，读者只要在搭

乘地铁的时候取书即可。
２ ２ ３　 移动互联网＋Ｏ２Ｏ

移动互联网是移动通讯和互联网相融合的

产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接入。 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类似于手机 ＡＰＰ（如手机淘宝终端、手机京

东终端等），用户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终端，就可以在相关页面查找自己所需要的

图书资源，然后再进行预约、借阅等一系列服务。

３　 地铁图书馆“ＳｏＬｏＭｏ＋Ｏ２Ｏ”模式解决

方案

３ １　 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业务流程设计

针对目前地铁图书馆丢书率高、自助借还机

成本高这两大突出问题，笔者认为构建地铁图书

馆 Ｏ２Ｏ 平台，把实体、实物形式的地铁图书馆虚

拟化，移到线上和终端用户的智能手机上，契合

现代读者碎片化的阅读方式。 读者可以在乘坐

地铁时浏览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的图书资源，通
过线上推介，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

再进行线下阅读。 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的运作

流程为：图书上架———用户订单———线下图书投

递或用户线下到馆体验———用户评价。 地铁图

书馆 Ｏ２Ｏ 业务流程设计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模式业务流程

３ ２　 线上资源推荐

图书馆要安排学科馆员、导读馆员对纸本图

书、电子图书进行初步加工，介绍图书的主体内

容、作者、归属学科等等，将其作为一件服务产品

上架，标好副本量，当图书被预定后借阅系统平台

应自动减去库存。

３ ３　 线上用户订单

当用户浏览图书概况时，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

台可以依托 ＧＰＳ 技术为用户提供该书最近的获

取站点（地铁站）。 例如：某读者在 Ｏ２Ｏ 平台浏览

《中国文化简史》，有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两种资

源形式，读者若想获取电子图书只需要点击“获
取电子图书”，Ｏ２Ｏ 平台就可以发送获取地址到

读者的手机上，这个获取地址是数字资源器存放

的某个地铁站。 读者只需要在乘坐地铁的时候，
扫描数字资源器上该书的二维码，就可以将电子

图书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 若该读者想借阅纸质

版的《中国文化简史》，只需要点击“借阅纸本图

书”，这时系统平台会根据复本数量，弹出借阅方

式选择的对话框，预约借阅（针对副本量为 ０ 的

情况）、借阅（针对副本量充足的情况）、购买（针
对用户想收藏的情况）。 读者点击“借阅”，平台

再弹出文献投递方式的对话框，有“到馆阅读”
“地铁站站点自取” “邮寄”三种形式。 如果读者

点击“预约借阅”，则平台在副本回归时，会发送

到书短信至读者手机。 如读者点击购买，则可以

跳转到新华书店等图书电商销售平台。 具体订单

流程见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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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模式读者线上订单流程

３ ４　 线下按需投递

地铁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公共图书馆或者地

铁公司根据 Ｏ２Ｏ 平台用户的订单，按用户指定的

投递方式进行投递，在地铁沿线各站点设置投递

点，用户在乘坐地铁时取走自己订阅的图书。 地

铁沿线各站点成为“书巢”，临时置放用户订阅的

书籍。

（１）纸质文献：启用智能快递柜。 地铁沿线

各站点设置的“书巢”不是丢失率高的实体书架，

也不是采购成本高的自助借还设备，而是智能快

递柜。 当前电商蓬勃发展，城市物流网络已经十

分完善，覆盖面积广，智能快递柜的出现节约了

快递员投递包裹的时间成本。 现在，智能快递柜

在各大住宅小区十分常见，普及率很高。 快递员

将包裹存放在智能快递柜后，收件人则收到一条

包裹提取码，只需要在智能快递柜操作界面输入

提取码便可以取走自己的包裹。 启用智能快递

柜，线下投递用户需要的图书，既可以避免实体

书架失书的现象，又可以规避自助借还机成本高

且并不受读者欢迎的现象。 公共图书馆或地铁

公司将用户订阅的书籍投放至地铁各站点的智

能快递柜箱内，发送包裹提取码至读者手机，读

者便可在乘坐地铁时提取，又方便又快捷。

（２）电子文献：自助服务和原文传递。 对于

电子文献，数字借阅机上有的，则可以到距离自己

最近的地铁站点扫描二维码下载。 对于数字借阅

机上没有且属于图书馆特色馆藏的，则可以通过

文献传递获得。

３ ５　 线下用户还书

用户线下还书设置四种归还方式：通借通还

网点任意点归还（免费）、图书馆 ／地铁公司上门

提取（收费）、智能快递柜寄还（免费）、邮寄（费用

自理），本文重点讨论智能快递柜寄还。 地铁图

书馆 Ｏ２Ｏ 平台终端用户在还书界面选择“智能快

递柜寄还”后，系统会发送一条免费寄存码至用

户手机，用户只需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地铁站点的

智能快递柜上输入寄存码便可以实现图书免费

寄存； 随后平台会收到某订单图书成功归还至快

递柜的消息，工作人员只需集中时间到地铁各站

点提取图书即可；然后再进行 ＩＬＡＳ（图书馆管理

系统）登记，图书再次上架。 其他方式归还的书

籍经过 ＩＬＡＳ 登记后即可再次上架。 预约借阅的

用户则收到“图书已到”的消息，用户再进行“线
上订单—线下投递—线下归还”的借阅程序，获
得所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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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线上评价及荐书

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终端用户收到图书归

还成功信息后即完成交易。 用户可以选择为图

书做书评，评论模块是基于 ＳＮＳ 平台的嵌入，对
某本书或某位作者有相同爱好的读者共同在线

上讨论。 如果这些志趣相投的读者需要在线下

进一步交流，可以通过 Ｏ２Ｏ 平台向当地公共图书

馆预约小型或大型空间，充分体现 Ｏ２Ｏ 模式线上

带动线下体验的功能。 此外，读者还可以在平台

上向公共图书馆或地铁公司推荐书籍。

４　 地铁图书馆“ＳｏＬｏＭｏ＋Ｏ２Ｏ”模式的应

用价值

４ １　 小平台 大覆盖：图书馆服务网络化

地铁线从城市腹地深入城市的近郊、远郊，
图书馆借助地铁站点可以把服务触角向中心城

区以外区域延伸；当前完备的物流网点，也为图

书馆实现借阅图书的物流投递提供了机遇。 建

设“ＳｏＬｏＭｏ＋Ｏ２Ｏ”模式的地铁图书馆平台，在线

上推介图书资源，用户可在手机终端上浏览信

息，根据自身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不用千里迢

迢到图书馆寻求服务。 中心城区的图书馆化身

为一个个小平台，装进用户的口袋。 中心城区图

书馆、地铁线及其站点、用户手机中的地铁图书

馆 Ｏ２Ｏ 平台，构成图书馆的服务网络。

４ ２　 低投入 高回报：图书馆服务效能化

智能快递柜的租赁费用远远低于一台图书

自助借还机的费用，对于图书馆来说在成本投入

上压力不大。 电商平台最重要的特点是用户的

借阅行为都记录在平台，还书与否一目了然。 对

于到期未归还的图书，平台可以提醒、监督。 当

然，在图书借阅环节，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还可

以为用户设置“续借一个月（免费）”“续借两个月

（０ ５ 元 ／天）”的内容，只要用户借书流程可监控，
失书现象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甚至杜绝。 此外，
利用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嵌入的社交性服务，读
者可以评价、推介图书，这也是对图书馆资源的

一种宣传；而对于负面评价，也便于及时和用户

沟通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４ ３　 无间断 有常态：图书馆服务泛在化

以前的实体书架、图书自助借还机形式的地

铁图书馆都会受到地铁站点开关时间的限制，而
地铁图书馆将实体图书馆拓展到终端用户的智

能手机或其他智能机设备上，可以真正做到 ２４ 小

时无间断。 读者在任何时间任意地点都可以获取

图书资讯，预定图书服务，图书馆服务实现泛

在化。

４ ４　 小创新 大完善：图书馆虚实一体化

智能快递柜是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业务流

程中最具创新性的环节，也是重要的环节。 智能

快递柜连接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线上和线下两

大主体业务，作为中间桥梁将发挥重要作用。 如

解决离中心城区图书馆较远读者的图书借阅问

题，远郊读者只需步行，或者花 １—２ 块公交费，就
可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地铁站站点取书，免去舟

车劳顿。 中心城区图书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和同城物流公司合作，借助物流公司的人员、设

备进行图书投递。 此外，Ｏ２Ｏ 平台还可以使线上

顾客走向线下。 智能快递柜及 Ｏ２Ｏ 平台的应用

能使图书馆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并举，实现虚拟服

务、现实服务的一体化。

４ ５　 小服务 大智慧：图书馆服务智能化

由于现代读者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以及移动

互联技术的高速发展，电子图书便于携带、成本低

廉的特点广受读者欢迎。 图书馆最基础的业

务———图书借还，受到了来自数字图书馆、搜索引

擎的挑战，许多读者因为距离远、不方便、不想出

门等原因不愿来图书馆借书，更加不清楚图书馆

有什么书。 构建地铁图书馆 Ｏ２Ｏ 平台，一方面推

介了图书馆藏书，另一方面也为有需要的读者提

供了便利，使图书馆服务呈现出智能化特征。
地铁图书馆的建设可以将图书馆的服务延

伸至中心城区图书馆覆盖不到的区域，对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

会价值，能充分彰显均等化的建设目标。 在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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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我国地铁图书馆建设以自助借还机为主，投
入成本之高让地方政府望尘莫及，而实体书架形

式的丢书现象屡见不鲜。 在地下流动阅读空间

的构建策略上实行 Ｏ２Ｏ 平台建设和启用智能快

递柜两大举措，有利于地铁图书馆 ／网点降低投

入成本，并避免丢书现象。 地铁图书馆“ＳｏＬｏＭｏ＋

Ｏ２Ｏ”模式通过线上精准营销、线下按需投递，不
仅方便读者，也能使图书馆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地铁图书馆“ＳｏＬｏＭｏ＋Ｏ２Ｏ”模式获得成功后，可
将图书馆网点建设范围拓展到居民区、公园、闹
市区等位置，我国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将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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