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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文津讲坛”读者调查问卷统计报告※

经典文化推广组

2017 年 5 月底到 6月初，古籍馆“文津讲坛”策划并开展了读者问卷调查工作，问题

设置集中于调研读者对讲座选题、讲座现场的读者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并向读者征集讲座

选题方向以及主讲人候选名单。

本次活动分别于 5月 21 日、5 月 30 日、6 月 3 日三场讲座期间发放纸质问卷共约 500

份，回收问卷共 275 份，其中有效问卷 231 份。

以下对问卷进行统计总结。

1、读者年龄分布

·50 岁以上：109 人（其中 75 岁以上 9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47%；

·30-50 岁：88 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38%；

·30 岁以下：34 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15%。

读者年龄层数据显示，近一半读者年龄为 50 岁以上，经了解，其中部分为退休职工，利

用周末时间到北京各文化单位听讲座、看展览，学习热情很高；30-50 岁的中年人比例也很

高，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员工、文化行业从业者居多；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不少从事媒

体、文化传播的人员前来听讲取经，另有一部分为高校学生，专为感兴趣的讲题而来。

2、来现场听讲座次数

※编者按：文津讲坛的成长发展离不开读者十几年来如一日的支持和帮助，为了进一步走进读者，倾听他们
的意见和想法，文津讲坛工作组多次设计和发放读者调查表，及时倾听读者意见，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改
进和落实。下文仅以 2017年的调查问卷统计报告为例，对文津讲坛近几年的读者情况做一个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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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来：30 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13%；

·每月 1-2 次：62 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27%；

·只听感兴趣的以及不定期到场：139 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60%。

数据显示，每次讲座都来现场听讲的读者人数达 30 人，其中大多数为 50 岁以上的老读

者，为文津讲坛的忠实粉丝，对文津讲坛的忠诚度高，信赖感高，同时期望和要求也比较高；

每月都来现场 1-2 次的读者占比为 27%，他们有固定的获取讲座信息的渠道，对文津讲坛讲

座选题的认可度高，与讲座保持长期粘性；另有大部分读者仅到场听感兴趣的讲题，他们多

数偶然获取讲座信息，有针对性地选择感兴趣的讲题或主讲人，其中年轻人居多。

3、获取讲座信息的途径

·30 岁以下：国图官网、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34 人；

·30-50 岁：讲座现场纸质资料单：6人；国图官网、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80 人；

·50 岁以上：讲座现场纸质资料单：67 人；国图官网、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42 人；

多种渠道：38 人；电话咨询：2人。

数据显示，中青年（50 岁以下）读者主要利用新媒体平台如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获

取讲座信息动态，他们能及时获取到讲座预告、信息变动等资讯；50 岁以上老读者会使用

新媒体的较少，主要囿于他们移动设备以及操作知识的缺乏，主要依赖于讲座现场发放的纸

质讲座安排表，其中不乏每周进行电话咨询的老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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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文津讲坛读者服务工作的评价

·很满意：184 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79%；

·基本满意：47 人，占总人数比例为 21%。

本调查数据显示，文津讲坛读者服务的满意度基本达到 100%，摘录部分读者评价如

下：

“讲座安排得很好，给我们老年人一个学习的空间”，“非常满意，举办这么多年很

不容易”，“工作人员服务很热情也很认真细致”，“每次来都有收获，每次来都非常

开心”，“目前已经很好了，工作人员很辛苦”，“希望永远办下去”等等。

5、对讲座现场读者服务的意见或建议：（安检、保卫、饮用水、卫生等）

·对目前现场环境安检、存包、保卫、卫生等明确表示满意的：38 人，占总人数比例

为 16%；

·明确表示安检/存包不必要的：4人。

集中反映的问题：1）希望现场提供开水；2）希望增加更多座位、折叠椅；3）希望提

供厕所卫生用品；4）希望提供免费 wifi；5)希望现场提供自动售货机；6）希望工作人员多

制止现场占座、随意讲话等不文明行为；7）现场一次性纸杯很小，使用也不方便

以上所反映的问题中，除了硬件设施的更新和添加需要国图馆领导的考察及审批之

外，有关后勤和保卫事宜亦需要相关的兄弟部门共同协调解决。

6、对“文津讲坛”发展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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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建议总结如下：

1）多举办面向青少年的讲座

2）多利用自媒体等平台发布讲座预告，拓宽讲座预告发布渠道

3）开通网络直播

4）讲座安排避免与国图总馆讲座时间冲突

5）多举办专题系列讲座

6）增加一些关注现实热点问题的讲座

7）讲座视频资源共享

8）扩大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

9）现场可售卖与讲座主题相关的图书

很多读者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意见，比如年轻人比较关心的如何在年轻人居多的豆瓣、

直播等平台获取更多讲座咨询甚至直播资源；长期听讲座的老读者关注文津讲坛讲座如何与

本馆其它讲座错开，以便更多地现场聆听不同讲座；讲座主题上读者也多方建言，很多读者

建议多举办系列讲座，以便系统学习某一问题；现场展示、售卖与讲座主题相关的图书也是

非常有益且新颖的建议，让我们了解到读者除讲座之外的相关需求。

7、读者推荐的讲座主题

·地域文化；北京地方文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文艺赏析；西方现代艺术；古典文献；

心理学；书法艺术；电影艺术；宗教哲学；文学评论；敦煌学研究；文物考古；西方思想史；

科学技术史；美学；传统工艺美术；少数民族文化；戏曲；博物馆导览或赏析；配合热门展

览的讲座；古建筑；民俗学；中国传统哲学等。

8、读者推荐的主讲人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扬之水（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孙机（中国国家博

物馆研究员）；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丁宁（北大哲学系教授）；沙丹（中

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汀阳（人大哲学系教授）；鲍

鹏山（上海电视大学教授）；朴春子（中央民大美术学院主任）；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尹吉男（中央美院

教授）；吕成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彭凯平（北京大学教授）；郑元宝（上海大学教授）；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子善（藏书家）；崔丽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冰（中



文津讲坛 1000 期纪念刊

45

央美院教授）；王佩瑜（京剧表演艺术家）；颜全毅（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杨天石（社科

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商传（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楼庆西（建筑学家）；叶君远（人

民大学教授）；陈力丹（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罗安宪（人大哲学系教授）；詹文杰（社科

院哲学所研究员）；朱良志（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刘小东（画家）；史金波（社科院

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结语

通过对此次问卷的统计和总结，我们对文津讲坛的读者群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更

细致准确地掌握了读者年龄分布、职业分布、听讲偏好等，结合每次讲座现场值班的所见及

服务经验，我们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安排讲座主题，调整现场及讲座后续服务。同时，更加

全面地了解读者对文津讲坛工作各方面的评价，可以根据读者评价及意见建议，及时在讲座

现场设备、环境、讲座选题、发布讲座信息渠道等方面进行调整、更新、适应，更方便、更

高效、更有针对性地服务读者。此外，归纳总结读者推荐的讲座选题方向及主讲人，更新讲

座备选主讲人资料库，根据读者推荐考察调研相关学术资料，争取在保持文津讲坛一贯传统

及定位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不同读者在听讲偏好上的不同需求。今后，我们会将读者的建设

性意见纳入文津讲坛发展规划中，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更好地服务读者，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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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读者意见调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联系方式 读者卡号

意见征求问卷部分

您获取讲座信息的途径

（请打√）

古籍馆门口

纸质海报□

讲座现场发放的

资料单□

国家图书馆官网

“讲座预告”栏

目、新浪微博“国

家图书馆”□

新浪微博“国图经

典文化推广”、微

信公众号“文津街

七号”等媒体平台

□

您来现场听讲座的次数 每次都来□ 每月 1-2 次□ 只听感兴趣的□ 不定期□

您感兴趣的讲座主题

中国传统哲

学□

西方哲学□ 中西方文学□ 中西方历史□

文物考古□ 艺术、艺术赏析

□

民俗学、社会学

□

其它□

您感兴趣的讲座主题

您推荐的主讲人（名字以

及具体的工作单位和专业）

您对讲座现场读者服务的

意见或建议（如安检、保卫、

饮用水、卫生等）

您对“文津讲坛”

读者服务工作的评价

很满意□ 基本满意□ 有待提高□

您对“文津讲坛”

未来发展的意见或建议

其它意见或建议

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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