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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替代 WH/T 73-2016《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与 WH/T 73-2016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部分术语的定义表述（见 3.1、3.3、3.4）； 

b) 将“服务人口”更改为“服务人口数”，并更改了其定义（见 3.2）； 

c) 删除了“中心图书馆”的术语及定义； 

d) 增加了部分术语及其定义（见 3.6、3.7、3.8）； 

e) 增加了“总则”中关于社区图书馆纳入总分馆体系及一体化服务的表述（见 4.4）； 

f) 删除了“总则”中关于执行相关标准的表述； 

g) 更改了“服务设施与设备”“文献资源”“电子阅览”“读者活动”“服务时间”“服务宣传”“服

务管理”“政策保障”相关要素的表述、顺序及指标值（见 5.1.4、5.3.1、5.3.2、5.3.3、6.3、

6.5、6.6、6.7、7.1、7.2、7.3、9.1、9.3）； 

h) 更改了 5.2.2的表述和指标值（见 5.2.2）； 

i) 增加了“自助服务”（见 6.2）； 

j) 更改了“咨询服务”相关的指标值（见 6.4）； 

k) 将“服务监督与反馈”更改为“服务监督与评价”（见 7.6）； 

l) 增加了“社会参与”中鼓励社会组织及个人向社区图书馆捐赠图书的表述（见 8.2）； 

m) 删除了两条参考文献，新增了一条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8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图书馆、深圳市罗湖区图书馆、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宁波

图书馆、东莞图书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容梅、洪光宗、余敏、李博阳、何东凝、王凯丽、张利娜、吴志敏、潘金辉、

朱淑华、吴绍华、师丽梅。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 WH/T 73-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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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文化行业法律

法规相继出台实施，本文件主要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也已完成修订并发布（GB/T 

28220-2023），因此，对 WH/T 73-2016进一步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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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区图书馆服务的总则、服务资源、服务提供、服务管理、社会参与及服务保障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社区图书馆，其他同级或规模较小的图书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20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 

WH/T 89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区图书馆 community library 

多由区（县）级政府主办，或社会力量捐资兴办，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信

息和文化休闲服务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改写自GB/T 28220-2023，定义3.1] 

3.2  

服务人口数 service population 

社区图书馆（3.1）所属社区的常住人口数。 

3.3  

服务资源 service resources 

社区图书馆（3.1）在开展服务过程中所拥有的物力、人力、财力等各种物质要素。 

注：主要包含设施设备、文献信息、人力资源等。 

3.4  

服务提供 service supplement 

社区图书馆（3.1）通过服务资源（3.3）和自身专业能力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阅读、交流及其他文

化需求所开展的各项工作。 

3.5  

一体化服务 unified service 

在区域图书馆服务体系中，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多家图书馆，按照相同的规则和标准，在业务运

营、管理与服务过程中，通过文献、技术、人员等资源的全面共享或统一管理，提供无差异服务的模式。 

3.6  

总分馆体系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由所在行政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及其他提供公共阅读服务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构成的服务体系。 

[来源：WH/T 89-2020，3.1] 

3.7  

总馆 main library 

在总分馆体系（3.6）中，在业务管理、资源调配、统一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图书馆。 

[来源：WH/T 89-2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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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读者 reader 

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来源：GB/T 40987.1-2021，3.26] 

4 总则 

4.1 社区图书馆是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公开、平等、

免费、就近的服务，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4.2 社区图书馆是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发挥信息交流和文化休闲功能，参与社区生活。 

4.3 社区图书馆建设、管理与服务统一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区域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规划。其服务资源和服务保障主要由区（县）级人民政府提供，事业发展与管理由当地文化主管

部门负责。 

4.4 社区图书馆纳入总分馆体系，在总馆指导下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知，融入地区一体化服务。 

5 服务资源 

5.1 服务设施与设备 

5.1.1 社区图书馆的网点设置应遵循普遍均等原则，按服务半径不大于 1.5 千米，或服务人口不少于

5000人的标准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5.1.2 社区图书馆使用面积按服务人口计算应不低于 20平方米/千人，阅览座位应不低于 4 席/千人。

有条件的宜设立独立出入口和无障碍设施。 

5.1.3 社区图书馆应通过空间设计、家具配置等方式，营造温馨、舒适的阅览环境。 

5.1.4 社区图书馆应具有稳定可靠的互联网接入条件，网络接入带宽应不小于 10兆，并提供无线网络

接入服务，实现服务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配备用于读者服务的电子终端设备，如计算机、电子书阅读

机、电子报刊阅读机等，数量按服务人口计算应不低于 1 台/千人，有条件的社区图书馆可提供支持数

字服务的新型软硬件设备。 

5.2 服务人员 

5.2.1 社区图书馆应至少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1 名，并根据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兼职工作人员或招募志

愿者。 

5.2.2 社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受过基本的图书馆专业技能培训，能够熟练操作

和使用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并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年人均参与教育培训时长应不低于 40学时。 

5.3 文献资源 

5.3.1 社区图书馆基本馆藏文献资源应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等，按服务人口计算，基本馆藏量应不

低于人均 0.5册（并适当考虑少年儿童图书的比例），复本不大于 2册，年更新数量不少于 10%，报刊

年订阅数量应不少于 50种。 

5.3.2 社区图书馆藏书宜由总馆统采统编，所属街道、社区可补充采购；期刊、报纸可根据社区居民

需求自行订购。 

5.3.3 社区图书馆宜通过计算机网络共享总馆的数字资源，如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及其他

各类数据库资源。 

6 服务提供 

6.1 文献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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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图书馆应免费提供文献借阅服务，关注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及其他特殊群体的阅读需

求, 并为读者获取各类文献提供帮助。 

6.2 自助服务 

有条件的社区图书馆可通过自助服务设施设备，提供自助办证、自助查询、自助借还等便捷服务。 

6.3 数字服务 

社区图书馆应免费提供上网服务（包括无线网络接入服务），利用互联网和各类电子终端设备开展

线下与线上的文献信息的查询与借阅、阅读推广、信息发布等服务。 

6.4 咨询服务 

社区图书馆应通过现场、电话、电子邮件、社交网络、网上咨询系统等多样化方式提供一般性咨询

服务。对不能即时答复的咨询请求，响应时间不应超过 2个工作日。 

6.5 阅读推广 

社区图书馆应在全民阅读推广中充分发挥作用，自主组织或配合总馆开展讲座、沙龙、培训、展览

等活动，并重点组织开展适合少年儿童、老年人特点的活动。 

6.6 服务时间 

社区图书馆应有固定的开放时间,每周开放时间应不少于 36小时，在公休日应开放，在国家法定节

假日应有开放时间，有条件的图书馆可提供延时服务。 

因故临时闭馆应向上级主管部门及总馆报告并及时向读者公告。 

6.7 服务营销 

6.7.1 社区图书馆应利用宣传栏、宣传资料、媒体及其他现代化手段，宣传和推广图书馆服务，揭示

文献资源，吸引社会公众利用图书馆。 

6.7.2 社区图书馆应设立醒目的导引标识和服务公告，包括馆牌、功能区域划分、文献排架标识、开

放时间、读者须知、服务项目与规则等。 

7 服务管理 

7.1 服务运作 

社区图书馆宜纳入总分馆体系，接受总馆的业务辅导，依托总馆的服务网络和业务管理平台，开展

一体化服务，加强图书馆间交流合作，实现文献信息共建共享。 

7.2 文献组织 

社区图书馆文献应采取学科、主题等方式规范排架，开架借阅，定期进行架位整理，保持架位整齐。

新书配送到馆后应在 2个工作日内上架，期刊应在 2个工作日内记到上架，报纸当天上架。 

社区图书馆应做好防盗、防尘、防潮、防虫等文献保护工作。 

7.3 服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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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图书馆应按照常规化、标准化的原则，按日、月、年定期做好服务数据统计工作，包括服务资

源、文献借阅、数字服务、信息咨询、阅读推广活动等。统计资料及工作记录应及时收集、整理，建立

业务档案。 

7.4 服务安全 

7.4.1 社区图书馆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维持正常服务秩序，制定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消防

安全教育和消防安全检查，确保图书馆文献资源、办馆设施及进馆读者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7.4.2 社区图书馆应加强计算机网络及信息安全管理，妥善保存各项工作数据。 

7.5 服务绩效 

社区图书馆应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保持进馆读者量、图书外借量、电子文献使用量、读者活

动场次的增长。 

7.6 服务监督与评价 

7.6.1 社区图书馆应设立读者意见箱(簿),公开监督或投诉电话,每年至少应召开一次读者座谈会，对

读者意见或投诉应在 5个工作日内回复并落实。 

7.6.2 社区图书馆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读者需求和服务满意度调查,调查表发放数量不少于 100 份,回

收率不低于 80%（含），满意度不低于 85% (含)。 

8 社会参与 

8.1 鼓励机构、个人合作共建或独立兴办社区图书馆。 

8.2 鼓励社会组织及个人向社区图书馆捐赠图书。 

8.3 积极导入志愿者服务机制,建立志愿者队伍，吸引民众参与社区图书馆服务。 

9 服务保障 

9.1 政策保障 

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社区图书馆持续发展，并从总分馆体系建设、一

体化服务等方面为社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机制。 

9.2 经费保障 

社区图书馆的日常运营经费应列入区（县）政府财政预算。 

日常运营经费应包括场馆运行、人员工资、文献购置、阅读推广活动及宣传、网络通信、业务培训、

设备维护、日常办公等。 

9.3 人员保障 

社区图书馆可采取灵活的用工方式，保障工作人员待遇，保持队伍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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