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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WH/T70—2020《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系列标准包括3个部分:
———第1部分: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第2部分:省、市、县级公共图书馆;
———第3部分:省、市、县级少年儿童图书馆。
本部分为 WH/T70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为本系列标准新增内容,用于规范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评估指标。
本部分可能涉及某些专利,本部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9)归口。
本部分由国家图书馆负责起草,广州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北京市西城区少

年儿童图书馆参与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申晓娟、罗小红、李丹、胡洁、胡东、纪洪权、阎峥、陈慧娜、胡宏哲、韩超、王秀香、

张孝天、林静、谢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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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图书馆评估对于提升各级公共图书馆业务建设和服务工作能力,提高图书馆科学化管理水平,促进

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原文化部自1994年开始组织对全国县及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进行

评估定级工作以来,曾于1994年、1998年、2004年、2009年、2013年、2017年,先后六次在全国开展县

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
本系列标准在 WH/T70—2015《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系列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结合我国公

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评估管理需求,对原系列标准的各部分构成做了调整。调整后的标准分为3个部

分,包括:《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1部分: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2部

分:省、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3部分:省、市、县级少年儿童图书馆》。本系

列标准各部分结合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实践,对各指标进行了增删调整,对各指标描述内容包括“定义”
“方法”“适用范围”和“相关指标”,使得各指标描述更为规范、科学,并突出了指标间的联系。

本部分在总结以往评估定级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和实践成果,建立了一套用于

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评估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定义、方法等内容做出了规定。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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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第1部分: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1 范围

WH/T70的本部分规定了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确定了区域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设施设备、经费与人员保障、文献信息资源保障、服务工作、组织管理与协调等5个方面的评

估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及社会第三方组织对区域范围内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

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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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191—2009 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统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图书馆 publiclibrary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的公

共文化设施。

3.2
评估 evaluation
对图书馆服务或设施的效益、效率、利用率和相关性的评价过程。
[GB/T29182—2012,定义2.17]

3.3
数字资源 digitalresource
图书馆馆藏中以数字形式存储的带有特定内容的信息单元。
注:改写GB/T13191—2009,定义3.2.12。

3.4
数据库 database
以电子形式存储的描述性记录或者内容单元的集合(包括事实、全文、图像和声音等),并带有统一

的用户界面及检索、处理数据的软件。
注:改写GB/T13191—2009,定义3.2.10。

3.5
文献处置 documentdisposal
公共图书馆在妥善保存馆藏文献信息、充分发挥馆藏文献信息作用价值的前提下,根据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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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标准,对馆藏文献信息进行产权转让或注销的行为。

3.6
总分馆 main-branchlibrary
为实现区域内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的统一调配、协调提供和共建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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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的服务网络。
注:总分馆一般以区县为单位,由总馆、分馆和服务点构成。

3.7
图书馆网站 librarywebsite
包含有图书馆发布的网页集合的唯一因特网域名,通过网络途径提供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GB/T13191—2009,定义3.3.13]

3.8
志愿者 volunteer
以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体力等在各级公共图书馆从事志愿服务的自然人。

3.9
图书馆联盟 libraryalliance
两个或两个以上图书馆按照自愿原则,围绕图书馆建设、管理与服务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结成的合

作组织。

4 总则

4.1 评估指标

4.1.1 本部分规范的各个指标可用于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也可用于对

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室)设施保障水平在不同时间段的纵向比较,或对不同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进行横向比较的行政区域,一般应为同等级别,或在人口规模、经济条件

等方面具有显著相似性。

4.1.2 本部分规定了设施设备、经费与人员保障、文献信息资源保障、服务工作、组织管理与协调等

5个方面的评估指标。其中,设施设备指标用于评估地区范围内公共图书馆建筑设施的总体规模、设置

率、网点布局、现代化程度等满足本地区公共图书馆日常工作及服务需求的情况;经费与人员保障指标

用于评估地区范围内公共图书馆的经费与人员保障水平;文献信息资源保障指标用于评估地区范围内

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及发展情况是否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公众基本服务需求;服务工作指标用

于评估地区范围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用户服务的能力与效率;组织管理与协调指标用于评估地区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及运行管理情况。

4.2 评估方法

4.2.1 本部分包含定量和定性两类指标,指标的评估方法见附录A。

4.2.2 定量指标规定了其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可根据评估工作目的与要求,通过统计和计算获得相

应指标值。不能实现全面统计的定量指标可采用抽样方法进行换算,但应说明抽样统计的原则及具体

换算方法。

4.2.3 定性指标规定了重点考查因素或重点考查内容。可根据评估工作目的与要求,确定各个评估指

标需提供的评估参考资料,包括资料类型(或内容)、资料提供方式、资料提供主体等。

4.3 评估指标的取舍与扩展

4.3.1 本部分提出的是一套针对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进行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可根据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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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其他针对特定目的的独立评估指标体系(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绩效评估指标等)配套使用。

4.3.2 在实际评估工作中,可根据评估目的和实际需要选择本部分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评估指标进行评

估。但无论评估目的为何,用户满意度作为一项必备的评估内容都应包含在内,用户满意度考查可使用

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参见附录B)。

4.3.3 本部分规定的指标体系中不能涵盖的评估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新的指标。为细化某一指

标的考查内容和要求,也可在已有指标下增设下位指标,但新增下位指标不得超出原指标的语义范畴,
同时应对新增指标的定义和评估方法给出规范。

4.3.4 本部分没有对定量指标设置固定的指标值,在实际评估中,应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事先订立

合理的目标值,作为评估依据。

4.4 评估指标的权重系数及打分标准

在评估之前,应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和打分标准。“权重系数”指每个指标在上一级指标体系和

整个指标体系中所占的分值比例;“打分标准”指如何给一项指标划分分值档次,以及每档分值的具体给

分依据和标准。

4.5 数据获取

在具体评估实践中,应确定各定量指标的数据统计要求及应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其中,数据统计

可根据评估工作要求,统计相应评估周期内的数据,也可取一个评估周期内各年度的平均值;证明材料

主要包括相应的报表、文件、证书等。

5 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评估指标

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评估指标见表1。

表1 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评估指标一览表

指标序号 指标名称 相关指标

A.1 设施设备 —

A.1.1 人均建筑面积 A.1.2

A.1.2 人均服务面积 A.1.1

A.1.3 少年儿童人均活动区域面积 A.1.2

A.1.4 区域内面积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

A.1.5 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室)设置率 A.1.6、A.1.7

A.1.6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数量 A.1.5、A.1.7

A.1.7 人均可到达最近公共图书馆网点时间 A.1.5、A.1.6

A.1.8 人均阅览座席数量 —

A.1.9 工作人员人均配备电子终端数量 A.2.2.1

A.1.10 人均拥有电子终端数量 —

A.2 经费与人员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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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指标序号 指标名称 相关指标

A.2.1 经费保障 —

A.2.1.1 年人均财政拨款 —

A.2.1.2 年人均新增藏量购置费 —

A.2.1.3 本级年财政拨款占当地公共支出比例 —

A.2.2 人员保障 —

A.2.2.1 人均拥有专职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 —

A.2.2.2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例 A.2.2.1

A.2.2.3 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比例 A.2.2.1

A.2.2.4 工作人员培训 —

A.2.2.4.1 人均参与培训学时 A.2.2.1、A.2.2.4.2

A.2.2.4.2 工作人员参与培训比例 A.2.2.1、A.2.2.4.1

A.3 文献资源 —

A.3.1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藏量 —

A.3.2 区域内馆藏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

A.3.3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室)藏书数量 —

A.3.4 人均年新增公共图书馆(室)藏书数量 —

A.3.5 数字资源建设 —

A.3.5.1 数字资源总量 —

A.3.5.2 电子图书数量 —

A.3.5.3 电子期刊数量 —

A.3.5.4 外购数据库数量 —

A.3.5.5 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建设 —

A.3.6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

A.3.6.1 协调采购 —

A.3.6.2 数字资源联合建设 —

A.3.6.3 联合编目 —

A.3.6.4 联合存储 —

A.3.6.5 联合处置 —

A.4 服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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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指标序号 指标名称 相关指标

A.4.1 服务供给 —

A.4.1.1 固定设施平均每周开放时间 A.4.1.2

A.4.1.2 区域内开放时间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A.4.1.1

A.4.1.3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 —

A.4.1.3.1 区域内建有网站的公共图书馆比例 A.4.1.3.2

A.4.1.3.2 具备基本功能的公共图书馆网站比例 A.4.1.3.2

A.4.1.4 区域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平台建设 —

A.4.1.5 新媒体服务 —

A.4.1.5.1 提供移动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

A.4.1.5.2 提供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A.4.2.7

A.4.1.6 参与通借通还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A.4.1.7

A.4.1.7 提供馆际互借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A.4.1.6

A.4.1.8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举办活动 —

A.4.1.8.1 馆均年举办活动场次 —

A.4.1.8.2 举办活动中面向各类特殊人群的活动比例 —

A.4.2 服务效益 —

A.4.2.1 持证读者占常住人口比例 —

A.4.2.2 有效持证读者比例 —

A.4.2.3 年人均到访公共图书馆(室)次数 —

A.4.2.4 年人均文献外借册次 —

A.4.2.5 公共图书馆活动场均参与人次 —

A.4.2.6 网络访问情况 —

A.4.2.6.1 公共图书馆(室)网站年人均访问量 —

A.4.2.6.2 远程应用年人均访问量 —

A.4.2.7 馆均公共图书馆微博和微信等第三方平台用户数 A.4.1.5.2

A.4.3 读者满意度 —

A.4.3.1 评估时读者满意度调查结果 —

A.4.3.2 日常读者满意度调查反馈 —

A.5 组织管理与协调 —

5

WH/T70.1—2020

中国标准出版社授权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推广使用



表1(续)

指标序号 指标名称 相关指标

A.5.1 区域图书馆服务体系政策保障 —

A.5.2 总分馆建设 —

A.5.3 图书馆联盟建设与参与 —

A.5.4 图书馆学/协会工作 —

A.5.5 统一业务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行 —

A.5.6 统一业务规范制定与实施 —

A.5.7 统一培训指导 —

A.5.8 统一监督考核 —

A.5.9 社会力量参与 —

A.5.9.1 志愿者队伍建设 —

A.5.9.1.1 志愿者数量 —

A.5.9.1.2 志愿者人均服务时长 A.5.9.1.1

A.5.9.1.3 志愿者人均培训时长 A.5.9.1.1

A.5.9.1.4 志愿者管理 —

A.5.9.2 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 —

  注:上述指标的详细描述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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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评估指标描述

A.1 设施设备

A.1.1 人均建筑面积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拥有的公共图书馆(室)建筑面积。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全部公共图书馆(室)的建筑或建筑群的总面积之和,不包括租赁的房屋、职工

宿舍和临时建筑、正在扩建和尚未竣工的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m2);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人。根据参与评估的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单位可酌情

修改为百人均、千人均或万人均进行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设施保

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服务面积(A.1.2)

A.1.1与A.1.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整体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时,
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1.2 人均服务面积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拥有的公共图书馆(室)服务面积。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有效服务总面积,包括各馆(室)自有产权的馆舍建筑的服务面积,
以及各馆向其他机构长期租赁、借用的场馆设施内专门用于图书馆服务的面积,包括藏书

区、借阅区、咨询服务区、公共活动与辅助服务区等功能区面积,单位:平方米(m2);

  B ———区域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根据参与评估的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单位可酌情修改

为百人均、千人均或万人均进行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设施保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建筑面积(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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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与A.1.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整体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时,
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1.3 人均少年儿童活动区域面积(《区域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定义:区域内常住未成年人人均拥有的少年儿童阅览区和活动区面积。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提供给少年儿童阅读和活动的空间总面积之和,独立建制的少

年儿童图书馆包括提供读者使用的阅览区、活动区及其他功能服务区总建筑面积,以
及向其他机构长期租赁、借用的场馆设施内专门用于提供少年儿童服务的面积,不包

括正在扩建和尚未竣工的建筑面积、共用的房间和临时建筑,单位:平方米(m2);

  B ———区域内常住未成年人人口数量,单位:人。根据参与评估的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单位

可酌情修改为百人均、千人均或万人均进行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阅读服务

设施保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服务面积(A.1.2)

A.1.2与A.1.3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阅读服务设施建设整体水平进

行评价和比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1.4 区域内面积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定义:区域内面积达到标准要求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面积达到标准要求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单位:座;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总数量,单位:座。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达

标的水平越高;
———本指标所称“达标”,是指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为被评估馆确知且认可的其他

标准中对公共图书馆(室)馆舍面积的最低标准要求,用于横向或纵向比较时,应采用同一

标准。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A.1.5 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室)设置率

定义:区域内各行政区域所设置的各级公共图书馆比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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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所辖各级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各级公共图书馆(室)的总数量,单位:个;

  B ———已设置的各级行政区域总量,单位:个。
———本指标应在固定区域内根据所辖不同行政区域级别按每固定单元建设的公共图书馆(室)数量

进行考查;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设

置越充足。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数量(A.1.6)
———人均可到达最近公共图书馆网点时间(A.1.7)

A.1.5与A.1.6、A.1.7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设置情况进行评价和比

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1.6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数量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拥有的公共图书馆所设置的用于读者进行阅读、讲座、展览、培训等公益

性文化活动的固定设施数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设施总数量之和,包括馆内及馆外提供服务的固定场所,单
位:个;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根据参与评估的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单位可酌情修

改为百人均、千人均或万人均进行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设置越

充足。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室)设置率(A.1.5)
———人均可到达最近公共图书馆网点时间(A.1.7)

A.1.6与A.1.5、A.1.7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设置情况进行评价和比

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1.7 人均可到达最近公共图书馆网点时间

定义:区域内社区(村镇)居民人均到达离住所最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所需要的时间。
方法:
———计算公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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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式中:

  A ———进行评估时,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出的区域内居民到达离住所最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

点所需时间之和,单位:分钟;

  B ———区域内参与调查的社区(村镇)居民人数或家庭数之和,单位:人或户。
———居民到达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的方式包括乘坐公共交通、自驾车、骑行或步行等,以当地居民

最为普遍使用的方式计算;
———本指标取值困难时,可通过抽样调查获取有效数据;
———本指标取值没有下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低,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布局越

便利。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室)设置率(A.1.5)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数量(A.1.6)

A.1.7与A.1.5、A.1.6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设置情况进行评价和比

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1.8 人均阅览座席数量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阅览座席数量。
方法:
———计算方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阅览室总座位之和,不包括公众活动场所供读者休息、等候的座席,
单位:个;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根据参与评估的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单位可酌情修

改为百人均、千人均或万人均进行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阅览座席保障水平

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1.9 工作人员人均配备电子终端数量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配备工作使用的电子终端数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内可供工作人员使用的计算机等电子终端总数量之和,单位:台;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单位:人。
———各地区图书馆进行评估时,可将B 限定为公共图书馆在编人员,不含社会购买服务的物业、保

洁、保卫人员,不含一年以下的短期聘用人员和临时工;也可根据评估目的将其他用工方式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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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统计,如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等,但在同一次评估活动中,应保持口径统一;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办公自动化程度

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拥有专职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A.2.2.1)

A.1.10 人均拥有电子终端数量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内计算机等电子终端的数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中可供读者正常使用的计算机等电子终端总数量之和,包括计算

机、平板电脑、手持阅读器等电子终端,不包括工作人员使用的电子终端。单位:台;

  B ———区域常住人口数,单位:人。根据参与评估的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单位可酌情选用百

人均、千人均或万人均进行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电子终端保障水平

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2 经费与人员保障

A.2.1 经费保障

A.2.1.1 年人均财政拨款

定义:一年内各级政府部门向本区域拨付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经费分摊到区域内常住人口的人均

额度。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评估周期内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向本区域拨付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经费总和按

年度分摊的平均额度,以实际到位的经费进行计算。单位:万元;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万人。

  注:A 包括专项经费,但不包括相关机构拨付的科研项目经费。

———本指标会受某些一定阶段内资金支持的专项任务影响,如馆舍维修改造、新馆建设、古籍特藏

竞标等;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财政保

障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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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进行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同时期比较时,应考虑因特定任务或具有一定时效性项目的而获

得政府资金的情况。

A.2.1.2 年人均新增藏量购置费

定义:一年内各级政府部门向本区域拨付公共图书馆购书专项经费分摊到区域内常住人口的人均

额度。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评估年度内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向本区域拨付公共图书馆购书专项经费总额,以实际

到位的经费进行计算。单位:元;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

———本指标会受某些图书馆专项资金支持的专项任务影响,如数字图书馆建设、古籍特藏竞标等;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财

政保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进行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不同时期比较时,应考虑图书馆因特定任务或具有一定时效性项目而获

得资源购置资金的情况。

A.2.1.3 本年财政拨款占当地公共支出比例

定义:在一年内,区域内各级政府部门向公共图书馆事业拨款总额占本地区年度财政公共总支出的

百分比。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本地区政府部门向区域公共图书馆拨款总额,单位:元;

  B ———本地区政府部门公共支出费用总额,单位:元。

———本指标会受某些专项资金支持的专项任务影响,如馆舍维修改造、新馆建设及地区的公共图书

馆合作项目(如总分馆建设)等;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财政

保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进行区域公共图书馆不同时期比较时,应考虑因特定任务或具有一定时效性项目而获得资金的

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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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人员保障

A.2.2.1 人均拥有专职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区域公共图书馆专职工作人员的数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专职工作人员总数,不含志愿者,单位:人;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以地区统计年鉴为准,单位:人。
———专职工作人员指公共图书馆在编人员,不含社会购买服务的物业、保洁、保卫人员,不含一年以

下的短期聘用人员和临时工;也可根据评估目的将其他用工方式纳入统计,如人事代理、劳务

派遣等,但在同一次评估活动中,应保持口径统一;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人员保障水平

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A.2.2.2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中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工作人员总人数的百分比。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工作人员数量,单位:人;

  B ———区域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总人数,单位:人。
———各地区图书馆进行评估时,可将B 限定为公共图书馆在编人员,社会购买服务的物业、保洁、

保卫人员、一年以下的短期聘用人员和临时工不含在内;也可根据评估目的将其他用工方式纳

入统计,如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等。但在同一次评估活动中,应保持口径统一。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工作人

员学历水平越高,通常也能说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科研能力也相应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拥有专职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A.2.2.1)

A.2.2.3 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中取得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工作人员总人数的百分比。

方法:
———计算公式:

31

WH/T70.1—2020

中国标准出版社授权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推广使用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中级以上职称的工作人员数量,单位:人;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总人数,单位:人。
———各地区图书馆进行评估时,可将B 限定为公共图书馆在编人员,社会购买服务的物业、保洁、

保卫人员、一年以下的短期聘用人员和临时工不含在内;也可根据评估目的将其他用工方式纳

入统计,如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等。但在同一次评估活动中,应保持口径统一。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工作人

员专业素质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拥有专职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A.2.2.1)

A.2.2.4 工作人员培训情况

A.2.2.4.1 人均参与培训学时

定义:区域内公共区图书馆工作人员一定时间内人均参加的与所在岗位相关的各类教育培训活动

的平均学时数。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接受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的总学时,单位:学时;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总人数,单位:人。
———各地区图书馆进行评估时,可将B 限定为公共图书馆在编人员,社会购买服务的物业、保洁、

保卫人员、一年以下的短期聘用人员和临时工不含在内;也可根据评估目的将其他用工方式纳

入统计,如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等。但在同一次评估活动中,应保持口径统一。
———本指标取值为大于或等于零的实数。通常认为,指标值应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在合理范围内

越高,说明一个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人员拥有越多的在职学习机会和时间,通常也能说明工

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相应增强。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拥有专职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A.2.2.1)
———工作人员参与培训比例(A.2.2.4.2)

A.2.2.4.1与A.2.2.4.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职学习情况进行评

价和比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2.2.4.2 工作人员参与培训比例

定义:一定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一定时间内参与各类教育培训人数占所有工作人员的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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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100%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接受岗位培训人数,单位:人;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总人数,单位:人。
———各地区图书馆进行评估时,可将B 限定为公共图书馆在编人员,社会购买服务的物业、保洁、

保卫人员、一年以下的短期聘用人员和临时工不含在内;也可根据评估目的将其他用工方式纳

入统计,如人事代理、劳务派遣等。但在同一次评估活动中,应保持口径统一。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地区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

在职培训的覆盖面越广,通常也能认为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总体业务素质相应偏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人均拥有专职公共图书馆(室)工作人员数量(A.2.2.1)
———人均参与培训学时(A.2.2.4.1)

A.2.2.4.1与A.2.2.4.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职学习情况进行评

价和比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3 文献资源

A.3.1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藏量

定义:区域内所有公共图书馆(室)已入藏的各类文献资源的数量之和。
方法:
———单位:册/件;
———报纸、期刊以一个合订本为一册计算;
———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报纸与电子期刊等电子文献;
———馆藏在区域内流动的,仅在拥有所有权的馆计入藏量,只有使用权的馆不重复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文献保

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2 区域内馆藏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定义:区域内馆藏数量达到标准的公共图书馆(室)的数量占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的百分比。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馆藏数量大于或等于达标值的公共图书馆(室)的数量,单位:个;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所称“达标”,是指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为被评估馆确知且认可的其他

标准中对公共图书馆(室)馆藏总量的最低标准要求,用于横向或纵向比较时,应采用同一

标准;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馆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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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情况越好。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3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室)藏书数量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每人平均拥有的公共图书馆(室)实体文献资源数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入藏的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合订本、小册子、手稿,以及缩微制

品、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视听资料数量之和,单位:册/件;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
———馆藏在区域内流动的,仅在拥有所有权的馆计算藏量,只有使用权的馆不重复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公共图书馆(室)文献保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4 人均年新增公共图书馆(室)藏书数量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一年内新入藏实体文献资源数量按本区域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值。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评估年度内本区域公共图书馆(室)新入藏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合订本、小册子、手稿,
以及缩微制品、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视听资料数量之和,单位:册/件;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
———馆藏在区域内流动的,仅在拥有所有权的馆计算新增藏量,只有使用权的馆不重复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公共图书馆(室)文献保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5 数字资源建设

A.3.5.1 数字资源总量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以各种方式获得当前使用权的数字资源数据量之和。
方法:
———单位:TB;
———数字资源包括电子图书、报刊、视频、音频等;
———包括图书馆通过采购、接受捐赠等方式获得,以及自建或合作建设的数字资源;
———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内容重复可以不去重;
———数字资源在区域内共享的,仅在拥有所有权的馆计算总量;
———同一数据库通过不同渠道、终端提供服务的,不能重复计算内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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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公共图书馆(室)的数字资源保障水

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5.2 电子图书数量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以各种方式获得当前使用权的电子图书数量之和。
方法:
———单位:种;
———包括图书馆通过采购、接受捐赠等方式获得,以及自建或合作建设的电子图书;
———同一种电子图书不重复计算;
———不含随书光盘;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公共图书馆(室)的电子图书资源保

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5.3 电子期刊数量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以各种方式获得当前使用权的电子期刊数量之和。
方法:
———单位:种;
———包括图书馆通过采购、接受捐赠等方式获得,以及自建或合作建设的电子期刊;
———同一种电子期刊不重复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公共图书馆(室)的电子期刊资源保

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5.4 外购数据库数量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通过采购方式获得当前使用权的数据库数量之和。
方法:
———单位:个;
———同一种数据库不重复计算;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该区域公共图书馆(室)的外购数字资源保

障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5.5 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建设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对地方文献或地方特色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存储、组织、揭示和管理的

工作。
方法:
———包括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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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内容评价,考查选题规划情况;
———从建设规模评价,考查其可用数字资源的数量及其容量。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6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A.3.6.1 协调采购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之间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分工协调机制。

方法:
———本指标所指文献信息资源包含数字资源;
———重点考查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方式、内容、规模及效益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6.2 数字资源联合建设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间通过合作方式自主建设数字资源的协调机制。

方法:
———重点考查公共图书馆(室)间合作自主建设的数字资源的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6.3 联合编目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参与、组织共同编目且共享编目成果的工作情况。
方法:
———重点考查区域内参与全国性联合编目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室)的比例及其上传与下载数据的

情况;
———重点考查本区域公共图书馆联合编目专门机构建设情况、工作章程建设以及联合编目系统建

设情况、参与馆数量占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总数的比例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6.4 联合存储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在文献信息资源保存方面协藏协管共享合作工作情况。

方法:
———本指标所指文献信息资源包含数字资源;
———重点考查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合作存储的方式、内容、规模及效益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3.6.5 联合处置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文献信息资源处置工作的合作协调机制建设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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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重点考查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围绕文献信息资源处置工作开展合作协调的方式、内容、规模

及效益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 服务工作

A.4.1 服务供给

A.4.1.1 固定设施平均每周开放时间

定义:区域内所有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每周开放时间的平均值。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每周开放时间总和,单位:小时;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数量,单位:个。
———对每个固定设施开放时间的统计,仅计算其主体部分开放时间,不含其附设自助服务空间及设

备(如24小时自助借还书机等)开放时间;
———计算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数量时,可排除被评估时间段内因故停止开放的设施;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68。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的开

放程度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区域内开放时间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A.4.1.2)

A.4.1.1与A.4.1.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开放程度进行评价和比较

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4.1.2 区域内开放时间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开放时间达到标准要求的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开放时间达标的公共图书馆(室)数量,单位:个;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单位:个。
———对每个公共图书馆(室)开放时间的统计,仅计算其主体部分开放时间,不含其附设自助服务空

间及设备(如24小时自助借还书机等)开放时间;
———本指标所称“达标”,是指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为被评估馆确知且认可的其他

标准中对公共图书馆(室)开放时间的最低标准要求,用于横向或纵向比较时,应采用同一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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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的

开放程度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固定设施平均每周开放时间(A.4.1.1)

A.4.1.1与A.4.1.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固定设施开放程度进行评价和比较

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4.1.3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

A.4.1.3.1 区域内建有网站的公共图书馆比例

定义:区域内建有网站的公共图书馆占全部公共图书馆的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建有网站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单位:个;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中所称“网站”,应符合GB/T13191—2009所规定的,有独立域名的公共图书馆官方

网站;
———本指标统计以馆为单位,同一个馆建有多个网站的,不重复计算;
———本指标的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

的整体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乡镇(街道)一级行政区域可参照使用。
相关指标:
———区域内具备基本功能的公共图书馆网站比例(A.4.1.3.2)

A.4.1.3.1与A.4.1.3.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整体水平进行评价和

比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4.1.3.2 具备基本功能的图书馆网站比例

定义:区域内建有网站的公共图书馆中,网站基本功能完备的公共图书馆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网站基本功能完备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单位:个;

  B ———区域内建有网站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单位:个。
———本指标中所称“网站”,应符合 GB/T13191—2009给出的,有独立域名的公共图书馆官方

网站;
———本指标所称“网站基本功能”,是指公共图书馆通过网站向服务对象提供资源、服务,宣传展示

本馆形象所必须具备的功能,可通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公共图书馆确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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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的标准加以明确;
———无论采用何种标准,各级公共图书馆网站都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要求,提供

本馆馆藏文献信息目录公开,本馆馆藏文献信息查询、预约、续借,本馆服务内容、开放时间、借
阅规则等服务信息发布,本馆服务开展情况公告,以及意见、建议反馈等功能;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的

整体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乡镇(街道)一级行政区域可参照使用。
相关指标:
———区域内具备基本功能的公共图书馆网站比例(A.4.1.3.2)

A.4.1.3.1与A.4.1.3.2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网站建设整体水平进行评价和

比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4.1.4 区域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平台建设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通过协同合作,建立统一服务平台,实现在同一个服务界面集中向用户提

供各馆书目检索、文献获取、参考咨询、在线讲座、展览、培训等服务的情况。
方法:
———重点考查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平台的功能设置、公共图书馆接入情况、平台使用情况及

用户满意率等;
———统一服务平台功能设置主要考查其是否提供统一用户认证、联合目录查询、书刊文献预约续

借、数字资源远程获取、联合参考咨询,以及讲座、展览、培训、阅读推广活动预约等服务;
———公共图书馆接入情况可用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接入平台比例进行量化评价;
———平台使用情况可通过年访问量或区域内常住人口年人均访问量进行量化评价。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A.4.1.5 新媒体服务

A.4.1.5.1 提供移动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提供服务的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提供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数量,单位:个;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的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移动

服务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A.4.1.5.2 提供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通过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提供服务的比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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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区域内通过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提供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数量,单位:个;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所称“通过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提供服务”,包括开通本馆官方微博账号或微信公众

号/服务号,接入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统一官方微博账号或微信公众号/服务号,以及开发使用微

信小程序,在其他第三方平台上开通官方公众号/服务号等;
———同一个图书馆同时通过上述一种或多种形式提供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服务的,不重复

计算;
———本指标的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通过微

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开展服务的主动性越强。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馆均公共图书馆微博和微信第三方平台用户数(A.4.2.7)

A.4.1.5.2与A.4.2.7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服务水平

进行评价和比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4.1.6 参与通借通还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中,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图书馆(室)达成通借通还服务合作的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与一家或多家其他图书馆(室)达成通借通还服务合作的公共图书馆(室)数量,单
位:个;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所称“其他图书馆”,包括区域内及区域外的各类型图书馆,不局限于公共图书馆;
———本指标的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

资源开放共享程度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人口分布比较集中、交通及物流便利的行政区域,包括中等及以下规模的城市,以及城市的

区、街道等;一般不鼓励在省域或面向农村的县域范围内开展通借通还服务;在中等以上规模城市开展

通借通还服务应充分考虑其必要性与可行性。
注:根据国务院2014年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

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

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

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

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

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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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
———提供馆际互借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A.4.1.7)

A.4.1.6与A.4.1.7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程度评价和

比较时,可于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使用,也可同时使用。

A.4.1.7 提供馆际互借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中,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图书馆(室)达成馆际互借服务合作的比例。
方法:
———包括文献传递;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与其他一家或多家图书馆(室)达成馆际互借服务合作的公共图书馆(室)数量,单
位:个;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所称“其他图书馆”,包括区域内及区域外的各类型图书馆,不局限于公共图书馆;
———本指标的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

资源开放共享程度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参与通借通还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A.4.1.6)

A.4.1.6与A.4.1.7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程度评价和

比较时,可于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使用,也可同时使用。

A.4.1.8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举办活动

A.4.1.8.1 馆年均举办活动场次

定义:区域内平均每个公共图书馆一年内举办各类活动的数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各级图书馆一年内举办各类活动总量,单位:场次;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所称“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讲座、培训、展览、阅读推广等活动;
———本指标所称“举办”,是指公共图书馆作为主办方、承办方或主办方、承办方之一的活动,不包括

受邀参与的活动;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代表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开展

越丰富。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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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8.2 举办活动中面向各类特殊人群的活动比例

定义: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举办的面向各类特殊人群社会活动的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区域内各级图书馆面向特殊人群举办各类活动数量,单位:场次;

  B ———该时间段内,区域内各级图书馆举办各类活动总数,单位:场次。
———本指标所称“举办”,是指公共图书馆作为主办方、承办方或主办方、承办方之一的活动,不包括

受邀参与的活动;
———本指标所称“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讲座、培训、展览、阅读推广等活动,用于横向或纵向比较时,

其内容范围应保持一致;
———本指标所称“特殊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监狱服刑人

员等,用于横向或纵向比较时,其内容范围应保持一致;也可单独就公共图书馆针对其中某一

类特殊人群的服务进行比较;
———本指标的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对特殊群体服

务的重视程度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2 服务效益

A.4.2.1 持证读者占常住人口比例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中,持本地区一家或多家公共图书馆(室)有效证件的人口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持区域内一家或多家公共图书馆(室)有效证件的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总数,单位:人。
———本指标所称“有效证件”,包括图书馆专门制发的实体证件、网上注册的虚拟证件,以及绑定图

书馆功能的居民身份证、驾驶证、社保卡、手机号等,同一读者持有多个证件的,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应予去重;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服务的覆盖

面越广。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2.2 有效持证读者比例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持证读者中,近期内实际利用过图书馆资源或服务的读者比例。
方法:
———计算公式:
42

WH/T70.1—2020

中国标准出版社授权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推广使用



(A/B)×100%
  式中:

  A ———近期内利用过公共图书馆资源或服务的读者数量,单位:人;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数量,单位:人。
———本指标所称“近期”,可由评估工作组织或管理方自行确定时间范围,一般建议为1年~2年;

用于比较时,该时间范围应保持一致;
———本指标所称“利用”,包括到馆利用和远程利用;
———持证读者是否于近期内利用过公共图书馆的资源或服务,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系统采集读者

到馆及网络访问数据进行统计;尚未实现读者数据统一采集的地区,可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获取

数据,但在进行比较时,抽样方法和抽样比例应保持一致;
———本指标的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黏性

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2.3 年人均到访公共图书馆(室)次数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一年内人均到访公共图书馆(室)的次数。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一年内登记到访总量,单位:人次;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人。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到馆服务效益越好。但

本指标的应用应考虑数字图书馆服务对到馆服务的影响。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2.4 年人均文献外借册次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持证读者一年内人均从该区域公共图书馆(室)借出各类型文献数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公共图书馆(室)一年内借出各类型文献总册次;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数量。
———本指标所称“各类型文献”,原则上不包含数字资源,但指标应用时应考虑数字资源使用对实体

文献外借的影响;确需对数字资源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和比较时,建议与实体文献外借情况分别

进行评估和比较;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利用效率

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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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5 公共图书馆活动场均参与人次

定义:特定时间范围内,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举办各类活动中,平均每场的参与人次。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特定时间范围内,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举办各类活动参与总人次,单位:人次;

  B ———特定时间范围内,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举办各类活动总场次,单位:场次。
———本指标所称“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讲座、培训、展览、阅读推广等活动;
———本指标所称“举办”,是指公共图书馆作为主办方、承办方或主办方、承办方之一的活动,不包括

受邀参与的活动;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服务活动的效果越好。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2.6 网络访问情况

A.4.2.6.1 图书馆(室)网站年人均访问量

定义:区域内常住人口每人每年访问本区域公共图书馆(室)网站的平均次数。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所有公共图书馆(室)网站一年内总访问量,单位:页次;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以评估年度上年末统计数据为准,单位:人。
———本指标所称“网站”,包括web网站和移动终端门户网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包含图书

馆开设在第三方社交网站上的官方账号页面,如微信公众号、微信服务号、微博官方认证号等;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网站服务水平越高。但

应考虑网站内容结构对访问量的影响,结构不合理时,用户需要多次点击才能最终获得需要的

内容,造成网站访问量增加,并不能说明其网站服务水平更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2.6.2 远程应用年人均访问量

定义:一年内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各类远程应用(不含网站)的人均访问量。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各类远程应用一年内的访问量总和,单位:次;

  B ———区域内常住人口数量,以评估年度上年末统计数据为准,单位:人。
———本指标所称“远程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图书馆独立开发的移动端APP,以及基于第三方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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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平台开发的移动端小程序(如微信小程序)等,不包括图书馆开设在第三方社交网络平台

上的官方账号(如微信公众号、微信服务号、微博官方认证号等);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远程应用服务水平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2.7 馆均公共图书馆微博和微信等第三方平台用户数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通过微博、微信等第三方社交网络平台获取用户的平均数。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通过微博、微信等第三方社交网络平台获取用户总数,包括各

馆官方微博账号粉丝数、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和小程序注册用户数,以及区域内公共图

书馆统一官方微博账号粉丝数、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和小程序注册用户数等,单位:人;

  B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总数,单位:个。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通过微博、微信等第三方

平台提供服务的效果越好。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提供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室)比例(A.4.1.5.2)

A.4.1.5.2与A.4.2.7为相关指标,在对特定行政区域公共图书馆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服务水平

进行评价和比较时,应结合使用,不宜单独使用其中某一项指标得出结论。

A.4.3 读者满意度

A.4.3.1 评估时读者满意度调查结果

定义:评估时通过对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持证读者进行抽样调查获取的读者满意度。
方法:
———对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持证读者进行问卷调查,计算满意问卷占有效问卷的比例。
———计算公式:

(A/B)×100%
  式中:

  A ———抽样调查中,回收满意问卷数量,单位:份;

  B ———抽样调查中,回收有效问卷总数,单位:份。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读者对图书馆提供的设施设备、文献信息、公共服务等的满意程度,附录B

给出了一个通用的调查问卷模板,评估时,可根据被评估区域公共图书馆提供设施设备、文献

信息、公共服务等方面实际情况修改使用;
———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应在区域内合理分布,尽可能覆盖到区域内所有不同级别、不同规模图书馆

的读者;
———应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抽样,用于横向或纵向比较时,抽样方法、抽样比例和抽样时间应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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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所称“满意问卷”和“有效问卷”的概念范畴,应在问卷设计时研究确定;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将问卷抽样发放范围扩大到区域内常住人口;
———本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服务获得读

者认可的程度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4.3.2 日常读者满意度调查反馈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建立日常开展读者满意度调查反馈工作的情况。
方法:
本指标主要考查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室)读者满意度调查反馈工作机制及其执行情况,主要包括:
———区域内建立统一的公共图书馆(室)读者意见征集、反馈制度,以及日常开展读者满意度调查的

频次及处理情况等;
———区域内各公共图书馆(室)建立读者意见征集、反馈制度的比例,以及日常开展读者满意度调查

的频次及处理情况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 组织管理与协调

A.5.1 区域图书馆服务体系政策保障

定义:各级人民政府为保障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制定的各类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
方法:
重点考查各类政策法规的保障内容和效果等。包括:
———是否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是否将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是否将公共图书馆事业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
———是否将包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内的公共文化工作纳入本级政府的年度考核目标。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2 总分馆建设

定义:在县域范围内,结合当地特点,建立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
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建设情况。

方法:
重点考查总分馆体系的运行和服务情况。包括:
———文献资源是否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统一检索、统一流通、通借通还;
———总分馆服务是否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基本服务水平是否相当;
———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否统一培训。
适用范围:
适用于县级行政区域,不适用于省级行政区域和地市级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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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 图书馆联盟建设与参与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的而建立或参与的受共同协议制约的图

书馆合作组织情况。
方法:
———重点考查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建立图书馆联盟的年限、参与联盟的机构数量、开展活动的数量及

实际效果等方面内容;
———重点考查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参与图书馆联盟活动的程度、内容、发挥的作用以及取得的实际效

果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4 图书馆学/协会工作

定义:区域图书馆学/协会开展工作,以及参与全国、上级行政区域图书馆学/协会工作的内容及

效果。
方法:
———重点考查区域图书馆学/协会工作的计划与总结、组织机构、学术活动、会员发展以及获奖情况

等方面内容;
———重点考查区域图书馆学/协会参与全国、上级行政区域图书馆学/协会工作、活动的数量、内容、

效果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5 统一业务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行

定义:区域公共图书馆为了实现本区域内各公共图书馆之间业务流程的优化重组,解决不同系统之

间资源和数据不能有效共享和交互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统一平台的建设与运行情况。
方法:
———重点考查统一业务管理平台的建设年限、参与建设的图书馆数量;
———重点考查统一业务管理平台的功能设计是否完备合理,运行维护是否有效,与上级图书馆业务

平台是否统筹协调、系统对接等;
———参与统一业务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行的区域公共图书馆重点考查其参与的图书馆数量、比例,在

统一业务管理平台中承担的角色、任务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6 统一业务规范的制定与实施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为了实现本区域内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制定并实施统

一的业务规范。
方法:
———业务规范主要包括在服务资源、服务内容、服务效能、服务管理、服务监督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和

要求;
———统一业务规范的实施具体包括业务规范的全过程策划、业务规范的全流程管理、业务规范的动

态监测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业务规范的实施总结和持续改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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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期的内部审核和社会第三方的测评开展业务规范实施效果的考查。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7 统一培训指导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为了实现本区域内所有公共图书馆普遍均等的服务目标,确保基本服务水

平相当的质量标准,组织实施本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统一培训指导。
方法:重点考查统一培训指导的内容和效果等。包括:
———是否制定统一培训指导的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是否制定统一培训指导的考核、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是否保障所有从业人员享有统一培训指导的时间和经费安排;
———本区域从业人员年度参加培训的比例。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8 统一监督考核

定义:县级(含)以上公共图书馆为改善服务条件,提高服务水平,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对本区域

内所有公共图书馆进行统一监督考核。
方法:
———监督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图书馆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情况,对区域图书馆业务规范和服务

标准的执行情况,对上级行政部门规定要求的落实情况、对公众服务承诺的履行情况等;
———图书馆应通过公示服务内容和服务承诺,建立统一的投诉渠道和反馈机制,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通过定期委托第三方的方式开展统一的监督考核;
———统一监督考核的实施效果重点考查区域图书馆的读者满意度、公众知晓度、社会美誉度等。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9 社会力量参与

A.5.9.1 志愿者队伍建设

A.5.9.1.1 志愿者数量

定义:在本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从事志愿服务的自然人的数量总和。
方法:
———统计在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登记注册并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总数;
———本指标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图书馆志愿者队伍规模越大,志愿者参与度

越高。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一般来说,本指标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只有在志愿者的认定、管理程序都相同的

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同时还需考虑各区域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规模等。

A.5.9.1.2 志愿者人均服务时长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志愿者人均参与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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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者服务时间长度总和,单位:小时;

  B ———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者数量总和,单位:人。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志愿者的参与度越

高,志愿者队伍建设成效越好。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志愿者数量(A.5.9.1.1)
本指标计算式中所用志愿者数量(B)与A.5.9.1.1所用数据一致。

A.5.9.1.3 志愿者人均培训时长

定义: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志愿者人均接受公共图书馆专业培训时长。
方法:
———计算公式:

A/B
  式中:

  A ———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者接受图书馆专业培训的时间长度总和,单
位:小时;

  B ———本区域公共图书馆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者数量总和,单位:人。
———本指标取值不设上限。通常认为指标值越高,说明一个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志愿者的专业度越

高,志愿者队伍建设成效越好。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相关指标:
———志愿者数量(A.5.9.1.1)

A.5.9.1.4 志愿者管理

定义:各级公共图书馆对参与图书馆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进行必要的管理。
方法:
———重点考查志愿者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
———重点考查志愿者管理规范化效果。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A.5.9.2 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

定义:区域地方人民政府引入市场机制,通过规范化程序,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图书馆(室)等的运

营和管理。
方法:重点考查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机制和效果。包括:
———是否制定本地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或具体购买目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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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立以项目选定、信息发布、组织采购、项目监管、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购买

流程;
———是否制定由购买主体、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以及第三方共同参与的综合评审机制。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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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读者满意度调查表

  读者满意度调查表见表B.1。

表B.1 读者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项目
满意程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一、设施设备

1.固定设施布局合理,便于就近获取资源和服务

2.配备必要的流动服务设施和自助服务设施

3.提供必要的自动化、网络化设施设备

4.面向少年儿童的专门服务设施比较完备

5.面向残障人士提供必要的无障碍设施和阅读辅助设备

6.家具设备配置符合安全需要

二、文献资料

7.文献资料种类丰富,能够体现地方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特色,满足日常工

作、学习和休闲娱乐需求

8.文献资料更新及时,并进行必要的宣传推介

9.文献资料目录设置合理,检索方便

10.文献资料借阅程序简单,预约续借便捷

11.查找文献资料时能够获得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必要帮助

三、服务工作

12.固定设施开放时间合理且充分

13.讲座、展览、培训、阅读推广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14.各馆(室)网站功能完备且易于使用

15.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方便快捷地获取区域内各馆(室)服务

16.能够通过统一服务平台浏览、查询、预约、获取区域内各馆(室)提供的资源或

服务

17.主动征集读者意见与建议,并及时处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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