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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在图书馆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众筹图书馆是“互联网+”时代图书馆建设的创新模式，是众筹与图书馆的有机融合，对网络环境下

的文化慈善、精准扶贫、共享经济、图书捐赠等带来突破和创新。期望以众筹在图书馆的成功实践为例，从众筹

平台、众筹项目、筹资人、投资人等方面分析国内众筹图书馆的现状，剖析众筹图书馆建设的保障机制。研究发

现，众筹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未来必将在推广全民阅读和延伸图书馆服务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提升服务质量，成为图书馆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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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筹的诞生最初缘于人们无法通过传统途径获得

资金资助，从而另辟蹊径。而今众筹这一新兴的网络融

资方式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并且越来越多地获

得人们的青睐和参与。仅2014年，众筹平台就已通过

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筹得资金162亿美元，众筹研究公司

Massolution称2015年这一数字还将翻倍，达344亿美

元[1]。众筹现已涉及科技、公益、农业、出版、娱乐、艺

术等多个领域。在欧美地区，众筹模式应用于图书馆

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有众多众筹图书馆项目获得了

成功。例如英国伦敦部分街区建设小型免费图书馆的

系列众筹项目、美国加州奥克兰建设种子图书馆的众

筹项目等。国内众筹建设图书馆尚属起步阶段，但是近

两年发展迅速，现在已有鸟巢图书馆众筹项目、TSEC
梦想图书馆众筹项目、蒲公英乡村图书馆众筹项目等许

多成功案例。国内外学者也已经开始针对众筹图书馆

这一新兴领域进行了相关理论探索，认为众筹图书馆改

变了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模式，通过协作、众筹等形式聚

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开发推销产品和服务，是一种解决

图书馆跨界服务障碍，有效实现和其他社会机构、组织

及个人资源互补的可行方式[2]。笔者于2015年11月11日，

用检索词“crowdfunding+library”主题路径检索数据

库Proquest Dialog，共得到相关学术文献12篇。相关研

究认为在政府对图书馆公共事业经费投入不足的困境

下，众筹是一种可行的资金筹措良策。其中，美国学者

莱曼·霍普探讨了图书馆员在众筹中的角色，认为图书

馆员应该是各类型众筹活动潜在的领导人、图书情报

出版领域众筹活动无私的支持者、众筹技术和理论的

痴迷者、师生开展众筹活动的指导员等[3]。国内相关研

究较少，用检索词“众筹+图书馆”主题路径检索中国

知网总库，共获得相关文献6篇，内容主要涉及国内外

应用图书馆众筹模式的现状介绍。黄国彬等学者分析了

众筹模式应用于图书馆建设的关键要素。相关研究发

现，一个众筹项目的完整运作包括筹资人、平台运营方

和投资者等主要方面。因此，笔者拟从众筹平台、众筹

项目、筹资人、投资人四个方面分析国内众筹图书馆的

发展现状，期望为众筹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有益

的启示和可行的建议。

2 众筹图书馆

众筹图书馆是通过众筹方式筹措资金，以支持特

定图书馆建设的一种新模式，是众筹与图书馆的有机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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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对网络环境下的文化慈善、精准扶贫、共享经

济、图书捐赠等带来突破和创新。

2.1 文化慈善

文化慈善是向受助者捐赠所需的文化资源，提供精

神层面的扶持。文化慈善的形式多种多样，本质均是注

重社会道义，强调社会责任，具有自愿性、社会性、平等

性的特点[4]。其中，建立图书馆就是一种有效方式，可

以满足受助者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受助者的科学文

化素质。在现实环境下，由于中国的慈善事业带有政府

指令性、强制性，加上红十字会等事件，使得民众对文

化慈善等工作产生了怀疑和排斥。在公益众筹图书馆建

设中，基于互联网技术，专业众筹平台发挥了“中枢”作

用，连接了捐赠者与受赠者，公开了捐赠信息，调动了公

民志愿参与性，保证了慈善捐赠的民间独立性，提高了

公信力，获得了民众对文化慈善的青睐。 

2.2 精准扶贫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明确指出，当前需要针对老少边穷地区服务和资源缺

口精准扶贫，鼓励社会各方力量以不同方式提供相关

资助[5]。众筹图书馆提供了互联网时代扶贫工作新思

路，是“互联网+文化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国内众筹图

书馆项目主要是面向文化资源严重匮乏的老少边穷地

区，民众通过众筹平台就可以发起或者筹资特定地区

图书馆的建设，依靠个人力量即可参与公益文化扶贫，

并且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

2.3 共享经济

众筹的本质就是共享经济，众筹图书馆是共享经

济的典型模式。通过互联网搭建的众筹平台，应用众筹

模式，促使民间资本导入图书馆建设，既弥补了政府提

供公共资金财力的不足，又合理地优化了资源配置，实

现了大范围的资源共享。同时，众筹图书馆促使喜爱图

书、热爱阅读、有共同志向的筹资人、资助人通过众筹

结合在一起。此类群体不仅为图书馆提供资金支持，并

且积极参与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未来图书馆积极借助

众筹模式可以构建为全社会服务的资源平台、创新平台

和文化共享平台，实现经济的共享与共赢[6]。

2.4 图书捐赠

众筹扩大了民众向图书馆捐赠的路径，构建了一种

基于网络的图书捐赠新模式。筹资人基于众筹平台，将

捐赠目的、捐赠使用、捐赠效果等信息全面、真实、持

续地反馈给捐资人，使得整个捐赠过程透明和高效。众

筹平台连接了图书捐赠人和受赠人，成为图书捐赠的

重要组成部分。众筹图书馆构建了一种在线集聚大众小

额捐赠用以图书馆规划内馆藏资源建设模式，重塑了

图书馆受赠工作的业务流程，实现图书馆与互联网的

深度融合和模式创新[7]。

3 众筹图书馆发展现状

3.1 众筹平台

3.1.1 众筹平台的发展概况

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众筹网站是ArtistShare，于2001
年开始运营，2003年10月起开始发布众筹项目[8]。2005
年以后，国外众筹平台迅速大量出现，北美洲现为全

球最大的众筹市场，美国KickStarter成为目前影响力

最大的众筹网站。2014年亚洲首次超过欧洲成为第二

大众筹市场，主要缘自中国众筹市场的蓬勃发展[9]。

中国第一批众筹网站2011年年底开始出现，而今金融

电商巨头、互联网巨头纷纷加入众筹领域。据《2014
年中国众筹模式上半年运行统计分析报告》中数据显

示，截至2014年8月底，我国的众筹平台已经超过90
家 [10]。众筹平台主要包括奖励（回报）型众筹、捐赠

（公益）型众筹、股权型众筹、债权型众筹等模式。据

Massolution公司基于全球1 250个众筹平台的数据统

计，2014年商业与企业类众筹最为积极活跃，公益事

业类紧随其后（见图1）。并且，在捐赠型众筹和奖励

型众筹中公益事业类众筹均为活跃的类别。公益事

业图书馆建设即主要采用奖励众筹和捐赠（公益）

众筹两种模式。

3.1.2 众筹图书馆的众筹平台

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中国众筹领域

发展报告中显示，国内奖励类众筹的第一阵营为众筹

网、点名时间及追梦网[10]。其中，众筹网在综合类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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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中发展速度较快，领跑其他平台。点名时间现已

转型为专注智能硬件始发的垂直类众筹平台。笔者在

国内主流众筹平台中分别用“图书馆”“图书”进行检

索，检索结果与前述调研结果相同。众筹图书馆领域目

前主要的众筹平台为众筹网和追梦网（见图2）。其他

众筹平台虽然目前成功众筹图书馆的项目数量较这两

个众筹平台少，但是众筹平台自身积极参与众筹，促进

了众筹项目的成功完成。例如京东众筹项目中，“流动

儿童，圆梦北京”项目携手京东旗下二手闲置物品处理

平台拍拍二手；“为藏区孩子筹个图书角”项目也得到

京东的支持，项目众筹的所有回报均由京东图书提供。

淘宝众筹项目“乡村图书馆筹建，为农村孩子的生活上

点色”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农村淘宝发起的乡村

图书室项目。

图1 众筹平台5大最活跃项目类别活跃度

（资料来源：2015CF：Crowdfunding Industry Report[9]）

图2 众筹平台成功众筹图书馆项目的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追梦网、众筹网[11]，调查时间：2015年11月3日）

功的项目以及正在筹资的项目，而不能查看筹资失败的

项目，因此，本次调查对象选取筹资成功的众筹项目。

所有数据均遵循互联网平等、开放、协作的原则，依据

公共信息来源，对追梦网和众筹网的网页进行搜集、分

析、整理和统计而成，检索时间为2015年11月3日。研究

发现众筹网共有28个众筹图书馆项目成功，目标筹资额

度500元起，实际获取到融资额度从1 000－86万元不等，

金额出现频率最多的为1 000－1万元。追梦网共有19个
众筹图书馆项目成功，目标筹资金额较低，1元即可，实

际获取到融资额度从3－10万元不等，金额出现频率最

多的为100－1 000元。整体上反映出目前众筹图书馆项

目的众筹金额倾向于1万元以下（见图3）。

图3  众筹图书馆项目募集金额对比分析图

（资料来源：追梦网、众筹网[11]，调查时间：2015年11月3日）

3.2 众筹项目

3.2.1 众筹图书馆的众筹目的

众筹图书馆主要采取公益众筹和奖励众筹两种形

式。公益众筹图书馆项目的目的主要是教育助学。例如

“贵州黔东南天柱县邦洞镇小学图书馆”众筹项目，通

过追梦网旗下的新型众筹平台Dreamore，在18天内就

筹集资金108 691元，是国内公益性众筹图书馆中众筹

资金较多的典型成功个案。奖励众筹图书馆项目兼具

商业和公益目的。例如“永和核桃圆孩子书屋梦”众筹

项目，众筹奖励包括邮寄永和主要农产品核桃、成为永

和核桃地区级经销商、永和所有景点免费门票及讲解

等，成功筹资866 675元，帮助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帮助孩

子们圆梦书屋[12]。会员制连锁图书馆发起的众筹项目

均采取奖励众筹方式。此类众筹具有预付费性质，又带

3.1.3 众筹平台的众筹资金

基于目前众筹平台运行现状，笔者选择国内的众

筹网和追梦网两个典型的众筹平台进行数据分析。鉴

于众筹网的项目可以公开访问，但是只能查看到筹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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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助的性质，扩大图书馆规模的同时又推广了全民阅

读。例如“上海悠贝亲子图书馆”众筹项目，投资150元
可获得价值480元的季度会员卡，投资480元可获得价

值680元半年度会员卡，投资3万元可获得上海悠贝96广
场分馆经营权等[13]。

3.2.2 众筹图书馆的服务区域

因与众筹图书馆的公益性质密切相关，众筹图书

馆项目的服务区域主要集中在偏远山区和农村，特别

是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经济落后，

图书资源极度缺乏，许多公益人士和公益组织纷纷倡导

援助，已成功众筹“蒲公英飞扬计划之乡村校园公益小

书屋”“甘肃支教助力爱心图书室”“筹建云南鲁甸鹏鹏

智慧屋为灾区儿童提供心灵避风港”“为凤山小学建图

书馆”等多个项目。少数众筹项目的服务区域为北京、上

海、西安、杭州、南昌等发达城市和成熟社区。其中，鸟

巢图书馆是其代表性众筹项目。鸟巢图书馆是迷你型

公益图书馆，创办成本低，众筹图书馆模式非常适合其发

展。因其为减少损耗选址避开人员流动性大的地点，现

其服务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诚信水平相对较高的社

区[14]；此外，以家庭亲子阅读为主题的众筹项目也定位

于城市人群，例如第二书房众筹项目、番茄太阳阅读馆

项目等。

3.2.3 众筹图书馆的众筹回报

公益类众筹图书馆项目有多种回报方式，主要以精

神回报为主，包括公开致谢、寄送感谢信函、特色纪念

品、书籍、提供阅读权限、邀请投资人参与线下公益活

动等。少数众筹项目还基于建设内容采取了特色回报方

式。例如“千年古茶树，悠悠大粤情”项目众筹宁洱县图

书馆，项目回报采取了抽奖方式，设定支持1元的众筹人

限额999位，每333名支持者中由京东官方抽取1位中奖

者，不满333人也抽取一人，中奖者将获得景迈山100年
以上大树乔木生普洱茶茶饼[15]。奖励类众筹图书馆项

目常常根据资助资金的额度制订不同的奖励回报，并

依据项目特色制订新颖并且具有吸引力的奖励回报，

从而获取更多人关注与参与。例如发布于众筹网平台的

众筹图书馆项目“父母学堂，儿童书馆——第二书房北

京金中都图书馆开馆啦”，项目投资回报包括亲子阅读

年卡、饮品抵用券、免费参加专题活动、书包、签名图书

一套、免费使用场地，并且捐资人可提出价值5 000元个

性化书单，图书馆专门采购以方便捐资人借阅，同时标

注由某某捐赠图书，在第二书房集中陈列等多种奖励，

从而成功获得多达55万余元的募集资金[16]。

3.2.4 众筹图书馆的类型

由于城市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均有政府资金

的大力支持，目前众筹图书馆的成功案例主要集中在

经济落后贫困地区众筹建设农村图书馆，在城市众筹

建设社区图书馆、民间图书馆、私营图书馆等。新近又

产生众筹真人图书馆、科技图书馆、工具图书馆等新类

型。由于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的众筹融资，具有投

资者众多、融资额度小的特点，因此各类型图书馆众筹

项目均为小型图书馆。

3.3 筹资人

3.3.1 公益人士

公益人士是国内众筹图书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

为支教教师、扶贫干部、大学生等。支教、扶贫架起了公

益人士与贫困偏远地区的联系，感叹于当地的贫穷及

知识的贫乏，公益人士致力于帮助贫困人群圆梦图书

馆，而众筹图书馆则成了最有效的措施。例如，“永和

核桃圆孩子书屋梦”筹资人为山西省永和县副县长程

万军，作为挂职扶贫干部，通过众筹核桃帮助农民增

收，也让捐资人吃到放心的无污染、高品质核桃，同时

为幼儿园的孩子们捐建圆梦书屋[12]。

3.3.2 公益组织

社会公益组织是国内众筹图书馆发起者的主体。

虽然许多众筹图书馆发起人是个人，但其实质为公益

组织的代表，筹资人仍然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常常

以项目为依托建设众筹图书馆，包括蒲公英乡村图书

馆、Reads4Kids乡村图书馆、鸟巢图书馆等项目。例

如，厦门的鸟巢图书馆由鸟巢阅读文化推广中心和日新

社会服务中心共同发起，南昌的鸟巢图书馆也是由民间

草根公益团队发起的。他们有团队理念、组织形式、运

作机制，借助众筹进行项目宣传与募捐，通过开展线下

读书会等活动来带动鸟巢图书馆的使用效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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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参与程度较低，杭州图书馆已开国内

公共图书馆众筹的先河。杭州图书馆首推“工具图书

馆”就是通过众筹的方式，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有效延伸

当下阅读生活的服务，是一种集阅读、体验、交流、展示为

一体的综合文化产品。读者不仅可以借书换种子，还可将

喷壶、小铁锹、铲子、园艺剪等成套工具像借书一样借

回家，从而为读者展示新科技、新思维带来的新型阅读

和体验，让更多习惯于互联网、数字化生活的市民重新

回到图书馆。第一季“春暖花开”的种子由“微土地”

有机农场免费提供，同时借助杭州市公共图书馆事业

基金会，通过拍卖或义卖等活动扩大影响力[18]。

3.3.4 民营图书馆

民营图书馆通过众筹实现了以盈利养公益、用公

益促盈利的新模式，开辟出一条值得借鉴发展的途径。

例如悠贝亲子图书馆、会员制连锁图书馆“第二书房”

等，在大力推广家庭亲子阅读的基础上，通过众筹又实

现了加盟店、会员的增加与发展。

3.4 投资人

众筹图书馆的支持者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公益人

士，认同项目发起人的价值观，热心支持图书馆建设，希

望帮助弱势群体丰富文化生活；第二类是具有一定经济能

力的个人，他们相信项目发起人描述的图书馆未来发展

愿景，助力图书馆扩大规模，获得众筹成功后图书馆的相

关服务；第三类是商业企业，通过众筹平台资助图书馆做

公益事业，从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

4 众筹图书馆保障机制

4.1 项目发布

项目发布选择合适的众筹平台是众筹图书馆成功

的重要因素。众筹平台各有特色，对于项目的要求也不

同。追梦网是专注于移动端的众筹平台，众筹网是发

展迅速的综合众筹平台，淘梦网是专注于影视的众筹

平台，点名时间是专注于智能硬件的众筹平台。在目前

建设实践中，众筹网是众筹图书馆成功项目数量最多

的众筹平台。相契合的众筹平台有助于提升众筹图书

馆项目的可显性和可信度，反之则会增加失败可能性。

例如“《圆梦》为贫困儿童送上一本书，建立一个图书

馆”项目为位于四川西部白玉县小学生捐书建图书馆，

是淘梦网唯一一个众筹图书馆项目，众筹并未成功[19]。

此外，众筹图书馆主要为公益众筹，集体特别是公益组

织发起的众筹项目，较以个人发起的众筹项目更具号召

力，一般认为公益组织更可靠，项目操作性、实现性更

强，更易取得成功。同时短期内连续众筹尽量避免。例

如发布于追梦平台的众筹项目“凤山小学建图书馆”，

第一次众筹时间为5月19日，成功众筹资金504元；第二

次项目众筹时间为5月22日，众筹失败。

4.2 项目呈现

详细的项目介绍有助于提升项目的真实性和成功

率。发起众筹一般需要介绍项目内容、筹资模式、筹资

期限、目标筹额、起筹额和预期回报等。一个项目包含

多个投资档位，不同档位有不同的预期回报。根据众筹

项目的不同定位确定项目介绍的重点，让人感觉诚实可

信，并且具有可行性。真诚并让人产生共鸣的文案、吸

睛的标题，是项目成功的必备要素。例如，“番茄太阳阅

读馆”计划是一个长期的公益项目，旨在服务常州春江

镇2—18岁人群的家庭群体，尤其是新市民的青少年。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语文老师尤菲是番茄太阳阅读馆项

目的发起人和执行者，她曾经通过追梦网发起过“番

茄太阳阅读馆——公益阅读馆”众筹，文字介绍了众筹

目标和项目背景，缺少图片和详细资金使用规划，众筹

失败。2015年1月9日，尤菲在众筹网又一次发起“番茄

太阳阅读馆——农村公益阅读馆”众筹。在第二次众

筹项目中，在原有介绍“我想要做什么”和“为什么我

需要你的支持”的文字介绍基础上，增加了“资金使用

预算”“我已经做了什么”等方面的详细介绍，并附大

量的图书馆照片。为了凸显项目的真实性，特别注明了

项目曾被常州日报、常州电视台、武进电视台进行过宣

传报道，并提供相关网址和网页截图。2015年4月9日之

前，通过众筹网成功众筹16 567.67元[20]。

4.3 项目推广

众筹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事物，众筹投资者对众

筹图书馆项目的不确定性较大，因此众筹项目的核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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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筹资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筹资人必须进行

项目的宣传推广，让投资人了解和认同众筹图书馆项目，

团结意愿相同的投资人一起共同实现众筹目标。营销推

广可以采取项目展示和宣传等常规互动方式，其中视频

推销创意比平面文本更能吸引人的眼球，更能呈现筹资人

的热情和理念；树立良好的网络形象至关重要，建设同众

筹活动相关的网站或者有关发起人的信息，用网站解释

你的创意和策略，让更多投资者更多地了解你是谁，从而

提升可信度；确保沟通畅通，采用网络交流等新社交媒体

增加互动，可以很简洁、非正式的，但一定不能忽略；持续

沟通是关键，定期向投资人报告进展，及时更新取得的成

绩、当前运作状况、未来目标等；在相关论坛里针对特定

目标人群进行宣传，提高推广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建立

线下人际网络，加入业内的一些协会，扩大知名度等。

5 众筹图书馆发展展望

5.1 助力推广全民阅读

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连续被写入2014年和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

文化发展战略。图书馆是推广全民阅读的主力军，但是

目前全世界图书馆都面临图书馆经费不断压缩和书刊

价格不断上涨的共同困境。在国内部分经济不发达地

区，公共图书馆建设更是举步维艰。近年来出现的民间

公益性图书馆也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运营困难，有的甚

至被迫关闭。图书馆建设是公益性事业，采用商业融资

的成本较高，而众筹为图书馆提供了融资成本低、简便

快捷的筹资捷径，使得可能阻碍图书馆发展的资金问

题迎刃而解，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众筹图书

馆是对传统图书馆服务的一种补充，既解决了活动经费

的不足，又带动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这项公益项目当

中，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因而众筹图书馆是众筹阅读，

是集聚社会力量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有效模式。

5.2 延伸图书馆服务

众筹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辐射在基层的延伸，是

图书馆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保障[21]。国图研究院《中国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显示，2013年全

国平均每43.72万人拥有1个县以上图书馆，每3 085平
方公里范围内设立1个县以上图书馆[22]。我国公共图书

馆事业还存在总量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经费严重不

足、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总量偏少等突出问题。在全民阅

读中，虽然有些省、市公共图书馆在市辖区外建立了基

层分馆或流动服务网点，但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功能辐

射范围不够广泛。众筹图书馆建立在基层，面向区、县、

乡镇的居民，尤其是贫穷偏远山区的社会最底层的弱势

群体，弥补了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的不足，保障了

居民的阅读权益。实践证明，在当下公共图书馆服务还

未能覆盖所有公民的现实困境下，图书馆通过众筹这

一新兴融资方式，有利于图书馆服务的延伸。

5.3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新增长点

“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将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进行跨界融

合[23]。众筹图书馆是在“互联网+”时代，将互联网思

维应用到图书馆实践工作中的一种创新，顺应了时代

变革，日益成为图书馆领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有生力量。

众筹通过网络，将图书馆与读者、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

利用直接联系起来。在商业性众筹图书馆项目中，投资

人通过资金参与可以享受到图书馆特殊定制的服务。在

公益性众筹图书馆项目中，投资人不仅为图书馆进行融

资，而且积极参与图书馆建设，为图书馆服务出谋划策。

虽然众筹图书馆主要为公益性小型图书馆，但服务于最

基层的民众，是一种低成本、求实效、易于模仿而非高

技术含量的创新行为，扩大了图书馆的服务网络[24]。

5.4 重点提升服务质量

我国众筹图书馆暂时处于初始探索阶段。现阶段

众筹图书馆主要通过众筹取得了图书资源增加，以及

图书馆馆舍建设的众筹成果，特别是在偏远贫穷地区

通过众筹已建设了一批农村图书馆。但是图书馆的核

心功能，吸引读者的关键资本——图书馆服务还未见

全面延伸。提升服务质量是未来众筹图书馆的建设重

点。未来众筹图书馆可以寻求与公共图书馆开展联合

服务；政府和行业组织可以为众筹图书馆馆员提供多

元化专业业务培训；人力、财力、资源丰富的高校图书

馆、发达地区的城市图书馆等可以“出钱”又“出力”，

即捐资同时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众筹图书馆的服务。例

如美国田纳西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在博物馆与图书馆服

务协会资助下，设立信息技术农村图书馆员硕士学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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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项目，从Appalachian地区的中部与南部农村图书

馆招生可获得两年全额奖学金的辅助专业人员，借助

同步远程教育系统培训16名学员的信息技术和管理能

力[25]。未来随着众筹模式在图书馆领域的不断深入发

展，最终可以实现众筹服务。

尽管“众筹”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争

议，但在互联网大发展的背景下，暂时的问题和障碍必

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解决。目前是图书馆领

域切入互联网众筹研究领域的有利时机。研究众筹图

书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成一套成熟可推广

的众筹图书馆实施方案，还需要不断探索。变革已经开

始，未来之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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