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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降低了大众使用先进技术的门槛，鼓励知识共享与社区参与。然而，限于公共图

书馆有限的资源和承载能力，创客空间项目的成功实施和可持续发展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对公共图书馆创

客空间项目的规划与实施进行客观评述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涉及的主要因素，包括费

用与成本结构、筹资与收入来源、处罚与治理政策，以及空间与人员培训。研究表明，创客空间可以为我国公共图

书馆的转型增添独特的新鲜元素，为此，预先规划一个可持续的运营管理模式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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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的思考

长期以来，国外图书馆就有开展用户素养提升培

训及开设物理产品制造工作坊的传统。随着创客空间

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开始举办类似动

手“创作”的活动。对此，纽约费耶特维尔公共图书馆

（Fayetteville Free Library，FFL）创客空间的创始人

Britton认为，“图书馆创客空间正是关于图书馆核心价

值是什么或者该如何演变的最新论题”[1]。除公共图书

馆外，美国的高校图书馆和学术型图书馆也在探索如

何将通过协同创新以产生工艺作品或知识成果的空间

环境融入图书馆服务。

2016年，在国家和地方城市“双创”政策的推动下，

创客平台爆发式涌现。截至2016年9月，中国已有各种类

型的创客空间3 155家[2]，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11家[3]。

创客空间数量的激增并不能掩盖行业内突出的核心问

题，盈利模式单一是大批商业性创客空间倒闭的根本

原因。与商业性创客空间“泛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

共图书馆创客空间：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支持获取运营

资金；数量相对较少，以极低的门槛吸引公众参与社会

的创新活动；收取极低的耗材费，甚至免费。由此可见，

无论是盈利性还是公益性的创客空间，其建设和运营

维护需要充足的资金予以支持，包括可能或应该购买

的技术与设备，选择适当的空间环境，以及建设符合运

营要求的基础设施。另外，创客空间的管理者必须深入

了解用户需求，从而进行空间的科学选址并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以确保创客空间能够服务于更多用户。基于上

述现状，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公共图书馆创

客空间运营管理涉及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

初步的运营管理模式。

1  文献回顾

在网络社会，图书馆已从一个文化和教育机构转变

为一个非正式的学习中心[4]。创客活动的开展不仅能够

吸引图书馆用户参与，鼓励他们分享学识与技能，而且

能在更大范围内对图书馆、整个社区和其他组织产生

积极影响[5]。对此，许多图书馆机构已经采取不同的方

式将创客空间服务纳入图书馆的业务体系，并且开始着

手解决治理政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6]。

美国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运营管理

关注较早，研究涵盖的范围包括资金筹集、空间建设、

社区合作等方面。Benton等[7]从规划与实施的角度出

发，总结公共图书馆在创客空间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

程中面临的问题，包括“设备与工具的采购及使用，安

全与责任的教育及监督，成本与费用的预算及控制，工

场与导师的引入及管理，外联与伙伴关系的建立及维

护”[8]。国内学者对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研究大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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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该报告为参考。Good[9]将美国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

的工作模式分为合作型、集中开发部署型和伺机创业型

3种，并分别以艾伦县公共图书馆（Allen County Public 
Library）、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Cleveland Public 
Library）和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DeLaMare科学与工

程图书馆（University of Nevada，Reno’s DeLaMar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ibrary）为例，描述其规划与

具体的实施流程，介绍各自的空间安排和资金来源渠

道。Britton[1]从经费预算与成本控制的角度出发，认为

许多使用廉价机具、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创客空间同

样受到用户欢迎，并且这样的创客空间项目也更易于实

施。McCue认为[10]，对于受到财政预算减少和成本上升

影响的公共图书馆来说，寻找和聘请导师的费用会让图

书馆面临不小的运营挑战。Newcombe等[11]认为FFL充
分利用社会资金来资助其创客空间，不仅获得政府的建

设拨款，还通过众筹网站和个人捐赠筹集资金。

目前，国内关于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构建模式、发展模式与服务模式方面[12]，对公共图书馆

创客空间的运营管理模式研究较少。明均仁等[13]对比

分析了中美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模式；周玲玲[14]分

析了美国14家典型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模式及其特

征，并总结了成功的关键因素；梁文佳[15]论述了我国高

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服务模式的构成要素和总体框架。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运营管理会受到诸多因素影

响，规划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运营管理模式将有助于提

高创客空间的服务质量并提供长期的服务承诺。

2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涉及
的主要因素

Benton等[7]建议当地各社区应该在公共图书馆内

探索实施创客空间的项目，以补充其他类型创新中心提

供的服务，特别是让所有年龄层的人（包括儿童和青少

年），都能参与到创客工作坊，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创新

生态系统。这份学习计划探讨了城市公共图书馆创客空

间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中需要考虑的若干因素，主要包

括设备与工具、安全防护、成本和预算、创客工作坊与

导师，以及社会合作与伙伴关系。

除此之外，图书馆还要面临创客空间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①噪音污染及其他的物理性

破坏。因为创客活动的本质就是制造嘈杂与混乱的活

动，这与安静的图书馆环境显得格格不入。②利益相关

者的支持。如FFL的工作人员尽可能争取所有利益相关

者的支持并得到当地专家及合作伙伴的帮助，这样的

做法促进了员工、理事会和图书馆用户之间的相互理

解。③员工培训。在创客空间工作的员工必须不断学习

新的技能并拓展各项能力，以有效地帮助用户开展新

项目。

本文主要基于上述在规划与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

的问题与存在的风险，提出影响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

可持续运营的主要因素。

2.1  费用与成本结构

创客空间使用的各种机具，特别是工业级的制造

设备往往价格昂贵，且日常维护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

此，有些公共图书馆将创客空间的使用列入其收费的

服务项目。有的按照穿戴或使用设备的时间或磨损情况

收费，有的按照线材卷轴等材料的消耗情况收费，也有

的按照导师或技术人员的咨询时间或者参与项目的情

况进行收费。费用的收取通常被认为是创客空间可持

续运营的必要条件。此外，也可以将创客空间的用户范

围缩小至真正有创新需求的人。用户需要认识到，提供

创客空间服务（如3D打印）的公共图书馆比按盈利模

式收取服务费的商业性创客空间面临更多的需求。然

而，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拥有可供公众使用的制造机

具所带来的益处，也远远超过了为维持这项服务所承

担的各项成本。

2.2  筹资与收入来源

在美国通过财政拨款或基金会捐助建立的图书馆

创客空间有很多，对这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图书

馆会针对创客空间的成立提出一项拨款议案，其中对

拨款金额的预估与对创客空间的预期运营结果密切相

关。就像典型的商业计划书一样，拨款提案中除了包含

项目预算外也会确定各项经费支出[16]。财政拨款会为图

书馆开展新项目提供尝试的机会，而当新项目获得成功

后，图书馆需要继续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对图

书馆创客空间的运营管理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

是在它的拨款生命周期结束之后将设备更新、消耗品

采购及员工报酬等费用支出转移到图书馆的整体预算

内，以便及时进行更换或升级。

作为公益性创客空间，公共图书馆无法按照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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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向用户收取费用，而高昂的运营成本可能导致创客

空间的不可持续开展。因此，公共图书馆需要通过其他

方式为创客活动的正常开展筹集资金，如举办创客集

会（maker fair）、线上众筹（crowd funding）、线下筹

款活动（fund raising），都可以拓宽创客空间的收入来

源，用以帮助维持和/或扩大与创客空间相关的活动及

服务[17]。

2.3  处罚与治理政策

处罚实际是针对用户在使用公共图书馆创客空

间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和/或道德问题，如知识自由、用

户隐私保护或者以不合理的形式使用公共信息等。图

书馆必须适时调整管理制度，以便在问题发生时提供

可行的指导意见。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技术政策办公

室建议图书馆制定用户可接受协议（Acceptable Use 
Policies），既保护了用户的知识自由，也解决了用户在

使用设备的过程中对安全访问、权利与义务以及合法

性等问题的担忧[18]。图书馆管理制度的设计应当秉承

图书馆员的核心价值理念，即为用户提供并创造学习机

会，同时促进学科专家与企业家的知识参与。但是，针

对创客空间内的大多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责任

问题，图书馆仍需要通过培训、免责声明或提前告知的

形式来解决。

2.4  空间与人员培训

对于许多公共图书馆来说，拥有一个适合开展创

客活动的空间环境或者一片可改造为创客空间的区域

是图书馆规划创客空间项目的动因。而在其他情况下，

构建创客空间的首要条件是寻找可利用的区域，或者

申请新的用地方案[17]。图书馆应当对规划为创客空间

的区域进行重新改造，以使该空间满足创客活动的所

有属性，并且具有在未来增加空间容量的可能性。其他

的因素也可以通过对潜在用户的问卷调查来获得。另

一个确定空间改造要素的例子来自于Rich，她对一间

大学图书馆的创客空间进行评估，包括创客空间在图

书馆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类机具和软件使用的难易程

度等。研究显示，创客空间中的所有要素都是基于创客

需求或者便于开展创客活动而聚集在一起的[19]。由此

可知，这些类似的评估活动有助于图书馆确定对创客

空间的投资应集中在哪些方面，并且预见未来可能出

现的发展机会。

社区志愿者能够为创客空间带来显著的帮助，但

仅仅依靠志愿者是很难保证创客空间正常运转的，也

需要公共图书馆培训并充分利用现有馆员来开发更多

的创客工作坊[10]。图书馆员的技术知识和个人品质决

定了他们在创客空间的工作表现，也是创客空间持续

运营的保障。Koh等[20]对在学习型实验室和创客空间

工作的信息工作者进行了评估，提出在这种新型的空

间工作需要5种能力：①学习能力，表明创客空间创新

和探索的属性；②适应能力，灵活的适应能力对于不断

变化的外界环境非常重要；③协作能力，工作人员需要

面对各种各样的用户，许多非传统用户有着与过去截然

不同的需求；④拥护能力，它有助于创客空间成为一个

具有身份标识的实体空间；⑤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能力，

与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的用户合作对创新过程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

3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模式
构建

精益画布是企业设计商业模式时使用的一种有效

的理论工具，它以简明的定义厘清了商业事件中的各种

复杂关系。一张精益画布由9个部分构成：问题、客户

群体分类、价值主张、解决方案、渠道、收入来源、成

本结构、关键指标和门槛优势[21]。依据上文提出的公

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涉及的主要因素，本节以

Maurya[21]设计的精益画布理论为框架，探索构建我国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运营管理模式（见表1）。

4  结语

“创客空间顺应了图书馆转型的趋势”[22]，对图

书馆在新技术条件下专业形象的塑造产生很大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识别影响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

的因素来鼓励创客运动在我国的发展。高昂的成本支

出是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的主要挑战；稳定

的收入来源及筹资渠道是创客空间运营管理的根本保

障；处罚制度不应当被视为惩罚性措施，而是创客空间

弥补各种费用和日常开支的手段；在适当的空间环境中

开展并合理地支持创客活动对于创客空间的运营管理

至关重要，同时要确保创客空间的工作人员具有采纳

并应用各种变革性概念的能力。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管理的思考为例晋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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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商业模式的设计方法并结合

我国创客空间的发展现状，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

构建一个运营管理模式，希望创客空间可以成为我国图

书馆机构中一个创新的元素和一个变革性的平台[23]。即

使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当它开始向学生提供创客空间

服务，其形象也会焕然一新[24]。如Abram等[25]在加拿大

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图书馆可以借助创客运动为所

有用户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教育、创新和创造的机会，这

个机会也是图书馆率先为这个动态的、随时都在变革

的世界创造新成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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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运营管理模式

用户需求

● 采购仪器、机器、材料

的开支巨大

● 遇到技术难题时很难

获得帮助

● 没有空间存放开展项目

的工具

解决方案3大特点

● 提供设备

● 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 提供宽敞的工作空间

价值主张

通过设施齐备的平台帮

助创客实现创意

门槛优势

● 专业的服务

● 创新的氛围

● 与其他创客交流

客户群体分类

● 创新爱好者（电子技

术、3D打印、编程）

● 设计师、艺术家

● 在校学生、毕业生

关键指标

● 获取：咨询创客空间的

各种信息

● 激活：访问创客空间

● 留客：再次访问创客空间

● 口碑：邀请朋友

● 收入：购买会员资格

宣传理念

公共图书馆以极低的门

槛吸引每一个用户参与

的创新活动

渠道

举办创客活动/工作坊，

通过社交媒体、网站、

博客、新闻等进行宣传

资金来源

政府专项拨款、创新成果孵化、合作伙伴赞助/捐助、培训课程

成本结构

● 改造原有物理空间、购买机具

● 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

现有的备选解决方案

● 商业性创客空间

● 专业化的实验室

● 在家布置一个工作间

早期采纳者

● 资深创客

● 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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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art of the effort to broaden the appeal of enjoying library space and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activities, many 
libraries are transforming part of their space into makerspaces. Makerspaces provide easy access to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hat allow makers to 
turn their ideas into digital design or potentially create real objects. However, confined with the limited resources and capacity of public libraries,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makerspace projects are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majo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perational management of a makerspace within a public libra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makerspaces add an unique and fresh element to libraries and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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