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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浅阅读、碎片式阅读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创建

完善的城市阅读空间体系是引导大众阅读、构建我国文化服务体系中极为重要的

一环。但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各地政府支持下，城市阅读空间的发展过程仍然存在

着诸如高成本自助借还机遇冷、实体书店纷纷倒闭等问题。为此，本次调查旨在

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挖掘，探究社会阅读现状及公共阅读空间发展现状，以读者

视角为出发点，提出针对性建议，使阅读空间的经营方向切合读者的阅读需求。

项目组首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对杭州市居民进行抽样；通过 LDA 主题建模

对豆瓣独立书店评价日记进行主题归类，了解人们对于独立书店的主要评价角度，

探析当今社会阅读现状并对问卷进行适当调整。在实地发放问卷后，运用图表分

析居民阅读现状、公共阅读空间发展现状；建立多变量线性回归探究影响居民阅

读时长的因素；建立 Logit 定序回归模型，探究影响阅读满意度的因素，根据模

型进行读者满意度预测；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影响公共阅读空间阅读体验的

因子；建立 PLS 路径模型，探究各因子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用 Apriori 关联规则

挖掘算法为不同类型阅读空间定位目标客户群体；综合以上分析提出针对性建议。

研究结论如下：文化素养与阅读需求、阅读时长成正向关系，年轻的学生群

体是前往阅读空间的主力军；电子阅读媒介普及广泛，公共阅读体系无法延伸到

公民日常生活中，导致碎片化阅读、浅阅读现象普遍存在；公共阅读空间可以通

过提供阅读环境和营造阅读氛围促进阅读，但不应只局限于提供阅读资源，与此

同时公共阅读空间还存在缺乏宣传的问题；“互联网+”推动公共阅读空间进一步

发展；不同阅读空间存在不同局限性，目标群体不同；环境因素对公共阅读空间

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公共阅读空

间未来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构建各类公共阅读空间建设框架

关键词：公共阅读空间；LDA 主题模型；关联分析；PLS 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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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及目的

1. 研究背景

在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没时间读书、阅读碎片化、快餐化、娱乐

化、功利化等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我国第十六次《全民阅读调查报告》表明，

2018 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7 本，与 2017 年的 4.66 本相比并没

有明显提高，并且与日本国民人均纸质阅读数量约为 11 本，美国人均 7本等相

比较，当今国人的阅读状况并不乐观。

由政府出资的，我国最早开展地铁图书馆的实践可以追溯到 2008 年，随着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快，北京、深圳、东莞、长沙、宁波等城市都开始了地铁图

书馆的建设。上海地铁图书馆在最开始的一周内，平均每天流失图书 500 多本，

图书流失率高达 50%。武汉地铁自助图书馆运行 10 个月的数据显示，累计借书 8

万余册，其中 1万余册书没有及时归还，失书现象严重。并且一台自助借还机引

进成本高达 40 万，一条地铁线至少有 25 个以上的站点，建设成本之高让人却步。

与此同时自助借还机并未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接受，自助借还机遇冷的新闻频频

出现在各大媒体。

我国城市民营独立书店经营转型的探索过程中也在不断发展公共阅读空间。

但王子舟（2017）指出，自 2011 年以来受书店租金上涨、高税收与人员成本增

长、电子书流行、图书网购普及等因素的冲击，许多实体独立书店因保持不住微

薄的利润而纷纷倒闭。例如 2010 年北京“第三极”书局倒闭，2011 年北京风入

松书店、北京光合作用书店、成都大印象书局，2012 年上海万象书店、成都时

间简史书坊都先后倒闭。据统计，从 2007-2011 年，中国倒闭的民营书店有一万

多家。

面对我国国民阅读数量少、缺乏良好阅读习惯的现状，政府和企业都采取过

一些措施来创造更好的阅读空间以及更为广泛的借阅方式，但现实情况往往无法

达到预期。本文将在接下来的调查及其结果的分析中进一步探究这其中存在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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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将探究现当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和特点，通过对现存的各种公共阅读空间

的经营状况和空间特点的研究，了解其作为阅读空间在激发阅读兴趣和提高深入

阅读方面的作用。通过对读者的问卷调查以及文献资料的查询，探究不同类别的

公共阅读空间现存的问题，以读者的视角为出发点，为提高各类公共阅读空间的

有效性提出建议和改进方案，以达到阅读空间的经营方向切合读者的阅读需求的

目的，为读者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和更加丰富的图书资源，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

希望可以多阅读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做到的潜在读者，从而达到促进全民阅读的结

果。

（二） 文献综述

1. 关于阅读现状的文献综述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 4.67 本，相比 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4.66 本，

2016 年 4.65 本，2015 年 4.58 本，2014 年 4.56 本，近些年我国国民的阅读数

量并没有明显提升。日本国民人均纸质阅读数量约为 11 本，韩国人均 9本，美

国人均 7本，法国人均 8本，中国国民阅读量明显较少。

而未成年人在这方面有更好表现：0-17 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8.81 本。未成年人阅读一直是全民阅读推广的重中之重，但本次国民阅读调查

显示，2018 年我国 0至 17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0.4%，低于 2017 年的

84.8%。对于未成年人阅读率下降的问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

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认为：近年来，数字阅读、有声阅读，在未成年人群体，甚

至在 0至 8周岁儿童阶段，已经越来越普及，这也导致了纸质阅读的减少。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还提到：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

触时长为 84.87 分钟，比 2017 年的 80.43 分钟增加了 4.44 分钟；人均每天互联

网接触时长为 65.12 分钟，比 2017 年的 60.70 分钟增加了 4.42 分钟。我国成年

国民网上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与碎片化特征

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38.4%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

图书阅读”，比 2017 年的 45.1%下降了 6.7 个百分点；40.2%的国民倾向于“手

机阅读”，比 2017 年的 35.1%上升了 5.1 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正以惊人的速度

不断创新，也是未来大的方向与趋势。数字化阅读丰富了人们的阅读内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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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提升了国民的阅读率、阅读量与阅读时长。但它也有弊端：打乱、切断

了整块时间，挤占人们对深度内容进行阅读的时间；大量碎片化的阅读容易导致

信息过载、爆炸，使人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和判断力。

2. 关于多维阅读空间的文献综述

王炎龙等（2018）认为，公共阅读空间是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创

办，以文献资料为主要载体向公众提供知识服务的开放空间和场所，具义上包括

图书馆、书城、独立书店、社区书屋等能够进行阅读交往的空间实体。

根据阅读空间的主办方、地域分布、开立原因、目标人群等因素，以及相关

的文献资料，这里将阅读空间主要分为以下四个类别。

（1）基于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共享空间

叶帆（2018）指出，公共图书馆是一种主要由政府资助和支持，为所有社会

成员平等免费提供信息知识服务的大型阅读空间。作为最主要的公共阅读空间之

一，它具有空间大，馆藏丰富、全面的特点。

但公共图书馆常常由于公共阅读资源过于集聚而无法实现阅读日常化。并且

我国公共图书馆功能布局单调，缺乏对公众的吸引力。

（2）基于社区书屋的文化便民空间

在大型公共图书馆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日常阅读需求的情况下，催生了以社

区为单位的阅读空间。叶帆（2018）认为，社区书屋作为公共图书馆微型化、迷

你化的版本，是当地文化部门在社区设立的一种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室。社

区书屋的配置与居民的生活社区想联系，可以提供更为便利、快捷的文化服务，

满足市民娱乐、学习、交往等多方面的需求。扩大了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半径，

是对公共图书馆功能的有益补充。

但社区书屋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同样暴露出经费不足、藏书质量不高、服

务标准欠缺等低效问题。

（3）基于独立书店的文化地标空间

以独立书店为代表的建立在繁华闹市区的城市新型阅读空间逐渐成为公共

文化服务的补充力量。刘雅薇（2015）指出，独立书店既是城市文化生活的聚集

地，也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风景线与文化地标，在功能布局上，独立书店集合了

餐饮、文创、展览等业态，重在向为消费者打造独特体验空间的复合型空间转变，

体现了多元化的布局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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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也有一些书店以销售饮品、文产等为主要项目，图书则沦为书店环境

装饰的符号和制造情调的附属品。

（4）基于智慧书店的文化创新空间

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入运用，以共享书

店、无人售货书店、自动借书机等为代表的创新型阅读空间开始出现。

但成本过高，并且大众的接受程度较低，往往会出现被闲置的情况。想要进

一步向社会普及还需要技术和书店更好的契合度。

3. 关于阅读空间相关政策的文献综述

2014 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5 年国务院相继转发颁布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

通知》两份重要文件，各地政府共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成为推广全民阅读的创新

举措。

2016 年 6 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 11 部委还联合下发了《关

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实体书店创新经营模式，积极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12 月 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27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全民阅读“十三五”时

期发展规划》。

《关于开展 2018 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城市书吧、

社区书屋、职工书屋等新型阅读空间建设。

这些文件释放出了国家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与全民阅读活动纵深发

展的意愿。在国家意志的推动和社会各行业的参与下，可预见我国公共阅读空间

的发展将很快迎来个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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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献综述小结

1.虽然政府从 2014 年开始重视全民阅读，但是我国人均纸质阅读数量并没

有发生显著改变。

2.从公共阅读空间研究现状来看，学者对公共阅读空间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

阐述，缺少一定的数据支持；研究多位于宏观层面，少有探究读者的切实需求；

研究内容上多从公共阅读空间的某一特定类型出发，缺少多维阅读空间横向比较。

二、 调查方案设计

（一） 调查流程

1. 调查思路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初步设计问卷，使用文本挖掘对我国阅读空间发展现状进

行初步分析并对问卷内容作出修改；分析问卷数据，分别对居民阅读现状及公共

阅读空间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关联规则对问卷数据进一步具

体分析。最后，综合数据分析结果及相关文献资料，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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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路线图

图 1技术路线图

（二） 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网络预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获得更为完善的

公共阅读空间与读者现状信息作为后续分析的数据基础。

1. 网络预调查

预调查共发放并回收问卷 120 份，有效问卷 114 份，有效率为 95％。通过

网络预调查，希望从中得知本次调查问卷的大致有效率，对阅读空间发展现状形

成初步认知，并根据其所得数据对问卷题目与选项的设置进行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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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卷调查

本次实地问卷调查首先通过查阅 2018 年杭州市统计年鉴，获得截止 2017

年末杭州市十大区各区总人口数，为使样本更具科学性与代表性，结合多种抽样

方式对杭州市民进行抽样，分别运用分层比例抽样、PPS 抽样、等额抽样及偶遇

抽样确定具体问卷发放地点和样本容量。

①确定样本容量

取置信度为 95%，��
2

2 = 1.96，绝对误差限度 � = 0.05，总体方差�2 = �(1 −

�)，由于成数 �无法由先前资料得到，所以取 � = 0.5。

据统计，截止 2017年末杭州市十个市辖区总人口数为 6152286人。

依据总人口数 N=6152286，计算样本容量：

�0 =
���

2
2 �2

��2 + ��
2

2 �2
=

���
2

2 � × 1 − �

��2 + ��
2

2 � × 1 − �

=
6152286 × 1.962 × 0.5 × 0.5

6152286 × 0.052 + 1.962 × 0.5 × 0.5

≈ 384.1 →→→ 384

根据设计效应为 1.35对样本量进行调整：

�1 = �thh × �0 = 384 × 1.35 = 518.4

考虑到抽样过程中会出现无法回答（包括无效问卷）等情况，假定问卷回收

率达到 95%，粗略估计样本容量为：

� =
�1
�
=
518.4
0.95

≈ 545.7 →→→ 546
综合实际情况，初步确定分发问卷 550份（根据实际发放情况修改）以满足

调查需要。

②抽样框设计及抽样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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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抽样框设计及组织形式

因本次在杭州市所做的公共阅读空间调查对象为本市市民，为使样本更具代

表性，选择杭州市十个市辖区，并细分至街道，最终对街道居民进行调查。采用

多阶段随机抽样法，按照各区人口数分阶段进行抽样，如表所示：

表 1杭州市抽样阶段表

阶段 抽样单元 抽样方法

第一阶段 杭州市 10个市辖区 分层比例抽样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各层 PPS抽样

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各区街道 等额分配

第四阶段 街道居民 偶遇法

第一阶抽样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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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杭州市 10 个市辖区按 2017 年末各区总人口数分为三层：

表 2市辖区分层情况表

层数 总让人口数区间 市辖区

第一层 总人口 70万以上 萧山区、余杭区、西湖区

第二层 总人口 45-70万 富阳区、江干区、临安区

第三层 总人口 45万以下 下城区、拱墅区、上城区、滨江区

各市辖区的具体总人口数量与样本容量分配如下：

表 3第一阶样本容量分配表

市辖区 总人口数 人口比例 样本容量

萧山区 1295770 21.06% 116
余杭区 1040496 16.91% 93
西湖区 712763 11.59% 64
富阳区 677210 11.01% 61
江干区 562880 9.15% 50
临安区 535154 8.70% 48
下城区 403170 6.55% 36
拱墅区 361609 5.88% 32
上城区 320431 5.21% 29
滨江区 242803 3.95% 22

第二阶抽样单元：

第二阶段运用计算机按市各辖区人口数所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在各层中随机

抽取若干市辖区样本。

考虑到不同样本市辖区居民存在一定差异，为提高估计精度，减少抽样误差，

在各层中用在各市辖区人口数量规模度量，用代码法实施放回不等概抽样。以第

一层为例，具体操作如下：赋予每个单元与相等代码数，并将其与的百分比进行

累加，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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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代码法实施表

I M 累计百分比

1（萧山区） 1295770 0.4250
2（余杭区） 1040496 0.7663
3（西湖区） 712763 1.0000
评论总数 3049029

实际操作中，使用 R软件随机产生 5个四位的随机数，设为 m，则 m所对应

的单元被抽中。

>floor(runif(1，1000，9999))
[1] 8376
>floor(runif(1，1000，9999))
[2]4153
>floor(runif(1，1000，9999))
[3] 9439

实际操作中：所选区为西湖区、江干区、滨江区。

使用比例分配确定样本容量如下：

表 5第二阶段样本容量

层数 总人口数区间 市辖区 人口比例 样本容量

第一层 总人口 70万以上 西湖区 46.94% 258
第二层 总人口 45-70万 江干区 37.07% 204
第三层 总人口 45万以下 滨江区 15.99% 88

第三阶抽样单元：

通过查阅资料得到第二阶抽样结果的三个市辖区所包含的街道社区，并对各

层所包含街道都进行简单随机抽样：

1.将各样本区所有的街道社区排序编号；

2.采用随机数法，利用计算机从各样本区随机抽取 3个样本街道社区。

通过上述步骤确定每个市辖区所抽取的街道社区后，对抽取到的街道社区进

行等额分配，最终确定每个街道的样本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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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最终样本容量

层数 市辖区 街道社区 样本容量

第一层 西湖区

翠苑街道 86
古荡街道 86
文新街道 86

第二层 江干区

白杨街道 68
下沙街道 68
九堡街道 68

第三层 滨江区

长河街道 30
浦沿街道 30

西兴街道 30

第四阶抽样单元：

在得到第三阶段抽样的结果后，将实地前往上述街道，采用偶遇法对所抽街

道附近居民进行问卷访问，并佐以网络问卷。

三、 质量控制

（一） 数据预处理

对收集的问卷进行数据录入前，先对问卷信息及相关数据进行审核，剔除有

明显矛盾和错误、或者问卷各题所选项按照某种规律进行等无效问卷。

根据抽样设计的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43 份，

问卷有效率约为 93.62%；调查对象男女比例约为 1.00:1.02，所得数据可以进行

描述性分析并建立相关模型。

（二） 信度和效度检验

由于调查问卷项目设置详细，涵盖被调查者的各种信息，出于对后期数据分

析及建立模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考虑，选择着重对量表项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选择常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检验可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量表系数值

大于 0.9。就量表总体而言，具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可靠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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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量表信度分析表

Cronbach's Alpha 项数

.954 20

在因子分析中，数据 KMO 值大于 0.9，Bartlett 球形检验为 9381.562，显

著水平均达到 0.000。结果表明，量表总体效度较高，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

对问卷的各项目进行了分析讨论，因而也保证了较好的内容效度。

表 8量表效度分析表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0.946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9381.562

df 190
Sig. 0.000

四、 基于 LDA模型的独立书店评论主题挖掘

（一） 文本预处理

1. 数据说明

本文应用至 LDA 模型的数据来自于国内知名社区型评论网站豆瓣网上的评

价数据。选用的数据为全国范围内独立书店的评价日记，均为用户前往过独立书

店后对于该书店的评价信息。为方便分析独立书店整体状况，删除部分冗余数据，

例如用户 ID、评价时间等，仅留下评论的主体文本内容。

利用集搜客软件爬取数据，具体爬取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经过初步整

理，剔除重复以及无效评论后，最终可用评价文本字数为 450239 字。数据样例

如下表所示：

表 9评论数据样例

2. 文本分词与词频统计

在对豆瓣独立书店评论的实际处理应用中，选用的分词词库词汇容量约为

29.8 万；为使最终文本数据丢失较少的语义，在此词库基础上补充了搜狗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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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的各年流行语，最终词库能够基本满足独立书店评论的词汇需求。

对于评论文本进行处理分词后，为能够直观的感受人们对于独立书店的的评

价关键点，选取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100 个词来进行可视化词云展现。结果如下图

所示：

图 3前 100个关键词词云图

从词频统计与可视化词云图来看，出现频率最高的依然是与书店本质直接相

关的词汇，例如“阅读”、“文化”、“书籍”、“地址”等。此外，一些与独

立书店商业化特质相关的，例如“咖啡”、“电影”、“音乐”等，以及一些可

能由独立书店本身引发的深层思考方面词汇，比如与“文艺”、“精神”、“艺

术”方面的结合。接下来应用 LDA 模型的过程中对评论主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验证与总结。

（二） 杭州独立书店文本 LDA主题模型

通过对先前的全国文本进行主题建模，由于文本量过大，包含地点较广，因

此产生相对实际借鉴价值较小的主题（此处省略建模结果）。为着重分析前三个

包含我们更感兴趣的实际意义的主题，缩小文本容量至 81572 字，选择杭州地区

热门独立书店的文本进行 LDA 建模分析顾客对于独立书店的热门关注点。

通过与先前相同的步骤，对于杭州独立书店评论的文本数据进行建模，最终

调整得到 5个主题。

观察结果得到的主题气泡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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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独立书店评论主题气泡图

在该评论文本数据中，主题 1出现频率最高，主题 5出现频率最低。且由上

图可以看出，各个主题气泡并没有出现重叠部分，分布较为分散。

通过与先前同样的方法选取出每个主题下生成概率排名前 10 的词语列表，

如下表所示：

表 10独立书店最终评论主题提取表

由上表看出，各个主题有明显实际意义的区分，下面对各个主题进行分类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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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是读者对于独立书店的主观感受，同时结合主题 1出现的频率是最高

的，与平时浏览评论网站时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致。

主题 2既有人们的深层感悟，也是关于独立书店衍生服务的评价。部分独立

书店通过“网红”性质，典型如“咖啡”一类的餐饮增值服务，还有不断推出阅

读相关主题活动来吸引顾客注意力，这类内容都能够显著提高一个独立书店的话

题度，成为现代人们评价阅读空间的重要角度。

主题 3则是关于独立书店整体装修设计方面的评价。人们对于一家书店的第

一印象绝大部分是由其装修设计所决定的，因此日前商业化的独立书店对于设计

风格均有一定的诉求，例如目前“钟书阁”的镜面设计，杭州“晓书馆”的高耸

书架，等等。别具一格的装修设计能够更好的展现出书店的独特性，提升书店的

口碑。

主题 5是关于书店的藏书方面评价。一家书店的藏书是否丰富代表其实用性，

如果进入这家书店的读者是抱有阅读的目的而来，那么藏书将会是其一个重要的

关注点；但主题 5气泡在图中的面积最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部分人们

进入书店并不是出于阅读目的。

主题 4则是关于书店的公益性以及开放形式。从主题内容中可以看到许多独

立书店会涉及“预约”，例如杭州的人气书店晓书馆，若要前往需要提前预约名

额；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阅读空间是需要付费进入的，因此独立书店的“公开”

程度以及其“公益性”也是人们的一个讨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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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居民阅读现状与公共阅读空间现状分析

（一） 基本信息

图 5调查对象人口金字塔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543 份。调查对象男女比例约为 1：1.02，男女比例

较为平衡。其中 41~50 岁的被调查者占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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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样本基本信息表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文化

程度

初中及以下 20 3.7
高中或中专 50 9.2

大专 106 19.5
大学本科 275 50.6

研究生及以上 92 16.9

职业

学生 150 27.6
企业管理者 29 5.3

企业一般工作人员 56 10.3
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20 3.7

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 86 15.8
教师 71 13.1
医生 33 6.1

服务人员 9 1.7
军警 17 3.1
个体户 22 4.1

自由职业者 1 .2
农民 13 2.4
农民工 13 2.4

离退休人员 11 2.0
下岗失业人员 1 .2

其他 1 .2

月收入

无收入 124 22.8
3000元及以下 85 15.7
3001～5000元 121 22.3
5001～8000元 125 23.0
8001～10000元 52 9.6
10000元以上 36 6.6

由表 5.1 可知，样本数据中，文化程度占比最大的是大学本科，占比 50.6%，

其次是大专，占比 19.5%。样本在各职业均有所分布，其中学生占比最大，达到

27.6%，其次是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占比 15.8%。高学历的学生群体通

常是前往公共阅读空间的主要群体，因此样本基本符合调查需要。从月收入来看，

占比最大的是 5001~8000 元，其次是 3001~5000 元，其占比均高于 20%。

综上所述，样本的基本情况符合实际情况，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

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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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居民阅读现状的图表分析

1. 阅读目的分析

图 6文化程度与阅读目的比对图

由图可知，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被调查者以应付学习工作中问题和丰富精神世

界、提升文化修养为目的的阅读占比最小；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阅读

目的较为均衡。通过对比不同文化程度被调查者持有不同阅读目发现：文化传播

需要因人而异，阅读空间的发展应考虑不同人的文化需求。

2. 阅读类型分析

表 12被调查者阅读类型表

由上表可知，被调查者对新闻热点、文学类读物更感兴趣，喜好的人数占比

均在 16%以上。而对于漫画图集、哲学类读物感兴趣程度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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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阅读媒介分析

图 7阅读媒介评分

由图可知，手机得分最高且明显高于其他媒介，说明被调查者多用手机进行

阅读，但传统阅读并没有完全被线上阅读所替代。

4. 阅读数量与原因分析

图 8阅读数量少的原因对比图

由图可知，阅读数量非常少亦或是较少的被调查者多为阅读时间少。缺乏阅

读动力也是两类人群阅读数量少的较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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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响阅读时长的多变量线性回归

为探究影响阅读时长的主要因素，分别以被调查者的阅读总时长（线上+线

下）以及其实体书阅读时长作为因变量，筛选出以下 14 个自变量，构建多变量

线性回归。得到两个模型的结果对比如表：

表 13不同因变量多变量回归结果对比

因变量 P值（阅读总时长） P值（实体书阅读时长）

性别 0.000 0.082
年龄 0.000 0.000

文化程度 0.000 0.000
月收入 0.000 0.000

应付学习或工作 0.000 0.000
了解时事热点 0.000 0.755

增长见识 0.000 0.571
丰富精神世界 0.000 0.091

消遣时间 0.063 0.047
发展个人兴趣 0.010 0.008
最常用阅读媒介 0.000 0.115
阅读数量自评 0.000 0.000
阅读质量满意度 0.000 0.091
阅读场所倾向 0.094 0.034

通过上表可知，在以阅读总时长为因变量的模型中，14 个变量的 p 值均小

于 0.1，均可认为对于阅读总时长有显著影响；在以实体书阅读时长为因变量的

模型中可以看到，了解时事热点、增长见识以及最常用阅读媒介三者对于被调查

者实体书阅读时长没有显著影响。据此可以推断，被调查者往往不会使用实体书

的方式来了解时事热点，人们通常会选择使用线上阅读的方式来了解时事热点。

接下来对两个多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对比探究，其中实体书阅读市场将会去掉

上述几个不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具体回归对比结果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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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多变量回归模型对比系数表

由表可知模型以性别男、年龄为 18 岁及以下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被

调查者为基准水平建立模型，得到以下结论：

1.相较于男性，女性的总阅读时长较短；而在实体书阅读方面，女性的阅读

时长较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读者的总阅读时长大体上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在

实体书阅读时长上，18 岁以后的人群呈现阅读时长逐渐增加的趋势。

2.从文化程度来看，随着被调查者文化程度的提高，两种阅读时长都大致呈

现上升趋势；从阅读数量自评方面来看大致呈正向关系。

3.从不同的阅读目的来看，大部分人会由于应付学习或工作、了解时事热点

和丰富精神世界而增加自己的总阅读时间；当今人们很少会因消遣时间而阅读实

体书，但相对的会增加线上阅读的时间，这之间的差异很有可能是由于实体书以

及线上阅读的内容不同所导致的。

4.从阅读满意度方面来看，人们对于自己阅读效率的满意度的提升将会促进

阅读时长的增加，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阅读满意度越高，阅读热情也就更盛。

（四） 影响阅读质量满意度的 Logit定序回归

通过初步筛选挑选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七种阅读目的及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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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总阅读时长比这 12个解释变量分析其对被调查者阅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

为简化模型，满意度简化为：1表示不满意，2表示一般，3表示满意：

表 15影响阅读质量满意度因素显著性检验表

LR Chisq Df P值 变量显著性

年龄 16.785 4 0.002 **
性别 2.800 1 0.094 .

文化程度 10.859 4 0.028 *
月收入 39.923 1 0.000 ***
应付问题 17.579 1 0.000 ***
了解时事 2.351 1 0.125
增长见识 8.341 1 0.004 **
丰富 6.257 1 0.012 *

消遣时间 4.314 1 0.038 *
个人兴趣 2.131 1 0.144
其他 10.733 1 0.001 **

纸质阅读与总阅读时长比 69.478 1 0.000 ***

通过对各个因素进行显著性分析发现，除阅读目的中的了解时事和个人兴趣

外，其余 10个因素均对阅读质量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为建立一个尽量简单又较为准确的模型，运用 AIC 的模型选择准则，最终

选择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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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logistic回归系数表

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P值

年龄 19到 24(x1) 0.319 0.489 0.251

年龄 25到 40(x1) -0.594 0.537 0.262

年龄 41到 50(x1) 0.081 0.520 0.376

年龄 50及以上(x1) 0.776 0.572 0.095

性别女(x2) 0.301 0.180 0.092

学历高中或中专(x3) -0.275 0.556 0.621

学历大专(x3) -1.243 0.530 0.015

学历大学本科(x3) -1.070 0.524 0.041

学历研究生及以上(x3) -1.214 0.557 0.029

月收入(x4) 0.442 0.071 0.000

应付问题(x5) -0.907 0.216 0.000

了解时事(x6) 0.300 0.196 0.051

增长见识(x7) 0.563 0.196 0.000

丰富精神世界(x8) 0.547 0.220 0.013

消遣时间(x9) -0.407 0.197 0.038

个人兴趣(x10) 0.314 0.215 0.140

其他(x11) -1.678 0.513 0.000

纸质与总阅读时长比(x12) 2.901 0.364 0.000

表 17logistic回归截距表

估计值 标准差 P值

1|2 0.826 0.713 0.067
2|3 3.871 0.738 0.156

可知模型以年龄为 18岁及以下的男性，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被调查者

为基准水平建立模型，得到以下结论：

1.相较于男生，女生的阅读满意度通常会更高。

2.对比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对自身阅读质量满意度发现，随着文化程度

的提高，被调查者对自身阅读的满意程度有一定的下降趋势，可能由于人们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文化不平衡发展之间有冲突和矛盾。

3.对比不同阅读目的，以应付学习或工作中的问题和消遣时间为目的的阅读

会降低读者对阅读质量的满意度；以了解时事热点、提高个人兴趣、丰富精神世

界和个人兴趣为目的的阅读会较大程度上提高读者对于阅读质量的满意度，反映

出被调查者倾向于承认“关注社会、个人发展”为对自己正能量的输入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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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纸质阅读时长与总阅读时长之比作为解释变量，能够显著反映出读者阅读

质量的满意度，说明纸质阅读时间相较总阅读时长越长，读者对自己的阅读质量

满意度会提高。可能相较线上阅读，纸质读物不适应碎片化阅读形式，而较长时

间的阅读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精神享受和深度思考；读者对纸质读物的选取，在质

量上也会比线上阅读更有保障。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运算，得到各个变量的效应值，可以建立预测读者阅读满

意度的模型如下所示，该模型为最小 AIC下的模型：

P sati ≤ 1 =
exp α1 + βj,xj

1 + exp α1 + βj,xj

P sati ≤ 2 =
exp α2 + βj,xj

1 + exp α2 + βj,xj
P(sati = 2) = P sati ≤ 2 − P sati ≤ 1

其中，αi(i=1,2)表示模型的截距，βj（j=1,2,3,……,12）表示各个变量对应的

参数估计；x1,x2,x3,x5,x6,x7,x8,x9,x10,x11均为二分类变量，即 0，1变量，x4与x12为
连续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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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共阅读空间现状分析

1. 居民前往阅读空间的目的分析

图 9前去阅读空间目的得分图

由图可知被调查者去阅读空间的主要目的为阅读；借书与买书次之，很少拍

照为目的。

2. 阅读空间推广及普及

图 10公共阅读空间推广及普及情况图

由图左图显示传统阅读室普及程度广；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室线下宣传力度

较弱，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中宣传效果不明显。图 11的右图显示能方便地找、

不能方便地找、不确定能方便地找到公共阅读空间的比例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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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者偏好与阅读空间优势

图 11读者偏好与阅读空间优势图

由左图发现，被调查者对传统阅读室的偏好程度较大，对附加增值服务的阅

读室的偏好程度略高于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

由右图可知，相较于在私人阅读空间，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在公共阅读空间

阅读有很多优势：其中阅读氛围更浓厚、阅读选择更多、阅读效率更高和环境更

舒适这四个方面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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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类型阅读空间优劣势分析

图 12不同类型阅读空间优劣势图

由左图对比不同类型阅读空间的优势发现，传统阅读室除装修风格与环境舒

适度外的其他优势都很突出。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室在装修风格与环境舒适度两

个指标上有明显优势，是吸引阅读者、增强竞争优势的强有力因素。无其他服务

的阅读室在所有指标上都不是很突出。

由右图对比不同类型阅读空间的不足发现，传统阅读室地理位置不佳、宣传

不到位、营业时间短是其最突出的问题；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室环境嘈杂、消费

高，这与其经营模式，及该类图书馆还为使用者提供更多元的活动和服务密切相

关；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自身宣传不到位、图书种类也不够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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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共阅读空间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当代人对公共阅读空间不同因素的需求情况，选择主成分法对

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提取公因子后分别计算各指标重要性程度均值，

通过均值比较人们对公共阅读空间不同因素的需求情况；接下来结合前文描述统

计，采用 Apriori关联规则挖掘算法，为三种因子所指向的三种不同类型阅读空

间定位目标客户群体；最后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 PLS路径模型，探究各

因子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为公共阅读空间的建设提出建议。

（一） 阅读空间需求因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主成分法

运用 SPSS20.0软件对统计而得的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为区别不

同的三级指标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大小，筛选出对总指标有显著影响的因子。

在提取初始因子时采取主成分法。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由于因子在原变量上的载荷

值相差不大，故不利于解释它们的含义，因此需要进行因子旋转，这里选择最大

方差法进行分析。

表 18方差贡献率

成份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7.624 38.120 38.120
2 3.634 18.171 56.291
3 2.213 11.063 67.354
4 1.476 7.379 74.733

图 13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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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和表可知，提取 4个因子时，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 74.733%，总

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的效果较理想。

表 19旋转成份矩阵

由上表可以发现读者对公共阅读空间的需求情况基本可以概括成以下四点：

基础环境因子、惠民便捷因子、拓展阅读因子以及附加价值因子。

为了比较各因子的重要程度，分别计算四个因子所含的原有变量的重要性均

值，并对其进行比较，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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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因子载荷矩阵

从重要程度均值来看，基础环境因子是人们认为最重要的因子。其中阅读秩

序维护与环境安静的因子载荷与重要性程度均位于前列，因此，加强硬件设施的

配置与维护、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是所有公共阅读空间必须施行的举措。

惠民便捷因子的重要程度仅次于基础环境因子。在“互联网+”不断推进的

当今社会，便捷的线上服务与自助服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餐饮、文创等

业态融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公共阅读空间在价格上足够亲民。

拓展阅读因子下的原有变量重要程度均值普遍低于前两个因子，总均值为

3.217。重要程度均值最低的是附加价值因子。由此可见，人们前往公共阅读空

间的主要目的仍是阅读，而不是享受其带来的附加价值。

（二） 阅读空间需求因素验证性因子分析——PLS路径模型

本项目中依据前文探索性因子分析降维结果，得到公共阅读空间影响因素

PLS路径模型包含 4个潜变量：基础环境、拓展阅读、附加价值、惠民便捷以及

量表中 20个显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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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软件画出模型路径图，建立公共阅读空间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图 14PLS路径模型图

图 15PLS路径模型权重系数图

表 21测量模型检验表

C.alpha DG.rho
附加价值 0.4621 0.7880
惠民便捷 0.8914 0.9328
基础环境 0.9610 0.9655
拓展阅读 0.7077 0.8725

由表中的 Cronbach’s alpha 检验是否具有内部一致性，其中附加价值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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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4621，属于中信度范围，其余因子 alpha值均大于 0.7，属于高信度范围。

通过 DG.rho值检验复合信度，发现其值均达到 0.7以上，测量工具可靠。

表 22结构模型检验表

�2 共同度 冗余度 AVE
附加价值 0.0000 0.6490 0.0000 0.6490
惠民便捷 0.1472 0.8217 0.1210 0.8217
基础环境 0.6631 0.6835 0.4532 0.6835
拓展阅读 0.2749 0.7725 0.2124 0.7725

由表可知，各因子共同度均在 0.60以上，AVE值处于 0.6490~0.8217之间，

均大于 0.6，表明本项目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5067，拟合效果可以接受。

表 23PLS路径模型效应表

由表可得，惠民便捷因子与基础环境因子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惠民实用

对拓展阅读和附加价值对惠民实用，附加价值与拓展阅读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但

相关性不强。附加价值对基础环境存在间接影响β = 0.384 × 0.814 = 0.312。

联系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基础环境因子是人们认为最重要的因子，对公共阅

读空间基础环境的改进更贴合读者的切实需求，能够促使民众主动进行阅读。结

合 PLS 路径模型得知，公共阅读空间可以通过改善惠民便捷因子（例如增加线

上服务、提供自助借阅机等方式）达到改进基础环境的目的，且这种方式是最直

接有效的，通过对惠民便捷因子的改善可以同时改进拓展阅读因子；也可以通过

改善附加价值因子（例如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化业态）间接带动基础环境的改

善，为人们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提供更为优质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三） 各类公共阅读空间目标群体定位——关联规则

为了探究不同类型阅读室的目标客户群体，本项目采用 Apriori关联规则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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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算法，分别探究认为惠民便捷因子、拓展阅读因子以及附加价值因子重要的人

群特征，为三种因子所指向的三种不同类型阅读室定位目标客户群体。

1. 模型构建

本项目选择探究前项为基本信息及个人阅读现状，后项为各因子的关联规则，

选择 Apriori 算法挖掘满足该条件的关联规则并提取后项为“惠民便捷=重要”且

置信度最高的前五条规则进行分析。首先对前项进行如下分类处理：

表 24前项数据预处理表

前项 选项 分类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 低

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高

月收入

3000元及以下 低

3001～8000元 中等

8001元以上 高

每周阅读总时

长、实体书阅读

总时长

前 33% 少

33%~67% 中等

67%~100% 多

阅读数量自评

非常少、较少 少

一般 一般

非常多、较多 多

阅读质量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 不满意

一般满意 一般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 满意

在对后项进行预处理时，将因子得分小于均值划分为该因子不重要，大于均

值为该因子重要，设定最小支持度为 0.1，最小置信度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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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联规则结果分析

使用 R语言进行关联规则挖掘得到各因子的关联规则如下所示：

表 25惠民便捷因子关联分析表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

性别=男
文化程度=高
增长见识=否

最常用阅读媒介=手机

阅读质量满意度=一般

惠民便捷=重要

→

无其他服务的阅

读室

0.1015 0.8462 1.7707

性别=男
文化程度=高
增长见识=否

最常用阅读媒介=手机

0.1181 0.8312 1.7394

文化程度=高
增长见识=否

最常用阅读媒介=手机

每周阅读总时长=多
阅读质量满意度=一般

0.1089 0.8310 1.7390

文化程度=高
增长见识=否

最常用阅读媒介=手机

每周阅读总时长=多

0.1125 0.8243 1.7250

性别=男
文化程度=高
增长见识=否

每周阅读总时长=多

0.1033 0.8235 1.7234

由上表可以看出，第二条规则是第一条的子集，提升度表明满足前项条件的

人群更重视惠民便捷因子的概率分别提升 0.7394倍和 0.7707倍。即阅读质量满

意度一般、最常用手机进行阅读，阅读主要目的不是增长见识的高学历男性更重

视惠民便捷因子，因而此类人群更倾向于选择该因子指向的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

同理第四条规则是第三条规则的子集，表明阅读质量满意度一般、最常使用

手机阅读、阅读时长多、阅读主要目的不是增长见识的高学历人群更重视惠民便

捷因子。第五条规则表明阅读主要目的不是增长见识、每周有较多的阅读时长的

高学历男性更重视惠民便捷因子。

由此可见，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目标客户主要集中在阅读时长较多的高学历

群体，该类群体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与较好的阅读习惯，更重视阅读过程的自主性

与便捷性，与阅读室提供的增值服务相比，经济上实惠亲民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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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拓展阅读因子关联分析表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

增长见识=否
丰富精神世界=否

最常用阅读媒介=手机

基础环境=重要

拓展阅读=重要

→

传统阅读室

0.1107 0.9524 1.8112

增长见识=否
丰富精神世界=否
阅读数量自评=少
基础环境=重要

0.1070 0.9206 1.7508

增长见识=否
丰富精神世界=否
发展个人兴趣=否
阅读数量自评=少
基础环境=重要

0.1015 0.9167 1.7433

每周实体书阅读总时长=中等

阅读数量自评=少
基础环境=重要

0.1070 0.9063 1.7235

增长见识=否
丰富精神世界=否
基础环境=重要

0.1421 0.9059 1.7228

由上表第 1、2、3、5条规则可知，认为公共阅读空间基础环境重要、阅读

主要目的不是增长见识、丰富精神世界的群体，与样本总体相比更重视拓展阅读

因子。由前四条规则可知，自评阅读数量少、经常使用手机进行阅读且每周实体

书阅读总时长中等的人群更重视拓展阅读因子。五条规则的提升均大于 1.7。

从中可以发现，拓展阅读因子指向的传统阅读室目标客户群体定位在阅读量

较少、以线上阅读为主的人群，该类人群希望通过阅读室提供相关的拓展性阅读

活动达到促进阅读的目的。

五条规则都反映出重视拓展阅读的人群普遍看重公共阅读空间的基础环境，

因而传统阅读室应在做好基础环境建设的前提下进一步开展拓展阅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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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附加价值因子关联分析表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

增长见识=否
丰富精神世界=是
惠民便捷=重要

附加价值=重要

→

附加增值服务的

阅读室

0.1089 0.9516 1.9390

文化程度=高
增长见识=否

丰富精神世界=是
惠民便捷=重要

0.1070 0.9508 1.9374

年龄=41～50岁
丰富精神世界=是

消遣时间=否
惠民便捷=重要

0.1033 0.8889 1.8112

阅读数量自评=一般

基础环境=不重要

惠民便捷=重要

0.1015 0.8871 1.8075

文化程度=高
阅读数量自评=一般

基础环境=不重要

惠民便捷=重要

0.1015 0.8871 1.8075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条规则是第二条规则的子集，反映出阅读目的为丰富精

神世界、重视惠民便捷因子的高学历人群更重视公共阅读空间的附加价值。第四

条规则是第五条规则的子集，即自评阅读数量一般、认为公共阅读空间基础环境

不重要而惠民便捷性重要的高学历人群更看重附加价值因子。第三条规则反映出

阅读目的为丰富精神世界而非消遣时间、认为惠民便捷因子重要的 41~50岁人群

更看重附加价值因子。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附加价值指向的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室（例如网红书店、

图书馆餐厅等）目标客户群体为阅读数量一般，希望通过阅读提升文化修养的高

学历中年人群，该类人群对阅读空间的基础环境例如相关设施、藏书量、阅读氛

围等没有过多追求，他们更重视阅读空间的实用性与多元化布局，享受阅读的情

调。

七、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1. 前往阅读空间目的多样化，文化素养与阅读需求成正相关关系

公共阅读空间的主要顾客来源于具有较高学历的读者。但同时，具有较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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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础的读者相较于其他读者，对于自己阅读现状的满意度更低，文化程度无法

与其阅读质量相匹配，也表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文化不平衡发

展之间有冲突和矛盾。

2. 电子阅读媒介普及广泛，存在的问题凸显

被调查的读者中，大多数都会通过手机进行阅读，其比例远远大于购买纸质

书和节约纸制书。读者虽然习惯于通过手机进行较为碎片化的浅阅读，但这并不

能给予其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满足感。

3. 公共阅读空间具有促进阅读的作用，但普及程度欠佳

提高阅读氛围最为简单、高效的方式便是在一个小范围空间内为读者提供远

离外界纷扰、藏书齐全的阅读空间。虽然传统阅读室和附加增值服务的商业化阅

读室通常为大众所熟知，但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却缺乏宣传。

4. 不同阅读空间的目标群体不同，存在不同的局限性

传统阅读空间的主要局限性在于资源过于集中化，导致其虽然空间大、馆藏

丰富，但并不日常化，其目标群体普遍阅读量较少、以线上阅读为主。无其他服

务的阅读室为满足公众的阅读日常化，但常常因为经费不足、书籍过少，无人知

晓等原因无法将开设目的落到实处，其目标群体主要为阅读时间较长的高学历群

体。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空间通过其餐饮服务、独特风格吸引大量读者，但阅读

和商业化的平衡点难以把握，此类空间更加吸引阅读数量一般但希望追求更深层

次文化提升的高学历中年人群。

5. 环境因素显著影响阅读空间价值，应当予以重视

从因子得分结果来看，环境因素对于公共阅读空间的影响最为显著，阅读环

境不完善将会影响到阅读空间价值的体和读者的阅读感受，问题严重将会导致读

者对公共阅读空间的不满。

（二） 建议

1. 宏观层面关于战略文化布局的建议

（1）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规划布局，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文化空间。

（2）注重宏观层面的战略文化空间设计，政府要有相应的政策导向，应对

城市阅读空间的类型、布局、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制定相关

政策，引导资本和社会力量从事阅读空间建设。

（3）加强对不同阅读空间行业的监管和引导，合理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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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观层面关于文化空间完善的建议

（1）空间结构优化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保证在布局上的公共性和便利性，

各类型阅读空间的资源配置与合作布局，避免信息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2）公共阅读空间的改善

1.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全公益和零门槛的阅读空间应最先实现文化资源的

下沉，以社区书屋和独立书店为布局点进行总分馆的实践，实现文化资源的转借

功能，增强阅读服务便利性和文化资源的利用率。

2.独立书店可以依托社区布局“社区+书店”的差异化、便民化服务模式，

促进不同公共阅读设施之间的弹性使用，实现不同类型阅读空间之间以资源配置

和便民服务为前提的积极融合。

3.各类型阅读空间需布局虚拟阅读空间，形成以线上图书馆为依托的文化流

动空间，依靠 O2O 平台实现线上转借线下空间以增强体验，实现空间服务的转型。

4.通过多样化渠道向潜在目标读者的群体进行宣传。

3. 微观层面关于阅读氛围营造的建议

（1）提升阅读空间服务质量，从而提升阅读氛围。阅读空间环境应做到整

洁、安静，提供必要的残疾人通道，为需要的人群配备老花镜、放大镜等设备。

将阅览书籍与售卖书籍进行区分，减少不必要的图书损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经

营时段以充裕居民读书时间。

（2）提高公众阅读兴趣、热情。举办线下的读书沙龙、阅读分享会、作者

见面会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对阅读的需求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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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类公共阅读空间建设框架

根据不同类型的公共阅读空间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建设构想，如下图所示：

图 16公共阅读空间建设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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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调查问卷

公共阅读空间现状及前景调查

问卷编号：访问员：访问地点：
尊敬的朋友：

您好！我们是 XX大学的学生，目前正在做一项关于“公共阅读空间现状及前景”的
调查，希望通过本次调查，了解当前杭州市居民的阅读现状与公共阅读空间的发展现状。

我们会对您的回答严格保密。非常希望您能完成此份问卷，谢谢！

一、基本信息

1.您的性别

（1）男 （2）女

2.您的年龄

（1）18岁及以下 （2）19～24岁 （3）25～40岁
（4）41～50岁 （5）51～60岁（6）60岁以上

3. 您的文化程度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或中专（3）大专

（4）大学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

4.您的职业

（1）学生（2）企业管理者（3）企业一般工作人员

（4）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5）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6）
教师

（7）医生（8）服务人员（9）军警（10）个体户（11）自由职业者

（12）农民（13）工人（14）农民工（15）离退休人员

（16）下岗失业人员（17）无业人员 (18）其他_____

5.您的月收入

（1）无收入（2）3000元及以下 （3）3001～5000元
（4）5001～8000元（5）8001～10000元（6）10000元以上



43

二、居民阅读现状

6.您阅读的目的是（多选）
（1）应付学习或工作中的问题（2）了解时事热点（3）增长见识、

拓展思维

（4）丰富精神世界、提升文化修养（5）消遣时间（6）发展个人兴

趣

（7）其他_______

7.您所喜欢的阅读类型有（多选）
（1）哲学类（2）社会科学类（3）自然科学类（4）文学类（5）教

育类

（6）生活类（7）新闻热点（8）杂志期刊（9）漫画图集（10）其他
_________

8.您通过什么媒介进行阅读
（请根据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序）__、__、__、___、___
（1）借阅纸质书（2）购买纸质书（3）手机（4）电子阅读器（kindle
等）（5）电脑

9.您每周阅读（线上+线下）总时长为_______小时

10.您每周实体书阅读总时长为______小时

11.您对自己阅读数量的评价是
（1）非常少（2）较少（3）一般（跳过第 12题）

（4）较多（跳过第 12题）（5）非常多（跳过第 12题）（6）不清楚

（跳过第 12题）

12.阅读数量少的原因（多选）
（1）阅读时间少（2）缺乏阅读动力（3）缺少合适的阅读环境

（4）来自外界的干扰因素强（5）缺乏感兴趣阅读类型的信息来源（6）
其他______

13.您对自己的阅读质量的满意度是

（1）非常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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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阅读空间现状

14. 请选出您前往公共阅读空间的三个主要目的（按重要程度排序）

__、__、__
（1）阅读（2）拍照（3）休息（4）自习（5）买书（6）借书

15.您对不同类型的公共阅读空间的了解途径为

传统阅读室

（图书馆、

传统书店

等）

附加增值服务的阅

读室

（咖啡厅、图书馆餐

厅、网红书店等）

无其他服务的阅

读室

（城市书房、社区

阅读室等）

朋友推荐

新闻等传统媒体宣传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宣

传

偶然路过

线下宣传

从未了解过

其他

16.您更习惯去什么地方进行纸质阅读

（1）传统阅读室（图书馆、传统书店等）

（2）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室（咖啡厅、图书馆餐厅、网红书店等）

（3）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城市书房、社区阅读室等）

（4）私人场所（家中、办公室等）

（5）其他______

17.您认为在公共阅读空间阅读与个人阅读相比（多选）

（1）阅读效率更高（2）阅读时间更长（3）环境更舒适（4）阅读氛

围更浓厚

（5）阅读选择更多（6）没有优势（7）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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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您认为不同公共阅读空间的优势是（多选）

传统阅读室

（图书馆、传

统书店等）

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

室

（咖啡厅、图书馆餐

厅、网红书店等）

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

（城市书房、社区阅

读室等）

地理位置方

便

环境舒适

装修风格独

特

图书种类齐

全

消费低

营业时间长

阅读氛围浓

厚

设施完备

其他

19.您认为不同公共阅读空间存在哪些问题（多选）

传统阅读室

（图书馆、

传统书店

等）

附加增值服务的阅

读室

（咖啡厅、图书馆餐

厅、网红书店等）

无其他服务的阅

读室（城市书房、

社区阅读室等）

地理位置不佳

环境嘈杂

宣传不到位

图书种类不够齐

全

消费高

营业时间短

阅读氛围不佳

借阅系统不完善

图书维护不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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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当您需要一个阅读空间时，在附近能否方便地找到公共阅读空间

（1）能

（2）否

（3）不确定

四、对阅读空间的需求

21．请根据您对以下公共阅读空间的偏好程度从高到低排序

（1）传统阅读室（图书馆、传统书店等）

（2）附加增值服务的阅读室（咖啡厅、图书馆餐厅、网红书店等）

（3）无其他服务的阅读室（城市书房、社区阅读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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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公共阅读空间需求量表，请根据您的自身情况，选择您对各指

标的需求程度（“1”代表完全不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

因素
需求度

完全不重要→非常重要

交通便利 1 2 3 4 5

环境卫生 1 2 3 4 5

设施质量 1 2 3 4 5

装修风格特色 1 2 3 4 5

阅读秩序维护 1 2 3 4 5

定期开展阅读活动 1 2 3 4 5

提供亲子阅读室 1 2 3 4 5

阅读氛围浓厚 1 2 3 4 5

图书种类齐全 1 2 3 4 5

提供增值服务（如餐饮） 1 2 3 4 5

营业时间长 1 2 3 4 5

环境安静 1 2 3 4 5

经济实惠 1 2 3 4 5

场地宽敞 1 2 3 4 5

便民设施完备 1 2 3 4 5

图书维护 1 2 3 4 5

服务态度良好 1 2 3 4 5

馆内标识清晰易懂 1 2 3 4 5

融合线上服务 1 2 3 4 5

自助服务水平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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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调查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