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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批准发布《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０８〕１５０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委、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建设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四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投资估算指标、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
制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文化部负责编制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

布，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在公共图书馆项目的审批、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控制楼堂馆所建设

的相关要求，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造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具体解释工作由文化部负

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促进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决

策科学化与管理规范化，依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四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投资估算指标、建设项
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编制项目计划〉》（建标〔２００５〕１９号）编制《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党和国家有关发展图书

馆事业和加强公共建筑工程管理的方针政策，立足中国现实，参考国际标准，功能优先，经济适用，使图

书馆建筑能够满足体现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图书馆服务活动的开展。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确定了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的规模分级和项目构成，给出了公共图书馆的

总建筑面积和分项面积控制指标，提出了公共图书馆建设选址、总体布局的原则要求，明确了公共图书

馆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基本要求。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的主编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１０号，
邮编：１０００２０），主编单位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批准部门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负责解释。

本标准编制组成员：

组 长：詹福瑞

执笔人：李国新 冯守仁 朱为振

起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菊英 尹岚宁 冯守仁 刘志学 朱为振 李国新

汤更生 张广钦 洪 森 富 平 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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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加强和规范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建设项目的决策水

平，加速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以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利用图书馆的权利，

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知识、信息和文化需求，依据法律、法规及国家现行政策，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是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科学决策和合理确定项目建设、投资水平的全国性统一标准；是

审批核准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的依据；是有关部门审查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检查工程建设

全过程的尺度。

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图书馆。街道、乡镇、新建居民区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参照本标准执行。

第四条 公共图书馆建设属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

城市建设规划。

第五条 公共图书馆建设应贯彻执行国家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公共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方针政策，以

人为本，科学规划，规模适当，功能优先，经济适用，环保节约，以大型图书馆为骨干，以中小型图书馆为

基础，立足于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第六条 公共图书馆应按照统筹兼顾，量力而行，逐步改善的原则进行建设。

第七条 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宜一次规划建成。投资确有困难的可分期实施，并留有发展余地。

第八条 公共图书馆的改建或扩建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和设施。

第九条 公共图书馆建设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其他有关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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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模分级、项目构成与选址

第十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图书馆规模，应以服务人口数量和相应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

指标为基本依据，兼顾服务功能、文献资源数量与品种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

服务人口是指公共图书馆服务范围内的常住人口。

第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分为大型馆、中型馆、小型馆，其建设规模与服务人口数量对应指标见表１。
表１ 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与服务人口数量对应指标

规 模 服务人口（万）

大型 １５０以上

中型 ２０～１５０

小型 ２０及以下

第十二条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内容包括房屋建筑、场地、建筑设备和图书馆技术设备。

第十三条 公共图书馆的房屋建筑包括藏书、借阅、咨询服务、公共活动与辅助服务、业务、行政办公、技

术设备、后勤保障八类用房。

各级公共图书馆用房项目设置见附录。

第十四条 公共图书馆的场地包括人员集散场地、道路、停车场、绿化用地等。

第十五条 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设备包括给水排水、通风空调、强弱电及网络布线等。

第十六条 公共图书馆的技术设备包括电子计算机、网络设备和相关外围设备，视听及音像控制设备，

文献数字化加工与复制设备，图书防盗设备，文献消毒设备，流动图书车，缩微制品摄制、冲洗及阅读设

备，视障和老龄阅读设备，装裱及文献修复设备，自助借还设备，书架、阅览桌椅、目录柜、出纳柜台等家

具设备，其他设备等１２类。
各级公共图书馆应根据功能及规模合理配置图书馆技术设备。

第十七条 公共图书馆选址的要求是：

一、宜位于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环境相对安静、符合安全和卫生及环保标准的区域。

二、应符合当地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公共文化事业专项规划，布局合理。

三、应具备良好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四、市政配套设施条件良好。

第十八条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用地应符合《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绿地率宜为 ３０％～
３５％。
第十九条 大、中型公共图书馆应独立建设。小型公共图书馆宜与文化馆等其他文化设施合建。公共

图书馆与其他文化设施合建时，必须满足其使用功能和环境要求，并自成一区，单独设置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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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建筑面积和分项面积

第二十条 公共图书馆总建筑面积以及相应的总藏书量、总阅览座位数量，按表２的控制指标执行。
表２ 公共图书馆总建筑面积以及相应的总藏书量、

总阅览座位数量控制指标

规模

服务

人口

（万）

建筑面积 藏书量 阅览座位

千人面积

指标

（ｍ２／千人）

建筑面积

控制指标

（ｍ２）

人均藏书

（册、件／人）
总藏量

（万册、件）

千人阅览

座位

（座／千人）

总阅览

座位

（座）

大型

中型

小型

４００～１０００ ９５～６
３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０８～０６ ３２０～６００ ０６～０３ ２４００～３０００

１５０～４００ １３３～９５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０９～０８ １３５～３２０ ０８～０６ １２００～２４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１３５～
１３３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９ ９０～１３５ ０９～０８ ９００～１２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５～１３５
７５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０９ ４５～９０ ０９ ４５０～９００

２０～５０ ２２５～１５
４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０９ ２４～４５ １２～０９ ２４０～４５０

１０～２０ ２３～２２５
２３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２ １２～２４ １３～１２ １３０～２４０

３～１０ ２７～２３
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１２ ４５～１２ ２０～１３ ６０～１３０

注：１ 服务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的，参照１０００万服务人口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数指标执行。服务人口３万以下的，不建设独立
的公共图书馆，应与文化馆等文化设施合并建设，其用于图书馆部分的面积，参照３万服务人口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

指标执行。

２ 表中服务人口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其建筑面积、藏书量和阅览座位指标。

３ 建筑面积指标所包含的项目见附录。

第二十一条 在确定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时，首先应依据服务人口数量和表２确定相应的藏书量、阅览
座位和建筑面积指标，再综合考虑服务功能、文献资源的数量与品种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在一定

的幅度内加以调整。

一、根据服务功能调整，是指省、地两级具有中心图书馆功能的公共图书馆增加满足功能需要的用

房面积。主要包括增加配送中心、辅导、协调和信息处理、中心机房（主机房、服务器）、计算机网络管理

与维护等用房的面积。

二、根据文献资源的数量与品种调整总建筑面积的方法是：

１根据藏书量调整建筑面积＝（设计藏书量－藏书量指标）÷每平方米藏书量标准÷使用面积系数
２根据阅览座位数量调整建筑面积＝（设计藏书量－藏书量指标）÷１０００册／座位×每个阅览坐席

所占面积指标÷使用面积系数
三、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调整总建筑面积，主要采取调整人均藏书量指标以及相应的千人阅览座

位指标的方法。调整后的人均藏书量不应低于 ０６册（５万人口以下的，人均藏书量不应少于
１册）。

四、总建筑面积调整幅度应控制在±２０％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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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建筑面积指标包括在各级公共图书馆总建筑面积指标之内，可以独立

建设，也可以合并建设。

独立建设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其建筑面积应依据服务的少年儿童人口数量按表２的规定执行；合并
建设的公共图书馆，专门用于少年儿童的藏书与借阅区面积之和应控制在藏书和借阅区总面积的１０％
～２０％。
第二十三条 公共图书馆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比例参照表３确定，其总使用面积系数宜控制在０７。

表３ 公共图书馆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比例表

序号 用 房 类 别
比 例（％）

大型 中型 小型

１ 藏书区 ３０～３５

２ 借阅区 ３０
５５～６０ ５５

３ 咨询服务区 ３～２ ５～３ ５

４ 公共活动与辅助服务区 １３～１０ １５～１３ １５

５ 业务区 ９ １０～９ １０

６ 行政办公区 ５ ５ ５

７ 技术设备区 ４～３ ４ ４

８ 后勤保障区 ６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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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体布局与建设要求

第二十四条 公共图书馆建筑设计应适应现代图书馆服务方式的变化，满足图书馆开架与闭架管理相

结合、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利用相结合、提供文献资源与提供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服务模式需求，根据其

规模和功能合理设计。在外观造型、室内装修和环境设计上，注意体现文化建筑的氛围特点，讲究实用

效果。

第二十五条 公共图书馆总平面布置必须分区明确，布局合理，流线通畅，朝向和通风良好。少儿阅览区

应与成人阅览区分开，并宜设置单独的出入口，有条件的，可设室外少年儿童活动场地。老龄阅览室和视

障阅览室应设在一层。后勤保障用房应尽量集中布置。

公共图书馆馆区范围内的室外道路、围栏、照明、绿化、消防设施、管线沟井等室外工程应统一规划

建设。

第二十六条 公共图书馆的交通流线组织应畅通便捷，主要出入口人、书、车要分流，标识清晰，科学组

织读者、图书和工作人员交通流线。藏书库、采编用房及书刊出入口的书流通道宜与读者人流通道分开

布置。要设计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疏散路线。

第二十七条 公共图书馆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ＪＧＪ５０—２００１的规
定。

第二十八条 公共图书馆应配建公共停车场所，并宜充分利用社会停车设施和地下空间。可根据实际

需要按《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或当地规划部门的规定确定机动车及自行车车位数量。地下车库面

积不在图书馆总建筑面积之内。

第二十九条 公共图书馆建筑应以多层为主，当用地紧张且城市规划许可时，可采用高层建筑，但向公众开

放的公共空间不宜超过６层。
第三十条 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借阅、咨询服务、公共活动与辅助服务等基本用房，应具有空间使用的灵

活性和可调整性，宜采用框架（框剪）结构体系或其他大空间结构形式。

第三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建筑结构抗震要求一般按标准设防类建筑设防。但公共图书馆的视听室和报告

厅、大型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保存有国家珍贵及重要文献的特藏书库，应按重点设防类建筑设防。

第三十二条 公共图书馆的室内环境设计、建筑热工设计和暖通空调设计，应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０５的规定，改善室内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筑构配件、装修材料和建筑设备必
须选择安全、节能、环保、不损害健康的产品。

第三十三条 公共图书馆各部分的允许噪声级按《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的分区规定执行。
阅览室、研究室等“静区”，应有较安静的环境，避免噪声特别是交通噪声的干扰。确实无法避免时，应从

平面布置和隔声两方面采取措施。电梯井道及产生噪声的设备机房应采取吸声、隔声及减振措施，借阅

区宜采用软质材料地面、吸声顶棚、吸声墙面等有助于减低噪声的措施。

第三十四条 公共图书馆的主要阅览室特别是少儿和老龄阅览室应有良好的日照，并应充分利用自然

通风和天然采光。

第三十五条 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料防护应包括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温度和湿度要求、防潮、防尘、防

有害气体、防阳光直射和紫外线照射、防磁、防静电、防虫、防鼠、消毒和安全防范等。

公共图书馆要有严格可靠的防水、防潮措施，书库、特藏书库和非书资料库、阅览室的防护设计应符

合《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的规定，设置必要的通风、空调、除湿设备，有条件的宜设空气调节
和净化设施。

第三十六条 公共图书馆的建筑防火应遵守国家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有关技术标准。根据《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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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的规定确定耐火等级、防火防烟分区，针对图书馆的特点设计建筑构造、配
置消防设施，设置安全疏散出口。

第三十七条 阅览室在四层及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应设为读者服务的电梯，四层以下的大中型公共图书

馆也可设电梯。书库在二层及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应设提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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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 筑 设 备

第三十八条 公共图书馆应设室内外给水、排水系统和消防给水系统，以及相应的设施和设备。给排水

管道不得穿过书库及藏阅合一的阅览室。

第三十九条 公共图书馆室内温度、湿度设计参数、通风换气次数、送风气流速度等应符合《图书馆建筑

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的规定。需要空气调节的大、中型公共图书馆，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设置集中空
调系统。供热热源优先采用城市集中供热。

第四十条 公共图书馆的电气系统，应按其规模确定用电负荷等级。计算机中心、消防系统以及防盗监

控系统，应按规定设置可靠的备用电源。

公共图书馆人工照明标准，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４的规定。除正常的人工照
明外还应设应急照明和值班照明。阅览区照明宜分区控制。

第四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应按需要设电话系统、电视接收与卫星接收系统，在适当位置设公用电话。大

中型公共图书馆应设与消防安保合用的广播系统。

第四十二条 公共图书馆应按网络化的要求，建设由主干网、局域网、信息点组成的网络系统。信息点

的布局根据阅览座位、业务工作的需要确定。有条件的公共图书馆可设置局域无线网络系统。大型公

共图书馆的网络系统应与办公自动化、楼宇自动化一并考虑，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型级的综合布线系

统。

第四十三条 公共图书馆应设置安全防盗装置。大、中型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入口处、储藏珍贵文献资料

的书库和阅览室、重要设备室、网络管理中心等均应设置门禁及电视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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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公共图书馆用房项目设置表

项 目 构 成 大型 中型 小型 内 容 备 注

藏

书

区

借

阅

区

基本书库 ● ◎ ○ 保存本库、辅助书库等

阅览室藏书区 ● ● ●

特藏书库 ● ● ◎

古籍善本库、地方文献库、
视听资料库、微缩文献库、外
文书库，以及保存书画、唱片、
木版、地图等文献库

一般阅览室 ● ● ● 报刊阅览室、图书借阅室等

老龄阅览室 ◎ ◎ ◎

少年儿童阅览室 ● ● ●
少年儿童的期刊阅览室、图

书借阅室、玩具阅览室等

特藏阅览室 ● ● ◎

古籍阅览室、外文阅览室、
工具书阅览室、舆图阅览室、
地方文献阅览室、微缩文献阅
览室、参考书阅览室、研究阅
览室等

视障阅览室 ● ● ◎

多媒体阅览室 ● ● ●
电子阅览室、视听文献阅览

室等

包括工作人员工作、
休息使用面积。开架
书库还包括出纳台和
读者活动区。使用面
积：闭架书库 ２８０～３５０
册／ｍ２；开架书库 ２５０～
２８０册／ｍ２；阅览室藏书
区２５０册／ｍ２

包括工作人员工作、
休息使用面积，出纳台
和读者活动区。
阅览座位使用面积：

１８～２３ｍ２／座

阅览座位使用面积：
３５～５ｍ２／座

阅览座位使用面积：
４ｍ２／座

阅览座位使用面积：
４ｍ２／座。总面积要满
足“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终端设置和
开展服务的需要

咨
询
服
务
区

办证、检索 ● ● ●

总出纳台 ● ● ◎

咨询 ● ● ◎
专门设置的咨询服务台、咨

询服务机构、咨询服务专用的

计算机位等

小型馆不少于１８ｍ２

公
共
活
动
与
辅
助
服
务
区

寄存、饮水处 ● ● ●

读者休息处 ● ● ◎

陈列展览 ● ● ○
大型馆：４００～８００ｍ２；

中型馆：１５０～４００ｍ２

注：●—应设；◎—可设；○—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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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构 成 大型 中型 小型 内 容 备 注

公
共
活
动
与
辅
助
服
务
区

报告厅 ● ● ○

大型馆：３００～５００席
位；应与借阅区隔离、

单独设置。中型馆：１００
～３００席位。使用面积
不少于０８ｍ２／座

综合活动室 ◎ ◎ ●

小型馆不设单独报

告厅、陈列展览室、培

训室，只设 ５０～３００ｍ２

的综合活动室，用于陈

列展览、讲座、读者活

动、培训等。大、中型

馆可另设综合活动室

培训室 ● ● ◎
用于读者培训的教室或场

地

大型馆３～５个；中型
馆１～３个

交流接待 ● ● ○
读者服务

（复印等） ● ● ●

业

务

区

采编、加工 ● ● ●

配送中心 ◎ ◎ ●
为街道、乡镇图书馆统一采

编、配送图书用房

辅导、协调 ● ● ● 用于指导、协调下级馆业务

典藏、研究、美工 ● ● ○

信息处理

（含数字资源） ● ● ○

行
政
办
公
区

行政办公室 ● ● ●

会议室 ● ● ●

参照《党政机关办公

用房建设标准》（国家

发展计划委员会计投

资〔１９９９〕２２５０号）执行

技
术
设
备
区

中心机房

（主机房、服务器） ● ● ●

计算机网络管理

和维护用房 ● ● ◎

文献消毒 ● ● ●

卫星接收 ● ● ◎

音像控制 ● ◎ ○

微缩、装裱整修 ◎ ◎ ○

包括“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设备使

用面积，以及工作人员

工作、休息使用面积

９



续表

项 目 构 成 大型 中型 小型 内 容 备 注

后
勤
保
障
区

变配电室 ● ● ◎

电话机房 ● ● ◎

水池／水箱／水泵房 ● ● ◎

通风／空调机房 ● ● ◎

锅炉房／换热站 ● ● ◎

维修、各种库房 ● ● ◎

监控室 ● ● ○

餐厅 ◎ ◎ ○

包括操作人员工作、

休息使用面积

注：１ 以上用房有关设计要求，按《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的规定执行。
２ 小型图书馆的可设项目原则适用于２３００ｍ２以上的小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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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本建设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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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阐述标准的编制目的。

公共图书馆是各级政府举办的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益性文化与社会教育设施。在现代社会，公

共图书馆是实现和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知识和信息基本需求的机构之一，是社会公平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典

型的社会公益属性，决定了设置并维持其正常运营，是各级政府的责任。

面对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现实，各级政府要加强领

导，保证对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有必要的、适当的投入，保证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设施、设备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让公共图书馆成为体现社会全面文明进步的窗口之一，成为实现公众分享社会发

展成果的载体之一。

第二条 本条说明标准的主要作用。

本标准是服务于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标准，为各级政府的项目决策和综合

评价提供基础指标。标准的直接使用者，是各级政府的决策部门和检查监督部门，相关使用者包括业

主、建筑设计者、设计咨询单位、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编制单位等。

第三条 本条规定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范相对独立的单项公共图书馆建设工程项目。按我国现行体制，县（含）以上公共图书馆

为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因此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是县以上行政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新建、改建和扩

建。

县以下的街道、乡镇公共图书馆（室），一般设在同级综合文化站内，属非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其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列入当地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其中的公共图书馆部分，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参

照本标准执行。

新建居民区文化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应包含公共图书馆（室）。这类公共图书馆（室）应根据新建居民

区计划入住的人口数量，结合各自的情况和特点，参照本标准执行。

第四条 本条明确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属性。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

事业”，这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社会公益属性的宪法依据，也是各级政府承担发展图书馆事业、设置并保障

图书馆运行责任与义务的宪法依据。按照国家政策，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基层文化单位属于公益性

事业单位，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增加投入为起点，通过转换机制，实现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目标。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公益属性，决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必须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纳入政府投资计划。

第五条、第六条 这两条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建设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

按照国家关于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公共建筑工程管理的规定，满足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功能需求，经

济适用，是公共图书馆建设最优先考虑的原则。公共图书馆建筑应该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水平，同时要

坚持环保节约、量力而行、逐步改善的原则，统筹考虑建设和运营成本。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标准不能随

意降低，同时，要加强对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统筹规划，遵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律，避免贪大求洋、

攀比浪费的现象，努力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

根据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状，各级政府应重点加强中小型图书馆建设。通过构建以

中小型图书馆为基础的服务网络，落实公共图书馆服务“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中小型图书馆

特别是小型图书馆应以图书流通为主，以“藏阅合一”为主要形式，全部开架借阅，除特殊馆藏资源（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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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献）外，一般不设基本书库。在县（市）区域内，要发挥中小型图书馆的整体效能，积极推进以统一采

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为特征的“总馆—分馆制”模式，推进街道、乡镇图书馆建设，实现最大程度的共

建共享。

第七条 本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的实施原则。

“一次规划建成”，是公共图书馆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公

共财政暂时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也可以一次规划、分期实施。分期建设的公共图书

馆在建设用地、建筑物衔接、功能布局等方面，必须按一次规划的设计给予完全预留或充分考虑。

第八条 本条规定公共图书馆的改、扩建原则。

公共图书馆是一种对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周边环境、交通条件要求较高的公共设施。一般的说，各

地在大规模开发建设之前落成的公共图书馆，大都坐落在中心区域，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条

件、密集的利用人群。公共图书馆的改建或扩建，原则上不应牺牲这些条件，应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和设

施进行改建或扩建。

近年来，各地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在原址改建或扩建确

有困难的，原则上不应将旧馆改作他用而另建新馆，而应采用改造旧馆和建设新馆相结合的模式，以提

高图书馆服务的覆盖半径。单一的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远不及小而分散的公共图书馆群。

政府规划、建设公共图书馆的最终目标，是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第九条 本条说明本标准与现行有效的其他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的关系。

公共图书馆建设所涉及的相关标准、规范和规定很多。公共图书馆建设在执行本标准的同时，还需

要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有效的其他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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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模分级、项目构成与选址

第十条 本条提出了确定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的依据。

根据公共图书馆为全体人民提供普遍均等服务的原则，充分考虑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实际和发

展趋势，并参考国际通行做法，本标准以服务人口和相应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指标作为确定公

共图书馆建设规模的基本依据。

服务人口的计算方法是：

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地区、盟、州）公共图书馆，以其所在城市市辖区（或城镇）的

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为服务人口数。

县（市）公共图书馆，以其所在县城关镇、所在镇的常住人口为服务人口数。

本标准服务人口计算方法的理由是：

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地区、盟、州）公共图书馆，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所

在城市的市辖区（或城镇）的常住人口。为所辖区域其他人口提供服务的任务，主要是通过间接形式实

现的。调查中发现，有些省、地公共图书馆也在市辖区（或城镇）外建立了分馆或服务点，但数量很少，属

于示范性的。因此，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地区、盟、州）公共图书馆，应以其所在城市的

市辖区（或城镇）的常住人口数为服务人口数。

县（市、区、自治县、旗）公共图书馆是我国最基层的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根据《国家“十一五”时

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县级公共图书馆承担着“丰富藏书量，形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的图书配

送体系”，为本辖区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全部人口提供直接服务的任务。县级公共图书馆通常采用三种

方式为本辖区的全部人口提供直接服务：一是附近居民直接到图书馆享受服务；二是采取集体外借的方

式直接提供服务；三是采取送书下乡的方式直接提供服务。因此，县级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在以其所在

城关镇（或镇）的人口数量为依据的同时，还要考虑其为全县人口提供服务所需要的藏书量、阅览座位数

量和建筑面积，本标准采取提高以城关镇人口为基数的人均藏书量指标（提高３０％～１０％）和千人阅览
座位数指标（提高２０％～１０％）的方法加以调整。

藏、阅、借是图书馆的主要功能，藏书区和借阅区是图书馆的主要功能区，藏书区和借阅区的面积基

本上决定了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人均藏书量是指在一个行政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藏书总和的人均

数。千人阅览座位指标是指在一个行政区域内各级公共图书馆座位数总和的千人平均数。与服务人口

相应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指标是确定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和总阅览座位数量的基本依据，从而

也是确定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的基本依据。

完全以服务人口和相应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指标作为确定公共图书馆规模的依据，也会带

来一些问题。如无法体现不同的服务功能对馆舍建筑的不同需求，无法体现由于历史积淀不同、存量资

源不同、运行保障情况不同而导致的对馆舍建筑的不同需求。因此，本标准在以服务人口数量和相应的

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指标为基本依据的基础上，引入服务功能、文献资源的数量与品种、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三个兼顾因素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规模加以调整。

服务功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包括基本服务功能和中心图书馆功能。为本地区的公众提供文

献资源借阅与咨询服务，组织读者活动，是所有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功能。中心图书馆功能，是指公

共图书馆在承担基本服务功能之外，同时承担本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组织协调、图书馆资源采购整

序配送体系建设、资源共享及服务援助实施、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等功能。中心图书馆完成这些功能，需

要有相应的馆舍面积支撑。

文献资源的数量与品种。文献资源的数量包括有利用价值的资源存量和未来１０年左右应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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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资源的数量与品种直接影响到藏书区和借阅区所需要的面积。根据服务人口和相应的人均藏

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指标确定的总藏书量和总阅览座位数量，与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往往出现差异。因

此，在以服务人口和相应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指标为基本依据确定建设规模的同时，还要兼顾

文献资源的数量与品种因素，从实际出发，按照其实际可能达到的藏书量和相应的阅览座位数量，调整

其建设规模。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公共服务“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影响公共

图书馆建设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和

持续发展的影响仍相当明显，主要体现在现有的藏书量和购书费上。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现阶段如果

只根据服务人口和相应的人均藏书量、千人阅览座位指标来确定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规模，可能导致的问

题不仅仅是建设资金困难，还包括因现有实际藏书量少、建成后购书费不足，总藏书量长期达不到建设

规模水平，图书馆的作用难以完整实现。因此，在逐步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过程中，现阶段确定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规模，也应适当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

第十一条 本条是关于公共图书馆建设规模分级的规定。

本标准根据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及其建设的基本原则，本着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分级应与公共图书

馆建筑设计、公共图书馆设置和管理体制相对应的原则，采用按服务人口将公共图书馆划分为大型馆、

中型馆、小型馆三级的分级方式。这种方式与现行的公共图书馆设置和管理体制基本对应。本标准的

大型馆适用于大多数省级和副省级馆，中型馆适用于大多数地级馆，小型馆则基本适用于县级馆。

第十二条～第十六条 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内容与项目构成。

为确保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正常运转，必须使房屋建筑、场地、建筑设备和图书馆技

术设备相互配套。

场地建设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内容，优美的环境，通畅的道路，必要的停车场和人员的集散场

地，对于保障安全、方便读者十分重要。

公共图书馆基本用房八个项目分区是根据其服务功能、工作需要并考虑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形式的

发展要求而确定的。

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不同，对建设用房的需求也就不同。本标准在附录中给出了“公共图书馆用房项

目设置表”，明确了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用房应设的项目、可设的项目和建议不设的项目，可供参照。总

的原则是，各级公共图书馆应当根据自身具有的功能、承担的任务、形成的特点来调整用房项目构成，既

要保证服务功能的发挥，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条文第十五条列出了几类主要的公共图书馆建筑设备，建筑设备的细目和配备的具体要求，在第五

章做了规定。

图书馆技术设备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内容。条文第十六条列出的１２类图书馆专用设备，其中
１～６、１１类为公共图书馆应当配备的设备，是保障公共图书馆功能发挥的必要条件；７～１０、１２类是公共
图书馆根据情况选择性配备的设备。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选址和建设用地要求。

公共图书馆是人们随时利用的公共文化设施，实用、便捷是高效的前提。在确定公共图书馆的基址

时应把方便利用、建成后能真正发挥效益作为第一要素考虑。为方便利用，真正发挥效益，公共图书馆

宜将基址选择在人群聚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的区域。偏于一隅，短时间内形不成人流聚集，最终因利

用不便而导致少人问津，是公共图书馆建设最大的浪费。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区域，往往是寸土寸金

之地。当建设用地和建设规模形成尖锐矛盾时，应以总规模控制下的小而分散化解单体大规模建筑的

用地矛盾。

公共图书馆的选址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应符合当地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公共文化事业专项规划，

以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为目标。在同一城市内，各规模等级公共图书馆之间的

距离应符合各自服务半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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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是综合性因素，应参照有关公共设施建设的要求执行。公共图书馆基

址选择的地质条件，特别强调“地势高爽”，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地势要高，防洪水、雨水滞留；二是日照通

风要好，避免把基址选在水边、低洼、潮湿处，这在南方地区是比较重要的考虑因素。

市政配套设施条件良好也是公共图书馆选址的重要要求。

《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对大、中、小型公共图书馆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用地面积已经作了具体

的规定，应遵照执行，本标准的控制指标与其是一致的。

公共图书馆是人流集散的公共场所，又是高雅文化场所，应充分重视其绿地的建设，为读者提供交

往和休闲的场所。根据《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绿地率不宜小于３０％，以及建设部《城市绿化
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建城〔１９９３〕７８４号）公共文化设施绿地率不低于３５％的规定，本标准规定公共图
书馆绿地率宜为３０％～３５％。
第十九条 本条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独立建造的要求。

首先，公共图书馆是学习、研究的场所，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这是它与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功能不同

之处，宜独立建造。同时，公共图书馆又是人群聚集的场所，这又是与其他公共文化设施相同之处。大、

中型公共图书馆，人、车流量较大，从安全和减少人、车流量的角度看，也不应与同样人、车流量较大的文

化设施合建在一起。小型公共图书馆人车流量相对较少，从节省用地和建设资金、设施综合利用的角

度，宜与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合建。与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合建时，为保障读者安静的读书环境，内部应全

面分隔、自成一区，并应有单独的出入口，以免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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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建筑面积和分项面积

第二十条 本条规定了各规模等级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控制指标及相应的藏书量、阅览座位数量控制

指标。

条文表２中的具体控制指标以及形成控制指标的相关指标，是在广泛调研了我国有代表性的各级
公共图书馆的馆舍现状，统计、分析了大量数据，参考了文化部《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２００３）》和地
方标准，分析研究了国际图联和国外主要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关指标，并进行具体计算后确定的。

条文表２中的建筑面积、藏书量、阅览座位数量指标的计算方法是：依据服务人口和人均藏书量指
标（０６～１５册／人）、千人拥有阅览座位数指标（０３～２０座／千人），计算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和阅览
座位数量；依据藏书量和每平方米藏书量标准（大型馆３５０～３００册／ｍ２，中型馆２８０册／ｍ２，小型馆２５０册
／ｍ２），计算藏书区使用面积；依据阅览座位数量和每个阅览座位所占面积指标（３ｍ２／座），计算借阅区使
用面积；依据藏书区、借阅区使用面积及其所占比例（５５％～６５％）、使用面积系数（０７），计算公共图书
馆的建筑面积。

截至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０３册。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人均０１～３４册。文化
部《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０６册。现行的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区县标准中规定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是１３册。截至２００５年，全国
公共图书馆拥有阅览座位总数４８万个，平均每千人０３座。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之间差
距较大，最高达到每千人２座。根据国家的文化发展规划，考虑到不同地区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的现状
及未来发展，本标准确定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指标为０６～１５册；千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阅览座位
数指标为０３～２０座。

表２的“注”对其使用方法作了说明。一是说明了表２没有包括的服务人口在１０００万以上的公共
图书馆建筑面积的确定原则，即参照１０００万服务人口的人均藏书量指标（０６册、件）、千人阅览座位数
指标（０３座）计算其藏书量和阅览座位数量，并以此计算其建筑面积；服务人口３万以下的，不建设独
立的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馆等文化设施合并建设时，其用于图书馆部分藏书区和借阅区的使用面积，参

照３万服务人口的人均藏书量（１５册、件）、千人阅览座位指标（２０座）执行，并以此计算其建筑面积，
但最小的图书馆，藏书量不少于１５万册、件，阅览座位不低于２０席，面积不低于３００ｍ２。

二是说明了表中服务人口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取值方法，即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其建筑面积、藏书

量和阅览座位指标。三是说明了建筑面积指标所包含的项目，凡本标准附录没有包含的项目，其建筑面

积不包括在表２的建筑面积指标之内。
第二十一条 本条规定了根据服务功能、文献资源的数量与品种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素调整公共图

书馆建筑面积的具体方法。

服务人口是确定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的基本依据，所以，首先应依据服务人口数量和表２确定相应
的藏书量、阅览座位和建筑面积指标，然后再根据其他因素进行调整。

一、根据服务功能调整，是指对省、地两级具有中心图书馆功能的公共图书馆面积的调整。需要调

整的是增加满足功能需要的用房面积，主要包括配送中心、辅导、协调和信息处理、中心机房（主机房、服

务器）、计算机网络管理与维护等用房的面积。由于各省、地公共图书馆所覆盖的区域不同、下一级公共

图书馆的数量不同，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地（或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和计算机网络用户数量来确定其

增加面积。需要增加的功能用房项目和面积，参照本标准附录“公共图书馆用房项目设置表”确定。

二、根据文献资源的数量与品种调整建筑面积的方法是：以设计藏书量（资源存量和未来１０年左右
增加的数量之和），对照条文表２中规定的藏书量指标，以其差额作为计算的基数，计算应增加或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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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面积。由于文献资源的数量和品种影响到阅览室设置和阅览座位数量，应根据藏书量调整阅览座

位数量，每增加或减少１０００册图书，相应增加或减少一个阅览座位；再根据实际应设的阅览座位数量对
照条文表２中规定的阅览座位指标，以其差额作为计算的基数，计算应增加或减少的借阅区面积。

三、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建筑面积，主要采取调整人均藏书量指标以及相应的千人阅览座位

指标的方法。根据文化部《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十一五”末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达到０６册
的要求，考虑到今后１０年的发展，调整后的人均藏书量不应低于０６册（５万人口以下的，人均藏书量不
应少于１册）。

四、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不能过少，也不能无限增加，同一城市各规模等级公共图书馆的总藏书量

一般应控制在人均１５～２册（件）以内，阅览座位总数一般应控制在千人２座以内，功能用房的设置更
不应超出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范围，因此，总的调整幅度应控制在±２０％以内。
第二十二条 本条规定了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的原则。

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少年儿童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早在

１９８１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单位《关于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中，就提出了少年儿童图书馆（室）建设的基本要求：“在中等以上的城市和大城市的区，逐步建立专门的

少年儿童图书馆”，“凡新建公共图书馆，都必须考虑少年儿童阅读设施的安排”。根据这一要求，本标准

规定可以建设独立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也可以在公共图书馆内设单独的少年儿童藏书区和借阅区。

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建筑面积，包括在按服务人口确定的公共图书馆总建筑面积指标之内。符合建

设大、中型公共图书馆的地区，可以分别建设独立的公共图书馆和专门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也可以二者

合并建设。符合建设小型公共图书馆的地区，二者应合并建设，不宜建设独立的少年儿童图书馆。独立

建设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其建设规模、项目构成、总建筑面积和分项面积等指标，执行本标准的有关规

定。

根据统计分析，全国省、地、县馆少年儿童阅览座位数分别为阅览座位总数的１５％、２３％、３２％，这与
实地调查的结果相吻合。根据上述情况，本标准规定：合并建设的，为少年儿童服务的藏书区、借阅区面

积应控制在公共图书馆藏书区和借阅区总面积的１０％～２０％。
第二十三条 本条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各类用房使用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关系。

各类用房的比例关系，是以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规模、功能需求为基本参数，广泛参考了《图书馆建筑

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２００３年）》、国际图联的相关标准，并对实地调研和统
计资料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测算后确定的。

根据统计分析，我国各级公共图书馆书库和阅览室面积之和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平均为 ４７４％，
其中省、地、县级馆的平均比例分别为５４７％、４６６％、４７１％。另据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对全国７４所公共图书
馆的调查，藏书区和借阅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大型馆平均为５３％，中型馆平均为５０％，小型馆平均
为４５％。两项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藏书区和借阅区是公共图书馆实现功能的最主要的区域，按照公
共建筑功能优先的原则，应体现把尽可能大的面积用于直接服务读者的导向，因此，本标准在现实基础

上适当提高了藏书区和借阅区使用面积占总使用面积的比例，确定为５５％～６５％。中小型公共图书馆
实行藏阅合一，不作区分。

公共活动与辅助服务区、咨询服务区也是直接服务读者的区域。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公共图书馆的

讲座、图书陈列展览、读者活动十分活跃，成为发挥公共图书馆功能效益的重要形式。从调查数据分析，

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活动与辅助服务区平均已占到全部使用面积的２１％，但各馆之间内容不一。本
标准在附录中规范了公共服务和辅助服务区的项目内容和标准，根据项目内容和标准的测算，规定其使

用面积比例为１０％～１６％。咨询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正在兴起和发展的一项高层次服务项目，是现代图
书馆的方向。调查中发现，公共图书馆咨询服务的内容和方法不断丰富，并设置了专门用于上述咨询服

务项目的人员、用房或区域，咨询服务用房的比例大致为２％～５％。
根据调查统计，目前公共图书馆技术设备区占总面积的比例为１％～６％，各馆之间差异较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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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公共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建设的发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全面实施，对公共图书馆计算机中

心机房等技术设备用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实际需要和今后的发展考虑，本标准将技术设备区的比例

定为３％～４％。
实地调研结果显示，不同的图书馆，用房面积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不突破总面积控制指标

的前提下，各项用房比例关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调整以后，藏书区、借阅区、咨询服务

区、公共活动与辅助服务区四部分使用面积之和占总使用面积的比例，大型公共图书馆应不低于７０％，
中小型公共图书馆不应低于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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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体布局与建设要求

第二十四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设计原则的要求。

与传统图书馆相比，现代图书馆在服务模式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普遍采用尽可能多的开

架借阅，资源管理开架与闭架相结合；资源载体纸质、数字、多媒体并存，提供和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围

绕文献信息资源提供多样化的活动，成为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公共图书馆建筑在设计时应充分考

虑这些变化，强调空间使用的灵活性，空间环境的复合性，满足服务模式变化对图书馆建筑的要求，使图

书馆建筑为现代图书馆服务方式的全面实施提供保证。

公共图书馆是集中体现当地文化积淀和文化精神的建筑，其外观造型、室内装修和环境设计，在满

足功能优先、适用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充分反映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创造富有独特风格的图书馆

建筑形象。

第二十五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总体布局的要求。

对公共图书馆功能进行合理分区，是图书馆总平面布置的基本原则。图书馆的功能布局是否合理，

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使用效率。在总平面布置上，功能相同的空间宜集中而不宜分散，严格区分内部工

作管理区域和读者活动区域，应强调以读者为中心，与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手段相适应，从紧凑合

理、便于联系、方便调整、动静分区等方面来进行规划、设计。

良好的朝向和通风，对读者阅读、工作人员工作和图书保存都有重要意义，也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

求，在总平面布置上应予充分注意，对于中、小型图书馆尤为重要。

根据少儿读者活泼好动的特点，少儿阅览区应与成人阅览区分开，设置独立出入口，还应在馆外设

置开展少儿活动的相关场地。

室外工程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组成部分，应统一规划建设。

第二十六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三条流线组织的要求。

合理组织读者流、书刊信息流和工作人员流，使三条流线便捷畅通，互不干扰。人、书分流是图书馆

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书流。藏书库与采编用房是图书馆书刊大量进出的地方，需设置可供运送书刊的通道。为了不

影响借阅区的安静、卫生和安全环境，应设独立的出入口，并能根据书刊的流向进行合理的路线组织，既

能满足书刊进出、分配的要求，也应保障安全。

二、人流。首先是读者活动人流，其次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及来访者。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人流量大，

且持续时间稍长。开馆与闭馆时是人流集中的高峰期，门厅是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交通枢纽，具有接纳、

分配人流的作用，所以门厅内的人流路线要简捷、通畅。人流多的大型图书馆，出口数量应不少于两个。

公共图书馆读者人流的另一个特点是呈正反向移动，故设计中应避免人流交叉。员工进馆后应能方便

而直接到达工作区，尽量不与读者人流交叉。来访者或联系工作的人员数量少，但进馆后的流线应能方

便地直接到达办公区域，不宜通过借阅与藏书区。

图书馆的标识系统有公共信息标识和读者引导标识。在馆区的院内及馆内空间、出入口处、通道

处、家具设备等合适的位置上，应装设必要的标识标牌，使读者能够迅速准确地了解图书馆的空间布局、

内部功能、服务设施和活动安排。公共信息标识所用图形符号应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符号和图形，读者引

导标识应做到简明直观、形式美观。

公共图书馆内人员聚集，应设计出简捷、通畅的应对突发事件时人流疏散的通道。

第二十七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无障碍设计的规定。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文明的窗口。为体现全社会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关怀，公共图书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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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无障碍建筑。无障碍设计按《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第４１９条执行，无障碍设计范围遵
从《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ＪＧＪ５０—２００１第５１３条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设置机动车和自行车停车位的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汽车保有量节节攀高，图书馆公务用车、馆员和读者自

行驾车数量增长很快，特别是大中型公共图书馆，人、车流量较大，停车场成为读者利用图书馆的一个重

要条件。因此，除了充分利用周边建筑的停车场（库）以外，公共图书馆自身还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足够

的停车位。

公共图书馆停车位数量（包括周边可利用的停车位和本馆区内设置的停车位），在《公共图书馆建设

用地指标》中已有规定，各地规划部门对公共建筑的车位也有要求，建设中可按当地规划部门的有关规

定及其他实际情况确定。本着节约土地的原则，可以建停车库，以减少停车场的单独占地面积。地下停

车库的建筑面积不包括在建筑面积控制指标之内。

第二十九条 本条提出公共图书馆建筑的高度取向。

公共图书馆各部门之间、不同功能的用房之间联系比较密切，且人流量大，建筑采用水平联系较垂

直联系有更多的优越性。另外，多层建筑比高层建筑造价低。所以，公共图书馆建筑特别是其向公众开

放的公共空间一般不宜采用高层。但是高层建筑在节约用地方面又有积极意义，因此在用地紧张且城

市总体规划许可的情况下也允许建高层。

第三十条 本条提出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布置要求。

随着文化事业及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的功能在不断深化、扩展，图书馆设备特别是电子

信息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公共图书馆建筑必须能满足这一趋势。藏书和阅览用房的重新组合、分隔和改

造，在图书馆内经常发生，公共活动用房如展览厅、培训教室等也在经常变化，采用框架、框架剪力墙结

构体系和其他大空间结构形式有利于内部房间的灵活分隔和今后的发展改造。行政办公用房、业务用

房相对稳定，则不强调采用框架结构。《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第４１３条规定“图书馆各空
间柱网尺寸、层高、荷载设计应有较大的适应性和使用的灵活性。藏阅空间合一者，宜采取统一柱网尺

寸、统一层高和统一荷载”，这是以结构体系采用框架或框架剪力墙体系为依托，肯定了空间布置应该具

有灵活性和可调整性。

第三十一条 本条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建筑的抗震级别。

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ＧＢ５０２２３—２００８的规定，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属于一般性公共建筑，
可按抗震规范中的标准设防类建筑设防———按本地区的设防烈度采取抗震措施。根据公共图书馆人员

密集且疏散有一定难度，地震破坏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影响很大的情况，参照该规范第６０４条关于
“文化娱乐建筑中，大型的电影院、剧场、礼堂、图书馆的视听室和报告厅……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

设防类”的规定，本标准将公共图书馆的视听室和报告厅、大型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纳入重点设防类建

筑。

此外，《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ＧＢ５０２２３—２００８将大型博物馆、存放有国家一级文物的博物
馆、特级和甲级档案馆的抗震设防类别划为重点设防类，据此类推，凡保存有国家重要文献的公共图书

馆的特藏书库，应按重点设防类建筑进行抗震设防。

当公共图书馆建筑各区段的重要性有显著不同时，可按区段划分抗震设防类别。下部区段的类别

不应低于上部区段。

第三十二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节能与环保设计的要求。

室内环境、建筑热工和暖通空调设计是公共建筑节能设计的三个主要方面。

公共图书馆建筑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必须体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建设部

已经颁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２００５及其他有关环境保护的规范和规定必须遵守，节
能产品必须优先采用。关心公众的健康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因此要求采用“不损害健康的产品”。

公共图书馆建设应成为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低限度地影响环境，以达到人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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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环境和谐共存的典范。

第三十三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建筑允许噪声级的要求。

保持阅览环境安静是图书馆建筑设计应重视的内容之一。影响图书馆安静的因素主要有交通噪声、

生活噪声、工厂生产及施工噪声等。馆内噪声级分区及允许噪声级标准应根据《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
３８—９９第４１７条执行。周围环境噪声，根据《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９３的规定，昼间为５５ｄＢ，
夜间为４５ｄＢ。

当公共图书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达到环境噪声的限制标准时，在总平面设计、单体平面设计和技术

构造上还有调整的可能。如将“静区”房间放在离噪声源较远的地方，采用双层玻璃窗等隔声效果好的

建筑构配件，以及绿化等。相对于将公共图书馆建在环境安静但远离读者群的偏僻地区而言，靠近读

者、方便利用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结合室内装修做一些吸声减噪措施，可从实用、维护、造价等多方面综合考虑，酌情选用。

第三十四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建筑日照、通风与采光条件的要求。

公共图书馆应坚持以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为主，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节约能源。一般应优先考虑阅

览室朝南向布置。日照强烈的地区还应采取适当的遮阳措施，并针对不同季节主导风向、气温对建筑空

间加以处理，使自然通风得以良好组织。阅览室的天然采光标准，见《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
第４１６条和《建筑采光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３３—２００１第３２４条的规定。

少儿阅览室的日照，与幼儿园及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中对活动室、教室的日照的具体要求是一致

的，如托儿所、幼儿园的生活用房要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３ｈ，中小学南向教室要求冬至日底
层满窗日照不少于２ｈ。在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身心健康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情况下，对少儿阅览室的
日照条件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是必要的。基于定量分析，建议少儿阅览室的日照宜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

日照不少于１ｈ。
第三十五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料防护方面的要求。

对书刊和非书资料的防护内容很多，而防水、防潮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基本要求。根据目前公共图书

馆藏阅合一和灵活多变的发展趋势，本条对整个图书馆工程提出了严格可靠的防水、防潮要求。

对各类文献资料要设必要的防护措施，《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第５章对此有详尽的规
定。对温、湿度都有要求的房间，设置空气调节装置并考虑空气净化均是必需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防

护要求。另外，大型、高级别的公共图书馆设有珍善本书库及较完善的技术设备用房，设置空气调节及

净化装置也是符合业务要求的。

第三十六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建筑防火的要求。

建筑防火规范的要求是强制性的，同时公共图书馆也有一些特定环境和使用功能，所以既应遵守国

家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建筑内部
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９５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又要遵照《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中的具体规
定。此外，文化部１９９６年２月６日颁布、同年７月１日实施的《公共图书馆建筑防火安全技术标准》ＷＨ
０５０２—９６，在引用上述国家现行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图书馆的具体情况作了细致的诠释，对公共图书馆
建筑工程的防火安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十七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设置电梯和提升设备的规定。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第４１４条规定了阅览室在四层及以上应设电梯，本标准列明这
一标准，是肯定在公共图书馆设计及投资中应该有这一项，但这是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图

书馆应体现出对年老体弱者、残疾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因此有条件的地区四层以下的大中型公共图书馆

也可设电梯。至于自动扶梯，从人流情况看一般并非必需（０６ｍ宽的自动扶梯每小时载客量约 ５０００
人，０８ｍ宽的自动扶梯每小时载客量约８０００人，１００ｍ宽的自动扶梯每小时载客量约１００００人），因此，一
般不需要设置。针对书籍的提升设备，如专用书梯、客货两用梯等，则属于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工作效率

的需要，也是人性化设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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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 筑 设 备

第三十八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建筑给排水系统的要求。

公共图书馆的室内外给排水系统应按《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的要求设计。按照现代图
书馆服务方式，藏阅合一的阅览室越来越多，这类阅览室和书库的要求应该是一样的，因此，本标准特别

强调了给排水管道不得穿过书库及藏阅合一的阅览室。

第三十九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暖通空调系统的要求。

公共图书馆的暖通系统、空调系统应按《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的要求设计。设置集中
空调系统，是因为其便于运行管理、噪声较小，空调效果也最好。大、中型公共图书馆需要空调的房间面

积大、要求高，并且这些公共图书馆一般都有特藏书库、数字资源处理等对空调要求较高的房间，故宜设

集中空调。城市集中供热有利于节能和环境保护，应优先采用。如市政无此条件，还要自建锅炉房等设

施，应对燃气、重油、煤、电等各种可获得的能源作比较，择优选用。

第四十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电气系统的要求。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第７３１条规定，“藏书量超过１００万册的图书馆，其用电负荷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其他图书馆，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三级”，该项规定为最低标准。根据目前公共图书

馆的发展趋势，对供电质量及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图书管理网络

化的推进，供电系统稍有闪失就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本条对特定部位特别指明应设可靠的备用电

源。

公共图书馆的照明标准，见《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４表５２１。该标准的照度标准值比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中的数值要高，体现在该标准均为单一的确定值，而《图书馆建筑设
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中均有一个下浮的幅度。
第四十一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电话、电视与广播系统的要求。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内使用电话的门数日益增多，公共图书馆应根据不同规模，配设不同

的内线和外线电话系统。电视与卫星接收系统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接收和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公共图

书馆建设应配设相应的设备和机房面积。广播系统既为公共图书馆日常服务所需（如闭馆提示、背景音

乐等），更是应对紧急情况之必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就要求藏书超过１００万册的图
书馆，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能发出事故广播和安全疏散指令。

第四十二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建筑网络系统的要求。

公共图书馆网络系统建设，是公共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实现图书馆之间资源共享的基础。

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应具备提供数字资源、网络服务的能力。

公共图书馆网络系统建设，应包括互联网接口、局域网、综合布线、网络设备和网络信息点等，具体

的数量要根据建筑面积、使用性质、公共图书馆特点、功能定位、馆藏资源的情况和投资数量来确定。设

置局域无线网络系统，能减少信息点数量、使用灵活，但要注意为无线网接入的有线网络接口的带宽及

无线网络设备的传输标准。

本条所给出的指标，是根据目前的技术条件和环境要求提出的参考性指标，参照了《图书馆建筑设计

规范》ＪＧＪ３８—９９第４６７条和第４６８条、文化部《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２００３年）中的相关规定，
并考虑了目前公共图书馆网络建设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网络技术发展很快，许多指标随着技术的发

展将会发生变化。附表１和附表２的指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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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公共图书馆网络传输速率（网络接口带宽）标准

规 模 互联网接口 局域网主干 局域网分支

大型 １００Ｍ以上 千兆或万兆 百兆或千兆

中型 １００Ｍ以上 千兆 百兆

小型 １００Ｍ以上 千兆 百兆

附表２ 公共图书馆信息点设置标准

区 域 数 量

行政办公区 １０ｍ２２个

业务区 １０ｍ２２个以上

阅览区 阅览座位的３０％左右

电子阅览区 阅览座位的１０５％

研究室 １０ｍ２２个

书库 ５０ｍ２１个

办证、检索、复印和休息区 １０ｍ２１个

第四十三条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设置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

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公共图书馆应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如设置图书防盗系统等。大、中型公共

图书馆应在本条列出的重点防范部位和要害部门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根据防火规范的要求设置火

灾报警系统、消防联动系统等。有条件的公共图书馆可以全面实施布防，增设入侵报警系统、门禁系统、

巡更系统以保证各种馆藏文献、网络设备和人员的安全，维护图书馆的正常运行。实现楼宇自动化管理

的公共图书馆还应对建筑内各类机电设备实行监测控制，并与其他安全防护系统合并设置，以达到安

全、节约、可靠、集中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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