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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在我国图书馆营销中的价值研究

赵　晋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１）

　　摘要：公益广告在非营利组织营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为图书馆营销提供了
新思路。通过对图书馆应用公益广告开展营销的可行性分析，阐述了公益广告在图书馆
营销中的具体价值，为图书馆利用公益广告进行营销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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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的

菲利 普·科 特 勒 在《非 营 利 组 织 战 略 营 销》一 书 中

首次提出非 营 利 组 织 营 销 的 思 想，受 此 启 发，作 为

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也开始逐渐尝

试利用营 销 手 段 来 提 升 自 身 的 形 象 与 服 务。图 书

馆营销始于美 国、英 国 等 发 达 国 家，１９９３年 被 引 入

国内［１］。国内图书馆营销主要集中在探索多样化的

信息服务模式、丰富信息服务的内容以及资源与服

务的推广宣传方面［２］，营销思路多为单兵作战，营销

对象局限于 个 馆 读 者，营 销 手 段 多 是 通 过 海 报、宣

传页、自身网 站 进 行，营 销 的 主 要 实 施 者 为 图 书 馆

和图书馆员，但 缺 乏 媒 体、广 告 公 司 等 专 业 营 销 力

量的介入，缺 乏 行 业 层 面 的 战 略 营 销、整 体 营 销 思

路。随着公益广告的社会效益不断展现，公益广告

做为一种有 效 的 营 销 模 式 得 到 众 多 非 营 利 组 织 的

重视，利用公 益 广 告 进 行 图 书 馆 营 销，将 有 助 于 更

好地发挥图书馆文化公益服务的社会效益。

１　公益广告的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广告诞生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的美国。在美国，公益广告是指不以营利为直接目

的，采用艺术 性 的 表 现 手 法，向 社 会 公 众 传 播 对 其

有益社会观念的广告活动。公益广告做为由政府、
社团、媒体、企业及广告公司合作实施，共同推动的

公益活动［３］，其传播主体主要有：政 府、媒 体、企 业、
学术团体、公 共 机 构 团 体、行 业 协 会 等 等。这 些 主

体站在社会 角 度，针 对 社 会 公 众 的 特 点 和 心 态，反

映公众、行业的意愿、呼声及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并以公益广 告、公 益 活 动 等 方 式 倡 导 社 会 公 德，引

导会员、启迪公众崇尚良好社会风尚。公益广告具

有非盈利 性、观 念 性、时 效 性 等 显 著 特 点。其 主 要

作用有两个，一 是 传 播 社 会 文 明，二 是 树 立 社 会 形

象。公益广告做为一种营销手段，它营销的是一种

观念和主张，达 到 影 响 公 众 的 目 的，公 益 广 告 的 内

容需要贴近大众，传播形式需要高效、广泛，其特殊

的定位已经 成 为 非 营 利 组 织 进 行 公 众 营 销 的 重 要

手段。

２　图书馆利用公益广 告 进 行 营 销 的 可 行 性

分析

２．１　公益广告精神与图书馆的公益性可以实现有
效结合

图书馆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是由各级政府和主

管部门拨款的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图书馆的服务是

一种公共产 品，因 此，公 益 性 作 为 图 书 馆 的 显 著 特

点，决定图书馆在进行营销时不可能通过商业广告

的形式。政府作为图书馆的主办机构，为了让图书

馆实现公共效益最大化，在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肩负着对图书馆进行推

介和宣传的义务和责任，这与当前国内政府主导的

公益广告模式的目的相契合。同时，公益广告作为

非营利组织的一种重要营销方式，理所应当担负起

图书馆营销的重任，其行之有效的手段必将给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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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宣传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２　公益广告覆盖广、受众多，有利于提高社会对
图书馆的认知度

泛在知识环境下要求图书馆的服务无所不在，
而无所不在 的 服 务 首 先 要 通 过 无 所 不 在 的 宣 传 才

能深入开展。自２００６年杭州、深圳图书馆率先实现

免费开放后，国家要求在２０１１年底，全国所有公共

图书馆实现 无 障 碍、零 门 槛 进 入，图 书 馆 已 经 逐 渐

进入全面免费时代［６］。免费开放大大提高了图书馆

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产品的自由与公平获取程度，在

图书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然而社会公众并没有

因为图书 馆 的 免 费 开 放 而 欢 呼 雀 跃。缺 乏 有 效 地

营销与宣传手段，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根本不知道

图书馆已 经 实 行 了 全 面 免 费 开 放。公 益 广 告 涵 盖

电视、广播、报 纸、网 络 等 诸 多 社 会 主 流 媒 体，如 果

能够通过公益广告进行图书馆公益宣传，必将会使

得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认识图书馆从而走进图书

馆、享受图书 馆 的 服 务，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图 书 馆 的

公共效益。

２．３　公益广告的运作模式在图书馆营销中可操作
性强，易于实现

图书馆行业做为公共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虽

然类型众多、隶属不一，但其行业守则、精神及服务

理念却具有相当大的统一性。一个世纪以前，美国

人克特提出 的“读 者 至 上”的 服 务 理 念，过 去 是、现

在是、将来 也 会 是 一 切 图 书 馆 的 办 馆 准 则 和 宗 旨，
尽管不同的图书馆在说法上有所区别，但万变未离

其宗，都是“读者第一”的延伸［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１９４９年在《公共图书馆宣言》所倡导的公益服务在

过去、现 在 和 将 来 也 会 被 国 内 外 的 图 书 馆 不 断 践

行，无法悖 逆。行 业 精 神、行 业 理 念 的 高 度 统 一 使

得图书馆的公益广告营销能够做到主旨简明统一，
目标精准明 确，如 可 以 用 行 业 为 题 材，从 行 业 发 展

的战略高度进行公益宣传。同时，公益广告的非营

利运作模式使得图书馆无需支付商业广告费用，免

受广告经费 投 入 困 扰，依 托 政 府 主 导、媒 体 参 与 和

相关单 位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驱 动 即 可 实 现 营 销 目 的。
简而言之，用公益广告进行图书馆营销仅需依托现

有公益广告 运 作 模 式 即 可 实 现，其 营 销 主 体 明 确，
主旨、目 的 清 晰，受 众 范 围 广 泛，无 需 选 择 特 殊 群

体，具有 普 适 性，容 易 产 生 社 会 效 益，值 得 尝 试 和

推广。

３　公益广告进行图书馆营销的价值研究

３．１　吸引更多用户利用图书馆获取信息，缩小社

会信息鸿沟
信息鸿沟 又 称 数 字 鸿 沟，最 先 由 美 国 商 业 部、

国家电信信 息 管 理 局 在 名 为《在 网 络 中 落 伍：定 义

数字鸿沟》的 报 告 中 提 出，意 指 信 息 富 有 者 和 信 息

贫穷者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是由于人们对现代信息

技术和信息资源掌握的多寡而产生的差距现象，也

是信息技术 在 普 及 过 程 中 呈 现 出 的 一 种 极 不 平 衡

的扩张状态。借助公益广告的强大覆盖度，可以让

更多的信息弱势群体有机会认识图书馆、了解图书

馆从而主动利用图书馆，消除由于自身信息和通信

技术应 用 水 平 及 创 新 能 力 的 不 足 造 成 的“信 息 落

差”、“知识分隔”等问题，切实有效地保障信息弱势

群体获取 信 息 的 权 益。随 着 我 国 图 书 馆 进 入 全 面

免费开放时 代，图 书 馆 不 断 降 低 门 槛，保 障 信 息 服

务的公平性，通 过 公 益 广 告 宣 传，彰 显 自 身 的 社 会

责任和服务价值，吸引更多用户利用图书馆获取有

用信息，提升自己的信息素质与综合能力。

３．２　倡导全民阅读，培养公众的公共精神

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的倡导者，通过公益广告

模式可以阐 述 阅 读 的 智 慧、喜 悦 和 收 获，激 起 公 众

共鸣与分享的激情，引导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行

为习惯走向。如图书馆在重大节日如世界读书日、

读书节等通过公益广告进行图书馆活动推介，倡导

全民阅读，全社会阅读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

型社会的构建。如２０１０年８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和

美国公益广告协会推出的以儿童漫画书《好奇的乔

治》中的乔 治 为 主 角 制 作 的 图 书 馆 公 益 广 告，以 新

颖的方式鼓励父母与子女阅读，取得了家喻户晓的

影响。

此外，通过公益广告培养公民的公共精 神。公

共精神并不是每个公众都能具备的，图书馆作为社

会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服务场所，读者的多样性必

然带来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如撕书偷书、占座喧哗、

随地吐痰、乱 扔 果 皮 纸 屑 等 不 文 明 的 行 为，通 过 公

益广告的艺 术 化 手 法 可 以 让 读 者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得

到熏陶，规避 自 身 的 不 文 明 行 为 举 止，保 障 图 书 馆

公共服务有效开展。

３．３　展示行业风貌，引领读者回归

数字图书馆、云图书馆、泛在图书馆、真人图书

馆，图书馆 事 业 建 设 如 火 如 荼，发 展 日 新 月 异。然

而，做为检验 其 成 效 的 重 要 标 准，社 会 公 众 的 接 受

和认可度却不尽人意。据统计：人们（尤其是农民）

知道电影院的占１００％，知道歌厅的占９０％，而知道

·５３·



图书馆的只占３０％［８］。２００５年ＯＣＬＣ《对图书馆与

信息资源的认 知：给 ＯＣＬＣ成 员 的 报 告》中 的 调 查

数据显示，有８４％的被调查者首选搜索引擎开始他

们的信息检索，并认为搜索引擎比数字图书馆拥有

更高的质量、更多的数量和更快的速度［９］；由于缺乏

有效的宣传与营销手段，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认知

度较低，对图 书 馆 借 助 新 技 术、投 入 大 量 经 费 建 设

的数字图书 馆、智 能 图 书 馆 知 之 甚 少，很 多 人 对 图

书馆的认识 还 仅 仅 局 限 于 借 书 还 书，因 此，通 过 公

益广告展示图书馆行业发展成就和服务创新水平，

对于引领读 者 回 归、培 育 图 书 馆 用 户、发 挥 图 书 馆

时代价值意义深远。

３．４　宣传图书馆优雅环境，营造城市生活第三空间

历史发展 和 时 代 变 革 推 动 图 书 馆 社 会 功 能 的

不断挖掘和 拓 展，古 代 的“藏 书 重 地，闲 人 莫 入”的

历史烙印已经不复存在，现代图书馆逐渐具有城市

第三空间的功能。所谓第三空间是指独立于居住、

职场空间之外的不受功利关系限制的空间，如城市

闹市区、酒吧、咖 啡 馆、公 园、图 书 馆 等 公 共 交 流 与

活动场所，它 们 均 有 着 自 由、宽 松 和 便 利 的 显 著 特

征［１０］。近年来图 书 馆 不 断 提 倡 将 馆 舍 建 设 成 文 化

大厅，就是对图书馆定位为公众生活第三空间的回

应。通过公 益 广 告，对 图 书 馆 优 美 和 谐、宽 松 的 公

众活动环境 进 行 有 效 宣 传，吸 引 更 多 的 读 者 入 馆，

对于减轻社 会 公 众 生 活 压 力，舒 缓 公 众 情 绪，构 建

和谐社会不无裨益。

３．５　宣传图书馆员职业精神，塑造图书馆员社会

形象

中央电视 台 的 公 益 广 告《真 诚 沟 通》讲 述 的 就

是工作在各 行 各 业 的 人，他 们 朴 实 无 华，却 真 实 无

比，他们默 默 无 闻，却 又 举 足 轻 重。通 过 讲 述 他 们

工作中的点 点 滴 滴，更 多 的 人 开 始 了 解 他 们，理 解

他们，并逐步学会尊重他们。图书馆员在平凡的岗

位默默奉献，同样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借

助公益广告 图 书 馆 也 可 以 将 平 凡 的 图 书 馆 员 变 成

主角，展现他们在平凡的工作中的敬业、爱书、育人

的职业精神，提 高 图 书 馆 员 角 色 的 社 会 认 可 度，为

图书馆事业发展赢得尊重与认可。

３．６　吸引社会捐助，构筑图书馆事业发展长效机制

当前，国内图书馆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经费

投入推动，经费投入的单一性使得图书馆事业发展

备受经费短缺掣肘，同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对图 书 馆 的 经 费 投 入 和 重 视 度 也 有 所 差 别，

也造成了 图 书 馆 发 展 的 地 区 失 衡 现 象。通 过 公 益

广告宣传，赢 得 社 会 各 界 对 图 书 馆 的 关 注 与 重 视，

激发社会各界对图书馆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吸

引社会 捐 助 投 入 图 书 馆 事 业 建 设，多 方 面 筹 措 经

费，使得图书馆发展从单一的政府投入经费建设向

政府主导、社 会 各 界 捐 助 的 多 元 化 办 馆 方 向 发 展，

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构筑长效机制。

４　结束语

运用公益广告进行图书馆营销，既是彰显图书

馆公益服务的重要手段，又是图书馆自身事业发展

的需要。在倡导公平阅读，引导民众分享社会公共

产品成果的 同 时，通 过 优 秀 的 公 益 广 告 作 品，吸 引

更多的有识 之 士 关 心、关 注 图 书 馆 的 发 展，为 图 书

馆事业建设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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