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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健康中国”背景，运用ＰＥＳＴ模型分别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４方
面剖析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的有利驱动因素，并从４个维度提出建设理念，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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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进步，我国智慧图书

馆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日益升温。当今社会对健康

事业关注度越来越高，医学图书馆在 “健康中国”

背景下更能发挥专业优势。因此，医学图书馆要正

视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智慧医学图书馆

赋能 “健康中国”建设。

２　智慧医学图书馆研究现状

２００３年，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最早提出智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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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一词，此后有学者［１］提出 “智慧图书馆”的具

体概念。国内外学者对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开展初

步探索。有学者［２］重点介绍国外各类型智慧图书馆

的信息技术应用、智慧服务模式等；ＢｏｍｈｏｌｄＣ［３］

调查发现美国很多研究型大学医学图书馆都在开展

移动智慧服务；加拿大安大略省海湾公共图书馆构

建智慧健康服务系统，提供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信息

服务［４］；兰振荣［５］认为智慧医学图书馆应当更新理

念、改革管理方式、构建联盟；池慧［６］提出医学图

书馆应该集成信息技术、提升智慧图书馆用户体

验；范宜峰［７］提出推进信息化网络建设、加快引进

复合型人才、培养学科馆员等智慧医院图书馆发展

建议；王俊瑛等［８］论述 “互联网＋”智慧医学图书
馆的特征、现状及发展策略。综合来看，随着全球

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医学图书馆应把握 “健康中

国”战略时代背景，紧跟社会健康需求方向，更新

建设理念，推动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迈向新台阶。

３　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动因

３１　基于ＰＥＳＴ模型的建设动因分析 （图１）

图１　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的ＰＥＳＴ分析模型

　　ＰＥＳＴ分析模型是管理学经典宏观环境分析工
具，主要包括对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社会 （ｓｏｃｉａｌ）和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４类外
部宏观因素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帮助研究对象了解

所处现实情况、发展潜力等。现代图书馆作为一项

社会事业，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宏观

因素有着强烈的互动依存关系。因此，运用 ＰＥＳＴ

模型分析法，可以对 “健康中国”背景下智慧医学

图书馆建设宏观环境进行总体分析，梳理推动智慧

医学图书馆建设的外部有利动因，以期完善与创新

建设理念。

３２　政治环境决定方向趋势

政治环境、政策法规等能使公众更趋向认同智

慧医学图书馆的时代价值和功能。首先，《“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等政策文件的发布对智慧医学图书馆获取更

多社会支持、巩固社会价值发挥有效支撑作用。其

次，国家 “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发展智慧图书

馆，促使业界与学界重新认知中国智慧图书馆发展

的历史定位。最后，我国近年来积极推动卫生健康

领域信息化发展，智慧医学与健康信息化建设正成

为公众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之，政

治环境使医学图书馆向 “健康中国”战略与 “智慧

图书馆”方向发展，为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提供了

良好的政治条件。

３３　经济环境提供基础保障

经济因素全面影响办馆规模、类型、水平、内

涵等。一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支持可以为智慧医学图

书馆建设提供经济基础。我国医学图书馆一般为公

办性质，可以依托固定的财政拨款维持发展。二是

健康产业成为民生经济新增长点。当前我国健康产

业规模可观、覆盖范围广、产业链长，培育了民生

经济新增长点。而智慧医学图书馆可以把握产业发

展机遇，加大与健康服务业的融合，从而使智慧医

学图书馆建设获得更多经济支撑。三是智慧图书馆

市场初具规模。近年来，智慧图书馆产业发展迅

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频出，很多图书馆借

助高新技术将馆藏资源转化为可量化的产品。总的

来说，有利的经济环境可以形成互利效应，社会经

济条件利好提供资金基础和产业环境，同时智慧医

学图书馆建设又会创造出更多智慧健康服务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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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点。

３４　社会环境凝聚认同支持

智慧医学图书馆需要解决社会与公众最关心、最

期盼的健康信息与服务问题，其建设始于社会需求，

也需要从社会公众中获取价值认同。首先，“健康中

国”建设顺应民生诉求，能有效促进全民健康观念

普及。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是社会保障公众健康权

利、提升公众健康服务的对策之一，对维护社会和

谐安定、满足公众健康需求意义重大。其次，智慧

医学图书馆能提高社会健康信息传播效能，助力公

众健康信息生态建设，更有效地发挥健康信息传播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健康行为倡导中的重要

作用，降低健康信息管理试错成本，打破健康信息

传播中的 “信息茧房”和 “信息孤岛”。最后，公

众智慧健康服务需要智慧医学图书馆。智慧医学图

书馆能实现健康信息精准对接、实时传送、泛在服

务等新服务形态，为用户带来普惠化的数字体验。

可见，智慧医学图书馆的建设顺应社会公众健康观

念、价值观等大环境，与社会发展需求有高度关

联，能够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建立智

慧医学图书馆在社会中相对稳定的角色定位。

３５　技术环境形成强大动力

图书馆一直是新技术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技术

进步的受益者。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为

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带来机遇［９］。一方面，新兴信

息技术在图书馆应用广泛。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

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５Ｇ等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
科技和产业革命，元宇宙等概念掀起技术创新热

潮。新兴技术使传统图书馆从互不相干的 “孤岛”，

变成馆与馆、人与馆之间的智慧互联。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发展的融合创新成为常态，健康信息学与

信息技术的融合日益明显，业界学界广泛聚焦健康

信息采集与搜寻、健康信息传播与服务等主题。

２０２１年第８６届国际图联大会也提出 “呼吁全球将

获取卫生信息作为一项人权” “人工智能和公民科

学改善卫生成果”等主题。智慧医学图书馆的建

设，有利于促进图书情报事业融入国家健康发展战

略，符合新时代医学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最后，技

术驱动图书馆智慧服务，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凝聚

现代科技与人类管理思想，依托新技术 “转知为

慧”，是医学图书馆管理模式的一大飞跃。

４　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理念创新

４１　紧跟 “健康中国”方向指引，承担健康信息

服务时代使命

　　政治动因引导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理念的大方
向，在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与 “智慧图书馆”前

瞻性规划背景下，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理念必须统

筹政治战略的全局站位和健康促进的社会责任，融

入到 “健康中国”的政治大格局之中，主动承担健

康信息服务的时代使命。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理念

应该将 “健康中国”关注的重点领域与图书馆智慧

化服务相结合，不断创造并培育健康信息服务的新

场景、新模式和新形态。其一，要有构建公益性智

慧健康信息平台的意识，利用技术融合体系开展精

准健康信息管理与服务，如健康信息知识库、健康

信息智能推送、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等；其二，可以

与政府健康部门、医疗服务机构等共建智慧医学图

书馆，建立多学科医学信息协作模式、健康信息专

家合作云平台等；其三，要吸纳国内外图书馆联盟

建设经验，推动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公众健康信

息智慧服务联盟［１０］。

４２　依托 “健康产业”发展形势，寻求社会力量

价值共创

　　稳定向好的经济环境为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提
供基础支撑，从社会支持中汲取力量参与智慧医学

图书馆建设再回馈于社会，是解决建设资金短缺、

推动建设进程的有效途径。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中

应该树立强跨界合作理念，寻求与社会企业或组织

的合作，共同创造健康产业新价值。当代健康产业

前景广阔，与智慧医学图书馆有很多能共创价值的

领域。可以依托成熟的健康产业，如在阿里健康等

移动健康服务Ａｐｐ等产品中嵌入医学图书馆的智慧
服务，企业则可以借助图书馆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扩

大品牌效应，推动图书馆、产业界与公众的互利共

赢；拓宽思路优势互补，与高新技术产业、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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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业、健康服务产业等开展产学研平台建设，合

作开发智慧健康服务产品；积极寻求 “政府主导、

企业协作、图书馆实施、专业指导、社会参与”的

建设运行机制，让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成为推进本

区域内健康产业丰富化的重要途径。

４３　把握 “崇尚健康”社会思潮，确认新的历史

方位价值

　　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的社会动因反映当前社会对
健康的普遍追求，“崇尚健康”社会思潮逐渐形成。

当 “崇尚健康”得到较为广泛传播与支持，建设智

慧医学图书馆就会引发更多社会支持与共鸣，促使新

的历史价值方位形成。首先，智慧医学图书馆要树立

健康引领者意识，牢牢把握 “崇尚健康”社会思

潮，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优势和学科优势，主动参与

公众健康服务领域，用新的特色功能夯实社会大健

康观念下的地位价值；其次，正确认识并把握智慧

图书馆的共性与医学图书馆特色，构建智慧图书馆

事业互联互通、共享共建的服务共同体，推动健康

信息资源、人才、平台与服务的互联；最后，智慧

医学图书馆应该具有高度自信，主动融入学校、社

区、医疗服务机构等公共空间，挖掘智慧医学图书

馆的服务场景。总之，智慧医学图书馆要在整体

性、系统性、全局性的视野中提升自身发展格局。

４４　树立 “智慧健康”服务愿景，技术赋能开放

共享互联

　　高新科技迭代兴起的技术环境为智慧医学图书
馆建设赋予强大技术动力。技术动因赋能智慧医学

图书馆新的服务愿景，即为公众打造使用便利、广

泛互联的 “智慧健康”服务，最终实现深度互联、

开放共享的智慧服务体系。一方面，智慧医学图书

馆要具有开放性，智慧资源可供读者多平台接入、

随时读取、即检即用，营造沉浸式立体化智慧体

验；另一方面，发挥智慧医学图书馆的媒介作用实

现共享性，让个人与组织都能够成为信息提供与获

取的主体，提高社会健康信息数量与质量；再者，

智慧医学图书馆要依托于各种高速通信网络工具，

将散落在信息世界的独立互不相连健康信息资源串

联融合为整体的健康信息大网络，促使社会健康信

息资源网络总价值不断提高。可以说，技术的驱动

融合能使智慧医学图书馆具备突破时空界限的能

力，使 “永不闭馆”的全天候全时段 “智慧健康”

服务成为现实。

５　结语

当代图书馆事业一直努力顺应时代要求调整步

伐、转型发展。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应该通过分析

外部宏观动因，抓住 “健康中国”战略带来的历史

新契机，在创新中谋发展，在变局中开新局，为助

力 “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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