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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打造“天一阁·月湖景
区”书香品牌。以“天一阁·月
湖景区”升级国家5A级景区为契
机，打造集藏书文化、阅读文
化、创意文化为一体的宁波书香
品牌；将“天一阁论坛”打造成
全民阅读高端论坛，每年举办 1
次；推动天一阁文化衍生品开
发；提升月湖景区书香内涵氛
围，打造环月湖、月岛阅读休闲
空间带；发挥王阳明、王安石、
黄宗羲等历史名人效应，办好

“月湖夜读朗诵会”“天一阁·月
湖中秋诗词朗诵晚会”等多元书
香活动。

二是打造多元阅读活动品
牌。组织开展宁波书展、宁波读
书节、4·23“世界读书日”、宁
波文学周等系列活动，培育大众
阅读积极性；积极开展校园阅读
优秀案例评选、寻找最美书香家
庭和最美亲子阅读体验基地等活
动；围绕重大节庆活动，组织开
展系列主题演讲、读书征文、知
识竞赛、“春天送你一首诗”等丰
富多彩的书香主题活动；培育

“一区一重点”特色品牌格局，各
区县 （市） 每年至少策划开展一
个有特色、接地气的品牌阅读活
动，市级每两年开展一次优秀阅
读活动品牌项目评选活动。

三是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读
书组织和书院。鼓励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书香宁波”建设，吸引
民间资本投入阅读推广机构，加

大对阅读推广机构注册登记、经
费扶持、活动组织等方面的支持
力度，打造一批国内有影响力的
读书组织和品牌书院；推广“稻
读公社”等线上分享阅读模式，
鼓励撰写一句话笔记并通过网络
平台、交通广播电台、网络有声
电台等渠道进行分享；到 2020
年，每个区县 （市） 民间读书组
织超过20家，全市总规模超过30
万人。

四是建立媒体端书香品牌。
搭建传统媒体端“书香宁波”品
牌体系，在宁波日报、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市级主要媒体设立“书香
宁波”品牌栏目、专栏，成为宁波市
民阅读交流的新平台；搭建新媒体
端“书香宁波”线上品牌，利用中国
宁波网、甬派、宁波发布等新媒体
资源，推行优质原创账号的付费阅
读模式，鼓励阅读者与原创者之间
的交流互动。

五是强化全民阅读整体推
进。加快推进 《宁波市全民阅读
促进条例》 立法工作，争取尽早
颁布实施，为“书香宁波”建设
提供法制保障；研究制定“书香
宁波”建设系列指标体系，编制
全民阅读设施、全民阅读服务、
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经费保
障和全民阅读成效等方面的考核
标准，对全市各地各部门进行有
效考核评价；每年组织开展居民
阅读指数调查，客观反映全市阅
读状况和全民阅读建设情况。

加强引领性品牌建设

宁波数字阅读水平位列全国前茅
《2018年宁波市居民阅读调查》发布

建 设 “ 书 香 宁 波 ” 是 “ 文
化宁波 2020”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 分 。 前 不 久 ， 市 委 办 公 厅 、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书香
宁波 2020”建设计划》，今后两
年，“书香宁波”建设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政府主导，社会
参 与 ； 科 学 引 导 ， 优 化 内 容 ；

整合资源，扬长补短；分类服
务 ， 保 障 重 点 ” 为 发 展 原 则 ，
以培育全民阅读社会氛围和时
代风尚为主要方向，以设施和
品牌建设、机制和模式创新为
重点抓手，大力推进“书香之
城”建设。

“书香宁波 2020”建设计划
提出了四大任务。

我市推出
“书香宁波2020”建设计划

启动天一阁博物馆扩建工
程，2019 年开工建设天一阁博
物馆扩建一期工程；加强图书
馆 总 分 馆 制 建 设 ， 到 2020 年 ，
争取 80%以上镇乡 （街道） 图书
馆达到一级馆标准，同时建成
30 个 以 上 设 施 良 好 、 管 理 规
范 、 效 益 明 显 的 示 范 性 镇 乡

（街道） 图书馆，全市公共图书
馆人均藏书量超过 1.1 册；提升
村 （社 区） 公 共 阅 读 设 施 质
量，到 2020 年，全市县级图书
馆和镇乡 （街道） 图书馆对农
家书屋、社区阅览室的图书流
通量不少于 100 万册次；促进公
共阅读资源全域流通，推广通
借通还模式，到 2020 年，实现

“ 一 卡 通 工 程 ” 在 市 、 区 县

（市）、镇乡 （街道） 图书馆100%
覆 盖 ； 推 进 公 共 空 间 “ + 图 书
馆”，在博物馆、美术馆、文化
馆、体育馆、档案馆等公共服务
空间增加图书馆服务功能；打造

“线上图书馆”，完善提升宁波市
图书馆网络图书馆、电视图书馆
和宁波市数字图书馆等线上阅读
服务平台，进一步发展微信、手
机 APP 等载体的移动图书馆，与
线下图书馆系统互联互通，实现
图书线上免费借阅；打造“书循
环”项目，通过政府支持，以社
会力量为主体，在社区、书店、
图书馆、公园、商场、交通枢纽
等场所建立“书循环”捐赠点，
鼓励市民捐赠有价值的书籍进行
旧书循环。

加大公共阅读服务网络建设力度

打造“一区县 （市） 一书
城”格局；打造“一镇乡 （街
道） 一书店”体系，到 2020 年，
实现所有镇乡 （街道） 建有实体
书店，其中50%以上镇乡（街道）建
有新华书店；大力发展特色民营书
店，到 2020年，全市新增民营书店
200家；支持推广“+书店”模式，到
2020 年，各区县（市）利用公共空

间建设的“+书店”各 5 个，全市高
校实现实体书店全覆盖；创新推
广“书店+”模式，鼓励各类实
体书店探索以图书交易为核心，
以文创产品、农副产品、轻餐、
体验经济为支撑的“1+3”发展
模式，打造集阅读学习、展示交
流、创意生活等于一体的书香服
务综合体。

加快实体书店体系建设

一是做大做强出版行业，通
过“甬派”传媒平台，推进宁波
出版社与新华书店集团主板上
市；加快推进数字出版内容产业
发展，到 2020 年，打造集动漫
原 创 设 计 和 研 发 、 网 络 游 戏 、
网络文学、网络视频、数字出
版为一体的宁波数字出版内容
生产基地，搭建宁波数字内容
和版权服务平台；依托天一阁
藏书文化优势，争取组建天一
阁古籍出版社；支持宁波出版
社 发 展 数 字 和 有 声 业 务 ， 到
2020 年，宁波出版业产值达到 2
亿元。二是规范出版物发行网
络，建立有序竞争的民间发行

渠道管理格局，支持宁波出版
社 建 立 有 专 业 特 色 的 门 市 部 ，
重视图书批发集散市场规范化
建设，在奉化区打造区域性图书
和多元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三是
加快“数字阅读”产业化，积极
推广有声阅读，在车站、公园、
广场等公共场所覆盖有声阅读二
维码；支持“甬派”等本地平台
在内容分类中增设有声阅读专
栏；打通“终端+通道+内容”
的手机阅读产业链，支持甬派、
宁波出版社等打造包括线上阅读
服务的多终端文化阅读类平台；
引导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
参与“书香宁波”建设。

完善多元化产业体系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市
昨天发布了 《2018 年宁波市居民
阅读调查》。调查显示，宁波市成
年 居 民 各 媒 介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90.3%，数字阅读水平位列全国前
茅。

本次调查是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城乡居
民阅读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宁波
市居民的阅读现状、阅读需求、
阅读行为、阅读趋势，为“推动
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宁波”提供
决策依据和参考，进而提升全民
阅读促进工作的针对性和成效性。

本次调查得出了以下七个方
面的宁波全民阅读大数据：

（一） 2018年宁波市成年居民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90.3%，其中
图书阅读率为52.5%，数字化阅读
方式的接触率为86.0%。

2018 年宁波市成年居民的图
书阅读率为 52.5%，报纸阅读率为
40.0%，期刊阅读率为 23.6%。受
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
化阅读方式 （网络在线阅读、手
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
阅读、Pad 阅读等） 的接触率为
86.0%。

综合各媒介，2018 年宁波市
成年居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
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
为 90.3%，高于 2018年全国平均水
平 （80.8%）。宁波还荣获 2018 年
度中国十佳数字阅读城市称号。

（二） 2018年宁波市成年居民
人均阅读4.19本纸质图书，人均
阅读3.21本电子书。

从居民对各类出版物阅读量
的考察看，2018 年宁波市成年居
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19 本；
人均报纸阅读量为 52.94 期 （份），
人均期刊阅读量为 2.91 期 （份），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

（三）传统媒介中，宁波市成
年居民人均每天阅读图书时间最
长；新兴媒介中，人均每天手机
接触时间最长。

在传统纸质媒介中，2018 年
宁波市成年居民人均每天读书时
间最长，为 22.15 分钟；人均每天
读报时长为9.59分钟；人均每天阅
读期刊时长为3.41分钟。

对新兴媒介而言，2018 年宁波
市成年居民人均每天上网时长为
96.64分钟，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
为 131.25 分钟，人均每天微信阅读
时长为37.55分钟，人均每天电子阅
读器阅读时长为 8.22 分钟，人均每
天接触Pad（平板电脑）12.54分钟。

（四）2018年宁波市成年居民
人均购书4.40次,同时有73.1%的
数字化阅读接触者愿意接受付费
阅读。

本次调查显示，宁波市成年居
民阅读图书的主要来源是“自费购
买”，选择比例高达 83.7%；其次是

“ 到 图 书 馆 借 阅 ”，选 择 比 例 为
36.3%；选择“向他人借阅”的居民比
例为 12.4%；阅读图书主要来源为

“在书店或书吧里看”“单位购买”
的居民比例分别为11.3%和10.1%。

“新华书店”是宁波市成年居
民购书的首选渠道，选择比例高
达 69.3%；其次为“网上购书”，
选择比例为 53.3%；选择通过“私
营书店”购买图书的居民比例为
12.9%；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图书的
居民较少。2018 年，宁波市成年
居民人均购书频率为 4.40 次，其
中，半数以上 （53.7%） 的宁波市
成年居民表示在 2018 年至少购买
过一次图书。

在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
居民中，七成以上 （73.1%） 的宁
波市成年居民表示能够接受付费
下载阅读。

（五）与上一年相比，更多的
宁波市成年居民认为自己增加了
数字内容的阅读，四成以上的宁
波市成年居民倾向手机阅读。

调查显示，六成以上（61.6%）
的宁波市成年居民认为，与 2017
年相比，自己的阅读量没有变化；
10.8%的居民认为自己增加了数字
内容的阅读；8.2%的居民认为自己
增加了纸质内容的阅读；7.0%的居
民认为自己减少了纸质内容的阅
读，有 5.1%的居民认为自己减少了
数字内容的阅读。

调查数据显示，42.0%的宁波市
成年居民倾向于“手机阅读”，有
35.6%的居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
图书阅读”，有 16.6%的居民倾向
于“网络在线阅读”，有 4.8%的居
民 倾 向 于 “ 在 电 子 阅 读 器 上 阅
读”，仅有 1.0%的居民“习惯从网
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读”。

（六） 2018年宁波市0—17周
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9.1%，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9.73本。
从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来

看，2018 年宁波市 0—8 周岁儿童
图书阅读率为 83.6%，9—13 周岁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98.3% ，
14—17 周岁青少年图书阅读率为
90.0%。综合三个年龄段考察，宁
波市 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
率为89.1%。

对未成年人图书阅读量的分
析发现，2018 年宁波市 14—17 周
岁青少年人均课外图书的阅读量
为 11.28 本，9—13 周岁少年儿童
人均课外图书阅读量为 13.52 本，
0—8 周岁儿童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6.77 本。综合三个年龄段来看，
2018年宁波市 0—17周岁未成年人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9.73本。

（七） 2018 年宁波市 0—8周
岁儿童家庭中，有陪孩子读书习
惯的家庭占83.6%。在有阅读行为
的家庭中，家长平均每天花费
26.48分钟陪孩子阅读。

对 亲 子 阅 读 行 为 的 分 析 发
现，2018 年宁波市 0—8 周岁儿童

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
家庭占 83.6%。在有阅读行为的 0—
8周岁儿童家庭中，有 96.1%的 0—8
周岁的儿童家长会选择陪孩子进
行阅读。有过亲子共读行为的 0—8
周岁儿童家庭中，家长平均每天花
费26.48分钟陪孩子阅读。

此外，2018年宁波市 0—8周岁
儿童的家长平均每年带孩子逛书
店 3.73 次。五成以上 （56.2%） 的
宁波市儿童家长半年内至少会带
孩子逛一次书店，其中，49.7%的
家长会在 1—3 个月内带孩子逛一
次书店。 （易水 整理）

▲宁波市成年居民每天阅读各媒介接触时长

▲宁波市成年居民阅读倾向

指标说明
图书阅读率：在本调查中使用

的是狭义的概念，即该年读过图书
的读者总体在我市成年识字人口总
体中的百分比。

图书阅读量：是指居民在过去
一年阅读过纸质图书的数量，根据
本次调查结果，通过 spss统计分析
软件，计算出居民过去一年人均阅
读图书的数量。

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是指
居民在过去一年接触过网络在线阅
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
光 盘 （CD- ROM） 阅 读 和 Pad

（平板电脑） 阅读中一种或几种以
上数字化阅读接触方式的居民在总
体居民中的比例。

综合阅读率：指过去一年阅读
过图书、报纸、期刊或接触过数字
阅读方式中一种或几种的居民占全
体居民的比例，其中图书、报纸、期
刊指过去一年阅读过一本（期、份）
以上图书、报纸、期刊的人数。进一
步来说，居民综合阅读率实际上是
指有书报刊或数字阅读行为的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例如综合阅读率
为 90%，表示有 90%的人口有阅读
行为，另外有 10%的人口什么都不
读。综合阅读率反映了总体阅读人
口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