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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是中国档案界和图书馆界不同

寻常的一年, 国际图联大会和国际档案大会

几乎同时在北京召开, 会后国际档案理事会

和国际图联共同签署旨在加强档案工作与图

书馆工作合作的《北京宣言》。在此背景下, 对

同为高校内部信息机构的大学档案馆与大学

图书馆进行一次系统的比较研究, 显然是有

十分重要意义的。

1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比较

“大学”一词来自拉丁文U n iversias, 有

“联合组成”或“总和”之意。最早的大学可以

追溯到公元 12 世纪, 即受教会控制、主要讲

授神学、法学, 以培养神职人员和国家公务人

员为目标的大学, 较为有名的有波伦亚大学、

巴黎大学等。

西方初期的大学并没有建立图书馆。随

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对教科书出版的重

视, 大学的缮写室与图书室得到相应的发展,

并逐渐形成了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早

期藏书大部分来自捐赠。如巴黎大学的索帮

学院图书馆, 首先是在教父索帮献出自己藏

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之后德国、意大利等

国的学者也陆续捐款、赠书, 于是索帮学院图

书馆成了巴黎大学最重要的图书馆。又如哈

佛大学图书馆是在 1683 年一位年轻的英国

牧师约翰·哈佛捐赠了 400 本书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大学图书馆的历史非常悠久, 但早

期的规模都不大, 直到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

印刷书籍的大量出现, 以藏书为标志的大学

图书馆规模才得以迅速扩大。

大学档案馆与大学图书馆相比, 其历史

要晚得多, 而且在欧美只是许多蜚声国际、历

史悠久的大学才设立大学档案馆。如美国的

哈佛大学档案馆、英国的牛津大学档案馆、法

国的巴黎大学档案馆等都是在 18 世纪后逐

渐在各大学内部设立的, 一般的大学则很少

设立。大学档案馆不仅收藏行政管理方面的

档案文件, 而且收藏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档案

材料。

我国情况也基本一致。古代的书院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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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书馆, 而现代意义的大学图书馆也是新

式大学教育出现后就产生了。目前在我国有

不少藏书丰富、历史悠久的大学图书馆, 如北

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建国初

期, 全国有大学图书馆 132 个, 而现在几乎有

校必有馆。大学档案馆的诞生则是近 10 多年

的事。1982 年以前, 普通高等院校普遍只设

文书档案室, 大量的教学、科研等各类档案都

散失在各部门或个人手中, 处于无人管理的

状态。1982 年以后, 大多数院校成立了科技

档案室, 统一管理学校的科技档案。为统一、

协调分散的学校档案部门, 国家教委和国家

档案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档案

工作的几点意见》, 要求多数高校应积极创造

条件, 逐步建立综合档案室, 统一管理学校的

档案工作; 历史悠久、规模大、档案储量多、工

作基础好的少数重点高校, 经主管部门批准

可以成立档案馆 (系处级建制)。1986 年 4 月

3 日我国第一个大学档案馆在南京大学诞

生。目前, 国家教委 36 所直属高校中, 已有

27 所经批准建立了档案馆。我国大学档案馆

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

2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性质及体制

比较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在性质上有明

显的不同: 档案馆表现为双重性, 图书馆则表

现为单一性。

在我国, 大学档案馆既是学校档案工作

的职能管理部门, 又是永久保存本校档案、提

供利用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其双重性要求

大学档案馆一方面在校领导下主管全校的档

案工作, 对全校档案工作实行统筹规划、组织

协调、统一制度, 实施监督和指导; 另一方面

又要集中统一管理全校各部门产生的各种档

案, 并负责开发利用这些档案。这是根据档案

工作尤其是学校档案工作的特点确立的, 现

已在学校档案工作的法规中加以明确。大学

图书馆是根据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搜集、

整理和提供各种知识情报载体为广大师生服

务, 即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 是一

个科学文化事业单位。两者的区别在于, 大学

档案馆不仅承担和大学图书馆一样的各项业

务工作, 而且要负责学校的档案行政管理工

作。某些学校的档案馆同时挂起了“档案馆”

和“档案处”两块牌子, 其原因就在于此。

从体制上来比较, 大学档案馆的管理体

制近 10 年来不断变革。80 年代中后期, 档案

馆纷纷从校办或党办分离出来, 而与其他的

职能部、处平行。但由于学校档案工作涉及到

各个方面, 档案馆在脱离校办或党办后, 逐渐

暴露出它在协调、监督上的软弱性, 因此“校

领导专人分管档案馆”这种单线的管理体制

应运而生。但这种单线的管理体制往往导致

档案工作决策的单一性、间断性以及领导支

持的局限性。近几年来, 部分高校建立了档案

工作委员会, 由学校主要领导担任正副主任,

它是学校档案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 负责协

调档案工作与其他工作的相互关系。另外, 大

学档案馆必须接受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

各级教委分管档案工作部门的双重领导。与

之相比, 大学图书馆的体制则要显得简单而

且稳定得多。长期以来, 大学图书馆只是在一

名分管副校长的监督和检查下开展工作。由

于图书馆并无直接的行政管理机构, 因此大

学图书馆在业务上接受高校图工委的指导。

3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机构与功能

比较

大学档案馆成立较晚, 基础也较为薄弱。

在集中统一管理原则下, 一个高校只设一馆。

其内部机构在承袭传统的文书档案室、科技

档案室的基础上, 又应形势所需, 设立了音像

档案室、教学档案室、阅览室等, 某些大学档

案馆为了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还成立了

档案编研室甚至档案信息服务部。

大学图书馆因为历史相对久远, 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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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上有两种基本的类型: 集中式与分散式。

集中式的大学图书馆就是整个大学中只有一

个图书馆, 不设分馆。分散式是大学图书馆体

系由一个中心馆和许多院、系分馆组成。一般

说来, 历史较长的大学图书馆以分散式的居

多。大学图书馆内部门分工较大学档案馆完

善、科学, 馆内设有采购部、编目部、流通部、

期刊部、技术部、参考 (咨询)部、阅览部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学图书馆的机构形

式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动, 而大学档案馆则有

可能对内部机构进行一定的调整, 甚至也有

可能出现由中心馆和分馆组成的分散式大学

档案馆体系, 因为不少高校内各院、系保存的

档案数量正大幅度增加。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功能从总体

看是异同共存。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概括起来

讲, 有文献收藏功能、信息传递功能和教育功

能 3 个方面, 而大学档案馆的功能除了有这

3 个功能外, 还有管理功能和研究功能。

信息功能是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所

共有的。离开了信息功能, 两者就不可能为高

校的教学及科研提供服务。大学档案馆的基

本工作是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

以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 大学图书馆基本

工作是采购、编目、上架、流通、保管、统计、检

索等, 所有这些其实都属于信息工作的范畴。

因此, 信息功能是这两者的基本功能。但如果

再进一步分析, 两者所提供的信息还是有所

区别的。大学档案馆提供的是以纵向的原始

信息为主, 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则是横向的再

生信息。因此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是

学校内部重要的信息机构。当然在实际中, 人

们了解大学图书馆较多, 被誉为“大学的心

脏”, 而对大学档案馆则了解甚少, 这除其建

馆时间晚、作用尚未发挥出来外, 档案工作本

身的局限性如收集的滞后性、效益的潜在性、

服务的被动性等, 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

原因。总之, 大学档案馆的信息功能还有待进

一步发挥。

4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比较

大学档案馆一般馆藏丰富, 门类众多, 不

仅有文书档案, 还有科研档案、教学档案、基

建档案、设备档案、外事档案、出版物档案、教

师业务档案等。随着“产、学、研”逐步一体化,

经营档案也会日趋增多。不少大学档案馆还

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实物, 如美国哈佛大学档

案馆就一直保存着该校校门的大铜钥匙。虽

然在理论上大家对“实物档案”还颇有疑虑,

但在我国这种做法已较普遍。大学图书馆的

馆藏主要是各种出版物, 如书籍、期刊等。无

论是档案, 还是图书, 就其载体形式来看, 基

本上不外乎纸张、录音带、录像带、磁盘等几

种类型, 可以说它们完全一致。

但从馆藏的获取看, 大学档案馆与大学

图书馆是完全不同的。大学图书馆主要通过

购买的手段来丰富馆藏, 因此, 随着价格的上

涨, 所购图书复本数量就必然会有所下降。大

学档案馆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的馆藏丰富

主要是按规定接收获得, 即档案馆需主动接

收档案, 各档案形成部门也应积极配合, 自觉

移交档案, 这里当然也就不存在“费用”的问

题。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也会有

所交叉, 如本校教师出版的专著, 图书馆会作

专业书籍收藏, 档案馆则作教师的业务档案

收藏。当然交叉部分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5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比

较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业务工作都

是由一系列的工作环节所组成, 如分类、编

目、鉴定、保管、统计、利用等, 我们择其要者

比较如下。

(1) 分类。大学档案馆的分类对象是高

校内部各部门所形成的档案。档案分类通常

有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两种。实体分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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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档案的形成特征对档案实体如案卷、文

件进行的分类, 并作为档案排列上架的依据;

信息分类则是按照档案的内容特征对档案中

具有检索意义的信息进行分类, 为档案的科

学利用、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目前由

国家教委组织编制的《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

类法》正在部分高校试点, 以便完善后推广使

用。信息分类的标准是在简表——《中国档案

分类法》的基础上, 再加上详表——《高校档

案分类法》即可。

大学图书馆的分类主要是图书。图书分

类就是知识的分类, 目前各校的分类标准容

易统一。现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已被

广泛采用, 尽管少数高校仍与自己特有的图

书分类法并用。大学图书馆的分类与大学档

案馆的信息分类从实质上看是一致的, 因此

两者可进行合作, 并相互借鉴。

(2) 鉴定。随着馆藏量的日趋增加, 大学

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都面临馆藏的鉴定问

题。大学档案馆鉴定的工作内容包括: 确定档

案文件的保存价值, 销毁已失去保存价值的

档案文件; 调整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和密级,

其中心内容是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学图

书馆所进行的鉴定, 常称为“剔旧”, 即将失去

利用价值的图书剔除出去, 考虑的依据主要

是知识的“老化”。

(3) 保管。档案与图书都是由信息内容

与相应载体构成的统一体, 无论从内因来分

析, 还是从外因来分析, 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的

要求。因此, 在可能的条件下, 两者共用一馆

舍, 共用一些设备, 既很经济, 也很必要。目前

已有不少高校就是这样做的。

(4) 利用。开展好利用工作, 对于大学档

案馆和大学图书馆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

两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差异。比如借阅是

大学图书馆最基本的服务活动, 十分频繁; 但

对大学档案馆而言, 档案原件一般不外借, 只

在特殊的氰况下经过批准, 才能借出馆外, 还

有一些极为珍贵而禁止外借的特种档案。

(5)咨询。咨询是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

馆都普遍开展的工作, 内容相近。如协助利用

者查找档案或书刊; 帮助利用者使用各种检

索工具; 解答利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等。笔

者设想: 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可设立统

一的咨询机构, 其理由是两辙联系越来越紧,

而且档案与图书往往都是师生们不可缺少

的。

以上就大学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的诸方

面进行了粗略的比较, 可以看出它们都承担

着部分信息的开罚利用工作, 大学档案馆以

馆藏档案的原始性见长, 大学图书馆则以藏

书内容的广泛性、先进性取胜。两者同处象牙

塔内, 只有加强联系, 密切合作, 才能更好地

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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