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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 2007 年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状况述评*

黄体杨摇 甘友庆摇 杨摇 勇

摘摇 要摇 1978 - 2007 年,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随着中央政府对包括农村图书馆在内

的农村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图书馆学界对该问题的持续关注,农村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迎来了

极好的发展时期。 2006 年以来,研究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态势,但是,还存在着对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基础理论

及具体问题研究不足,作者分布不合理、研究水平偏低,以及研究的区域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研究不足等问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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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Rural libraries are basic鄄level public libraries. Their mission is to build rural culture and improve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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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绪论

农村图书馆是最基层的公共图书馆,担负

着建设农村文化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重任,
研究农村图书馆问题,是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
完善国家图书馆体系必不可少的工作。 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学者就农村图书馆问题进行了颇

为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

在诸如研究重视程度不够、水平偏低、区域不平

衡等问题。 本文通过较为全面的文献调查,就
1978 - 2007 年间我国农村图书馆的研究状况进

行评析,以期对我国农村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1. 1摇 概念界定

“基本概念冶是界定一个研究课题的“逻辑起

点冶,决定着一个研究课题的研究对象、体系结

构、学术特征和发展方向[1]。 在我国对农村图书

馆有不同的称谓,如农村图书馆(室)、乡镇图书

馆(室)、乡村图书馆(室)、村级图书馆(室)和乡

村社区图书馆(室)等,其概念的论述也不同。 冷

选英认为:“乡镇图书馆是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

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乡镇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它属

于文化事业单位,具有社会性、教育性、科学性和

服务性。 它的服务对象是当地农民、乡镇企业职

工和集镇居民等各个阶层,是公共图书馆在农村

的延伸和发展。冶 [2]吴雪珍和张念宏主编的《图书

馆学辞典》认为:乡村图书馆(室)是为乡村农民

服务的民办图书馆[3]。 杨玉麟认为:所谓农村图

书馆应当是指所有建立在农村地理区域内的,与
农业人口生产、生活和学习有关的所有图书馆

(室)。 具体讲,农村图书馆不仅包括县级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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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还应该包括县乡镇各类机关与企事业单位

的图书馆(室)、街道图书馆(室)、村落图书馆

(室),以及农村的中小学图书馆(室)等[4]。 黄

体杨对此也进行过分析和界定,认为:农村图书

馆(室)应该是为农村人口服务的公益机构。 具

体来说,是指由政府或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或个

人资助)举办的,受政府管理和控制,建立在农村

地区,为广大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娱乐

等服务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室)。 在我国,县级以

下农村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室)都属于农村图书

馆(室)范畴,包括乡镇图书馆(室)、文化站、村级

图书馆(室)及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的信息、文化

机构(如乡村信息中心、乡村图书馆等) [5]。 本文

的“农村图书馆冶即采此界定,不包括县级及以上

公共图书馆、机关单位图书馆(室)、农村中小学

图书馆(室)、企事业单位图书馆(室)和城市社区

图书馆(室)等。 但是一些讨论高校图书馆、县级

及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与农村图书馆合作建设

农村分馆以及农村中小学图书馆(室)与农村图

书馆合作建馆等问题的文献,纳入本文研究

范围。
囿于检索工具和资料获取,本文所指“我

国冶仅包括“中国大陆冶,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

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1. 2摇 检索工具和检索策略的确定

1. 2. 1摇 论文的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 - 2007)》(网络

版)和《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1989 - 2007)》
(网络版)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两个中文期刊全文

数据库,收录期刊均达 8000 种以上,本文选取其

为主要检索工具进行检索,能基本反映 1978 -
2007 年间我国农村图书馆的研究状况。 根据本

文对农村图书馆的界定,确定本文的检索策略

为:以“主题词冶为检索途径,以“农村图书馆 +乡

镇图书馆 + 乡镇图书室 + 乡村图书馆 + 村级图

书室冶为检索词,匹配方法为“模糊冶,得到第一批

检索结果;再利用“家庭图书馆(室)冶、“街道图

书馆冶和“乡村社区图书馆(室)冶等检索词检索,
得到第二批检索结果,将二者去重后得出最终检

索结果。 检索过程中以“主题词冶为检索途径和

运用“模糊冶匹配,实现较高的检全率,但导致冗

余度较高,检准率较低。 本文通过手工方法,在
检索结果中进行筛选,去除会议动态等非学术论

文及与主题不相关论文,确保选定的论文均属本

文研究领域。 对于作者和题名相同但刊载期刊

不同的文章(即一稿多发者),以最早刊发期刊为

准,不重复统计;对题名不同,内容重复甚至一致

的文章仍分别统计;对于期刊名称变更者,以目

前使用刊名为准。
1. 2. 2摇 专著、研讨会 /会议论文集和学位论文

的检索

利用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CALIS 联合目录、云南大学图书馆联机目录、云
南省图书馆联机目录、百度、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等检索工具,对涉及农村图书馆问题的专著、
论文集和学位论文进行检索,获得 1978 - 2007
年间的基本情况。

2摇 1978 - 2007 年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

状况概述与分析

2. 1摇 学术期刊载文统计与分析

2. 1. 1摇 发文量年度统计分析

根据 1. 2. 1 中的检索策略,检索到 1978 -
2007 年我国研究农村图书馆问题的论文共 953
篇,年均发文约 32 篇。 从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

看(图 1),自 1978 年的 2 篇到 2007 年的近百

篇,年度间发文量有一定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

势。 就论文数量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淤1978 - 1981 年是“文革冶后的调整时期,

研究成果极少,四年仅有 12 篇文章发表;
于1982 - 1996 年是改革开放后的初步发展

时期,农村图书馆问题逐步纳入研究者视野,年
均发文量在 10 - 40 篇之间,年度间发文量有一

定起伏,总体呈上升趋势;
盂1997 -2005 年是从初步发展走向繁荣的过

渡时期,年论文量从 37 篇到 66 篇不等,1998 年达

到最高 66 篇,其后论文量有所下降。 这一时期政

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图书馆学界对

农村图书馆问题的逐步关注,如政府先后实施了

“知识工程冶、“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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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冶问题,以及“中国图书馆学会社区乡镇图书

馆专业委员会冶的成立,都为农村图书馆理论研究

与事业发展的繁荣作了必要的准备;
榆2006 - 2007 年属于研究繁荣时期,发文

量增幅较大,2006 年创历史新高,2007 年将近百

篇。 此时政府对“三农冶问题持续重视,加快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

度,继续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冶建

设,使图书馆学界对农村图书馆问题的关注也

逐步深入。 文献数量的增长体现了政府和图书

馆学界对农村图书馆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说明

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繁荣时期已经到来。

图 1摇 研究论文年度分布图

2. 1. 2摇 研究主题统计分析

本文将检索到的论文主题分 10 个方面列出

(见表 1)。 从表 1 看出,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的

主题具有以下特点:淤研究面基本覆盖了农村

图书馆问题的方方面面;于研究主要集中在农

村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上,共有 435 篇讨论

此问题,占论文总量的 45. 65% ;盂个案分析、业
务工作与管理和图书馆服务的论文有一定数

量,分别占 17. 21% 、8. 50%和 8. 60% ;榆基础理

论和综述的论文有 118 篇,占 12. 38% ,但是就

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来看,论文所占比例还相对

较少;虞农村图书馆资源建设、现代信息技术在

农村图书馆的应用、民办图书馆、分馆建设和少

儿图书馆等几个方面的论文数量明显不足。

表 1摇 研究论文主题分布表

主摇 题
论文量
(篇)

比例
(% )

基础理论和综述 118 12. 38
农村图书馆建设和发展 435 45. 65
农村图书馆资源建设 10 1. 05
农村图书馆服务 82 8. 60
业务工作与管理 81 8. 50
新技术 9 0. 94
个案分析 164 17. 21
民办图书馆 31 3. 25
分馆建设 17 1. 79
少儿图书馆 6 0. 63
合计 953 100

2. 1. 3摇 作者及工作单位统计分析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本文仅统计合作者中

的第一作者,团体作者不在统计范围内。 953 篇

文章中,除佚名者 26 篇、团体作者 2 篇外,763
位作者(占作者总数的 96. 46% )共发文 925 篇,
每位作者平均发文 1. 21 篇,单个作者最高发文

量 8 篇(见表 2)。 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作者

都只是偶尔涉足农村图书馆领域,并没有形成

固定的研究群体。

表 2摇 研究论文作者统计表

作者
论文
(篇) 作者

论文
(篇) 作者

论文
(篇) 作者

论文
(篇)

徐哨峰 8 王学熙 4 李仁佳 3 徐关元 3
张应和 8 颜茂槐 4 李 霞 3 尹端章 3
丁永林 7 周晓季 4 麦群忠 3 于慎忠 3
王 才 7 曹湘平 3 宋忠烈 3 詹东升 3
廖腾芳 6 陈惠英 3 王志俊 3 张家齐 3
沈庆丰 5 仇纯谷 3 夏国栋 3 张 炜 3
陈旭红 4 何义珠 3 肖玉明 3 张永苏 3
摇 摇 注:发文 2 篇的作者 79 人,发文 1 篇的作者
656 人。

除 158 篇文章作者单位未知外,其余 795 篇

文章作者(占论文总数的 83. 42% ,见表 3)来自

政府、教学、科研和各类型图书馆,但分布极不

平衡,并呈现如下特点:
淤市、县图书馆工作者的文章占发文量的

64. 41% ,说明我国市、县图书馆工作者是研究农

村图书馆问题的主体,对农村图书馆研究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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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于市、县文化局(馆),政府、
党校、机关,乡、镇文化站等部门都有与农村图

书馆相关的文章发表,共计占 11. 08% ,说明行

政机构人员对农村图书馆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盂高校教学研究机构的论文量仅占

3. 02% 。 在我国,高校图书馆学专业教学单位

和图书馆学相关研究机构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

的核心,但在 1978 - 2007 年的 30 年间,高校教

学研究机构对农村图书馆的研究文献年均不足

1 篇,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机构对农村图书馆

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榆农村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研究文献数量偏少(“农村图书

馆冶占 1. 14% ,“乡、镇文化站冶占 1. 26% ),说明

我国农村图书馆工作人员缺乏一定的研究和交

流意识;虞核心作者集中于公共图书馆,以市、
县图书馆为主体。 发文量在 3 篇及 3 篇以上作

者(本文视为核心作者),市、县图书馆有 19 人,
占 67. 86% ; 省、 直 辖 市 图 书 馆 有 4 人, 占

14郾 29% ;2 人来自市、县文化局,占 7郾 14% ;仅 1
人来自乡镇文化站,占 3. 57% ;农村图书馆工作

者发文量没有超过 3 篇的;此外,还有 2 位高校

图书馆工作者发文量超过 3 篇。

表 3摇 研究论文作者工作单位统计表

作者单位 论文量(篇) 百分比(% ) 作者单位 论文量(篇) 百分比(% )
市、县图书馆 512 64. 41 高校教学研究机构 24 3. 02
高校图书馆 92 11. 57 乡、镇文化站 10 1. 26

省(直辖市)图书馆 57 7. 17 农村图书馆 9 1. 14
市、县文化局(馆) 41 5. 16 其他 12 1. 51

政府、党校、机关部门 37 4. 66 — — —

2. 1. 4摇 作者所属省份分析

如表 4 所示,除 185 篇未检索到作者所属省

份外,发表的 768 篇(占发文总数的 80. 59% )文
章,涵盖了我国(中国大陆)除西藏和海南外的

29 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江苏省最多,达 136
篇,其次是辽宁省(71 篇)、浙江省(69 篇)等;而
新疆(1 篇)、青海(3 篇)等省(市、自治区)发文

很少。 有 471 篇属东部地区,占总数的61. 33% ,
平均每省 38. 42 篇;有 222 篇属中部地区,占总

数的 28. 91% ,平均每省 24. 67 篇;有 75 篇属西

部地区,占总数的 9. 76% ,平均每省 7. 5 篇。

表 4摇 论文作者省份统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省份
发文
(篇) 省份

发文
(篇) 省份

发文
(篇)

江苏省 136 湖南省 54 云南省 24
辽宁省 71 黑龙江省 38 陕西省 14
浙江省 69 湖北省 36 四川省 12
山东省 61 江西省 26 贵州省 10

广西壮族
自治区

29 安徽省 23 宁夏回族
自治区

6

福建省 26 山西省 19 青海省 3
河北省 26 河南省 13 甘肃省 3

续表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广东省 23 内蒙古
自治区

10 重庆市 2

上海市 14 吉林省 3
新疆维
吾尔族
自治区

1

北京市 8 — — 西藏
自治区

0

天津市 8 — — — —
海南省 0 — — — —
合计 471 合计 222 合计 75

摇 摇 注:表中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根据
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标准,见参考文献[6]。

从表 4 看出,农村图书馆研究较发达的是江

苏、辽宁、浙江、山东等东部地区,大部分中、西
部地区研究较为落后,这与农村图书馆在我国

东部地区发展较好,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迟缓

有关。 此外,海南省虽属东部地区,但未检索到

相关文献,四个直辖市研究农村图书馆问题的

论文也不多。
2. 1. 5 载文期刊分析

统计到的 953 篇论文分布在 160 种期刊上,
其中发文量超过 20 篇的期刊有 17 种,共计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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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篇,通过查阅《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
版)》,发现 17 种中仅 《图书馆》、 《图书馆杂

志》、《图书馆建设》、《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
书馆论坛》和《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为核心期刊,
共发文 230 篇,占 35. 5% 。 可见,发表农村图书

馆相关论文的期刊以普通期刊和内刊居多,这
说明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还没有进入图书馆学

研究的主流,也说明研究群体的研究水平、研究

质量有待提高。

2. 2 摇 专著、研讨会 /会议论文集和学位论文情

况概述与分析

2. 2. 1摇 专著

1978 年以来,我国学者就农村图书馆问题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作。
概观这一时期的研究著作,可将其分为三个时

期,三个层次。
第一个时期,农村图书馆业务工作研究,时

间主要集中在 1978 - 1987 年间。 出版的著作主

要有浙江图书馆和慈溪县图书馆合编的《社、队
图书室业务工作》(1980)、华东地区省级图书馆

协作会编写的《乡镇图书馆工作》等。 这些著作

主要围绕农村图书馆业务工作问题(藏书建设、
图书分类、编目工作、读者工作和图书馆网等)
展开分析和研究,属研究的初级层次。

第二个时期,农村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
时间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及其稍后一段时间。 这

一时期也有少量关于农村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专

著,如卢子博主编的《乡镇图书馆工作》(2000)。
该书作为图书馆岗位培训教材,将重点放在图

书馆业务工作方法的分析和介绍上,是上一阶

段的延续和深化。 但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农村图

书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出版的著作

主要有唐士志的《乡镇图书馆建设的实践与理

论》(1995)和季根章主编的《乡镇图书馆建设的

实践与理论》 (1999)等。 这些著作从初级层次

的讨论业务工作发展到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并重,开始关注农村图书馆理论问题的探讨,属
研究的中级层次。

第三个时期,农村图书馆综合研究和深层

次专题研究,时间是 2006 年至今。 这一时期出

版的著作主要有廖腾芳《中国乡村社区图书馆

的现状及发展模式研究》(2006),白兴礼和杨桂

莲《甘肃贫困农村图书馆信息知识援助》(2007)
等。 研究内容不仅涉及农村图书馆的基本理论

问题和业务工作问题,还对其经费问题、构建模

式问题、管理模式问题、教育问题等展开分析和

研究,同时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研讨,属于

研究较为高级的层次。
总体来说,1978 年以来我国农村图书馆研

究从最基本的业务工作研究,逐步发展到对理

论问题、发展问题、服务问题、管理问题等进行

全面的研究;从最初对基本业务工作的介绍性

论述,发展到目前就某一问题开展深层次的研

究,呈现出逐步深化的趋势,研究工作不断深化

和发展,研究体系不断完善。
2. 2. 2摇 研讨会 /会议论文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内就有一些区域性的

研讨会讨论农村图书馆问题。 如 1982 年江西省

图书馆学会举办了农村图书流通学术研讨

会[14]252;1986 年湖北省召开了全省图书馆工作

会议,通过了《农村区镇图书馆发展规划》 [14]288;
1990 年浙江省文化厅、省图书馆学会召开了全

省农村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14]312;1998
年召开的江苏省农村乡镇万册图书馆建设现场

会等[14]370。 与之相配套,有一些论文集出版,如
《上海江苏地区乡镇图书馆论文集》、《江苏省乡

镇图书馆论文集》等。 我国首届农村图书馆建

设理论研讨会于 1997 年 11 月 8 - 10 日在江苏

省江阴市召开[14]367,开创了 1978 年以来农村图

书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先河。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21 世纪中国沿海地

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冶的召开[15] 和

“中国图书馆学会社区乡镇图书馆专业委员会冶
的成立,我国农村图书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开

始走上规范化道路。 “21 世纪中国沿海地区乡

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冶是“第一届中国社区

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冶,至 2007 年,已经

成功举办了 6 届,并结集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表 5)。 在大会讨论主题和论文集中,着重就

《21 世纪乡镇图书馆宣言(讨论稿)》、中国农村

图书馆发展模式、实践与经验、农村图书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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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资源建设、可持续发展、农村图书馆与学习

型社会及农村图书馆与和谐社会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和研究。 第七届“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

展战略研讨会冶 将于 2008 年 11 月在 广 西

召开[22] 。

表 5摇 历届“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冶

届摇 数 时间 主摇 题 会议地点 论文集

第一届 2001 21 世纪中国沿海地区乡镇图书
馆发展战略

江苏省无锡市
21 世纪中国沿海地区乡镇图书馆
发展战略研究

第二届 2002 21 世纪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理
论研究与实践

辽宁省大连市
理性的探索: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
发展战略研究

第三届 2003 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建设理论
与实践研究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
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上卷:社区图
书馆建设

第四届 2005 建设社区乡镇图书馆———步入
学习型社会

广东省深圳市 发展中的社区乡镇图书馆

第五届 2006 社区乡镇图书馆与和谐社会 湖北省襄樊市
润物细无声———社区乡镇图书馆
与和谐社会

第六届 2007 市县图书馆与社区乡镇图书馆
的建设与发展

山西省大同市 新环境下图书馆建设与发展

摇 摇 注:本表根据参考文献[15 - 21]整理而得。

2. 2. 3摇 学位论文情况

利用清华同方《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两篇有关农村图书

馆的硕士学位论文:王煜的《南海区镇(街道)图
书馆研究》(中山大学)和肖卓的《村级图书馆发

展研究: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村级图书馆个案

调查》(中山大学)。 两篇文章都是在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针对个别地区农村图书馆建设过程

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尚且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解决方法,探索我国农村图书馆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

3摇 1978 - 2007 年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

存在的问题

3. 1摇 对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

1978 年以来,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在发文

量和研究深度上都呈持续发展状态,但与图书

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情况相比,无论从发文量、
研究水平,还是从著作出版情况等方面来看,都
远非理想状态,原因之一是图书馆学界对此重

视程度不够。

如上所述,1978 - 2007 年研究我国农村图

书馆问题的论文共 953 篇,年均发文不足 32 篇,
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与图书馆学科同期整

体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说明我国对农村图

书馆的研究相对不足。
又如在 1993 - 2007 年间批准的“社科基金

项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冶中,均无研究农

村图书馆的项目,最相近的项目是南开大学于

良芝教授主持的“面向学习型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县级图书馆功能设计研究冶 (2006) [25] ,
也未能深入到农村图书馆领域。 与其他类型图

书馆的研究相比,我国农村图书馆的研究显得

相对薄弱。

3. 2摇 发展问题为研究重点,基础理论及具体问

题研究不足

从研究主题看,目前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

的重点在“建设和发展农村图书馆冶上,论文占

总量的 45. 65% ;从已经出版的著作以及前几届

“中国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冶的议题

中也看出,农村图书馆如何发展,农村图书馆建

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农村图书馆在农村文化建

077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五卷摇 第一八茵期摇 Vol. 35. No. 180

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农村图书馆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及措施建议,农村图书馆的发展模式等一

直是研究和讨论的重点。 从研究成果看,目前

尚未有突破性进展。 可以预见,在将来的研究

中农村图书馆发展问题仍将是研究重点。
基础理论研究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农村

图书馆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农村图书馆

基础理论文献很少(占 12. 38% ),实践总结和理

论分析也有限,研究内容空泛,深度不够,并且

在研究中流于一般概念的诠释,缺少创新思维

和理论上的突破。 另外,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

服务问题是图书馆工作和研究的核心内容,在
研究中却得不到重视,研究文献量有限(图书馆

资源 建 设 仅 占 1. 05% 、 图 书 馆 服 务 仅 占

8. 60%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

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图

书馆、网络图书馆和 Lib2. 0 等成为图书馆学的

研究热点,但在农村图书馆研究领域关于信息

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极少(新技术仅占 0. 94% )。
我国一直没有“图书馆法冶,也没有明确的

政策保障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研

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寻求政府、社会的支持和赞

助,建设并维持其发展的问题上,研究多关注普

遍性和宏观问题,研究成果与农村实际情况存

在较大差距,缺少可资借鉴的实际操作性建议,
难以形成对农村图书馆发展的实质性指导。 这

导致了对基础理论、信息资源建设、服务工作、
馆员素质以及新技术等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
这种不足又使得其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致使服

务效果不理想,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 图

书馆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农村图书馆事业

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

尽快付诸实践。

3. 3摇 作者分布不合理,研究水平偏低

据以上分析,农村图书馆研究者主要是市、
县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受其环境和工作性质

的制约,主观研究较多,缺乏对客观实践的把

握,因而论文质量和产生的影响也大打折扣;工
作在农村图书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

论文发表。 这既不利于工作经验交流,更不利

于农村图书馆健康发展。 本应承担农村图书馆

问题研究的公共图书馆及高校教学研究科研单

位,对此研究也不足,未形成固定的研究群体。
而已发表的研究农村图书馆的论文中,刊载于

普通期刊和内部刊物者居多,核心期刊偏少,虽
然有农村图书馆研究未被充分重视的因素,也
说明了研究水平偏低的事实。 这些因素致使我

国农村图书馆的研究一方面得不到社会、政府

和科研单位的认同;另一方面,研究的落后直接

导致建设的落后。

3. 4摇 区域间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研究不足

据上述分析,农村图书馆研究者集中于东

部沿海地区和个别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研究

较为落后,发文极少。 在主题为“个案分析冶的

164 篇文章中,论述东部地区的有 105 篇文章,
占 64. 02% ;中部地区 42 篇,占 25. 61% ;西部地

区 12 篇,仅占 7. 23% 。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图

书馆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分布在东部,广大中

西部地区相对不足。 2001 年以来的诸届“中国

社区乡镇图书馆发展战略研讨会冶也都是在研

究较为活跃的东、中部地区召开,这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区域间的不

平衡。

4摇 结语

1978 - 2007 年,我国农村图书馆研究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随着中央政府对包括农

村图书馆在内的农村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

图书馆学界对该问题的持续关注,农村图书馆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迎来了极好的发展时

期,2006 年以来,研究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态

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该研究领域目前所

存在的问题。 我们相信,随着这些不足的逐步

改善,我国农村图书馆事业会走上健康发展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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