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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初年的“图书馆权利”研究与传播

李国新

摘　 要　 新世纪之前，图书馆权利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 这一问题在业界被较多学者关注并逐渐形成热点始于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和业界专家学者的密切合作、协同推动，是研究和传播迅速升温的直接动力。

２００５ 年堪称中国图书馆权利“元年”。 ２００２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主持制定《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的过程，

是图书馆权利理念在中国组织化传播的开端。 伴随着研究的推进，图书馆权利内容进入了大学专业教育。 图书

馆权利研究与传播的时代贡献是：丰富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完善了对图书馆社会功能和价值的理论解释；指导

了中国图书馆的公益回归和服务转型实践；奠定了图书馆服务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认知程

度；唱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的先声。 参考文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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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图书馆权利“从无到热”

图书馆权利，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国际图书

馆界从理论研究到服务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一个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和典型案例的时

代性问题，但 ２１ 世纪之前在我国图书馆业界几

乎没有任何研究成果。 仅见的资料是，１９８５ 年 ２
月河北大学图书馆学系内部印行的《图书馆法

规文件汇编》，在目录中列有“（美）图书馆权利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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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宣言（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美国图书馆协会通过，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２ 日及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修订）”、
“（美）学校图书馆权利宣言（ １９６９ 年美国图书

馆协会核准）”，但正文却予以省略［１］ ；１９９０ 年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科教处编纂的《世界

图书馆事业资料汇编》，收录了《美国图书馆权

利法案》 １９６７ 年文本的中译本［２］ ； 杨子竞于

１９９０ 年出版的《外国图书馆史简编》在介绍美国

图书馆协会“维护公民阅读权利”职能时，用不

足 ３００ 字介绍了 “ 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 ［３］ 。
１９９６ 年，第 ６２ 届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会
议的许多主题讨论都涉及了图书馆权利问题，
但 ９０４ 名中国代表没有发出这方面的声音，５８
篇中国学者的入选论文没有一篇涉及这一问

题［４］ ，有关会议的大量报道、综述中，也没见到

过这方面的消息。 倒是国外的专业杂志上有过

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如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

自由委员会的系列出版物 《 图书馆自由》，在

１９９７ 年对这次会议中有关图书馆自由权利的讨

论做过较为全面、 系统的介绍［５］ 。 今天， 在

ＣＮＫＩ 期刊数据库中分别以“图书馆权利”或“图

书馆自由” 作为题名词、主题词、关键词检索，
２０００ 年之前没有一篇切题文献命中。 可见，新
世纪之前，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权利研究成果

在我国还属空白。
就笔者本人而言，我对图书馆自由 ／ 权利问

题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笔者出版了《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一

书，该书的《后记》中有一段话，记录了笔者发现

并研究这一问题的缘起：
那是 １９９５ 年，受北京大学的派遣，我正在日

本早稻田大学作访问研究。 ……在图书馆查阅

资料的过程中，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一个吸引了

大批界内外研究者、拥有大量研究成果的题目

引起了我的兴趣———“图书馆自由”。 什么是

“图书馆自由”？ 这是引起我兴趣的起点，因为

在此之前，也许是由于视野和见闻所限，我还真

没听说过这一话题。 再往下了解，原来“图书馆

自由”涉及了许多法律问题，甚至牵涉到了国家

的根本大法———宪法，牵涉到了基本人权———
生存权。 图书馆中也有这么严肃而重要的法律

问题？ 带着疑问，我又开始关注日本的图书馆

法律制度问题［６］ 。
拙著《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第六章为

“日本的‘图书馆自由’”，介绍了日本“图书馆

自由”的含义与原理，日本“图书馆自由”运动的

历史进程，日本《图书馆自由宣言》的主要内容，
以及日本的《图书馆员伦理纲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笔者先后发表了 《论图书馆的法治环境》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日本的

“图书馆自由” 述论》 （《图书馆》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日本“图书馆自由”案例研究》 （《图书馆》
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和《对“图书馆自由” 的理论思

考》（《图书馆》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四篇论文，集中

表达了笔者对图书馆权利 ／ 自由问题的思考。
图书馆权利 ／ 自由问题在国内业界被较多

有影响的学者关注并逐渐形成研究热点，大致

是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的。 笔者认为，体现必然性的

大背景主要有二。 首先是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全国人大

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在中

国生效，紧接着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十六大” 报告明

确提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权益，过去很少提到的“文化权利 ／ 权益”理念

出现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讨论怎样保

障人民文化权益的社会环境开始具备。 其次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以文养文”、“以文补

文”等市场化政策给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服务

机构带来的困境日益彰显，业界开始有学者思

考图书馆怎样实现理论转型、功能回归和实践

突破。 这一时期，范并思关于公共图书馆基础

体制、核心能力以及信息公平的研究，程焕文、
肖希明、王世伟等人关于图书馆精神的研究，蒋
永福关于知识自由与图书馆制度的研究，程亚

男关于读者权利的研究，《图书馆》杂志的“新世

纪新观点三人谈”系列等，殊途同归，针对的都

是弥漫于当时图书馆界的“有偿服务”导致的理

念与实践扭曲，呼唤的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

与体制的回归，让图书馆成为“保障知识信息自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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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社会机构 ／ 制度”成为共同的声音［７］ 。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和业界专家学者密

切合作、协同推动，是图书馆权利问题在我国迅

速升温的直接动力。 ２００２ 年初，中国图书馆学

会启动了“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制定工作，
在此过程中，学会秘书处就和相关专家学者形

成了共识：按照国际图书馆界的通行做法，由职

业道德规范建设入手进而推动图书馆权利规范

建设。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

中有关图书馆员职业道德问题的大会发言和分

会场研讨，内容已经涉及了图书馆权利，营造了

为图书馆权利问题预热的氛围。 ２００４ 年上半

年，学会秘书处汤更生等人和几位在京专家频

繁聚首讨论，策划创办中国图书馆学会新年峰

会，并策划在 ２００５ 年新年峰会、２００５ 年年会以及

２００６ 年的青年论坛上集中研讨图书馆权利问题。
当时，学术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有图书馆权利、图
书馆自由、图书馆自由或权利、图书馆权利或自

由、图书馆自由权利等，经过在 ２００４ 年苏州年会

期间广泛征求意见，决定在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

中采用“图书馆权利” 这一概念。 学会秘书处和

相关专家从 ２００２ 年就开始研讨中国图书馆权利

规范的名称与内容，倾向性的意见是，美国叫“权
利宣言”，日本叫“自由宣言”，作为中国图书馆

学会发布的此类文件，考虑中国的国情和现状，
还是学习台湾地区同行的政治智慧，叫“图书馆

服务宣言”为宜。 这就是后来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发

布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
总之，在“十六大”提出保障公民文化权益

的大背景下，经过业界一批专家学者的多角度

研究，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组织推动下，到 ２００４
年底，图书馆权利问题已经引起了业界同仁的

高度关注，开始聚焦成为新时期图书馆理论和

实践的热点问题。

２　 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５ 年新年峰会与

图书馆权利

２００５ 年称得上是中国图书馆权利“元年”，

这一年伊始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首届新年峰

会称得上是中国图书馆权利“元年”的“元点”。
新年峰会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策

划创办的一个全新的会议类型，它和当时已有

的年会、青年论坛、工作会议不同，既不是一个

纯粹的学术会议，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作会议，
也不是一个前沿讲坛，峰会的宗旨被概括为分

析当前形势，研讨重大问题，凝聚群体智慧，推
动事业发展，其实就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馆
长和实际工作者坐在一起，分析当前事业发展

的重要现实问题，通过研讨，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形成应对方略和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 首

届新年峰会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初在黑龙江大学召

开，时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詹福瑞、副理事

长徐引篪和马费城、秘书长汤更生，以及文化部

官员和二十多位业界馆长、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五项议题，第一项议题就是图书馆

权利，这是图书馆权利这一概念在中国业界正

规的会议中首次出现。 研讨的重点是我国目前

阶段的图书馆权利应该和可以包括什么要素，
怎样对这些要素加以解释等，目标是启动中国

的《图书馆服务宣言》制定工作。 黑龙江大学蒋

永福教授在会上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说明，与会

代表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后，范并思教授在其

博客中记录了讨论的情况。
新年峰会有五个议题，最有新意也是讨论最

热烈的议题，是“图书馆权利”。 蒋永福教授首先

对议题进行说明。 蒋教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简
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个议题的内涵与所需要讨论

的问题。 这个议题需要议的内容太多，在规定的

时间里，还有许多代表没有尽兴。 好在这个题目

所要达成的是一种“共识”，而非一种需落实的方

案，而在后面的讨论中，多数议题仍与“图书馆权

利”相关。 ……徐引篪副理事长在总结时说道，
２００５ 年要对图书馆权利进行呼吁、造势，力争早日

启动《图书馆服务宣言》。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８］

与会的李超平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也有

记录。
虽然这次会议有五个议题，但大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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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心问题是图书馆权利。 一旦说及实践层

面，观点的分歧便显露出来。 几位公共图书馆

馆长一致强调公共馆的实际困难，归根到底一

句话，就是缺钱。 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几位，
却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如果图书馆不做好自己

的事，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又如何得到政府的重

视呢？ 图书馆必须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程焕文

特别主张这样的理念，他用广东的公共馆这么

多年以来的实践来论证他的观点，虽然广东有

钱，但也有穷的地方，而且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到

政府的重视，也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过程同样

艰辛。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９］

我也清楚地记得，这次新年峰会俨然就是

一次讨论图书馆权利问题的专题会议，虽说是

五个议题，但诸如中国图书馆立法、著作权在图

书馆的合理使用等议题，说来说去就归结到了

图书馆权利，甚至连学会荣誉体系建立、社会阅

读也和图书馆权利挂上了钩。 通过这次会议，
中国图书馆学会领导层对图书馆权利研究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了清晰和统一的认识，专
家、馆长和实际工作者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诸

多共识，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大

力推动图书馆权利研究和实践的行动方案。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 ２００５ 年年会

在广西桂林召开。 在这次业界年度最大规模的

会议上，图书馆权利问题再次成为热点。 范并

思教授在题为“信息技术冲击下的图书馆人文

思潮”的大会专题报告中说道，进入新世纪，中
国图书馆学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地关注图书馆人

文精神、信息公平、图书馆职业理念、图书馆制

度、图书馆权利与图书馆法律等问题，给技术发

展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新的活力［１０］ 。 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

委员会举办了以“图书馆权利” 为主题的分会

场，这是图书馆权利议题继新年峰会之后在更

大规模的专业会议上亮相。 分会场采用专题发

言和公开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讨。 黑龙江

大学蒋永福教授做了题为“图书馆权利：内涵与

实现机制”的专题发言，正在北京大学留学的肯

尼亚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阿部做了题为

“肯尼亚的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权利”的发言，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公开讨论的主题为

“图书馆权利的迷失与复归———由事例说权

利”，由程焕文、陈传夫、李国新三人做主旨发

言，围绕国内图书馆服务中的典型案例从图书

馆权利的角度加以分析评说。 ２００５ 年年会对图

书馆权利问题的讨论，在更大的范围传播了图

书馆权利理念，也对业界的研究起了引领作用，
推动我国的图书馆权利研究走向高潮。

２００５ 年，我国图书馆权利研究走向高潮还

有另外一些标志性事件。 值得数说的首先是当

年国家社科基金公布的正式立项课题中，中山

大学程焕文教授主持的“图书馆权利研究”获批

立项，图书馆权利研究进入了最高层次的主流

学术研究范畴，对拓展和深化研究具有引领、促
进和示范意义。 二是多种学术期刊以敏锐的学

术眼光或开辟专栏，或集中研讨，发表了一大批

研究论文，在推动图书馆权利研究向纵深发展

上功不可没。 《图书馆建设》的“走向权利时代”
专栏、《图书馆》的“二十一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论

坛”专栏堪称代表。 三是图书馆服务中出现的

若干“事件”不断被界内外从“权利”的高度加以

评论分析。 典型的如“国图事件”、“苏图事件”、
“信师（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事件”等，从来没有

那么多的与图书馆相关的“事件”成为大众话题，
也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界内外人士把图书馆服务

中的摩擦碰撞上升到“权利”的高度，这表明，图
书馆权利的理念确实已经发挥了启蒙作用。

以新年峰会为开端的 ２００５ 年，在中国图书

馆权利研究和传播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页。

３　 《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制定

与图书馆权利

之所以要说到《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

则（试行）》（以下简称《准则》），是因为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图书馆学会主持制定该文件的过程，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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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权利理念在中国组织化传播的开端。
２００２ 年《准则》制定之时，图书馆权利的理

念已经进入中国，并有了初步的研究。 中国图

书学会秘书处凝聚的一批学者，利用《准则》制

定的契机，把图书馆权利的理念融入其中，把图

书馆权利理念由个人研究转化为组织化转播，
拉开了图书馆权利理念在中国传播的大幕。

《准则》制定和图书馆权利理念的密切关系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把图书馆权利规范和图书馆员

伦理规范一起纳入行业自律规范范畴。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与《准则》正文同时发布的，还有一个由笔

者起草，经过广泛征求意见而成的《〈中国图书

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解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图书馆）行业自律规范主要通过两种

形式实现：第一，行业协（学）会代表所有图书馆

制定和颁布图书馆的“服务宣言” （又称图书馆

的“权利宣言”），向社会公示图书馆作为一个社

会性机构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图书馆作为

一个整体为圆满完成肩负的社会责任所拥有的

合法权利。 这类自律规范被称为是图书馆对社

会的“誓约”。 如美国图书馆协会早在 １９３９ 年

就公布了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宣言》（又译《图书

馆权利法案》），日本图书馆协会 １９５４ 年公布、
１９７９ 年修订了日本的《图书馆自由宣言》等。 第

二，行业协（学）会代表所有图书馆员制定和颁

布图书馆员的职业伦理规范，向社会公示图书

馆的从业者———图书馆员为完成图书馆承担的

社会责任而应有的职业理念、专业素养和行为

规范。 这类自律规范被称为是图书馆员对社会

的“誓约”。 如美国图书馆协会最初于 １９２９ 年

颁布、１９９５ 年最新修订的《图书馆员伦理条例》，
英国图书馆协会 １９８３ 年公布的《图书馆员伦理

守则》，日本图书馆协会 １９８０ 年公布的《图书馆

员伦理纲领》等［１１］６－７。
当时写下这段话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从

国际图书馆界的普遍做法看，“权利规范”和“伦

理规范”是二位一体的事情，是图书馆界行业自

律的通行实现方式。 这段话隐含的一个意思

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将在完成《准则》制定工作

后，适时启动中国图书馆权利规范的制定工作，
从而完善中国的图书馆行业自律规范体系。

第二，《准则》的内容引进了一些现代图书

馆权利理念。 首先，《准则》从保障公民权利的

高度，阐述图书馆的社会功能。 《准则》的解说

在说明“确立职业理念，履行社会职责”时指出：
“图书馆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通过文献信息资源

的传播来保障公众‘认知权利’实现的机构；图
书馆员所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说是为保障公

民的文献信息资源获得权而服务。” ［１１］１５ 这和

２００５ 年以后突出强调的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公

众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的精神完全一致。 其

次，构建了图书馆服务的平等原则、守密原则和

公德原则。 《准则》的解说从生存权与图书馆利

用、受教育权与图书馆利用、思想自由权与图书

馆利用、休息权与图书馆利用等角度，阐述了利

用图书馆是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现代社会

公民拥有的一项新的“宪法权利” ［１１］２０－２２ ，确立

了图书馆平等服务的“权利”基础。 把“保守读

者秘密”写入《准则》，是当年的最大突破之一。
为读者保守秘密，是国际图书馆界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普遍奉行的服务原则，也是现代图书

馆权利理念的基本要素之一。 新世纪之初，这
样的理念即便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也很少

有人谈及。 《准则》在解说中阐述了守密原则和

保障权利之间的关系：“为利用者保守秘密，实
际上是图书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限制和后顾

之忧尽可能少的相对宽松、自由的利用环境，把
图书馆的大门向所有人洞开。 这种利用环境之

所以必须，根本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平等地利

用图书馆权利的真正实现。” ［１１］２４ 再次，提出了

“图书馆员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 《准则》中所

说的“促进信息传播”，在解说中做出了具体阐

释：“图书馆员职务活动的第一要义是促进知识

和信息的有效传播，这是由图书馆所承担的社

会责任所决定。 图书馆员不讳言不同利益集团

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差异，图书馆员了解知识

产权保护理念和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理念本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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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矛盾，但图书馆员是‘无传播就无权利’理

念的忠实信奉者、积极实践者，图书馆员不赞同

个人对知识产权的垄断。 图书馆员职务活动的

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全心全意地促进知识和

信息的公平、通畅、合法传播。” ［１１］２８ 《准则》所说

的“图书馆员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体现的就是

现代图书馆权利的理念，它为日后中国图书馆学

会有组织地参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制

定过程并与各方博弈，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三，利用制定和宣传《准则》的契机，传播

图书馆权利理念。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中国图书馆学

会年会在西安举行，笔者做了一个大会发言，题
目是“法治环境和国际视野下的图书馆员职业

伦理”，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从法治环境建设的

角度谈职业伦理，二是介绍正在制定过程中的

《准则》的主要内容，三是谈国际范围内图书馆

权利规范和伦理规范的关系。 在第三个问题

中，介绍了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宣言》、日本的

《图书馆自由宣言》，阐述了权利宣言和伦理规

范在内容上的二位一体关系。 ２００４ 年中国图书

馆学会年会在苏州召开，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

研究专业委员会举办了第二届图书馆法与知识

产权论坛，主题是“国际视野下的图书馆员职业

伦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这次专题论坛的主旨

发言包括：日本专修大学教授、日本图书馆协会

常务理事、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员伦理纲

领》策定委员会委员后藤畅的“日本《图书馆员

伦理纲领》的核心理念与实施现状”，美国加州

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新墨西哥大学西南研究中

心副教授玛利亚·特莉莎·马奎斯的“美国图

书馆协会图书馆职业道德准则与图书馆事业”，
澳门大学杨开荆博士的“港澳台地区的图书馆

员职业伦理建设”。 这些发言，都不同程度地涉

及了与职业伦理密切相关的图书馆权利问题。
可以说，中国图书馆学会主持制定《准则》的过

程，直接带动了图书馆权利理念在我国的传播，
为图书馆权利研究的升温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准则》所采用的形式、所表

达的理念，用今天中国图书馆界在理论和实践

上所达到的水准衡量，无疑差距很大、问题颇

多，但这就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时代水平。 从图

书馆权利研究的角度说，没有《准则》的制定，就
没有最初的图书馆权利理念的组织化传播。

４　 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权利

伴随着研究的兴起和推进，图书馆权利问

题在中国大学的专业教育中开始了进课堂、进
教材的历程。

２００２ 年秋季，笔者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申请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一门名为“图书馆法治

研究”的课程，内容设计为五个专题：①图书馆

法律体系；②中国图书馆法治建设；③图书馆权

利；④图书馆员伦理规范；⑤图书馆活动与著作

权。 其中“图书馆权利”专题涉及的主要问题包

括：①图书馆权利的理论基础与源流演变；②图

书馆权利的内涵分析；③中国图书馆权利的定

位、实现与维护。 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２００３ 年

秋季该课程正式开讲。 据笔者的不全面了解，
这大约是“图书馆权利”内容进入中国大学图书

馆学专业课程的开端。 在北京大学，这一课程

以及有关图书馆权利的教学内容，至今仍在延

续。 为了配合课程教学，笔者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组

织力量搜集、翻译国外的图书馆权利规范、图书

馆员伦理规范文本，着手编纂《图书馆法治研究

教学参考资料》，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在校内印行供教

学参考，其中包括 １７ 份国外图书馆权利规范中

译文本，２２ 份国外图书馆员伦理规范中译文本。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由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潘燕

桃副教授主编的图书馆学专业“面向 ２１ 世纪教

材”之一的《信息资源共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该教材提出了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定

理”说，其中“定理三”为“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

用信息资源的权利”。 具体阐释为：平等利用信

息资源是用户的基本权利；自由利用信息资源

是用户的基本权利；免费服务是自由平等利用

的保障［１２］ 。 该阐释虽然尚未直接采用“图书馆

权利”的概念，但体现了图书馆权利的核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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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标志着图书馆权利基本原理进入了我国大

学本科专业教材。
黑龙江大学蒋永福教授稍晚出版的教材较

为全面系统地吸收了新世纪以来有关图书馆权

利研究的主要成果。 其 ２００９ 年出版的《图书馆

学通论》在阐述“知识自由理念”时，落脚到了图

书馆权利，同时还从“图书馆自律制度”的角度，
介绍了图书馆权利和图书馆员伦理［１３］ 。 其

２０１２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简明教程》列有专

门部分，介绍图书馆权利的概念以及国内外研

究状况［１４］ 。
图书馆权利理念进课堂、进教材的意义在

于，丰富了图书馆的理论解释，完善了图书馆社

会功能概括，向未来的图书馆员传达了一种新

的思想理念，促进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

业融入国际潮流。

５　 图书馆权利研究和传播的时代贡献

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眼光审视新世纪以来

我国图书馆事业乃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发展进程时，当我们梳理和总结理论创新对事

业发展的促进时，可以看到图书馆权利思想、理
念研究和传播的时代贡献。

第一，丰富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完善了对

图书馆社会功能和价值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

来，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缺乏对公民的知

识和信息接受权是公民基本人权、思想自由权

的理论阐释，缺乏对图书馆制度是现代社会公

民思想、知识和信息自由保障制度的理论阐释。
图书馆权利理念和思想的研究，引进和吸收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国际图书馆学的思想成果，
丰富了中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从一个新的

角度阐释了图书馆存在于社会系统的合理性与

合法性，使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有

了更为完整的认识。
第二，指导了中国图书馆的公益回归和服

务转型实践。 ２１ 世纪初期，正值中国图书馆事

业在“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道路上徘徊彷

徨的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向什么方向发展，图
书馆事业回归公益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图书馆

服务的最高准则是什么，图书馆权利思想和理

念突出强调图书馆保障公众知识和信息权利的

公益属性，强调图书馆服务的“有教无类”和普

遍均等，对当时图书馆的公益回归和服务转型

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奠定了图书馆服务以人为本的理论

基础，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认知程度。 在图书

馆权利思想和理念研究与传播的过程中，专家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图书馆权利不是图书馆

的权利，不是图书馆员的个人权利，图书馆权利

从本质上说是利用者的权利，奠定了新时期图

书馆服务以人为本、以读者为本的理论基础。
图书馆权利思想和理念向全社会传播的结果，
是启迪更多的公众认识到社会系统中设置图书

馆是为了保障公众的思想、文化和信息权利，利
用图书馆是公民的权利，从而拉近了图书馆和

公众的距离，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认知程度。
第四，唱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公众基

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的先声。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发布的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形成实用、便

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１５］ 。 图书馆事业

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馆

领域始于 ２１ 世纪初年的图书馆权利研究，核心

思想就是强调图书馆服务以保障公众的思想、
知识和信息权利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

馆权利的思想和理念成为日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目标的理论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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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国家 “ 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 Ｍ］．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７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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