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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成就与经验

∗

冯　 云

摘　 要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各族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①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加；②办馆水平不断提高；③文献资源日益

丰富；④服务水平不断提升；⑤数字化进程逐步加快；⑥馆员能力不断提升；⑦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 民族地

区公共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家倾斜与扶持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现代公共图书馆

理念是其发展的重要引导；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事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自主创新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外部援助

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是其发展的根本道路。 但同时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在以下方面仍有待加强：经费保障机

制有待健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完善；服务供给与需求亟待契合；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法制建设尚

待健全。 表 ３。 参考文献 ５７。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民族地区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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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 ５５ 个

少数民族、１５５ 个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 ８ ５％，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国

土总面积的 ６４％ ［１］ ，２ ２ 万公里陆地边境线中有

１ ９ 万公里在民族地区。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始终处于战略性地位，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点。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在提升少

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实
现文化脱贫和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为各族群众享有基本文化权益提

供重要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

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实施了优惠与倾斜政策，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地区公共

图书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由于历史、自

然和文化等因素，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起

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

实现全面均衡发展的瓶颈。 本文梳理与回顾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

的成就与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

议，以期为“十三五”时期构建覆盖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推动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加快民族地区公共

图书馆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参考。

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发展的成就

１．１　 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加

“文革”期间我国图书馆事业基本上处于停

滞状态，公共图书馆被查封、撤销或转并，数量

大幅减少。 据统计，１９７０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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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馆从原有的 ３０ 余所缩减至 １８ 所，各项业

务也大多处于瘫痪状态［２］ 。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

业迎来发展的新机遇，公共图书馆机构数量开

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如表 １ 所示，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共计 ７６６ 个，较

１９８１ 年的 ３３１ 个增加了 １ ３１ 倍，占全国公共图

书馆的比重为 ２４ ３％（２０１６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

为３ １５３个），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族人民

的共同努力之下，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

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表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图书馆数量

年份 数量（个） 年份 数量（个） 年份 数量（个） 年份 数量（个）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８ ５４９ １９９８ ６６１ ２００８ ６０４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５５１ １９９９ ６７０ ２００９ ６１９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５５６ ２０００ ５６３ ２０１０ ６３６

１９８１ ３３１ １９９１ ５６１ ２００１ ５６３ ２０１１ ６５３

１９８２ ３３２ １９９２ ５７３ ２００２ ５６７ ２０１２ ７４９

１９８３ ４０７ １９９３ ５７３ ２００３ ５６６ ２０１３ ７５７

１９８４ ４６９ １９９４ ５７７ ２００４ ５７５ ２０１４ ７５８

１９８５ ４９４ １９９５ ５８４ ２００５ ５９１ ２０１５ ７５８

１９８６ ５３３ １９９６ ５７３ ２００６ ６０２ ２０１６ ７６６

１９８７ ５４７ １９９７ ５９６ ２００７ ６０５

（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相关数据整理，表中统计数据包括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即包括所有自治

区、自治州、自治县等。）

　 　 从表 １ 可知，民族自治地方公共图书馆数

量总体呈增长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

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与图书馆政策实施的影响。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１２ 日，“全国民族地区图书

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加强民族

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开创民族地区图书馆事

业新局面”为主题，就如何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

导，积极发展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以及如何根

据民族地区的特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图书馆

工作等问题展开探讨［３］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关于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首次全国性会

议，标志着我国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进入

历史新纪元。 １９８４ 年，原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少数民族地

区图书馆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馆舍条件、加快人才培养、实行对口支

援、智力支边等诸多措施［４］ 。 这次会议的召开，
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对建设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

的重视，使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数量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得到较快增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受市场

经济的冲击，全国图书馆事业整体处于“低迷”
状态，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数量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６７０ 个减少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６３ 个。 世纪之交，党
中央做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对民族地区

实施了财力、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的帮扶，公共

图书馆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数量开始稳步

增长。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少

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坚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文化事业，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

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并提出发展目标：“到

２０２０ 年，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覆盖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

建立，主要指标接近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少数

民族群众读书看报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开
展文化活动难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少数民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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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 ［５］ 在此

指导精神下，国家对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客观上促进了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国家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纳入重要战略布局，民族地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公共图书馆得到

较快发展，数量显著增长。

１．２　 办馆水平不断提高

单从数量上难以客观评价公共图书馆的发

展水平，还需对其办馆水平进行综合考察。 因

公共图书馆评估涉及服务效能、业务建设与保

障条件等指标，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图书馆办

馆水平，为此，可借鉴评估结果对民族地区公共

图书馆办馆水平进行综合考察。 自 １９９４ 年我国

首次对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实施评估定级工作

以来，共进行了六次评估定级（见表 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上等级数量总

体不断增加。 在第六次评估中，内蒙古上等级

馆为 ８９ 个，较第一次增长 １ ７０ 倍；广西为 ９０
个，增长 ０ ８８ 倍；宁夏为 ２５ 个，增长 ０ ７９ 倍；新
疆为 ９１ 个，增长 ８ １ 倍。 西藏作为公共图书馆

各项指标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从 ２００９ 年起开

始参加评估，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的《关于公示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评估定级结果的公告》，西藏图书馆被评为二级

馆，昌都市图书馆、林芝图书馆分别被定级为三

级馆。 由此说明 ，近年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

在办馆条件、基础业务建设与管理，以及经费、
文献保障能力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总体办馆

水平不断提升［６］ 。

表 ２　 少数民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上等级馆数量

地

区

第一次评估 第二次评估 第三次评估 第四次评估 第五次评估 第六次评估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合
计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合
计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合
计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合
计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合
计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合
计

内
蒙
古

０ ３ ３０ ３３ ２ １５ ４１ ５８ ３ １１ ３３ ４７ ７ ９ ４２ ５８ １４ １８ ４８ ８０ ２１ ２１ ４７ ８９

广
西 ２ １８ ２８ ４８ ２ １５ ４３ ６０ ４ １１ ５２ ６７ ７ ５ ５７ ６９ １６ ３４ ４４ ９４ １０ １６ ６４ ９０

宁
夏 １ ６ ７ １４ ２ ８ ５ １５ ２ ９ ３ １４ ３ ４ １０ １７ ７ ３ １１ ２１ ８ １４ ３ ２５

新
疆 ０ ２ ８ １０ ２ ５ １５ ２２ ２ ５ ３３ ４０ ３ １３ ５１ ６７ ８ ２０ ４１ ６９ １８ １８ ５５ ９１

西
藏 — — — — — — — — — — — —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４ ５ ０ １ ２ ３

注：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相关统计数据整理；

②西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未参加前三次评估定级。

１．３　 文献资源日益丰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

文献资源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主要表

现在：文献资源总量大幅增加，人均馆藏占有量

有所提高，资源结构日趋合理，保存和传承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能日益凸显。
（１）文献资源总量日益丰富，人均馆藏量逐

年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公共

图书馆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加强文献资源建设，

馆藏总量大幅提升。 以五个民族自治区为例，
１９７９ 年公共图书馆总藏量合计 １ ２４５ 万册（其

中，广西 ５８１ 万册，内蒙古 ４０１ 万册，宁夏 １５６ 万

册，新疆 １０７ 万册，西藏尚未统计） ［７］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五个自治区总藏量达 ６ ７０６ 万册

（件），较 １９７９ 年增长了 ４ ３９ 倍。 其中，内蒙古

１ ７０４万册 （ 件）， 广西 ２ ７２０ 万册 （ 件）， 新疆

１ ４１８万册（件），宁夏 ６８７ 万册（件），西藏 １７７ 万

册（件） ［８］ 。 除了文献资源总量增长之外，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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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公共图书馆馆藏量也在逐年增加。 如表 ３
所示，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宁夏人均馆藏量为 １ ０２
册，内蒙古为 ０ ６８ 册，均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０ ６５ 册［９］ 。 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地区

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全国及少数民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人均藏量（单位：册 ／件）

地区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全国 ０ ３２ ０ ３７ ０ ４４ ０ ４６ ０ ４７ ０ ５１ ０ ５５ ０ ５８ ０ ６１ ０ ６５

宁夏 ０ ６８ ０ ６３ ０ ７０ ０ ７３ ０ ７８ ０ ７８ ０ ９１ １ ０４ １ ０６ １ ０２

新疆 ０ ３０ ０ ４１ ０ ４３ ０ ５１ ０ ４５ ０ ４９ ０ ５５ ０ ５６ ０ ５５ ０ ５９

内蒙古 ０ ２９ ０ ３１ ０ ３６ ０ ３８ ０ ４３ ０ ４６ ０ ５３ ０ ５８ ０ ６０ ０ ６８

广西 ０ ２９ ０ ３２ ０ ３６ ０ ４１ ０ ４０ ０ ４１ ０ ４５ ０ ５２ ０ ５４ ０ ５６

西藏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２２ ０ ３２ ０ ３９ ０ ５０ ０ ５３

（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和《中国图书馆年鉴》（２０１６）相关数据整理）

（２）文献资源结构日趋合理。 网络化、数字

化时代的到来，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文献资源基

础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纸质资源已难以满足信

息环境下用户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为了适应用

户的新需求，图书馆形成以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

相结合的新型资源结构体系［１０］ 。 在此背景下，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创新文献资源建设方式，
除了购置纸质资源外，还不断加大电子资源采

购力度，形成文本、音频、视频等多种类型互为

补充的资源体系，使馆藏文献资源结构日趋合

理。 近年来，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

推动下，民族地区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步伐进一步加快。
（３）保存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能

日益凸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通过采购、征集、交换、受赠等多种方式加强

对民族文献的收藏与整理，不断充实特色馆藏。
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对蒙文文献，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图书馆对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文献，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对回族、伊斯兰教文献

等均进行了收集与整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

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民族地区

公共图书馆开始尝试研发民族文献信息处理系

统和数据库，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率先研发

了“微机蒙文图书目录管理系统” “现代蒙古语

文数据库”“蒙文信息处理系统”等［１１］ 。 ２１ 世纪

以来，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民
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将地方文献、非物质文化遗

产、口述历史文献等纳入馆藏文献资源建设中，
在民族文献数字化开发与利用、特色数据库建

设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７ 年

末，民族“八省区”省级公共图书馆建设特色数

据库约 ８６ 个，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的“红

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回族暨伊斯兰教文献资

源库”等［１２］ 。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公

共图书馆始终以一种文化自觉积极投身于民族

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体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保

护与传承的责任担当。

１．４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基础设施简陋，人力、
财力不足等原因，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水

平较为落后。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家把科技进步和智力

开发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确定了图书馆为“两个

文明建设”服务的主题。 为满足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的需要，公共图书馆编制了大量与当地生

产有关的专题资料。 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图书馆编制了《新疆主要农作物病虫害资料索

引》《馆藏农业书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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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广西自然灾害史料》 《广西气候史料》 《馆

藏种植、养殖图书目录》 《馆藏经济作物图书目

录》等［１３］ 。 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恢复和发

展，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明确了图书馆与读者

之间的关系，将“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作为服务

宗旨，逐渐从封闭转向开放，由被动服务转向主

动服务。 例如，内蒙古开鲁县为了解当地读者

的阅读需求，１９８７ 年专门成立“为星火计划服务

协调委员会”，调查走访服务范围内的读者，设
立读者和用户档案，建立图书室和重点读者的

联系户制度［１４］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受市场经济

的冲击，全国图书馆行业服务呈现“非理性”，不
少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出现偏差，通过“以文补

文，以文养文”来缓解图书馆经费的短缺［１５］ ，然
而一些民族地区图书馆始终坚守公共图书馆精

神，通过调整内部机制，增强自身造血机能，寻
求图书馆持续发展的道路。 例如，９０ 年代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通过举办“图书馆人”演

讲和征文活动，重塑馆员的服务精神，并通过多

种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保证

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１６］ 。
迈入 ２１ 世纪，普遍均等的现代公共图书馆

服务理念成为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我国图

书馆事业进入到崭新的权利时代［１７］ 。 同时，图
书馆迎来了免费开放时代。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原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

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

见》 ［１８］ 。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少数民

族事业“十二五”规划》，提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向社会免费开放。 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民
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得到全面推进。 以

西藏自治区为例，２０１３ 年西藏自治区专门制定

了《西藏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基层设施免费开

放工作准则（试行）》，提出推进包括公共图书馆

在内的基础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措施，对免费

开放工作进行规范和加强。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开始，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通过招收部分公益性

岗位人员，补充一线服务力量，延长服务时间，
除每周一闭馆外，实现了全天基本服务免费

提供［１９］ 。
近年来，随着阅读推广活动在全国开展，民

族地区图书馆通过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保

障少数民族民众的基本阅读权利。 例如，西藏

自治区图书馆专门成立了阅读推广委员会，启
动了“西图讲坛” “阿佳讲故事” “小小图书员”
等阅读推广品牌活动，以专家讲座、听众互动与

分享等形式指导当地民众共享阅读［２０］ 。 此外，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积极进行服务创新，不断

提升服务效能。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开

创了“我阅读你买单，我的图书馆我做主”的“彩

云服务”，用全新的理念和服务方式推动了全民

阅读氛围和图书共享热潮的形成［２１］ ；结合特殊

的人文、地理环境，内蒙古自治区的公共图书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推出了“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
创新服务工程，在全区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为基层农牧民提供免费

的蒙汉双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２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图书馆打造了“鸿雁悦读

计划”，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图书借阅方

式，实现图书馆与书店一体化、选书购书人性

化、借还图书便捷化的现代图书借阅体系，有效

解决了阅读最后一公里问题［２３］ 。

１．５　 数字化进程逐步加快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ＭＡＲＣ 为代表的新技术

掀起了国内图书馆界的一场颠覆性革命，图书

馆业务管理自动化成为发展的主流趋势，民族

地区公共图书馆也积极尝试自动化的探索与实

践。 １９８５ 年，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与内蒙古电

子计算中心合作，成功研发了“微机蒙文图书目

录管理系统”，填补了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自

动化编目的空白［１１］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信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掀起了建设数字图书

馆的热潮，但是民族地区相较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数字图书馆建设总体较为滞后。 ２１ 世纪以

来，随着数字化、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

是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农家书

屋”工程以及“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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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程的推动之下，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数字

化进程明显加快。 据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２０１０）》调查数据

显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以少数民族居多的

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计算机设备水平增长迅

速，２００８ 年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计算机拥有量

已超过中部地区［２４］ 。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推动下，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与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民族地区初步构建了基

层公共数字文化综合服务平台。 此外，还依托

重要战略工程，逐步加快数字化进程。 ２０１２ 年，
原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针对边疆地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组织实施“边疆万里数

字文化长廊”工程，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民族

地区纳为主要试点地区［２５］ ，推动了图书馆的数

字化进程。 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战略的推动

下，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正式成立［２６］ 。 民族地区作为“一带一路” 的

重要战略实施区，新疆、内蒙古、宁夏以及甘肃、
青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散居区均是“丝绸之

路”沿线的重要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

将加快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进程和

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１．６　 馆员能力不断提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由于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得

以恢复。 然而，民族地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几

乎仍为空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民族地区通过开

展短期培训班、辅导班和编译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的图书馆业务学习资料，培养了一批图书馆

专业人才。 经济发达地区和图书馆学专业发展

较好的地区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人才培养开展教

育帮扶，对人才培养起到推动作用。 １９８１ 年，中
国图书馆学会组织讲师团到内蒙古、宁夏等民

族地区开展培训；１９８５ 年 ４ 月，首届全国民族地

区图书馆馆长进修班在北京举办；同年 ９ 月，原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民族文化司拨专款

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举办民族地区图

书馆干部专修班［２７］ 。 北京大学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函授辅导站，为民族

地区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１３］ 。 随着民族地区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进程加快，图书馆人才需

求量持续增加，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

得以加强。 例如，四川大学于 １９８４ 年创办图书

馆学本科专业，于 １９９８ 年增设图书馆学硕士学

位；云南大学于 １９８４ 年创办图书馆学本科专业，
于 １９８７ 年增设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贵州师范大

学于 ２００２ 年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并开始招收本

科生［２８］ 。 此外，国家针对民族地区实施了少数

民族骨干计划、教育对口支援计划、少数民族干

部挂职锻炼计划以及“三区人才”计划等，这些

人才支持政策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

起到推动作用。 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民
族地区现已基本形成一支专业能力较强、结构

较为合理的馆员队伍，成为建设和发展民族地

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主力军。

１．７　 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

改革开放之前，民族地区图书馆学术交流

与合作较为欠缺。 １９８３ 年全国民族地区图书馆

座谈会召开，首次将全国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

者聚集起来，为民族地区图书馆广泛交流与合

作奠定了良好开端。 为搭建民族地区图书馆交

流与合作统一平台，１９８４ 年 ２ 月，中国图书馆学

会学术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民族地区图书馆研究

组，成员主要为各民族地区学会工作者。 为适

应新时期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民族图书馆委员会由中国图书馆

学会批准正式成立。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在上海举办

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届学术研究会上正式设

立少数民族图书馆专业委员会［２９］ 。 自 １９８３ 年

开始，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地区图书馆专业组

织以及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图书馆学会共同策划

召开全国民族地区图书馆学术研讨会，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学术研讨会已先后在新疆、云南、
内蒙古、西藏等民族地区成功举办 １５ 次。 历届

研讨会紧随国内图书馆研究热点问题和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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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结合民族地区图书馆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

主题，探讨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

大课题。 如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在贵州贵阳召开的研讨

会以“２１ 世纪民族地区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主题，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宁夏银川研讨会以“少数

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保护与开发”为主题，２０１４
年湖南湘西吉首研讨会以“民族地方文献保护

与研究”为主题，２０１６ 年湖北恩施研讨会以“地

方特色数字资源库建设与服务研究” 为主题，
２０１８ 年青海西宁研讨会以“新时代民族地区图

书馆事业的科学发展”为主题，均从不同侧面反

映了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代变迁。 同

时，民族地区图书馆发展日益受到图书馆学术

研究的关注。 从 ２００７ 年起，中国图书馆年会将

民族地区图书馆发展设立为主要分会场，先后

举办了“和谐社会和西部地区图书馆的新变化”
（２００７）、“‘十二五’期间少数民族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２０１１）、“多元文化保护与民族图书馆的

使命”（２０１２）、“少数民族图书馆阅读推广与服

务创新” （２０１３）、“馆员能力提升与少数民族图

书馆事业发展” （２０１４）、“少数民族图书馆的社

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２０１５）、“少数民族

图书馆服务创新———回顾‘十二五’与展望‘十

三五’”（２０１６）等。 这些会议主题紧扣图书馆事

业时代步伐，通过学术理论探讨，使民族地区图

书馆研究融入中国图书馆学整体学术体系，推
动了民族地区图书馆实践的发展。

２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本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缓慢发展，再到新世纪

以来的快速发展等几个阶段，经过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努力，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整体

水平较之前有了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

为以下五个方面。

２．１　 国家政策扶持是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

展的事实证明，没有国家民族政策的扶持与帮

助，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将难以为继。
在财政政策扶持上，政府相继设立“支援经济不

发达地区发展资金”“边疆建设专项补助” “边境

建设专项补助投资” “边疆事业补助费” 等［３０］ ，
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强民族地区建

设与发展能力。 据统计，２０１７ 年，中央财政下达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７０４ 亿元，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６７８ ４７ 亿元，年均增幅达 ２１ ５％ ［３１］ 。 国家对民

族地区所实施的财政倾斜和优惠政策，不仅促

进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也在

客观上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经费

保障。
近年来，在全面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社会语境下，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逐渐向着标

准化、均等化方向不断迈进。 ２０１３ 年，原文化部

发布《“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

施纲要》，强调要“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３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

要“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３３］ 。 同年 １２
月 ９ 日，原文化部、发改委、国家民委、财政部、国
家新闻出版广播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

贫办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十三五”时期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其中实施特殊政策的有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

疆四地州，以及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共计 ８３９ 个县，含民族自治地

方县 ４２６ 个［３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以下简称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总则第八条规定：“国

家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

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

调发展。” ［３５］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国务院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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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规划的通知》，提出文化发展目标：“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城
乡差距明显缩小，主要领域指标达到或接近全

国平均水平。” ［１］ ７ 月 ７ 日，原文化部印发《“十

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明
确了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总体要求、重点

任务和保障措施，强调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加强民族地区流动服务设施建设以延伸图

书馆服务［３６］ ；１１ 月 ４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 （下文简称为《公共图书馆法》），第
七条明确规定：“国家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 ［３７］ 以上出台的政策均突出强调民族地区

公共图书馆建设，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２．２　 现代公共图书馆理念是事业发展的重要

引导

　 　 纵观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
代公共图书馆理念始终起着引导作用。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图书馆

成为为人民大众、生产科研服务的机构。 但这

一时期的服务理念和公共图书馆普遍均等的核

心价值有一定的距离。 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在服

务过程中有意识地确定了服务重心和重点服务

对象，对科研人员开展“区别服务”，而弱化了对

其他读者群体的服务，这其实与公共图书馆所

追求的“公平” “平等”价值存在差距。 进入 ２１
世纪，随着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

神、图书馆价值的广泛探讨，公共、公开、共享、
免费、以人为本的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重

新回归，我国整体文化语境更加注重对公民权

利的保障，以“普遍均等”“惠及全民”为原则，旨
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得以全面构建。 随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的不断推进，“共享”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民

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共建共享，

使广大民族地区民众共享到更多的文化资源与

服务。 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民族地区公共图

书馆也迎来了免费开放时代。 《公共图书馆法》
的颁布，更是将普遍均等、免费、公益、以人为

本、公平正义等公共图书馆理念上升为国家意

志。 总体上讲，新世纪以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在现代公共图书馆理念的引导下，在基础设

施布局、资源、服务以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均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服务理念的革新也促进了服

务水平的提高。

２．３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事业发展的主要

动力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视民族地区文化记忆

的收集与保存为己任，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作为重要使命。 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文献的收集与保护，
并将其作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
１９８４ 年，原文化部、国家民委在《关于加强和改

善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
“应特别重视民族文献古籍的收集、整理和保

存，全力协助民委搞好民族古籍整理工作。” ［３８］

民族地区图书馆编制少数民族古籍目录，修复

珍贵古籍，并采用缩微、影印等技术对民族古籍

进行抢救性保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在

对全区古籍进行普查以及对重点图书馆善本进

行鉴定的基础上，编制了《本馆善本简目》 《新疆

善本书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编制了《馆

藏太平天国书目》 《馆藏地方资料索引》 等［３９］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民族地区图书馆加强了对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搜集与整理，少数民族古

籍保护逐渐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２１ 世纪以来，
尤其是 ２００７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民
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少数民族

文化遗产进行抢救与保护，通过构建特色文化

资源库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数字资源的共享与传

播。 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被提升到

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成为民族地区公共图

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新领域。 西藏自治区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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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先后完成对“藏戏” “格萨尔” “藏族手工技

艺”“西藏少数民族文化系列专题片”等多媒体

资源库项目的建设，促进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数字化保存与传播［２０］ 。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民族

地区公共图书馆从重“藏” 到重“用”，从重“保

护”到“保护”与“传承”并重，文化遗产保护职能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保护

与传承人类文明的社会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

２．４　 自主创新是事业发展的关键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实践表明，不
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

效能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公共图

书馆不断加强服务创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这
主要体现在服务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以及体制机

制创新等方面。 一是服务与现代科技的融合。
如前所述，无论是“彩云服务”，还是“数字文化

进蒙古包”，或是“鸿雁悦读计划”，创新服务的

关键都是将图书馆服务与现代互联网技术、云
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从而将公共图书

馆设施、资源、服务与民族地区多元化信息需求

进行有效对接，使民族地区群众利用公共图书

馆的范围、程度、效益实现最大化。 二是创新体

制机制。 为了保障民族地区群众享有更多的公

共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加强服务体系构建，不
断尝试总分馆实践，加强流动服务，拓展基层服

务［４０］ 。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将服务延伸到街区，
不仅在拉萨市便民警务站设立“便民书窗”，为
广大市民提供免费开放的阅读平台，尝试与社

会力量合作，在德洛咖啡吧、中学、监狱等地设

置图书服务点，另在自治区文化厅和群艺馆、驻
藏部队等地设立流动图书车，探索军民共建合

作模式［４１］ 。 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民族地区图

书馆以多元化的运行模式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

围，使基本公共服务得到全面均衡发展。

２．５　 全国援助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是事业发展的

根本道路

　 　 我国民族问题虽然复杂多样，但从根本上

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

文化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４２］ 。 针对

民族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的现实困境，为加快民

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全国援助是其发展

的重要动力。 目前来看，对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发展的援助主要体现为对口支援、文化志愿

帮扶与图书馆行业帮扶等三个方面。
（１）对口支援。 对口支援是一项具有中国

特色的重要政策，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在全

国边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国家要组织内地

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民

族地区发展［４３］ 。 为了尽快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事实不平等，党中央做出了由经济发达省、市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指示，确定北京支援内蒙

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

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
国支援西藏［４４］ 。 对口支援是促进自身能力不足

的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

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全面均衡发展的有效

措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家对民族地区图书馆

事业建设给予充分重视，要求实行对口支援、智
力支边，缓解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落后的局面，
并明确指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西安 ５ 市与

西藏、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中尚无图书馆的

２６３ 个县（旗）建立对口支援关系，成立中央捐赠

图书领导小组和对应的地方领导小组，向民族

地区捐赠图书，以充实民族地区图书馆馆藏［４５］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入开

展，经济发达地区不仅向民族地区捐赠计算机

设备，并且给予技术与人才上的支持，进行计算

机业务指导和协作，推动了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的信息化、自动化发展。 新世纪以来，为加快

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又加强了对民族

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援建工作。 ２００１ 年重庆市贯

彻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投资１ ０００
万援建昌都市图书馆；２００５ 年 ７ 月，福建省投资

５００ 万元援建林芝市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自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援助林芝各级图书馆图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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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总投入超过 １６０ 万元［４６］ ；山南地区图书馆由湖

北省援建。 经济发达地区向民族地区的对口帮

扶，有效弥补了民族地区财力的不足，使民族地

区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发展获得了较为充足的资

金保障，为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开展服务提供

了必备的物质基础。
（２）文化志愿帮扶。 政府在民族地区发展

方面开拓创新，通过培育非营利文化组织，发挥

全体人民的智慧，通过文化志愿工程帮扶民族

地区发展。 其中，以“春雨工程” 为典型代表。
“春雨工程”是一项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

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实施帮扶的文化志愿工

程，旨在通过开展对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建立文化帮扶机制，积极促进边疆民族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４７］ 。 ２０１３ 年，“春

雨工程”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重点项

目，被正式纳入《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４８］ 。 图书馆文化志愿

服务是“春雨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图书

馆界专家学者加入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对民族

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帮助与扶

持，使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焕发出新的生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由王世伟、范并思、李超平等

国内图书馆界知名学者组成的图书馆文化志愿

者团队，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图书馆开办“新疆公

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培训班”，对全疆图书馆负责

人及部分业务骨干进行业务培训［４９］ 。 ２０１６ 年，
国家图书馆先后在湖南湘西和西藏拉萨举办

“春雨工程·网络书香”阅读推广活动，同年 １１
月，在四川省广元市图书馆举办的活动上，国图

向基层图书馆赠送图书，现场举办“印象数字图

书馆”体验区展览、读者及图书馆员培训、赠送

实体及数字资源等活动［５０］ 。 志愿文化帮扶给民

族地区打开了瞭望经济发达地区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窗口，使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信息服

务创新意识在民族地区得以传播，也使民族地区

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有了较深的认识。
（３）图书馆行业帮扶。 图书馆行业帮扶为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

外部援助，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图书馆危难之际，
图书馆行业伸出了难能可贵的援助之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对当地图书馆

造成了致命破坏，时任广东省图书馆学会理事

长程焕文教授和北京数字图书馆有限公司董事

长史超先生共同发起“图书馆家园：援助图书馆

人计划”（以下简称“图书馆家园”），通过募集

慈善捐款等方式，帮助在汶川地震中受灾的图

书馆人重建图书馆家园［５１］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 ７ １ 级地震，玉树州图

书馆受到严重损坏。 “图书馆家园” 奔赴玉树，
向受灾图书馆发放援助物资，为图书馆灾后重

建提供了各种物资、设备与资源援助，使民族地

区图书馆体会到图书馆家园的温暖。
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更要依靠各民族的自力更生。 改革开放以

来，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对图书馆事业建设

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加强了对公共图书馆基

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在图书馆业务管理方面，
主动探索适合本民族特点的业务管理方式，不
仅编制了少数民族文献编目和分类方法，而且

开发了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下的图书馆自动化管

理系统。 在服务方面，主动创新服务方式，提高

服务效能。 在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成立了民族

图书馆专业委员会和民族地区图书馆学会组织，
编译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图书馆学期刊，
加强对图书馆学的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３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地区

甚至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差距，民族地区基本

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民族地区公共图

书馆发展还有待加强。

３．１　 经费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不断增大

财政支持力度，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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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了较大起色，但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基
本公共服务能力仍然薄弱。 从全国范围来看，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经费投入还处于落后水

平。 以全国 ３１ 个省区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为

例，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西藏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为

６ ０９５万元，仍是全国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最少

的地区，内蒙古 ３５ ７５３ 万元，广西 ２９ ９３９ 万元，
宁夏 １０ ４８３ 万元，新疆 ３０ ２３４ 万元，也均处于全

国落后水平；同期广东省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

达到 １５６ ２０４ 万 元， 西 藏 仅 为 广 东 省 的

３ ９％ ［５２］４２８ 。 可见民族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公

共图书馆经费投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此外，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经费问题还突出表现为投

入与产出之间的不协调。 受各种文化机构设置

现状的影响，政府部门在文化服务过程中容易

陷入机构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体制困难，职能

化的机构在职能边际内寻找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功能的叠合，也必然导致在缝隙性政府结构

中形成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某些功能排斥或

功能减值［５３］ 。 在显而易见的政绩追求过程中，
不少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开展立竿见影的文化品

牌活动，具有长期文化效益的公共图书馆建设

被忽视，导致公共图书馆建设资金投入比例在

同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所占的份额较小。 这

种结果造成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总

量增加，但具体到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投入上则

表现出紧缺和有限，导致公共图书馆建设缓慢，
设置数量不足。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据官方统

计，截至 ２０１６ 年，西藏各级公共图书馆共计 ８１
个［５２］４２２ ，除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为省级图书馆

之外，在其他 ６ 个地、市中，只有山南、林芝、昌
都、那曲建立了地市级图书馆，县级图书馆数量

极其稀少①。 基层图书馆大多仅仅由一间图书

室和一个电子阅览室构成，不仅设施简陋，且藏

书量不足，所能提供的服务极其有限，实际上并

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
针对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经费相对短

缺的现状，当前亟待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首先，就国家层面来讲，应将民族地区特殊的自

然因素、社会因素、多元文化因素对公共图书馆

服务成本的影响考虑在内，加快构建以基本服

务均等化为导向、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以

“客观因素”为测算依据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的财政保障法规体系［５４］ ，以平衡地区之间公共

图书馆投入经费的差异。 其次，民族地区地方

政府应提高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视程度，加
大对公共图书馆的定向性财政投入，明确公共

图书馆发展经费配额和比例。 再次，针对民族

地区财政能力有限的现状，可多鼓励和支持公

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
多渠道筹措资金，以缓解经费不足带来的公共

图书馆管理与运行方面的压力。

３．２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完善

随着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步伐的加

快，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也逐步

走上正轨。 然而，当前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构建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具
体表现为分级财政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建设主体

和多层管理机制，为公共图书馆之间资源与服

务的共享设置了障碍，而具体到基层，虽然现在

已经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点、公共电

子阅览室以及农家书屋、寺庙书屋，但这些公共

文化设施难以提供专业化的图书馆服务。 因

此，当前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机制亟待

创新与完善。 根据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

建的成功经验，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可通过

探索并推广因地制宜的总分馆制，加强流动服务

设施建设，拓展基层服务覆盖面，延伸服务半径，
并推进农牧区基层公共文化资源与服务的整合，
最大程度发挥公共文化资源的整体效益。

３．３　 服务供给与需求亟需契合

总体来讲，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

０３６

① 地市级和县级图书馆数据来源于笔者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对西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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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低，图书馆所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与

服务总量偏少，且同质性较为明显，对当地群众

缺乏吸引力。 由于缺乏必要的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的阅读资源，一些习惯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

少数民族群众的阅读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由于西藏地区 ９０％以上为

藏族民众，对藏族语言文字类读物需求较多，特
别是对藏传佛教、民间文化等阅读资源有着特

殊的需求，而大部分落实到基层的阅读资源属

于统一配送，难以满足藏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

的归属感与体验感。 此外，由于缺少适合老年

人、未成年人以及盲人等特殊群体的阅读资源，
图书馆保障特殊群体文化权益的职能尚未得到

充分发挥。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 ４０ 条规

定：“国家加强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的供给，
加强优秀公共文化产品的民族语言文字译制及

其在民族地区的传播，鼓励和扶助民族文化产

品的创作生产，支持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众

性文化体育活动。” ［３５］ 该条是专门针对民族地

区的具体条款，不仅对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产品

的供给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对民族地区公共

文化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民族地区公

共图书馆应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制度框

架下，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服务的提供，
在对本地区各族民众所呈现的多元化、多层次

基本文化需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供符合当

地民众所需的阅读资源与服务，建立公众满意

度调查反馈机制，及时根据公众的反馈调整资

源与服务供给，弥合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偏

差，切实提升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３．４　 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人才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人才瓶颈已经成为制约当前民族地区公共图

书馆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人员紧缺。 据统计，２０１６ 年东部地

区 ８１１ 所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总数为２２ ７２２
人，中部地区 １ １３９ 所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总

数为 １７ ３４３ 人，而西部地区 １ ２０２ 所公共图书

馆从业人员仅为 １５ ６１０ 人［５２］４２３ 。 西部主要为

民族地区，可见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

数量与东部、中部存在较大差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底，西藏自治区 ８１ 个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为

１８９ 人，平均每个图书馆拥有从业人员仅为 ２ ３
人；同期广东省公共图书馆数量为 １４２ 个，从业

人员高达４ ３６０人，平均每个图书馆拥有馆员

３０ ７ 人［５５］ ，是西藏地区的 １３ ３ 倍，可见东西

部地区差距之大。 二是缺乏图书馆学专业人

才。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馆员普遍学历较低，
大多缺乏系统的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业技术，专业性不强导致图书馆服务缺乏深

度和创新性。 三是人才流失严重。 民族地区大

多处于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偏远地区和边疆地

区，受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等限制，难以吸引高

层次图书馆人才。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人才瓶颈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破解。 首先，加强图书馆学专业教

育，在符合条件的民族地区高校增设图书馆学

本科专业，加大本地区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

与输出。 其次，采用多种方式加大培训、轮训力

度，通过业务辅导与对外交流等方式，鼓励少数

民族地区图书馆专业人员参加各种业务培训与

学术研讨会，通过经验交流，提高图书馆专业队

伍的服务理念、管理方式和方法［５６］ 。 再次，建立

适当的人才吸引政策，调整职称评定和考核制

度，减少图书馆人才的流失。

３．５　 法制建设尚待健全

近年来，我国文化领域和公共图书馆行业

在立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正式颁布，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公共图书馆法》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

式实施。 这两个国家层面的法律规定了国家对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公共图书馆法》是全

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各民族地区

应根据各地实情出台配套的、细化的、可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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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虽然在《公共图书馆法》出台之前，
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已相继出台

了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和办法，如《广西壮族自

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２０００ 年）、《内蒙古

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 （２０００ 年）、《乌鲁

木齐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２００８ 年）、《四川

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２０１３ 年）等。 这些已有的

地方法规要根据《公共图书馆法》进行必要的修

订和补充，没有制定地方法规的民族地区应尽

快出台符合本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政策法

规。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地方法规应包括以下

内容：明确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根据；
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

业建设与发展的责任与义务；明确民族地区各

级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服务等具体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

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

权利和自由” ［５７］ 。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只有将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

道，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

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４　 结语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族地区公共图书

馆的发展历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总体上呈现出

上升的趋势，反映了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对民族

地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重视，以及全国各族人

民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注，民族地

区公共图书馆发展史实质上是全国各族人民共

同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一部奋斗史。 放眼

未来，随着新时代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兴边富

民”战略的实施，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民族

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必然会迎来发展的另一个

春天。 中华民族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我们应

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两

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坚持公共图书馆事业

区域协调发展，补齐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短板”，实现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的

跨越式发展，使民族地区各族群众能够共享改

革开放成果，有更强的文化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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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５５１８４０＿７６０５９２．）

［２４］ 公共图书馆研究院．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 ２０１０） ［ Ｍ］．深圳：海天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７ － １８． （ 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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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李久琦．学会是连接各民族同仁的纽带──祝贺中国图书馆学会民族图书馆委员会成立［ Ｊ］ ．中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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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云：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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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３７３２６．ｈｔｍ．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３７３２６．ｈｔｍ．）

［３８］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Ｍ］ ／ ／ 杨候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法规选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７７．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ｃｕ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Ｍ］ ／ ／ Ｙａｎｇ Ｈｏｕｄｉ．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２７７．）

［３９］ 吴晞．文献资源建设与图书馆藏书工作手册［ 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６３．（ Ｗｕ Ｘｉ．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ｂｏｏｋ［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２６３．）

［４０］ 冯云． 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策略探讨———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Ｊ］ ．西藏研究， ２０１８（２）：１４０－

１４７．（Ｆｅｎｇ Ｙｕ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Ｊ］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８（２）： １４０－１４７．）

［４１］ 晓勇．西藏图书馆不断延伸阅读平台［Ｎ ／ ＯＬ］．西藏日报（汉），２０１５－０４－１７．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ｎ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ＸＺＲＢ２０１５０４１７００１３＆ＤｂＮａｍｅ ＝ ＣＣＮＤ２０１５． （ Ｘｉａｏ Ｙ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ｅｐ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Ｎ ／ ＯＬ］． Ｔｉｂｅｔ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５－０４－１７．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ｎ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ＸＺＲＢ２０１５０４１７００１３＆ＤｂＮａｍｅ ＝ ＣＣＮＤ２０１５．）

［４２］ 郝时远，王希恩．中国民族发展报告（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４．（ Ｈａｏ Ｓｈｉ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４．）

［４３］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国家民委民族政策文件选编（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 Ｍ］．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４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９－１９８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２４２．）

［４４］ 夏广鸣． 跨越八十年代、面向九十年代的对口支援与经济技术协作［ Ｊ］ ．民族研究， １９９２（ １）：４５－ ５１．（ Ｘｉａ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９０ｓ［ Ｊ］ ．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２ （１）： ４５－５１．）

［４５］ 李久琦．民族图书馆事业的现状、特色与展望 ［Ｍ］ ／ ／ 辛希孟．中国图书情报工作文库（第５卷）．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１９９６：５８７６．（Ｌｉ Ｊｉｕｑｉ．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 ／ ／ Ｘｉｎ Ｘｉｍｅ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５）．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

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５８７６．）

［４６］ 段书蓉．西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及经验［ Ｊ］ ．人民论坛，２０１１（ ８）：１５８．（ Ｄｕａｎ Ｓｈｕ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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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八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８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Ｊ］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１（８）：１５８．）

［４７］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工作实施方案［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２０５ ／ ｔ２０１２０５１４＿４７３１０４．ｈｔｍ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ａ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ｗｏｒｋ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２０５ ／

ｔ２０１２０５１４＿４７３１０４．ｈｔｍ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

［４８］ 关于印发《文化部“十二五”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３０１ ／ ｔ２０１３０１２１＿２９５１２．ｈｔｍｌ．（Ｎｏ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０］．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３０１ ／ ｔ２０１３０１２１＿２９５１２．ｈｔｍｌ．）

［４９］ “ 春雨工程” 助力新疆图书馆事业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ｊｋｕｎｌｕｎ．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ｓｚｙｗ ／

ｊｉａｎｇｎｅｉｘｗ ／ ２０１２ ／ ２５０３８１０．ｈｔｍ．（Ｓｐｒｉｎｇ Ｒａ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ｈｅｌｐ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ｙｇ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０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ｊｋｕｎｌｕｎ．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ｓｚｙｗ ／ ｊｉａｎｇｎｅｉｘｗ ／ ２０１２ ／ ２５０３８１０．ｈｔｍ．）

［５０］ 中国数字图书馆———２０１６年“春雨工程·网络书香” 阅读推广活动圆满结束［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ｄｌｃ．ｃｎ ／ ｎ ／ ｎｅｗｓ．ａｓｐｘ？ｎｉｄ ＝ １８０４．（Ｃｈｉｎ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ａ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ｄｌｃ． ｃｎ ／ ｎ ／ ｎｅｗｓ． ａｓｐｘ？

Ｎｉｄ ＝ １８０４．）

［５１］ 程焕文．图书馆家园：援助图书馆人计划［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０，３０（３）：６－５．（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ｏｍｅ：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０，３０ （３）： ６－５．）

［５２］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年鉴（２０１７）［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７．（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１７）［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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