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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专业化学理依据与实践

探索

柯　 平　 胡　 娟　 袁珍珍

摘　 要　 图书馆专业化作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命题以及图书馆人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正受到来自图书馆

界内外部过度社会化的挑战。 尽管社会化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一,但决不能以动摇图书馆

专业化根基为代价。 图书馆过度社会化对专业化造成的威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在职能层面正陷于过度发展

休闲职能而挤压基本职能的误区;②在机构层面正遭遇社会属性不断突出、愿景与使命不明、组织结构复杂多

样、法人治理整体水平低、基层图书馆专业性受外包限制等困扰;③在业务层面因外包范围从事务类扩展至专

业类工作而导致图书馆采编水平降低、馆藏质量下降与读者活动专业性弱化,正面临职能根基与职业精神动

摇的风险;④在职业层面因大量社会从业人员与志愿者被引入专业岗位而影响了馆员队伍专业性,并引发了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生存危机。 本文以图书馆专业化学理依据为基础,从矫正过度社会化的视角提出未来图书

馆专业化实践路径:①引导职能专业化须适度发挥休闲职能,其边界在于能否保障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基本

职能,并在休闲职能中体现图书馆信息、教育、文化与科学功能;②维持机构专业化须坚持图书馆专业属性不

动摇,恰当确立专业使命与愿景,推动法人治理结构与理事会制度科学化并对基层机构实施专业化干预;③加

强业务专业化须审慎外包核心业务,并在业务工作中始终遵循业务标准规范,讲求原理完备性并保证业务技

术知识含量;④促进职业专业化须借助图书馆学教育推动职业科学化、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的内在统一,并推

进建设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参考文献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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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posi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nd
 

a
 

goal
 

pursued
 

by
 

librarians
 

for
 

a
 

long
 

time library
 

specialization
 

is
 

being
 

challenged
 

by
 

excessive
 

socializ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ibrary
 

field.
 

Although
 

socialization
 

is
 

one
 

of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t
 

must
 

not
 

be
 

at
 

the
 

cost
 

of
 

shaking
 

the
 

foundation
 

of
 

library
 

specializ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balancing
 

library
 

specialization
 

and
 

library
 

soci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at
 

of
 

excessive
 

library
 

socialization
 

to
 

specializatio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function organization business
 

and
 

occup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practice
 

path
 

of
 

library
 

spec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recting
 

excessive
 

so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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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theory
 

basis
 

of
 

library
 

specialization.
The

 

threat
 

caused
 

by
 

socia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at
 

the
 

library
 

is
 

caught
 

in
 

the
 

mistake
 

of
 

overdeveloping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and
 

squeezing
 

the
 

basic
 

function
 

at
 

the
 

functional
 

level.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library
 

is
 

plagued
 

by
 

prominent
 

social
 

attributes unclear
 

vision
 

and
 

mission complex
 

and
 

divers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low
 

overall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o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At
 

the
 

business
 

level the
 

expansion
 

of
 

outsourcing
 

from
 

fundamental
 

work
 

to
 

professional
 

work
 

has
 

led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level
 

of
 

acquisition
 

and
 

cataloging the
 

decline
 

of
 

collection
 

quality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readers
 

activities and
 

the
 

library
 

is
 

facing
 

the
 

risk
 

of
 

shaking
 

its
 

functional
 

foundation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At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
 

practitioners
 

and
 

volunteers
 

are
 

introduced
 

to
 

professional
 

posts
 

which
 

have
 

undermine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brarians
 

and
 

triggered
 

the
 

survival
 

crisi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specialization
 

of
 

guiding
 

function
 

must
 

give
 

appropriate
 

play
 

to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and
 

its
 

boundary
 

lies
 

in
 

whether
 

the
 

basic
 

function
 

of
 

librarys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can
 

be
 

guaranteed and
 

the
 

librarys
 

informati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function
 

can
 

be
 

embodied
 

in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To
 

strengthen
 

business
 

specialization we
 

must
 

be
 

deliberate
 

when
 

outsourcing
 

core
 

business and
 

in
 

business
 

work
 

we
 

should
 

always
 

follow
 

the
 

business
 

standards
 

and
 

norms emphasize
 

the
 

completeness
 

of
 

principles and
 

guarantee
 

technical
 

knowledge
 

content.
 

To
 

maintain
 

the
 

institutional
 

specializa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ofessional
 

attribute
 

of
 

the
 

library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mission
 

and
 

vision promote
 

the
 

scientific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board
 

system and
 

implement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to
 

the
 

grass-roots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an
 

help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l
 

unity
 

of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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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图书馆专业化本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命

题,因其关系到图书馆行业形象树立、行业价值

体现以及行业地位提升,所以自 19 世纪末杜威

宣告图书馆工作成为专业化职业[1] 以来,提升

图书馆专业化程度便成为全世界图书馆人共同

追求的一个目标。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业界与

学界都对图书馆专业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相
关探讨不断增多。 2021 年 4 月,第二届中国图

书馆馆长高级论坛发出了“以专业化推进新阶

段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共同倡议[2] ,《图书馆建

设》跟进这一讨论,连续刊发 7 篇文章阐发了对

图书馆专业化的见解并发出呼吁。 2022 年 5
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中国图书馆学

报》共同举办“数字文明时代的图书馆———图书

馆学界与业界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二十余位专

家学者聚焦议题“图书馆学的专业性与图书馆

的专业化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交流,并吸引

了全国图书馆行业领域与学科领域的三百余人

在线参加[3] 。 为何业界与学界如此热切关注图

书馆专业化呢? 这背后映射出的其实是图书馆

人觉察到在图书馆界大力推进的社会化浪潮已

悄然对专业化形成不可小觑的威胁。
图书馆学领域的“社会化”并非传统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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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所指的“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养

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
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
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 [4] ,而是相对于按照政

府行政指令以自上而下方式提供公共服务[5] 的

图书馆行政化而言的,其强调的是图书馆基于

社会变化与发展需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府办

馆的传统模式,转而采用以政府为建设主体,公
共图书馆、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共同参与建

设的新模式———实质是全社会参与治理的模

式[6] 。 这是全球社会化浪潮中世界图书馆发展

的必然趋势[7] ,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在面对政

府简政放权而转型加强监管、图书馆体制机制

改革与职业使命拓展以及新时代人民美好文化

生活需求多元化等现实需要[8] 而做出的一种顺

应性选择。 然而,在为社会化带来诸多成效而

喜悦的同时,必须正视社会化给图书馆专业化

带来的种种问题,如为迎合社会需求,图书馆界

更加重视对外服务而忽视核心业务;现有社会

化管理流程因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约束[9] 而未

能很好达成降低运营成本和提升业务工作效率

的目的;一些外包公司因追逐利润而难以保障

所提供服务产品的质量、效率与效果[9] ;业务外

包边界不断延伸已触及图书馆核心业务,等等。
我国图书馆社会化似乎显现出走向片面过度的

误区,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图书馆专业化。
目前图书馆专业化备受社会化挑战的根源

在于社会化越过了自身边界而侵入了专业化领

地,这是当今图书馆界如此高声倡议图书馆专

业化的根本原因。 针对图书馆专业化与社会化

的研究,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厘清图书馆过

度社会化给专业化带来的挑战以探明目前专业

化受到侵害的范围,二是辨明图书馆专业化本

质以划清专业化与社会化边界。 从实现图书馆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来看,是任由社会

化替代专业化,还是坚持专业化而摒弃社会化,
又或者是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平衡,已经成

为对图书馆事业发展造成显著困扰并亟待阐明

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1　 回望初衷: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
职能专业化

1. 1　 社会化对图书馆职能的挑战

社会化对图书馆首要的也是最深刻的挑战

在于其破坏了图书馆职能,包括基本职能和社

会职能。 回望世界图书馆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图书馆从藏书之所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图书文献

收藏管理与利用的社会组织,从图书馆 1. 0 不断

发展转型为今天的图书馆 3. 0,这一过程是图书

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专业化进程,其初

衷正是图书馆首先形成并牢固确立的基本职

能。 这一初衷经过图书馆学理论提炼,表述为

“搜集—组织—服务” (谢拉) [10] 或 “收集—整

理—提供使用”(黄宗忠) [11]141 。 在履行基本职

能的基础上,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以及越

来越高的外部要求,图书馆开始重视并动态拓

展其社会职能。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项职能受

到了较大争议,即图书馆的休闲职能。 《公共图

书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1949)和《宣言》
(1972)均谈及图书馆休闲使命[12] ,但二十多年

后,《宣言》 (1994)却删除了有关休闲使命的阐

述,最新发布的《宣言》(2022)也并未复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图书馆

职业实践从“文化拓展”和“交流”角度思考图书

馆的社会作用,认为除国际图联提出的四项社会

职能之外,“还有文化娱乐的职能” [11]147,“‘提供

文化娱乐’应改为‘提供信息娱乐’” [13] ,“图书馆

是社区的文化娱乐中心”,具有“满足社会成员文

化欣赏娱乐消遣的职能” [14] 。 图书馆界也开始

进行休闲服务实践,采购休闲资源并提供影视观

赏、艺术鉴赏、休闲体验等服务,以满足读者获取

文献信息以外的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 究其原

因,既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休闲文化快速发展

为主流文化之一[15] 密切有关,也与互联网快速普

及下各类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兴起,使得公众不

再依赖图书馆作为主要的信息查询与获取渠道

有较大关联———图书馆遭遇了严重的到馆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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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危机,却又面临着增加读者活动数量与提升

到馆人次的政府考核指标压力[16] 。 在内外部因

素驱动下,发展休闲职能以吸引更多读者到馆似

乎成为了图书馆的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然而,随着图书馆内休闲活动扩展到音乐、

表演、电影、健康、体育等多元领域,图书馆开始

面临过度休闲化的质疑。 这主要是因为相关活

动对于文献信息的依赖越来越低,已然威胁到

图书馆基本职能的发挥,如出现了因过于迎合

读者休闲需求,图书馆不断扩充热门书与畅销

书而压缩知识普及性与科研性用书[17] 的现象,
这就直接影响了馆藏结构的合理性,并随之出

现轻视地方文献收集、整理与保存的现象,间接

波及图书馆的文化职能与教育职能[17] 。 同时,
休闲活动需要舒适的、可自由交流的承载空间,
这又自然引发了学界对图书馆空间优化的热烈

讨论以及近十年我国图书馆业界大刀阔斧的空

间再造热潮。 在此过程中,图书馆以借阅为中

心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以分享为主体的交流空

间不断被创造。 尽管这较好地促进了图书馆与

读者、社会的联系[18] ,但也出现了创客空间建设

盲目跟风、规划不合理、再造不实用、设计与使

用需求分离、精神内涵与文化品质薄弱以及管

理不足等问题[19] 。 在这样的趋势下,图书馆以

图书文献为本的专业功能不可避免地受到挤

压,而如果社会公众更多将图书馆视为休憩与

休闲场所,社会对于过去图书馆所努力打造的

信息中心、教育中心与文化中心的专业形象认

知无疑将被彻底改变。

1. 2　 图书馆职能的专业化本原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

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和开发智力资源

四大社会职能是由国际图联于 1975 年召开的图书

馆职能科学讨论会上所确定的。 在此基础上,图书

馆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进一步细化和拓展其社

会职能。 从《宣言》最初强调的教育职能,发展到

今天的信息、教育与文化三大社会职能[12] ,按照这

种专业化的职能界定,公共图书馆在社会领域发挥

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较为成功地对外树立起了

信息中心、教育中心与文化中心的社会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 ( 2022)首次提出支

撑知识社会健康发展需要图书馆为科学知识的

创造和分享提供途径,并要求图书馆提供对于

科学知识、研究和创新成果的开放获取[20] 。 然

而,由于图书馆从一开始便根植于文化与教育

领域,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

两大阵营,导致图书馆最初并没有建立起作为

科学部门或者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部门的社会

形象,其在科学领域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偏低。
尽管图书馆在“传递科学情报”的职能要求下为

科学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但却并没有成为科学

交流的主流机构,很多情况下图书馆并未被视

为在科学事业中排在首位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

在信息化以后,科学交流模式发生改变,正式交

流与非正式交流界限模糊,原本作为正式科学

交流中介的图书馆逐渐不再被视为科学的两翼

之一;而在 E-Science 环境下,连图书馆的科学辅

助作用也渐渐被互联网取代了,图书馆的科学

地位日渐式微。 但无论是出于对推动科学进程

的考量,还是对提升图书馆行业自身能力的审

度,这都不是一种有益的发展趋势。 从科学事

业发展角度来看,科学研究效率深受图书情报

系统效率与功能的影响,科学向前发展需要有

完善的图书馆系统作保障[21]50 ,图书馆本应成为

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图书馆行业发展

角度来看,若自身难以支持基于量化数据的科

学研究,图书馆服务创新与事业发展便无法获

得可靠的科研支撑[22] 。 显然,图书馆有必要承

担起科学知识中心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目前

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宣言》
(2022)对该内容的强调,未来公共图书馆将在

科学领域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1. 3　 以图书馆职能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

实践探索

从数字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来看,图书馆应

当发展社会功能,但也要警惕盲目发展。 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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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片面发展图书馆社会功能,或者说盲目拓展

图书馆非专业性业务,势必将使图书馆逐渐淡

化专业性甚至走向专业化的反面。 我们要否定

的并不是图书馆的休闲职能,而是要警惕其不

加控制的扩张乃至对图书馆专业职能的侵犯。
那么,该如何将当前“过度休闲化”引导至“适度

休闲化”呢? 世界图书馆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

经验和教训是,图书馆的性质演化、职能发展以

及功能拓展应由其基本功能所决定,即图书馆

各项社会功能的开发应始终以保证和发扬基本

功能为前提条件。 这就意味着任何时候图书馆

休闲职能的履行都应当以收集、整理、保存和提

供文献信息这一基本职能为中心,开展恰当有

益的且能够促进文化保存、社会教育、信息传递

以及智力开发等核心职能发挥的休闲活动。 如

针对经典文学作品、优质影视作品、主流音乐美

术作品等资源的挖掘、推广与分享活动就兼顾

了文化休闲与知识传播,既有助于提升读者阅

读兴趣与文化欣赏水平,又符合图书馆专业操

守与学术素养。 此外,也要理性对待当前面向

休闲职能的空间改造热潮,在空间建设过程中

应始终秉持学习与阅读为主、休闲与体验为辅

的建设理念,在保障馆藏空间与基本阅读需求

的前提下,建设满足多元学习、知识分享、创新

体验等活动需要的适宜空间。
图书馆的科学情报职能在高校与研究型图

书馆中不断得到强化,而在公共图书馆中并未得

到应有的重视。 《宣言》 (2022)认为公共图书馆

的任务之一是“向所在的社区提供科学知识”,图
书馆休闲职能也应当适时地与这一任务相结合,
如已建设多年的图书馆创客空间与当前正大力

建设的智慧空间均能为读者提供科技知识普及

与科技产品体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疫情科

普趣味活动能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促进公众正确

认识与应对疫情;健康信息素养培育导向下的图

书馆养生保健类讲座有助于相关群体学习与交

流医疗健康知识。 这些都是图书馆主动向读者

扩散、转移和转化科学知识的合理举措,并有助

于赋能读者参与推动科学发展进程。

2　 探究机体: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
机构专业化

2. 1　 社会化对图书馆机构的挑战

相比职能的专业性动摇程度,目前有关图书

馆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认知是比较稳固的,但仍

不可轻视社会化对图书馆机构专业性的削弱。
首先,公共图书馆确实因一直致力于维护其信息

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形象而较好地保持

了科学性、教育性与服务性,但在社会化进程中,
其社会性似乎正在不断突出,大有掩盖前三者的

趋势。 其次,近些年我国图书馆界开始注重“十

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的制订,提出了人才

战略、资源战略和技术战略等,但这些规划大部

分存在对机构使命与愿景的缺位,意味着所界定

的战略目标缺乏长久性,进而易使图书馆在快速

变化的发展环境中失却方向感而陷入迷茫,当前

图书馆社会化过当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再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提升机构对技术

环境变化、读者需求多元化以及业务持续拓展的

适应性,我国图书馆界深入探索组织结构优化与

业务流程改革,许多图书馆甚至经过了两至三轮

的机构改革与重组,形成了直线制、职能制、直线

职能制、矩阵制等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模式[23] ,
但多样化带来了图书馆部门设置复杂化、管理制

度协调性不足以及馆员分工不均等问题。 最后,
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大力推行法人治理结

构,但其有效执行正遭遇着改革成效不足与设立

比例偏低、改革进程不一与区域差异扩大、理事

会类型过于多元与职能定位模糊、成员结构不合

理与理事长来源单一、信息公开程度低与监督机

制不健全等多重困扰[24] 。
值得注意的是,机构社会化过程中基层图

书馆的机构专业性实际上是最受挑战的。 我国

基层图书馆在“十一五”之前鲜少被纳入专业运

作轨道,使之既无法依据自身使命与功能明确

发展方向与实现途径,也无法利用图书馆学理

论、技术及职业经验来充分发挥其所获得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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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益[25] 。 更为棘手的是,近年来随着业务外

包规模增大与外包经验逐渐丰富,图书馆迈出

了整体外包的步伐,而在整体外包探索中基层

图书馆首先被推出作为试验机构。 继 2011 年无

锡新区图书馆率先整体外包之后,广东、安徽、
四川等多地陆续加入整体委托企业社会化运营

图书馆[26] 的阵营。 这类整体外包存在制度规范

缺失、承接方数量少、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馆
员队伍建设难、文献资源质量受商业利润影响、
公益性与营利性冲突以及公司更换影响资源建

设与活动可持续性等一系列问题[26] 。 因诞生之

初就忽视专业性的培育,而后又因整体外包继续

失却对专业性的守护,基层图书馆专业化之路注

定坎坷。 令人忧心的是,一旦社会对基层图书馆

无须专业化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强化,不仅会导致

更多图书馆彻底沦为社会化外包模型,更将进一

步瓦解图书馆事业整体的专业属性。

2. 2　 图书馆机构的专业化本原

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实践来源与现象基

础[27] ,故图书馆学始终在思考“图书馆是什么”这
一关涉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图书馆学视图书馆的本质为专业化“社会机

构”,从最初图书馆作为“使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成

为可能”的文化机构认识,逐步形成比较全面的

“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

机构”[28]的认识。 这些历史悠久的观点直观性强、
影响广泛且特征鲜明,以“机构化”的具象认识展

现了图书馆的外部特征,阐明了图书馆作为组织的

专业性,也形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机构范式[29] 。
图书馆一开始并不是专业机构,或者说图

书馆产生之初并没有专业性,而是在图书馆业

务规范化以及业务经验上升至科学的过程中逐

渐积累起专业性并逐步走向专业化的。 这完全

符合图书馆作为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的认

识,也显现了从“机构化”外延认识进一步抽象

至内涵认识的思想演变。 如前所述,现代图书

馆作为独立的专业化社会机构,其专业化至少

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机构的专业属性,图书馆

作为信息、教育和文化机构而存在,故具有社会

性、科学性、教育性和服务性等专业属性。 二是

机构的专业化使命与愿景,专业化机构的发展

模式要求图书馆基于战略思维予以长远规划,
这就需要确立清晰准确的使命与愿景,前者是

图书馆机构承担的责任与任务,后者是图书馆

机构想象中的行动方向。 这两者对图书馆机构

运行具有指导性与工具性作用[30] ,是图书馆制

定战略规划或长期计划的起点。 三是机构的专

业化布局,图书馆需要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模式

来达成内部各项业务的分工协作并实现机构高

效运转,这意味着图书馆机构布局不能随意性建

制或者模仿式调整,而应基于自身优劣势的综合

分析、发展战略的目标导向以及核心业务的内容

调整,构筑最适合机构运作且能实现图书馆价值

最大化的组织结构。 四是机构的专业化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强调建立健全

法人治理结构,要有专业人士参与管理,从法律

层面推动图书馆治理能力专业化与现代化;在此

基础上,图书馆作为专业机构还须基于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施行专业化

治理[31] ,将依法办馆与科学办馆紧密结合。

2. 3　 以图书馆机构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

实践探索

在维系图书馆机构专业性的过程中,首先

应当坚持图书馆科学性、教育性与服务性不动

摇。 在此导向下,各级各类图书馆应基于对自

身能力的理智判断,对社会需求的充分感知,对
环境变化的准确识别,对图书馆历史与价值观

的深度把握,在制定发展规划时恰当确立本馆

的专业使命与愿景。 进一步通过充分发挥政府

引导与支持作用、完善制度设计以平衡各方利

益关系、促进各地改革经验交流共享、明确理事

会决策职能、优化理事会成员构成、健全法人治

理监督机制等多种方式[24] ,促进图书馆扩大决

策自主权与事务处理灵活性[32] ,加快构建起科

学的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及理事会制度。 也就

是说,图书馆应以科学的办馆理念为基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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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优化、服务内容设计、人力资源配置等

具体实践;以科学的战略规划为指引,明确内外

部机遇、发展方向、战略目标、关键举措等重大

发展问题;以科学的制度体系为保障,推动图书

馆组织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有序化运转,真
正实现依法办馆与科学办馆的协调发展。

图书馆的社会化与专业性考量应当从实际

出发,采用整体外包或社会化运营并不代表着图

书馆“完全放手”,反而更需要加强对非专业馆员

的业务指导[25] ,上级图书馆应派出足够的专业力

量充分参与外包馆的管理决策、服务设计、业务

评估等工作,政府则需要加快健全整体外包决策

评估制度与效能考核制度,并确保履行过程监督

与产品验收职责。 对于大中型图书馆而言,整体

外包将极大冲击其服务公益性与机构专业性,还
可能引发政府甩责、专业形象毁坏等关涉根基的

问题,在当前图书馆社会化管理运营尚不规范的

现实下,关于大中型图书馆整体外包的任何尝试

都是风险巨大且不可取的。

3　 透视内在: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
业务专业化

3. 1　 社会化对图书馆业务的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图书馆界率先尝试业

务外包模式[33] ,继而引起国际图书馆界效仿。
受此影响,我国开始探索并尝试图书馆业务外

包,从 20 世纪末只涉及部分非核心性业务的图

书上架与整架、报刊装订、环境清洁与绿化、消
防安全与物业设备的管护等[6] 事务类外包,逐
渐扩大到 21 世纪初全面涉及核心业务的采访编

目与加工图书、建设书目数据库、应用新技术与

维护专业设备等专业类外包,这完全背离了依

托社会化使图书馆汇聚精力以更高效地完成核

心任务和发展目标[34] 的业务外包本意。 而且,
图书馆业务本应是图书馆对外树立专业形象的

关键抓手,但近年来却在社会化浪潮中逐步失

去专业立场,部分图书馆将全部业务交由缺乏

专业化资质或专业化基础的公司或营利性机

构,使图书馆的专业核心竞争力迅速衰减。
任何一个图书馆机构的存在都是以专门的

职能和业务作为依据和前提条件的,其业务包

括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系统维护、空间布局、馆
员培训等基本内容。 从具体业务工作看,一方

面,由于文献资源采编工作一向被视为图书馆

中最为专业化的工作[35] ,将其外包则难以保证

采编水平和馆藏质量,如采访中易出现纲目范

围外的图书混入馆藏序列而使到馆复本与采购

复本不一,编目中也易出现款目不全、输入有

误、字段缺失等错误[36] 。 不仅如此,采编业务的

外部转移还将引发图书馆编目技术水平下降、
编目部门专业功能退化、专业馆员与馆藏体系

建设脱节[37] 、采编工作过度依赖外包商而陷入

被动局面等潜在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图书馆

的专业性很多时候体现于基于文献搜集、组织

与服务流程之上的读者活动[26] ,前述种种风险

可能导致读者活动游离于专业馆员知识体系之

外,如因缺乏优质馆藏资源与图书馆员专业知

识的支撑,不仅使知识讲座、文献荐读等典型阅

读推广活动对文献资源依赖微弱并无法凸显图

书馆专业服务优势,还出现了因外延不确定而

使服务内容泛化至棋牌、烹饪、手工等脱离核心

业务流程的活动[38] 。 当具体业务工作的专业性

不断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图书馆职能与精神

的动摇,若图书馆馆藏质量、信息资源组织与服

务水平、读者活动效能难以保障,图书馆基本职

能的根基又将如何稳固? 由营利性机构承接核

心业务,其利益性与公益性的天然矛盾、市场价

值取向与社会公平维护的理念冲突,也无疑会

伤及图书馆知识自由与平等服务的职业精神。

3. 2　 图书馆业务的专业化本原

要辨明图书馆业务的专业化本原,可以从

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的专业认识中获得启示。 如

果说早期图书馆学通过对图书馆的“机构”认知

发现其外部硬性特征,那么随着理论的进步,图
书馆学对图书馆的认识开始进入抽象层面,逐
渐发现其内部软性特征。 与巴特勒所认为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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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是将保存的民族记忆“转移到活着的个体

意识中的一种社会装置”相似,杜定友将社会上

的一切人的记忆作为图书馆的功用,图书馆“实

际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 [11]7 。 这种从

形态上的图书馆“机构” 定义上升至内涵上的

“公共大脑”界定,体现出图书馆学由关注图书

馆表象到深入其本质机理的认识过程,认识视

角也从关注一个社会机构本身拓宽至关注整个

社会层面,开始重视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39] ,从
而阐明了图书馆活动的专业性。

实际上,无论是具象认识还是抽象解读均体

现出图书馆专业化的本质是科学与知识问题。
应当将图书馆现象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还是

看作一门科学或学问? 在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
图书馆是否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与方法作为第一

要求? 如果是,那图书馆是否要运用科学的理论

与方法来实施图书馆内发生的所有活动? 对上

述问题的解答,实则是图书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

因素影响下对科学与知识的取舍。 从科学的角

度看,图书馆不仅表现为置身于社会运动过程中

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表现为社会中的知识部门

与知识中心,其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工具,也是

社会知识活动链中的一个环节[21]56,这种以知识

为对象“与外部社会不断交换与作用” [21]54 的现

象就是一种知识现象。 因此,无论图书馆及其业

务如何发展变化,都不可脱离“知识”这一专业性

的根本,图书馆的运行也必须基于科学的理论与

方法并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即图书馆运营、
服务等全部业务活动必须强调科学性。

图书馆从传统转为现代,是以业务的专业

化为标志的,或者说,现代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

的最大区别在于科学性,包括资源方面从分散

的资源采集加工发展到科学的藏书体系,服务

方面从借阅等单一服务发展到多样化科学化立

体服务,管理方面从经验管理发展到科学管理。
理论上可从三个方面界定业务的科学性:一是

业务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程度,业务工作所遵循

的标准规范体现了图书馆专业化水平,图书馆

专业化必须坚持丰富和拓展高质量的业务规范

体系;二是业务的科学原理完备性,只有依据科

学理论与方法建立起来的图书馆业务体系才是

真正符合图书馆客观规律的,这就要求每一项

业务活动都应有科学的原理来支撑;三是业务

的技术知识含量,蕴含在业务中的知识与技能

是彰显图书馆工作职业特征的关键,如图书馆

积累多年的分类法、主题法、名称规范法、目录

索引组织法、缩微法、联机检索法、元数据法等

技术方法就极具技术含量。

3. 3　 以图书馆业务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

实践探索

当前图书馆社会化中业务是否要外包以及

哪些业务可以外包的激烈争议,事实上牵涉到

两大根本性问题。 一是图书馆哪些业务具有专

业性。 一般来说,专业性越强的业务越难以外

包,而那些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加工业务与服务

业务被外包的可能性最大。 二是图书馆是否已

经成为一个专业化机构。 显然,越是已成为专

业性机构的图书馆越难以外包,这也是当前许

多尚未成为专业性机构的图书馆分馆或流动网

点往往被外包运营的原因。 由于并非所有图书

馆业务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以及确实存在一些

基层图书馆尚不属于专业机构,我们并不完全

否定外包对图书馆发展的意义。 相反,非核心

业务的社会化是必要的,尝试基层图书馆的社

会化运营也是可取的,只是核心业务如“参考咨

询是不应该被外包的,这正是图书馆这一职业

与其他职业的区别所在” [40] 。 我们所倡导的

是,无论何时都要最大程度保持图书馆业务专

业性,即必须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开展核心业务

外包,并慎重决策基层图书馆的整体外包方案,
以始终确保各项业务活动具备科学性。

从业务的标准规范建设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17
 

年底正式发布实施的图书馆领域

标准规范共 185
 

项,新制订或修订的标准规范达
 

148
 

项[41] 。 2018 年后又制订了《公共图书馆少

年儿童服务规范》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
《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人士服务规范》 《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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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听障人士服务规范》等国家标准,以及《公

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 《公共图书馆年度报

告编制指南》等行业标准,构建起了我国图书馆

业务建设的参照体系,引导图书馆业务加强专

业化。 即使图书馆业务外包也应当严格遵循现

有标准规范要求,并以此作为外包决策、质量控

制与绩效评估的基本依据。
从业务原理完备性来看,经过图书馆人长期

文献收藏实践总结而成的文献分类法编制原理、
分类规则与惯例、文摘法、编目法、联机检索法等

专业理论与技术方法是信息组织工作须恪守的

准则与习惯。 未来还需要图书馆人在实践中不

断总结归纳图书馆业务工作原理、特点及其内在

发展机制,形成更为完善的图书馆业务理论与实

操方法,并将其有效渗透到业务外包工作中。
从业务技术知识含量来看,随着传统图书馆

向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转型,图书馆业务也从

文献信息整理向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进化。 图书

馆信息组织工作正从传统文献编目转向资源内容

深度揭示、知识关联与挖掘、资源审校和规范控制

等多方面,这就需要图书馆人创新传统信息组织方

法、优化既有信息组织技术并凝练最新信息组织原

理,以应对核心业务变革对业务技术知识的新需

求。 今天,随着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的推进,技术

更是被推至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智能技术、系统

与设备的运用正在重塑图书馆业务模式,衍生出文

献资源远程采编、纸电资源一体化采购以及即时、
动态的知识服务等新型专业化业务。 随着图书馆

业务数据化并逐步走向智慧化[42] ,其蕴含的业务

技术知识含量正在快速提升,并将对图书馆从业者

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

4　 关切前途: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
职业专业化

4. 1　 社会化对图书馆职业的挑战
 

当图书馆机构、业务与职能均备受社会化挑

战之时,图书馆职业显然也无法独善其身。 在图

书馆加快社会化进程中,各地新馆和基层服务体

系通过社会购买形式引进了大量专业水平较低

且很少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从业人员[22] 。 这

些人员不仅占据了全部辅助岗位,还开始接替原

来属于专业馆员的岗位;加上近年大力促进文化

志愿服务特色化发展的政策导向[43] ,各类志愿者

渐渐进入图书馆服务与管理队伍的主体序列,由
此产生了较为普遍的人员稳定性不足、个体素质

不均衡、志愿者缺乏专业培训、图书馆管理与培

训成本不断加大等问题[6] 。
片面理解社会化给图书馆职业造成的恶劣

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一方面,因缺失专业知

识的熏陶,各类非专业人员既不掌握信息组织、
分析、利用与服务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也欠缺对

图书馆职业使命的透彻理解与职业伦理的自发

遵从,更无法深刻领悟图书馆促进个人平等获

取知识、追求知识资源最大利用等职业精神[44] ,
继而使图书馆业务水准、职业行为规范、职业地

位维护、职业价值认同都大打折扣,极大地冲淡

甚至破坏了图书馆员队伍的专业性。 另一方

面,图书馆将这些非专业人员接纳至专业岗位,
无异于对外宣告图书馆职业不需要专业知识门

槛,从而引发政府、社会、公众对图书馆职业的

不重视或轻视,直接导致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非

专业化和公司员工化,最终可能会导致图书馆

职业专业化的终结。 国际图书馆界早有这方面

的深刻教训,如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委托

管理制度和指定管理者制度大力推广公共图书

馆社会化运营,直接造成员工队伍不稳定、员工

进修与深造被忽视、公共图书馆法律体系被削

弱、免费服务宗旨被动摇等[45] 糟糕局面,其结果

是遭到日本图书馆界的坚决反对与民众的强烈

抗议。 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社会化对图书馆职业的挑战进一步影响到

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近年来图书馆大量招聘

或只看重计算机、外语、心理学、特殊教育、自动

化等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毕业生[46] ,已经将

高校图书馆学毕业生排拒在图书馆门外。 社会

化带来了外界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以及

“图书馆一定要有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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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念的质疑,加上国际上 iSchool 运动以及图

书馆去职业化的影响,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图

书馆学教育第一次出现了生存危机。 更为重要

的是,在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

等各类图书馆出现的泛社会化,将导致文化安

全风险加大:经过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专业人员

积累而成的珍贵典籍如果得不到专业保护和有

效管理,将直接影响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
各种非法文献信息、有害文献信息也可能在图

书馆传播,给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带

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如果图书馆在去专

业化的社会化道路上一意孤行地走下去,其后

果是不堪设想的,这决非危言耸听。

4. 2　 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本原

图书馆职业因具有专业性特征,经常与医生、
教师这类知识性强的职业相比,并区分为图书馆专

业工作者(professional
 

library
 

worker)、技术工作者

(technical
 

library
 

worker)和事务工作者(clerical
 

li-
brary

 

worker)[47] 。 图书馆职业的发展更要求工作

者具有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操作与经验并重

的能力结构以及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兼备的素质

结构。 事实上,因为社会赋予图书馆的人类文化使

命,图书馆职业一直被视为崇高的职业。
当然,这一职业发展完全符合社会职业发

展规律。 采用 Forsyth 与 Danisiewicz 将职业的专

业化过程分为职业潜力阶段、职业形成阶段、职
业稳定和维持阶段的三阶段模型[48] 来分析,我
国图书馆职业已完成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

专业化,现正处于稳定与维持职业的关键期。
那么为何我国图书馆职业迟迟未能完成第三阶

段的专业化呢? 或许可以从目前比较典型的判

断专业是否成熟的六条标准中获得答案:①正

式的全日制职业; ②有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
③有包含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

传授 / 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完善的教育和训

练机制;④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⑤获得国家特许或高度的社会认可;⑥高度自

治[49] 。 针对第 5 条标准,我国尚未开始图书馆

职业资格认证,这方面明显落后于普遍建立且

早已完善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的世界发达国

家,未来加快推进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研究并

建立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我国图书馆职

业专业化的必经之路。 同时,对于第 2、3、4、6 条

标准,目前我国图书馆职业也只是初步达到,若
要充分符合标准则需要图书馆职业完成科学

化、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三者的内在统一。 具

体来说,科学化用以提高职业知识与技能门槛,
是图书馆职业专业化的必要条件;职业伦理是

图书馆法治的补充,通过守则、准则、规定等制

度形式来规范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50] ,
从而起到保护读者与社会利益的作用,这也是

提高图书馆职业社会声誉的重要保障;职业精

神是图书馆人的职业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指

导馆员职业行为、激发馆员个人潜能和优秀品

质的作用,因其蕴含图书馆人特殊品格与价值

取向,是图书馆职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51] 。
这三者统一的逻辑起点是图书馆学教育:职业

的科学化在于专业理论指导与知识武装,职业

伦理的树立在于养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职业

精神的培育在于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4. 3　 以图书馆职业专业化应对社会化挑战的

实践探索

图书馆职业发展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我国

图书馆人也一直在追求职业专业化的路上奔走,
并曾经历过三次发展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职业资格认证热潮到 1993 年《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提出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 1994 年

国家劳动部和人事部颁布《职业资格证书规定》。
在此背景下,我国图书馆界积极开展关于建立职

业资格制度的研究和倡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先后

起草了有关申请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承担全

国性行业学会职业培训等内容的多个调研报告。
第二次机遇是职业分类大典的实施。 1999 年我

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社

会职业分为八大类 1
 

838 种职业,却没有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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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职业。 虽然此后以大典为依据出台了《图
书资料馆员》 《古籍馆员》和《文献修复师》三项

国家职业标准,但由于地域差别、城乡差距、行业

割据等多种现实因素[52] ,我国图书馆职业资格认

证在经历诸多困难与层层阻碍之后仍未能如愿。
第三次机遇是图书馆立法。 从国外经验来看,通
过法律法规构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基本框架

和具体实施内容是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建

立和完善的基础[5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已于 2018 年正式实施,其涵盖了对馆长

和馆员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的论述,从法律层

面认可并确认了图书馆职业的专业要求,只是职

业资格认证仍然在立法框架之外,有待于通过法

律修订或制订专门政策予以解决。
尽管已确知我国图书馆职业专业化很大程

度上受制于未能建立国际普遍认同的职业资格

认证制度,但因当前制约因素繁复,图书馆人虽

有心却无法在短期内构建起普遍适应与可操作

的全国性认证制度,应当从行业自主维度着手推

动图书馆专业化[22] 。 基于图书馆职业专业化本

原,可以从图书馆学教育入手,依托专业教育与

职业教育全面推动图书馆职业科学化,并促进职

业伦理与职业精神提升。 一方面,高校图书馆专

业教育应在充分考察图书馆实践工作对图书馆

专业毕业生职业要求的基础上开展需求匹配式

教学训练;另一方面,图书馆行业需要针对当前

大量社会化用工开展规范、系统的职业教育,促

进其掌握信息处理、数据挖掘、知识服务等方面

的业务知识,理解与认可图书馆功能、作用与贡

献,并逐步建立起专业认同与职业信心。

5　 结语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社
会化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但决

不能以动摇图书馆专业化根基为代价。 从两者

的发展目标审视,专业化是图书馆行业追求优质

服务的必要手段,而社会化的根本目标也是为了

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使图书馆活动能够接轨社

会经济活动并更好地服务于全社会。 目标的一

致性决定了图书馆社会化不能背离专业化本质,
其对专业化的挑战也并不意味着只能二选一,而
应基于共同目标融合共生并协调发展。

图书馆社会化与专业化并行发展是不可忽

视的趋势。 当前,图书馆社会化处于不断探索

阶段,与专业化产生了激烈冲突与碰撞,给图书

馆行业发展带来了破坏与困扰,这是必须直面

的问题。 本文从图书馆职能、机构、业务和职业

四个维度,分析了图书馆社会化带来的众多挑

战,阐述了图书馆专业化的本原并提出了其应

对挑战的实践探索,旨在通过专业化固本培元

以矫正当前过度的社会化,并为在社会化挑战

下迷失的图书馆专业化回归提供启思,切实推

动图书馆社会化与专业化健康发展。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

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基于绩效和成效集成的公共图书馆评估理论与评估标准创新研究”(编号:19ATQ0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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