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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馆学研究的机遇、重点和成果转化

　　ABSTRACT　A t the mom en t, oppo rtun it 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w ith by the sub ject research of lib rary science are in 3 aspects: the rap id

socia l developm en t; the p lu ra list ic concep t of value; the expan sion of d isci2
p linary theo ries of lib rary science. Facing w ith these challenges, lib rary

research w o rk shou ld m ake clear the dist ingu ish ing featu res, grasp the key

po in ts and take vigo rou s act ion to do a good job of t ran sfo rm ing the scien2
t if ic ach ievem 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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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在经济信息化、科

技应用化及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趋势下, 如

何使图书馆学适应时代发展, 满足用户需要,

振兴与繁荣图书馆科学, 已成为当前图书馆

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1　图书馆学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中国图书馆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自三

个方面: 一是现代社会发展迅速, 图书馆学必

须研究图书馆工作如何严肃地思考和科学地

满足现实社会的情报、知识、信息需求问题;

二是面对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现象, 图书馆学必须

研究图书馆如何自觉地对此作出判断和选

择, 并在工作中对读者进行正确引导; 三是图

书馆学科理论的拓展问题。

1. 1　从国际上看,“多元一体化的新格局”是

“21 世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变革中的图

书馆应当为世界文明一体化作出贡献, 突出

为经济发展服务。”[1 ]这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

要紧跟世界信息高速公路迅速发展、国际经

济走向一体化、社会将步入信息时代等新形

势, 研究经济、信息、科技等发展变化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 用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

总结新的经验, 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结论, 为

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为决策提供

依据、合理建议和思路。

1. 2　从国内来说, 从“九五”到 2010 年是我

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 15

年中, 中国经济要完成两个根本性转变, 即经

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

变,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图

书馆学工作者的责任是把图书馆的信息资源

及其开发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和研究对象,

使图书馆充分发挥输入、贮存、开发和输出信

息资源的功能, 加大信息资源开发、交流、转

化、增值力度, 更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

化素质和科学劳动社会化程度, 促进生产的

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1. 3　从图书馆自身而论, 当前面临着传统图

书馆向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虚拟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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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要抓住时机做好总体规划和实际工作。

诚然, 由于认识、导向、管理等方面的原因, 图

书馆科研面临不少实际问题和困难, 诸如经

费短缺、工作条件差、科研手段落后、科研成

果转化难、学术队伍不稳定、研究人才严重流

失, 等等。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从根本上说,

只能靠图书馆系统自身的改革和发展。首先

应从图书馆学研究的主体努力实现新的转

变。即从封闭式研究向开放式研究转变; 从注

重基础理论研究向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并重转变; 从注重学术价值向学术价值与社

会价值并重转变; 从单一研究方法向多种方

法综合运用转变, 等等。这些转变涉及研究工

作者的学术观念、学术成果的评估体系以及

研究者自身的综合素养, 尤其是在当今的信

息时代, 信息的采集与处理对科研人员研究

手段的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新知识、新手

段、新信息的注入又激励着学人新的学术创

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时代呼唤着图书馆

工作者抓住时机, 克服困难, 开拓进取。

时代对包括图书馆学科在内的科学提出

的挑战表明, 社会愈是进步, 赋予科学的使命

愈是繁重。图书馆学工作者要跟上时代的节

奏, 实现自身的价值, 必须完成从传统到现代

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将是图书馆科学

学术研究的一次大跨越。这寄希望于图书馆

科学工作者的努力, 同时也有赖于全社会的

协力配合, 既要有物质保障, 又要有精神支

持。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图书馆科学与社会的

协调发展。

2　图书馆学新观念的特点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必然会引起图书馆

学新观念的出现。所谓图书馆学新观念是相

对于其传统观念说的。主要指社会变动与发

展的新思维、新知识、新方法所带来的图书馆

人的理论共识和社会责任。

2. 1　开拓性。其关键是要有新意和创造。在

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 作为起主体和主导作

用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应该既能够继承传统又

敢于冲破传统。图书馆学新观念是从社会实

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图书馆学研究涉及的

学科越来越多, 如系统工程、信息学、情报学、

管理学、人才学等。这些大都是图书馆学传统

观念未曾或较少顾及的, 而现在却成为图书

馆学研究的新的或重点对象。涉足新的领域,

可以在传统观念和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以尝

试性的姿态提出新见解、新思想, 突破图书馆

学传统观念的规范。

2. 2　综合性。就图书馆学新观念的研究课题

来看, 其内容往往涉及到多种学科, 因而须综

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如伴随着知识信息

已成为社会三大资源理论的提出, 图书馆学

将越来越侧重于对图书馆知识资源及其开发

的研究, 其中知识量与日俱增与图书馆人的

学科结构、知识水平能否适应的问题, 又有社

会读者和用户的知识正加速向“复合”、“综

合”模式发展的问题, 还有图书馆既要受社会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制约, 又

要适应和引导社会发展的问题, 这就决定了

图书馆科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 图书馆

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有赖于其他科学的进步和

发展, 需要借鉴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尤

其是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性生

物学、社会生物学、脑科学、思维科学与多媒

体技术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这种综合性特点,

要求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者须打破学科界

限, 打破门户之见, 进行多学科、跨领域的研

究, 走联合攻关之路, 发挥科学研究的整体优

势。为此, 应依据新形势的需要, 适时进行研

究队伍的重新整合, 改变孤立攻关、力量分

散、重复研究而不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局面, 积极探索一种求新求变、聚散有度的

科研体制。

2. 3　应用性。图书馆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

科。历来比较侧重于对现实效用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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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直接为经济、科教和全社会服务。但所谓应

用性, 并非完全排除理论性, 恰恰相反, 其立

论和论证往往涉及到一系列比较高深的理

论, 从而使图书馆的本质更具现实性、具体

性, 并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中概括出新理论,

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

展。

3　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图书馆作为社会发展需要的情报、知识、

信息机构, 其生命力在于应用性、指导性、服

务性。当前,“图书馆改革的研究”“以图书馆

与市场经济、图书馆与信息产业为主。”[2 ]“这

是图书馆学介入现实寻求发展的必然路向。”

其实,“从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知识及其传输

的学问, 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个基

点出发”[3 ] , 图书馆与市场经济、图书馆与信

息产业的研究是同图书馆与社会读者 (用户)

关系, 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关系的研究相辅相

成、互为包容的。就图书馆运行机理的出发

点、价值取向而论, 图书馆学科研主体应该在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把图书馆与用户

的关系、图书馆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作为学科

研究的重点课题。

3. 1　关于图书馆与用户关系的研究

3. 1. 1　图书馆的出发点。笔者曾提出“读者

是图书馆的出发点”的命题[4 ] [5 ] [6 ]。这个命题

的基本含义是: 提高读者素质是图书馆的根

本职能, 是图书馆的本质所在, 这就决定了读

者的问题是图书馆的中心问题, 读者是图书

馆的最基本的着眼点; 图书馆的直接目的是

满足读者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而促进读

者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则是图书馆的最高目

的。换言之, 图书馆应当把读者作为自身工作

的主体, 而不是把读者作为自身工作的被动

客体来发挥作用。

3. 1. 2　读者主体论。读者主体性主要表现为

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7 ]。要在图书馆实践

中发展读者的主体性, 必须把读者作为整个

图书馆工作的重心, 把读者当作图书馆过程

的主体。也就是图书馆工作者主体, 在适应和

引导读者主体依据认识规律进行借阅、咨询

和认识、实践, 以获得发展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能动性、方向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3. 2　关于图书馆与科学技术的研究

3. 2. 1　图书馆与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在现

代社会, 图书馆与科学技术是相互制约, 共同

发展的。一方面, 科学技术制约着图书馆的内

容、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 现代科学技术也

依赖于现代图书馆。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再生

产的资源库, 图书馆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继承、

积累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3. 2. 2　图书馆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的基础和关键。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需

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 图书馆

起着中介性的关键作用。现代生产是科学技

术的物化, 现代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

力, 或者说是潜在的生产力。实现由“潜在”到

“现实”的转化, 关键的一环是使劳动者掌握

现代科学技术。而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的过

程, 也是图书馆文献开发并输出信息资源的

过程。因此, 现代图书馆是使科学技术由潜在

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

中间环节。

4　图书馆科学的成果转化

联结用户 (读者) 和信息 (情报、知识、信

息)环境是图书馆生存的基础, 使科研成果转

化是图书馆生命力的体现。图书馆科学研究

如果不与社会实践结合便失去了根基, 图书

馆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是其整个研究过程的

最重要一环, 它实现着研究人员的人生价值,

体现着学科的特有魅力, 并由此构成图书馆

科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4. 1　成果转化涵义。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来

看, 图书馆科学研究转化是一个由理论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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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过程。它是指图书馆科研成果被人们所

接受、理解和掌握、成为观念或知识体系, 并

在实践和运用中带来明显的实际效益, 包括

图书馆行为、制度、设备、设施及文献信息等。

它具有转化过程的缓慢渗透性、转化结果的

综合性与不确定性, 转化形式的多样性和创

造性。

4. 2　成果转化条件。影响图书馆科学研究成

果的转化主要有内外两个条件: 外部条件主

要指经费和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等。内部条

件更重要, 它有一个接受者把科学研究成果

与个体经验相结合的内化过程。这个过程包

括组织管理手段、管理水平、对科学研究成果

的鉴定评价等。当然, 其关键是科学研究成果

自身的魅力及图书馆理论工作者和图书馆实

际工作者的紧密合作。

4. 3　成果转化类型。图书馆科学研究成果的

转化分三类:

(1) 成果在图书馆科学研究领域内的转

化。如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研究的转化, 应用

研究成果向开发研究的转化, 相邻学科领域

间的相互渗透、相互扩散等。

(2) 图书馆科学研究成果向人类主体自

我意识的转化。通过传播交流, 改变图书馆工

作者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图书馆观念, 提高他

们的精神文明素质和图书馆能力。

(3) 图书馆科学研究成果向图书馆实践

的转化、如建议、方案、决策等。

4. 4　成果转化机制。图书馆科学能不能迎接

时代的挑战, 关键在于人。在科学研究过程

中, 选题、研究、决策、实施等最终要靠人实

现。因此, 人才的培养和塑造也就成为整个科

研管理的核心。而科研管理的科学与否直接

关系到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与

发挥。在这一点上, 要提倡引入开放、竞争、效

能的机制, 以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在科研成

果评估上, 注重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数量, 鼓

励出学术精品, 扶持新学和新学派。积极鼓励

研究人员向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领域倾斜,

创造条件鼓励青年科研人才在各自的研究领

域占领学术的制高点。同时, 为促进图书馆科

学研究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的正常运转, 应做

到: 强化各类图书馆人员的科研意识和依靠

科研的观念; 积极广泛地传播、介绍科研成

果, 扩大影响, 使各类图书馆人员认识其价

值; 把科研成果具体化、通俗化; 对科研成果

接受者进行培训; 发挥图书馆实际工作者的

科学研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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