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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化概念

城市化通常是指劳动力 (或人口)向城镇

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

程。也就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空间迁移。产

业转移表现为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到现代产

业, 从农业到非农业的结构性变化或部门转

移; 这种转移使劳动力由低边际产业部门转

移到高边际产出部门, 由低发展潜力部门转

移到高发展潜力部门, 从而提高社会总产出,

增加社会财富, 并使经济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空间迁移表现为劳动力从农村聚落到城镇聚

落, 从分散到集中的区域性流动或区域转移;

这种转移使规模经济得以实现, 比较优势得

以发挥, 专业化协作成为可能, 从而大大提高

产业转移的经济效益。

在城镇化过程中, 人口素质的提高, 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 有赖于文化事业的建设, 其中

图书馆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2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现状

我国农村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

自 3 个方面: 农业的发展; 乡村工业化与非农

化的推动; 政策的支持。“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

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发展战

略方针, 开创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最佳城镇化

发展道路, 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发展局面。
2. 1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总体水平

我国政府对人口城市化曾在一段较长时

期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姿态。到 1982 年, 城市

化水平只有 20. 6%。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

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80 年代以

来, 农村城镇化发展相当迅速, 城市化与农村

城镇化并举。1980～ 1989 年, 农村建制镇从

2874 个增加到 9088 个, 增长了 2. 16 倍。同

期农村镇人口增加了 2602 万人, 增长率为

41. 25% ; 农村城镇化率增加了 1. 33 个百分

点 (见表 1)。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人口变动是

一个以人口迁移和流动为特征的 10 年, 或者

说是人口城市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

移最突出的 10 年。

虽然如此, 我国城市化水平还是比较低

的。我国城市人口从其增长的绝对规模看, 是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但从相对水平看却不高。

1990 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为 26. 4% , 这个比

重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而且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

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的情况下却存在着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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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城市化”的现象, 如待业率高、隐性失业严

重、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交通住宅紧张、文化

事业不足等等。关于我国和一些主要国家人

口城市化水平比较见表 2。

表 1　1980～ 1989 年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状况

年　份

农村小城镇数

(个)

农村非农业人口

(万人)

农村镇总人口

(万人)

县　城 建制镇 乡　镇 县 建制镇 调整前 调整后

农　村

总人口

(万人)

农村城镇化率

(% )

调整前 调整后

1980

1989

2137

1920

2874

9088

58143

44704

7352

8437

4415

6236

4415

25493

6307

8909

71565

87831

6. 17

29. 03

8. 81

10. 14

表 2　1990 年世界巨型国家城市人口概况

国　名
人　　口

(万)

年均增长

(% )

面　　积

(万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ö平方公里)

城市人口

(% )

中　　国

印　　度

印　　尼

日　　本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尼日利亚

俄 罗 斯

巴　　西

美　　国

11433

81175

17930

12354

11205

11135

10854

14843

15037

24997

1. 48

2. 05

1. 97

0. 56

3. 10

2. 69

3. 03

0. 70

2. 17

0. 93

960. 0

297. 5

190. 5

37. 8

79. 6

14. 4

92. 4

1707. 5

851. 2

936. 3

119

273

94

327

141

754

117

9

18

27

26. 4

27. 0

30. 5

77. 0

32. 0

16. 0

35. 0

73. 1

74. 9

75. 0

3　城市化人口素质要求

在反映人口文化素质的每百人含有的各

文化程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校生及儿童入

学率, 我国比美、日、俄都低 (见表 3)。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渗 透于社会经济各

个部门, 人口的文化素质愈来愈来成为经济

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潜力。建国以来,

我国科技、文化与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城

市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有显著提高, 但就目前

水平来看, 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据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 达到小学以上文化水

表 3　世界一些国家每百人中含有的各文化程度等情况 (% )

国　家 年　份
各 文 化 程 度

大学 中学 小学 合计 文盲
年　份

科学家和

工 程 师

在校生 (1989)

大学 中学

儿　童
入学率
(1988)

中　国

印　度

俄罗斯

美　国

日　本

1990

1981

1989

1981

1980

2. 0

2. 5

14. 2

32. 2

14. 3

34. 3

13. 7

60. 9

60. 7

39. 7

44. 9

11. 3

19. 5

3. 8

45. 3

81. 2

27. 5

94. 3

96. 7

99. 3

18. 8

72. 5

5. 7

3. 3

0. 7

1988

1990

1987

1988

1987

0. 27

0. 30

7. 32

2. 15

7. 02

0. 18

0. 61

2. 17

5. 56

2. 99

4. 47

6. 77

8. 69

5. 59

9. 06

97

99

105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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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人口还不到 6 岁以上的人口的三分之一

( 32. 8% )。尽管它比 1982 年人口普查

(2513% )略有提高, 但距离 21 世纪由劳动密

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的经济

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普查资料还表明, 15

岁以上人口中 15. 88% 为文盲、半文盲, 也就

是说, 1. 8 亿中国成年人口目不识丁。显然,

进一步提高人口的文化程度应是全社会都来

关心的当务之急。这对于控制人口, 发展经济

都至关重要。

4　人口素质提高的途径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没有投资就不

存在经济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必须进

行人力投资和物质投资。人力投资决定人口

素质, 而在一定的投资水平下, 人力投资的多

少又取决于投资结构。与其说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人口素质水平, 不如说是在一定经济水

平下投资决策直接造就人口素质水平。
4. 1　人力投资的含义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加里·S·贝克

尔指出: 通过对人的投资形成的, 并体现在劳

动者身上的、以其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示的资

本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具体物质构成

是人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 即劳动者的素质

构成。相应地, 我们把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投

资定为人力投资。也就是国家用于教育文化

和卫生事业的投资为人力投资。
4. 2　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以投资增长为前提, 又为投资增

长提供可能。物质投资一定, 人力投资增长, 经

济实现增长。由于固定资产周转期限较长, 当

投资存量达到一定水平, 一再追加投资, 原有

固定资产仍能维持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随着

劳动者技术、能力、经验水平、社会管理水平的

提高, 进而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 促成经济增

长。这样的增长是内涵扩大型增长。

人力投资是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的关键。

物质投资过大虽然能取得经济增长一时的高

速度, 但它造成人力投资不足, 阻滞了人口素

质提高, 使劳动者的素质与物质装备要求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要维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从

长远来看, 就是要通过追加人力投资, 提高劳

动者素质。建国以来, 我国各个时期人口素质

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见表 4。

表 4　建国以来我国各个时期人口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单位: %

时　　期
国民收入
增长速度

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速度

职工人数
增长速度

U H

“一五”
“二五”
1963～ 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七五”

8. 9
- 3. 1
14. 7
8. 3
5. 5
6. 0
9. 8
7. 5

28. 3
- 10. 4

35. 5
11. 2
8. 2
6. 5

17. 6
11. 7

9. 1
6. 9
4. 7
4. 6
5. 7
5. 0
3. 4
3. 2

- 5. 96
- 4. 31

0. 76
1. 52

- 0. 95
0. 55
2. 14
1. 75

5. 17
18. 31

9. 17
21. 84
23. 33

1953～ 1990 6. 72 11. 67 5. 36 - 0. 53

注: U = 劳动者素质 (主要是智力因素)的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增长速度。

H = 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例。

5　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动力学

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事业, 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是适应某方面

的特定需要而产生, 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

展。具体来说, 它能满足人类对信息的需求,

能满足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这种生产力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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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能满足人们的教育对静态信息的需要, 能

通过它体现出文献信息具有的学术价值。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越高, 说明它的经

济越发达, 人们对文献信息需求越强烈、越迫

切, 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度越高, 越有利于推进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俄、美、日等发达国家

中, 促使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的一个根本原因

正是社会对知识与文献的需求比较强烈。据统

计, 原苏联在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中, 有 70% 是

依靠采用科学技术成果取得的。美国在 1948

～ 1969 年国民经济增长因素中, 依靠科学技

术占 56. 2% , 70 年代后达到 70% 以上。日本

国民经济总产值中,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取得

的, 60 年代占 38% , 70 年代达到 60%。

城市化水平越高, 必定带来人口文化素

质的高水平。一般说来, 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

高, 阅读要求就越强烈, 对文献信息的利用也

就越多, 对图书馆的要求也就越高。所以, 图

书馆的数量、规模和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

或一个地区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5. 1　人口数量与图书馆

衡量一国或一地区图书馆事业情况和工

作水平, 不仅要看图书馆的数量、藏书册数、流

通册次等绝对数字, 还要看人口的平均数值。

根据 1989 年全国人口统计, 全国人口为

1133682501 人。全国公共图书馆为 2485 所。

藏书为 27900 万册。全国平均 45. 6 万多人才

有一个图书馆, 平均每人拥有 0. 25 册图书。

如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

1985 年) 统计, 到 1985 年底, 全国各类图书

馆为 30 万所, 藏书 20 亿余册, 那么全国每

3779 人就有一个图书馆, 每人可以有 1. 76

册图书。表 5 列出我国 1949～ 1989 年间不同

年份公共图书馆发展变化情况。

表 5　我国人口与图书馆发展情况

年　　份 人口 (万人) 图书馆数 万人ö馆

1949

1965

1970

1975

1978

1983

1989

51467

72538

82542

91970

95800

102071

113368

55

577

328

629

1256

2068

2485

984. 8545

125. 7158

255. 548

146. 2162

76. 2811

50. 0839

45. 6210

　　从 1949 年到 1989 年 40 年间, 人口增长

了 2. 2 倍, 图书馆数增长了 45. 2 倍, 每馆有

人口数从 984. 8 万多人下降到 45. 6 万多人。

这样的变化, 从我国自身前后对比来看, 当然

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情况又如何? (见表 6)

表 6　一些国家人口与藏书比较

国家 年　份 馆　数 藏书 (千册) 人口 (千人) 人ö馆 册ö人

美国

前苏联

日本

波兰

加拿大

瑞典

匈牙利

丹麦

中国

1978

1980

1977

1980

1980

1980

1980

1981

1989

8450　

13200　

891　

9315　

791　

408　

2241　

247　

2485　

439486　

1824000　

58786　

94538　

45602　

39031　

40769　

30737　

279000　

220584　

265542　

115870　

35578　

23941　

8311　

10713　

5122　

1133682　

26086　

2011. 68　

130044. 8　

3819. 4　

30266. 7　

20370　

4780. 4　

20736. 8　

45. 6 万　

1. 992

6. 868

0. 507

2. 657

1. 904

4. 696

3. 805

6. 001

0. 25

注: 美国和日本人口为 1979 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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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公共图书馆具有一定数量的藏

书, 保证居民能有足够数量的图书可以借阅,

一些国家在有关法令中规定了按人口平均拥

有图书的册数。瑞典《公共图书馆标准》规定

每个居民平均应有 3 册藏书。美国《公共图书

馆标准》规定每个居民应有 2 至 4 册藏书。前

苏联规定 6 至 8 册。国际图书馆协会建议各

国公共图书馆平均每个居民有 2 至 3 册藏

书, 这可被看作是国际标准。从按藏书数量平

均来看, 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形成

这种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否认城市化

水平对图书馆事业造成的影响。
5. 2　人口文化素质与图书馆

据 1990 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我国人

口文化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如解放初期, 我

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 80% 左右, 到 1989

年下降到 18. 1%。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口, 特

别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大量增多。据

统计, 1989 年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

人口的 69. 86% , 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

口仅占 1. 42% , 初中程度占 31. 38% , 小学程

度占 37. 06%。从文化人口分布来看, 大多数

尤其是较高层次文化人口集中在城市和经济

较发达地区。如果从文化人口占有图书馆数

量的角度来分析, 则应考虑把各类图书馆都

计算在内。按一般惯例, 衡量一个国家人口文

化素质时往往用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标志。那么, 1985 年

我国高中以上人口为 107256217 人, 占总人

口的 9. 46% , 以 30 万所图书馆计算, 平均每

馆拥有读者 3779 人, 每人平均拥有图书 18.

646 册。这样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怎样的地

位呢 (见表 7) ?

表 7　部分国家高中以上人口平均拥有图书情况

国家 馆数 藏书总册数 (千册) 人口 (千人)
高中以上人中占

总人口比例 (% )
人ö馆 册ö人

挪威

苏联

美国

日本

中国

4622

35100

83578

46114

30 万

33142

2427959

531482

480993

2000000

4086

254391

220584

116782

1133682

86. 92

38. 26

54. 13

29. 14

9. 46

884

725

2639

2639

3779

8. 111

9. 544

6. 942

4. 119

18. 6469

注: 这 5 个国家表示图书馆数量的年份分别为 1980、1975、1979、1980 和 1985。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数, 中国为 1989 年, 其余为 1970 年。

　　我国高中以上人口仅占总人口 9146% ,

与上面几个国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因为比

例小, 相对却增加了每人拥有藏书册数。从总

体水平看我国图书馆发展水平比较低, 受到

经济、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我国是个大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经济、文

化比较落后, 城市化水平低, 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各地很不平衡。

西方走的是一条由教会办图书馆, 到会

员制图书馆、租书图书馆、社团图书馆、捐资

免费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的道路。到 1977 年,

全世界已有 26 个国家先后颁布了具有国家

性质的图书馆法。

正是各国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特

别是通过立法途径, 才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图

书馆的发展。

6　我国城市图书馆发展战略

(1) 图书馆立法势在必行。虽然我国政

府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些图书馆方面的法规

文件, 但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已到了不能再

—53—

罗　军: 中国城市化与图书馆发展
L uo Jun: T he U rban ization of Ch ina and the D evelopm ent of the L ib rary



拖延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图书馆曾

一度繁荣, 经费、人员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

近几年来, 由于图书价格上涨速度远远高于

图书馆经费增长速度, 以及其他因素, 图书馆

事业的投资极度萎缩。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

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城市化的同

时, 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战略之举。

(2) 强化宏观控制结构。强化图书馆事

业管理的国家职能, 建立权威性的职能或协

调机构, 完善和发展多种协调手段, 发挥社会

制度的优势, 走集中化管理的道路。

(3) 推进图书馆的社会化。逐渐把各类

或各系统图书馆办成社会事业, 增强图书馆

自身的活力, 减少对行政系统的过度依赖, 从

而便于依据图书馆自身发展规律, 逐渐形成

多样化的协调。

(4) 走多种模式发展的道路。网络时代,

图书馆的发展和出路不能局限于一种模式,

应根据不同情况探索多种模式相结合的发展

道路。

目前, 绝大多数图书馆的发展仍是政府

拨款的单一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

投资稳定, 资源集中, 有利于图书馆的中长期

规划, 如建馆舍、采购计划的制订和藏书建设

的连续性、完整性。但在我国经济发展时期,

国家无财力对图书馆发展给予充分投入。因

此探索多种发展模式迫在眉睫。可以是自我

积累模式, 由地方文化部门发挥优势项目, 通

过自身积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也可以是联

合模式, 有这几种联合形式: 官办民助式、民

办官助式、纵向联合式、横向联合式, 就是充

分调动、挖掘政府、社会、本系统、外系统等各

方力量来办图书馆事业, 特别是横向与各类

信息机构的合作。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是图书

馆发展的有效途径。信息资源是属于社会, 它

必然要求打破部门和地区之间的界限, 联合

行动, 相互协调, 发挥整体优势。联合起来, 从

工程角度讲, 可以避免重复建设; 从信息资源

开发讲, 可以减少重复, 交叉采集, 提高采集

效率; 从信息资源利用讲, 可提高信息综合利

用水平, 提高服务能力, 提高整个信息网的效

用; 从信息服务的市场价值讲, 只有联合才能

形成市场规模经济的优势。还有内外模式, 即

利用外资, 探索与国外图书馆、信息机构的合

作。外国人出钱, 我们出力, 开发利用信息资

源; 互借互赠、互派互送。这样既可以解决我

们的资金和技术问题, 又可以学到先进的管

理方法。还可以通过 In ternet, 利用世界各地

信息资源。这种方式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模

式。总之, 正确处理好主体模式与多种模式的

关系, 走以拨款模式为主, 内外模式为辅, 迈

向联合模式的道路, 应是今后图书馆发展的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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