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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远程技术与近距离运行机制的矛盾

　　ABSTRACT　T he advanced techno logies b ring w ith them socia liza2
t ion and being of long distance to the info rm at ion services and en large the

w idth and dep th of the lib rary’s socia l services. Yet the o ld system of li2
b rary adm in ist ra t ion and lib rary opera t ing m echan ism in Ch ina at p resen t

lim its seriou sly the app lica t ion and developm en t of new techno logies. To

so lve th is fundam en ta l con trad ict ion, the first is to m ake relevan t law s as

governm en ta l behaviou r, the o ther is to bu ild a m echan ism of m u tual socia l

benefits, the th ird is to st rengthen the ho rizon ta l netw o rk m anagem en t

and adm in ist ra t ion.

KEY WORD S　Operat ing m echan ism s M odern ized m anagem en t and

adm in ist ra t ion

CLASS NUM BER　G251

1　现代化图书馆: 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体制

的结合体

1. 1　先进生产力带来信息服务的社会化、远程化

现代化图书馆具有的先进的文献信息生

产力 (如计算机软件、网络、数据库、脱机产

品、信息高速公路等) , 加大了图书馆为社会

服务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促进了文献信息的

社会化、服务的远程化。从而从根本上克服了

传统图书馆服务的局域性和封闭性。

在促进信息社会化的因素中, 除了先进

的信息生产力, 还有信息生产的管理体制及

运行机制因素, 而且后者影响可能更大、更深

重。一方面,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其支撑能

力的强化, 最终将带动文献信息生产服务运

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但另一方面, 传

统、落后的机制、体制又将遏制、削弱生产力

的作用和正面效应。目前我国现行的信息系

统主要还是在搞内部管理系统 (采编、流通管

理) , 而没有集中注意力去搞可以送到网络和

信息高速公路上去的信息产品。这样, 即是搞

信息高速公路, 也会出现“有路没车跑, 有车

没货拉”的现象。

近来有大量文章在论述现代化图书馆和

信息资源的发掘、利用时, 技术性东西谈得较

充分, 也确实卓有成效, 但是关于社会、人、经

济、运行机制、观念、管理模式等因素对信息

资源社会化影响的文章很少。其实, 后者的掣

肘、妨碍作用举足轻重。

我们要防止把图书馆现代化过于简单

化、表层化。我国图书馆界在讨论现代化时总

有一种严重的技术主义倾向。因此, 在当前对

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的研究, 是图书馆现

代化更有深度和难度的课题。国内专家指出,

在图书馆现代化中, 要“反对过于‘见物不见

人’的单纯技术观点”[1 ]。比如信息系统“对用

户要友好”,“系统要人格化”就是技术范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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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事。就学科建设来看,“图书馆现代化”绝

非只是技术图书馆学的课题, 还涉及图书馆

管理学、图书馆经济学、宏观图书馆学等学科

的内容。不能让前者取代后者。因此有人提

出: 技术手段从属于研究对象, 它只能丰富学

科内容而不会改变学科对象, 因为在各个学

科范围内, 技术不是“主宰者”, 而是“服务

者”, 这种关系不能倒置[2 ]。
1. 2　现代化图书馆的运行机制

对于什么是充分现代化或充分信息社会

化的文献信息运行模式, 本文采用成对范畴

进行比较鉴别:“远距离工作”、“网本体”模

式, 其特点是有相当深度、广度、力度的彻底

开放;“近距离工作”、“馆本体”模式, 其特点

是缺乏深度、广度、力度的有限开放, 或封闭

式运行。例如,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由封闭走

向开放, 但只是近程开放, 对社会来讲, 相对

异社区、异城市、异国度而言, 依然是封闭的。

所以我们讲开放, 离开生产的社会化广度、服

务消费的半径, 就没有意义。

关于“网本体”论, 是指新型图书馆理论

把“网络”或文献信息的社会系统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核心和归宿。也就是说, 把个别

图书馆放在图书馆事业的有机体关系、社会

生产规律、整体利益、平衡经济的最佳资源配

置的坐标系中来重新考察、解释、确定个别图

书馆的工作规律、服务范围、适当角色、权利

和业务等。所以, 个体图书馆认定的、绝对的

准则、规律并不存在。例如, 过去认为个体图

书馆文献信息的加工服务程序就在馆内, 但

实际上它是一条架设在社会中的远距离信息

栈道。所以“网本体”论, 可以成为现代化图书

馆工作范畴群的中心范畴。
1. 3　远、近距离的观念冲突

信息资源开发有量的差异和质的区别。

针对深度、广度、力度等开发的不同情况, 可

对其本质进行高度概括。世纪之交的图书馆

文献信息系统的变革, 量变积累已到达阀域,

其质变冲激而出。列宁在研究黑格尔思想时

写道:“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 由所谓初级

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 这样不断的加深下去,

以至无穷”[3 ]。随着实践的纵深发展, 本质规

律层层深入, 有学者指出传统图书馆学是“馆

内科学”, 馆内科学揭示的就是较初级的经验

型规律。当实践从封闭式的旧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中走出来时, 它就已扬弃近距离模式、开

始驾驭新体制、机制, 并登上宏观微观统一、

网络化远程化并举的高级本质规律层面。

新旧体制、机制的规律及其动态交替可

以用一句话、一对范畴概括。这是因为:

① 本质规律是两种事物在相互区别中

体现出来的, 所以本文的一对核心范畴是“近

距离”与“远距离”的这样对立的图书馆工作

模式。

② 理论成熟的标志是能提供一个中心

范畴, 它必须能概括、统帅过去的实践和子范

畴群, 形成体系化。本文提出的近、远距离范

畴, 能够分别总结、揭示所有传统与当代、未

来图书馆的两大类经验、技术概念群[4 ]。

2　远距离生产力与近距离体制在管理上的

冲突

2. 1　模式

“近距离工作”作为模式主要指: 近程、本

位主义、封闭式的模式, 也指信道短, 信宿与

信息源重迭等[5 ] , 它是同传统手工生产力水

平相适应的; 近、远距离模式是对立的, 同时

又是相互补充依存的。

采取近距离模式, 现代化的技术不能实

现信息资源社会化, 比如有的数据库通讯格

式不统一, 检索系统界面不友好、不兼容, 这

样的电子读物、数据库及系统, 也不能上网,

不能形成全社会共享的文献信息系统, 也不

能实现美国学者D ·Kaye·Gapen 所说的

“远距离地享用现有按点公布的馆藏”。有文

章写道,“我国目前的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的百

花齐放”, 其“编制原理、使用语言、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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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络环境等各不相同”,“产生彼此无法利

用数据信息的不良后果⋯⋯使图书馆界大声

疾呼的‘资源共享’也只能始终处于初级的校

际互借的滞步状态中”[6 ]。

“远距离工作”是我国网络化的“根本出

路”。远程网络, 远距离的网本体思想包括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整体效应、平衡发展及布局、

普及问题等等。有专家指出: 要实现“图书馆

事业在布局上‘点、线、面’的扩展”, 就要“大

力增设网点, 注意网点、网节的合理分布, 推

动网络向点、线、面的密集性和均匀性发展。”

“达到一定的图书馆服务人口覆盖率和地域

延伸度”, 通过远离中心图书馆的“末梢神经

网络”的营建来实现网络的远程延伸和“网

目”的“张开”。否则, 仅凭抓住国家、省、市图

书馆这些网络的主干或“塔尖”而“忽视“网

目”、“基础”和覆盖面, 要搞好中国图书馆网

络建设也是很难的。
2. 2　技术生产力的广域化和管理机制的局域化的

冲突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一向是以纵向化

的管理为主。所谓纵向化是指在工作、服务上

没有横向联系。如“公共图书馆作为政府部门

管理的事业单位而单独存在, 负责对本地居

民开放”但它们互相“闭关自守, 各行其事, ”

“联系极少”[7 ]。因为行政母体是纵向条块分

割的, 而图书馆只有把行政母体或其用户当

做服务对象。各系统各类型图书馆间虽在国

家全面规划统一管理下要求互相协调与协

作, 但实际运作中缺乏严密、周全的计划, 模

式组织本身也具有明显的松散性, 横向的管

理不力[8 ] , 这就与现代技术的生产发生了矛

盾冲突, 成为信息网络人为的障碍。因此应主

要做好两个统一:

(1) 网本体与微观工作的统一

电子图书馆的现实环境是国际计算机互

联网络 ( In ternet) , 它是由 160 个国家和地区

的大批计算机网络互联而成, 这些网络节点

下的单位、地区、国家的子网络必须共同遵循

国际通讯协议 TCPöIP, 所以专家提出“电子

图书馆的重要基础, 是一个整体化建设”[9 ]。

即遵循网络上的共同原则来管理局域中层网

络的建设。也就是说“网本体”论只是指把网

络作为规律、价值、利益标准的来源和最高依

据。但网本体并不是孤立的工作, 它是以成员

图书馆的大量具体工作为基础的。所以我们

讲网络化、电子图书馆等等, 仅仅是为具体成

员图书馆的发展及工作而添加一项克服其片

面性的高位参考指标, 在此前提下还要重视

图书馆的馆内工作。

(2) 网本体与宏观管理的统一

运行、管理的“网本体”论的依据是系统

论。系统论的好处是整体功能大于优于局部

功能的机械相加, 因合理配置, 结构优化而提

高效益, 实现“功放”, 所以用“网本体”界说图

书馆机制、体制的模式, 就是把系统论当作提

高图书馆经验规律层次的方法论。例如文献

信息网络的建设就“一定要发挥全系统的整

体功能和整体优势, 在组织上要统一领导, 统

一规律, 统一行动, 相互分工, 相互协调⋯⋯

合理布局, 协调发展”[10 ]。另外在制定馆内工

作目标、计划时也要把图书馆事业的大系统

的总目标当做大前提。

图书馆事业的宏观调控, 是指把图书馆

放在群体网络 的背景下进行社会化管理, 管

理的背景也是宏观的, 即把图书馆事业作为

子系统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利益和需

求挂钩、定位。图书馆的集中管理概念, 也是

从网络发展的利益和规律出发来完成对图书

馆群体活动的制约和引导的。

3　远距离生产力同近距离机制冲突的根源:

社会发展与图书馆母体的微观经济、行政利

益的冲突

3. 1　两档利益、规律的冲突

宏观、微观模式的冲突在本质上是宏观

社会利益同微观利益、微观经济、干部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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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冲突。经济社会发展对文献信息社会需

求同个别图书馆所依附的行政母体的微观利

益不相统一甚至冲突。例如大学图书馆依附

于大学, 而大学领导总把图书馆放在为本学

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天平上来决定图书馆的发

展思路。学校任命的图书馆馆长的思路往往

也与其保持一致。学校总是在对图书馆的效

益、模式认同后才追加投资、进行资源配置

的。满足社会需求出发代表的是全社会利益,

把图书馆工作展开为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宏观

事业和远程工艺管理程序; 而后者仅从学校

需求出发, 代表的是局部利益。随着社会发展

的形势, 个别图书馆发展越来越被要求放在

事业的宏观发展规律下来考虑, 因为, 如果个

别图书馆闭门造车, 将来它将失去进入网络

的机会, 从而被实现超大规模的文献信息社

会化生产的历史所淘汰。

总之, 这种从利益到效益, 从投资到产

出, 从管理到服务, 从干部到资源配置都局限

于局部或个别图书馆的近距离微观化的工作

模式, 必然与宏观上的“图书馆业务工作管理

基本脱节”,“既无法进行宏观政策调控, 亦无

从统一规划事业建设”, 最后只能是“欲统不

能, 名统实分”[11 ]。如果这样自身的利益也难

保, 它将失去资源共享的好处, 它将没法加入

信息高速公路, 它将没法为其行政母体提供

全球信息资源和高效的信息生产服务, 最终

它将失去生存的权利。可见宏观利益同局部

利益是一致的。
3. 2　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的割裂和冲突

在我国, 图书馆的宏观业务领导与微观

经济归属是两重隶属关系, 运行中就产生矛

盾。

这里问题的“症结”在于: 我们所说的图

书馆的宏观集中论的管理机制、体制, 网络化

的工艺体系、组织, 属于一个面, 但图书馆 (公

共图书馆除外)的行政、经济基础是其微观行

政母体 (学校、机关、科研机构、团体等) 属于

另一个面。正如有人指出的:“我国图书馆的

运行机制至今仍然停留在从 50 年代前苏联

的⋯⋯单一计划经济型阶段⋯⋯满足于单纯

借借还还、从不涉足社会经济和社会竞争的

封闭型”[11 ]。也就是说图书馆的业务上归属

宏观网络, 而其行政、经济上归属微观层次或

系统内部紧凑、横向关系松弛。

由于存在宏观业务领导与微观经济归属

的矛盾, 也就使得宏观软调控与微观实体硬

控制互不相容, 形成“合纵”与“联横”的割裂

局面。

4　对策

4. 1　深刻认识三大矛盾

手工生产力基础上的传统网络化 (作为

项目, 组织形式) 不尽如人意; 计算机网络支

撑下, 文献信息的生产、流通、管理、分工、合

作、重组面临全面变革。网络化、远距离化的

前途是光明的。但是, 这种变革的技术背景和

动力 (电子技术、通讯技术革命) , 是来自图书

馆系统外部的输入。并且这种来自社会生产

力层面输入的压力并没有引起闭锁的图书馆

行政母体、管理体制的兴趣。这就构成了社会

生产力同行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之间的矛

盾。这一矛盾具体说主要有 3 个方面: ①宏观

业务的领导同微观行政领导的办馆思想相

左; ②宏观的社会利益同微观的单位利益的

抵牾; ③远距离协同生产、网络技术同近距

离、封闭式机制、体制的冲突。
4. 2　以法律手段——制订法律、法规支撑图书馆现

代化

桌上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未来图书馆

的主要特色之一是把图书馆的服务送到办公

室、用户家中, 这是服务的远距离延伸。而这

仅仅提供了远距离图书馆工作的技术支撑。

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推行图书馆的远程

服务, 关键之一还是要提供政府行为的支持、

监督和管理, 制订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保证,

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角色。如日本图书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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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要“把图书馆建在身边、办到生活中

去”[13 ]。这是一个典型的远距离图书馆工作

的法律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 运用法律手段

建立现代化文献信息体系或现代图书馆的机

制、体制, 它首先是政府行为, 而不仅仅是图

书馆系统的事了。
4. 3　经济机制——建立社会利益互利机制

光有网络这样的远程生产力还不够, 还

需有远程生产体制下的分工、合作和平等的

资源分配、交换关系, 否则, 远程生产力也不

能发挥作用。有文章指出全国县级以上公共

图书馆有 2535 家, 其“入网心态也就各异”,

因为“担心自己成为文献的单向输出者⋯⋯,

因而在并网联合上缺少积极、主动意识”,“严

重延滞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网络发展的速

度”[14 ]。所以在网络内必须制订互利原则和

协议, 推举出成员馆的协议和仲裁机构, 监督

协议的执行。更高层次的互利不是等价交换

式的互利, 而是全局与局部利益的统一。特别

是对大型文献信息网络的投入, 看似不能获

得短期投资效益, 但其后收获的丰厚却是远

远超出投入的期待值 的。这种长期投资效益

需要在宏观层面指导下, 才有可能进行操作。
4. 4　建立强化横向网络式图书馆组织的管理力度

我国图书馆在垂直协调网络成员馆时,

“管理容易规范”, 但同级图书馆的横向协调

比较困难, 关键是没有建立如“中心图书馆”

等形式的横向管理的组织保证。

笔者认为, 中心图书馆的建立, 仍然不能

完全解决图书馆的三大基本矛盾; 仍然不能

完全解决“合纵”式的行政领导同“联横”式的

业务指导的对立、割裂。管理学告诉我们, 单

一的垂直或横向组织结构都不健全, 如今国

外广泛采用纵向行政管理与横向业务管理结

合、职能互补、经纬分明的科学的矩阵组织机

制[15 ]。图书馆管理学也设计了“纵向按‘指挥

——职能’的领导关系, 横向按‘计划——目

标’的领导关系, 纵横交叉形成矩阵”[16 ]的管

理模式。这些虽然多指馆内组织结构, 但也适

用于图书馆系统或外部管理结构。这样, 远、

近距离工作的统一就有了组织保证。

总之, 现代化图书馆生产力的正常运行,

需要具备现代化、社会网络化观念的生产主

体去驾驭; 需要网络化、远距离化、宏观化、社

会化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去相匹配; 必须有

政府行为、法律手段、社会利益机制和科学严

密系统来支撑, 等等。否则, 现代化的进程依

然会被延误和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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