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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馆事业在经历了本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发展之后, 正面临着五大竞争, 即信息

技术的竞争、规模效益的竞争、功能拓展的竞

争、现代管理的竞争和服务质量的竞争。认识

这些竞争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是中国图书馆界

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1　信息技术的竞争

1997 年 1 月在瑞士东部小城达沃斯召

开的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将“建立网络

社会”作为论坛的主题, 说明信息技术已成为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据统计, 现在全世界每天

约有近百亿信息单元的信息量在传递, 并以

每年递增 15%～ 20% 的速度发展。至 1997

年初, In ternet 已拥有 160 多个国家的 5000

～ 8000 万用户, 并正在以每月 10%～ 15% 的

速度递增, 至 2000 年其用户将增加到 10 亿。

“数字化”一词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

生活中。1995 年 5 月, 美、英、法、日、德、加、

意等 7 国成立了 G7 全球数字式图书馆集

团; 1996 年 5 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

的第 10 届东南亚图书馆学术研讨会上, 提出

了建设国家知识银行的设想; 1996 年, 欧盟

提出了在欧洲建立 10 个或更多的“数字化城

市”的计划,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该计划

的首选城市。

在全球经济日益信息化的背景下, 中国信

息化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近年来组织进行了

11 个重大信息系统工程: 金卡 (电子货币及金

融电子化工程)、金桥 (国家经济信息网工程)、

金税 (增值税发票稽查防伪系统工程)、金关

(国家外贸经济信息网工程)、金海 (综合信息

网工程)、金农 (农业综合管理及服务信息系

统)、金企 (工业生产与流通信息系统工程)、金

智 (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金宏 (国民经济

宏观调控信息系统工程)、金信 (国家统计信息

工程)、金卫 (国家医疗信息网)。In ternet 在中

国悄然升温, 至 1996 年底为止, 全国国际互联

网用户已发展到近 10 万, 提供商近百家。数字

化信息技术已经成为衡量国家水平的重要标

志, 它代表着目前和未来, 成为各行业、各地区

和各国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图书馆界自 70 年

代开始应用计算机以来, 电子计算机技术、高

密度存贮技术和数据通讯技术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自 80 年代中期之后, 一些图书馆建成了

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并投入了运行, 全国已

有 120 多个公共图书馆开展了自动化管理与

应用工作, 已经建立了各种书目数据库 66 个,

已开发采用的应用软件系统 89 个。近年来, 在

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网络化的综合信息传递系

统开始出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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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1 年起开始逐步投入使用; 中国的数字

式图书馆计划开始实施, 1997 年初, 由北京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深圳图

书馆、南京图书馆等 5 馆参加的为期 3 年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科研

项目开始启动, 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 5 馆协作

互为补充的统一的中国国家数字式图书馆原

型, 并准备在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数据的存储

和管理、数字式图书馆的访问与查询、图书馆

的网络提供、版权管理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供

方案。在“九五”期间, 北京图书馆及上海、广

东、天津、辽宁等馆将通过国家信息网, 实现书

目数据共享及电子文献传输。到 2010 年, 将计

划实现全国 100 个图书馆进入国家信息网。同

时, 将建成中国从古至今的全部图书文献的书

目数据库。在科委和中科院图书馆系统, 1991

年开始建立了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

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科院系统的百所网; 国

际联机检索系统在全国初步建成, 可与国际

14 个主要信息系统联机, 检索全世界 600 多

个数据库; 在“九五”期间将针对目前部门情报

检索系统互不兼容缺乏统一的用户界面的情

况, 实施分布式数据库共享系统。 1997 年 3

月, 由国家科委立项的CH INA IN FO (中国信

息)系统工程在北京启动。该工程将以国家信

息基础设施为依托, 建立一个现代化、网络化、

覆盖全国的以科技信息为主体, 集经济、金融、

社会、文化、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权威性的信

息传播系统。该工程将逐步开设中国信息指

南、科技之窗、电子图书馆、政策法规、经贸信

息、企业之窗、人才市场等栏目, 并将于 1997

年 9 月向公众提供服务。在大学图书馆系统,

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式图书馆更是成为热门

话题,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率先提出了

创建数字化图书馆的设想并讨诸实践; 1994

年开始筹建, 1995 年下半年开通了中国教育

与科研计算机网络 (也称“金智工程”) , 如上海

地区的教育科研网一期工程的主干网就由市

教委、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大学、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等 9 个节点构成; 一些大学

纷纷建立了校园网, 并竞相进入国际互联网

络。

信息技术的竞争, 将围绕信息系统的机、

网、库、人四大要素展开、1997 年世界经济论

坛主席、日内瓦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德·施瓦

布在当年论坛的开幕辞中曾发出警世预言:

“这一场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势不可挡, 如果

我们不这样聚集一堂, 用我们的全部关注和智

慧来认真探讨这一挑战对人类的涵义, 我们就

可能走上歧途, 甚至可能被淘汰”。这一警世预

言对于中国的图书馆界来说同样适用。

2　规模效益的竞争

中国的经济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的

过程中, 产生了跨地区、跨系统、跨行业的协

作、联合、兼并、重组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

势对于中国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样有着

启示和指导的作用。实际上, 90 年代以来, 中

国图书馆界的规模效益的竞争已初露端倪。

1988 年, 由上海 54 所高校图书馆联合

建立了“上海申联高校图书馆服务部”, 从事

发行图书、统一编目、随书配卡, 建设中文书

目数据库等工作。从而使图书馆的有些工作

走向社会化。1995 年 5 月, 在原上海侨华书

刊经销部的基础上, 由 39 家上海图书情报机

构联合组建了“上海翔华图书有限责任公

司”, 为各地用户提供代订代购、分类标引、培

训进修等项服务。这些都是跨系统跨行业协

作, 走图书馆工作社会化道路的新尝试。

1995 年 10 月, 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

技术情报研究所两大图书情报机构宣告合

并, 重组后的新馆以近 10 万平方米的馆舍面

积和 4000 万册 (件) 的馆藏跻身世界各大图

书馆的第 7 位。合并后的上海图书馆在资源、

学科、人才、管理、科研、经费诸方面的规模效

益已经显露出来并将产生出更大的规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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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我国目前公开发行的各学科刊物有

8000 多种, 内部刊物也多达 10000 多种。

1996 年 12 月,《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问

世并开拓建立起中国学术期刊文献全文检索

咨询网络。1997 年 3 月, 首批区域性现代学

术信息中心投入运行, 全国各地有 500 家图

书馆成为该中心的网络成员, 并计划将网络

成员发展至 1200 个。这是建立检索咨询网络

产生的规模效益。

规模效益的竞争只是刚刚开始, 只要善

于把握发展的机遇, 在规模效益上下功夫, 就

能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开辟新的发展前景。

3　功能拓展的竞争

这里讲的功能拓展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

指图书馆文化发展功能的拓展, 一是指图书

馆工作本身功能的拓展。如发挥图书馆的旅

游功能就属于前一种功能的拓展, 新辟视听

资料室、网络检索室, 电子出版物阅览室属于

后一种功能的拓展, 而举办教育及信息讲座

则介于两者之间。

笔者曾经就中国大城市图书馆综合文化

功能及其开发问题进行过讨论, 认为大城市图

书馆的综合文化功能中包括文化展示、文化服

务、文化市场、文化教育、文化典藏、文化研究、

文化交流、文化娱乐等项功能。笔者还认为, 图

书馆在游览、购物与娱乐方面均有文章可做。

上海图书馆新馆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

就充分考虑了未来功能拓展的因素。如在历

史文献区, 新辟了古籍善本阅览室、家谱阅览

室、古文献陈列室、古籍修复技术展示室、金

石书画陈列室、上海地方文献阅览室, 扩大了

古籍阅览室、近代文献阅览室和中国文化名

人手稿馆。在新馆大厅的大理石壁墙上, 有藏

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印度文等 23 种文字

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石刻。上海图书馆新馆

开馆后, 继续根据社会的需求与发展, 将不断

拓展新的功能。1997 年开始, 上海图书馆在

新馆开辟了全国首创的“妇女之窗”、“院士画

廊”和“全国新书展销厅”, 从不同角度扩大了

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随着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 被称为精神家

园和市民第二起居室的图书馆, 其功能拓展大

有可为。目前, 深圳图书馆日均读者量多达

5400 人, 上海图书馆新馆高达 8000 人。如何

吸引读者, 值得各个图书馆去思考, 去想像。

4　现代管理的竞争

管理作为一门科学, 是伴随着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逐步形成

的。从美国工程师泰罗 (1856～ 1915)的提高

劳动效率和管理效率, 到法国的法约尔 (1841

～ 1925)所强调的对人才的选用和培养; 从美

国哈佛大学的梅约 (1880～ 1949)提出的必须

从社会和心理方面鼓励工人提高生产率, 到

美国的麦格雷戈 (1906～ 1964)创造的人有自

我满足需求的理论等, 各类管理理论学说层

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更是出现

了许多管理理论的学派, 特别是系统论、控制

论、信息论的出现, 给现代管理注入了新的生

机和活力。

就图书馆的管理活动而言, 一般认为包

括 3 个主要方面: 一是图书馆的主体与客

体; 二是图书馆管理的过程; 三是图书馆的管

理方法。

图书馆的主体, 包括管理机构与管理者。

以上海图书馆新馆为例: 上海市委市府采用

了最优化方法, 把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

报研究所合并, 同时从国内 5 个单位调配了

从事历史学、科技情报、新学科、中国古典文

献学、信息技术、图书馆学的 6 位专家组合成

年轻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这一举措包含了

管理的竞争、决策的竞争与人才的竞争。

图书馆管理过程, 包括计划、组织、控制、

协调等。按照图书馆的固有管理模式,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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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量与一定的读者量是相适应的。但上海

图书馆新馆开馆后, 办理借阅证的读者如潮,

每天排起长队。是让读者适应已经计划的外

借图书量, 即到一定读者量时停止办证, 还是

不断扩充外借图书量及其借阅空间以满足读

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这里有一个管理工

作是以图书为中心还是以读者为中心的问

题。上海图书馆采用了后面一种方法。因为

按照现代权变管理学派的理论, 管理要因事、

因地和因人制宜, 不能固守一种模式和一种

方法, 管理要适应环境和形势的变化。

图书馆管理方法, 包括行政方法、激励方

法、定量方法、思想道德方法等等。从现代管理

学的理论出发, 图书馆管理很需要运用动态管

理的方法。如人事管理中, 我们习惯于讲定岗、

定编、定员的所谓“三定”, 但图书馆的工作是

发展变化的, 人员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 对

于图书馆来说, 相对稳定的是岗位, 而编制与

人员应实施动态化的管理。此外, 现代企业中

的走动管理、巡视管理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管理出效益, 管理出人才, 管理出质量,

管理出形象。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使一

个企业起死回生, 那么, 现代管理对于图书馆

而言, 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5　服务质量的竞争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也是属于图书馆管理

的范围。之所以要把它作为竞争的一大问题

提出来专门讨论, 是因为服务质量是关系到

图书馆的形象、地位及发展的重大问题; 提高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也是每一个图书馆目前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书馆与机场、邮局、商店、宾馆、医院等

机构一样, 都是属于窗口行业, 作为窗口行业

形象建设的核心, 就是要搞好优质服务, 对服

务质量常抓不懈。

图书馆服务质量的竞争, 将围绕 6 个字

来展开, 即服务态度体现“热”字, 服务形式体

现“便”字, 服务过程体现“快”字, 服务手段体

现“新”字, 服务内容体现“特”字, 服务环境体

现“雅”字。所谓“热”字, 就是要热心服务、主

动服务、耐心服务、微笑服务、超常服务, 所谓

“便”字, 就是要方便各类读者群, 从是否方便

读者与用户的角度去思考并处理问题。如上

海图书馆新馆开馆后几乎所有的阅览室全部

开架; 开放时间延长, 中午不休息; 每天向读

者开放提供办证服务等等。所谓“快”字, 就是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如

外借、复印、电话咨询等均可实行限时服务的

承诺。所谓“新”字, 就是要向读者用户提供信

息服务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新途径以

及文献信息的新产品。所谓“特”字, 就是要满

足不同读者的特殊需求, 如许多图书馆已经

或正在构建的特色图书馆及特色阅览室, 一

些图书馆推出的特色服务。所谓“雅”字, 就是

要在图书馆内外营造一种安宁肃静、清新整

洁、绿荫环抱、典雅庄重的气氛, 使广大读者

能够聚精会神地阅读, 专心致志地思考, 使每

一位进入知识殿堂的人们受到文明的洗礼,

得到文化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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