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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代以来, 我国图书馆在坚持无偿服

务为主的同时, 在某些特殊服务项目上向读

者直接收取一定的费用, 或者在政策允许范

围内开展一些附带性的经营创收活动, 的确

增加了图书馆的收入, 解决了图书馆的一些

问题, 应该加以肯定。但也应清醒地看到, 某

些关于图书馆有偿服务和经营创收的观点似

是而非。必须提高警惕, 防止误入歧途。

1　无偿服务枷锁论

免费为读者提供服务是图书馆的优良传

统, 一向受到社会的肯定和人们的称赞。有人

为了达到全面推行有偿服务的目的, 全盘否

定无偿服务的作用, 把免费为读者提供服务

说成是“禁锢图书馆事业的枷锁”[1 ]。大家知

道, 图书馆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 不以赢利为

目的。它所开展的书刊借阅、图书宣传、阅读

辅导以及一般性的参考咨询等都是免费的,

基本上消除了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中的金钱

障碍, 为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维护了社会成员获取知识、信息的平

等权利, 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发展。正是当年湖南省立图书馆不向毛泽东

索取书刊报纸阅览费, 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

村青年才得以饱览中外古今典籍, 观察世界

风云变幻, 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创

建新中国打下了知识基础。如果当年大英博

物馆图书馆不为饥寒交迫的马克思提供无偿

的研究条件, 奔波流亡的列宁不能免费使用

世界十多个国家数十个图书馆的书刊资料,

他们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要

是图书馆样样都收费, 报童出身的爱迪生、印

刷工人法拉第、杂货店学徒华罗庚能成长为

发明大王、电磁学奠基人、著名的数学家吗?

如果列夫·托尔斯泰不能免费大量借阅莫斯

科各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历史书刊和回忆录,

他能完成不朽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吗?

事实证明: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英明的政治

家、卓越的科学家、杰出的发明家、著名的文

学家, 正是由于得到图书馆的多方面的免费

服务, 才有所做为、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为祖

国人民和世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这就是

列宁、克鲁普斯卡娅、李大钊等先哲强调图书

馆免费服务的原因, 这就是许多国家的图书

馆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

言》及许多图书馆职业组织一贯坚持图书馆

免费服务原则的道理。否定图书馆免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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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良传统, 就是否定图书馆的社会公益性

质, 就是抹煞图书馆突出的特点, 就是剥夺社

会成员平等享用图书馆资源的权利, 也就是

从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图书馆存在的价值。

2　有偿服务方向论

1986 年, 有偿服务刚在我国图书馆中开

展的时候, 有人便预言:“看来, 有偿服务是个

方向”[2 ]。1987 年又有人提出:“实行有偿服

务已是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3 ]其实,

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只不过是图书馆增加收

入的手段措施, 它是有原则、有条件、有范围

的, 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图书馆必须遵循的“方

向”。社会组织机构的发展方向体现着它的主

要任务、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 不是可以任意

确立和随便更改的。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方向

是什么呢? 党和政府已有明确的规定。1982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科委、国家

教委《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也

重申了这一方向。就是文化部、财政部、国家

工商局下达的《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

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的

第一条, 也明确指出:“文化事业单位必须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正确

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一切淡漠“二为”方向, 把创

收赚钱作为追求目标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应

该坚决反对。

3　有偿服务万能论

国内外图书馆的实践证明, 有偿服务和

经营创收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图书馆

都以无偿服务为主, 有偿服务为铺, 并把搞好

无偿服务作为开展有偿服务的大前提。有人

却片面地夸大有偿服务的作用, 把它说成是

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早在 1984 年我国图书

馆刚刚开展有偿服务的时候, 就有人宣扬有

偿服务有五大利, 即有利于我国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 有利于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有利

提高书刊利用率, 有利于图书馆改革的顺利

进行, 有利于衡量图书馆的工作效率和社会

效能。[4 ] 1988 年有人大谈有偿服务的意义,

认为它可以“改变社会对图书馆的偏见”,“提

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扩大图书馆工作的

范围和服务的领域”,“改善图书馆工作人员

的知识结构和人才结构”等。[5 ] 1995 年又有

人主张“把图书馆当作企业来经营”, 图书馆

可以“通过创收性服务获得营利来维持生存

与发展”。[6 ] 1996 年有人把有偿服务与市场

经济联系起来, 认为有偿服务“带来了图书馆

一场观念革新, 由它引出的文献增值观念、效

益观念, 将推动图书馆事业多元化发展。”[7 ]

图书馆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果真有如

此神奇的作用吗? 否!

(1) 图书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图书馆

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社会对文献信息的

需要, 取决于社会所提供的经济物质基础、政

治环境、科学教育文化条件及图书馆自身的

发展规律。图书馆是社会公益性的文化教育

机构, 不是赢利性的经济实体, 其主要任务是

通过文献信息的搜集、整理、保存并提供社会

成员共同开发利用来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建设, 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应集中在充分

发挥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上。有偿服务只是读

者服务的一种手段, 经营创收也只处于副业

的地位。因此, 它不可能成为推动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不是图书馆改革的关键。

(2) 既然图书馆是社会公益事业, 图书

馆 (私人自办的除外)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政府

及其所属机构的拨款, 其次是争取社会的赞

助。它既没有义务也缺乏条件 (资金、技术、设

备、能源、材料、劳动力)去挣得足够的经费来

求得生存与发展。由于图书馆能够直接向读

者用户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有特殊专业需要的

读者用户不多, 有偿服务的收入是十分有限

的。由于经营创收活动的政策性强, 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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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 价格波动性大, 涉及到工商、税收、供

销、金融、法律等, 关系十分复杂, 很难成为图

书馆稳定的、逐年增长的财源, 何况许多图书

馆、特别是基层图书馆根本就没有条件开展

自身业务以外的经营创收活动。所以图书馆

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收入属于“以文补文”“多

业助文”性质, 只能起补充作用。据陈晓华同

志调查, 1987 年浙江省 80 所公共图书馆全

年经费 871 万元, 当年, 各种计划外收入 44.

2 万元, 扣除税金, 纯收入只有 14. 2 万元 (其

中有偿服务收入 5. 26 万元, 经营收入 7. 42

万元, 附属企业收入 1. 48 万元)。有偿服务收

入只占国家拨款的 0. 057%。[8 ] 1995 年我国

公共图书馆总支出 7. 46 亿元, 其中国家拨款

6. 4 亿元, 占 86. 4%。馆舍宏伟、资源丰富、人

才济济、财力雄厚的北京图书馆, 1995 年的

计划外收入也只占 5%。[9 ]目前我国公共图

书馆经营活动收入较大的是出租馆舍门面。

随着国家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和政府加强对文

化教育单位房地产的调控 (有的省已搞退商

还文, 收回馆舍) , 这项收入能维持多久, 实难

预料。说实话, 我国图书馆的“以文补文”“多

业助文”收入除了部分用于增添馆藏、更新设

备外, 相当部分是被用于发奖金 (在行业收入

差距过大, 图书馆工作人员待遇偏低的情况

下是必要的)。有的图书馆经营创收搞个人承

包, 结果个人拿了大头、图书馆拿了小头, 对

事业很少帮助。有的图书馆的经营创收官司

不断、负债累累, 有的图书馆甚至为腐败份子

提供了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的温床, 这就更谈

不上“以文补文”“多业助文”了。片面夸大有

偿服务的作用, 宣扬“自我造血功能”, 盲目吹

嘘“不吃皇粮”, 只能导致任意扩大有偿服务

范围, 大搞经营活动, 造成国家减少对图书馆

的投资甚至“断奶”的后果。

(3) 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决定图书馆工作

的内容, 图书馆工作的内容决定图书馆工作

人员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光从有偿服务

和经营创收来考虑图书馆的人才结构和知识

结构是片面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

展, 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声像技术、缩

微复制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等

在图书馆的广泛的应用, 传统图书馆与电子

图书馆紧密结合, 朝着信息化、网络化、标准

化的方向发展, 促使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储存

方式、工作内容、服务手段以及文献信息资源

的开发利用方法均会发生巨大变化。图书馆

除了需要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门人才外, 还

需配备现代技术以及相关学科的人才; 图书

馆除了需要一般的管理人员外, 还需要具有

科研、教学、设计能力的高级人才。图书馆建

立了如此结构的队伍, 才能开展多方面、多层

次的服务, 因而才出现无偿服务为主、有偿服

务为辅的局面。有偿服务需要人才, 无偿服务

难道就不需要人才吗?!

(4)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人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一切向

钱看”成了时髦。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 工

资已不能正确反映工人的劳动价值。出现了

知识多的收入少、知识少的收入多; 工资少的

奖金多、工资多的奖金少等等令人费解的现

象。社会地位本来就不高、收入本来就不多的

图书馆工作人员, 有些心理失去平衡, 职业信

心发生了动摇。跳槽的人越来越多, 人才流失

严重, 这成了我国图书馆面临的一大难题。不

可否认, 图书馆通过创收活动的确使工作人

员多少增加了点收入, 对安定人心、稳定队伍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 按

劳分配、缩小差距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效益隐

蔽的“清水衙门”, 实难赶上经济效益明显的

垄断行业。而且造成队伍不稳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光从创收着眼难以根本解决问题, 要采

取综合治理办法。有的图书馆职工工资不高,

奖金补贴很少, 但工作人员却情绪饱满, 工作

出色受到读者的称赞。有的图书馆奖金补贴

不少, 但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却很差: 心不在

焉、工作马虎, 几个人聚在一起, 不是谈股票,

便是品评衣着孩子; 在阅览室、借书处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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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谈阔论、旁若无人, 引起读者反感; 对奖金

十分敏感, 对专业毫无兴趣。这样的工作人员

光靠物质刺激是不行的。图书馆是精神文明

的窗口, 是文化教育机构, 教育者应先要受教

育。当前应认真学好、努力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 [10 ]加强图书

馆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

德教育, 引导工作人员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脚踏实地, 千方百计地满足广大

读者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 为两个文明建设

作出应有的贡献。

4　全面有偿服务论

有人对图书馆实行部分项目有偿服务和

小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仍不满足, 主张大搞“全

面有偿服务”或“全方位有偿服务”。再上升到

“全部有偿服务”; 从“以文补文”发展到“多业

助文”, 再上升到“以商养文”, 口号越喊越高

了, 胃口越来越大。1992 年有的省文化主管

部门在所制定的改革方案中, 要图书馆“实现

从无偿服务到有偿服务的转化”, 以达到“自

负盈亏”。1993 年有人强调“要冲出图书馆事

业的怪圈, 就应走全方位的有偿服务的道路,

以文补文, 创收自救, 变图书馆为租书

馆”。[11 ]1994 年有人要高校图书馆也搞“全面

有偿服务”。[12 ]有人公然主张“图书馆不再区

分主业与副业”, [13 ]甚至有人提出改革就是

为了赚钱, 竟把能不能赚钱作为评判图书馆

及其领导的标准, 提出:“14 年来改革开放的

实践告诉我们: 一所不会赚钱的图书馆不是

好的图书馆, 一个不会抓钱的馆长不算一个

称职的馆长”。[14 ] 1996 年又有人要图书馆举

办各种经济实体, 增强造血功能”, 走所谓“以

馆养馆”的道路。[15 ]有人强调全面有偿服务

是图书馆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

趋势。全面有偿服务论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图

书馆改革观, 它诱导图书馆只顾眼前利益, 放

弃有偿服务的原则, 任意扩大经营创收, 把无

偿服务的项目都改为有偿服务, 最终使图书

馆陷入自我毁灭的绝路。

图书馆实行全面有偿服务, 样样都要收

费, 实际上就是改变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 否

定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一切向钱看”, 根本不

是什么图书馆改革, 而是图书馆的退化。现代

图书馆是社会公益性的非市场型文化实体,

肩负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进行社会教育、传

递科技情报和开发智力资源的光荣使命。它

主要由政府投资, 并由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调

控, 整体上不进入市场, 其服务活动基本上不

受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而租书店 (铺)则是

私人或集体经营的通过收取租金来求生存和

发展的商业单位。为了赚钱, 它只能迎合读者

的兴趣、爱好, 难以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

家的长远目标。它虽受国家的监督, 但直接由

市场支配, 在经济浪潮中呈不稳定状态。笔者

观察过一些租书店, 其购入并出租的书刊几

乎都是武打、言情、侦探之类的通俗消遣品,

根本没有学术著作、教学资料和参考工具书。

它们有钱赚就开, 无钱赚就关, 与素有“知识

宝库”、“信息中心”、“科学殿堂”、“社会大学”

盛名的图书馆相去甚远。

在“全面有偿服务”、“大搞经济创收”的

错误思想指导下, 不少图书馆巧立名目向读者

收费, 挖空心思创收赚钱, 什么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性质, 什么图书馆的方针任务, 什么图书

馆改革的目的, 什么有偿服务的原则, 什么读

者的权益, 统统置之脑后。一时间, 借书看报都

要钱, 阅览室成了录像放映点, 报告厅成了跳

舞厅。各部门互相攀比, 竞相出租馆舍, 使本来

安静美好的学习环境, 变成了闹哄哄吃喝玩乐

的场所。图书馆的歪曲形象引起了读者的不满

和社会的谴责。1990 年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组

对 5798 名用户进行了调查, 相当数量的读者

对有偿服务持否定或保留态度。交通部二航科

研所一位副研究员说:“图书情报部门应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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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益性的部门, 现在由无偿服务转为收费服

务, 严重影响了图书情报资料功能的发挥

⋯⋯。图书情报资料工作的服务方向到底是

什么? 是眼前的经济效益, 还是长远的社会效

益?”山东省社科院某研究员说:“现在许多图

书馆动辄收费, 有的还相当高, 特别是古籍善

本, 真使人望而生畏。”扬州师院某副教授说:

“入藏的图书资料不是商品, 除了有必要收点

复印复制费外, 不可以奇货可居而赢利。”就是

不反对某些特殊项目酌情收费的专家学者, 也

强调:“如果要收费, 必须专款专用, 只能用于

图书资料建设”,“收费如果不是用在添置书刊

上, 应予制止”,“建议降低各种收费标准”,

“国家应制定统一收费标准”“以免出现乱收费

现象”[16 ]。1994 年四川某报社记者向《中国文

化报》反映: 某县图书馆将底层 200 多平方米

的馆舍以 3 年 9 万元的价钱租给一家饮食店,

挤占了宝贵的阅览阵地, 引起了当地群众强烈

的不满。某教师感叹地说:“出租馆舍得到的是

三五万元, 失去的却是无价的知识财富。”一老

读者愤慨地说:“把图书馆馆舍用于开酒吧和

饮食娱乐城, 可谓中国文化的悲哀。”今年 6 月

4 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一位湖北读者的来信, 反

映某市图书馆被经营创收蚕食的惨状:“去年

5 月我去市图书馆办借书证时, 见图书馆总共

四层楼, 一楼出租经营小百货, 二楼三楼是阅

览室, 图书室和办公室, 四楼开办影视、歌舞

厅。不久, 我又去了图书馆, 见二楼阅览室关闭

了, 一打听才知, 因经费不足, 图书馆去年上半

年只订了 40 余种报刊, 下半年, 因无新报刊,

只好关闭阅览室。又过了些日子, 原阅览室变

成了“老年人活动中心”, 二楼的另一间房屋被

改装为“美容美发中心”。目前市图书馆的一、

二、四楼均搞“副业”, 只有三楼是办公场所。

我市图书馆 1995 年以来没有添购新图书, 星

期天不开放, 平时也甚是冷清。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楼上的美容美发中心、影视厅等一片热

闹景象。”图书馆的经营创收弄到这种地步, 图

书馆还姓“图”吗? 这种“挂牌图书馆”还能起

什么作用?!

应当警惕无偿服务枷锁论、有偿服务方

向论、有偿服务万能论、全面有偿服务论对图

书馆工作的误导, 让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健

康蓬勃发展, 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

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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