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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广州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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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zhou is develop ing to becom e an in ternat ional

m etropo lis. How ever, a great gap betw een lib rary services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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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有城市 640 个, 城市化程度为

29%。至 2010 年全国将建成 1000 个城市, 使

城市化程度达到 40%。随着我国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

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 将不仅有城市“量”的增

加, 也必然会有“质”的提高, 也就是城市规模

档次的跃升。近年, 国内有不少城市相继提出

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更高目标。面

对这种热潮, 有关专家指出, 必须从国际化这

个高度把握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国际化大都

市的标准不仅限于经济指标, 其城市基础设

施都有很高的现代化要求。英国一些学者在

研究中根据 16 个因素指标率将欧洲一些国

际大都市进行综合评分, 其中伦敦和巴黎分

别居一、二位。专家认为, 我国大陆目前仅仅

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大城市将来有发展成国

际大都市的可能, 但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

等国际大都市比较还有较大差距。国际大都

市既是一个地区政治活动中枢, 组织经济和

发展经济的核心, 也必然具备人类文明进步

的丰厚积淀。

广州市是我国第一个被接纳为世界大都

市协会的正式会员, 其城市的辉煌可远溯至

盛唐时代, 作为当年国内贸易的著名商埠和

全国最大通商口岸, 对外贸易曾经扩展至太

平洋和印度洋的许多国家, 对外贸易额曾占

全国 98% 以上。广州毗邻港澳, 依托富饶的

珠江三角洲和广袤的华南腹地, 目前珠江三

角洲地区初具城市雏形的城镇总数已有 400

多个, 人口总数 2000 多万, 已成为我国经济

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群之一。广州是这个城

市群的龙头, 既有悠久的商埠史, 又有发展成

国际大都市的优越地理经济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广州市根据

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曾先后 8 次提出过城市

建设方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和邓小平理论指引, 使广州在更

高的战略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上规划城市发

展蓝图。“八五”计划之初, 广州提出了《广州

市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体发展方案

〈1991—2005〉》, 计划用 15 年的时间使经济

和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亚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 90 年代水平, 初步建成具有强大内外辐射

能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到 2010 年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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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 17 年所取得的成

绩, 使广州市对 1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充满信

心。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八五”期间, 广州

市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以年均

2012% 和 1812% 的速度快速增长, 综合经济

实力在全国十大城市中由 1990 年的第 6 位

上升到第 3 位。几年的实践证明, 到下世纪

初, 将广州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完全可

以实现的。

国际大都市不仅要高效能的基础设施,

高水平的经济效益, 高质量的生态环境, 也需

要发达的文化教育和高尚的精神文明。城市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过程, 也就是文化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的过程。如果说历史上的广州,

在接受中华文化的原宗形态中原文化的同

时, 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成功地融汇了世界优

秀文化养分而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岭南文

化, 对广州成为繁荣的商埠起过很好的推动

作用, 那么, 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今天, 经济

的辉煌更需要文化事业的交相辉映。

广州市政府清醒地看到这种形势, 1996

年制定的《广州市文化文物事业发展“九五”

计划及 2010 年发展目标》描绘了未来前景:

到 2010 年, 广州将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具有岭南都市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体系, 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艺术水平进入国

际城市的前列, 文化消费达到亚洲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 成为与京沪相呼应, 向港澳辐射的

华南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中

心, 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基础上建成国际文

化名城。但作为广州文化事业重要一翼的图

书馆事业, 无论现状和政府发展规划都与整

个文化事业步入“国际城市前列”“建成国际

文化名城”的目标相距甚远。

广州图书馆事业的落后表现在“图书馆

数量少, 布局稀疏, 对市民服务程度低; 缺少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标志性图书馆建筑; 图书

馆管理体制及自动化网络化不适应国际大都

市之需; 公民的图书馆意识及作为纳税人对

图书馆使用的权利意识淡薄; 图书馆对社会

服务功能与渗透力弱; 广州市政府对建设国

际大都市的图书馆事业, 缺乏全面而长远的

战略规划及明确具体的实施计划。

讨论图书馆事业兴旺程度首先会谈到图

书馆数量, 而图书馆数量的概念包括: 建馆

数、藏书数、以地域或人口计算表现出的服务

面与覆盖率等。欧美一些国家多以地域、人口

或人均拥有图书数等不同指标对图书馆的

“数量”提出了规定。香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

资料对国际大都市图书馆“数量”的讨论提供

了地域、人口、藏书几方面完善的例证, 且与

广州有较好的可比性。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 根据行政区划分为

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两个系统。市政局管辖

范围包括香港岛及九龙地区, 面积 8915 平方

公里, 人口约 300 万。市政局公共图书馆系统

有 1 所中央图书馆, 面积 4000 平方米, 藏书

4118 万册; 1 所艺术图书馆, 面积 1000 余平

方米, 藏书 713 万册; 视听资料 118 万件。在

辖区内为每 20 万人设置 1 所分区图书馆, 这

样的分区图书馆以 300 余万人口计, 共 15

所。最早的分区图书馆是在中环爱丁堡广场

的大会堂内, 面积 3650 平方米, 现藏书 4712

万册, 视听资料 113 万件, 登记读者 23941

人。一般分区图书馆面积 1400～ 1600 平方

米, 藏书 8～ 12 万册, 视听资料 7000～ 9000

件。市政局在人口稠密区, 作为分区图书馆的

补充, 还设置了 15 所小型图书馆, 这样的小

型图书馆, 馆舍面积一般 500 平方米左右, 藏

书约 3～ 5 万册。在人口稀少又不便设小型图

书馆的地区, 则提供了 4 辆流动图书车 (香港

称为流动图书馆)。市政局图书馆系统 1996

年已达到为辖区内居民每人提供 1 项资料的

目标。香港区域市政辖区包括新界和离岛共

9 个区, 面积 979 平方公里, 人口约 300 万。

区域市政局根据辖区广阔, 居民分散, 人口密

度相对较小的特点, 分别在沙田、屯门和荃湾

设立 3 个中央图书馆。沙田中央图书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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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 平方米, 藏书 24 万余册, 视听资料 5500

余件, 缩微胶卷 1600 件。屯门中央图书馆面

积 3200 多平方米, 藏书 21 万余册, 视听资料

4500 件, 缩微胶卷 1500 件。荃湾中央图书馆

面积 3800 平方米, 藏书 2315 万册, 视听资料

5000 件, 缩微胶卷 1000 件。另有 19 所地区

和小型图书馆及 4 辆流动图书车分布在 9 个

行政区内。区域市政局系统这 26 所图书馆总

藏书量 232 万册, 视听资料 16 万 4 千件, 登

记读者 122 万人。1997 年达到为辖区内每个

居民提供 1 项资料的目标。

广州市辖 8 个市区及 4 个县级市, 行政

区域面积 743414 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

650151 万人, 市区面积 144316 平方公里, 户

籍人口 390112 万人。全市外来人口 170 万

人, 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100 万人。广州市现有

公共图书馆 15 所 (含省馆、市馆、八区四县

馆、市少儿馆) , 馆舍总面积 76544 平方米, 藏

书总数 610 万册, 阅览座位 4888 席。与香港

图书馆事业比较, 基本数据如下表:

地区 行政区面积 人口数 图书馆数 藏书数 馆均面积 馆均服务人数 人均书数

广州 7434. 4 平方公里 650. 51 万人 15 个 610 万册 5103 平方米 43. 37 万人 0. 94 册

香港 1068. 5 平方公里 600 万人 54 个 500 万册 市政局系统 32
馆平均为 1161
平方米, 区域市
政局系统 3 所
中央馆平均为
3417 平方米

11 万人 0. 84 册

注: ① 此处统计香港 54 个图书馆, 不包括“汽车图书馆”。

② 香港人口数、藏书总数为约数。

　　这组数字说明, 广州的公共图书馆布局

稀疏, 建馆数量少, 对市民服务程度低。在这

组平均数字中, 香港每 11 万人拥有 1 所图书

馆, 实际上也不会超出每 20 万人拥有 1 馆,

而广州每 40 万人才拥有 1 所图书馆。香港馆

均建筑面积只及广州 1ö4～ 1ö2, 图书馆数则

是广州的 3～ 4 倍, 这种“小型、多数、方便市

民、贴近社会”的图书馆布局, 加上现代化网

络化技术手段对任一单个图书馆藏书薄弱均

可形成的补充, 使香港图书馆的服务取得显

著效益。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委员会的一份资

料显示, 1995 年其辖下的市区 31 间公共图

书馆, 外借图书总数 1170 万册次, 市民到馆

查阅书籍达 2340 万册次, 借阅率是这 31 间

图书馆馆藏总数 230 万册的 5～ 10 倍。广州

地区图书馆的藏书借阅率估计在 30%～

60% 之间,“在 1990 年至 1996 年中, 省图书

馆的藏书利用率长期徘徊在 50% 左右。”

港穗两地图书馆服务效益的对比分析,

给予我们重要启示, 广州人口虽稍多于香港,

藏书总数和人均藏书数亦大于香港, 为什么

图书馆的服务与藏书利用效率却落后如此之

殊?解决问题的结论是, 广州在推进国际大都

市建设中务必要规划好图书馆的布局网点,

较大幅度地增建贴近市民的小型公共图书

馆。首先要有图书馆, 要有图书馆的触角伸到

市民聚居地, 才可能出现以图书文献资料对

市民服务的效益。广州如果仍然是 40 多万人

才拥有一间图书馆, 显然与建设国际大都市

的要求是相差甚远的了。

国内有研究者著文提出公共图书馆建设

小型化的观点, 上述港穗图书馆服务效益对

比的实例与此互为印证。到 2010 年广州户籍

人口将控制在 700 万人以内, 综合目前讨论

“经济发达地区”或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地区图

书馆数量问题的意见, 广州若以 15～ 20 万人

建一所图书馆标准规划, 那么在国际化大都

市建设过程中, 最终要拥有 35～ 45 所图书

馆, 也就是说, 在今后的大约 15 年时间里, 广

州地区应增加 20～ 30 所图书馆。新增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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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绝大部分应是为社区市民服务的小型图书

馆, 三、五百平方米面积, 五万、八万册藏书,

关键不在追求静态的馆舍藏书规模, 而在于

现代技术与科学管理, 在于以多种形式的收

藏, 成功的文献资料网络和生动有效的服务

使图书馆融进市民之中。

广州图书馆事业的落后, 一方面表现在

小型图书馆建设数量差额较大, 一方面又表

现在缺少一幢展现国际大都市文化风采的标

志性图书馆建筑。如同蜿蜒雄伟的万里长城,

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

文明, 图书馆的文化内涵, 不仅仅在连篇接轴

的丰富藏书, 其馆舍建筑本身就应该是一座

洋溢着国家与民族文化醇香、而日夕滋润社

会公众的知识的喷泉, 是一个大都市深厚文

化积淀的标志。华盛顿人以国会图书馆为荣;

莫斯科的国立列宁图书馆享誉世界; 伦敦大

英博物馆阅览室与马克思不朽的《资本论》相

连; 新近落成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那 4 幢 80

米高比翼腾空的L 形玻璃大厦, 如同 4 本半

开的巨书向人们昭示“知识就是力量”的真

理, 成为今天巴黎令人留连驻足的人文景观。

为了迎接下个世纪, 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纷纷

新建图书馆, 去年落成的旧金山图书馆, 耗资

1 亿 4 千万美元, 面积为旧馆两倍以上, 建筑

设计新颖, 整体钢架结构, 外表包花岗岩片,

庄重而优美, 被称为“为 21 世纪准备的图书

馆”。香港为迈向新世纪而建的中央图书馆于

1996 年 8 月动工, 计划 1999 年落成。该馆占

地 94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33800 平方米, 预

计耗资 513 亿港元, 建筑设计采用后现实主

义多元观念, 除屋顶为西方文化源头希腊式

设计外, 其余均以东方元素为主, 象征香港从

历史到今天对中外优秀文化的荟萃。北京市

区内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的北京图书馆建筑

群楼, 它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恢宏气势曾是北

京十大建筑之一, 是亚洲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上海市刚刚落成的新图书馆, 建筑面积 8 万

平方米, 造型典雅雄伟, 堪称城市的标志建

筑。广州市区内现省、市两所图书馆规模较

大, 但 1986 年建成的省中山图书馆建筑面积

虽有 3 万余平方米, 却促处闹市一隅, 掩身于

现代高楼群中引颈难伸, 谈不上建筑造型的

文化与民族品位。广州图书馆馆舍原系一幢

展览馆, 本来拥有的宽大草坪上浮荡着市井

商业的气流, 经费拮据产生的短期功利行为

随处可见。这两所图书馆作为现阶段的省、市

级图书馆建筑也许尚敷使用, 但以国际大都

市的标志性文化建筑衡量, 却名实不符。

面对国内外大都市文化建设的形势, 广

州市已有了相应认识。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在

若干次谈话中都表示广州“尤其是文化设施

仍然比较落后, 缺乏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标志

性工程”, 强调“一个现代化城市特征之一是

应该有比较发达的文化事业, 拥有众多的图

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电影院等文化设施, 有

浓厚的文化氛围, 它们不仅为本地居民服务,

还为世界各地游客开放”。广州已建有被誉为

中南地区最大的图书市场——天河购书城,

建有国内最具规模、音响效果达到世界高水

准的星海音乐厅, 又计划 10 年内建成亚洲一

流的东方影城, 那么, 也应该把建设一座与国

际大都市相称的现代图书馆计划提上议事日

程。

图书馆事业全民、公益的性质决定了在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仍然主要依靠政府的

规划与投资来推动。这种规划与投资的政府

行为, 在许多国家表现为立法形式。英、美、澳

大利亚、日本、芬兰、挪威等国家先后颁布了

具有国家性质的图书馆法。我国目前尚无图

书馆法, 更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对图书馆事业

发展长远和阶段性的规划, 以及有步骤有成

效的实施。为迎接 21 世纪的曙光, 美国许多

大城市都在有计划地新建图书馆, 建设完备

的电子设施并与国际互联网连接。香港市政

局制定了 1997～ 1998 年度至 2002～ 2003 年

度的 5 年图书馆服务发展计划, 将图书资料

供应由原每人 1 项提高到 2 项, 并实现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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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人提供 1 间图书馆的目标。广州面向 21

世纪推进国际大都市的建设, 毫无疑义应该

有明确的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规划, 应在政府

相关决策层努力达成一种共识: 图书馆与社

会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

图书馆事业, 而图书馆事业朝气蓬勃的功能,

全民对图书馆越来越密切的拥有, 也必将对

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巨大的动力。政府对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责任是进行整体规划, 保证

经费投入, 进行政策指导和扶持。事业经费通

常是讨论问题的首项。有人作过一种消沉的

假设: 在广州, 如果哪一条街道路灯坏了, 哪

一段马路排水沟渠堵塞影响环境, 广州市民

会很快想到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投诉, 要求

解决, 能意识到这是市民的责任和权利; 但也

许有成千上万作为纳税人的广州市民, 一辈

子没有得到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也无动于

衷, 丝毫不感到是自己正当权利的一种损失。

就全社会范围而言, 图书馆服务程度低, 对社

会与市民生活影响力弱, 市民图书馆意识淡

薄。这种互为因果的现象, 正是图书馆事业发

展迟缓的悲哀。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按香

港每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百分比拨给, 经费来

源明确、稳定, 既有法制含义上的保证, 又与

经济发展同步递增。而作为纳税人的香港市

民, 既然是图书馆事业支撑者一分子, 就理所

当然地有利用图书馆、获得图书馆服务的权

利, 也必然在享有这种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增

强图书馆意识。香港在一项关于图书馆服务

的调查中, 市民对图书馆整体服务表示十分

满意或满意的占被调查者的 8611% , 认为服

务还可以的 10% , 感到不满意的少于 2%。市

民的图书馆意识, 要求图书馆服务权利的合

法感, 是图书馆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种动

力, 类似经济生活中市场需求对生产的促进,

这种图书馆被广泛利用与自身功能发挥拓展

之间的互相促进, 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增强

了政府经费投入的保证, 也必将拓宽图书馆

经费来源渠道。美国旧金山新图书馆依赖其

成功的社会服务和良好的读者关系, 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社会筹款。旧金山有 20% 华人,

图书馆向华裔筹得 120 万美元, 同时在新馆

内为华裔提供一间专门阅览室, 除丰富的中

文书刊资料外, 还有古董装饰、大型画册和电

脑。美国 1980 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费 23 亿

美元, 其中私人和私人基金会资助达 21139

亿美元, 占全年经费的 913%。广州图书馆界

一方面没有获得保证事业发展的足够投资,

一方面在争取非政府投资及资助方面成绩不

大。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1995 年上半年, 港澳

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向广东各类型图书馆捐资

人民币 1300 万元, 港币 5100 万元, 日元 470

万元, 美金 1000 万元, 兴建各类型图书馆 66

所, 捐赠图书 165 万册及一大批电子、交通设

备, 而广州各图书馆在其中只获得份额很小

的一部分。广州有经济发展的较好基础, 又得

沿海开放城市的地利, 图书馆事业发展在争

取各级政府投资及多渠道筹资方面应大有潜

力可挖。广州市政府在保证对图书馆事业经

费投入的同时, 应指导促进图书馆顺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转换机制, 拓展职能, 充

分发挥文献资料服务、文化交流、为市民继续

教育以及文化娱乐休闲等服务的功能, 真正

使图书馆汇入社会与市民之中, 成为现代科

技与信息化社会中高效能的一个环节, 成为

社会主义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活跃的

一个园地。政府亦可尝试以企业税收转换、信

贷、价格等经济手段支持图书馆事业, 宣传鼓

励企业和私人兴办或资助图书馆, 通过政策

指导与扶持, 帮助图书馆建立有效的筹资机

制。

作为沿海城市的广州, 得改革开放风气

之先, 公共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整

体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广州图书馆率先建

立了电子图书馆和电子信息中心, 以广东省

图书馆为龙头、覆盖珠江三角洲及粤东、粤

西、粤北地域的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也日

渐展现其先进作用。我们深 (下转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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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不仅浪费时间, 而且要多花冤枉钱。由于中

国通信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而用户增加速度

过快, 所以线路拥挤是难以避免的。要想多增

设线路, 从根本上解决线路不畅, 就需要大量

资金, 这又受到国情的制约。因此, 有的专家

提出, 当前最重要的应该是促进已经建立的

国家公用数据通信网和各种专用数据通信网

充分互联, 也就是追求“四网归一”, 即长途

网、短途网 (本地网)、有线电视网和无线移动

传输的统一运行、协调和管理。中国并不富

裕, 在建设上一直强调“统筹规划, 国家主导”

的原则, 以集中有限的资金, 建设好国家的主

干网, 避免多方投资, 重复建设。

(5) 中文信息激增。网上中文信息少也

是用户不满的因素之一。有的统计资料表明,

在国际因特网上输入、输出信息流量中, 中文

信息仅占 011% 和 0105% , 而美国这两项指

标都达到了 85% 以上。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的

建网和建库工作发展并不平衡, 单纯地发展

网络并不是因特网的真谛, 因特网带给我们

的精髓应是 TCPöIP 网络互联技术与网络互

联和信息共享的原则。建设中国的互联网必

须符合中国国情, 必须尽快开发大量的、高质

量的中文数据库, 才能吸引千百万普通国人

上网。

(6)用户教育加强。随着网络的发展, 网

络教育势在必行。没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和

外语水平, 是难以上网或用网的, 正如美国众

院议长金里奇所说:“电脑化空间是知识的圣

地”。对于用户培训, 美国曾组织了由 3 名教

师和顾问组成的调查小组对 14 个州进行了

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培训同技术装备同样重

要。显然, 中国的网络教育和用户培训应该大

力普及, 以适应网络建设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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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广州在国际大都市建设进程中, 在迈向辉

煌新世纪的历史时刻, 其图书馆事业一定会

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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