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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伯

在“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高层论坛”的讲话

　　由文化部、中国图书馆学会、江苏省图书

馆学会、常熟市文化局联合主办, 常熟市图书

馆承办的“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高层

论坛”,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 今天在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常熟市召开了, 我代表文化部和中

国图书馆学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

学者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 20 个年头。20 年来,

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 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 图书馆学教育蓬勃发

展, 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气

氛活跃, 研究内容深化, 研究成果丰硕。改革开

放 20 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令世

人瞩目。20 年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是一瞬间, 但

中国图书馆事业走过了一条辉煌的道路, 20 年

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所创造的经

验, 是 20 世纪最宏伟、最有价值的, 是以往任何

时期所无法相比的。它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史上留下了最灿烂的一页。这次高层论坛, 正

是在全国图书馆界学习、贯彻江泽民总书记视

察北京图书馆时所作重要指示精神的热潮中

召开的。高层论坛云集了国内一批著名图书馆

学专家、学者和国家图书馆、省 (市) 图书馆的

主要领导, 将围绕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图书馆事

业和新世纪图书馆的发展进行研讨, 以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 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图

书馆事业建设的成就和基本经验, 探讨 21 世纪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路径, 这对于推动我国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以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采用高层论坛的

形式, 旨在充分发挥高层次专业人才在推进我

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智囊作用, 为即将跨入

新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更快发展献计献策。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用邓小平理论作

指导, 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图书馆事

业建设、图书馆学术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

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以指导 21 世纪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野去研究、去

探索, 但对基本经验的认识是相同的。诸如:

(1)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

会环境, 改革开放营造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十分

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2) 图书馆事业发展必须依赖于经济的发

展, 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国民经济稳步、持续、高速

发展, 一方面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

础, 另一方面促使了社会对图书馆需求的增长, 经

济的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3) 党和政府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

的实施, 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和政策, 不仅为图书馆

工作指明了方向, 而且为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4) 改革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

带来的人们思想大解放, 观念的不断更新, 许

多新观念在图书馆工作者头脑中生根, 如市场

观念、信息观念、产业观念、效益观念、整体观

念等。中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开放 20 年, 是我们

不断解放思想的 20 年。

(5) 改革开放使图书馆的职能不断拓展与

延伸, 人们对图书馆职能的理解更为全面、更

为深刻。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将进一步增强, 使

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终身学校”, 同时由于

我国社会日益信息化和信息日益社会化, 使当

代图书馆的信息职能更为突出, 图书馆将成为

重要的信息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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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革开放 20 年,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步

伐加快, 现正在向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方向

发展, 在其自动化进程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也有不少教训。

(7) 图书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 更加贴近

人民群众, 更加贴近经济建设, 为两个文明建

设服务有许多方法与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

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 研究

空间不断扩大, 信息、信息产业、信息服务和数

字化、网络化、虚拟化已成重要的研究内容, 研

究手段更为先进和完善, 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经验, 对于指导图

书馆的实践, 缩短与发达国家图书馆学研究的

差距, 极为有益。

我们在看到改革开放 20 年来图书馆事业的

成就和经验时, 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前进中我们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 诸如: 我国各类型图书馆虽然

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图书馆的数量仍然太少, 图

书馆普及率不高, 图书馆事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

设和社会的发展; 图书馆事业经费, 尤其是购书

经费的短缺, 仍然是制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 全国和地区间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尚未建

立, 协作协调的任务还很艰巨; 从全国范围而言,

图书馆自动化程度还不高, 网络程度更低; 图书

馆的法制建设滞后等等。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改革开放 20 年光辉里

程, 展望 21 世纪, 我们充满了自豪和希望, 同时

又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去年 12 月 22 日,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了北京图书

馆, 他在视察时指出: 社会的发展, 人类的进

步, 都离不开知识。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兴勤奋

学习之风。如果 12 亿人民中, 读书的人越来越

多, 大家的知识水平提高了, 就会变成强大的

物质力量, 我们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就大

有希望。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京图书馆, 是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是对文化

部门的领导和全国图书馆工作者的极大鼓舞

和鞭策。我们已面临一个新的世纪, 21 世纪是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信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中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所重视。知识、信

息的获取, 运用知识、信息及创造知识、信息的

能力将成为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

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党和政府已提出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 图书馆既面

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 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何在知识经济时代, 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

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 是我们值得研究和实

践的课题。文化部针对网上中文信息的奇缺、

分散的状况, 提出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

思路, 并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目

前已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

责任公司, 用市场运作的方法来完成这一宏大

的文化工程。可以断言, 在未来的社会中图书

馆的社会地位将空前提高, 图书馆在提高全民

素质, 服务经济建设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为

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图书馆界同样面临着

一个繁重的学习任务, 图书馆工作者有一个继

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任务, 许多新知识、新

技术要学习, 许多新课题要进行研究。无论是

图书馆理论工作者 , 还是图书馆实际工作者,

都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大兴勤奋

学习之风的指示, 学习、学习、再学习, 实践、实

践、再实践, 继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这次高层论坛在常熟市召开, 得到了江苏

省文化厅和常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尤

其是会议承办单位常熟市图书馆为这次会议

作了精心的安排。在此, 我代表文化部和中国

图书馆学会向江苏省文化厅领导、常熟市的领

导, 以及常熟市图书馆全体同志, 表示衷心的

感谢!

预祝会议取得园满成功!

徐文伯　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理

事长、中国数字图书馆领导小组组长。通讯地址: 北

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邮编 1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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