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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述评

摘　要　90 年代,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虽受国家政治及经济的影响, 面临许多困难, 但无论在基

础建设、学术研究、计算机应用和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与发展。而这些成绩的取得

又主要得益于图书馆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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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年苏联的解体,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俄

罗斯的图书馆事业也受到世界上图书馆界的关注。

本文拟对它的发展过程、事业组织、图书馆法律法

规、自动化等方面作一论述, 以期使我国图书馆界的

同仁对俄罗斯图书馆事业有一大概的了解。

1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的组织机构

1. 1　俄罗斯图书馆协会
俄罗斯图书馆协会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它实

际上起着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作用。

其活动的主要方向是参与研制和实施联邦、区域图

书馆的政治和职业大纲, 促进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

保障, 提高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地位, 开展多方位的职

业交流, 培养图书馆工作者, 提高不同层次的图书馆

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介绍联邦和国际级的俄罗斯图

书馆协会并保护其利益。

俄罗斯图书馆协会提出了需要俄联邦研究的一

系列问题。如在通过法律的基础上, 明确国家、地方

政权机关对维护和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责任。1994 年

11 月 23 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致通过的《图书馆事

业法》和《文献缴送本法》是在俄图协的参与下研制

和修订的。俄图协十分重视与国家政权机关的联系,

就其活动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问题, 会晤俄联邦

文化部长, 以得到支持和理解。同时, 出版《俄罗斯图

书馆协会信息通报》, 向社会各界介绍图书馆界面临

的种种问题。此外, 在它的申请下, 并经俄总统批准,

1995 年 5 月 27 日确定为全俄图书馆日。这是俄图

书馆事业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在实施既定的职业大纲时, 俄图协在国际图联

的支持下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国立图书馆

共同于 1995 年 10 日在圣彼得堡组织了研制权威性

文件国际研讨会, 吸引了德、法、英、芬兰、捷克、波兰

等国专家参加。这是俄图协促进国际合作发展的工

作方向。俄图协作为俄图书馆的代表组织加入了国

际图联。由于俄罗斯在世界图书馆界的影响和作用,

国际图联大会执行委员兼俄图协副主席格尼耶瓦被

选为国际图联副主席。

目前俄图协正在寻找实施“国际网络上的俄罗斯

图书馆”的课题的途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 俄国内许

多地区社会化的图书馆运动尚没有开展起来, 俄图协

执行机关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花在组织问题上; 国内法

律基础很薄弱, 少数大型图书馆的领导对其工作意识

淡薄等等问题, 还有待于俄图协去做细致和艰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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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从这点上来说, 俄图协任重而道远。

1. 2　中央图书信息委员会
中央图书信息委员会由一批重要的图书馆员、

图书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和计算机化、自动化和信

息化的专家组成, 是俄罗斯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系

统的一个社会组织, 又是联邦科学规划《俄罗斯的大

学》和《教育计算化》的实施者, 建于本世纪 70 年代。

其宗旨是促进俄罗斯图书信息服务的组织、协调和

合作, 如分析俄罗斯的大学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现状,

提出建议, 制定标准化的文件、方案, 审批技术和文

件, 组织职业比赛、会议, 培训图书馆专业人员等。

莫斯科大学科学图书馆的中央方法办公室是它

的工作机构。它的活动依靠地区 (共和国) 的方法中

心, 如莫斯科大学是共和国跨部门中心, 喀山大学是

沃尔日耶地区的中心, 远东大学是西伯利亚的中心,

乌拉尔大学是乌拉尔地区中心等等。而地区方法中

心的工作则依靠 72 个市 (州) 的方法中心, 它们分布

在俄罗斯的各个地区。

从 1991 年起, 中央图书信息委员会成为国际图

联的成员, 参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 又是欧亚图书馆

大会的集体委员。在它的倡导下, 1992 年在俄罗斯

国立人文大学建立了俄罗斯大学补充外国文献中

心。1994 年俄罗斯的大学又建立了修缮和复制珍本

和手稿中心。1996 年和 1997 年, 中央图书信息委员

会和莫斯科大学科学图书馆共同举办了珍本书专家

培训班和学术研讨会。1996 年 10 月该委员会举办

了第 2 届国际学术会议, 主题是“高教信息方法保障

中的出版社和图书馆”。此外, 面对俄罗斯的大学图

书馆信息保障中的复杂的经济问题, 中央图书信息

委员会制定了大学图书馆发展的 8 个规划: 1) 建立

图书馆藏书。2)推行图书馆服务新技术。3)保证所有

大学生、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都能利用图书馆。4)装

备图书馆复制技术。5)保持珍本藏书, 使之参与教学

过程和科学研究。6)高校图书信息工作的标准和方

法保障。7)高校图书馆外国文献的补充。8)发展俄罗

斯高校图书馆的国际合作。由此可见, 中央图书信息

委员会是俄罗斯的大学图书馆改革和发展的领导核

心和决策的重要保证。

2　俄罗斯图书馆发展面临的困难

俄罗斯图书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 图书馆

的发展在最大程度上取决于图书馆自身周围环境的

变化, 如图书出版状况、图书的流通、远距离通信、运

输工作、海关法的修改等。90 年代初, 在旧的图书贸

易体制被瓦解和新体制建立的特定的交替之际, 俄

罗斯图书馆界出现了新的形势。

首先, 图书出版量增加, 书价上涨。据俄联邦国

家出版委员会的统计资料, 1996 年俄罗斯出版了

34500 种图书和手册, 总印刷量为 4. 5 亿册, 比 1995

年多印了 877 种、2500 万册。图书出版量增加了, 图

书的价格也上涨了。据有关专家估计, 1995 年俄罗

斯出版的图书平均每本价为 1～ 3 美元不等, 而

1996 年每本书价为 2 美元。

其次, 书价的上涨直接影响了图书馆的藏书。

1990 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系统图书馆的年进新书

总量为 59446 册, 1993 年为 52986 册, 至 1996 年仅

为 25125 册。这种“大滑坡”的进书量引起了俄罗斯

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最近几年, 大学、

中小学、科学院和科学图书馆的购书量则更加糟糕。

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在俄罗斯属于富裕的地区,

1990 年前图书馆的新书量占 10% , 1994 年减少为

4. 7% , 至 1995 年为 3. 6%。成千上万家乡村图书馆

实际上不再购买新书。俄罗斯许多地区最大的图书

馆补充馆藏比西部小城普通图书馆相差好几倍。俄

联邦文化部所属的 10 个联邦图书馆中只有 4 个图

书馆能靠无偿缴送样本来补充图书。有意思的是, 在

俄总统选举前, 梁赞州 2ö3 的图书馆历史上首次没

有拨款购买 1 本期刊, 读者能看到的 2 份报纸为《普

里奥克真理报》(俄联邦共产党梁赞州的机关报) 和

《日里诺夫真理报》。这 2 份报还是报社免费赠送给

图书馆的。1996 年在阿穆尔州、伊万诺沃州、伊尔库

茨克州、堪察加州、奥伦堡州、图拉州、乌里扬诺夫斯

克州等州和阿尔泰边疆区或共和国等地区, 90% 以

上俄罗斯出版的图书没有进这些地区的中心图书

馆。甚至连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国立图书馆

的进书量也比 1995 年减少了 2 倍。一项对藏书的实

验表明, 俄罗斯图书馆 40% 的图书实际上是无用

的、内容陈旧的书。图书馆满足率不足 60%～ 80%。

因为图书馆没有读者需要的书, 他们不能从书中得

到所需的信息。

再次, 图书馆购书经费严重不足。俄罗斯图书馆

的财政经费主要来源于俄联邦政府的拨款、地方财

政的收入和预算外的经费 (有偿服务、援助金等)。但

是由于俄罗斯发生经济危机, 实际上国家的拨款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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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够发放工资。这种情况对图书馆购买新书、图书的

维护和图书馆的安全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1994

年 7 月 2 日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关于保障教育机关

教材措施》的第 767 号文件, 明确规定, 俄高校图书

馆的财政拨款主要依靠当地财政的收入。由于实际

没有拨款, 购书就成了一句空话。而且, 俄罗斯图书

馆中 60% 以上的珍贵资料需要修补, 300 万件文献

需修复, 其中 50 万件需要马上拯救。此外, 馆舍因缺

乏维修资金, 包括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国立

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图书馆都存在火灾

等危险。

3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法律法

规

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但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却一如既往地发展, 其原因就

是俄罗斯图书馆界制定的法律法规在图书馆事业中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图书事业中关于图书馆法律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 1911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全俄图书馆

事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建立图

书馆法律的想法。1917 年 3 月 7 日俄国图书馆协会

做出了一个决议, 在决议的第 8 条中就有“俄国图书

馆协会当前和今后的任务在于: 1) 建立图书馆法”。

在苏联时代有一部《图书馆事业条例》, 公布于 1984

年。苏联解体后, 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主席团的倡导

下, 成立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物登记局、外文图书

馆等单位图书馆专家组成的俄联邦图书馆法起草

组。于 1992 年 4 月在全俄图书馆馆长会议上公布了

《图书馆事业法》和《文献缴送本法》的草案。1994 年

11 月 23 日被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致通过。 12 月 29

日, 俄罗斯联邦总统批准了这两部法律。

俄罗斯联邦《图书馆事业法》, 确立了保护和发

展图书馆事业的法律基础, 使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生

活领域的普遍问题趋于合法化。此外, 法律明确了国

家在图书馆事业中的职责, 并确定了图书馆和用户

相互关系中统一的、规范的法令。在俄罗斯正经历着

最困难的历史时期, 图书馆法律为解决图书馆存在

的问题提供了法律根据。众所周知, 由于地方预算赤

字, 使图书馆的生存都发生了问题, 例如许多图书馆

没有资金用于馆舍的维修、购买供暖设备、增加藏书

量, 有时甚至不能定期给图书馆员发放工资。法律虽

然不能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但给图书馆的发展注入

了活力, 带来了生机。《图书馆事业法》是俄罗斯图书

馆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法律。它不同于 1917 年前图

书馆内部或国民教育部门中沙皇的条令, 也不是党

的决议, 它是第一个国家性的文件, 始终如一地保护

每个人自由选择和获取信息、得到人类积累起来的

集中于图书馆里的精神和文化遗产的权利。同时, 国

家在图书馆事业方面应负有的责任等在《图书馆事

业法》中也得到明确的规定。总之, 这是俄罗斯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法律保证。

1995 年俄罗斯又通过了《信息、信息化和保护

信息》联邦法, 保证俄罗斯全部公民有效地获取信息

的平等权利, 这在当今条件下将成为俄罗斯教育、科

学和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稳定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发

展因素之一。

4　L IBN ET 规划

此规划是俄罗斯政府批准的《保护和发展文化

艺术》(1997～ 1999 年) 俄联邦目标规划的一部分,

建立全俄图书信息计算机网络工作列入了这一规

划。它的实现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莫斯科

地区图书馆计算机网络, 第二阶段实现与所有地区

图书馆的联网。这一规划确定了俄罗斯图书馆以下

主要方向的工作:

(1) 图书馆全自动化。发展现有的图书馆和建

立图书馆新的电子目录, 包括联合目录。

(2) 创造用户获取国内外图书馆电子目录和信

息资源的文件。

(3) 在现代通信手段的基础上制定和推广文献

供给的新技术。

(4) 完善与使用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图书馆的标

准、格式和法令。

(5) 组织教学, 提高专业水平和发展实现图书

信息计算机网络的图书馆的国际合作。

为此, 俄罗斯联邦文化部给地区图书馆装备了

利用光盘操作的设备, 建立了俄罗斯图书馆信息化

问题联合会评审委员会。这一规划主要是在图书馆

界的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领导下实施的, 此外, 得

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经费和政策上的支持。

目前这一规划在俄罗斯图书馆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果: 出版了记载从 1989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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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出版物信息的 3 个国产的 CD 2ROM (俄罗斯

国家书目光盘、国家医学科学书目光盘、俄罗斯国家

专利光盘) ;《用机读方式向俄罗斯图书馆介绍图书

目录记录交换格式》著作的出版; 俄罗斯联合目录中

心决定性方案; 开展对俄罗斯图书馆利用OCL C 数

据信息库的培训工作; 与OCL C 达成协议, 第一阶

段 (4 个月) 40 家俄罗斯图书馆免费上网; 开展俄罗

斯图书目录和美国图书目录的协调工作; 向因特网

全球信息网用户介绍俄罗斯图书馆信息产品的研究

课题得到批准; 按照因特网中的俄罗斯的方案, 向国

立外文图书馆和国立中央机器制造科学图书馆开通

了因特网用户窗口; 俄罗斯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和

国立公共图书馆开通了因特网等等。

5　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和运用

俄罗斯的图书馆普遍推广计算机技术开始于

80 年代, 至 1997 年底大多数重要的联邦图书馆、

90% 的区域科学图书馆、大约 30% 的区域青少年和

儿童图书馆以及相当部分的高校图书馆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自动化。

许多联邦和区域科学图书馆成为计算机网的用

户, 其中有的图书馆已经开通了因特网, 并在图书馆

内建立集体进入因特网的窗口——独特的电子阅览

厅。俄罗斯公共科技图书馆、国立中央医学科学图书

馆等一些图书馆还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电子目录和数

据库, 定期为读者服务。俄罗斯国立公共科技图书馆

的《俄罗斯科技文献联合目录》自动化系统正在发挥

作用。俄罗斯书刊出版登记局建立了记录 250 万条

图书目录的电子目录。此外, 俄罗斯书刊出版登记局

和“和平—对话”公司联合研制的《俄罗斯国家图书

目录》和CD 2ROM 拥有从 1980 年至 1995 年间的在

苏联和俄罗斯出版的 85 万种图书信息。目前该CD 2
ROM 已出版了第 2 版, 并且在俄罗斯区域图书馆得

到了推广和运用。

俄罗斯图书馆界的专家们认为, 俄罗斯的图书

馆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图书馆的用户

认为, 从整体上来说, 图书馆推广计算机技术并非令

人十分乐观。

首先,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俄罗斯图书馆的用

户不能获取在别的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积累起来的信

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电子信息资源也不十分满意。

在 89 个区域科学图书馆中仅有 10 个图书馆拥有电

子目录, 其容量超过 10 万个目录记录, 其他 50 个图

书馆电子目录只有 1 万～ 5 万个记录。1997 年初, 俄

罗斯的图书馆共有不超过 5000 台计算机。一个大型

的区域图书馆平均只有 15～ 17 台电脑, 而实际需求

50～ 60 台。其次, 对图书馆来说, 选择图书馆自动化

技术的程序和缺少财政拨款是最大的困难。这些都

阻碍了俄罗斯图书馆信息化的进程。

6　俄罗斯国家系统BOO KS IN PR IN T

1995 年, 俄罗斯文化部与俄罗斯出版委员会和

俄罗斯书刊出版登记局联手合作, 开始建立

B OO K S IN PR IN T 俄罗斯国家系统。这一系统能

有效地保证将准备出版和正在印刷和销售的图书信

息收集和储存到数据库中, 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所

有感兴趣的人和团体。这一系统的开设标志着俄罗

斯图书市场的成熟。

目前他们建立了收集和加工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出版的图书信息系统。它拥有

俄罗斯图书市场所有大约 50% 的图书, 出版了 4 个

图书目录、8 个电子目录, 这些目录在图书馆、出版

者和图书市场上发行。已有大约 1000 家最著名的出

版社的图书收录在 B OO K S IN PR IN T 目录中。

1996 年所有地区的图书馆日常工作实践中推广

B OO K S IN PR IN T。征订这一目录用户的数量正

在增加, 它成为图书馆工作中越来越流行和必需的

目录。这实际上是在恢复图书市场的条件下建立的

图书馆采购图书的一种机制。

7　保护图书馆藏书的国家方案

1996 年, 俄联邦文化部与俄罗斯图书馆协会、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国立外文图

书馆一起, 共同研制了保护图书馆藏书的国家方案。

他们在对俄文化部管理图书馆的年度调查的基础上

建立了珍本书书目数据库。它拥有的信息是有关珍

本书的内容、保护和利用条件, 以及修复和保存等情

况。1996 年他们又建立了规范文件系统的工作, 协

调图书文物的保护, 并编写了统计、登记、保护、利用

印刷文献状况的方案, 又起草了图书馆文物保险基

金的方案。另外, 根据 1996 年 2 月出版的俄罗斯国

家海关委员会的指令, 从俄罗斯进出的大部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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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文化的文献在办理海关手续时不收取关税。

这些措施对保护俄罗斯图书馆藏书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8　图书馆研究的学术刊物

当今俄罗斯图书馆学研究中有《图书馆学》、《图

书馆目录学》、《科学和技术图书馆》、《国外图书馆和

图书目录学》和《图书馆》等学术刊物。其中《图书馆》

杂志印刷量达 10 万册, 是上述其他各刊印刷量的总

和。它不仅给国家带来了财政收入, 而且成为俄罗斯

图书馆事业的核心刊物, 也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

图书馆工作者专业信息的主要来源。

《图书馆》杂志的前身是《图书馆员》, 创刊于

1910 年。其特点是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色彩鲜艳、

耐读耐看。其栏目有“俄罗斯文化界”、“活动方向”、

“经济复杂的经济条件下”、“地方志”、“法律”、“图书

馆学”、“人物史”、“新技术新工艺”、“经费”、“国际合

作读者创作园”、“外国同行”等。此外还出版副刊, 刊

登图书和旅游信息等,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这也是

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特色。其次, 着重寻求学科发展

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促进图书馆事业有长足

的发展。它通报图书馆界与俄罗斯文化发展有关的

最重要的问题, 如图书馆法律、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联邦规划B OO K S IN PR IN T、图书馆参与国

际信息网等。再次, 勇于开拓, 开拓视野。它向国际图

联提出了建立国际图书馆日、出版联合国文件报告

和图书馆研究文章、建立图书馆职业出版协会等建

议, 在俄罗斯乃至世界图书馆事业中正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

9　国际合作关系

近年来, 俄罗斯图书馆界与国外图书馆组织和

国际机构的合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这表现在俄罗斯

的图书馆员参加国际图联大会, 俄罗斯的专家在国

外进修, 在图书馆中开辟外文阅览厅, 在俄罗斯组织

国际性的大型学术会议等。1996 年 6 月在沃洛格达

市举办了“文化变化形势下的图书和阅读”大会。国

际图联的代表和英、法、美、荷等国的国际组织的代

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并用英、俄两种文字出版了会议

的文集。1996 年 9 月在伊万诺沃市举办了“孩子、图

书、图书馆”大会。来自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德国、波

兰、美国、法国、南非等国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会

议。1995 年 130 名俄罗斯图书馆界的代表参加了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这是参加

国际图联大会最大代表团。由此可见, 俄罗斯图书馆

界在国际图书馆界中的影响和作用。

10　结语

综观 90 年代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程, 我

们不难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俄罗斯图书馆界面

临着国家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对图书馆藏书建设、新

技术新工艺的运用和推广的困难。图书馆界正在研

究和寻找开辟馆藏资源、参与信息市场上自身生存

发展的最佳途径。二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 俄罗斯

图书馆界勇于进取, 不断开拓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

领域, 如制定了图书馆法, 研制了自动化的许多规划

和方案等等。这些都值得我国图书馆界学习和借鉴。

三是重视国际合作, 扩大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在世界

上的影响和作用。目前, 俄罗斯图书馆正朝着信息

化、自动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在跨入 21 世纪之

际, 俄罗斯图书馆积极参与自身结构的改革, 大大提

高自己在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信俄罗

斯的图书馆事业将伴随着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得到

更加长足的发展。

平保兴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曾

赴乌克兰留学。在俄罗斯和国内的专业刊物上发文

30 余篇, 译作 1 部。通讯地址: 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 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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