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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第六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城
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纪要

(1999 年 10 月 18 日)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 山东省图书馆承办的第

六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较大城市图书馆

馆长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馆长联席会) , 于 1999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来

自全国 39 个省 (市)、自治区及较大城市图书馆

馆长或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以“21 世纪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

为主题, 与会代表通过大会发言、分组讨论、会下

交流等多种形式, 探讨了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

我国图书馆界如何树立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观

念、创造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条件、建立文献资

源的共建共享模式、完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协

调机构、筹措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运作经费, 从

而实现我国图书馆之间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问

题。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周和平、文化部

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副司长周小璞、山东省文化厅

长张长森出席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会议一致认为, 当前我国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应该从理论探讨真正转入实践探索, 并

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过全国图书馆的携手合作、

群策群力、取长补短, 发挥群体优势, 从根本上扭

转推进缓慢的局面;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应本着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 自愿参加”的原

则, 分轻重缓急, 先易后难, 突出重点, 力争这项

工作每年都有新的发展; 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中

应树立现代、开放、合作的观念, 树立图书馆文献

资源为全社会共同所有的观念; 在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中, 既要合理使用各馆的资源, 又要确定均

衡的利益关系, 基础条件较好的大馆应扶持中小

型图书馆的发展, 东部发展较快的地区应扶持中

西部地区的发展; 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中, 要充

分重视和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充分利用网络条

件, 最大程度地发挥文献资源效益。

会议还认为,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

源共建共享工作发展势头良好, 各地区图书馆作

了不少探索, 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为了进一

步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 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与

会代表就今后两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工作达成如下共识:

1　确定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基本模式

“民间行为、政府推动”, 是当前公共图书馆

开展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的一种基本模式。国外

和国内经验表明, 政府在推动文献资源的共建共

享, 特别是重大项目开展与推广中可发挥很大作

用。但是最根本的要靠图书馆自身的力量, 靠图

书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才能够实现。由于我国

地域广阔, 各地情况差别较大, 因此, 各地区可以

选择不同的运作模式, 推进共建共享工作。如上

海地区采取的由市政府牵头的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领导小组的做法可以借鉴。

2　健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协调机构

在 1999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协作会议上, 明确了组建全国文献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网络三级协调机构, 这样的协调机构

在现阶段是适用的。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

完善这个机构的构成、职责, 以对文献信息资源

的共建共享工作涉及的政策方针、重大方案以及

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通盘考虑和协调。根据与

会者的建议, 应考虑并争取全国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协调委员会由国务院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办公

室来牵总, 如果不能实现, 亦可考虑在中国图书

馆学会下设全国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调委员会,

国家图书馆承担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工作。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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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委员会可仿照设置, 省 (市)

图书馆承担各地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工作。全国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在今年底组建完毕; 各地区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组建要在明年 1 季度前完成。

3　筹措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运作经费

为了顺利地开展此项工作, 积极呼吁各级政

府对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投入专

项经费, 用于协作机构的运转、相关标准规范的

制订以及外文文献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同时要发

挥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参与图书馆的积极性, 国家

图书馆拟投入一定的专项经费, 其他条件允许的

图书馆也可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一定的经费, 支

持上述工作。

4　开展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有关工作的调研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重在实施。目前将着重就

如下工作进行调研: 1. 文献资源合理配置; 2.

文献提供服务的统一价目; 3. 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共同遵守的规则; 4. 文献信息加工处理的标

准规范及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上述调研分两级

进行, 由各地区委员会办公室牵头进行本地区范

围内的调研工作 (可以跨系统地进行) , 调研工作

明年 6 月左右启动, 最迟 12 月底结束; 由全国委

员会办公室汇总各地情况并进行分析研究, 提出

实施方案, 分步出台。

5　加强纸质文献的购藏、编目与共享方面的

协作

在有条件的地区, 可开展以省级图书馆为主

进行中文文献的集中采购、协调采购或指导性采

购, 集中分编; 在资源配置调研的基础上做到外

文文献合理购藏; 按现行的运行模式继续推进文

献缩微化工作。

借鉴OCL C 为代表的联合编目模式, 加强

全国图书联合编目中心的工作, 协调与各地区文

献联合编目机构的关系, 建立名副其实的全国文

献联合编目系统。各省级公共图书馆要重点负责

本地区出版物以及地方文献的编目。最终建立各

类出版物的报道与揭示系统, 实现书目数据资源

的共知共享。

6　搞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利用网络开

展网上资源共享

利用计算机网络开展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是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当前各图书馆应积极与

当地通讯部门合作, 争取尽快接入国家的宽带高

速网。国家图书馆提出, 可以为各馆进入广电网

进行协调, 并争取优惠政策, 为共建共享创造网

络条件。

各馆应大力建设、揭示并开放各自的网络资

源, 促进网上资源的共享。争取在较短时间内逐

步把传统的文献阅览、复制、外借等服务通过网

络来实现。国家图书馆和其他有条件的图书馆应

该先行一步, 在开展网上阅览的基础上尽快开展

包括网上外借在内的网上文献提供服务。

7　大力推进文献数据库与文献数字化建设

继续开展“中国公共图书馆馆藏特色数据

库”的建设, 争取在 1～ 2 年时间内完成各馆馆藏

文献书目型数据库的建库工作。在统一规划与分

工协作基础上, 开展各种专题信息数据库的建

设。

文献数字化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础, 国家图书

馆应联合其他图书馆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全国各

馆的文献数字化工作, 与政府有关部门探讨网上

知识产权问题, 牵头研究制定文献数字化的有关

标准与规范, 集中各馆力量, 推进文献数字化进

程, 为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打好基础。

本次会议确定第七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较大城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由四川省图

书馆承办, 于 2001 年在成都市召开。

为了本次会议的顺利进行, 山东省图书馆作

了精心、周密的安排, 与会代表对此表示满意, 并

对省文化厅领导给予的支持、省图书馆领导和同

志们为会议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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