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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和图书情报业职业

道德准则问题初探

摘　要　介绍了美国制定职业道德 ,特别是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的原则以及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内

容。提出中国信息产业和图书情报从业人员道德准则的内容。图 1。表 2。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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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

作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它是一般社会道德或

阶级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特殊要求 ,又带有具体职业

或行业特征。职业道德通过调整职业工作者与服务

对象的关系、职业内部关系、职业之间的关系 ,对一定

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1 ] 。

1 　职业和道德

根据美国人的标准 ,一种确立的职业 (profession)

具有如下特点 :满足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专业训练要

求、有一个具备明确会员标准的专业协会、有一个服

务方向、有一定程度的职业自主权以及一套道德准

则[2 ] 。道德规范一般是在一种职业出现以后较晚才

明确的 ,但它是一种基本的需要 ,表明其对社会服务

的道德义务。例如 ,医师、律师、图书馆员等都被认为

是这种意义上的职业。计算机这一行业尚未被人们

正式认为是一种职业 ,但是计算机从业人员自己经常

称自己为计算机专业人员 (computing professional) ,并

且经常讨论职业道德的问题。在上述意义上 ,职业道

德的作用可以用图 1 加以说明。

专业群体 (professional groups) 既是技术团体

(technical community) ,也是道德团体 (moral communi2
ty) 。因为要达到自我调节的功能 , 成员必须确立共

同的目标 ,明确合适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为了明

确这些合适的标准 ,人们必须详细说明什么样的行为

在道德上可以接受 ,职业道德准则就起这样的作用。

图 1 　职业道德准则的指导作用

制定职业道德准则的方法有若干种。第 1 种是

由历史上著名从业人员的论述发展起来的 ,例如美国

医师的道德准则 ;第 2 种是由一个人撰写出来的 ,例

如美国工程师协会最早的道德准则 ;第 3 种是由委员

会起草的 ,这种情况适用于许多组织。

2 　工程师道德的 3 个层次

G·F·麦克莱恩 ( G. F. McLean) 将工程师所遇到

的道德问题分为 3 个层次 ,即技术道德、职业道德和

社会道德 (见表 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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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师所遇到的道德问题领域的分层

第 1 层

技术道德

第 2 层

职业道德

第 3 层

社会道德

问题 技术 道德 哲学、政治

问句 如何 ? 为何 ?

参与人 工程师 管理人员、工程师、律师 政治家

技术道德包括各种技术决策和判断 ,涉及组件的

选择和安排、制造方法的选择、安全因素的考虑等。

在这一层次上 ,工程师最关心的只是功能问题 ,即我

们如何生产出一个工程产品。技术道德的范围和影

响只限于有关工程产品的最终组成。然而 ,技术层次

上提出的道德问题也对社会层次上技术的接受问题

产生深远影响。例如 ,软件测试提出了一个技术问

题 ,导致有些技术不为社会所接受。当大型软件系统

开发完成以后 ,他们的测试可能会有问题。事实上 ,

人们不可能预见大型系统可能发生的每一种情况 ,于

是导致系统可能在正常 (经常的) 情况下运行正常 ,在

非正常 (不经常的) 情况下的结果无法预测而未知。

因此 ,特定技术的应用在技术层次上对社会的影响是

有问题的。

职业道德超越了技术问题 ,考虑了合作或竞争群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表现形式有时为商业契约。一

种工程产品只有投入使用才算完成。这意味着 ,在这

一层次上的决策不应与工程产品的技术方面脱节。

事实上 ,如果在这一层次上有不符合道德的决策 (例

如涉及财务、经济收入或与供应商的关系) 发生 ,那么

产品的整体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受到影响。

社会道德更高一层。在这一层上 ,工程师有责任

用其工程活动的产品来维护公共利益 ,为社会服务。

主要问题包括效益和成本的关系、为少数人服务和为

多数人服务的关系、将公共资金用于工程项目等。

3 　技术道德的一般原则

关于如何确定技术道德准则的问题 ,小爱德华·

温克提出了工程道德的 9 项公理性的原则 [4 ] :

(1)技术不仅是技术 ,它还是一个社会过程。

(2)尽管技术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也

在影响着技术 ;事实上 ,在结果方面 ,价值与技术选择

的关系比硬件的优雅、新奇或精湛关系更为密切。

(3)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副作用 ,因此也会有风险。

(4)技术作为一种组织力量 ,其周围调动了大量

的物理、人力和财务资源。参与者们倾向于利用技术

来促进财富和权力的私利 ,因为他们认识到 ,控制技

术的人就能控制未来。

(5)解决关键问题的是政治方式 ,而不是市场过

程 ;起关键作用的是政府 ,而不是私营部门。

(6)所有的技术选择涉及平衡 :在利益、风险和成

本之间的平衡 ,在短期结果和长期结果之间的平衡 ,

在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平衡。

(7)所有的举措都会产生冲突。

(8)选择的质量依赖于各方可获得的信息的质

量。

(9)技术选择的艺术要求对未来有仔细的考虑。

在此基础上 ,人们提出了一些道德基础。例如 ,

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学会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2
sional Engineers)就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 :

(1)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 ;

(2)坚持法律 ,以宪法为基础 ;

(3)诚实、公正 ,真诚为公众、雇主和顾客服务 ,避

免利益冲突 ;

(4)坚持行业的荣誉、正直和尊严 ,始终使业务继

续发展。

4 　美国图书馆员的道德准则

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图书馆

员个人的素质 ,个人的行为反映了整个行业服务好

坏。美国最早发表的图书馆员道德准则是 1909 年用

于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员道德准则》( L ibrarian’s

Canon of Ethics) ,该准则修订后以书本的形式出版。

1922 年 5 月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刊》( A n2
nals of the A 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发表了一份包括 30 节的道德准则草案。经

过美国图书馆界的讨论和分析 ,该文件作为临时道德

准则于 1929 年 12 月被提交给美国图书馆协会理事

会 ,经过修订以后于 1938 年 12 月被理事会通过。

以下是 1938 年通过的《图书馆员道德准则》

( Code of Ethics f or L ibrarians) [5 ]的部分译文。

总则

1.图书馆作为一个机构是为一批指定用户

的利益存在的 ,他们可以是一个社区的公民 ,或

者是一个教育机构的成员 ,也可以是某个更大的

或更专业的群体。进入图书馆职业的人有义务

坚持其行为的道德标准 ,这些行为涉及其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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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当局、图书馆用户、作为一个机构的图书馆、

同事、图书馆专业的其它从业人员乃至整个社

会。

2. 本准则中的“图书馆员”一词指任何被图

书馆聘用从事美国图书馆协会所定标准中认为

是专业工作的人。

3.本准则提出专业图书馆员的道德行为原

则。它既不是特权的宣言 ,也不是特定场合建议

行动的说明。

(一)图书馆员与管理当局的关系
4. 图书馆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应当认识到 ,图

书馆管理的最终权限在合法的管理权威 ,该权威

可以被赋予一个指定的个人 ,或诸如委员会之类

的群体。

5.馆长应当随时向管理权威通报专业规范

和工作进展。每一个图书馆员都有责任贯彻管

理权威及其任命的行政官员的政策 ,具有忠诚于

图书馆的精神。

6. 馆长应当向员工解释管理权威的决定 ,在

员工和管理权威人员之间做好沟通 ,保持良好的

关系。

7.馆长如要向管理权威推荐任命一个员工 ,

必须仅仅考虑候选人对于该职位的专业资格和

个人资格。延长服务期和提升的决定应取决于

表现的质量 ,并有一个确定的和已知的政策可

循。如果工作要求人事变动 ,应及时预先通知。

如果不能作出适当的调整 ,应根据图书馆的政策

和任职期的规定终止不令人满意的工作。

⋯⋯

(二)图书馆员与用户之间的关系
9. 在与用户接触的图书馆员们的帮助下 ,馆

长应当研究图书馆的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并在这

些需求的基础上采集资料。在符合图书馆政策

和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 ,图书馆应提供尽可能多

方面、代表各种观点的资料。

10.图书馆员有责任使得其潜在用户了解图

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所有有资格使用图书馆的

人都应可以接受到没有偏向的服务。

11.图书馆员有义务对在与用户接触中获得

的私人信息保守秘密。

12.图书馆员应努力保护图书馆财产 ,并向

用户灌输保护图书馆的责任。

(三)图书馆内图书馆员的关系

13.图书馆馆长应当代表管理权威 ,激发员

工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鼓励他们的业务发展 ,表

扬其工作成绩。员工应了解其工作的职责以及

图书馆的政策和问题。

14.图书馆的服务要达到高效 ,必须在员工

个人之间和各部门之间具有对同事的忠诚和友

善的合作精神。

15.如要对图书馆政策、服务和人事问题进

行批评 ,只能向适当的权威人士反映 ,其目的只

能是为了改进图书馆服务。

⋯⋯

18.图书馆员不能代表图书馆进行任何会导

致个人利益的商业交易。

19.图书馆员不能将图书馆资源变为个人用

品 ,损害图书馆对其用户的服务。

(四)图书馆员与其专业的关系
20.图书馆员应当认识到图书馆事业是一种

教育专业 ,并认识到他们的服务的效果取决于他

们的自身发展。

21.由于能力和个性特点对于图书馆工作是

十分重要的 ,图书馆员应鼓励那些具有合适才能

的人进入图书馆专业工作 ,劝阻不适合的人继续

工作。

22.对于候选人和未来的录用单位来说 ,推

荐应当是保密的和公平的 ,在提交情况说明时应

公正指出优点和缺点。

23.图书馆员应对图书馆专业忠诚信仰 ,一

丝不苟。他们应努力去达到和保持适当的工资

水平和工作条件。

24.只有当其它图书馆的管理权威或馆长发

出邀请 ,才能对该图书馆进行正式评价。

25.图书馆员应认识到其专业的基本统一

性 ,应加入图书馆的组织 ,并积极参加图书馆界

的各种会议。

(五)图书馆员与社会的关系
26.图书馆员应向大众宣传图书馆服务的价

值 ,并了解其目标与图书馆目标一致的有关的运

作、组织和机构。

27.图书馆员应代表图书馆参加公共事务和

社区事务 ,使之能在教育、社会和文化机构中占

有一席之地。

28.图书馆员应行为得当 ,得到公众对图书

馆和图书馆工作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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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计算机专业协会的道德准则之比较

美国许多涉及计算机的专业协会都具有自己的

道德准则 ,下面对其主要内容作一比较 [6 ] 。

表 2 　各计算机协会道德准则的比较

ACM92 ACM72 ASIS DPMA ICCP IEEE IFIP ISTE

1. 一般道德责任

1. 1 为社会作贡献 X X X X X X

1. 2 避免损害他人 X X X X X X

1. 3 诚实和可信 X X X X X X X X

1. 4 公正无私 X X X X X X

1. 5 尊重产权 X X X X X X

1. 6 尊重知识产权 X X X X

1. 7 尊重他人隐私 X X X X X X X

1. 8 尊重机密 X X X X X X X

2. 更具体的职业责任

2. 1 努力提高工作质

量
X

2. 2 维持职业能力 X X X X X X X

2. 3 尊重关于职业工

作的法律
X X

2. 4 为职业评审提供

便利
X X X X

2. 5 评估影响和风险 X X X

2. 6 履行合同和协议 X X X X

2. 7 改进公共理解 X X X X X X X

2. 8 仅在授权时存取 X

3. 组织领导责任

3. 1 鼓励社会责任 X X

3. 2 设法改进工作质

量
X X

3. 3 支持计算机的适

当使用
X X X

3. 4 在设计中保证用

户的影响
X X

3. 5 保护用户的尊严 X X

3. 6 创造学习机会 X X X

4. 遵守准则

4. 1 维护并宣传准则 X X

4. 2 将违规与 ACM

资格视为不容
X

ACM92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1992 code)

计算机协会准则 (1992 年)

ACM72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1972 code)

计算机协会准则 (1972 年)

ASIS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美国信息科学学会
DPMA Data Processing Management Association

数据处理管理协会
ICCP Institute for Certification of Computer Professionals

计算机专业人员认证学院
IEEE Institute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IFIP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IST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国际教育技术学会

从表 2 中可以发现 ,各个准则中有公共的部分 ,

例如诚实的一般道德原则、隐私和机密的原则、维持

职业能力的责任、公共理解的改善。尊重产权、职业

评估、公正无私以及尊重知识产权仅在较少的一些协

会准则中提及。

6 　建立中国的信息产业和图书情报从业人员的道德

准则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 ,仅靠规章制度和法

律制度来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要发

挥道德准则的作用 ,使得信息产业和图书情报从业人

员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本人认为 ,中国信息产业和图

书情报从业人员的道德准则应包括如下方面 :

(1)热爱本职工作 ,对自己的职业要有正确态度 ,

充分认识自己职业的意义及其在整个社会事业中的

地位和作用 ,具有敬业精神。

(2)忠于职守 ,认识信息产业和图书情报业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和应履行的义务。应当认识到 ,信息产

业和图书情报业不同于其他服务性的行业 ,其服务质

量的好坏关系到教育、科技、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发

展。

(3)服从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 ,忠实履行自己的

职责。决不利用工作之便损害本单位的利益 ,损害用

户和其他服务对象的利益 ;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 ,对

人民负责 ,对社会负责。

(4)努力钻研业务 ,对业务技能精益求精 ,勇于创

新。

(5)珍惜职业荣誉 ,在本职工作中坚持质量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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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至上 ,让用户信得过。从业人员也有责任宣传自

己所从事的工作 ,让用户和其他服务对象乃至公众正

确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 ,从而获得社会各界的的支持

和尊重。

(6)具有协作精神 ,贯彻集体主义原则。在发生

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7)尊重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权。在信息产业和

图书情报业中 ,从业人员常常会涉及信息的知识产权

问题和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的问题。从业人员应具有

相应的意识 ,能正确处理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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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即将推出《中图法》(第四版)电子版

　　由《中图法》编委会和北京丹诚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开发研制的《中图法》(第四版) 电子版 ,将于 2001 年 4 月由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图法》已

步入文献信息分类电子化时代。它既适用于传统文献的分

类标引 ,快速查找类目 ,又适用于电子信息的有序组织 ,为实

现机助标引和智能自动标引奠定了基础 ;它既适用于传统图

书馆的文献资料的处理 ,又适应于虚拟图书馆、网络信息平

台等信息分类组织的需要 ;它既适用于文献信息脱机标引 ,

又适用于文献信息联机网络标引。

《中图法》电子版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类目检索部分和类

目显示竞争。类目检索部分包括类号、类名、类级、复分号、

复分表、注释等检索点 ,包括前方一致、精确一致、任意一致、

全文检索、逻辑检索等检索方式。显示部分包括主表、附表

的类目等级关系显示、某一类目的详细内容显示和邻近类目

等级关系的显示等显示范围 ,包括浏览显示、多窗口立体显

示、任意类目的超文本显示、印刷排版格式的显示和类目

MARC 格式的显示等显示方式。它有以下功能 :

1. 可从多途径快速精确检索类目。它不仅可从类号、类

名、类目的注释文字等途径跨类快速查找所需类目 ,也可通

过类号、类名、注释等概念符号组合检索所需类目 ,还可实现

全文检索 ,即类表中出现过的任意概念、符号、类号的检索。

总之 ,可实现从主题概念 ,类目短语或类号快速检索到专指

类目和相关类目 ,也可从学科角度进行任意等级类目的检

索 ,随时扩大和缩小检索范围 ,即时灵活地改变检索策略。

2.实现多窗口网状检索 ,打破了印刷本的线性检索体

系 ,便于用户对类号类目的选择判断和甄别 ,起到了智能标

引的作用 ,提高了文献标引质量。

3. 可实现类目任意概念、类号的模糊检索和全文检索 ,

包括类号、类名的后方一致检索 ,满足了新用户和对《中图

法》类目体系、类目概念的学科属性不熟悉的用户的需求。

4. 实现了类目的多层面、多窗口、超文本的显示 ,特别是

参照类号的超文本显示、类目的立体显示这是印刷版所不及

的 ,大大加快了文献分类标引和检索的速度 ,起到了智能辅

助标引的作用。

5.根据类目的属性 ,通过不同的符号、不同的颜色对类

目进行多层面的等级显示 ,对类目概念及其使用起到注释的

作用 ,降低了标引难度 ,用户界面更友好 ,通俗易懂。

6. 起到分类目录检索系统和分类目录主题索引的作用。

7.起到了分类规范文档的作用。在任意类目的固定窗

口可增加标引员的注释 ,起到使用注释文档的作用 ,便于分

类查重 ,也便于分类法修订。

《中图法》电子版的载体是一张光盘 ,安装极为简单 ,用

户只需将这张光盘插入到计算机的光盘驱动器中 ,并运行光

盘根目录中的 setup . exe 程序 ,进行安装后 ,则可使用。

《中图法》电子版软件对运行环境要求不高 ,只为大陆简

体 Windows95/ Windows 98/ Windows N T 4. 0 以上版本/

Windows 2000 ,建议计算机内存在 16M 以上。如果是 Win2

dows 95 环境 ,须先安装 IE 4. 01 以上版本后则可安装。

《中图法》(第四版)电子版的单机版定价为 200 元 ,网络

版为 1800 元。欢迎广大用户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部联

系购买 (地址 :北京文津街 7 号 ,邮编 100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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