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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办馆 ———公共图书馆的希望之路
摘　要　联合办馆 ,是指在公共图书馆系列内 ,一个地级市只建一所独立建制的图书馆 ,县、区

图书馆取消独立建制 ,成为市图书馆的分支机构。这样做 ,可以使图书馆人力、财力和文献资

源优化配置 ,方便读者。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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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办馆的模式 ———一个地级市只建立一所独

立建制的市级图书馆

与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相比 ,中国公共图书馆

的总数还是偏低的。按照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发

展模式 ,居民在 5 公里以内就应有一所公共图书馆 ,

以便在规定里数内的居民就近就地得到图书馆的免

费服务 ,但这不等于一定要建立一所独立建制的一

级公共图书馆。我访问过香港和美国 ,对香港和美

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进行了考察。我赞成香港和美

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管理模式 :一个市只设立一

所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 ,在各区域只设分馆或流

动图书馆服务站。这种建制方便了市民 ,市民非常

满意。

所谓联合办馆 ,以省府所在城市为例 ,只设一所

省级公共图书馆和一所独立建制的市级公共图书

馆 ,其它各县 (市) 、区图书馆 ,市县区少儿图书馆均

取消独立建制 ,而从属于该市图书馆 ,或为市馆的分

支机构 ,或为它的地区分馆、图书流动站等。

合并图书馆 ,减少独立建制的图书馆 ,并不是以

简单的减少数量为目的。减少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并

不是减弱和影响其发展 ,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当

今图书馆事业发展标准的一种修正。当今有一种说

法 :事业发展要看其机构有多少。比如很多人在刊

物上发表文章就写 :与 ××年或 ××期间相比 ,图书

馆增加了多少 ⋯⋯。但更看重的应该是其实质的发

生与发展情况如何。不排除机构多、图书馆多是事

业发展的标志。但深入其中不难看出 ,有相当一部

分图书馆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名无馆 ,或有馆无书。

与其苦苦留守 ,不如从苦海中挣脱出来 ,去追求新的

生机。

辽宁省图书馆与沈阳市东陵区图书馆仅距 1000

米。东陵区图书馆由于经费紧张 ,近年来新书增长

速度缓慢 ;又由于辽宁省图书馆与之相临 ,到馆读者

少。经过双方协商 ,在东陵区图书馆的基础上组建

“辽宁省图书馆东陵农业分馆”,辽宁省图书馆将馆

藏流通农业书刊近 3 万余册全部投入到该农业分

馆 ,2001 年订农业报刊近 200 种 ,每年辽宁省图书馆

将投入 3 万～5 万的购书经费增加农业书刊的数量。

辽宁省图书馆的读者凭省馆的借书证可以到农业分

馆去借书。开馆后的农业分馆 ,读者人数渐增 ,农业

科研人员满意。省馆的农业文献进一步发挥了作

用 ,东陵区图书馆也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出现了生机

与活力。

辽宁省图书馆和东陵农业分馆形成了主馆和分

馆的格局 ,两馆有分工有合作 ,各有侧重 ,不仅在服

务方面协调互补 ,组成有机的整体 ,而且在内部管理

上分工协作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节约人力、物力 ,使

有效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益。它必将为我国公共图

书馆的事业改革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2 　联合办馆的优点

211 　精简机构 ,便于管理

我国图书馆事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复

建制 ,各自为政 ,相互分割 ,多头领导。在我国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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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府所在城市都设有一所独立建制的省级图书馆 ,

又有一所独立建制的市级图书馆 ,若干个独立建制

的县 (区)图书馆 ,有的还建有少儿图书馆、街道图书

馆 (室) 。这些图书馆 ,不管人员多少 ,规模大小 ,一

律设馆长一人、副馆长若干人 (如 ×市 ×区图书馆 ,

不足 15 人的小馆 ,设了馆长 1 人 ,副馆长 3 人) ,有

的设专职党支部书记、主任若干人 (通常有办公室主

任 ,采编部主任 ,流通部主任 ,有的设阅览部主任 ,期

刊部主任 ,咨询部主任 ,甚至技术部主任) ,真可谓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大而全 ,小而全 ,千馆一

面”。若联合办馆 ,就会彻底打破现行重复建制、层

层设馆的分散格局 ,有利于统一领导而不是多头领

导 ,集中管理而不是相互分割 ,精简机构而不是机构

重叠。

212 　减员增效 ,优势互补

现行模式 ,因为重复建制而带来人员浪费 ,人浮

于事 ,重复劳动而造成效率低下 ,人力分散 ,低能运

转。例如 ,领导人员多不但不便于管理 ,反而造成机

构臃肿。若实行上述方案 ,人员可以择优选用 ,留用

那些职业道德好、业务水平高的人员进行优化组合 ,

将优秀人员安排到最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工作岗位上

去 ,不称职的或多余的冗员另行安排或自谋出路。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减员增效”优势互补。党的十

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要把减员与增效有

机结合起来 ,达到降低企业成本 ,提高效率和效益的

目的”。《决定》中讲的虽然是国有企业 ,但对图书馆

同样适用。

改革后 ,如何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注重社会

效益 ,又使工作不受影响 ,这确实值得探讨。所谓工

作效率 ,是指一个图书馆能投入的工作量与完成工

作任务的有用比例。及时迅速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就

是效率 ,既定条件下最优决策就是效率。

减员是手段 ,是措施 ,增效是目的 ,是效果。但

减员与增效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减员后 ,如果能

采取相应措施 ,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 ,开创新的

思路 ,那就有可能达到减员增效。

21211 　集中采购 ,精化馆藏 ,节约经费 ,资源共享

一改过去各馆自买自家书的盲目行为 ,集中使

用购书经费 ,统一安排藏书布局 ,避免重购漏购。据

报道 ,某大学图书馆 ,全校一馆 24 个资料室 ,一年订

购的 1400 种期刊中重购 1200 种 ,有的刊重订 9 份。

公共图书馆购书重复更为严重 ,例如有的省府所在

地 ,《四库全书》影印本使用率很低 (因读者对象极其

有限) ,价格昂贵 ,竟有 4 所图书馆订购。结果造成

馆藏没特点 ,复本过多 ,藏书结构不合理 ,浪费资金。

若实行上述方案 ,由市图书馆总馆集中采购 ,合理布

局 (把每种书划量放在它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以

满足读者的需要) ,用节约下来的资金去买更多品种

的书刊 ,以扩大知识覆盖面。这也便于充分发挥藏

书作用 ,实行资源共享 ,优化藏书体系。

21212 　集中分类 ,统一编目 ,节约人力

从国家图书馆到街道图书馆 ,每馆都设一定数

量的专人从事书刊的分类编目 ,不但分类法不尽相

同 ,而且编目方法也各异 (例如书次号的取法就各不

相同) ,因此所编目录不能统一 ,既浪费人力、物力、

时间 ,又难以统一 ,直接影响资源共享。若实行上述

方案 ,一个市图书馆总馆只设一个分编部 ,集中分

类、统一编目 ,各分馆的分类完全一致 ,目录组织高

度统一 ,既保证质量 ,又节省人员。以 ××市为例 ,

全市共 14 个公共图书馆 ,共有分编人员近 50 人 ,若

实行上述方案 ,只选留 10～20 人或 8～10 人即可把

全市书刊的分编工作承担下来 ;若采用电脑分编 ,工

作效率更高 ,为将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集中统一在

版编目打下基础。

21213 　开发信息 ,强化咨询服务

实行上述改革方案以后 ,可以从各馆原来从事

参考咨询的人员当中好中选好 ,优中选优 ,依才定

岗 ,合理分工 ,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咨询队伍 ,负责全

市读者的参考咨询工作。特别是把重点放在文献信

息的深层次开发上 ,把散见在书刊字里行间的有用

信息分门别类编辑汇总 ,以便随时提供用户 ,解答他

们的各种问题。这是各馆分散情况下无法达到的 ,

不可比拟的 ,也是开发文献信息的必由之路。

21214 　一卡通用 ,方便读者

现行建制的图书馆 ,多有特定的读者 ,由于各馆

藏书有限 ,难以满足读者需要。即便实行所谓的“馆

际互借”,作用也相当有限而且不方便。若实行上述

方案 ,全市读者是一家 ,去哪里都可借 ,去到哪馆都

能还 ,只凭一张全市通用的借阅证 ,就可以实现真正

的流通服务上的“一卡通”,文献资源也实现了共建

共享。

21215 　优化建制 ,健全体系

若实行上述方案 ,改变现行的管理模式 ,就可以

建立和健全大图书馆体系 ,促使图书馆走上集约化

道路 ,互补融合 ,重新配置人力、财力和文献资源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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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 + 1 > 2”的效果。

3 　联合办馆要妥善解决的几个问题

311 　冗员的出路问题

31111 　自谋出路 ———成立图书馆服务公司

以图书馆下岗人员为主体 ,成立图书馆服务公

司 ,把一部分传统的图书馆辅助工作交由该公司承

担 ,例如 :承担总馆与分馆或其他专业图书馆的分编

加工图书的工作 ,可收取一定的加工费 ;承担总馆和

分馆或其他行业、其他系统图书馆的数据库的录入

工作和扫描工作 ,收取加工费用 ;为读者上门送书还

书 ,也可收取少量劳务费 ,或由总馆给相应报酬 ;负

责库房的卫生工作 ,由总馆支付一定费用 ;承担图书

馆的门卫工作 ;办好职工食堂和读者餐厅 ;创办“读

者书店”;为读者代查代译文献 ,也可收取相应费用 ;

修复装订图书馆书报刊 ,收取一定费用。

31112 　“改嫁他人”,转岗到其他部门发挥作用

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在工作上一成不变 ,即使

不改革 ,也会有很多人从图书馆的大门走出 ,进入另

一个专业的门里。既然改革前的调入调出行为视为

正常 ,那么改革后的图书馆人也应当换一个角度去

审视自己。很多图书馆人由于在图书馆工作 ,涉猎

的知识很广 ,这就决定了一部分人会很快地选择到

适合自己的新岗位。图书馆下岗人员可否来个转

岗 ,“另嫁他人”,在新的领域中去创新。“天生我才

必有用”,图书馆的下岗人员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

能 ,完全可以在馆外其他行业找到用武之地。据说

中国科学院数学部里 6 名研究员中有 4 人下岗后 ,

很快转岗 ,并在新的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312 　取消图书馆行政级别 ,人员待遇依专业技术职

称而定

合并改组后的公共图书馆不再以厅级、处级、科

级、股级论 ,人员也不再享受相关的待遇。图书馆是

具有学术性、教育性的事业单位 ,人员的待遇理应走

职称之路。

职称是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技术水平和工

作能力的标志。职称是由一定的学术权威机构对那

些通过考核、考试或评审等形式证明有相应的专业

知识水平及工作能力的人授予的一种技术称号。从

理论上讲 ,在未获得新的高一级职称之前 ,此职称可

终生享用。

行政级别 ,是指工作人员为完成某项任务必须

进行的工作行为 ,行政级别与职务需要先设定 ,是因

工作岗位的需要而设置的。

现在多数省级图书馆为处级单位 ,也有副厅级

的 ,是与文化主管部门相比较而存在的 ,因为文化厅

为厅级 ,省图书馆必然为其下位类 ,是处级。以此类

推 ,一般市级图书馆为处级或副处级、正科级单位 ,

县区图书馆一般为正科级、副科级或股级单位。目

前的行政级别主要是针对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而言 ,

不能超出其上级主管部门 ,论其实际有什么作用 ,则

说不清楚。

图书馆既然是学术性、教育性的文化事业单位 ,

人员待遇更应走专业职称系列。职称情况更能代表

一个单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人员的能力 ,更能与其

学术性、教育性联系。拥有多少研究馆员、副研究馆

员 ,这是综合实力的标志 ,更是一所图书馆发展的标

志。公共图书馆取消行政级别相应待遇是可行的 ,

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图书馆取消行政级别 ,

人员待遇和职称挂钩 ,能够鼓励和引导图书馆从业

人员努力研究业务 ,不断提高岗位技术水平和工作

能力 ,以便更好地在专业岗位上潜心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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