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昆雄

论我国 21 世纪图书馆“两极”发展
摘　要　图书馆的“两极”发展 ,是指尚处于弱势状态的乡镇农村图书馆 (室) 和目前处于较强势

状态的大中城市图书馆的同步发展。“两极”发展是发挥图书馆职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符合

我国目前图书馆事业所处的基本环境的。实施“两极”发展 ,首先要有一个权威性的指导、协调

机构 ,要有图书馆法的保障 ,要精心筹划 ,协调发展。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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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新世纪之初 ,怎样才能将我国的图书馆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图书情报界的同仁已有许多精辟

的论述和有益的设想。笔者认为 ,我国图书馆事业

要在 21 世纪里稳步提高并充分发挥作用 ,必须注重

于“两极发展”,大力实施“两极发展”战略。

所谓“两极发展”,就是在 21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 ,在积极进行大中城市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

建设的同时 ,必须大力普及和建设一般类型的乡镇

农村基层图书馆 (室) ,在图书馆事业规划和建设中 ,

做到现代化图书馆建设与普通图书馆建设、图书馆

数量与质量、图书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

1 　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图书馆事业中的两个“极”

111 　事物的“极”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两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有先进就有落

后 ,有富裕就有贫穷 , ⋯⋯这种相对存在着的同一事

智力成果 ; ⑨你应该考虑你所编的程序的社会后果 ; ⑩你应

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美国计算机协

会希望它的成员支持下列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 : ①为

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 ; ②避免伤害他人 ; ③要诚实可靠 ; ④

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 ; ⑤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

内的财产权 ; ⑥尊重知识产权 ; ⑦尊重他人的隐私 ; ⑧保守

秘密 [6 ]。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虚拟化 ,所以现实生活中应

遵循的伦理道德和礼仪 ,在网上也同样适用。通过伦理监

督方法 ,使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树立起合理的价值观念 ,形成

良好的网络秩序 ,有助于促进网络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21512 　网络信息服务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覆盖面广 ,有较好的

预防作用和导向作用 ,是一种对网络信息服务进行监督的

有效工具。

此外还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行业管理等方法对网络信

息服务活动进行监督 ,使网络信息服务在良好的外在环境

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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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不平衡的两个方面 ,当其不平衡的状态达到一

定的程度 ,就会形成事物的两个“极”。在事物的不

断变化中 ,这两个“极”的极差有时可能扩大 ,有时也

可能缩小 ,不断扩大的极差最后会导致事物的两极

分化 ,两极分化使事物的弱“极”有可能永远处于弱

势状态。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 ,对事物的全面发展

将产生很大的负作用。从人类控制的一般角度来

说 ,人们大多抑制“强势极”而扶持“弱势极”,以缩小

两极的差距 ,达到事物的平衡发展。

我国图书馆事业同样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

“极”,且随着科学技术及应用的不平衡 ,各地经济发

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这两个“极”日益清晰

和明显。具体地说 ,这两个“极”一个就是与整个社

会经济发展不同步的仍然处于极度弱势状态的广大

乡镇农村图书馆 (室) ;一个“极”就是目前处于强势

状态的 ,我们的主管部门和图书情报理论界以及广

大实际工作者正倾注着极大热情和心血实施数字

化、网络化、虚拟化的大中城市图书馆。

112 　我国目前图书馆事业“两极”的现状及认识

据有关资料估计 ,我国目前有乡镇图书馆近

7000 个 ,村级图书室 120000 余个[1 ] 。这些乡镇图书

馆 (室)的情况 ,可粗略概括为 :数量少 ,资金缺 ,人才

乏 ,水平低 ,条件差 ,虽是星星之火 ,未成燎原之势。

比较而言 ,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走在了这一“极”的

发展前列 ,象江苏省的 1987 个乡镇至 1998 年底已建

馆 654 个 ,建馆率高达 33 % ,广东、上海、山东等省的

一些发达乡镇 ,还建成了万册图书馆 ,海南的一些乡

镇图书馆实现了计算机管理 [2 ] 。这是这一弱“极”发

展的亮点。但大部分地区 ,特别是一些西部贫困地

区 ,乡镇图书馆在许多地方还是空白。有的乡村图

书馆无人问津 ,缺乏管理 ,甚至人为消亡。象湖南隆

回县滩头镇城禾村的图书室就被几名村干部人为消

灭 ,其万册图书共卖了 320 元钱[3 ] 。

这种现状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极不适应。目

前 ,我国还有一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县一级图书馆 ,乡

镇图书馆 (室)这一“极”发展的任务将十分艰巨。但

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乡镇农村图书馆 (室) 作为我国

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 ,在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位。我国是一个近 13 亿人

口 ,9 亿农民的农业国家 ,要彻底根除贫穷 ,铲除愚

昧 ,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特别

是广大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养。大力普及和建设

乡镇基层图书馆 (室) ,使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密切

贴近农民大众 ,对于提高人民大众的科学文化素养 ,

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

实施具有深远的意义。

相对而言 ,位于大中城市的大中型图书馆经过多

年的建设和发展 ,积淀了相当的人才优势、设备优势、

技术优势和文献资源优势。目前的国家图书馆 ,各省

图书馆 ,一大部分地市图书馆 ,相当多的高校图书馆、

科研院所图书馆已达到了相当的现代化程度 ,正朝着

网络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自 1997 年国家科委批准立

项“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以来 ,我国大中城市图书

馆数字化、网络化的研究和建设已形成潮流。1998 年

文化部牵头提出“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计划 ,国家图

书馆组建了“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2000 年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科院图书馆等 8 个单位建成

虚拟式国家科技图书馆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与北京超

星公司合作建立“超星数字图书馆”[4 ] ,辽宁省图书馆

与 IBM 合作建立数字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北大图书

馆已对其部分馆藏数字化[5 ] 。

城市大中型图书馆这一“极”是我们瞩目的焦点 ,

代表着图书馆事业未来的方向 ,也标志着我国图书馆

界的实力 ,对我国整个 21 世纪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

具有启迪、引导和示范作用 ,全面建成和广泛应用 ,将

极大地拓展图书馆的服务范围 ,改善图书馆的服务方

式 ,提高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和能力 ,对我们适应全

球经济一体化 ,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大作用。

对我国图书馆事业中存在的这种“两极”现象 ,

我们绝不能采取抑强扶弱的态度 ,而应促强扶弱 ,加

大力度 ,加大投入 ,使两极同时发展。一方面要大力

发展数字图书馆 ,使其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另一

方面要大力普及和建设广大乡镇农村图书馆 (室) ,

争取在不长的时间里改善这一“极”的弱势状态 ,创

造一种弱“极”趋强 ,强“极”更强的崭新局面。

2 　实施“两极”同步发展是社会客观需要

211 　“两极”发展 ,是充分发挥图书馆职能和适应社

会形势的需要

21 世纪是信息社会 ,知识经济社会 ,信息和知识

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占主导成

份。在人类物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 ,谁拥有了相应

的知识和信息 ,谁就掌握了制胜的先机。而我国广

大国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拥有知识的程度与国际主

要国家相比 ,尚有较大的差距。据教育部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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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我国国民目前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大约为 8 年 ,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5 年调查的 70 个国家国民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 11146 还差 3 年多。我国 1995 年

的 6198 亿从业人口中 ,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

219 % ,受过高中教育的占 11 % ,受过初中教育的占

3612 % ,受过小学教育的占 3712 % ,文盲半文盲占

1217 %[6 ] ,2000 年完成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显示 ,我国人口粗文盲率 (15 岁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

比重)还占 6127 % ,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为 3611 人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11146 人 ,具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33961 人。整体劳动力素质仍然

不高 ,广大农村地区更为低下。这与日益成为世界

经济大趋势的知识经济 ,与“科教兴国”战略极不相

称。实施“两极发展”战略 ,在努力进行大中城市图

书馆数字化、网络化建设的同时 ,尽可能地普及和发

展乡镇农村图书馆 (室) ,对处于经济文化等不利环

境的弱势人群给予尽量关怀 ,为广大农村劳动人民

提供一定的了解知识、了解科学技术的途径 ,对于负

有社会教育职能的图书馆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212 　“两极”发展 ,符合我国现阶段图书馆事业的基

本环境

图书馆作为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 ,其建设和发

展必然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

关 ,离开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谈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是不现实的。

如前所述 ,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近 13 亿人口 ,9

亿多农民的发展中国家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尚待提

高 ,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人们对知识、

信息的需求以及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都有一定的

差别 ,如果我们只强调一“极”发展 ,仅仅追求图书馆

的大型化、网络化、数字化 ,不但我国的经济实力不

允许 ,据估计 ,数字化一页普通书籍平均需 2～6 美

元 ,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全部数字化需数亿美

元[7 ] ,而且对不发达地区 ,对弱势地区的弱势人群也

欠公平。所以 ,一边大力从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一

边大力普及乡镇农村图书馆 (室) ,将我们图书馆的

触角延伸到祖国的各个角落 ,不但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弱势地区的关怀 ,也使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具

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肥沃的社会土壤。

从微观环境上看 ,我国图书馆界目前起码还存在

以下 6 个方面的矛盾。一是文献信息资料出版量及

价格的增长与我国图书馆图书购置费相对缩减之间

的矛盾。资料显示 ,我国 1978 年共出版图书 14987 种

3717 亿册 ,出版杂志 930 种 716 亿册 ,出版报纸 186 种

12718 亿份 ; 1998 年 ,共出版图书 130613 种 7214 亿

册 ,出版杂志 7999 种 2514 亿册 ,出版报纸 1035 种 196

亿份[8 ] 。加上其他新型载体文献 ,短短 20 年 ,出版数

量成倍增长。1995 年书刊的价格与 1984 年相比 ,中

文图书增长 18113 倍 ,中文期刊增长 5139 倍 ,英文原

版书增长 17133 倍 ,日文原版书增长 28177 倍。虽然

全国公共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 1985 年的 4164 万元增

长到 1995 年的 16788 万元 ,增长 4103 倍 ,仍远低于书

刊的涨价幅度。1992 年全国有 341 所公共图书馆全

年未购一册新书 ,安徽有 12 个县图书馆连续 3～8 年

购书款为零[9 ] 。二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与我国图书馆服务手段仍然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 ,图书馆界对引进新技术以提高服务手

段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也有相当多的图书馆实现了现

代化管理 ,但经济条件和人才实力都使我们要进行更

深层次的服务显得力不从心。三是整个社会对知识

信息需求的大幅增长与我们图书馆服务能力有限之

间的矛盾。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知识和信息已变

得与资本一样重要 ,人们对信息知识的需求大幅增

加 ,而我们的图书馆受制于许多客观和主观条件 ,不

能完全满足人们对信息知识的需求。四是文献资源

的相对集中与我国国土广大、人口分散之间的矛盾。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我国近 13 亿人口中 ,居住在城

镇的为 415594 亿人 ,占 36109 % ,居住在乡村的为

810739 亿人 ,占 63191 %。而我国目前文献资源收藏

量较大的图书馆绝大多数设在各方面条件相对优越

的大中城市 ,占人口 63191 %的广大乡村既缺图书馆

(室) ,也缺文献资源。目前 ,在我国人均只有 0127 册

图书 ,40 多万人才有 1 所公共图书馆 ,差就差在广大

乡村这一块。五是图书馆人才的严重缺乏和流失与

图书馆事业大量需求之间的矛盾。发展图书馆事业

离不开人才 ,而我们稍有些“本事”的馆员大多人心思

动 ,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工作人

员 ,目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 40 % ,中科院系统

占 7111 % ,高校占 5316 %。而美国高校图书馆中的硕

士占 89 % ,其余全为本科生。图书馆的人才流动仍然

相当严重 ,国家图书馆 1987～1991 年间跳槽者高达

275 人 , 且大专以上的占 71 % , 35 岁以下的 占

70 %[10 ] 。六是理论研究的超前性与实际工作的停滞

缓慢性之间的矛盾。图书馆理论研究应该为图书馆

事业发展服务 ,而我们的一部分理论界人士热衷于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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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 ,玩概念 ,搞虚而玄 ,造成相当多的理论研究成果

缺乏实际应用价值而置闲。

这六大矛盾在 21 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困

扰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和

水平。可以预计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

的传统图书馆将与现代化图书馆并存并各自发挥自

己的作用 ,所以积极实施“两极发展”战略 ,搞好大中

型城市现代化图书馆和乡村一般图书馆的建设 ,显

得任务艰巨而时间紧迫。

3 　“两极”发展 ,重在实施

在 1997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上 ,文化部图书馆司副司长周小璞同志曾提出 :“要

大力加强乡镇图书馆建设 ,争取每年发展 1000 个达

到基本标准的乡镇图书馆 ,最后实现全国每个乡镇

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图书馆 (室) ⋯⋯基本建成藏书

丰富 ,类别齐全 ,布局合理的国家、省、市、县、乡五级

图书馆网络[11 ] 。”这对我们现阶段实施图书馆两极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 ,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指导和协调机

构 ,对“两极发展”统一指导。我们目前的图书馆管

理体制不太适应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大

家仍习惯各自为政 ,缺乏沟通和联系 ,全省一盘棋都

难以做到 ,更不用说全国一盘棋了。目前 ,我们的数

字图书馆刚刚起步 ,面临着经费、技术、人才等许多

问题 ,光靠我们图书馆自身及几个部门是难以全面

完成的 ,必须各方面协同作战。我们大量存在的乡

镇图书馆的空白 ,单靠地方政府部门填补 ,恐怕力不

从心。

第二 ,要尽快出台图书馆法 ,将图书馆建设和发

展纳入法制轨道 ,确保“两极发展”的全面实施。据

有关部门透露 ,我国的图书馆法已被国家列入议事

日程 ,出台有望。这是图书馆界的一件大喜事。它

对我国 21 世纪图书馆的发展将起巨大的推动和保

障作用。用法制的形式保障乡镇农村图书馆的普

及 ,保障图书馆数字化建设 ,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 ,精心规划 ,统一安排。大中城市图书馆已

有相当的基础 ,数字化工作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但

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及经费投入等还需要精心规划 ,

统一安排。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 ,要求所有的

大中型图书馆都建成数字化图书馆显然不太现实 ,

应该先集中精力实施点的突破 ,再逐步向面上推广。

关于乡镇农村图书馆 (室) 的普及和建设 ,一些

同仁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模式 ,象“公办民助”型 ,

“民办公助”型 ,“县 (市) 分馆”型 ,“校园文化”型 ,“承

包经营”型[12 ] ,有的还提出了“1 + X”发展模式 ,由 1

所城市图书馆带动 1 所或数所乡镇图书馆发展 [13 ] 。

有的还提出了发行彩票筹集资金的办法 ,认为作为

全民文化事业的图书馆也可以发行彩票。但各地区

经济发展不同 ,条件不同 ,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

定 ,像经济条件较好的江苏省 ,在 1999 年实施的“知

识工程”方案中 ,就明确了到 2010 年全省 40 %的乡

镇建立图书馆的目标 [14 ] ,为我国在“两极发展”中普

及和建设乡镇农村图书馆作出了较好的榜样。

“两极发展”就是两极都要发展。手心手背都是

肉 ,乡镇农村基层图书馆 (室) 和城市大型图书馆都

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组成部分 ,是我国全民文化教

育事业的重要机构 ,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终身教

育体系的有力补充 ,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不太长的时

期内 ,我国图书馆事业之花开遍祖国的大中城市 ,也

开遍祖国的乡镇山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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