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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馆民主管理

摘　要　人性、人格、人道是民主管理的魅力所在 ,公平、公正、公道是民主管理的生命基石。图

书馆应实行民主管理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让馆员主动参与管理。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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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引入民主管理的依据

引入民主管理 ,是图书馆顺应社会潮流 ,紧跟时

代步伐 ,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 ,是图书馆积极开发信

息资源 ,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国图书馆的管理方式 ,基本上是政府行

政管理的延伸。这种管理方式 ,优点是决策迅速 ,反

馈快捷 ,便于集中统一和指挥协调 ,且具有很大的权

威性。但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这种管理方式更注重制度和纪律对职工的制

约 ,缺乏柔性 ,缺乏沟通 ,缺乏人文精神。种种约束 ,

种种框框 ,久而久之会妨碍职工的创新思维 ,扼杀他

们的思想火花 ,会使得他们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这

种方式 ,决定了管理是少数人的行为。管理者整天

泡在文山会海中 ,忙得焦头烂额。而广大员工既不

参政 ,也不议政 ,事不关己的无奈淡化了参与意识和

责任感。员工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 ,变得懒惰、消

沉甚至麻木。由于图书馆不是人员流动性单位 ,加

之行政管理的干部终身制 ,不利于激励性和竞争性

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建立 ,不能建立良好的用人

机制。人员的培养、使用、提升、晋级等就有了很大

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公平和公正往往会成为一张标

签。这种结果 ,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 ,还会对员工

的心灵和价值取向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还应该看到 ,在这种管理方式下 ,领导是上级任

命的。这就难免出现对上级负责的成分多 ,对下级

负责的成分少 ,对上面说的话重视 ,对下级说的话不

重视的情况 ,容易脱离群众 ,产生官僚主义 ,容易使

干部的着眼点和注意力从事业和工作上偏离。由于

权力的高度集中 ,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很容易造

成专权 ,也容易产生腐败 ,从而助长和诱发馆内外的

不正之风。

民主管理是对人本原理最充分的体现。所谓人

本原理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这种管理思想 ,是

管理学发展到 20 世纪以来最主要的特点。人本原理

是把人作为管理的主体而不是客体 ,认为职工是企

业的主体 ,职工参与是有效管理的关键 ,使人性得到

最完善的发展是现代管理的核心。

实行民主管理 ,职工通过广泛的参与 ,充分行使

自己的民主权利 ,他们的人格得到了尊重 ,主人翁心

理得到了满足 ,这必将对他们的工作热情产生极大

的激励。民主又是公正的保证 ,这种保证是以民主

监督为保障的 ,是以动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为途

径的。在这种机制推陈出新的促动下 ,所有员工的

潜能都能得到挖掘 ,才华都能得到展示。在民主环

境中 ,等级观念被弱化 ,雇佣思想被荡涤 ,平等成了

人际纽带 ,人性得到了最大呵护。在民主氛围中 ,利

益冲突被公平竞争所取代 ,积极上进 ,刻苦钻研 ,寻

求发展 ,成了员工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在民主构架

内 ,领导者主要通过授权、指导和沟通来协调工作和

影响员工行为 ,上下级关系会更亲和 ,工作效率会更

高 ,工作质量会更好。在民主参与中 ,员工的社会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为决策的客

观性和准确性提供思想和智力保障。

民主管理也是消除腐败 ,纠正不正之风和推进

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美国著名管理专家巴纳德

—38—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2002 年第 6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C. I. Barnard ,1886～1961) 认为 ,领导者的权威不是

来自上级的授予 ,而是下级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

讲 ,领导人手中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下级给予的 ,必

须得到下级的理解、认同和拥护。只有实行民主管

理 ,广大员工才可能行使自己的权利 ,选举自己认

同和拥护的领导者。只有当权力是下级给的而不是

上级授予的时候 ,只有当权力只是一种社会责任而

不能是谋私工具的时候 ,才能真正解决权力的监督

问题。

人性、人格、人道是民主管理的魅力所在 ,公平、

公正、公道是民主管理的生命基石。可见 ,民主管理

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管理模式。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选举法已

把公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在

农村 ,逐步推行了村级民主选举来形成村民委员会

的民选制度 ,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

式的议事制度 ,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民委员会

定期报告为主要内容的监督制度的村民自治管理模

式。在城市 ,企业完善了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

式的民主管理制度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民主选举厂

长的尝试。社区自治已经纳入议事日程。党的十五

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

的要求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民主法制建

设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肯定 ,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一定会加

快。在这个大背景下 ,图书馆引入民主管理是合乎

逻辑的 ,符合中央推进民主政治、扩大基层民主、扩

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精神。

2 　图书馆民主管理的定位

对图书馆民主管理 ,人们似乎不够重视 ,理论界

给予的关注不是很多。据作者统计 ,《全国报刊索

引》从 1998 年至 2000 年 3 年内收入图书馆管理方面

的文章共 2181 篇 ,民主管理的文章不在其中。在图

书馆学的一些专著中 ,民主管理的定位问题 ,存在着

几种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早在 1985 年 ,于鸣镝先生

就提出了在图书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逐渐实

行民主选举馆内领导人的构想 [1 ] 。这是一种以民主

管理为主体的思想 ,于先生思想的前卫让人钦佩。

然而遗憾的是近 20 年来 ,图书馆学在此问题上的研

究 ,没有发展和突破 ,仍然停留在“馆务会是民主管

理的体现”[2 ] ,民主管理组织“属于‘智囊团’型的咨

询机构 ,起到参谋和监督作用”[3 ]这种认识上。后两

种认识 ,实际是把民主管理作为一种附属 ,一种陪

衬。

对民主管理定位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附属性

的认识 ,必然导致在管理实践中 ,民主或者被画地为

牢 ,被限制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 ,或者是领导作风

的一种体现 ,或者是一种施舍 ,给了就有 ,不给就没

有。这种“民主管理”没有实际意义。这是一种本末

倒置的做法 ,和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格格不入。

民主管理不应该“退居”二线 ,充当“参谋”角色 ,

而应该扮演主角 ,成为图书馆管理的主体。实行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这个主体

的基本内容 ,给民主赋予权力是这个主体的本质要

求。没有权力的民主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

种定位 ,是实现管理目标和管理功效最大一致化所

要求的 ,是由民主管理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所决定的 ,

是图书馆将自己融入世界大图书馆的发展体系 ,步

入高速发展的轨道 ,确保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

民主管理不是搞运动 ,不能一哄而上。民主管

理不是搞无政府主义 ,不是对员工的放任自流 ,不是

不要组织和纪律。民主管理不是搞繁琐哲学 ,事无

巨细统统拿来讨论和表决。民主管理也不是对其他

管理方式否定 ,民主监督也不能取代其他监督方法。

制度化和规范化是图书馆民主管理的保证 ,通过制

度建设 ,明确民主管理的责权 ,规范民主管理行为 ,

设定民主管理的程序 ,以此理顺个人与组织、自由与

纪律、民主与集中、个人意见和统一意志、民主方法

与其他方法、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之间的关系 ,使民

主管理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3 　图书馆引入民主管理的一些设想

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民主管

理对图书馆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需要加大研究

力度 ,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比如民主管理与现

行管理体制的接轨问题 ,民主方法和其他方法结合

问题 ,民主监督和其他监督之间的协调问题 ,民主管

理的操作方法和程序问题 ,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问

题 ,相关制度的配套问题 ,以及与民主管理有关的政

策问题、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等 ,都有必要进行深入

细致的探讨 ,为民主管理做好舆论和理论上的准备。

　　民主管理是一个政策性很强、敏感度很高、涉及
面很广的复杂工作 ,务必精心准备精心设计。根据

目前图书馆管理体制的隶属关系 ,建议由高层人事

部门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自下而上、自上

而下的方法 ,起草“图书馆民主管理实施方案”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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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配套办法和实施细则 ,使之既严密又规范 ,既有

可行性又有操作性 ,既有稳定性又有继承性 ,既有法

律基础又有政策依据。

方案起草完毕 ,由高层行业主管部门、体改部

门、人事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牵头 ,吸收有关方面的

专家和各类型图书馆代表 ,对方案进行论证。方案

确认后 ,可以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进行试

点 ,摸索和总结经验以便对方案进行完善 ,并结合事

业单位体制改革 ,在面上铺开。

民主管理的内涵主要包括 :

(1)对馆领导的选举权和罢免权。由上级人事部

门在个人竞争、民主推荐的基础上 ,提出一定数额的

馆领导候选名单 ,用差额选举的方式 ,由全馆职工投

票选举馆领导。结合年终考核 ,馆领导要向全馆同

志述职 ,接受职工的质询 ,由全馆职工用投票形式公

决其是否留任。馆属基层领导的选举和述职范围类

推。

(2)重大工作的决策权。对涉及图书馆办馆方

向、发展思路、远景规划、基本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办

法、重大项目的立项、大宗支出等事宜 ,要经职工大

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3)财务活动的监督权。由职代会产生财务监督

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 :对本馆财务进行不定期的

内审 ,汇同社会审计部门对本馆各项财务进行审计 ,

参与本馆大型工程的招标监督。其中大型工程的招

标监督是通过直接参加工程竞标表决实行监督的。

招标小组职代会代表不能少于 2/ 3 ,在充分听取竞标

单位的资质、业绩、资信和方案介绍后 ,由招标小组

用无记名投票形式 ,按得票多寡 ,决定中标单位。这

样 ,既体现公平公正 ,又能有效遏制不正之风和腐

败 ,真正起到民主的监督作用。

图书馆实行民主管理 ,在操作上是方法问题 ,在

认识上是哲学问题 ,在态度上是社会责任问题。社

会主义图书馆科学管理的特点是民主管理。为了构

建我国图书馆民主管理的理论大厦 ,图书馆同仁应

该给予更多的理论关注。实现图书馆民主管理 ,图

书馆工作者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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