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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图书馆与生产力的关系
摘　要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图书馆在促进社会生产力

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生产力中的每个要素都和图书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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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

根本动力

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 ,人们的一切经济

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其他活动 ,归根结底都是以生产

力的发展为归宿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图书

馆的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动力

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为图书馆的产生提供了必

要条件。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 ,

由于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需要 ,在人类思维能力提

高的基础上 ,创造出用来记录和交流信息的符号

———文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又出现了承载

文字的载体 ,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文献。文献在人

类征服自然、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活动中起作用。

人们将其加以保管、整理 ,以便日后利用。这就是适

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图书馆的原因。

图书馆馆藏文献形态、馆舍及设备的发展和变

化 ,都随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发展和变化。

从甲骨、青铜器、简牍、缣帛、纸质印刷型文献 ,到现

代的胶片、磁带、光盘等多媒体的非印刷型的文献 ,

文献形态的巨大变化 ,显示了文献生产技术的飞跃

发展 ;文献的存贮、加工、传递也从手工操作发展到

自动化、数字化、电信化、网络化 ,产生了巨大变革。

图书馆馆舍也是从古代藏书楼发展成现代的图书馆

大厦 ,建筑规模和内部设备都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

变化。图书馆这些物质基础的变化、发展和变革都

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影响 ,由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

决定。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 ,图书馆专

职工作人员和读者群的数量与质量都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 ,图书馆职能的发挥也不一样。最早的图书馆

中 ,文献的制造者、收藏者和利用者是不分离的 ,利

用文献的人很少。后来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出

现了一些专门制造文献的作坊 ,并开始出现文献制

造者与收藏者的分离 ,但文献的收藏者与利用者没

有完全分离。在宫廷、寺院和私人藏书的图书馆 ,出

现了为数不多的专职图书文献的管理人员。这时图

书馆的特点是以藏书为主 ,为少数人所利用 ,主要是

为统治阶级、王公贵族服务。产业革命以后 ,开始使

用大机器生产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生产力水平有了

很大提高。文献制造成为一种独立的产业 ,也实现

了机械化。由于大机器生产工艺技术的需要 ,资产

阶级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获得稳定的熟练劳动

力资源 ,兴办了近代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开始发

挥传递知识 ,为广大公众服务的职能 ,实现了文献收

藏者与利用者的彻底分离。为了适应向公众开放 ,

为公众服务的需要 ,出现了一支专业的图书馆工作

队伍。信息时代 ,知识成为生产力的核心 ,产生了知

识经济。知识经济要求图书馆有丰富的多媒体的文

献信息资源 ,使用计算机将其加工、处理、开发 ,并运

用电子化、网络化手段为无限扩大的、多层次的读者

群服务。想利用图书馆的“网民”都可以成为图书

馆读者。适应现代化图书馆的需求 ,也必须有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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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数量、高素质的专业化图书馆工作人员队伍。

2 　图书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当代经济学家通过对现实社会经济的研究 ,对

社会生产力中生产力要素的数量、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生产力系统结构都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传统的

政治经济学家认为 ,生产力只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

两项要素。现代经济学家们认为 ,生产力包括劳动

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 (这三项称为“硬件”) 、科学

技术、生产管理、生产信息、科技教育 (这四项称为

“软件”) 等七项生产力要素。生产力要素的数量多

少及其之间的关系 ,所构成生产力结构的形式 ,由于

各家观点不同 ,用于表现生产力结构形式的公式也

不一样。

其一 ,生产力 = 劳动者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

其二 ,生产力 = 劳动者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

+ 科学技术。

其三 ,生产力 = (劳动者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

象) ×科技。

生产力 = (劳动者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 科技。

其四 ,生产力 = [ (劳动者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

象) + 教育 + 管理 + 信息 ] ×科技。

其五 ,生产力 = [ (劳动者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

象) ×(生产管理 + 生产信息 + 科技教育) ]科技。

以上列举的公式所表述的不同的生产力结构

中 ,要素的数量有多寡 ,要素之间既有相加、相乘的

关系 ,也有指数关系。然而 ,生产力中的每个要素都

和图书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劳动者素质的提

高 ,劳动工具的创造和使用 ,劳动对象的认识和选

择 ,科技知识的取得 ,生产信息和生产管理经验的获

取 ,科技教育的进行等 ,都需要文献信息资源的支持

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参与。通过图书馆对各种类型

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转化成为新知识、新思想、新

技术、新方法。再通过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 ,使这

些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在生产力的诸要

素中发挥作用 ,把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

新的生产力 ,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

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基本任务 ,其实

质都是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

公共图书馆的基本任务是为科研生产和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服务。为科研生产服务就

是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

学文化水平服务 ,就是为提高生产力中决定要素的

劳动者的素质服务 ,也对生产力发展起着有力的推

动作用。不同级别的公共图书馆其任务可以有所侧

重。省级和大城市图书馆以为科研生产服务为主 ,

同时做好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服

务。中小型图书馆以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

水平的服务为主 ,并积极创造条件做好为科研生产

服务的工作。

现代化的图书馆是现代化大学三大支柱之一。

它的基本任务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教学服务主

要是为培养未来生产力中的高素质的劳动者 ———学

生服务。他们是未来生产力发展的后备军。学生素

质的高低不完全取决于图书馆的工作 ,但图书馆在

对学生培养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高等学校

是人才济济的地方 ,庞大的教师队伍是一支强大的

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科学研究提

供了优越的条件 ,我国许多尖端的科学成果出自于

高校。这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为科

研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重点。文献资源工作在

科研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高校图书馆

为科研服务也是为生产力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的有

力体现。

科学和专业图书馆是为科学研究和生产服务的

学术机构。为科学研究和生产服务是它的中心任

务。在为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 ,不断用先进科技改

造和提高国民经济 ,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

越的服务上 ,它比其他图书馆有着更大的优势 ,是图

书馆界为科研生产服务的排头兵。

各类型图书馆在完成各自工作任务中 ,根据各

自的条件 ,分别开展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宏观经

济决策、为科研生产、为教学服务 ,为“星火计划”、为

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为科教兴农、为科技示范户、

种植养殖专业户等不同内容和不同对象的服务工

作。在这些服务中 ,采取了定题跟踪服务、联合服

务、系列服务、专科服务、牵线搭桥的中介服务、代查

代译等行之有效方式方法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

黑龙江省图书馆在为大庆油田服务的过程中 ,了解

到解决石油的稳产高产问题 , 就需要了解国外的井

下压裂采油技术。黑龙江省图书馆科技部从《化学

文摘》中检索出大量有关石油开采井下压裂技术的

英文资料 ,翻译并编印成《井下压裂工艺译文集》提

供给大庆油田。井下压裂工艺技术普遍应用推广

后 ,大庆油田的原油每年增产 100 万吨。这一事例

充分说明了图书馆工作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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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

3 　加强图书馆工作 ,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做贡献

311 　加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

建设好图书馆工作人员队伍始终是图书馆工作

的重要内容。图书馆正处于从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

书馆新的跨越的发展时期 ,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

质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培养敬业精神。紧紧围绕图书馆在推动生

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这个主题 ,加强对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馆员认识图书馆工作的社会

价值和自己从事图书馆工作的社会意义 ,把自己的

工作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

一起 ,提高思想觉悟 ,热爱图书馆事业 ,增强责任感 ,

自觉、主动地做好图书馆工作。要培养图书馆工作

人员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的精神和尊重读者、以读者

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精神。

(2)调整知识结构。知识经济、信息网络时代 ,

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具备广博的知识和精深的专业

知识。对网络知识和计算机操作的技能等也要掌

握。据统计 ,网络信息中有 90 %是英文的 ,熟练地掌

握英语知识成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必备条件。现有的

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进行知识扩展、知识补缺和知

识深化 ,成为复合型人才。

(3)培养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 ,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我国正在不断推动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图书馆要为这些创新

服务 ,图书馆的自身工作也需要创新。创新意识和

创新精神就成为现今图书馆工作人员必备的条件。

312 　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情报服务工作

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加强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应该是高层次的。重点应该放在科技文献信

息资源的建设上 ,特别注重吸收国外先进的科技成

果 ,为国内的科研生产服务。更要注重从网上获取

信息资源 ,形成文献信息资源的多元化。在文献信

息资源建设上 ,注重针对性和实用性。

图书馆要加强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用现代

化手段 ,将文献信息资源传递到用户手中。科学技

术越发展越进步 ,它对图书馆工作要求就越高、越迫

切。图书情报工作搞得越好 ,就越能促进科学技术

研究的发展 ,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越大。我

国正处在科教兴国的大好时期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

图书馆的图书情报工作必须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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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报》荣获
第 2届国家期刊奖重点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 2002 年下半年举行了
第 2 届国家期刊奖的评选。国家期刊奖是我国
期刊界唯一的政府奖。本届国家期刊奖设 3 个
等级奖项 :即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国
家期刊奖重点期刊奖。新闻出版总署本着“坚持
导向 ,注重质量 ;严格标准 ,客观公正 ;滚动评比 ,

优胜劣汰 ;突出重点 ,有所兼顾”的原则 ,经评委
会专家审读、初评、入围公示和最后评定 ,从全国
近 9000 种社科、科技类期刊中共评选出 346 种
获奖期刊。其中国家期刊奖 60 种 ,国家期刊奖
提名奖 97 种 ,国家期刊奖重点期刊奖 189 种。
《中国图书馆学报》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办刊
质量和重要影响而入选第 2 届国家期刊奖重点
期刊奖 ,成为我国近百种图书情报学专业期刊中
唯一获此殊荣的期刊。

《中国图书馆学报》全体编辑人员将再接再
厉 ,不断提高刊物质量 ,为提高图书情报学学术
研究水平 ,推动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而不懈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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