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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的社区图书馆普及好 ,设馆多 ,规模一般较大 ,网络化水平高。中国长江、珠江三

角洲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比较好 ,但大多数地区的社区图书馆建设与发达国

家比较还有很大差距。主要原因是管理体制与社区文化建设间存在矛盾。目前 ,建设联合型社

区图书馆更符合我国国情。发展对策是 :加强政府主导作用 ,发挥社区单位积极性 ,强化政策和

规章保证 ,以及加大管理力度等等。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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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8 月 ,我有幸作为中国团成员参加了在

英国召开的第 68 届 IFLA 大会 ,会后随团参观了英

国的两个国家图书馆和五个大学图书馆。由于我承

担的 2002 年国家课题是“联合型社区图书馆功能与

发展模式研究”,所以我对英国的社区图书馆特别关

注。因此 ,每到一地 ,我都抓紧机会在参观图书馆的

路上或饭后的短暂时间里 ,寻找并参观了当地的社

区图书馆 ,与英国的同行交谈 ,或索要有关的资料 ,

对英国的社区图书馆建设有了概括的了解。我国文

化的发展 ,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何根

据我国的国情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图书馆建设之

路 ,是迅速发展我国社区图书馆事业的关键。本人

拟结合课题研究 ,提出一些初步见解 ,与图书馆界同

仁商讨。

1 　英国社区图书馆概况

我访问了为 IFLA 大会服务的英国图书馆工作

者 ,了解了格拉斯哥市社区图书馆的整体情况 ,考察

了格拉斯哥现代艺术馆楼下的社区图书馆、爱丁堡

市中心图书馆、达勒姆市的克莱波特 (Clayport) 社区

图书馆、剑桥郡的一个社区图书馆、伦敦唐人街的查

宁阁社区图书馆、大英国家图书馆对面的坎门特社

区图书馆。英国的社区图书馆状况 ,可以概括为四

个字 ,即 :多、大、忙、网。

(1)多。多是指社区图书馆数量多。社区图书

馆属英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 ,长期以来有着免费对

公众开放的传统 ,这起源于 1850 年的公共图书馆法

案。据统计 ,1997 年时 ,英国平均 112 万人就拥有一

座图书馆 ,是世界上人均占有公共图书馆份额最多

的国家。今天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是一个主要

的国家资源 ,被 58 %的人口利用。英国的社区图书

馆密布全国。格拉斯哥市 50 万人口 ,有 32 个社区图

书馆和 3 个汽车图书馆。爱丁堡有 30 多个社区图书

馆。剑桥大学所在的剑桥郡 ,除了大学本身的众多

图书馆外 ,就有 40 个社区图书馆和 5 个流动图书馆

(汽车图书馆) 。伦敦有 32 个行政区域 ,每个区都有

十几个社区图书馆。真如人们所言 ,“在你住处不远

的范围内肯定有一座图书馆”。

(2)大。大是指每个社区图书馆的规模大。我

看到的社区图书馆的面积都不算小 ,最小的也有 800

平方米 ,大的在 1500 平方米以上 ,宽敞舒适。每个社

区图书馆都有几万册藏书。比如 ,伦敦的西敏斯区

3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联合型社区图书馆发展模式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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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 个社区图书馆 ,总藏书量超过了 100 万册 ,还有

电子读物 (光盘、录像带、音带) 、计算机等等。从藏

书内容来看 ,他们很注意藏书特色 ,有为各国侨民学

习语言用的“spoken word”专架 ;在唐人街的社区图

书馆里有 30 %的中文图书 ;在爱丁堡中心图书馆有

苏格兰民族文献阅览室、爱丁堡地方文献阅览室。

在每个社区图书馆都有为儿童服务的专门阅览室或

专门座位 ,还有为残疾人服务的图书、电子读物和设

施。

(3)忙。忙是指社区图书馆工作很忙。社区图

书馆的读者很多 ,大约每天接待 1000 人左右 ,业务量

大。每个社区图书馆内都有介绍自己的“广告”材

料 ,上面写明图书馆对你的益处、如何办卡、本社区

图书馆的规模、服务项目和各项规定、有偿服务 (很

便宜)的收费标准、开馆时间等 ,热烈欢迎读者使用。

图书馆欢迎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受教育的程度、文化

特长和创新的需要借阅各种书刊和其他出版物。虽

然各馆允许每人一次借书的数量不尽相同 ,但都允

许借十几册书刊、十来件电子读物或更多的唱片。

借阅书刊是免费的 ,借阅电子读物是收费的 ,收费标

准都较低。对于年龄超过 60 岁的人、失业的人、残障

人、接受政府补贴的人更加优惠。对于那些需要特

殊照顾的出不了家门的人和住医院的病人 ,有流动

图书馆 (汽车图书馆) 为他们服务。因为忙 ,英国社

区图书馆除了正式的职员之外 ,还有临时的职工。

临时的职工有半天的 ,也有整天的 ,还有图书馆志愿

者。他们的文化素质都比较高 ,必须达到大学学历。

虽然忙 ,但他们对读者的服务态度都很热情、和善 ,

而且认真负责。

(4)网。网是指英国的社区图书馆都互相联网。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实行中心馆制 ,除中心馆之外 ,社

区图书馆都不搞编目工作 ,只管图书的流通。由中

心馆负责购书和编目 ,有流动图书车配送、转送。社

区图书馆实行网络化办公 ,实现了通借通还。在社

区图书馆的门口 ,有还书箱 ,读者把所借的图书放在

本地区任何一个还书箱内都可以 ,方便读者还书。

在英国公共图书馆的网页上 ,可以看到各个社区馆

的详细网址 ,查阅它们的书目和数字化的资料。社

区图书馆的计算机免费供读者使用 ,读者可以免费

上网、免费发电子邮件。各个图书馆都培训读者使

用计算机和上网。英国政府认为有义务向所有想利

用图书馆的人们提供全面的、有效的服务。在政府

支持下 ,北爱尔兰的公共图书馆最先为残疾人接入

互联网 ,一项耗资 30 万英镑的工程 ,给 124 个公共图

书馆 (社区图书馆) 安装了特殊的计算机设备 ,供残

疾人上网。做到了每个图书馆至少有一个触摸屏、

一个可适应键盘、一个儿童键盘、一个鼠标、屏幕放

大器和语音合成软件。英国图书馆和信息委员会认

为 ,新型的图书馆是大众的互联网。因此 ,公共图书

馆、大学图书馆、政府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都是相互

联网与合作的 ,实现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信息服务

立体化 ,经常通过网络进行馆际互借。

对公共图书馆的全面监督是英国文化、传媒和

体育大臣的法定责任。公共图书馆是由当地政府管

理和政府拨款维持运转的。英国政府对图书馆的作

用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们认识到图书馆服务的普及

对交流信息、经济发展以及对人们终生学习的重要

性 ,正在增加公共图书馆的财政预算。英国的公共

图书馆正在响应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变化所带来

的挑战。英国图书馆工作者提出 ,“我们现在正在进

入和探索一个未知的数字世界领域 ,我们将需要更

富于创造力的思考 ,超越学术和国家的界限 ,在世界

范围内合作”。

英国政府对图书馆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入 ,英

国图书馆之间实施网络化的先进经验 ,值得我们学

习与借鉴。

2 　中国社区图书馆概况

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是近十年才开始的。1992

年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 ,第一次提出 :

要“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

建设 , ⋯⋯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基层。”从此 ,我国

的社区文化建设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 1996 年中共

中央第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全国的精神

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各级政府对社区

文化建设加大了投入 ,社区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尤其是直辖市和东部、东南沿海地区的

社区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

上海市的社区图书馆建设一直走在我国的前

列。目前 ,上海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市、区 (县) 、街道

(乡) 、居委会 (村) 四级公共图书馆网络 ,全市的街道

乡镇图书馆 316 所 ,每个街道 (乡镇)图书馆中藏书平

均为 3 万册。大约有 5000 个里弄 (村)图书室遍布各

个住宅区和乡村 ,平均每个阅览室有 500 册藏书。

1998 年 ,上海公共图书馆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化 ,使社

区图书馆建设在一个高起点上 ,实现了借还书“一卡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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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厅制定的“南粤锦绣工程”文化工作发

展计划 ,确定以珠江三角洲公共图书馆为核心 ,在全

省实施图书馆网建设计划 ,基层图书馆以深圳宝安

区的“千村书库”、南海的镇级图书馆网、广州地区公

共图书馆网的实施 ,初步形成了以市馆为主 ,以区馆

为辅 ,街道、乡镇图书馆相结合的公共图书馆网络。

北京的社区图书馆建设也在不断发展 ,到 2002

年 8 月 ,已有 136 个街道乡镇图书馆 (室) ,占街道乡

镇总数的 42 %。今年 ,北京市政府把“建设城近郊区

公共图书馆信息网络”,作为向市民承诺要做的 60 件

实事之一 ,投入 800 万元 ,在全市公共图书馆推广计

算机网络 ,实现联合检索、网上阅读、资源共享。北

京西城区作为试点 ,网络延伸到社区馆 ,实行一卡通

服务。预计明年可在全市推开。

江苏全省正在朝着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2010 年

“乡乡镇镇建立图书馆”的目标而努力。到 2000 年底

就建立了 960 多个乡镇图书馆 ,占乡镇总数的 48 %。

有 10 个县普及了“万册”图书馆。无锡市和苏州市出

现了一批上档次、上规模、管理与服务一流的乡镇图

书馆。南京市的街道图书馆普及率在 2000 年底就已

达到 80 %。其中 ,鼓楼区 10 个街道全部建成“万册”

图书馆。

辽宁、天津、山东、浙江、福建、广西等省、市、自

治区的社区图书馆事业也都在迅速发展。

虽然我国的社区图书馆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数量

太少 ,设施简陋 ,人员素质低 ,办馆效益差”和“创建

不易 ,巩固与发展更难”的问题。

3 　我国图书馆体制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矛盾

社区文化建设就是要在政府倡导和支持下 ,以

社区为依托 ,通过社区内各单位和居民广泛参与的

社区管理、服务、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活动 ,开发社区

文化资源 ,发展社区文化事业 ,达到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提高人民文明素质和文明程度、稳定基层社会的

目的。社区图书馆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项目、核

心项目 ,除了政府要加大投入之外 ,社区内的单位也

有责任投入社区建设。

我国的图书馆体制基本上分为两类 :除公共图

书馆归政府权属 ,为社会服务之外 ,其他系统的图书

馆都由单位承办 ,归单位所属 ,为本单位服务。因此

就形成了下面的情况 :

一方面是公共图书馆资源奇缺。据北京市统

计 ,北京市有 7309 个图书馆 ,其中只有 340 个公共图

书馆 ,才占总数的 1/ 21。到 2000 年底 ,全市人均公

共图书馆藏书仅有 0164 册。社区图书馆建设刚刚起

步 ,力量薄弱。从街道一级社区图书馆来看 ,达到百

平方米面积、1 万册藏书的是少数 ,有的街道图书室

只有三、四十平方米房间 ,文献信息资源很缺乏。还

有很多街道至今没有建起社区图书馆。对全国来

说 ,公共图书馆资源状况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是单位图书馆资源被束缚或闲置。一

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内部的

图书馆资源相当丰富 ,但都不对外开放 ,不能实行资

源共享 ,资源利用率低。如 ,北京的 7309 个图书馆

中 ,学校图书馆 1081 个、科研机构图书馆 454 个、企

事业单位图书馆 5428 个 ,各单位图书馆的个数加起

来比公共图书馆多出 20 倍。据北京西城区展览路和

阜外两个街道的初步调查统计 ,各单位现有的图书

馆 ,藏书量在 1 万册以上的有 22 家。其中藏书在 20

万～50 万册的大型图书馆有 5 家 ;藏书 10 万～20 万

册的 2 家 ;藏书 1 万～10 万册的 15 家。这些图书馆

不但有大量藏书、报刊及电子读物 ,还有齐全的现代

化设备 ,有的还拥有规模可观的数据库。从图书馆

工作来看 ,更是人才济济 ,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占

2/ 3。而这些图书馆中 ,每天平均到馆读者不足 30 人

次的占 80 %～90 % ,资源的利用率很低 ,大量的图书

馆资源处于闲置状况。这种现象在全国来说也是很

普遍的。

我国的图书馆单位权属体制 ,与社区文化建设

的宗旨是不相适应的。它使社区文化资源利用受到

限制 ,使得资源闲置与供不应求的矛盾突出。我们

要根据我国图书馆体制与资源存贮的状况与特点 ,

挖掘潜力 ,加快社区图书馆的建设步伐。

4 　联合型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联合型社区图书馆就是各单位图书馆突破单位

权属体制 ,参与社区文化建设 ,与街道或乡镇联合协

作建立的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相互沟通 ,共同向社区

居民开放的社区图书馆。或者说 ,是各单位的图书

馆共同承担起社区公共图书馆的任务 ,对社会开放

而形成的“社区图书馆”。联合型社区图书馆能解决

我国图书馆单位权属体制与社区管理体制的矛盾 ,

是推动图书馆体制改革 ,实现图书馆网络化的创举。

联合型社区图书馆是整合社区内的图书馆资源的重

要途径。它能够依托驻社区的各图书馆的资源优

势 ,通过现代化的手段 ,使各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充分

揭示 ,互相补充 ,互相调济 ,消除社区内各图书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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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割裂状况 ,实现“小馆大储藏”,解决资源闲置与

供不应求的矛盾 ,实现社区内图书馆资源共享和合

理利用。联合型社区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的依托和根基。

它要利用数字图书馆资源 ,也要建设社区的数字信

息资源 ,使数字图书馆建设呈多样性 ,增强数字图书

馆的完整性 ,加快中国数字图书馆的进程。联合型

社区图书馆建设是在政府加大对社区图书馆投入的

基础上 ,根据我国图书馆资源存贮特点 ,挖掘图书馆

界自身的潜力 ,拓宽社区图书馆建设的道路 ,加快我

国社区图书馆建设速度的有效措施。联合型社区图

书馆能够实现少投入多获益见效快的效果。它的资

金不必投入到资源的重复建设上 ,而是要根据社区

建设中的利益共享原则 ,对单位图书馆的服务给以

一定的补偿 ,以少量的投入 ,使各个图书馆获取最大

的社会效益。这种方式适合我国经济尚不发达 ,街

道、乡镇缺少资金的国情。

联合型社区图书馆在我国的社区图书馆建设热

潮中已经出现。它以多种多样的联合模式存在 ,主

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

(1) 以社区图书馆为平台 ,以数字图书馆为纽

带 ,社区内多家单位图书馆联合协作 ,共同为社区民

众服务的模式。如 ,以北京展览路街道社区图书馆

为平台 ,与国家图书馆、北京西城区图书馆、北京市

委党校图书馆合作共建的网络相通、资源共享型社

区图书馆 ,它将与更多的单位图书馆联合。

(2) 国办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共建。

如 ,中国农大图书馆与北京海淀区图书馆共建的海

淀农业图书馆 (即海淀区图书馆分馆 ,下设村图书

室) 。

(3) 民办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共建。

如 ,浙江省金华市民办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与金

华市公共图书馆合建的股份制严济慈图书馆。

(4)中学图书馆与街道办事处合作。如 ,上海延

安路中学图书馆与江苏路街道合作的延安路图书

馆。

(5)民营企业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如 ,北京西城

区民营企业府右街宾馆与首都图书馆合作 ,采取民

办公助方式合建的西长安街社区图书馆。

(6)企业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如 ,广州日报图书

资料中心向报纸订户开放 ;首都机场图书馆对社区

居民开放。

5 　社区图书馆建设与持续发展的对策要点

(1)政府主导。国内外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 ,政

府在社区建设 (或发展) 中具有主导作用。政府应该

考虑如何加大社区资源配置要素的整合力度 ,解决

单位图书馆的利益权属问题 ,鼓励驻区单位的图书

馆作为公益设施向社会开放。做到以社区为载体 ,

政府搭台 ,各方唱戏 ,充分发挥社区内各单位优势 ,

产生使大家都受益的社区效应。如北京海淀区图书

馆与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合作 ,就是海淀区政府

主动出面 ,请驻区各大学图书馆与本区图书馆合作

而结出的硕果。

(2)单位响应。在当前科学技术和知识更新换

代越来越快的情况下 ,要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要求 ,

就要营造学习化的社会。图书馆是公益性的事业 ,

是知识和信息的收藏与传播载体 ,应该给每个社会

人提供学习条件 ,帮助人们不断获取新知识 ,并增强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无论哪个图书馆 ,归根结底 ,其

经费都是来自税收 ,都有为社会服务的义务 ,联合型

社区图书馆的建立 ,为各单位图书馆对社会开放搭

了一座桥梁 ,是各单位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具体

行动。各单位图书馆领导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

是联合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农业大学的领导以服

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为己任 ,促成了与海淀区图书

馆的合作。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实践“三个代表”思

想 ,积极与展览路街道合作 ,建立了高起点、现代化

的社区图书馆。

(3)政策保证。政策是一切事业的保证。首先

应该有图书馆法来保证。在全国性图书馆法没有颁

布之前 ,各地方政府可先制定地方性图书馆条例 ,上

海、湖南、北京、深圳等省市已经出台地方性图书馆

法规。北京市 2002 年 11 月 1 日将要正式实施的《北

京市图书馆条例》第 10 条规定 :“本市鼓励学校、科学

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图书馆

(室)对社会开放。”其具体实施细则正在制订中。从

已联合成功的典型来看 ,实施的政策内容有四个方

面 :

第一 ,各单位的图书馆对社会开放 ,要本着自愿

原则 ;

第二 ,各单位图书馆有优先满足本单位文献信

息需求的权利 ;

第三 ,联合要本着互惠的原则 ,优势互补 ,多方

受益 ;

第四 ,政府要根据单位图书馆对社会的贡献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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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与支持。

(4) 协议约束。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 ,签订协

议 ,把双方应共同遵守的规则、应尽的职责、应得的

权益和承担的义务等写进去 ,以此规范各方的行为 ,

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

(5)管理到位。联合型社区图书馆的管理组织

应由区级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牵头 ,由辖区各职能部

门、参与联合的各单位图书馆代表和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组成管理委员会 (或管理小组) ,听情况 ,做决

策 ,负责协调各方关系 ,监督协议顺利执行。

经过初步研究 ,我们认为建立联合型社区图书

馆的关键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只要有关各方克服

本位主义、因循守旧的传统心态和求稳怕乱的惰性

思想 ,真正实践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 ,坚

决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

导意见》,加大对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投入 ,努力推动

各单位图书馆向社会开放 ,联合协作 ,坚持走有中国

特色社区图书馆的建设道路 ,我国的社区图书馆一

定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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