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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国外发达国家在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方面较为成熟的做法是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明确政府、社会及法人

的关系,各方依法履职,同时注重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 而我国公共图书馆在管理体制上尚存在着法制化程度

低、政府职能错位、行业管理体系独立性差、法人制度欠完善、新型管理模式遇到体制性障碍等问题。 构建新型管

理体制的基本思路是: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图书馆的关系,本着“政社分开冶、“政事分开冶的理念,清晰界

定政府、行业协会、法人等各自的角色地位,充分保障图书馆自主权,建立起“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公共图书馆法

人治理的管理体制冶。 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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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摇 Public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clear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熏

society and librar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熏 and their accounta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b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through library legislation熏 and the roles of library advisory bodie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By contrast熏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in China熏 such as the lack of library acts熏 disloc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熏 weaknesse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library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library corporate governance熏 new management system facing barriers

caused by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熏 and so forth. The basic idea for establishing a new management system is to

readjust the relations among government熏 society and library熏 to clarify their roles respectively by the philosophy of

薹separating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熏 separating the government and library profession薰熏 to safeguard self鄄governance of

library熏 and to establish a multi鄄governance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of 薹Government鄄oriented熏 library profession self鄄

regulation熏 public library corporate governance薰. 20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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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本文所论及的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是一个

宏观命题,其指非在公共图书馆自身的管理机

制,而是指国家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机构设置、隶
属关系、权限划分及其活动进行管理的一整套

制度化安排,其核心是政府管理部门、图书馆行

业协会与作为独立法人单位的公共图书馆之间

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责任、权利、义务。 这是公

共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公共图

书馆立法支撑研究的重点之一。

1摇 国外主要国家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

国外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的情况错综复

杂,难以穷尽论及,兹就部分较为典型且与我国

情况相关、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简述如下。

1. 1摇 美国

美国公共图书馆实行的是典型的分权、分
散和多元化的管理体制,这是建立在相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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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基础之上的。 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主管

全国图书馆工作的政府行政领导机关,但也并

非没有宏观控制。 1970 年设立的“国家图书馆

和信息科学委员会冶是联邦政府常设的独立机

构,主要职责是向总统和国会提供有关国家政

策实施的建议报告[1] 。 该委员会职能于 2008
年初归并于美国博物馆暨图书馆服务机构

(IMLS),该机构是依据 1996 年《博物馆和图书

馆服务法案》而设立的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

构,全美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来自联邦政府的

资金主要由该机构提供,它在全国范围内协调

与各州和地方机构的合作以促进图书馆和博物

馆的发展[2] 。 多数州的图书馆法规定了公共图

书馆的管理机构是图书馆理事会或图书馆委员

会,负责图书馆重大政策规划、经费预算、管理

层人事任命和监督等工作。 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是美国图书馆界的专业组织,成立于

1876 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图书馆协

会。 ALA 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培训图书馆员、促
进图书馆立法、颁布图书馆标准、编辑出版物、
保护求知自由、合作编目和分类、推动自动化与

网络化、促进国际交流等[3] 。

1. 2摇 英国与芬兰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为公共图书馆立法的国

家。 当前英国公共图书馆宏观管理职责由政府

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承担,单个公共图书馆服务

则由 149 个地方政府负责提供[4]。 依照 1964 年

颁布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文化、媒体和

体育部大臣有责任管理图书馆服务和提升公共

图书馆质量,该部资助的两个非政府公共机构

“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理事会冶与“图书馆咨询

委员会冶紧密合作。 前者成立于 2000 年 4 月,作
为一个策略机构,协调和促进博物馆、图书馆和

档案部门之间的合作;后者由高级图书馆员与拥

有公共图书馆相关技能和兴趣的非专业馆员组

成,为政府部门提供独立的咨询建议[5]。 英国图

书馆协会成立于 1877 年,曾参与《英美编目条

例》及其他有关图书馆的标准和指南的编纂与颁

行工作,并发表过 3 个著名报告:1927 年的《凯尼

恩报告》推动了英国全国图书馆之间的合作;
1959 年的《罗伯特报告》推动了 1964 年《公共图

书馆和博物馆法》的制订;1969 年的《丹顿报告》
推动了 1972 年《不列颠图书馆法》的颁布。 同

时,英国图书馆协会在国际图书馆界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1927 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纪念协会创立 50
周年大会上促成了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

会(IFLA)的成立;主办过多次 IFLA 会议,促进了

海 外 图 书 馆 尤 其 是 英 联 邦 国 家 图 书 馆 的

发展[6 -7]。
芬兰的情况与英国类似。 公共图书馆由教

育部文化、体育和青少年政策司下辖的文化和媒

体处管理。 教育部负责制定全国图书馆政策指

导规划、图书馆立法及相关决议准备、起草全国

图书馆预算、分配图书馆专项补助金、编辑图书

馆统计数据,以及评鉴图书馆和信息服务。 地方

公共图书馆财政来源于税收,由地方政府管理并

决定图书馆服务提供的深度。 公共图书馆接收

25%—50%的中央政府补助金,用于图书馆建筑

和购买流动书车,几乎所有的主要公共图书馆都

是在中央补助金的支持下得以建造。 省级馆支

持所在区域的公共图书馆信息和馆际互借服务,
现日渐强调其作为地区信息和资源中心的功

能[8]。 芬兰图书馆协会于 1910 年建立[9]。

1. 3摇 日本与韩国

日本与韩国的情况较为相近。 日本公共图

书馆的政府管理机构是文部科学省属下的终身

学习局社会教育处,文部省是集教育、文化、体
育和科学技术部门为一体的大部[10] 。 长期以

来,日本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主导作用非常强,
是公共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主体。 自 21 世

纪始,日本政府开始启动战后最大规模的行政

改革,在国立和公立机构逐渐实行独立行政法

人化改革,并尝试引进现代企业管理机制。 2006
年小泉政府上台后对国立国会图书馆实行了独

立行政法人化改革[11] ,以实现行政决策与实施

过程相分离,增强法人自主权和积极性,提升服

务效率与质量。 日本图书馆协会成立于 1892
年,主要参与制定图书馆法令、行业标准,维护

馆员权益等[12 - 13] 。
韩国公共图书馆由文化体育观光部管理,主

要负责确立和协调图书馆信息政策发展宏观规

划、决定国家和地方图书馆运营系统、制定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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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图书馆相关法规等[14]。 总统属下设置图书馆

信息政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审议、调整图书馆政

策的重要内容,由 30 人组成,委员长 1 人由总统

在委员中推荐,副委员长由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

担任,委员由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具有图书

馆专业知识且经验丰富的人担任。 各地设立地

区代表图书馆,并相应设立地方图书馆信息服务

委员会。 公立公共图书馆由具有司书职称者担

任馆长,同时设立图书馆运营委员会。 韩国图书

馆协会主要是加强馆际间的资料交换、业务合作

与运营管理研究,振兴图书馆服务及图书馆发

展,其运营必要的经费可由国家给予补助[15]。

2摇 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存在的主

要问题

2. 1摇 法制化程度低

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做法通常是通过制定

专门法律,明确政府、社会及法人的关系,各方

依法履职。 而我国在公共图书馆法制化建设方

面,国家层面无法可依,地方立法又过于粗疏,
成效不明显。 自建国以来,我国始终缺乏一部

具有权威性的、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图书馆专门

法律,致使政府、行业协会、图书馆等各管理主

体之间相互关系界定不清,职权、机构、程序、责
任均未能法定化,基本处于文化行政事业一体

化管理体制。 目前,已有部分省市先行开展了

地方性公共图书馆立法实践,深圳、湖北、内蒙、
北京等地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条例,上海、浙江、
河南、山东、乌鲁木齐等地制定了公共图书馆管

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公共图书馆立法

奠定了基础。 其中,关于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

的表述大部分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

管理,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其他各类图书馆

工作冶。 地方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条过

粗、内容笼统,对于一些需要明确规定的根本性

问题如政府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责任、
地位等只作了概括性规定,且过分强调政府是

公共图书馆管理的唯一主体,多数没有实施细

则,法规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执行上远没有达

到应有的效果。

2. 2摇 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并存

作为一个“后发冶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

明显属于“政府主导型冶。 政府无所不管,无所

不包,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行政手段是主要

管理手段,整个社会显得秩序有余而活力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

发生了巨大变化,“全能政府冶的弊端越来越明

显: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社会需求越

来越多,政府负担越来越重、力不从心,导致诸

多失灵。 在公共图书馆领域,政府职能不清主

要表现为几种情形:一是职能错位,混淆了责任

主体与实施主体的区别,采取“包办一切冶的模

式,公共图书馆没有自主权限,导致 “管办不

分冶;二是职能越位,文化行政部门对公共图书

馆管得过宽、过死,抑制了其自身发展活力;三
是职能缺位,在设施建设、购书经费等基本方面

重视不够,各级公共财政对图书馆事业投入偏

少,基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滞后且有失公

平,图书馆普遍服务原则难以体现,政府理应担

负起的职责没能很好地履行。

2. 3 摇 行业管理体系独立性差、成熟度低、规范

性弱

目前,我国虽从全国到地方形成了各级图

书馆学会,在行业建设、学术研究、业务培训等

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主

要定位于学术性群众团体,并不是行业管理组

织。 当前仅有北京、上海和海南建立了地区性

的图书馆行业协会组织,但“协会冶的作用并不

明显。 从总体上看,公共图书馆领域的行业组

织体系尚未形成,其应有作用难以发挥,表现

为:淤独立性差。 我国行业协(学)会主要由政

府创建并受政府主导,由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

部门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官办色彩浓厚;协(学)
会负责人大多来源于业务主管部门的派遣和任

命,对内缺乏独立的人事任免权和足够的管理

控制权;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拨款和补贴,运作

经费匮乏,缺乏自身发展必要的自主性。 于成

熟度低。 由于文化传统、市场程度和政治制度

的差别,我国图书馆行业协会发育还不成熟,无
论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工作人员大

多从政府或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缺乏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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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管理技能和解决行业困境、满足行业发展

需求的经验与手段。 盂规范性弱。 行业管理是

一种专业性、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管理工作,而我

国行业管理起步较晚,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

架还远未形成,图书馆行业管理领域更是存在

法律空白,图书馆行业组织尚为弱小,难以承受

政府的转移职能。

2. 4摇 法人制度欠完善

法人意味着内部组织的科学合理,对外的

独立自主,但是公共图书馆法人制度的真正确

立还任重道远,主要表现在:淤公共图书馆缺乏

独立法人人格。 我国的事业法人登记制度,主
要是从管理角度而非法人制度角度设计相应的

法律关系,是管理法而非主体法,政府与事业单

位之间仍是行政关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公

共图书馆虽然从登记上已成为法人,但现实中

仍然是文化行政部门的下级机构,办馆在很大

程度上还是要执行政府的行政指令,没有相应

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难以自主管理、自主办理

有关业务,也难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并不具备

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法人人格。 于馆长负责制

未能落到实处。 在 1978 年至 1992 年我国社会

事业恢复期和事业单位改革初期,政府的主要

举措是适当下放管理权,推行事业单位行政首

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对本单位有经营管理权、机
构设置权、用人自主权和分配决定权[16] 。 在此

背景下,1986 年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提出实

行馆长负责制,1987 年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

委和中科院联合下发的文件中再次明确提出实

行馆长负责制。 但现实情况是,仍有部分公共

图书馆没有实行馆长负责制,或虽然实行了馆

长负责制,但并未很好地贯彻落实,流于形式。

2. 5摇 新型管理模式遭遇体制障碍

自 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公共图

书馆领域加快了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步

伐,逐步建立了总分馆、图书馆联盟、流动图书

馆、图书馆之城等新型服务体系,并进行了与之

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的有益探索,如公共服务委

员会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分级投入集中管

理模式、分级管理中心馆援助模式等。 举例而

言:北京市海淀区成立了公共服务委员会,将原

来隶属于各个政府部门的具有公益职能的事业

单位剥离出来交由新成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代

替行使公益职能[17] ;广东省流动图书馆实行分

级管理中心馆援助模式;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

书馆实行集中管理模式;嘉兴市总分馆实行市、
区和乡镇三级政府分级投入、总馆集中管理模

式;武汉城市圈图书馆联盟实行跨地域的协议

合作管理模式等。
但上述新型管理模式均遇到了不同程度的

体制性障碍。 如在总分馆体系建设中,由于我

国现行图书馆建设与管理是以分级财政体制为

基础的,各自为政、文献资源重复建设问题甚为

严重,因而迫切需要化解现行体制中的分级财

政壁垒、人事编制和资产权属等体制障碍,创建

新型的完整意义上的总分馆服务体系。 在公共

服务委员会管理模式中,由委员会负责公共事

务统一规划,有利于打破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管

理各自为政的僵局,但前提是必须建立起“管办

分离冶的基本框架,把涉及现实发展急需的公共

产品,从原行政部门梳理出来,整合到新成立的

公共服务委员会,并发展多元公共服务机构共

同参与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公共服务统一规划、投资及人财物统一

管理。 这些都有待于行政体制的改革。
上述问题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因法制不健

全,管理体制不顺,参与公共图书馆管理的各方

关系不清、权责不明。 因此,构建新型管理体制

的基本思路是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图

书馆的关系,通过“政社分开冶、“政事分开冶的理

念,清晰界定政府、行业协会、法人等各自的角

色地位,明确各方职责,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专

业化社会管理,充分保障图书馆自主权,建立起

“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

管理体制冶,使政府归政府,社会归社会,法人归

法人,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多元治理的图

书馆管理格局。

3摇 政府宏观管理及其实现

3. 1摇 政府的定位和作用

在多元化的公共图书馆管理主体体系中,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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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是公共图书馆管理的

核心主体。 公众通过向政府纳税,为自己享受公

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支付成本;而政府通过征税

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公共图书馆建设,为公众提

供公共图书馆服务,这是其应尽的职责。 但这并

不意味着政府就是唯一主体,公共图书馆管理应

当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的管理

体系,政府合理的角色定位是公共图书馆的设立

者、所有者、宏观管理者及监督者。
为了实现政府这一理想的角色定位,需要

培育政府以外的社会管理主体与政府共同实现

对公共图书馆事务的管理,政府在其中起掌舵

作用。 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为促进政府

与社会的职能分化,政府尚需实现四个转变:一
是由“管制型政府冶向“服务型政府冶转变,改变

政府行政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的状况,强化公共

服务职能,增进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有效与公平

供给,促进普遍均等服务;二是由无限责任向有

限责任转变,从“全能政府冶模式中解脱出来,给
予社会应有的充分自主权,把现在由政府承担

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交给图书馆行业协会等

社会组织承担;三是由集权行政向分权行政转

变,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

间的关系,建立起更为灵活的政府管理体系,破
解现行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协调难度

大、运作成本高、难以持续运行等困境;四是由

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在政府决策中充分

发挥咨询委员会的智囊作用,逐步健全公民参

与机制,保障决策的科学合理及民主参与,提高

社会化管理程度和水平。 总之,政府既要忠实

履行应尽职责,确保对公共图书馆建设与服务

的基本投入和制度供给,又要注意权力归位,防
止“大包大揽冶、管办不分,实现政府职能法

定化。

3. 2摇 政府职能及各级政府的具体责任

在公共管理中,政府的角色通常定位为确

定法律基础、保持政策环境、投资社会设施、保
护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弱势群体等[18] 。 在建立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

图书馆的设立主体和宏观监管者,其职能主要

体现在:投资建立公共图书馆,确保经费供给,

以保证其正常运作;依据法律,并通过制定行政

法规和配套政策对公共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
确定公共图书馆发展战略,制定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规划,指导协调各级各类图书馆之间的

关系,做到统筹兼顾;科学设立公共图书馆服务

发展指标,对公共图书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服

务情况进行监督等。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当进行合理的责任

划分。 中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淤负责设立国家

图书馆,为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建立全国公

共图书馆专项资金,补助地方公共图书馆建设,
促进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并适当向欠发达地区

倾斜。 于依据立法程序,提出关于图书馆的法律

案;制定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行政法规和政策,对
图书馆进行宏观管理和监督。 盂制定图书馆事

业的全国规划,指导和协调各级各类图书馆之间

的关系。 榆确立国家的图书馆标准和规范。 地

方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淤省级人民政府负责设立

省级公共图书馆;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设立市、
县级公共图书馆,并逐渐构建区域性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提供覆盖全社会的普遍均等的公共图

书馆服务。 于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拨款和制定财

政政策,为公共图书馆提供物质和技术保障,支
持并促进地方图书馆事业发展。 盂依据立法程

序,提交关于图书馆的地方性法规案;制定关于

图书馆事业的地方规章和政策,对图书馆进行宏

观管理和监督。

4摇 建立健全图书馆行业协会管理组织

4. 1摇 行业协会的定位与优势

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社会力量日益强

大,包含行业协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主体

地位日益获得认可,成为公共图书馆管理的重要

主体,被看作是政府的合作者,是弥补政府缺陷、
克服政府失灵的有效组织载体。 图书馆行业协

会是由图书馆、图书馆员在自愿基础上共同组织

起来,为维护图书馆共同利益、促进图书馆事业

全面发展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活动特点是:
不基于强制性规范,社会公信力高,行业权威性

强。 相对于政府管理,图书馆行业协会参与管理

还有着独特的优势:专业;贴近基层;官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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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组织体制和运作方式上具有相当大的弹性

和适应性,便于根据不同情况及时作出调整,能
够对社会需求迅速作出反应;有助于行业内的国

际交流。 因此,当前较为现实而理性的选择是培

育行业协会,促使其发展壮大,通过建立以图书

馆协会为主体的行业管理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其

在政府与图书馆、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与图书

馆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成为行业自治的管理者

和政府的得力助手。
建议设立中国图书馆协会,省、自治区、直

辖市设立相应的地方图书馆协会,设区的市根

据需要也可以考虑设立图书馆协会。 图书馆、
图书馆员自愿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图书馆协会。
加入地方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图书馆员,同时

成为全国图书馆协会的会员。 图书馆协会可在

现有各类行业组织基础上合并或重组而成。

4. 2摇 行业协会的职能与活动

作为图书馆专业的行业协会组织,基本职

能和活动都应立足于两个层面:首先立足于公

众和社会责任,保障社会大众的信息知识自由

和文化权益,充分享受图书馆服务;其次立足于

行业使命,领导并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全面发展

和进步。 具体如下:淤维护知识自由和平等,推
动全民阅读: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消除弱势

群体信息利用障碍,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

供人性化、便利化服务;开展各类阅读活动,培
养阅读习惯,提高信息素养,推进全民阅读。 于
行业宣传:作为整个行业的代言人,宣传行业核

心价值,促进公众对图书馆职能的了解和对图

书馆行业价值的认同,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

和作用,提升图书馆从业人员的社会形象和地

位。 盂图书馆立法推进:制定行业立法规划,有
系统地推进图书馆立法活动;与立法部门保持

密切关系,争取对图书馆有利之立法;在影响图

书馆和信息服务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制定方面发

挥作用,敦促有利于图书馆行业发展的政策尽

快出台。 榆制定行业标准和发展规划:制定藏

书、分类、著录等各项行业标准,指导业务工作,
建立完整系统的图书馆工作评估体系;制定行

业发展规划,定期审视和调整图书馆优先发展

领域,做出具有前瞻性的远景规划。 虞职业教

育与培训:从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短期培训等

多方面促进图书馆学的专业教育,提升馆员的

专业技能,并制定职业发展规划,为从业人员提

供发展空间,增强职业吸引力。 愚建立图书馆

员专业资格认证制度:根据图书馆行业人力资

源发展需要,拟定专业人员的任职资格、职业等

级和相应薪酬指导标准,对教育机构和接受有

关课程教育的人员进行水平认证,确保其具备

工作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满足职业需

求。 舆行业自律和协调职能:倡导现代图书馆

服务理念,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精神和职业道

德教育,加强行业自律;协调行业与政府、社会

及媒体等对外关系,为行业可持续发展争取有

利的支持和保障。 余优化组织和服务会员:定
期或不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协会刊物和学

术专著,协调成员图书馆间的关系,维护图书馆

行业和工作者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并不断优化

自身组织,发展会员[19 - 20] 。

5摇 建立理事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按照政府转变职能、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

原则,同时也借鉴西方国家通行的公共图书馆

管理模式,政府可逐步通过理事会行使重大决

策权,并以理事会为核心完善公共图书馆法人

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根据决策权力机

构、管理执行机构、监督约束机构相互分离、相
互制衡和精干高效原则,建立图书馆的理事会、
管理层、职工大会和社会监督机构分权制衡的

组织架构,构建以公益目标为导向、内部激励机

制完善、外部监管制度健全的规范合理的治理

结构和运行机制。

5. 1摇 理事会———决策权力机构

理事会是图书馆的决策权力机构,是法人

治理结构的核心,负责确定图书馆的发展战略

和发展规划,行使图书馆重大事项决策权。 理

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代表、社会人士、行政执行

人等组成,并以社会人士为主。 理事会可设立

咨询委员会或人力、财务、审计等各类专业委员

会,聘请社会专业人士担任委员,为理事会决策

提供专业咨询和管理咨询服务。 理事会基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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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包括:审议决定图书馆的章程、理事会章程、
基本管理制度及图书馆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发展

规划;提名或通过公开招聘推荐馆长人选;审议

决定图书馆年度工作计划、绩效指标、服务标准

和年度报告;审议图书馆用人计划、激励考核机

制、财务预算方案、薪酬分配方案、重大资产处

置方案;聘任和更换专业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

组成人员,评估馆长和管理层的工作;促进图书

馆与政府、社会公众的沟通等。

5. 2摇 管理层———管理执行机构

由馆长及其副职组成的管理层是公共图书

馆法人治理结构中的管理执行机构,具体负责

图书馆的日常运行与业务管理。 图书馆实行馆

长负责制,馆长是法定代表人。 管理层的基本

职责包括:馆长作为行政执行人,参与理事会决

策,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

由理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的人员以外的人员;
制定图书馆发展规划、绩效指标和服务标准,实
施年度工作计划,编制年度报告;提出图书馆用

人计划、激励考核机制、财务预算方案、薪酬分

配方案、重大资产处置方案;拟订或建议修改图

书馆编制设置、基本管理制度和图书馆章程等。

5. 3摇 职工的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监督约

束机制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还要求建立内外

结合的监督约束机制。 内部监督包括理事会的

监督和职工民主监督。 理事会对馆长实施监

督,并对财务进行审计监督;加强职工的民主参

与,对涉及全体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按照

有关规定提请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理事会在决

策时应充分考虑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 外部监

督包括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监督,以及由公众、
媒体所形成的社会监督。 其中,政府监督是指

通过委派理事会成员并出席理事会会议来监管

机构运营状况,并可通过行使对高层重要职位

的人事管理权及对账务账目的定期审计进行管

理。 公众监督是指通过年度报告制度、绩效评

估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来实现监督。

5. 4摇 图书馆内部管理机制

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后,图书馆将全面推行

职级职位管理,实行全员聘用和岗位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分

类分级进行聘用,健全岗位目标责任制,逐步淡

化身份,强化岗位,转换机制,增强活力,调动各

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政府主导、行业自律、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管理体制冶,可以比较清

晰地界定政府、行业协会与公共图书馆三者之

间的权责关系: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兴办主

体,承担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宏观管理与监督职

能;图书馆行业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承
担推进行业立法、制定行业标准、建立行业准

入、加强行业培训与交流合作等职能,实行自律

管理;公共图书馆作为事业单位法人,逐步建立

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馆长负

责制,依法行使管理权,自主办理图书馆业务。
作为一种完整的管理体系,只有三方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协同运作,才能实现公共图书馆管理

效能最大化,加速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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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献 术语》国家标准正式出版

2010 年 2 月,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术语》(GB / T 4894 - 2009)正式出版。 该标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发布,2010 年 2 月 1 日实施,代替国家标准《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 传统文献》(GB / T 13143
- 1991)和《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 基本术语》(GB / T 4894 - 1985)。

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术语》是以国际标准《信息与文献———术语》( ISO 5127:2001) 为基础,
新增和删减部分词汇而成。 其中,新增的词汇包括:在“4. 1 基本和框架术语冶部分新增了“字符串冶
“校验符冶“文件名冶“虚拟访问冶“信息资源冶“连续性资源冶“集成性资源冶“电子资源冶“万维网冶等

词汇;在“4. 2 文献、数据和媒介及其他冶部分新增了“电子图书冶 “地图文献冶 “数字文献冶 “作品冶
“DVD冶等词汇;在“4. 3 文献机构及其馆藏冶部分新增了“馆藏记录冶 “馆藏说明冶 “电子馆藏冶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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