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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发展历程及问题

曹　 磊

摘　 要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化运营起步较早。 １９６３ 年制定的委托管理制度是最早的社会运营方式，此后逐

步出台 ＮＰＯ 运营、ＰＦＩ 运营等方式；２００３ 年，指定管理者制度取代委托管理制度成为最主要的运营方式；这一发

展历程呈现的特点有：运营方式多样化，形成完整流程，向民间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运营者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关

于社会化运营，日本一直存在争论，支持者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反对者主要从专业角度出发。 有必要将两个角

度结合起来思考，更为客观地认知社会化运营。 政府是社会化运营的推动者和执行者，政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要注意区分图书馆事业已经存在的问题和社会化运营带来的问题，并采用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 保证图书馆的

“公共属性”是社会化运营的首要前提。 表 ４。 参考文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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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日本公共设施社会化运营的法律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已经推出。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曾根康弘政府新自由主义改革①开始萌芽［１］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桥本龙太郎政府继续推行各种

政策，放宽民间力量参与公共设施与服务的限

制。 到了 ２１ 世纪，小泉纯一郎政府推行全面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进一步推动公共设施的社会

化运营。
公共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设施，其社会

化运营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通过

论述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的发展历程、发展

趋势、主要问题和社会反应等方面内容，本文希

望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社

会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公共设施社会化运营开始于 １９６３

年。 与其他公共设施相比，公共图书馆的社会

化运营起步较晚，直到 １９８１ 年，才出现公共图书

馆社会化运营的具体案例。 在此之后，随着相

关法律的变动，日本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化运营

不断发展。 根据相关法律的调整和社会化运营

的发展程度，日本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化运营大

体上可以分为酝酿期（ １９６３—１９９０ 年）、起步期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年）和发展期（ ２００３ 年至今） 三个

阶段。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发展，是

政府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

１．１　 酝酿期：１９６３—１９９０ 年

１．１．１　 法律规定

１９６３ 年，日本《地方自治法》进行修订，法案

的第 ２４４ 条首次加入“公共设施”的概念。 所谓

公共设施，是地方政府为了增进居民福祉而设

立并供居民利用的设施［２］ ，一般而言，可以分为

休闲体育、产业振兴、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和社

会福利五类［３］ 。 此外，该法第 ２４４ 条之 ２（单独

的条文）第 ３ 项首次明确，在能够达到公共设施

１２０

① 从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美国里根政府等西方国家先后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废除大政府，标榜小

政府、放松管制、促进竞争、减少福利教育的预算、削减公务员、抑制工资、对一系列大企业进行民营化。 中曾根政

府时期，日本也加入到改革队列之中。 内容参见参考文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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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目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条

例，将公共设施交给公共团体或者具有公共性

质的团体① 运营［４］ ， 这就是所谓的委托管理

制度。
１．１．２　 实施状况

公共图书馆属于文教设施的范畴，因此可

以采用委托管理制度。 １９６３ 年之后很长一段时

间内，日本公共图书馆实施的是非图书馆业务

的委托管理，根据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自治日报》
的调查，当时日本 ５４２ 家公共图书馆中，３７．７％
实行警卫委托，５８．５％实行清扫委托［５］ 。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开始出现公共图书馆委托管

理的案例。 １９８１ 年，京都市率先采用委托管理

制度运营公共图书馆。 京都市在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成

立社会教育振兴财团，４ 月份将新建成的中央图

书馆及由社会教育会馆改造而成的 ４ 家图书馆

全部委托给社会教育振兴财团运营［６］ 。 京都市

将图书馆的业务分为主干业务和非主干业务两

类。 主干业务指的是有关图书馆运营、方针和

计划等方面的工作，而窗口服务则被归为非主

干业务。 根据教育委员会的意见，主干业务安

排正式员工，由政府直接运营，不能委托出去，
非主干业务则可以实施委托管理［７］１９４－１９５ 。

这一时期，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处

于酝酿阶段。 根据 １９８５ 年日本图书馆协会的一

项调查，当时日本采用委托管理制度的公共图

书馆共有 １６ 家，占到总数的 ０．９９％ ［８］ 。

１．２　 起步期：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年

１．２．１　 法律规定

１９９１ 年，《地方自治法》进行修订，扩展了委

托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９］ 。 ①受托者范围扩

大。 修法之后，受托者从公共团体或具有公共

性质的团体，扩大到两者出资占到一定比例的

法人组织。 ②受托业务范围扩大。 法律引入

“使用费制度”，在地方政府条例的许可之下，受
托者可以收费，以此促进受托者自主经营的积

极性，提升政府的财务效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日本通过了两部法

律，推动公共事业向民间开放。 １９９８ 年通过

ＮＰＯ（非营利组织，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法，对
ＮＰＯ 组织的设立、管理、解散、合并和监督等方

面做出详细规定，明确 ＮＰＯ 组织可以在 ２０ 项相

关领域开展非营利性活动，公共图书馆所属的

社会教育领域也在 ２０ 项领域之内［１０］ 。 １９９９ 年

制定的 ＰＦＩ② 法规定了适用 ＰＦＩ 模式的对象领

域、政府的作用和各种扶持措施等内容，根据法

律第 ２ 条的规定，教育文化类的公共设施可以应

用 ＰＦＩ 模式［１１］ 。
１．２．２　 实施状况

一方面，实施委托管理制度的日本公共图书

馆逐步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 ＮＰＯ 法和 ＰＦＩ 法

的通过，日本出现了按照这两项法律运营的公共

图书馆案例。 ２００２ 年起，山梨县山中湖村准备建

设自己的图书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山中湖情报创造

馆正式开放，该馆由 ＮＰＯ 组织“地区资料电子化

研究会”运营，是日本第一个根据 ＮＰＯ 法运营的

公共图书馆［１２］ 。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三重县桑名市决

定采用 ＰＦＩ 方式运营新建的中央图书馆。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桑名市中央图书馆新馆开馆，该馆是日

本第一家采用 ＰＦＩ 方式运营的公共图书馆。 根

据合同，整座大楼（图书馆位于 ３、４ 楼）的设计、
建设和运营（期限为 ３０ 年）都交给一家民间公司

具体负责，该公司由 ６ 家公司合资兴办。 根据桑

名市的数据，ＰＦＩ 方式为当地节省了 ２１．５２ 亿日元

的财政支出，节省比率达到 ２２％［１３］ 。

１２１

①

②

公共团体指的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执行公共权力的法人，具体包括地方政府、公共组合和营造物法人。
具有公共性质的团体指的是以公共活动为目的的法人，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具体包括农业协同组合、森林组合

和商工会等产业经济团体和社会福祉协议会、青年团、妇人会等文化事业团体。 公共组合指的是以实施行政为目

的，由具有一定资格的组成人员构成的公共社团法人，如商业组合、健康保险组合等。 营造物法人指的是由国家

或地方公共团体出资设立的公共财团法人，如国营公司、金库、基金等。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缩写，即“民间主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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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的主要

特点是向民间开放，社会化事业正式起步。 根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截至 ２００２ 年，实施业

务委托①的公共图书馆共有 ４６５ 家，占到公共图

书馆总数的 １７．５％ ［１４］ 。 与此同时，其他样式的

社会化运营模式也开始出现。

１．３　 发展期：２００３ 年至今

１．３．１　 法律规定

２００３ 年，日本小泉政府对《地方自治法》进

行修改，推出指定管理者制度。 《地方自治法》
第 ２４４ 条之 ２ 具体规定了指定管理者制度的主

要内容：①有关指定手续、管理基准和业务范围

的内容需要由地方条例进行明确；②指定管理

者制度需要遵循条例，明确运营期限，经地方议

会表决后确定；③公共设施的使用费用可作为

收入由运营机构收取；④运营机构需要提交业

务管理、费用收支状况等年度报告；⑤地方政府

的首长可以通过法令取消运营机构的资格或者

停止其业务运营［２］ 。
２００６ 年，日本通过《关于引入竞争、改革公共

服务的法案》（简称《公共服务改革法》或《市场化

测试法》）。 该法案明确，除部分服务外，官方（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民间可以平等竞标公共服务

项目，为社会提供优质、廉价的公共服务［１５］ 。
１．３．２　 实施状况

根据日本图书馆协会 ２００７ 年以来连续发布

的调查报告，自从 ２００３ 年推出指定管理者制度，
日本公共图书馆采用这一制度的数量和占比稳

步提升（详见表 １）。 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日本

公共图书馆总数增加了 ４．３％，采用指定管理者

制度的公共图书馆的总数则增加了 ２３０．２％，应
该说采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日本公共图书馆的

数量增长速度非常快。 从图书馆的类型来看，
城市图书馆社会化的发展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４ 年，采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城

市图书馆数量从 １０３ 家增加到了 ３７１ 家，农村图

书馆数量从 ２６ 家增加到了 ５５ 家。

表 １　 日本公共图书馆采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情况［１６］

年份
采用指定管理者

制度馆数量

公共图书

馆总数
比例（％）

２０１４ ４２６ ３ ２４６ １３．１

２０１３ ３９２ ３ ２４８ １２．１

２０１２ ３３３ ３ ２３４ １０．１

２０１１ ２９６ ３ ２１０ ９．２

２０１０ ２７３ ３ １８８ ８．６

２００９ ２２０ ３ １６４ ７．０

２００８ １６９ ３ １２６ ５．４

２００７ １２９ ３ １１１ ４．１

从日本全国公共设施的社会化运营发展情况

来看，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程度并不高。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结果，２００７ 年，日本各地采

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公共设施共有６１ ５６５家，其中

文教类设施 １３ ２６０ 家［３］ 。 社会化运营的公共图书

馆占全国社会化运营公共设施的 ０．２１％，占社会化

运营文教类设施的 ０ ９７％。 ２０１２ 年，日本各地采用

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公共设施共有７３ ４７６家，其中文

教类设施的数量是１５ １０２家［３］ 。 社会化运营的公

共图书馆占全国社会化运营公共设施的 ０．４５％，占
社会化运营文教类设施的 ２．２％。

在指定管理者制度不断发展的同时，日本

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其他社会化运营形式的发

展。 ２００８ 年，大阪府根据《市场化测试法》，推动

民间和政府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获取大阪相关

公共设施的运营管理权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大阪

府立图书馆成为公共服务改革的对象。 根据计

划，府立图书馆“窗口业务以及使用指南等参考

咨询服务”被确定为采用“市场化测试”方法的

公共服务领域之一。 在招投标之后，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图书馆流通中心” （日本企业）最终被确定

为运营相关业务的单位（为期 ３ 年）。 运营情况

需要进行评估，民间业者要自我评估，具体负责

１２２

① 这里的业务委托主要是窗口服务的委托，包括采编、借阅、参考、上架、流动图书车等各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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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部门、专门的监理委员以及府立图书馆

的协议会①也要对民间业者运营图书馆的状况

进行评估［１７］ 。 经过多次评估，２０１３ 年公布的评

估结果认可了这一改革试点，在今后继续采用

“市场化测试”方法运营相关业务。
这一时期，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在立法和

行政层面全面扩展，以指定管理者制度取代旧的

委托管理制度，全面放开针对民间力量的各种限

制，明确政府和民间可以平等地竞争包括图书馆

在内的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运营等事业。

２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主要发
展趋势

２．１　 运营方式多样化

按照时间顺序，日本公共设施社会化的主

要制度或者政策有四种（见表 ２，其中委托管理

制度目前已经失效） 。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
这四种运营方式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 目前，
公共图书馆领域主要采用的是指定管理者制

度，这与制度的特征有直接的联系。 比如 ＰＦＩ
方式，需要民间力量大量的资源投入，这一方

式在公共图书馆领域较难实现。 不过，日本政

府现在也准备进一步推动 ＰＦＩ 方式的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日本文科省召开会议，明确要全

力助推 ＰＰＰ ／ ＰＦＩ 等方式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应

用，未来三年内，文教领域要建成三个示范性

项目［１８］ 。

表 ２　 各种社会化运营方式的比较［１７］

运营方式 委托管理 ＰＦＩ 指定管理者（目前最主要方式） 市场化测试

发起方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民间 地方政府
地方 政 府、
民间

特征

一部分公共服务

委托给民间，民间

发挥创意的空间

较小。

最大限度地利用民间力量，参
与设施从建设到运营的各个

阶段。 民间力量需要承担竞

标等费用，同时也存在风险。

多数地方政府均采用了该制

度。 自由度较高，可以充分发

挥民间创意，不过由于缺少经

验，存在民间力量无法持续运

营公共设施的状况。

例子较少

期限 一年或者多年 长期合同（２０—３０ 年） 长年合同（３—５ 年）
长 年 合 同

（３—５ 年）

２．２　 形成完整流程

在程序上，根据《地方自治法》的规定，公共

设施社会化运营的相关内容均需要通过地方政

府条例的形式加以规定。 以典型的横滨市为

例，该市实施指定管理者制度有明确的流程（见

表 ３），还有系列的配套举措，归纳起来主要是公

开招募、监督评估和信息公开［１９］ 。 公开招募是

确定公共设施指定管理者的原则（部分设施存

在不公开招募的情况，需要法规规定）。 监督评

估就是政府监督、定期评估指定管理者的运营

状况。 监督评估制度有自身评估（指定管理者

对自身的评估）、政府评估（相关政府业务部门

的评估）、第三方评估（由专门成立的第三方评

估委员会进行评估）和使用者评估（由设施使用

者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有助于运营者更好地

运营设施，也有助于政府掌握实际情况并对运

营者采取相应的举措。 信息公开指的是有关指

定管理者制度的相关信息均向社会公开，这一

举措和上面两项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公开招

募、监督评估的相关政策、文件、标准、人员等信

息均会在政府网站和指定管理者的网站上公

布，同时还会在媒体上公示。

１２３

① 根据日本《图书馆法》的规定，协议会是馆长的咨询机构，主要就图书馆的运营状况向馆长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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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横滨市确定指定管理者的流程

程序 具体内容

制定、修订条例 制定或修订有关设施的条例，提交给议会审议

公募 选定委员会确定公募的要素，设定充分的公告时间并公布在网站主页等地方

选定 举办应选者参加的听证会，选定委员会根据客观的标准确定指定管理者

决议 指定管理者、指定期限等内容提交给议会审议

签订协议 通知、公告、签订

确保适当的指定管理
每年年终的时候，提交年度业绩报告书和来年事业计划书；倾听使用者的意见，把
握运营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指导

２．３　 向民间开放程度加深

１９６３ 年到 １９９１ 年间，能够通过委托管理制

度运营公共图书馆“非主干业务”的机构局限在

公共团体和具有公共性质的团体。 公共团体是

法律上的“公法人”①，也就是政府或者准政府

组织。 １９９１ 年修法之后，受委托对象的范围扩

大，政府出资占到一定比例的团体也可以运营

公共图书馆②。 修法之后，“外廓团体” 就可以

名正言顺地通过委托管理制度运营公共图书馆

了。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名词称为“公社化”，指
的是公共图书馆交给“公益社团法人” （一般均

为外廓团体）运营的现象。 这个时候，民间力量

可以通过占资比例的形式参与到公共图书馆的

运营中来。
１９９８ 年之后，相关法律政策特别是指定管

理者制度出台，全面放宽公共图书馆社会化的

限制，使得 ＮＰＯ、企业以及其他民间组织都能参

与到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以及其他业务中来，民
间力量成为公共图书馆运营的重要力量，不再

需要借助与政府合资等形式，可以作为独立主

体直接运营公共图书馆。 以指定管理者制度为

例（见表 ４），民间力量主要分为企业、ＮＰＯ、公社

财团和其他四个类别，其中企业是最为主要的

力量，数量和占比一直居于各民间力量之首，占
比则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５． ０％ 提高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７５．４％。

表 ４　 指定管理者的类型表［１６］

　 　 　 　 　 　 年份
数量

类别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企业 ３２１ ２９１ ２４０ ２０５ １８５ １３４ ９４ ５８

ＮＰＯ ４０ ４０ ３７ ３７ ３２ ３２ ２９ １９

公社财团 ５０ ４９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４ ４４ ４６

其他 １５ １２ １１ ９ １１ １０ ２ ５

总计 ４２６ ３９２ ３３３ ２９６ ２７３ ２２０ １６９ １２９

１２４

①

②

具有公共性质的团体符合三个特征：地方政府直接出资参与或资助团体的设置，在某地区设置团体的宗

旨有法律依据，参与地方政府的相关事业。
这些团体在日本称为“外廓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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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业务范围扩大

从京都市开始，公共图书馆实施委托管理

制度，均采取同样的方式———将图书馆业务分

为主干业务和非主干业务，将非主干业务外包

给社会组织管理运营。 如大阪府立图书馆根据

《市场化测试法》将相关业务交给民间运营的事

件中，也用了同样的方式。 不过，指定管理者制

度的出台改变了这一状况。 运营组织可以全面

管理公共图书馆的所有业务，任命馆长等事项

均可交由指定管理者决定。 此外，ＰＦＩ 法允许民

间介入公共设施的建设，《市场化测试法》给予

官民平等竞标的地位，让民间力量能够全面介

入公共图书馆建设、管理和运营的全流程。 随

着业务的扩展，运营单位的权限也不断扩大。
１９９１ 年《地方自治法》修订之后，受委托运营图

书馆的组织有了收费的权力，收取的费用可以

由运营单位使用。 指定管理者制度继承了这一

做法，持续至今。

３　 关于社会化运营的争论

３．１　 支持方和反对方代表性的观点

支持公共设施社会化运营的观点，主要从

削减经费或者提高经费利用效率的角度出发。
支持方主要是地方自治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
１９８４ 年，日本地方自治经营学会在其发布的报

告中，对公共设施的政府直营与委托管理进行

了比较研究。 根据报告，委托管理公共设施的

费用仅为政府直营费用的 ５０％到 ８０％。 政府直

营的公共设施之所以费用高，是由工作量设置

不合理和人员费用居高不下等因素造成的。
１９９５ 年，该学会发布报告，延续之前的论调，继
续鼓吹通过委托管理的方式，将公共设施交给

民间运营，从而减少财政开支［２０］ 。 从学界来看，
反对社会化运营的观点更为普遍。 日本学者指

出，从相关研究文献的角度考察，反对社会化运

营的文献是“压倒性的多数” ［２１］ 。 比较典型的

反对意见都认为这一做法违反了社会教育的

理念———公共图书馆等社会教育设施以增进公

共利益为最优先的考量，将公共图书馆由政府

直接运营改为企业运营，最大的目的就是缩减

财政 开 支， 这 是 对 社 会 教 育 目 的 的 自 我

否定［２１］ 。
为什么会存在严重对立的看法？ 实质上，

这种对立是各自出发点不同造成的。 日本学者

认为，目前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很多问题，比如社

会化运营等，是“‘地方政府的逻辑’与‘图书馆

的逻辑’没有整合”造成的，是“经济合理性”与

“图书馆固有价值、特性”的冲突［２２］ 。 用日本图

书馆协会的话来说， 这是一种 “ 制度性的矛

盾” ［２３］ 。

３．２　 支持方和反对方观点的评述

支持方或者反对方的代表性意见，都是从

各自的角度出发对社会化运营进行阐释，各有

各的合理性。 然而仔细分析，双方也都有不可

忽视的问题。
经济合理性是支持者的首要出发点，但是

由此造成工作条件不断恶化却也是社会化运营

的严重后果。 这里就日本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

的工资收入做一个粗略、不太精确的估算。 根

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包括图书馆职员在内的

“其他教育职员”（编制内），２００９ 到 ２０１３ 年的年

收入分别是 ４８１．２ 万日元、４７８．８ 万日元、４８０．０
万日元、４７７． ６ 万日元、４７７． ６ 万日元［２４］ 。 按照

“编制外人员年收入＝ （总经费－馆藏购置经费－
编制内人员年收入×编制内人员总数） ／ 编制外

人员总数” 这一公式［２５］ ，可以估算出编制外人

员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的年收入分别是 １７４．２ 万

日元、１８８． ６ 万日元、２００． ６ 万日元、１９８． ９ 万日

元、２１８．１ 万日元。 由于计算公式中人员经费的

估算总额要比实际总额多，所以编制外人员经

费的实际数额肯定比估算出来的数值还要低。
编制外人员已经成为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队伍

的主力成员，而收入却远低于编制内人员。 指

定管理者制度对于公共图书馆专业队伍存在诸

多不利影响，这一问题已经为日本学界广泛指

出和批判［２２］ 。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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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大都是从专业角度出发，然而却忘

记了政府财政开支困难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因

素。 虽然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歇，然而日本公共

图书馆采用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数量仍在逐年增

高。 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财政危机一

直存在，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缩减开支。
如何能够花较少的钱达到预期的目的，是处于

财政危机状态下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

人事费用的开支之外，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改造

费用，也日益成为日本地方政府头疼的大事。
东京都练马区在 ２００４ 年曾经做过一项测算，今
后 ２０ 年内，该区公共设施的维修和改造费用将

达到年均约 １５２ 亿日元，占到每年区财政收入的

近 １０％ ［２０］ 。 每年都要承担如此大数额的财政开

支，显然是地方政府无法承受的。
关于社会化运营的争论，已经持续了 ３０ 多

年，各自都无法说服对方。 随着采用指定管理

者制度运营的公共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多，如何

更好地推动社会化运营在合理、适当的轨道上

运营，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将“政府的逻辑”与“图

书馆的逻辑”整合起来，比起一味的反对，应该

是个更好的选择。 ①在理念上，必须坚持图书

馆的公共属性。 日本图书馆界反对社会化运营

的重要一点就是认为这样做会改变公共图书馆

的性质———指定管理者制度等社会化运营模式

将图书馆服务外包给企业等民间力量运营，把
具有公共属性的图书馆服务看作是普通商品进

行操作，这改变了图书馆服务的社会属性。 图

书馆界的意见，关注点在于———公共属性是图

书馆服务的根本出发点，不管是政府直营还是

社会化运营，都不能脱离这一属性。 ②在操作

上，要注意经济合理性，综合地看待图书馆服务

的价值。 在财政危机的情况之下，缩减财政开

支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公共图书

馆作为全面依靠财政投入的服务设施，必然会

受到影响。 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政府和图书

馆要更加合理和充分地利用财政资源。 社会化

运营是提高经济合理性的一种方式，其他方式，
例如绩效考核等，也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４　 政府在社会化运营中的角色

在日本现行的法律和行政体制之下，公

共图书馆是由政府设置的，采用何种运营模

式，社会化运营还是政府直营，也是由政府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的。 因此，政府在公共图书

馆社会化运营的整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引入、 规范、 监督和评估社会化运

营，都是政府的职责。 当然，由于政府的职能

和分工不同，不同层级的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也是不同的。

４．１　 各层级政府的定位

日本中央政府是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

营的主导力量。 １９８１ 年，日本中央政府召开临

时行政调查会，提出“对于社会福利设施、社会

教育设施等公共设施，要根据地区实际情况，积
极推动以民营化、委托管理、兼职职员、居民志

愿者等方式进行运营”，要通过“减量经营”和重

视民间活力的方式更好地利用图书馆在内的各

种公共设施［２６］ 。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时任日本文部大

臣海部俊树在众议院回答有关图书馆委托管理

问题时表示，公立图书馆的“主干”业务不适合

民间委托［２７］ 。 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非“主干”
业务部分可以采用委托管理制度。 １９９１ 年，《地

方自治法》的修订使得民间力量可以通过与政

府合资的形式介入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运营。
１９９６ 年，桥本龙太郎政府推出多项改革，新自由

主义改革在日本初步体系化。 随之而来的 ＮＰＯ
法、ＰＦＩ 法解除了对政府出资份额的限制，使得

民间资本可以独立地介入公共图书馆的全过

程。 ２００１ 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政府不断推

动放松管制、地方分权与民营化，推动财政体

制、行政体制的改革，推出指定管理者制度，促
进日本向着全面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迈进。

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设置和运

营部门，与中央政府互相配合，是社会化运营的

实践者和推动者。 说地方政府是实践者，是因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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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体理念和政策的落实，都是地方政府完成

的。 例如，１９８１ 年日本中央政府提出社会化发

展理念，同年，京都市图书馆就实现了委托管

理。 说它是推动者，是因为地方政府有推动公

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的需求。 日本内阁府在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向全社会征集有关“行政服务向民

间开放的制度性阻碍因素”时，收到了地方政府

有关“将社会福利设施、教育设施、公民馆等公

共设施的管理运营交给民间委托受到限制”的

意见，内阁府由此将去除公共图书馆业务民间

开放的阻碍因素作为重点课题［２８］ 。 在压力之

下，文部科学省不得不在给内阁府的回应中推

翻以往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定管理者制度能够

全面进入公共图书馆领域。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考察社会化运

营的过程中，必须要高度关注政府到底应该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

４．２　 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划分

文部科学省是日本中央政府具体负责公共

图书馆事业的机关。 从社会化运营的角度来

看，它的主要职责是宏观层面的指导与调控。
２００３ 年，文部科学省在压力之下，同意将指定管

理者制度引入社会教育领域。 不过，该省一直

对该制度存在疑虑。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时任文部科

学大臣渡海纪三朗在参议院表示，他和文部科

学省一直就对指定管理者制度持 “ 否定” 看

法［２９］ 。 ２００８ 年通过《图书馆法》等社会教育类

法律修正案的时候，日本参、众两院的附带决议

均指出，在确保公民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社会

教育设施人才和存在方式的同时，要充分考虑

引入指定管理者制度的弊端，构筑合适的管理

运营体制［３０－３１］ 。 ２００９ 年，文部科学省提出了引

进指定管理者制度需要注意的九点内容：明确

引入制度的判断标准，设定合理的业务范围，
制作合理的服务说明书，指定管理者的遴选要

注意透明和公平，注意业务的有序交接，关注

监督和评估制度，保证事业的持续性，确保指

定管理者发挥创意和灵活性，正确引入和运用

使用费制度［３２］ 。
地方政府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设置和运营

者，直营或是社会化运营，都是其选项之一。 日

本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在做选择的过程中，一定

要考虑如下因素：再次明确图书馆等设施的理

念与愿景；要采取能够创造价值的举措；事业应

当能够提升社会价值；要能够满足使用者，能够

吸引用户；多元交流，共同成长和创造；必要的

公开性、开放的体系、国际性、地区性和感受度；
追求有效性、效率性、经济性和安定性。 考虑这

些因素，是对公共图书馆价值和功能的再次思

考，不管直营还是社会化运营，都要在保证其价

值和功能的基础上做出抉择［２１］ 。

４．３　 实际操作过程中问题的区分

日本学者指出，政府在实施社会化运营的

过程中，则要区别原有和次生层面的问题，采取

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２２］ 。 以专业队伍问题为

例，这是原有的问题。 ２００１ 年，编制外人员占到

工作人 员 总 数 的 ３９． ６％， 编 制 内 人 员 占 到

６０ ４％，后者是专业队伍的主力。 到了 ２００９ 年

统计的时候，编制内人员数量已经明显少于编

制外人员数量，编制外人员数量是编制内人员

数量的 １ ５ 倍。 到了 ２０１５ 年，编制外人员数量

已经是编制内人员数量的 ２ ３ 倍，成为公共图书

馆工作人员队伍的主力军［２５］ 。 然而，这一问题

早在指定管理者制度等模式出现之前就已经普

遍存在。 还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指定管理者制

度的采用率并不高，大多数图书馆还是政府直

接运营。 社会化运营充其量只是加剧了这一状

况，并不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 要解决这些

原有的问题，就得从公共图书馆的顶层设计入

手，重点解决如下问题：明确图书馆运营方针及

基准；提升运营效率；保证和培养馆长等专业职

员，明确任职的条件；开展运营绩效评估和监督

制度；承担向民众和议会说明的责任［２１］ 。
次生问题指的是围绕社会化运营本身产生

的问题，更多的是执行层面的问题，文部科学省

提及的九点注意事项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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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操作中，如下三个问题最值得注意［２１］ 。
首先是如何确定运营费用。 社会化运营的主要

目的就是削减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服

务的质量，就必须要确定合理的运营经费，辅之

以适当的收费项目来补充经费的不足。 其次是

确定运营期限。 这里要充分考虑事业的稳定

性、持续性、解决已有问题等因素。 有意见认

为，五年的时限更加合理。 最后是要保证合理

的工作条件，地方政府必须要确保社会化运营

不影响到图书馆员的工作稳定性，这是提升服

务水平的保证。

５　 余论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化运营，已经经历

了 ３０ 多年的发展，几经变更，形成了今天以指定

管理者制度为主要模式的社会化运营体制。 公

共设施社会化运营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

要举措，公共图书馆无法避免。 政府是社会化

运营政策的推动者和执行者。 因此，讨论社会

化运营，首先就要关注政府的职责。 从中央政

府角度来看，改革强调减少对地方政府的干预，

使得中央政府调控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手段愈发

单调，缺乏效力，仅以法律解释、指导意见的形

式处理各种相关问题。 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
社会化运营削减了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投入。
以馆藏购置经费为例，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３ 年，总额

减少了 ７５ 亿日元，年均减少的比率为 １ ５％ ［２５］ 。
这都是政府职责缺失的具体体现。

社会化运营不应等于“甩包袱”，不能因为

社会化运营能够节约开支就完全不顾图书馆事

业的公共属性。 说到底，社会化运营是政府追

求“经济合理性” 的选项之一，但是“经济合理

性”应当建立在保证图书馆“公共属性”的基础

上。 政府在社会化运营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

作用。 要发挥社会化运营的成效，政府不仅要

从财政和经济角度进行思考，也要倾听来自民

间的意见［２２］ ，爱知县小牧市在确定本市图书馆

是否采用指定管理者运营的过程中，采用了市

民投票的方式，最终否决了社会化运营提案［３３］ 。
在多方听取专业意见、社会意见的基础上，尽量

保证“公共属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协调，是政

府应对社会化运营应当要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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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ｓｈｏｕｇａｉ ／ ｔｏｓｈｏ ／ ｈｏｕｋｏｋｕ ／ ０６０４０７１５ ／ ０１４．ｈｔｍ．）

［１３］ 文部科学省． 新しい形の図書館－ＰＦＩ－（三重県桑名市立中央図書館）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ｓｈｏｕｇａｉ ／ ｔｏｓｈｏ ／ ｈｏｕｋｏｋｕ ／ ０６０４０７１５ ／ ０１６．ｈｔ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ＦＩ－（ Ｍｉ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Ｋｕｗａｎａ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ｓｈｏｕｇａｉ ／ ｔｏｓｈｏ ／ ｈｏｕｋｏｋｕ ／ ０６０４０７１５ ／ ０１６．ｈｔｍ．

［１４］ 赤津美香．図書館運営の民間委託に関する研究：行政の手を離れた図書館の将来像とは［Ｄ］． 宇都宮：宇

都宮大学国際学部国際社会学科，２００６．（Ａｋａｚｕ Ｍｉｋ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ｎｄ ［Ｄ］． Ｕｔｓｕｎｏｍｉｙａ：Ｕｔｓｕｎｏｍｉｙ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

［１５］ 日本国会． 競争の導入による公共サービスの改革に関する法律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

ｅ－ｇｏｖ．ｇｏ．ｊｐ ／ ｈｔｍｌｄａｔａ ／ Ｈ１８ ／ Ｈ１８ＨＯ０５１．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Ａｃｔ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ｌａｗ．ｅ－ｇｏｖ．ｇｏ．ｊｐ ／ ｈｔｍｌｄａｔａ ／ Ｈ１８ ／ Ｈ１８ＨＯ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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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九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９

ｈｔｍｌ．）

［１６］ 日本図書館協会． 日本図書館協会の取組み：指定管理者制度［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ｌａ．

ｏｒ．ｊ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 ｔａｂｉｄ ／ ３１１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

ｎａｔ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ｌａ．ｏｒ．ｊ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 ｔａｂｉｄ ／ ３１１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１７］ 米谷優子，川瀬綾子． 大阪府立図書館への市場化テスト適用の過程と課題 ［Ｊ］ ． 情報学，２０１２，９（１）：８６－

１０８．（Ｍａｉｔａｎｉ Ｙｕｋｏ，Ｋａｗａａｅ Ａｙａｋ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Ｏｓａｋａ ｏｆ Ｏｓａｋａ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９（１）：８６－１０８．）

［１８］ 文部科学省． 文教施設におけるコンセッション事業の具体化目標について［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８－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 ｊｐ ／ ｂ＿ｍｅｎｕ ／ ｓｈｉｎｇｉ ／ ｃｈｏｕｓａ ／ ｓｈｉｓｅｔｕ ／ ０４０ ／ ｓｈｉｒｙｏ ／ １３７１４０２．ｈｔ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 ｇｏ． ｊｐ ／ ｂ＿ｍｅｎｕ ／ ｓｈｉｎｇｉ ／ ｃｈｏｕｓａ ／ ｓｈｉｓｅｔｕ ／ ０４０ ／ ｓｈｉｒｙｏ ／ １３７１４０２．

ｈｔｍ．） 　

［１９］ 横浜市． 横浜市指定管理者制度運用ガイドライン（第６版）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８－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ｔｙ．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ｌｇ． ｊｐ ／ ｓｅｉｓａｋｕ ／ ｋｙｏｓｏ ／ ｓｉｔｅｉｋａｎｒｉｓｈａ ／ １４０４０１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６． ｐｄｆ． （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Ｃｉｔｙ．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ｃ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６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ｔｙ．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ｌｇ．ｊｐ ／ ｓｅｉｓａｋｕ ／ ｋｙｏｓｏ ／ ｓｉｔｅｉｋａｎｒｉｓｈａ ／ １４０４０１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６．ｐｄｆ．）

［２０］ 井上伸良． 社会教育施設における経営方式の多様化に関する考察［Ｊ］ ． 生涯学習·社会教育学研究，２００４

（２９）：２５－３３．（Ｉｎｏｅ Ｎｏｂｕｙｏｓｈｉ．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Ｊ］ ．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２００４（２９）：２５－３３．）

［２１］ 柳与志夫． 社会教育施設への指定管理者制度導入に関わる問題点と今後の課題―図書館および博物館

を事例と し て― ［ Ｊ］ ． レ フ ァレ ン ス， ２０１２， ６２ （ ２）： ７９ － ９１． （ Ｙａｎａｇｉ Ｙｏｓｈｉｏ．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６２（２）：７９－９１．）

［２２］ 小泉公乃、德安由希，矢野光華，等． 日本の公立図書館にお ける経営形態［ Ｊ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ｃａ１８７８． （ Ｋｏｉｄｚｕｍｉ Ｍａｓａｎｏｒｉ， Ｔｏｋｕｙａｓｕ ｙｕｋｉ， Ｙａｎｏ Ｍｉｋａ，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Ｊ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ｄｌ．ｇｏ．ｊｐ ／ ｃａ１８７８．）

［２３］ 日本図書館協会． 公立図書館の指定管理者制度について［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ｌａ．ｏｒ．

ｊｐ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０ ／ ｈｔｍｌ ／ ｋｅｎｋａｉ ／ ｓｉｔｅｉｋａｎｒｉｓｙａ．ｐｄｆ．（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ｌａ．ｏｒ．ｊｐ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０ ／ ｈｔｍｌ ／ ｋｅｎｋａｉ ／ ｓｉｔｅｉｋａｎｒｉｓｙａ．ｐｄｆ．）

［２４］ 総務省． 平成２７年地方公務員給与の実態［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ｕｍｕ．ｇｏ．ｊｐ ／ ｍａｉｎ＿ｓｏｓｉｋｉ ／

ｊｉｃｈｉ＿ｇｙｏｕｓｅｉ ／ ｃ－ｇｙｏｕｓｅｉ ／ ｋｙｕｕｙｏ ／ ｈ２７＿ｋｙｕｕｙｏ＿１． ｈｔｍｌ．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ａｌａｒｙ ｉｎ ２０１５［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ｕｍｕ．ｇｏ．ｊｐ ／ ｍａｉｎ

＿ｓｏｓｉｋｉ ／ ｊｉｃｈｉ＿ｇｙｏｕｓｅｉ ／ ｃ－ｇｙｏｕｓｅｉ ／ ｋｙｕｕｙｏ ／ ｈ２７＿ｋｙｕｕｙｏ＿１．ｈｔｍｌ．）

［２５］ 日本図書館協会． 日本の図書館統計［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ｌａ． ｏｒ． ｊ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ｔａｂｉｄ ／ ９４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Ｊａｐ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ｌａ．ｏｒ．ｊ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ｔａｂｉｄ ／ ９４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２６］ 田中宏樹．指定管理者制度と公立図書館：制度面から見る指定管理者制度の問題点と可能性［ Ｄ］． 东京：

東京大学大学院，２００８．（Ｔａｎａｋａ Ｈｉｒｏｋｉ．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Ｄ］． Ｔｏｋｙ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ｋｙ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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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磊： 日本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发展历程及问题
ＣＡＯ Ｌｅｉ：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Ｓｃｈｏｏｌ，２００８．）

［２７］ 日本国会． 第１０４回国会予算委員会第三分科会第２号［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ｋｏｋｋａｉ．ｎｄｌ．ｇｏ． ｊｐ ／

ＳＥＮＴＡＫＵ ／ ｓｙｕｇｉｉｎ ／ １０４ ／ ０３８８ ／ ｍａｉｎ．ｈｔｍ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１０４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Ｎｏ．２［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ｋｏｋｋａｉ． 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ＳＥＮＴＡＫＵ ／ ｓｙｕｇｉｉｎ ／

１０４ ／ ０３８８ ／ ｍａｉｎ．ｈｔｍｌ．）

［２８］ 内閣府． 行政サービスの民間開放等に係る論点について［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５．ｃａｏ．ｇｏ．

ｊｐ ／ ｋｅｉｚａｉ － ｓｈｉｍｏｎ ／ ｍｉｎｕｔｅｓ ／ ２００３ ／ １１２６ ／ ｉｔｅｍ１２． ｐｄｆ． （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５．ｃａｏ．ｇｏ． ｊｐ ／ ｋｅｉｚａｉ－ｓｈｉｍｏｎ ／ ｍｉｎｕｔｅｓ ／

２００３ ／ １１２６ ／ ｉｔｅｍ１２．ｐｄｆ．）

［２９］ 日本国会． 第１６９回国会文教科学委員会第８号［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８－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ｋｏｋｋａｉ． 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ＳＥＮ⁃

ＴＡＫＵ ／ ｓａｎｇｉｉｎ ／ １６９ ／ ００６１ ／ １６９０６０３００６１００８ａ．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１６９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Ｎｏ．８［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８－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ｋｏｋｋａｉ． ｎｄｌ． ｇｏ． ｊｐ ／ ＳＥＮＴＡＫＵ ／ ｓａｎｇｉｉｎ ／ １６９ ／ ００６１ ／

１６９０６０３００６１００８ａ．ｈｔｍｌ．）

［３０］ 日本国会． 第１６９回国会文部科学委員会第１１号［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ｈｕｇｉｉｎ．ｇｏ．ｊｐ ／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 ｉｔｄｂ＿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ｎｓｆ ／ ｈｔｍｌ ／ 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 ／ ００９６１６９２００８０５２３０１１． ｈｔｍ．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ｅ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１６９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Ｎｏ．１１［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ｈｕｇｉｉｎ．ｇｏ． ｊ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ｉｔｄｂ＿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ｎｓｆ ／ ｈｔｍｌ ／ 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 ／ ００９６１６９２００８０５２３０１１．ｈｔｍ．）

［３１］ 文部科学省． 図書館の設置及び運営上の望ましい基準［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

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０１＿ ｌ ／ ０８０５２９１１ ／ １２８２４５１． ｈｔｍ．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０１＿ｌ ／ ０８０５２９１１ ／ １２８２４５１．ｈｔｍ．）

［３２］ 株式会社三菱総合研究所． 図書館·博物館等への指定管理者制度導入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０１＿ｌ ／ ０８０５２９１１ ／ １３０５９７０．ｈｔｍ．（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０１＿ｌ ／ ０８０５２９１１ ／ １３０５９７０．ｈｔｍ．）

［３３］ 読売新聞． 図書館運営の民間委託に反対が多数…アンケ結果から［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８－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ｏｍｉｕｒｉ． ｃｏ． ｊｐ ／ ｍａｔｏｍｅ ／ ２０１５１０１３ － ＯＹＴ８Ｔ５０１４０． ｈｔｍｌ． （ Ｙｏｍｉｕｒｉ Ｓｈｉｍｂｕｎ．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ｏ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ｏｍｉ⁃

ｕｒｉ．ｃｏ．ｊｐ ／ ｍａｔｏｍｅ ／ 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ＯＹＴ８Ｔ５０１４０．ｈｔｍｌ．）

曹　 磊　 江阴市图书馆馆员。 江苏 江阴 ２１４４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１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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