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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

叶继元

摘　 要　 为明确新时代、新技术、新需求对当下中国图书馆事业提出的新任务，认清发展大方向，本研究提出影响

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的八大问题：如何对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完善图书馆法律体

系，如何应对新技术的应用，如何加强图书馆服务能力，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如何推动跨系统跨部门的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如何发挥多元力量办好图书馆，如何加强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 利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对

这些问题进行解析发现，我们应依法促进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利用新技术推动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功能的实

现，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工作质量及共建共享水平，密切图书馆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坚守图书馆学核心内

容，并及时将核心原则拓展到相关的、新兴的信息领域，通过专业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培养图书馆和相关部门所需

要的专业人才，稳步推进图书馆事业。 参考文献 ２４。

关键词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研究

分类号　 Ｇ２５９

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ｈａｖ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ｎｅｗ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ａ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ｏ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ｏ ｒｕ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ａ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０２０

通信作者：叶继元，Ｅｍａｉｌ： ｙｅｊｉｙｕａｎ＠ ｎｊｕ．ｅｄｕ．ｃｎ，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２３２－８９２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
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Ｅｍａｉｌ： ｙｅｊｉｙｕａｎ＠ ｎｊｕ．ｅｄｕ．ｃｎ，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２３２－８９２３）



叶继元：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ｉｔ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ａｓｋ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ｒｕｅ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ａｔｏｒｓ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ｅｔｃ．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ｍ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 Ｗｅ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ｉｅ 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２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　 引言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必将随着人类

文明的不断进步而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

已经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快速增长，然而，图书馆

能否获得相应的发展，人们还有许多疑虑，连许

多图书馆专业人员也不置可否，甚至有的还认

为，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下图书馆在不

久的将来会“消亡”。 然而，有的则认为，虽然中

国图书馆一直处在艰难的“转型期”，但是从总

体看，目前中国图书馆事业仍然是有史以来发

展的最好时期。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追

问的问题：图书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与社会

的发展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如何明智地看待新

技术对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事业面临的困境

或主要问题有哪些，图书馆界同仁应该采取哪

些行之有效的对策。 深入思考和解答这些问

题，对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近年来，已有一些专

家、学者探讨过相关问题，诸如吴建中的《再议

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 ［１］ ，王世伟的《信

息文明与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 ［２］ ，陈传夫等的

《图书馆转型及其风险前瞻》 ［３］ ，张晓林的《颠覆

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应

侧结构改革》 ［４］ ，等等。 这些文章介绍了国外图

书馆界、出版界等有关领域最新的信息和观点，
并结合国内经济、社会和图书馆发展情况，探讨

了中国图书馆，主要是大型公共图书馆、研究型

图书馆在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

对策，预测了图书馆的未来。 显然，这些研究成

果对探讨以上问题具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近期笔者参加了两次有关新时代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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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会议，所见所闻，颇多收获和启发。 笔

者根据多年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教学、研究

的经验，从历史的眼光，立足现状来探讨这些问

题。 需要说明，题目中的 “图书馆事业”是指图

书馆实务界和图书馆学教学、研究界（学院派），
而“图书馆界同仁”则是指图书馆实务工作者和

教学、研究者。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主题为“新时代 新发展：

服务 效能 法制”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高层论

坛在南京大学召开。 经过研讨，与会专家和代

表通过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南京宣言（ ２０１８）》
（以下简称《宣言》）。 笔者在《宣言》 的多次修

改中对有关问题有过较多思考。 因此，在参考

已发表文献的基础上，笔者从整体图书馆事业

入手，针对全国三大系统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教

育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结合《宣言》
和论坛研讨的内容，对以下八大问题进行研究

和分析，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以供图书

馆界同仁参考。

１　 如何对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与挑战是一体两面，从看问题的不同

视角出发，一个事实反映出来的既可以是机遇，
也可以是挑战。 例如，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生

活的追求，对信息、知识的多样性、个性化需求，
从发展动力上看，无疑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非

常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契机。 但从图书馆服务

整体能力上看，无疑又给图书馆出了难题，形成

了巨大压力和冲击。 那么，目前中国图书馆事

业面临哪些契机与危机呢？
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由此带动

科研、教育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信息

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普遍应用，都为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从微观上看，文
献信息资源的激增，用户对文献信息资源与多

元服务的新需求，图书馆经费、人员、建筑空间

等条件的极大改善，也给图书馆带来契机和

冲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旦产

生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必将推

动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 目前，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８０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５］ 。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已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我国稳定解决了十

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有更

高的要求，对文化生活亦有更高的要求。 对文

化、精神的更高要求，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图书

馆有更高的要求。 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中
国图书馆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 图书馆进入新

时代，意味着我国图书馆基本满足了用户一般

的借阅、简单的咨询服务需求，从总体上完成了

图书馆传统的基本任务。 图书馆的主要矛盾也

已经转化为用户日益增长的对文献信息资源和

服务的多样性需要与图书馆服务能力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以及图书馆主

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的图书馆也面临着机遇

与挑战。
按照生产力的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农

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从这一角度看，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迈向信息社会，北上广深等

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信息社会。 ２０１７
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为 ０ ４７４ ９，比上年增长

４ ６１％。 预计 ２０２０ 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将达到

０ ６，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６］ 。 信息社

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知识比资本更重

要，是最重要的资源。 这意味着专门从事信息

（含数据）和知识收集、组织、利用的图书馆及其

事业将迎来强大的动力。 但也要清醒看到，在
信息社会里，从事信息、知识管理的机构和岗位

将越来越多，势必会与图书馆形成竞争，这意味

着图书馆将迎来新的挑战。
从图书馆经费增加上看，“２０１６ 年，高校图

书馆的馆均经费高于 ２０１５ 年，馆均文献资源购

置费、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亦高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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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２０１６ 年我国重点研究型高校图书馆，诸如北京

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总经费分别

已达 ８ ３７１ 万、７ ６１１ 万和 ７ ６０９ 万元［８］ 。 据会议

交流获知，２０１７ 年国内主要图书馆的总经费仍

有大幅增长，中山大学图书馆总经费高达 １ ５ 亿

元。 经费增加，意味着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文

献信息资源和开展各种服务工作，当然是图书

馆的机遇。 但是，经费是否能连续增长，还具有

不确定性，且每年经费的增加赶不上纸质书刊

和电子全文数据库的涨价幅度，则又对图书馆

形成挑战。 如果个人或者科研机构利用经费收

集科研数据、网上 ＯＡ 学术资源或自建专题数据

库或知识库，那么也会对图书馆的能力形成挑

战。 同样，各学科各类人员（硕士、博士等高学

历人才），尤其是技术人员进入图书馆，一方面

有利于图书馆新技术的应用和专门领域文献服

务能力的提高。 但是，图书馆专业业务人员，即
从事图书馆原有的核心业务，诸如文献的筛选、
评价、收集、分类、著录、综述报道等工作的人员

相对减少，且随着业务外包、众包的实施，情况

会更加严重。 如果说图书馆对纸质文献的管理

已形成一套有效制度的话，那么对数字文献的

管理规范、标准和制度还相对薄弱。 在这些图

书馆业务核心领域下功夫钻研的人员还不多，
这些都是图书馆面临的挑战。

因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刻，图书馆界

同仁须认清发展方向，明确自身的定位。 图书

馆曾是人类文明成果———纸质型文献最大的集

中地和利用地，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中发挥

过独特的作用。 没有大英图书馆，马克思写不

出《资本论》，也就不会有目前世界的格局。 没

有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现名为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图书馆提供的外文期刊，王选

院士就不可能发明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

术［９］ ，也就很难有中国信息化的今天。 在“旧时

代”图书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如今

在“新时代”，图书馆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拓展成

为所有文献信息资源，包括数字文献资源的集

散地和利用、 发布中心； 必须成为文献中内

容———知识集散地和利用、发布中心。 如果是

这样，图书馆就是未来社会更加不可分割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说“在原有基础上”，是因

为要强调现阶段我国图书馆肩负的双重任务，
一方面要继续承担文献信息的借阅、参考等基

本任务，继续完善图书馆的阅读环境：适宜的温

度、舒服的桌椅、温柔的光线、可人的装饰；另一

方面更要注重文献信息的内涵式的知识服务、
多样化和个性化服务。 双重任务都需完成，不
可偏废，尤其对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图书馆更

是如此。 只要人类社会不消亡，就需要社会文

明成果的传承和发扬，图书馆或图书馆类似的

形态（不论名称是图书馆、书坊、服务平台、信息

空间等）就不会消亡。 即使是由于人为的（如核

战争）或自然的（如星体碰擦）灾害，即使人类社

会暂时被毁灭大部分，但只要还有图书馆，人类

文明将很快恢复。 因此，图书馆将在信息收集、
加工组织、服务利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人

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图书馆转型势在必行，改革不可止步，但要考虑

创新的成本、风险和效用。 只要明确了这个大

方向，我们就不会或不必焦虑，也不会被误导。
我们只有迎难而上，危机才能变成契机。

２　 如何完善图书馆法律体系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１０］ 。 该法共 ６ 章 ５５ 条，
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是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

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 尽

管“文献信息”这一词组有双重含义，一指“文献

和信息”，二指“文献这种信息资源”，即为“文

献”，但不论何种含义，都是“记录知识及其信息

的一切载体”，“文献信息”既包括“纸质型图书

报刊”，也包括“数字资源”。 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图书馆法》中，明确提出：国家要构建标

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

０２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七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７

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研

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

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 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功

能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

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时还将公共图

书馆的定位、发展方向、建设条件、发展原则、主
要任务等用法律的形式一一固定下来，填补了

我国法律的一项空白，开启了建立和健全图书

馆法律体系的先河。 称该法的颁布具有“里程

碑意义”，一点不为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
的专家在报告中提出，目前是我国公共图书馆

发展的最好的时期。 因为我国图书馆的存在和

发展已有了法律保障，且规定图书馆必须将数

字资源纳入业务范围，这就对新时代的图书馆

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此种情况下，“图书馆

消亡论”很难立足。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该法是关于“公

共图书馆”的专门法律，尽管该法的第四十八条

提到“国家支持公共图书馆加强与学校图书馆、
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交流与

合作，开展联合服务”，但毕竟不包含学校图书

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 回

看与图书馆界有密切关系的档案和情报界，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５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档案法》，之后又多次修改。 １９８８ 年行政部

门又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

法》，也多次修改。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此情报与图书情报学所

言的情报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通过。 档案法、情报法都

没有按系统、类型制定专门法，尽管档案、情报

与图书馆不能完全类比，但目前我国有关学校

图书馆等的法规都是教育部等出台的行政法

规，没有上升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

关）立法层面，总觉得有些遗憾。 从主要发达国

家立法情况看，大多都有“图书馆法”，诸如《大

英图书馆法》《俄罗斯联邦图书馆事业联邦法》
等。 因此我们认为，应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继续推动良好的图书馆法律环境建设，促进包

括各类型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法”的出台，同
时应修改和完善某些条款，诸如专业馆员、馆长

的专业教育、学位、待遇等，还应制定详细的实

施办法，落实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县级、不发达

地区图书馆的经费、馆舍、文献收集等相关条款

内容，构建完备的图书馆法律体系，保障图书馆

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３　 如何应对新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在许多行业多有

应用，在图书馆界也不例外，如南京大学图书馆

研制的“图宝”图书清点机器人、参考咨询机器

人［１１］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的校园总馆与分馆

还书机器人均已投入示范性使用［１２］ 。 有理由认

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将大大提高图书馆

管理效率和水平，推动图书馆业务能力与服务

能力的提升。 在不久的将来，一些简单的、重复

性的，甚至某些推理性的工作会被取代，但如何

从内容语义层面自动筛选、分析、评价学术文献

资源，如何将自动文摘、自动分类与标引的准确

率进一步提高以达到专家水平，显然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尚待突破性进

展，人机互动将是图书馆高层次信息与知识服

务与管理中的常态。 某些传统的岗位会被人工

智能机器人所取代，但新的、更有挑战性的、与
信息、知识有关的岗位也会层出不穷。 这并不

意味着图书馆会“消亡”，恰恰相反，图书馆的作

用将会越来越大。 人们期待的“第三代图书馆”
或“超越图书馆的图书馆” “后图书馆” “智慧图

书馆”将出现。 不论何种名称的“图书馆”，毕竟

还是隶属于“图书馆”或者类似的机构之下。 回

顾图书馆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充分利用技

术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贡献的历史，新的

技术变革知识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潜力和

发展资源” ［４］１３ 。 从书本式目录到卡片目录，从
穿孔卡片到机读目录（ＭＡＲＣ），从纸质型文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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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献，从自动标引到自动文摘，从手工检索

到网络检索再到智能检索，从第一代图书馆管

理系统到第二代整合系统……图书馆不断利用

新技术发展、壮大自己。 曾记否，在图书馆人工

编目时代，几乎所有的大学图书馆只有作者目

录、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而无主题目录，其原

因就是没有人力和物力来编制。 如今面对数字

化的文献，采用数据库等新技术，此事不难完

成。 可见，人工智能有助于图书馆能力的提高，
而图书馆长期收藏的大量文献信息和用户的利

用数据，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一定能加快图书

馆核心价值和功能的实现。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比以往的新技术有更强

大的“颠覆力”，但它毕竟还是“技术”，只是人们

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新技术是图书馆

实现自身愿景与目标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一方

面图书馆员要积极拥抱新技术，不能消极被动，
应积极吸纳和应用新技术，加快新技术应用的

进程。 另一方面又要掌控新技术，注重新技术

应用的效果，不赶时髦，始终坚持新技术是为人

服务的，绝不能将新技术“异化”，凌驾于“人”之

上。 根据摩尔定律，技术在 １８ 个月或 ２０ 个月就

会更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这意味着新技术今后仍会层出不穷，
但这些新技术都是为人和社会服务的，人类会

有智慧掌控人工智能技术。 据报道，目前国际

人工智能专家们已达成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只进行弱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不搞强人

工智能（尽管强人工智能离我们还很遥远）、超
人工智能。 相信人类已经从核能技术未加有效

控制导致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以
后又要达成协议销毁的事件中吸取到足够多的

教训，一定会对“机器人”进行科学伦理和规范

的教育，控制其行为，为人类所用。

４　 如何加强图书馆服务能力

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用户“服务”，
它是图书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图书馆的

核心价值和根本任务。 这种服务，是“以用户为

中心，恪守普遍、开放、共享、平等的服务”，这已

成为公认的图书馆的永恒原则，也是区别于其

他机构或“第三方” 机构的重要标准。 如此看

来，尽管谷歌等大公司一方面大量对美国国会

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的馆藏数

字化，又大量收集网络学术信息资源等数字资

源，在文献信息资源收集、组织和利用上有可能

与图书馆旗鼓相当，也宣称这些文献过了版权

保护期后免费提供服务，但由于它是“企业”，不
大可能遵守“以用户为中心，恪守普遍、开放、共
享、平等的服务原则”，因此，这个“第三方”机构

不大可能取代图书馆；如果它真正遵守这些原

则，那它就不再是企业或“第三方”机构了，而是

图书馆或类似的机构。 照此看来，“图书馆”是

不可能消亡的，“以用户为中心，恪守普遍、开

放、共享、平等的服务原则”，既是图书馆区别于

其他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不会消亡的

最主要的一个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在先进文化中，“服务”是很

高尚的理念和行为，它是服务者价值的体现。
服务越多，价值越大，贡献亦越大。 实际上，不
论从事何种职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他人“服

务”。 医生为病人服务，教师为学生服务，干部

为群众服务，图书馆馆员为读者或用户服务，都
是正常的、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说为用户提供书刊借阅服务、参考咨

询一般服务是以往图书馆基本任务的话，那么

在新时代，除了继续提供这些基本服务外，还必

须提高服务的档次，从“为人找书，为书找人”，
到“为人找知识，为知识找人”，再到“为人找方

案，为方案找人”。 这所谓的方案即是解决问题

的方案，实际上也就是高层次的情报服务。 如

果图书馆再集中一些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
或现有的馆员通过学习、钻研成为“学者型馆

员”，那么也可以直接提供智库服务。 图书馆服

务是针对不同需求，开展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

图书馆服务，只要用户具有获得感，就是良好的

服务。 为了能进行这些服务，图书馆就必须加

０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七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７

强服务能力建设，不仅需要具有服务的新理念，
而且需身体力行；不仅需要面带微笑，更需要具

备提供各层次服务的知识和能力。 如果没有服

务能力，没有落实到用户身上，各种热情的姿

态、热闹的讲座以及展览活动都是没有实际效

果的。

５　 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

近十来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图书

馆的经费、建筑、设备、人员等条件有了极大的

提升，从外部环境看，似乎与发达国家不相上

下，但是从内部工作管理来看，质量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 １９７８ 年以前，图书馆对图书的管理相

对规范，但对期刊等连续出版物的管理就缺乏

一套规范。 但在建设这一套规范和完善图书规

范时，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互联网、数字全

文数据库等新事物蜂拥而至，图书馆只能被动

招架，疲于应对，来不及对各项工作做到精益求

精，甚至有的核心工作还被“外包” 或“众包”。
如果说在过去图书馆快速发展阶段，来不及讲

究工作质量的话，那么，在新时代，注重内涵式

发展、提高工作质量则水到渠成，提到议事议程

上来了。
要提高工作质量，首先必须具有质量意识、

精品意识。 图书馆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被取代

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能提供“精准、可靠的信

息”。 相对于良莠不齐，甚至以讹传讹的一些网

络资源而言，图书馆提供的都是有原始文献支

撑、经过专业人员核实过、可检验的信息，可信

度较高。 例如，在网上查找一个术语的解释，或
引文的上下文，其解答有对有错，不可一味相

信，拿来就用。
其次，工作质量的高低反映在每项工作的

各个阶段和细节上。 例如，文献的收集，不能仅

考虑收藏的量，更应考虑收藏文献的质，馆藏是

否能支撑主要任务的完成，学科必要的品种是

否收藏，是否齐全（目前各馆统计馆藏，只统计

到图书和期刊的册 ／ 件，而不统计“种”，这是忽

视藏书质量的一种表现）。 特色、地区性的信息

资源是否收集齐全，本机构知识库是否建立和

适用，对于数字文献是否建立了一套有效、规

范、成熟的质量控制方案等等，都需要在增强质

量理念下脚踏实地地践行。
要提高工作质量，还必须依靠人才。 人才

是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图书馆必须重视

各种类型人才建设、加强人才梯队和团队建设。
目前不少图书馆有一种倾向，仅重视引进技术

人才，而忽视文献资源建设、信息组织和利用的

人才，这是不明智的。 各类型人才都需要有，需
要有合理的人才结构。 记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南京大学图书馆内仅外语人才就有不少，除英

文、俄文、日文外，还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
班牙文、越南文等人才，这说明当时对图书馆工

作和人才的重要性是有清醒认识的。 目前，我
国图书馆界已吸收了一批“双学位”“高学位”的

青年才俊，但外语人才、小语种人才相对不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迫切需要加强对国外，尤其是一些重

要邻近国家的研究。 如果图书馆都没有相应的

外语人才，有关的文献收集、登记、著录、分类、
推荐、提供就不可能有高质量。 如何调动图书

馆现有各种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工作质量

的提高也至关重要。 除了专业职称评聘、职务

提拔的手段外，还应有更多的激励办法。 对于

某些已崭露头角、在某个领域已做出贡献的领

军人才，更要加以使用和爱护。 目前，国家的

“万人计划”已有图书馆界的人士入选，这是值

得肯定的，但数量有限。 目前，中国有县级以上

公共图书馆 ３ １６６ 个［１３］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２ ９１４ 所［１４］ ，相应地，高
校图书馆应有 ２ ９００ 多个，加上科学院系统、国
家机关系统、军事系统、企业、中小学图书馆系

统的图书馆，估计至少有上万个。 ２０１６ 年全国

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 ５７ ２０８ 人［１３］ ， ８７２ 所高校

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在编馆员数据，在编馆员

总人数为 ３３ ２４６ 人［７］ ，加上未提交数据的千余

所高校馆和其他系统图书馆人数，从业人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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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数十万，其中各类专业人员也有数万。 管

理部门应按其比例分配人才计划数额。 只要将

图书馆各级人才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图书

馆工作质量一定能有所提高。
当然，对于图书馆馆员来说，我们自己首先

应爱岗敬业，勤奋奉献，加强专业研究和专业能

力的提升，努力使自己成为专家型馆员或学者

型馆员，有“为” 才能有“位”。 所谓“专家型馆

员”，是指既懂文献学、图书馆学知识，又会新技

术操作、应用，还了解某一学科或领域，具备较

深专业知识的业务人员。 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

未来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图书馆界同仁应该根据自己目前的知识

结构，尽快补短板。 偏重文科的一定要学些技

术，偏重技术的一定也要懂些文献知识，充分利

用图书馆便于阅读、利于学习的有利条件，或自

学，或参加各种培训或专业会议，坚持数年，必
有成效。 有了真才实学，就能为他人或社会做

出贡献，在做出贡献的同时才能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６　 如何推动跨系统跨部门的图书馆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

近十多年来，各大系统内的图书馆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取得了长足进展，例如，教育系统的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ＣＡＬＩＳ）和中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ＣＡＳＨＬ） 在资源建

设、平台再造、服务提升、管理优化、协同创新等

方面拾级而上，已成为支撑和保障中国高校教

学科研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但是跨系统的图

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却鲜有进展。 这里的信

息资源，不仅是指公开正式出版的图书、报刊，
也是指重要机构自己产生出的尚未公开出版的

科学数据、方案、报告等。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

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目前我国信息化发展存

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我国信息资源

开发利用不足与无序滥用的现象并存，要 “开发

信息资源，释放数字红利” ［１５］ 。 “开发利用” 就

意味着“共享”，而要“共享”，首先要“共建”。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型，信息资

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的程度已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

重要标志之一。 以往国家也成立过跨部门的信

息资源协调委员会，有牌子，开过会，但会后似

乎效果不大。 目前应该是真正推进跨系统跨部

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最佳时期。
首先，国家已明确表态，针对问题“要加强

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完善制度体系” “加强信

息资源规划、建设和管理。 推动重点信息资源

国家统筹规划和分类管理，增强关键信息资源

掌控能力。 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动态更新和共享

应用机制”“建立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目录，构建

统一规范、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国家数据开放

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
“加强采集管理和标准制定，提高信息资源准确

性、可靠性和可用性” ［１５］ 。 可见，国家已对信息

资源宏观建设与微观管理做出部署，目前最重

要的是组织落实。 三大系统图书馆是系统收集

文献信息资源的主阵地，已有各个系统内部文

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经验，在规划、编制联

合目录、开放利用等方面具有优势，理应在全

国性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上做出新的努力与

贡献。
其次，各个系统的图书馆从业务方面考虑，

也有共建共享的基础。 对于图书馆来说，面对

日益增长的文献量和每年文献价格的上涨，一
个图书馆或某一系统的众多图书馆的经费总是

不够的，都迫切需要打破系统限制，实现资源共

建共享。 记得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笔者与同行组

织全国高校外文期刊订购协调，除了高校图书

馆参加外，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上海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中情所、中国科学院

文献中心都主动自愿参加高校的协调会议和工

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１６］ 。 这说明各个系统的

图书馆对跨系统的协调协作是非常愿意的，关
键是要有精心的组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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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目前新技术的发展为跨系统跨部门

共建共享的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新技

术为编制全国信息资源存量的开放联合目录，
包括各类型数据库的总目录，建立信息资源每

年增量的协调目录、数字文献利用统计平台和

动态更新数据库等都提供了极大便利，理应比

以往做得更好。
要搞好共建共享工作，除了“顶天”外，还要

“立地”，就是夯实图书馆各项基础工作，依法做

好统计和评估工作。 比如，各馆对数字信息资

源的统计及其数据质量控制就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做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共

建共享工作的开展和质量。 目前，由于有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各级公共图书馆

的统计和评估工作都能正常开展。 但由于教育

部有关管理部门尚未对统计和评价有硬性的要

求，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上

报有关数据。 据报道， ２０１６ 年， 共有 ８９６ 所

（２０１５ 年为 ７７１ 所）高校图书馆在“教育部高校

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中填报数据，尚有 １ ０００ 多

所高校没有上报数据，“目前图书馆采编业务

中存在采访数据与专家缺失、采编业务外包导

致的 资 源 建 设 质 量 严 重 下 降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７］ 。 跨系统、跨部门的数字资源合作长期

保存尽管已开始布置，与国外出版商也签订了

一些长期使用协议，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战

略的高度对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进行规划

和设计，经费投入不够，措施不大得力，这些都

严重影响信息资源的规划管理和共建共享工

作。 因此，做好基础工作，加强公共图书馆、高
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协
同开展图书馆的各项业务与服务工作应是当

务之急。

７　 如何发挥多元力量办好图书馆

图书馆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图书馆一旦产生，又反过来对社会文明发展

有促进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社会文

明程度越高，愿意为图书馆事业贡献力量的社

会有识之士就越多。 无疑，国家是公共图书馆

的投资主体，承担着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的重

任。 除了政府仍然要大力投资兴建图书馆外，
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 目前，不少图书

馆都收到过社会力量的捐赠和各种方式的支

持。 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士愿意为图书馆事业贡

献一份力量。 因此，图书馆界应主动加强与社

会力量的跨界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充
分发挥社会力量创办图书馆的积极性和不可

替代的作用。 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能使图书馆

获得经费支持，而且可以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

响力，鼓励人们关心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从而

达到兴建图书馆服务社会的目的。

８　 如何加强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图

书馆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并不等

于说图书馆学教育就是职业培训。 专业教育是

高校的职责，而职业培训则是具体单位的任务。
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既具有图书馆职业

动手能力，又具有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知识，通
晓图书馆及其类似机构发展理路、能从事图书

馆事业的各级人才。 图书馆学本科、双学位、学
术型硕士、专业型硕士、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

的、授课方法、教学内容等各不相同。 图书馆学

研究是图书馆实务应用研究，图书馆学是研究

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及其各组成要素的学科。
图书馆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并指导

实践。 在信息化、新技术的推动下，图书馆学的

研究内容和教育课程已有所扩展，但不论如何

拓展，其核心内容是不能丢弃的。 目前存在的

两种倾向都应避免：一是盲目固守原来的“一亩

三分地”，对于本学科核心内容有密切关联的内

容不闻不问，不思进取；二是过分热衷于“时髦”
领域，不顾图书馆及其相关领域发展的现实，没
有“根据地”意识，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变
来变去，看不到本学科核心内容和领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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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守图书馆学核心领域，另
一方面要在核心领域的基础上，对于新的研究

领域适当拓展。 例如，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学术评价和学术规范两个新的、众多学科感兴

趣的公共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引起

一些反响。 实际上这两个领域就是从图书馆学

的核心领域文献资源建设，尤其是学术文献资

源评价、收集和信息组织中“规范文档”的研究

基础上拓展出来的。
由于目前图书馆学科研究内容已经扩大，

主要研究对象仍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组成要素，
但又不限于图书馆领域，因此 ２００ 多年前出现的

学科名称“图书馆学”，从招生、学生分配、社会

影响上看，未必是最恰当的学科名称，极易给一

般人造成误解，似乎图书馆学仅是研究图书馆

或图书馆业务流程。 又由于人们，比如考生和

家长（包括不少管理者和学界人士）总是以功利

的眼光，从表面上认识图书馆，总以为就是借书

还书等简单工作。 对图书馆学也有误解，觉得

与数理化、政经法等学科相比，图书馆学有点另

类或“二等”，从而导致图书馆学专业在招生、学
生分配上并不占优。 在我看来，目前图书馆学

的名称与其研究的内容是有点名不副实的问

题，但在还没有更好的学科名称得到同行公认

之前，“以不变应万变”还是较好的选择。 更好

的名称的出现，依赖于国内外同行的深入交流，
当多数同行具有共识后才有可能出现好的改名

效果。 这需要时间，强行不得。 从另一方面看，
图书馆学的名称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是成千

上万的图书馆及其类似机构是图书馆学研究的

重要支撑。 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先生早在

６０ 多年前就诘问道：“人们不否认一条蚯蚓、一
片树叶以及吃饭睡觉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

象，为什么要否认客观存在着上千年而在社会

生活中起着作用的图书馆可以成为科学研究对

象呢？” ［１７］ 每个学科都是探讨不同事物发展规

律的学问，目的都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没有

等级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研究一片树叶、
一条蚯蚓的植物学和动物学，与研究文献、读

者、管理、技术与图书馆事业的图书馆学都是平

等的，同样与研究商品、贸易等的经济学也是平

等的。 刘国钧先生留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
修过图书馆学课程。 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文学

院院长，在中国哲学研究上多有贡献。 但当图

书馆学需要教授时，他依然选择图书馆学，并对

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著名历史学家

顾颉刚先生于 １９２０ 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

助教，同时担任图书馆编目工作；１９２６ 年任厦门

大学教授，１９２７ 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

中文部主任。 他曾带现金到江浙一带采购文

献，并 撰 写 了 著 名 的 《 购 求 中 国 图 书 计 划

书》 ［１８］ 。 著名学者钱钟书、郑振铎和作家金庸

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员。
“１９４９ 年初，钱钟书、郑振铎都是国立中央图书

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当时已是大学者

的两人，工资仅在馆长蒋复璁之下。 蒋复璁的

薪水是 ６４０ 元，而钱钟书、郑振铎的薪水都是

５３０ 元（比一般教授高）。 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

大师金庸，也曾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职员，‘不

过，他的级别可比钱钟书低多了。’” ［１９］ 著名学

者梁启超对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首任会长引以

为荣，在首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议上，发表了很

有见地的演说，竭力主张建立“中国的图书馆

学” ［２０］ 。 这些都说明，在这些学问家眼里，各门

学科之间是没有等级的，何况各学科知识还是

相通的。 图书馆学中的“布拉德福文献集中与

分散定律”与企业管理学中“二八率”极为相似，
可以互通。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借某人

之口说某学科不如某学科云云，只是调侃，或为

讽刺，并非评价，更非钱先生自己的观点，不应

被误导。 学科之间不应有等级之歧视，但可以

有成熟、正在成熟之差别。
从国际上看，图书馆学并没有消失，它已拓

展到了信息科学领域，尽管一些院系的名称中没

有出现“Ｌｉｂｒａｒｙ”，包括美国多年来在图书情报学

科排名连续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
ｌｉｎｏｉｓ ａｔ 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 图书情报学院也于

２０１６ 年将学院的名称“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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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改 为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注意前者 Ｓｃｉｅｎｃｅ 是单数，而后者是复

数，意为从“图书情报学（ＬＩＳ）”一个学科拓展到

包括图书情报学科在内的信息科学部类 ） ［２１］ ，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ＩＳ）”在课程中、
硕博士学位中和研究项目中仍赫然在目，该院不

仅保住了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有所扩展，
表现出稳定的发展势头。 该学院认为，自 １８９３ 年

建立图书馆学专业以来，学院已建立和发展了

ＬＩＳ 领域的许多方法，“如今，我们继续坚守这个

传统领域，通过将图书馆学的核心原理和原则

（文献组织、检索、利用和保存） 拓展到信息领

域———信息组织、检索、利用和保存，以满足我们

信息社会的需要。 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的这种

自然的融合使我们有机会增强学习、教学和研究

的能力：我们知道，当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所

有信息职业人员来说都是重要的，从图书馆员、
档案馆员和博物馆管理者到信息构建师、Ｗｅｂ 开

发人员和数据管理者” ［２２］ 。 该院的硕士研究生

就业主要是“所有类型的图书馆和各种其他机

构，包括咨询公司、图书馆供应商和科技公

司” ［２２］ 。 可见，院系名称虽改，但图书馆学的核

心内容仍在，图书馆仍是就业地之一，在坚守图

书馆学核心内容基础上加以拓展，而不是一味去

掉传统另搞一套。 十多年前美国出现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

动，当时笔者就发文指出，表面上似乎是“去图书

馆化”，实则“是对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以人为

中心’的回归” ［２３］ ，对图书馆学教育“应当是‘坚

守与拓展’。 坚守， 就是对已有优势的图书馆学

的教育不能削弱， 而应加强。 拓展， 就是要将教

育内容从传统优势扩大到相关领域， 特别是一些

新兴的、 跨学科、 交叉学科领域” ［２４］ 。 从我国近

十多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实践看，这种

观点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国际专业发展潮流

的。 随着图书馆学核心知识结合新技术被越来

越多地推广到信息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成

果被学界、社会所认可，图书馆学的地位将进一

步提升。 因此，任何看轻或低估图书馆学科作用

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诚然，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及其相关

机构实践的进展确实给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带

来新的挑战。 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突出文献

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与检索、参考咨询、用
户研究、阅读推广、文献信息利用等课程，而且

要适当增加新技术应用、信息系统、科学数据管

理等内容，鼓励在学科核心课程基础上加以拓

展。 精练必修课，增强核心课，扩大选修课，将
达标教育和个性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主要向发

达国家学习，基本上是跟进研究，大多是应用性

研究，原创性研究还不多。 中国早期的图书馆

学研究者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等，尽管也以

引进为主，但在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时多有自主

创新。 近几十年来，也有一批图书馆学者孜孜

不倦，勇于思考，在某个领域或研究方向上，有
了实质性的学术创新。 例如，张琪玉教授集多

年图书馆实践与研究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

“情报检索语言” 的概念，将分类语言、主题语

言、关键词语言整合成一个体系，受到同行好

评，有的学者认为情报检索语言及其体系是具

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在新时代，图书馆

学研究应立足于中国丰富的图书馆实践和信息

化的实践，加以总结和概括，在继续向发达国家

学习的同时，力争在某个方向或某个问题上多

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特别应加强图书馆学与交

叉学科的研究，寻找研究空白点，解答图书馆实

践提出的各种问题。 此外，还要加强学科术语

名词规范和基本理论研究。 近期经全国 １８５ 位

专家参与撰稿，３０ 多位图情文献学专家审定，
并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批的《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 即将正式出版发

布。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 （ 第三

版）也将于 ２０１９ 年上线，这些基础研究的重要

成果为建立和完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和方法

论奠定了基础。 夯实了基础，创新才有可能。
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都很重要，应该

协同发展。 应坚持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善于

用图书馆学理论指导实践，科学解释图书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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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科学地预测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走向。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冷静地面对现

实，坚定信心，以研究促发展，推出更多的前瞻

性研究成果。

９　 结语

以上所述的八大问题，既有我国图书馆事

业宏观问题，亦有微观问题；既有老问题，亦有

新问题；既有实践的问题，亦有教育与研究的问

题。 有的问题已被少数先进的图书馆和研究机

构部分的解决，但多数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尚在

思考之中。 总的来看，要整体上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理清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和路径。 图书馆

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与社会的发展相辅

相成，新技术有助于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功能的

实现，图书馆事业随着中国信息社会的到来将

大有用武之地。 图书馆“消亡论”如果只是在提

醒图书馆界同仁要“居安思危”、直面问题，激将

同仁奋发图强，那是可以理解的，否则是不利于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应依法促进图书馆事业，
增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

和共建共享水平，密切图书馆与社会各阶层的

联系，坚守图书馆学核心内容，并及时将核心原

理原则拓展到相关的、新兴的信息领域，通过专

业话语对专业问题进行研究和教学，培养图书

馆和相关部门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将我国图书

馆事业一步步推向新的高度。
致谢：本文是笔者在反复修改《宣言》的过

程中引发的一些思考和研究。 在《宣言》 的起

草、修改过程中，谢欢博士、初景利、陈雅、郑建

明、徐雁、邵波、欧石燕等教授做了很多工作，参
加高层论坛的各位专家和代表也贡献了不少意

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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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继元，谢欢．风雨同行 基业长青：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成立二十五周年（１９８９－２０１４）纪

念文集．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４６．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１９９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１９９６） ［Ｇ］ ／ ／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 Ｘｉｅ Ｈｕａｎ．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ｂｕｉｌｔ ｔｏ

ｌａｓｔ： ２５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１９８９－２０１４） 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

ｇ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４６．）

［１７］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Ｇ］ ／ ／ 叶继元． 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图书馆学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０３２



叶继元：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Ｅｉｇｈｔ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２００２：３４６．（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Ｇ］ ／ ／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３４６．）

［１８］ 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Ｊ］ ．文献，１９８１（ ８）：１８－ ２５．（ Ｇｕ Ｊｉｅｇａｎｇ． Ａ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９８１（８）：１８－２５．）

［１９］ 刘倩，等．南京图书馆已有１１０岁 金庸钱钟书曾是馆员［ Ｎ ／ ＯＬ］． 现代快报，２０１７－１１－３０［２０１８－０７－２０］．ｈｔ⁃

ｔｐ： ／ ／ ｊ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ＧＢ ／ ｎ２ ／ ２０１７ ／ １１３０ ／ ｃ３６０３０８－３０９７８７１０．ｈｔｍｌ．（ Ｌｉｕ 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ｓ １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Ｊｉｎ Ｙｏ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ｕ ｗｅ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Ｎ ／ ＯＬ］．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１１－ ３０［２０１８－

０７－２０］．ｈｔｔｐ： ／ ／ ｊ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ＧＢ ／ ｎ２ ／ ２０１７ ／ １１３０ ／ ｃ３６０３０８－３０９７８７１０．ｈｔｍｌ．）

［２０］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Ｊ ／ ＯＬ］．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５，１（１）：１１－１５［２０１８－０７－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９ａ２８３９ｆｅｂ９ｆ６７ｃ１ｃｆａｄ６１９５ｆ３１２ｂ３１６９ａ４５１ｅａ８８．ｈｔｍｌ．（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Ｏ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２５，１

（１）：１１－１５ ［２０１８－０７－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９ａ２８３９ｆｅｂ９ｆ６７ｃ１ｃｆａｄ６１９５ｆ３１２ｂ３１６９ａ４５１ｅａ８８．ｈｔｍｌ．）

［２１］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７－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ｓｃｈｏｏｌ．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ｅｄｕ ／ ｏｕｒ⁃ｓｃｈｏｏｌ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７－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ｓｃｈｏｏｌ．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ｅｄｕ ／ ｏｕｒ⁃ｓｃｈｏｏｌ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２３］ 叶继元．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与学科整合［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７，５１ （ ４）：６ － ９， ５１． （ 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７，５１（４）：６－９，５１．）

［２４］ 叶继元，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ｍｅｉ．坚守与拓展：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科学定位的思考［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７

（２）：１８－２３．（Ｙｅ Ｊ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ｍｅｉ．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２００７（２）：１８－２３．）

叶继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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