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如花　 赵　 洋　 申晓娟 等：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需求分析与框架构建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ｈｕａ， Ｚ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ｅｔ ａｌ：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３０ ／ ｊ．ｃｎｋｉ．ｊｌｉｓ．１９００１３

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需求分析与

框架构建
∗

黄如花　 赵　 洋　 申晓娟　 谢春枝　 温芳芳　 赖　 彤　 杨　 凡

摘　 要　 建设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既源于国内外政策法规和相关标准的驱动，又符合图书馆馆藏

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本文在调研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政策和处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制定公共图

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标准、部门设置及权责、流程、方式等环节分析

制定处置制度的内容需求；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框架，包括：健全以法律、政策和标准为

中心的保障制度，确立以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原则、标准、部门权责、流程、方式为核心的运行制度，建立以多元化

监督主体和多渠道监督方式为重点的监督制度。 图 １。 表 １。 参考文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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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０　 引言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是完善图

书馆管理制度，指导处置工作科学开展的重要

保障。 ２０１８ 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第二

十八条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妥善保存馆

藏文献信息，不得随意处置；确需处置的，应当

遵守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有关处置文献信息的

规定。” ［１］ 该法的颁布为制定公共图书馆文献信

息处置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原文化部（现文

化和旅游部）在 ２０１７ 年底提出要加快制定配套

政策，特别是“确保公共图书馆文献处置制度一

年内如期出台” ［２］ 。
随着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公共

图书馆馆藏空间的扩张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馆

藏文献资源的存放需求，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成

为我国图书馆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于缺乏全

国性的处置制度，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对馆藏

文献信息的价值判断和处置标准均不统一，在
处置工作中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 馆藏文献信

息处置不当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些图

书馆甚至不敢开展处置工作” ［３］ 。 我国公共图

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建设已迫在眉睫。
文献信息处置制度作为图书馆工作的制度

保障，对基础业务工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可
以为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准确、及时、高效提供

理论依据。 课题组受文化和旅游部委托研制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前期通过政

策文本分析、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
调研我国地方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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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公共图书馆文献

信息处置的实践。 本文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
分析制定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以及文献信息处置制度面临的需

求与问题，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

处置制度的框架，以期能为加快出台国家层面

的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提升处置制度的实

施效果提供参考。

１　 制定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

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首先要厘清

文献信息处置的概念和范畴。 目前，公共图书

馆业务工作中多使用“文献剔除（剔旧）” “藏书

剔除（剔旧）”等提法，国外相关的表述如“ ｄｅ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ｗｅｅｄｉｎｇ” 等。 相对于以上提法，“馆藏

文献信息处置”所包含的涵义更为全面，即一方

面包含了对馆藏文献进行剔除，另一方面又含

有对剔除后的文献信息进行妥善处理之意。 因

此，课题组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定义为：公共图

书馆在妥善保存馆藏文献信息、充分发挥馆藏

文献信息价值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遵
循一定的原则与标准，对需要处置的馆藏文献

信息进行产权转移或注销的行为［４］ 。

１．１　 必要性

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建设，
既源于国内外政策法规和相关标准的驱动，又
符合图书馆馆藏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１．１．１　 吸纳国际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是

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

２００１ 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ＦＬＡ）就发布了《使用纲要模型的馆藏发展政策

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
ｉｃ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ｐｅｃｔｕｓ Ｍｏｄｅｌ），认为馆藏文献

信息剔除是馆藏发展政策的重要环节，应以书

面形式明确剔除政策［５］ 。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

《文 献 剔 除 手 册———逐 架 剔 除 指 南 》 （ Ｔｈｅ
Ｗ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ａ Ｓｈｅｌｆ⁃ｂｙ⁃ｓｈｅｌｆ Ｇｕｉｄｅ）详细说

明了馆藏文献信息剔除的原因，为图书馆制定

处置标准和程序提供了参考［６］ 。 联机计算机图

书 馆 中 心 （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ＣＬＣ）将馆藏文献信息剔除作为研究重点之

一，搜集整理了近年来馆藏文献信息剔除的相

关新 闻、 各 方 态 度、 各 类 图 书 馆 的 政 策 和

实践［７］ 。
国际图书馆界多以完备的馆藏文献信息处

置制度来规范处置活动。 相比之下，我国公共

图书馆则缺乏相关的处置制度和标准，相应工

作的开展也受到制约。 因此，我国可借鉴国外

的先进经验，结合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实践，制定

全国性的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指导与规范

处置工作，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１．１．２　 对国内公共图书馆政策和标准的响应

国内关于图书馆的相关政策和现行标准中

有很多涉及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内容。 由国务

院、原文化部分别颁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１９５７ 年）、《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１９８２ 年）等较早就提出应对图书馆多余复本和

不合理馆藏进行清理、调配。 ２０１３ 年，由原文化

部开展的第五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

定级工作首次将“剔旧工作”纳入省级公共图书

馆评估标准；２０１７ 年，《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打分细则》进一步将“剔旧工作”
作为各层级图书馆业务建设部分的必备内容，
基本指标包括剔旧工作制度、馆藏剔旧标准和

剔旧工作执行情况［８］ 。 《公共图书馆法》更是从

法律的角度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做出了明确的

规定。 以上政策文件中虽有关于文献剔除和调

配的规定，但都没有形成系统规范、可操作的制

度文本，这也对制定出台专门性的馆藏文献信

息处置制度提出了要求。
１．１．３　 符合图书馆馆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户的文献需求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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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服务内容都发生变化，加之一些文献不可

避免会出现老化、破损以及内容陈旧过时等问

题，导致部分馆藏文献难以满足图书馆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对图书馆可持

续发展的作用体现在：处置低流通率的文献，能
提高馆藏整体质量和流通率， 优化馆藏 结

构［９］ ；避免用户被不符合需要的文献所干扰，
缩短用户寻找文献耗时［６］ ，改善用户体验；缓
解图书馆空间紧张矛盾，便于创建创客空间；
被处置文献通过调拨、捐赠等方式转移到更需

要的图书馆、学校及其他机构，可以促进资源

的合理分配［９］ 。

１．２　 可行性

国外相关制度和国内地方性制度，可为我

国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提供参考和依

据，也使国家层面的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

建设具备可行性。
１．２．１　 国外相关制度为我国制定文献信息处置

制度提供借鉴

　 　 国外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建设较

早，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操作流程和规范，可为

我国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提供有益借

鉴。 多国图书馆法明确了图书馆具有处置文献

的权利和责任，如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法》
规定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对其管理的文献享有

处置权限［１０］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法》规定国家

图书馆馆长有权在部长批准的情况下处置

文献［１１］ 。
各地政府和图书馆也制定了专门的馆藏文

献信息处置政策。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城市委员

会制定 的 《 废 弃 的 图 书 馆 资 源 处 置 政 策 》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目标、原则、标准、方式、
范围等方面进行了规定［１２］ 。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

图书馆和档案委员会编写的《持续审查、评估和

剔除：现代图书馆剔除手册》 （ＣＲＥＷ： Ａ Ｗｅｅｄ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２ 年修订版），
详细说明了馆藏文献信息剔除的原因、原则、部

门、流程、方式等，并按各类型文献信息建立了

不同的剔除标准［１３］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图

书馆文献剔除指南之一。 为避免处置不当引发

的公共关系问题，美国爱达荷州立图书馆委员

会提出“应了解并遵守有关处置公共财产的法

律或地方法令” ［１４］ ；同时，该馆还规定通过修

复、交换、售卖、丢弃、回收等方式处置馆藏文献

信息［１５］ 。
１．２．２　 地方性制度为制定国家层面的文献信息

处置制度奠定基础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全国性的馆藏文献信息

处置制度［１６］ ，但在地方层面，部分省市已制定相

应的制度，为制定国家层面的处置制度奠定了

基础。 湖北、广州等地的文化主管部门针对图

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工作颁发了专门文件，从原

则、范围、执行标准、方法、程序等方面，对所辖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提出

要求。
各级政府围绕图书馆事业发展出台的相关

法规，大多也包含对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工作

的规定。 如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 （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２０１５ 年修

正）等地方性法规，规定图书馆在收集、管理其

馆藏的同时，要开展剔除工作。 具体包括：建立

相应制度，遵循规范流程，处置破损、陈旧、有多

余复本或失去收藏和利用价值的馆藏文献信

息，并明确规定馆藏文献信息的处置需报文化

行政部门审批。

２　 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内容需求

课题组主要通过对地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

的政策分析和对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实践调

研，分析当前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需求和

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

处置制度提供参考和依据。 选取的政策文本分

析对象是国内 ４３ 家副省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的

７０ 份馆藏文献剔除制度文本。 实践调研主要包

括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对象为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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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江西三省的 ４４ 家公共图书馆，其中省市

级公共图书馆 ２９ 家，县区级公共图书馆 １５ 家；
专家访谈共涉及 ９ 个省（市）的 １２ 位省、市、县
级公共图书馆馆长或副馆长，２ 位图书情报学院

（系）教授，１ 位资产管理专家。 实践调研分布范

围较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区、各层级公

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的开展情况和内容需

求。 通过对已有政策文本的分析和实践调研

的反馈，从图书馆的业务层面和资产管理层面

来看，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核心内容应包括处

置标准、处置部门及权责、处置流程和处置

方式。

２．１　 处置标准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标准是开展处置工作

的重要依据，也是在调研过程中各地各级图书

馆最急需的内容。
２．１．１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现行标准

早在 １９９１ 年，吴慰慈、刘兹恒就提出了关于

藏书剔除的 ７ 条标准［１７］ ，从内容、外观、复本量、
书龄、流通率等方面确定了馆藏剔除的标准，至
今仍是很多图书馆参考的依据。 在接受问卷调

查的 ４４ 家公共图书馆中，８６ ３６％的公共图书馆

依照书刊的外形（如残缺破损情况）剔除文献，
８１ ８２％的公共图书馆剔除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书刊，７７ ２７％的公共图书馆则通过书刊的内容、
流通率以及保存时间的长短加以剔除。 需要指

出的是，６１ ３６％的公共图书馆剔除无法读取的

数据和丧失内容保存价值的音像资料。 除此之

外，丢失的图书也在一些公共图书馆的剔除范

围之内。 受访的专家认为，现有的剔除标准缺

乏科学、专业的指导，存在人为的主观性和随

意性。 而在政策文本分析中发现，７０ 份政策文

本中仅 ３２ 份规定了剔除标准［１６］ 。 剔除原则、
标准与范围存在混用的情形。 因此，确立统一

规范的处置标准，成为制度建设面临的紧迫

需求。
２．１．２　 各类型文献信息的处置标准

《公共图书馆法》规定，“文献信息包括图书

报刊、音像制品、缩微制品、数字资源等” ［１］ 。 因

此有专家强调，“处置制度需要兼顾不同类型

的馆藏文献信息” 。 问卷调查显示，公共图书

馆剔除的文献类型主要为图书、期刊和报纸，
只有极个别图书馆对磁带、光碟和录像带进行

了剔除。
在 ４３ 家副省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的政策文

件中，只有福建省图书馆等 ７ 家公共图书馆分别

对图书、报纸和期刊制定了剔除标准；仅有 ２ 家

公共图书馆明确规定了音像制品和缩微制品的

剔除标准［１６］ 。 由此可见，按不同类型馆藏文献

进行“分类”处置的标准还有待完善，尤其是针

对音像制品、缩微制品、数字资源等非纸质馆藏

文献信息的处置，目前急需以政策形式出台科

学规范的处置标准。

２．２　 处置部门及权责

部门设置合理、权责明晰是图书馆科学管

理和正常运行的前提。 本部分主要对馆藏文献

信息处置的部门设置和部门权责两方面进行需

求分析。
２．２．１　 部门的设置

部门设置是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组织保

障。 国际图联《使用纲要模型的馆藏发展政策

指南》指出，包括馆藏文献信息剔除政策在内的

馆藏发展政策中，应明确规定负责相关事宜的

人员或图书馆部门［５］ 。 受访的专家指出，“公共

图书馆在馆藏文献信息处置过程中的部门设置

是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作

为日常性的工作，应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负

责”。
实际上，在 ７０ 份副省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

的剔除制度文本中，对实施馆藏文献剔除的组

织部门有明确规定的仅占 ４１％。 组织形式主要

有剔除工作小组或典藏组、剔除委员会和业务

办公室三种形式。 在问卷调研的 ２９ 家省市级公

共图书馆中，２４ 家图书馆有相关部门负责文献

剔除；１５ 家县区级图书馆中有 ９ 家图书馆设置

了相关部门负责剔除工作。 文献剔除工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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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采编部门承担（占 ４２ ８６％），其次是文献使用

部门（如流通部、借阅部） （占 ２８ ５７％），通过专

设剔除部门或其他部门处置的情况明显较少

（各自为 ４ ７６％）。 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副省

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的剔除政策，还是市县级

公共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关于处置部门的设置

都存在很大不足，需要建立文献信息处置相关

部门，制定规程，明确责任。
２．２．２　 部门的权责

由于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涉及一系列流程，
需要图书馆内部部门与政府主管部门各司其

职，协同配合。 专家强调，“处置制度应做到权

责明晰，明确各部门的权利和职责”。
４４ 家公共图书馆的问卷调研中，９７％的被

调查者认为文献使用部门应是馆藏文献信息处

置最不可缺的部门，是生成处置清单的基础部

门；８６％的公共图书馆认为馆藏数据管理部门

（如网络部）需要为处置工作提供基本的数据

支撑；超过 ６０％的图书馆认为相关复审小组、
馆内财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分别承担

处置审核、资产核销、监督检查等责任。 而在

７０ 份政策文本分析中发现，仅 １２ 家公共图书

馆规定了处置工作的责任主体；文献使用部门

是处置工作的主要责任部门，其他如行政、财
务、技术等部门进行协助工作。 总体而言，现

有的大多数政策对处置过程中涉及的权责并

不明晰，尤其是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权责规定不

够明确，须在处置制度中明确各相关部门的权

利和职责。

２．３　 处置流程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会涉及一系列流程，理
顺处置流程可以确保处置活动的顺利实施，是
推进处置工作合法、合规开展的重要前提［１８］ 。
４４ 家接受问卷调研的公共图书馆中，９５％的公

共图书馆认为文献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应是处置

流程中的首要步骤。 ８５％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需要“相关部门复审”和“馆

内领导批复、确定处置方式”，认为需要“资产核

销、残值上账”的占 ７６％。 而认为需要“上级主

管部门审批”“注销” “移交”这三个流程的公共

图书馆相对较少。
在现有的剔除制度中，公共图书馆对剔除

流程的规定较为多样，除了少数图书馆按照部

门、文献类型分别制定了剔除流程，大多数图书

馆制定了通用的剔除流程，一般需经调研并制

定剔除清单、剔除小组或专家审核、分馆领导批

准等环节，才能做出剔除决策［１６］ 。 仅有少数公

共图书馆建立了明确的文献注销程序。 因此，
目前需要以政策方式统一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审

批的级别，明确处置之后的后续操作，形成完

整、规范的处置流程。

２．４　 处置方式

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属于国有资产的管理

范围。 财政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最新起草的《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指

出［１９］ ，国有资产的处置方式包括无偿调拨（划

转）、出售、出让、转让、置换、对外捐赠、报废、报
损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４４ 份调查问卷

显示，当前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的处置方式有

调拨、交换、捐赠、出售和报废等，并以捐赠和报

废为主。
在实际工作中，受访的专家表示，采取调拨

的处置方式不仅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还缺少

完善的调配系统。 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规范，
不恰当的馆藏文献出售方式可能会给图书馆带

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市县

级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尚未达到丰富的程度，
将报废作为处置方式不利于馆藏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 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处置方式，需要相

关政策进行引导和规范。

３　 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框架构建

如前所述，《公共图书馆法》仅对馆藏文献

信息处置工作的合法性及处置原则作出了规

定；《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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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虽然设立了公共图书馆剔除工作的评估

标准，但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内容范围、程序

等都缺乏统一指导。 为了更好地推进处置制度

的建设与处置工作的开展，建议由国家文化主

管部门牵头，尽快出台全国性的馆藏文献信息

处置制度，做好顶层设计，引导各级公共图书馆

根据本馆职能定位和馆藏发展要求，制定馆藏

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的细则，科学开展馆藏文献

信息处置工作。 由此，课题组从国家文化政策

的视角构建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

框架。 如图 １ 所示，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

置制度自上而下可分为保障制度、运行制度和

监督制度。

图 １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框架

３．１　 保障制度

保障制度为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提供了指导

和依据。 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紧密结合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和现行标准，做好相关协调与

衔接工作。
３．１．１　 法律保障

《公共图书馆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图书馆专

门法，其中关于“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规定，对
于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具有重要指引作

用。 在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过程中，
应以《公共图书馆法》为基本准则，建立健全相

应的配套制度［２０］ 。 同时，《文物保护法》 《档案

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相关法律也为馆藏文

献信息处置的范围提供了法律依据（见表 １）。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及文物、档案、国家秘密

的馆藏文献信息，原则上不得进行处置；确需处

置的，应当遵守文物保护、档案管理或者保守国

家秘密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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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相关法律涉及条款

法律名称 相关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２０１７ 年修订）
第四十八条：馆藏文物损毁应报相关部门核查处理［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２０１６

年修订）

第十五条：销毁档案的程序和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禁止

擅自销毁档案［２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２０１０ 年修订）

第二十一条：国家秘密载体的制作、收发、传递、使用、复制、保存、维修和

销毁，应当符合国家保密规定［２３］

　 　 对捐赠类馆藏文献信息的处置，应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１９９９ 年） ［２４］ 的

法律规定执行。 该法第十六条到第二十条明确

规定了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及捐赠文献的法

律责任。 在工作实践中，公共图书馆一般规定

“捐赠图书到馆后，所有权归本馆所有；对于不

符合收藏标准的捐赠图书资料，将按照图书馆

的有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理” ［２５］ 。
３．１．２　 政策保障

在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时，应紧密

结合相关政策，协调好与现行政策之间的关系。
目前与之最为密切相关的政策是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和呈缴本制度。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公共图书

馆购置的馆藏文献信息属于国有资产的范畴。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将馆藏文献信息按一般性

国有资产处置的条件较为苛刻，程序繁杂，一般

很难满足。 还有一些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要求图书馆提供每册（件）待处置文献的原始发

票，既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也给公共图书馆文献

信息处置工作带来困难。 因此，在时机合适时，
可考虑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适

当修订，使其更适合图书馆馆藏建设的业务实

际。 如仅在一定时期内提供读者借阅且不纳入

正式馆藏的流通本，可不纳入固定资产管理，由
公共图书馆自行处置。

此外，随着《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呈缴本

制度开始走向法制化建设。 接受缴送作为文献

采选的重要渠道，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

制定有着重要影响［２６］ 。 对交存或呈缴的馆藏文

献信息，应根据图书馆的实际情况，纳入保存本

的，按照“剔复不剔种”原则一般不予处置；进入

流通环节的， 按普通类馆藏文献信息进行

处置［２７］ 。
３．１．３　 标准保障

现阶段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以馆藏量作为

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指标，如全国图书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２８］ 和《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标准细则》（２０１７ 年） ［２９］ 对文献资源的评

估都以入藏量为重要指标。 受访的专家提出，
“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对馆藏数量指标的重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处置工作”。 一些公共图

书馆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尤其是馆藏文献资源

积累较少的图书馆，为了保障馆藏总量符合指

标要求，对应该处置的馆藏文献信息，宁愿下架

封存也不愿意处置，由此导致许多图书馆尚未

建立常规的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机制。
公共图书馆评估需要改变以总经费、总藏

量等体现投入强度的指标作为主要评估指标的

倾向［３０］ 。 建议在保障公共图书馆馆藏适度规模

的基础上，将体现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的指标如

文献资源人均流通率、借阅率，数字资源人均点

击率、下载率等作为核心指标并适当提高分值，
引导馆藏理念向以“用”为本的方向转变；突出馆

藏更新效率、数字资源可用率等发展性指标，以
优化馆藏资源的结构，增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此外，建议将评估指标“剔旧工作”改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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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更为丰富的“处置工作”，并细化处置工作的

指标，如“剔旧工作制度”指标中是否有对各类

型文献资源的处置依据和工作要求的规定，“剔

旧工作执行情况” 指标增设处置机构、处置程

序、处置方式等具体指标。

３．２　 运行制度

运行制度是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

核心，主要包括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原则

和标准，明晰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部门和权责，
规范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流程和方式等。
３．２．１　 处置原则

处置原则是指导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顺

利开展的基本前提。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应遵循

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①合法合规：公共图书馆

应以妥善保存馆藏文献信息为前提；确需处置

的，应当遵守《公共图书馆法》 《文物保护法》
《档案法》《保密法》等国家法律及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 ②分级分类：根据省、市、县
三级公共图书馆各自的功能定位，明确处置工

作的范围和要求；对不同载体类型的馆藏文献

信息，采取符合其载体特点的处置标准和方式。
③科学规范：应在充分考虑馆藏发展政策、文献

老化规律、文献利用情况等的基础上开展馆藏

文献信息处置工作，保持馆藏文献体系中学科、
文种与载体结构的相对稳定。 ④协同合作：以
充分发挥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为目标，加强协同

合作，联合开展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
３．２．２　 处置标准

处置标准为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开展馆藏

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提供了具体依据。 从国内调

研来看，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应以内容、外观、时
限、使用情况、复本量为主要考虑因素，兼顾成

本、权威性、馆际互借与资源共享、装帧形式、丢
失情况、版权等其他因素［２７］ 。 考虑到文献载体

的变化，处置范围除了图书报刊等纸质馆藏文

献外，还应包括重复、损坏及无法读取数据的音

像制品、缩微制品和数字资源介质。 同时，还需

考虑不宜处置的馆藏文献信息，如文物、古籍、

档案、地方文献及涉及国家秘密的馆藏文献信

息，原则上不得进行处置。
因此，在制定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标准时，应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确定处置范围，依据“分级分

类”思想，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
同来源文献进行分类处置。 在建立具体的处置

标准时，可参考国外以《杜威十进分类法》类目建

立的处置标准，建立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大类

为依据的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实用性标准［３１］ 。
３．２．３　 处置机构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部门是开展处置工作的

主体，相关政府部门和公共图书馆分别在其中

负有相应职责，应有国家政策予以明确。
（１）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 ２０１７
修正）专门规定了管理部门及其职责［３２］ ：“各级

财政部门对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施综合管

理；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所属事

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就馆藏文献

信息处置工作来看，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主

要承担管理和监督职责，同时会同各级政府财政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地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权限，审批本行政区域内公

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有关事项。
（２）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主要负责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

作的组织和实施，根据本馆的职能定位和馆藏

发展要求制定本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细

则。 不同的处置项目需要公共图书馆的不同部

门参与，其中，文献使用部门和馆藏发展部门是

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主要决策部门。 文献使用

部门主要包括流通部或借阅部等，负责初步确

定拟处置的馆藏文献信息清单，是决策的基础

部门；馆藏发展部门，如采编部、资源建设部等，
负责金额在规定限额下的常规性馆藏文献信息

处置工作；对于处置金额在规定限额之上的非

常规处置项目，建议增加行业专家，设有理事会

的公共图书馆建议理事会成员参与，与文献使

用部门和馆藏发展部门形成馆藏文献信息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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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共同负责处置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２０１７ 年） 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理事

会为事业单位法人决策机构［３３］ 。 因此，理事会

是审议处置清单的关键部门，是处置工作开展

的重要支撑［１８］ 。
此外，根据“协同合作”的原则，纳入区域总

分馆体系的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工作，一
般可由承担总馆职能的公共图书馆负责总体规

划与协调实施，如《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

资源剔除规定》 （２０１７ 年）明确要求［３４］ “分馆的

剔除工作由中心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或区

域总馆统筹开展”，为总分馆体系内开展馆藏文

献信息处置工作提供了参考经验。 与其他图书

馆合作建立图书馆联盟的公共图书馆在开展馆

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时，可参考总分馆体系的

处置方式，由在合作体系内起主导作用的图书

馆统一组织，联合处置。
３．２．４　 处置流程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的基本流

程，包括制定处置工作细则、提出处置建议、报
批、注销、移交、建立业务档案等主要步骤［１８］ 。
公共图书馆应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定工作细

则，后续的处置步骤围绕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清

单为主线进行。
在项目开展前期，应由文献使用部门根据

馆藏文献信息情况提出处置建议，由馆藏文献

信息处置小组对处置建议进行调查论证，广泛

征求馆员、读者、专家或有关图书馆的意见，最
终确定拟处置的馆藏文献信息清单和处置方式

建议。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
共图书馆需将拟处置清单和处置方式建议提交

政府相关部门审批［１８］ 。 处置清单审批备案后，
公共图书馆应根据批复意见，对拟处置馆藏文

献信息进行注销，与被批复的接收方办理文献

信息移交手续，并对处置流程的主要业务文档

建立档案，妥善保存。
３．２．５　 处置方式

确定处置的馆藏文献信息，应依据其内容

价值和物理状况决定处置方式。 在处置之前，可

将其暂时存放至密集书库和储存图书馆。 根据

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办法和公共图书馆现行规定，
公共图书馆可采用调拨、交换、捐赠、出售、报损

或报废等方式对馆藏文献信息进行处置［１８］ 。
从文献信息共建共享的发展趋势来看，我

国区域性总分馆体系和图书馆联盟的快速发

展，亟需建立各馆之间完善的调拨系统和交换

程序，以提高馆藏文献信息的利用率。 对于捐

赠而言，捐赠对象除了老少边穷或受灾地区的

公共图书馆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捐赠

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
出售可以给公共图书馆带来直接收益，也最容

易受到公众质疑，因此应对取得的收入做出明

确规定。 确定没有调拨、交换、捐赠、出售等需

求的馆藏文献，可以进行报废处置，交由有相应

资质的回收机构直接回收。

３．３　 监督制度

完善的监督机制能促使公共图书馆严格按

照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开展处置工作，有助

于推进馆藏文献信息处置政策的有效落实［３５］ 。
然而，７０ 份地方性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剔除制

度文本显示，现有政策很少涉及对馆藏文献信息

处置实施情况的监督，尤其是在馆藏文献信息处

置过程是否公开透明、程序是否合理、出售或报

废后获得的收入如何管理等方面都缺乏监督。
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实施情况监督的缺失会使

政策实施效果不明，导致处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无法及时纠正［１６］ 。 因此，建议建立图书馆内部自

查与政府主管部门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并贯

穿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全流程的监督制度。
３．３．１　 明确多元化的监督主体

政府是处置制度执行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 ２０１６
年）强调［３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于馆藏文献信息

处置工作来说，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处置工作

的监督检查，建立定期的监督检查机制，并将监

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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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舆论监督机制可以对政府主管部门

和公共图书馆起到监督和促进作用［３７］ 。 鼓励公

众和媒体参与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执行的监

督，有利于促进该制度的贯彻和实施。 公众和

媒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的

全过程献言建策，提供反馈信息。
３．３．２　 建立多渠道的监督方式

公共图书馆作为被监督者，应建立投诉渠

道，完善反馈机制，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监

督。 美国卫斯理大学图书馆在文献信息处置项

目中通过博客、推特和校内 ＢＢＳ 等方式告知公

众项目的规划、设想和标准并实时跟进项目进

展，为公众监督与反馈提供便捷途径［３］ 。 我国

公共图书馆也可借鉴此举，通过图书馆网站、社
交媒体等途径建立监督和反馈渠道。 此外，公
共图书馆还可在年报中说明馆藏文献处置工作

概况和统计数据，并在图书馆网站上发布年

报［３８］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４　 结语

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是国家重要的文

化资产，对其进行合理处置，既是公共图书馆基

础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和地方文献

信息资源建设与保障的重要内容。 《公共图书

馆法》的出台，为包括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在

内的诸多制度指明了方向。 法律的全面贯彻实

施，急需相关的配套制度予以支撑和完善［３９］ 。
本文通过分析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内容需

求和存在问题，构建了以保障制度、运行制度和

监督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框架，以期能为我国出

台国家层面的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制度提供参

考。 各地各级公共图书馆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

内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项

目的经验，不断完善符合本馆定位、功能、馆藏

建设需求的馆藏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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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 ７ ］ ＯＣＬＣ． Ｗ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０－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ｃｌｃ．ｏｒｇ ／ ｅｎ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０５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０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ｔｍｌ．

［ ８ ］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打分细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１０－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ｗｈｚｘ ／

ｂｎｓｊ ／ ｇｇｗｈｓ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８＿７６５０８１．ｈｔｍ．（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ｂｎｓｊ ／ ｇｇｗｈｓ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８＿７６５０８１．ｈｔｍ．）

［ ９ ］ 肖希明． 信息资源建设［ Ｍ］．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６７－ ２６８． （ 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 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２６７－２６８．）

［１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ｃ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ｗｓ⁃ｌｏｉ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ｃ．ｃａ ／ ｅｎｇ ／ ａｃｔｓ ／ Ｌ－７．７．

［１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ｅＰｕｎａＭāｔａｕｒａｎｇａ ｏ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 Ａｃｔ ２００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ｔ．ｎｚ ／ ａｃｔ ／ 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０３ ／ ００１９ ／ ｌａｔｅｓｔ ／ ＤＬＭ１９１９６２．ｈｔｍｌ？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ｓ＿ａｃｔ％４０ｂｉｌｌ％４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０ｄｅｅｍｅｄｒｅ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ｓｅｌ＿２５＿ｙ＆ｐ ＝ １．

［１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０２－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ｌｄｃｏａｓｔ． ｑｌｄ． ｇｏｖ． ａｕ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ｏｆ＿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ｐｄｆ．

［１３］ Ｔｅｘ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ＲＥＷ： ａ ｗｅｅｄｉｎｇ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ｓｌ．ｔｅｘａｓ．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ｔｓｌａｃ ／ ｌｄ ／ ｌｄ ／ ｐｕｂｓ ／ ｃｒｅｗ ／ ｃｒ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１２．ｐｄｆ．

［１４］ 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ｅｄ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ｌｉｌｉ． ｏｒｇ ／ ｆｏｒｌｉｂｓ ／ ｃｅ ／

ａｂｌｅ ／ ｃｏｕｒｓｅ４ ／ １２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ｐｒ．ｈｔｍ．

［１５］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ｅｄ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ｌｉｌｉ． ｏｒｇ ／ ｆｏｒｌｉｂｓ ／ ｃｅ ／ ａｂｌｅ ／ ｃｏｕｒｓｅ４ ／

１１ｑ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ｔｍ．

［１６］ 温芳芳，潘逸尘，季一欣． 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政策的调查与分析———以４３家副省级及以上公共

图书馆为样本［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８（ ４）：２８－ ３６． （ Ｗｅｎ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 Ｐａｎ Ｙｉｃｈｅｎ， Ｊｉ Ｙｉｘ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４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ｓｕ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４）：２８－３６．）

［１７］ 吴慰慈，刘兹恒． 图书馆藏书［Ｍ］．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８． （Ｗｕ Ｗｅｉｃｉ， Ｌｉｕ Ｚｉｈｅ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１９８．）

［１８］ 谢清文，弓婧雯，范冰玥．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流程［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８（４）：３７－４１，４７． （ Ｘｉｅ

Ｑｉｎｇｗｅｎ， Ｇｏｎｇ Ｊｉｎｇｗｅｎ，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ｙｕ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４）：３７－４１，４７．）

［１９］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ｍｏｆｈｏｍｅ ／ ｔｆｓ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ｆａｂｕ ／ ２０１７０５ ／ ｔ２０１７０５１９＿ ２６０４００９． ｈｔｍｌ．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 ｏｗｎ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ｇｏｖ．ｃｎ ／ ｍｏｆｈｏｍｅ ／ ｔｆｓ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ｆａｂｕ ／ ２０１７０５ ／ ｔ２０１７０５１９＿２６０４００９．ｈｔｍｌ．）

［２０］ 金武刚． 全面构建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学习与研究［ Ｊ］ ． 图

书与情报，２０１８（１）：４９－６２． （Ｊｉｎ Ｗｕｇａ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ｗａｙ：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 １）：

４９－６２．）

［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２０１７年修正本）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ｃｈ．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８ ／ ａｒｔ＿１０３４＿１２１３５１．ｈｔｍ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 Ａ⁃

０５４



黄如花　 赵　 洋　 申晓娟 等：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需求分析与框架构建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ｈｕａ， Ｚ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ｅｔ ａｌ：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ａｃｈ．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８ ／ ａｒｔ＿１０３４＿１２１３５１．ｈｔｍｌ．）

［２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２０１６修正）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ａａｃ．ｇｏｖ．ｃｎ ／ ｄａｊ ／ ｆａｌｖ ／ １９８７０９ ／

７９ｃａ４ｆ１５１ｆｄｅ４７０ｃ９９６ｂｅｃ０ｄ５０６０１５０５．ｓｈｔｍ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ｄａｊ ／ ｆａｌｖ ／ １９８７０９ ／ ７９ｃａ４ｆ１５１ｆｄｅ４７０ｃ９９６ｂｅｃ０ｄ５０６０１５０５．

ｓｈｔｍｌ．）

［２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２０１０修订）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０－０４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０２２４３．ｈｔｍ． （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 Ｒｅｖｉ⁃

ｓ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０－０４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０２２４３．ｈｔｍ．）

［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ｘｚｌ ／ ｗｘｚｌ ／ ２００８－ １２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６２０９０． ｈｔｍ． （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ｘｚｌ ／ ｗｘｚｌ ／ ２００８－１２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６２０９０．ｈｔｍ．）

［２５］ 吉林省图书馆图书捐赠［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ｌｐｌｉｂ． ｃｏｍ．ｃｎ ／ ｔｓｊｚ ／ ． （ Ｔｈ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ｌｐｌｉｂ．ｃｏｍ．ｃｎ ／ ｔｓｊｚ ／ ．）

［２６］ 霍瑞娟，郭万里． 出版物呈缴制度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总书库建设［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 ６）：

１１３－１１９． （Ｈｕｏ Ｒｕｉｊｕａｎ， Ｇｕｏ Ｗａｎｌｉ．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６）：１１３－１１９．）

［２７］ 赵洋．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的原则与标准［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８（４）：４２－４７． （Ｚ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４）：

４２－４７．）

［２８］ 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ｄ． ｇｏｖ． ｃｎ ／ ｈｂ ／ 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ｔｄＨＢ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ｄ ＝

５ＤＤＡ８ＢＡ３５９１８１８ＤＥＥ０５３９７ＢＥ０Ａ０Ａ９５Ａ７．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ｄ．ｇｏｖ．ｃｎ ／ ｈｂ ／ 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ｔｄＨＢ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ｉｄ ＝ ５ＤＤＡ８ＢＡ３５９１８１８ＤＥＥ０５３９７ＢＥ０Ａ０Ａ９５Ａ７．）

［２９］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细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１０－ 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ｗｈｚｘ ／

ｂｎｓｊ ／ ｇｇｗｈｓ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８＿７６５０８１．ｈｔｍ．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ｈｚｘ ／ ｂｎｓｊ ／ ｇｇｗｈｓ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８＿７６５０８１．ｈｔｍ．）

［３０］ 李国新，张勇． 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部崛起”［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６）：４－１２． （ Ｌｉ Ｇｕｏｘ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６）：４－１２．）

［３１］ 黄如花，范冰玥． 国外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研究述评［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８ （ ４）：１９ － ２７． （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ｈｕａ，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ｙｕ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４）：１９－２７．）

［３２］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 ２０１７修正）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ｚｌｈｑ． ｇｏｖ． ｃｎ ／

ｚｄｌｙｘｘｇｋ ／ ｘｚｚｆｇｋｘｘｇｓｐｔ ／ ｓｑｇｋ＿１５２８１４ ／ ｙｊｘｘ＿１５２８１６ ／ ２０１８０９ ／ ｔ２０１８０９２１＿１４１０７０２８．ｈｔｍ．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ｌｈｑ．ｇｏｖ．ｃｎ ／ ｚｄｌｙｘｘｇｋ ／ ｘｚｚｆｇｋｘｘｇｓｐｔ ／ ｓｑｇｋ＿１５２８１４ ／ ｙｊｘｘ＿１５２８１６ ／ ２０１８０９ ／ ｔ２０１８０９２１＿１４１０７０２８．ｈｔｍ．）

［３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９０７．ｈｔ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５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０

１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０３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９０７．ｈｔｍ．）

［３４］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剔除规定［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ｚｌｉｂ．ｇｏｖ．ｃ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１４８３０６．ｊｈｔｍ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１１－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ｚｌｉｂ．ｇｏｖ．ｃ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１４８３０６．ｊｈｔｍｌ．）

［３５］ 邓恩．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７８． （ Ｄｅｎｇ 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７８．）

［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１２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４８８０．ｈｔｍ． （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１－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１２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４８８０．ｈｔｍ．）

［３７］ 白苏红． 全民阅读政策执行的制度约束与优化［ Ｊ］ ． 图书馆，２０１７（４）：１２－ １６． （ Ｂａｉ Ｓｕｈｏ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７（４）：１２－１６．）

［３８］ 柯平． 法治化环境下公共图书馆信息公开制度 ［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１８ （ ５）： １０ － ２０． （ Ｋｅ Ｐ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８（５）：１０－２０．）

［３９］ 李国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历史贡献［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７（ ６）：４－ １５． （ Ｌｉ Ｇｕｏｘ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６）：４－１５．）

黄如花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赵　 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申晓娟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谢春枝　 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温芳芳　 赖　 彤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杨　 凡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馆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２；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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