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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学会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　要　图书馆学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和保护 ;也要深化改革 ,积极采取对

策适应市场环境下的发展 ,但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 ,而应该科学地探索学术社团自身发展的规律 ,

为本学科的发展作出切实贡献。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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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70 年代末以来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中国图

书馆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相继成立 ,至今已走过

20 多个年头。20 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由计划经济逐

步转轨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环境发生

了巨大变化 ,图书馆学会在新经济体制下如何生存与发展的

问题 ,也现实地提到了图书馆学会工作者的面前。本文仅对

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学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 　图书馆学会需要得到社会保护 ,而不应简单地被

推向市场

1. 1 　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会都应得到社会保护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走向市

场”、“参与竞争”成了各行各业的时髦口号 ,图书馆界也有不

少人大声疾呼图书馆要实行“产业化”,“全面推向市场”。然

而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 ,除了少数条件较好同时领导者较有

胆识的图书馆 ,能真正发挥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 ,在创造

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之外 ,相当多数图书馆

所谓的“走向市场”,不外是破墙开店 ,出租场所 ,办录像厅、

歌舞厅 ,甚至出租书刊 ;所谓的“参与竞争”,不是指的开发提

供情报信息的竞争 ,而是与个体录像厅、歌舞厅、租书摊的竞

争。这一切 ,不能不让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感到深深的悲哀。

正因为如此 ,近年来图书馆界又开始对“图书馆产业化”、“全

面推向市场”进行深刻反思 ,认为 :图书馆事业是一种特殊的

事业 ,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需要国家、社会、法律的保

护 ;并指出 ,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 ,也不存在企业性质的图书馆[1 ]。

长期以来 ,图书馆事业至少有国家财政固定拨款和一支

相对稳定的干部队伍 ,一般也都有一定面积的馆舍及设施设

备 ,有一定的工作人员编制和各种专业人员 ;而作为学术性

群众团体的各级图书馆学会 ,除国家图书馆学会外 ,既无工

作人员编制 ,也鲜有固定的国家财政拨款 ,大多依靠所挂靠

单位 (多为当地公共图书馆) 人力财力的支持 ,人员多是兼

职 ,经费大多靠会费以及各方赞助 ,但却要承担沟通党和政

府与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联系 ,组织各系统图书馆和广大会

员开展学术研究、协作交流、推广经验、编辑学刊等任务 ,其

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不仅如此 ,由于各时期主管部门和挂

靠单位主要领导对图书馆学会的重视程度不同 ,对学会工作

的开展影响也很大。如某省图书馆学会 1979 年底成立后 ,

省文化厅每年拨款 1. 5 万元给挂靠单位作为学会经费 ;20 年

后的今天 ,挂靠单位每年只给学会资助约 1 万多元 ,加上物

价上涨及人民币贬值等因素 ,主管部门与挂靠单位对学会的

实际资助大约仅为学会成立之初的 1/ 20。在这种情况下 ,学

会要开展各项活动 ,难免捉襟见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学

会当然不仅要靠向上伸手要钱 ,也要想法创收以维持自身生

存 ;但图书馆学会毕竟不像一些工程技术学会具有科技或行

业方面的较大优势 ,其协调、服务的对象———各系统图书馆 ,

也不是能盈利的企业部门 ,因此创收也并非易事。由此可

见 ,图书馆学会同样需要社会的保护 ,需要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业务主管部门、社团管理部门、挂靠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

关心支持和赞助。

1. 2 　图书馆学会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 ,不应把赚钱盈利放

在首位

图书馆事业属于上层建筑 ,图书馆不是企业 ;即使认为

图书馆属于信息产业 ,它也是一种特殊的产业 ,仍然应当坚

持公益性、服务性原则 ,以无偿服务为主 ,而不应把赚钱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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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它的特殊性就在于 :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资料属于社

会共有的财富 ,同时又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劳动满足社会

共同的需要 ,满足社会对生产力再生产的需要 ,因此它的耗

费应当由社会支付[2 ]。在西方发达国家 ,图书馆经费一般是

从税收中按一定比例提取 ,由各级政府支付给图书馆 ;在我

国 ,则列入国家文化事业预算 ,由各级政府拨款给图书馆。

图书馆学会是组织各系统图书馆及图书馆工作者开展学术

研究和协作交流的群众性团体 ,同样不能违背公益性、服务

性、无偿性原则 ,在其所开展的学术性活动中 ,即使结合创收

适当收费 ,也不能像企业一样把盈利摆在首位 ,而只能是部

分弥补开展学术活动的必要支出。学会若为赚钱而开展活

动 ,是根本违背学会宗旨的。正因为如此 ,笔者认为不应当

把图书馆学会完全推向市场。

2 　图书馆学会要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积极采取对策 ,

以利生存和发展

我们说图书馆学会和图书馆事业一样需要得到社会保

护 ,并非否定学会要适应环境 ,参与竞争 ,增强活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吃

大锅饭 ,一味等、靠、要的状况。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国力尚不充裕 ,即使是国家全额拨款的图书馆 ,尚且普

遍感到经费紧缺 ,入不敷出 ,不得不广开创收补文门路 ;作为

学术社团的图书馆学会 ,本身就没有吃“皇粮”的条件 ,更只能

继续走争取社会各方赞助和自身创收的路。笔者认为 ,为了

图书馆学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2. 1 　用好用足国家给图书馆和学术社团的政策 ,积极争取

各方支持

当前图书馆学会面临的最大困难无疑是经费匮乏问题。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国家科委等 16 个单位于 1995

年 6～8 月对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的联合调查结果显

示 ,近年来由于食宿、交通、印刷费用上涨 ,组织学术活动成

本大大提高 ,而国家对学会组织学术活动的经费未能相应增

加。据统计 ,公益性的全国性学会经费支出总额由 1987 年

的 2500 万元增加到 1994 年的 8100 万元 ,年均增长 18. 1 % ,

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21. 3 %) 3. 2 个百分点 ,其

中政府投入比例由 65. 5 %降至 27. 7 % ,各学会不得不减少

学术活动或采取收会议费来“以会养会”,但也造成削弱学会

功能和影响会议质量的后果。学会会刊的出版也受到经费

不足的影响[3 ]。笔者认为 ,为解决学会经费问题 ,首先应当

用好用足国家给图书馆和学术社团的有关政策 ,积极争取各

方资助。因此 ,学会应向众多图书馆广泛宣传国务院国发

[ 1991 ]31 号文件、财政部税务总局[ 94 ]财税字第 089 号文件

等精神 ,确保各级财政对图书馆的全额拨款 ,以及税务部门

对图书馆创收补文的税收减免。特别是国发[ 1996 ]37 号文

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中明

确规定的 :“为鼓励社会力量资助文化事业 ,纳税人通过行政

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组织对下列文化

事业的捐赠 ,在年度应纳税所得款 3 %以内的部分 ,经主税务

机关审核后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其中包括

“对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的捐赠”。图书馆学会应广

为宣传 ,积极争取有实力的大企业向图书馆捐款。此外 ,还

可通过与图书馆联办活动 ,以获得创收补文的税收减免优

惠。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为图书

馆和图书馆学会拓宽经费来源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要密

切关注国家今后新的文化经济政策的出台 ,充分掌握和利用

这些政策为发展图书馆事业服务。

2. 2 　充分利用学会的学术地位等特殊优势开展创收活动

学会虽然是群众性的学术社团 ,缺少经费、场所、设备等

有形资产 ,但也有自身的优势。每个学会都汇集了本行业、

本学科最杰出的人才 ,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 ,又有年富力

强的中年骨干 ,还有一大批后起之秀。这便是她独特的行业

学术权威性。如 1993 年中华医学会对美国 P &G(宝洁) 公

司生产的“舒肤佳”香皂进行论证、推荐后 ,极大地促进了该

产品的市场销售 ,为此中华医学会获得 64 万美元 (分 5 年付

款)的合作费[4 ]。学术社团对某一产品的认可 ,加重了该产

品的科技分量和可信程度 ,使广大消费者对产品产生信任

感 ,从而促进销售 ;与此同时 ,学会的名字也随着这些畅销产

品跨越行业界限深入千家万户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学会的社

会知名度。图书馆学会虽然不同于中华医学会以及诸多工

程技术学会 ,但仍有自身的优势 ,也可以从上述例子中获得

启发。例如 ,图书馆要使用、消耗许多图书设备、用品及图书

馆管理软件等 ,市场上各厂家竞争激烈。如果能由学会组织

有关专家对这些产品进行论证、推荐 ,必将促进其中优秀产

品的推广 ,图书馆学会也可以从厂家获得一定赞助。这种鉴

定、论证、推荐的产品范围和办法也可以进一步扩大到文化

用品、生活用品等。而这种合作如果由图书馆学会来牵头 ,

组织多馆协作同时推出 ,定会具有更大效果。

利用图书馆学会的行业学术领头地位 ,结合自身业务范

围开展创收的形式还有许多 ,如办继续教育培训班、评职称

考试外语、古汉语辅导班 ,举办最新科技专题讲座 ,进行成果

鉴定和论文评奖 ,出版论文集 ,组织外出参观、学习交流 ,推

荐代售业务书刊等等 ,都可以收取一定的培训费、服务费、劳

务费 ,弥补学会部分经费开支 ,这些也是各地图书馆学会近

年来普遍采用的创收方式。但在具体操作中也遇到一些实

际困难和问题 ,学会要处理好与主管部门和挂靠单位的利益

关系 ,为其多做一些实际工作而不要增加负担 ,以取得主管

部门和挂靠单位长期而稳定的支持。

3 　图书馆学会要继续深化改革 ,不继探索自身发展

的客观规律

3. 1 　现代图书馆事业在发展 ,学会也应尽快采用现代科技

设备实现办公自动化 ,改变学会工作形象

现代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 ,电子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

和远程通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日益普遍。在西方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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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对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无墙图书馆、全

球图书馆等等的探讨已成为图书馆界的热门话题。继 1994

年有关组织分别在德国和美国举办了第一届电子图书馆和

第一届数字图书馆国际会议之后 ,1996 年 3 月美国一些组织

又联合举办了“首届 ACM 数字图书馆国际会议”[5 ]。在我

国 ,经过长期酝酿的“金图工程”已正式写入《文化事业“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纲要》,报请国务院信息办审查、论证

后将以国家级项目进行实施[6 ]。几年前还停留在书本上的

图书馆自动化管理、联机检索、联机编目、书目与文献数据

库、多媒体阅览室、电子信箱、网络与上网等等 ,正在一个又

一个图书馆成为现实。然而 ,大多图书馆学会的办公场所却

还是老样子 :几张办公桌 ,几架文件橱 ,文件和档案仍是书本

式手工操作管理 ,联系工作方式仍是书信与电话。这种状况

与图书馆学会所具有的学术地位很不相称 ,也与新形势对图

书馆学会的要求不相适应 ,与当今讲求高效率、高效益的时

代不合拍。图书馆学会应当是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先行者

和积极推广者 ,倘不率先使用 ,又不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

能 ,又怎能去组织推广 ? 因此笔者认为 ,至少应在省级以上

图书馆学会秘书处配备办公自动化所需的电脑、传真机、打

印机 ,并实现上网 ,在业务文件、会员档案管理上要实现电脑

化管理 ,在省级学会间实现网络通信 ,及时沟通信息 ,成为图

书馆行业办公自动化的先行者和带头人。

3. 2 　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应合理流动 ,及时调整年龄结构、

知识结构 ,注重知识更新

学会工作搞得好坏与否 ,除了坚强有力的理事会和具有

远见的学会领导人 ,学会秘书处的工作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从目前一些省级图书馆学会秘书处干部配备情况来看 ,有的

整体年龄偏大 ,有的整体知识结构较单一 ,有的人员 10 几年

一直从事学会工作 ,缺乏图书馆其他业务岗位工作经历 ,也

有的因为学会人员配备不足 ,工作繁忙 ,无法参加培训进修 ,

原有知识逐渐老化过时等等 ,这些情况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了学会工作。笔者认为 ,学会秘书处人员一方面需要保持相

对稳定 ,不宜频繁变动 ,以利于熟悉各方面情况 ,建立和保持

良好的工作关系 ,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 ,秘书处工作

人员也需要适当流动 ,既可防止一些同志在一个部门呆太久

可能产生的习惯惰性和固步自封情绪 ,又可丰富图书馆有关

业务工作知识和经历 ,还可通过交换、交流部分人员达到调

整秘书处整体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的目的。特别在当前我国

国民经济面临产业结构大调整、干部转岗分流的情况下 ,图

书馆学会也不可能配备较多的专、兼职干部。这就要求学会

干部要认清图书馆现代化的大趋势 ,抓紧培训进修 ,通过继

续教育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 ,成为一专多能 ,即所谓的复合

型人才。目前急需补课的首先是计算机和外语知识。学会

干部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别人开展学术活动上 ,自己也要

钻研学术 ,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 ,否则“以其昏昏 ,使人昭

昭”,是不可能开展好学术活动的。

3. 3 　明确工作目标 ,积极开展自身宣传和公关活动 ,树立学

会良好社会形象

图书馆学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由各系统图书馆工作者组

成的学术性社团 ,具有独立社团法人的法律地位 ,同时又具

有学术性、公益性、科普性、群众性。它既不是政府的一个图

书馆管理部门 ,也不是一种企业化的组织。正如中国科协副

主席刘恕 1994 年在全国性学会秘书长会上指出的 :“学会权

威性是中国科协的学术团体的本质特性 ,是发挥学术团体的

凝聚力、影响力、实力的基础。”因此 ,对于图书馆学会来说 ,

应当注意紧紧把握学会的学术地位 ,注意捕捉、汇集图书馆

学、情报学、信息科学等科学最新研究进展和动态 ,积极组织

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和业务交流 ,特别是注意开展一些

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活动 ,确保学会在图书馆行业中的学

术权威地位[7 ]。一旦失去了学会的学术权威地位 ,学会也就

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可能的情况下 ,图书馆学会还应

从科协、社科联争取一些科研课题 ,以任务带科研 ,组织一批

图书馆学专家合作攻关 ,例如参与建立地区性信息网络的决

策论证等。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化、网络化的大图

书馆 ,图书馆学会也应把图书馆馆际协作作为工作重点之

一。在国家有关图书馆行业统一管理的政策尚未出台之前 ,

图书馆学会是组织各系统图书馆协作交流的最好组织形式 ,

应当在这方面发挥学会应有的作用。

3. 4 　在学会业务工作内容和形式方面创新开拓 ,增强学会

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目前各省级学会都有一定规模 ,会员少则数百人 ,多则

几千人。如何使学会对众多会员具有吸引力、凝聚力 ,关键

在于要让会员有机会参加学会的活动。许多学会每年都要

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 ,今后还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努力办好学刊 ,扩大学术交流面 ,争取学会能给会员更多的

实际帮助。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 ,由于学会会员队伍日益壮大 ,

学会举办再多的学术活动 ,能参加的会员也仍然是少数。为

此我们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扶持、鼓励基层学会开展小型多样

的活动上 ,除了学术研讨会 ,还可以有参观学习、现场观摩、

专题讲座等。还可组织全体会员集体活动 ,参观学习与观光

旅游相结合 ,使图书馆工作者感到当会员的意义。当然 ,学

会对会员的吸引力最根本的还在于对会员学术研究成果的

认定、对会员权益的保护以及会员的荣誉等方面 ,但这些最

终有待于学会自身地位的提高。

要使图书馆学会增强活力 ,焕发生机 ,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是要打破行业界限 ,跨出图书馆界 ,大胆地与相关学科学

会开展跨学会的协作研讨活动。例如信息、计算机、情报、档

案等学会都与图书馆行业密切相关 ,与这些相关学会联合开

展学术研讨活动 ,或相互邀请参加对方举办的学术研讨活

动 ,相信一定能开阔眼界 ,拓宽思路 ,从而更好地深化图书馆

学研究和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总之 ,只要我们解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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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信息资源建设与对策
摘　要　我国企业信息资源建设的对策是 :网上共享信息资源 ;馆藏资源要有特色 ;资源载体应

多样 ,加强电子出版物收藏的同时 ,重视印刷型文献收藏 ,等等。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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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thinks tha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 there should be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collections , diversity of information media , collection of electronic publica2

tions , etc. 6 refs.

KEY WORDS　Enterprise.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ource development . 　Development strate2

gy.

CLASS NUMBER　G253

　　在信息社会 ,知识和信息成为战略资源 ,是提高企业竞

争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在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

型转变的过程中 ,加强信息资源建设 ,强化信息运行机制 ,充

分发挥信息资源在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控制、协调、决

策等综合功能 ,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参与国际竞争 ,已是企业

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电子出版物的增多和数字图书馆的

出现 ,为企业信息资源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

1 　我国企业信息资源建设现状

1. 1 　企业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家们充分认识到谁能更多更及

时地拥有信息资源 ,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创造经

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奇迹。因此 ,他们都较重视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我国一般企业都设有图书馆或信息中心等信息机

构 ,配有专职信息人员 ,专业队伍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 ,有的

还形成了较为理想的学历层次结构。信息机构大多装备有

计算机。目前 ,这些计算机主要用于信息的接收、处理和检

索、数据和资料的统计、经营管理、文字处理、编程和软件开

发等业务。

1. 2 　印刷型文献信息资源已具相当规模

我国企业图书馆馆藏丰富 ,特别是专业性文献信息资源

更具特色。比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图书馆 ,收藏着大量

有价值的中外科技文献 ,馆藏达 35 万余册 ,其中图书 30 万

册 ,期刊 1620 种。大庆石油管理局现有企业图书馆 (室) 60

余个 , 藏书总量达 300 余万册 , 有信息中心 24 个 , 档案馆

(室) 380 多个 ,馆藏 350 余万卷。另办有企业报纸 3 种 ,期刊

5 种 ,年平均刊载学术论文 700 余篇。

1. 3 　电子型文献信息资源日趋增多

计算机、高密度存储和数据通讯等技术的发展 ,引起了

文献信息出版形态和发行方式的变革 ,改变了图书馆工作的

传统模式 ,推动图书馆走向电子化和网络化。在许多企业图

书馆 ,电子型文献信息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庆油田图书馆自

筹建之日起 , 一直致力于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 ,现入藏各类

想 ,集思广益 ,勇于创新 ,在深化学会自身业务工作内容和形

式改革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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