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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颁布的意义
吴建中

摘　 要　 《公共图书馆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优势。 该法的颁布不仅有力夯实

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获得感，而且通过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制度

化、法制化轨道，坚定表明了国家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永续支持。 本文通过以法为引领、以法为遵循、以法

为底线三个部分，阐述《公共图书馆法》颁布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要深刻领会、广泛宣传、遵纪守法、恪尽职

守，在实践中增强图书馆工作者的自豪感和职业意识，提升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水平和层次。 同时虚心

学习国外图书馆经验，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跟上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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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我国图书馆界最大的事莫过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以下简称《公
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了。 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努

力奋斗数十年，终于盼来了她的诞生。 这是举一

纲而万目张的大事，其影响力将持续好几年甚至

好几十年。 国际图书馆界的经验表明，一部法颁

布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必定会迎来一轮事业发展

的新高潮。 例如，１９６３ 年韩国图书馆法颁布后，全
国图书馆数量从 １９６３ 年的 ４４５ 家猛增到 １９６４ 年

的 １１７１ 家；１９８７ 年该法修订时，对人员要求又作

了新的规定，促进了图书馆专业人员数量的增长，

全国图书馆馆员总数从 １９８６ 年的 ７２３１ 人发展到

１９８７ 年的 １３８４４ 人［１］。 由此可见，图书馆法对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

不断提升，社会对图书馆的认识不断增强，政府对

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这些利好因素为

图书馆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　 以法为引领

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公共图书馆法》是

在我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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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颁布的。 近几年，我国在立法方面更加注

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均衡发展，更加注重

以人为本的全面进步，文化立法的步伐进一步加

快。 ２０１７ 年，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 该法颁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首次以

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 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从本世纪

初逐步建立起来的，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对公共

文化服务投入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与此相反，我
国不仅加大了投入，而且通过确立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将以公益性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

其写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同样，《公共图

书馆法》颁布的意义也在于，以法的形式将以公

益性为主导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固化下来。
近年来，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的

发展处于低迷状态，如英国公共图书馆从世纪之

交的近 ５０００ 家减少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８５０ 家［２］ ；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 ５１ 家州立图书馆在过去

的 １２ 年里，收支分别减少了 ２４％和 ２２％，人员也

相应减少了 ２４％ ［３］ 。 而与此同时，我国图书馆事

业却呈快速发展态势。 据国家有关统计，１９７９ 至

２０１５ 年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年均增速 １６ ６％，明
显高于同期 ＧＤＰ 年均 ９ ７％的增速①。 这些年全

国各地新馆建设和改扩建势头不减，不少城市将

新图书馆或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建筑群建成

区域新地标，部分城市如深圳和广州等更是举起

了“图书馆之城”的大旗，将全民阅读和图书馆服

务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公共图书馆

法》的颁布不仅有力夯实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

大公众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获得感，而且通过

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坚
定表明了国家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永续支持。
因此，图书馆工作者在充满自豪感和荣誉感的同

时，更要坚定信念，增强信心。
虽然这几年我国图书馆事业有了快速发展，

但我们绝不应盲目自大，要参照西方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轨迹找准自己的发展坐标。 西方一些国

家削减图书经费也好，关闭图书馆也好，涉及的不

仅仅是钱的问题，也有图书馆价值再认识的问题。
公共图书馆的目标之一是消除文盲，以提高

识字率为其主要使命之一［４］ ，而如今全球成年人

识字率已经达到 ８６ ２５％，中国已高达 ９５ １２％，不
少发达国家更是达到百分之百［５］ 。 在这种情况

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依然以阅读和

识字教育为主要使命提出质疑，有些政府甚至以

此为借口关闭图书馆。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图

书馆开始进入转型的轨道，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共

图书馆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围绕阅读素养开展工

作，而是将信息素养、技术素养、职业素养等与阅

读素养整合在一起，推进“后素养”（ｐｏ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或“多元素养” （ｍｕｌｔ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项目［６］ ，将图书

馆服务的重心放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如今，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其他行业一样，正在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央推进高质量发展，要
求各行各业尽快从数量和硬件优先的发展模式

中摆脱出来。 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就是要从过

去填补空白式的、追求高大上的粗放式发展向注

重工作绩效、注重服务质量、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

方向转移，在创新中求进步，在转型中求发展，推
动图书馆事业上一个新的台阶。

２　 以法为遵循

首先，《公共图书馆法》不仅是针对公共图

书馆的法律，对其他类型图书馆也具有指导和促

进意义。 一方面，我国立法资源有限，在短时期

内颁布与图书馆相关的其他法律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法》在酝酿初期是希望

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图书馆法，但由于各行业、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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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数据由上海图书馆研究室提供。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出处：１９７８ 年—２０１４ 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２０１５ 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６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公

共图书馆财政拨款数据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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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书馆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对各类图书馆的

要求也不尽相同，经过数次修改和调整后才聚焦

于公共图书馆。 但实际上，与其他国家的公共图

书馆法相比，我国《公共图书馆法》已经有不少

超越，如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设立国家图书

馆，主要承担国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国家书目

和联合目录编制、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组织

全国古籍保护、开展图书馆发展研究和国际交

流、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等职

能。 国家图书馆同时具有本法规定的公共图书

馆的功能”。 再比如呈缴本制度一般都是由综

合性的图书馆法或出版法等相关法律来确定，而
我国在尚未颁布《图书馆法》或《国家图书馆法》
的情况下，将呈缴本制度写入了《公共图书馆

法》，同时在规定向国家图书馆交存出版物以

外，又特别在第二十六条规定“出版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和所在地省级公

共图书馆交存正式出版物”。 这在国际上是很

少见的，由此，省级公共图书馆也承担起法律所

赋有的托存图书馆的功能［７］ 。 再比如，本法也

提到了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如学校图书馆、科研

图书馆等，在第四十八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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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外，还强调“国家支持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

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这一提法已经超出了一般建议的范畴。 此外，该
法中有五处提到“古籍”，在古籍保护还没有专

门立法涉及的情况下，从法的角度将古籍保护提

到了一定的高度。
其次，《公共图书馆法》不只是对政府的约

束，对业界的要求更高、挑战更大。 一般而言，在
公共服务领域，由于涉及经费投入问题，法对行

政部门的制约似乎更大一些。 在法制不健全或

缺位的情况下，对公共服务投入的多寡往往取决

于行政领导的主观意志。 因此，在实际管理和运

行中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有钱多给一

点，没钱就少给甚至不给，这种情况在各级政府

普遍存在。 而有了法以后，政府部门必须依法行

事。 当然就目前来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各

地政府不仅公共服务的意识普遍增强，而且对文

化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全国各地兴起了新建和改

建图书馆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在规模上攀比和赶

超的现象。 尤其是东部地区一些城市图书馆的

建设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外国家图书馆，不少城市

公共图书馆还进入了二期建设阶段。 新法出台

以后，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不会觉得有什么压

力。 相反，新法出台对图书馆界的要求显得更为

突出。

这里提几个容易忽略的问题。 首先是呈缴本

管理与服务。 《公共图书馆法》规定，省级以上图

书馆将接受本地出版者交存的出版物。 国家图书

馆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大多数省级图书馆从现在

起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应的管理与服务体系。 而

难度更大的不在于有没有这套体系，而是随之而

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过去图书馆可以根据自己

的管理制度处置不需要的资料，而有了法以后，读

者一旦发现图书馆缺藏，不仅可以投诉，而且可以

上诉，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问题了。 同时，图书

馆一旦接受了交存的非书资料，不仅要保管好，而

且要提供服务，那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非书资料

服务体系，但很多图书馆还不具备这方面的管理

与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传统资料如唱片、胶卷等

实体性馆藏的管理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

但数字化资源如研究数据、图表等的管理不仅难

度大，而且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其次，在联

合服务方面，以前可以象征性地开展一些跨系统

的联合服务，今后联合服务将成为公共图书馆的

一项重要职责，任何类型和规模的图书馆都要开

展这样的服务。 如省级图书馆要与大学和科研图

书馆开展联合服务，县级甚至乡镇图书馆也要承

担起为中小学图书馆服务的功能，联合服务将成

为地方公共图书馆必须担负的职责之一。 其他如

古籍保护等工作也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因

此，图书馆工作者必须以法为遵循，坚守自己的岗

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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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以法为底线

过去我们热切期盼图书馆法、图书馆权利等

一切能保障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出台，现在这部

来之不易的《公共图书馆法》颁布了，我们不仅要

倍加珍惜，而且要自觉成为守法护法的模范，理
直气壮地捍卫法律尊严，坚定不移地守住法律

底线。
《公共图书馆法》既已颁布，图书馆工作者就

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履行自己的职责、行使自己

的权利。 守法护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组

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是政府部

门的领导还是图书馆的管理者都不能随意改变

法律对图书馆的要求。 比如，在开放时间上，既然

规定“公休日应当开放”，就没有公休日闭馆的任

何理由。 有些图书馆选择周内某一天如周一闭

馆，并认为读者已普遍接受了这一做法，但法律

颁布后就必须对此作相应调整。 因为公休日开

放是铁定的底线，任何图书馆都不得超越这一底

线。 至于公休日开放时间的长短，是可以灵活掌

握的，如部分图书馆在公休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缩短开放时间，也不失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再比如，《公共图书馆法》对免费服务作了很具体

的规定，但有些服务却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如
为了提高讲座知名度一些图书馆会邀请国内外

知名学者，这样不仅需要支付较高的课酬，而且

交通和食宿费用开销也不小。 过去图书馆通过

收取一定费用来举办较高层次的讲座，现在这类

活动就可能大幅压缩。 虽然今后针对免费和收

费服务会出台一些工作细则，但如何提高公益性

讲座的质量对讲座组织者来说确实是一大难题。
这一工作把握不好，会引起读者不满，影响讲座

品牌。 因此，图书馆既要防止免费服务质量下降，
又要着力提升免费服务的层次，使公益性服务更

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４　 结论

《公共图书馆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优势。 我们不仅要深刻领会、

广泛宣传，而且要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在实践中

增强图书馆工作者的自豪感和职业意识，提升图

书馆管理与服务的水平和层次。
第一，要深刻领会《公共图书馆法》颁布的

意义，在深入学习上下功夫。 我国这次颁布的

《公共图书馆法》不仅借鉴和吸取了国外图书馆

事业发展和政策法规上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
而且在此基础上更富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
如总分馆制，完全依照国际通行做法不仅行不

通，而且也不现实。 又如中心图书馆建设，通
过文化部门与图书馆通力合作，全国各地涌现

出不少符合当地特点的成功实践，它们不仅为

丰富中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生动素材，
而且也为发展中国特色图书馆体系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第二，要认真对照自身存在的不足，在弥补短

板上做文章。 应该看到，虽然我国图书馆事业近

年来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很多方面与国际同行相

比还有不小差距。 我们应以此为契机，在虚心学

习国外图书馆经验的同时，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

不足，跟上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第三，要切实提升管理水平与服务效益，在推

进转型上求实效。 如今全球图书馆界都面临转

型，在服务方式上，从图书借阅为主向适应终身学

习需求的方向发展；在空间设置上，从阅览室为主

向信息交流和共享空间的方向发展；在管理模式

上，从自我管理向社会共建的方向发展。 这些都

是图书馆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应努力把握好转型

的机会，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业务能力和服务

效能。
我们应以创新求进步，以转型谋发展，以更优

异的成绩、更丰硕的成果、更积极的姿态，迎接我

国图书馆事业新一轮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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