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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研究”
专题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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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信息处置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环节，有利于优化馆藏结构，提高文献整体质量，缓解图

书馆空间紧张问题。 国际图联（ＩＦＬＡ）馆藏采选与发展部（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年发布的《使用概念工具的馆藏发展政策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ｏｏｌ）强调“应以书面方式确定文献信息处置政策，特别是接受捐赠的文献”［１］。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ＬＡ）２０１５年发布《文献剔除手册———逐架剔除指南》（Ｔｈｅ Ｗ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ａ Ｓｈｅｌｆ－ｂｙ－Ｓｈｅｌｆ Ｇｕｉｄｅ），对文

献信息处置的原因、程序、标准等进行了详细阐释，为图书馆开展文献信息处置工作提供了可靠参考［２］。
近年来，由于馆藏文献不断增加与馆藏空间有限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文献信息处置问题随之引起我国

图书馆界的关注。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细则》［３］中的业务建设部分将“剔旧工作”作为必备

内容，湖北、广东等地文化管理部门相继出台文献剔除或剔旧政策。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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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也指出将

加快制定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４］，并委托武汉大学、国家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三方合作，共同开展

“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研制”项目研究。
如何准确全面理解文献信息处置的概念和范畴，对于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制定至关重要。 项目组

在文献搜集与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文献信息处置”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多见，更为通用的提法是

“文献剔除”“文献剔旧”“藏书剔除（剔旧）”“馆藏淘汰（台湾地区）”等类似表述。 从现行制度和文献

信息处置工作的实践来看，相对于其他几个术语，“处置”的涵义更丰富。 文献信息处置至少应包含两

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从公共图书馆业务层面对馆藏文献进行“剔除”“剔旧”；第二是从资产管理层面

对剔除、剔旧后的文献信息进行妥善处理。 因此，本专题将公共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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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馆藏效益的前提下，根据工作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标准，对占有、
使用的文献信息进行产权转移或注销的行为。

本专题 ５ 篇文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导向，围绕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的理论和实

践，分别对国内外文献信息处置研究现状、原则与标准、处置流程和面临障碍等相关主题进行探讨。 希

望本组研究能够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制订提供较丰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加快公共

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制度的出台，进而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提升

文献信息处置实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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