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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图书馆法研究综述
　 ———基于图情类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

李京胤　 高　 爽

摘　 要　 文章运用知识可视化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数据处理工具 Ｅｘｃｅｌ，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２３７２ 篇

国内图书馆法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图书馆法研究的整体变化趋势、期
刊分布、核心作者和研究团队、高水平科研机构等外部特征，并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探究我国图书馆法

研究的主题内容和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我国图书馆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即图书馆立法对象

及公共图书馆法研究、国外图书馆法研究、图书馆立法理论基础研究、图书馆立法重点内容研究，并呈

现出向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社会力量参与管理、图书馆战略规划、高校图书馆社

会化及读者服务的法律保障、国外高校图书馆法律制度、图书馆资源合理使用的法律保障等多个方面

转移的研究趋势。 图 ６。 表 ２。 参考文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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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简称《公共图书馆

法》），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 ２０１８ 年

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我国图

书馆界工作者和相关专家学者一直未间断对图

书馆法制订、图书馆法律体系建立的研究和探

索，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献，对推进我国图书馆法的

成熟和落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对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图情领域核心期刊中有关图书馆法的研

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梳理图书馆法研究的整体

趋势、高水平科研机构、核心作者等外部特征，并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探究我国图书馆法研究的

主要内容和趋势，进而得出四十年来我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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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脉络。

１　 研究设计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检索工具和数据

来源，选择有关图书馆法的期刊论文，检索式为

“主题＝图书馆法”，并勾选“同义词扩展”选项，
检索时间限定为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改革开放时

间）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检索到 ５３４６ 条结

果。 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质量，首先对 ５３４６ 条结

果进行核心期刊的筛选，依据是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含扩展版目录）（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和 ２０１８ 年

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的 ２３ 种图情类核心

期刊。 又由于所研究文献时间跨度较大，很多期

刊涉及名称更换，因此也统计了各个期刊更名前

所收录的文献。 经过筛选，最终得到 ２３７２ 条结

果，在 ２３ 种核心期刊中均有分布，之后采用国内

外文献计量领域广泛应用的知识图谱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１］和数据处理工具 Ｅｘｃｅｌ 对所得结果进

行分析研究。

２　 文献分布情况

２ １　 时间分布

学术论文的时间分布特征，可以反映某一学

科领域研究热度的变化走势，并作为知识演化发

展阶段划分的参考依据。 本文提取了文献的年

份信息并将数据导入 Ｅｘｃｅｌ 中，从而得到文献的

年度分布走势，详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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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图书馆法研究论文年度分布

　 　 如图 １ 所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图情领域就

已经有图书馆法的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整体呈上

升趋势，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 篇逐渐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９５ 篇，可见图书馆法一直都是图情领域学者的

研究关注点。 根据图 １ 数据，可将我国图书馆法

的研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１）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年为初期探索阶段。 在这一

阶段，文献数量逐年缓慢递增，文献量共 ５３１ 篇

（占比 ２２％），每年相关文献量在［１－５０］闭区间

之内。 该阶段的文献主要侧重于对国外图书馆法

规的介绍、分析和借鉴。 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

立法环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有关图书馆和

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关条例提上日程，相关政府部

门也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文件，如 １９８１ 年教育部颁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

例》、１９８２ 年原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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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等。 这些规范

性文件推动了图书馆法的研究进程，并对后期图

书馆法的研究与制订具有参考价值。 但在这一

时期，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一定冲击，图书馆法

规的研究热情并不够高。
（２）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为迅速发展阶段。 这一阶

段，文献量迅速增长，并于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１５９ 篇，呈
现出图书馆法的研究热潮。 该阶段的研究内容

不断深化，主题有具体法规内容的研究、立法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探讨、立法影响因素及阻碍分

析、国外法律的研究借鉴等。 其中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是公共图书馆法制订的关键时期，文献量

有了巨大提升，产生了此阶段的两个峰值，分别

为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３９ 篇和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９ 篇。 虽然

２００９ 年期刊文献数量有所回落（９８ 篇），但中国

图书馆学会在 ２００９ 年新年峰会上讨论部署的

“《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项目成立了 １１
个立法支撑研究课题组［２］ ，有 ７０ 多人直接参与，
汇总的初步成果达 １５０ 万字左右［３］ ，课题组成员

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以调研报告和书籍形式公开。
因此，２００９ 年的图书馆法研究热情依然是高

涨的。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出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中正式将“公共图书馆法”列为我国的

立法项目，除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立法支撑研

究课题组之外，其他部门也积极采取行动推动公

共图书馆法的问世，如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原文化部（现
文化和旅游部）撰写完成《公共图书馆法》初稿，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大相关部门也对图书馆立法提供

支持，并多次就加快公共图书馆立法提出议案、
提案。 然而在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对于立法对象、
立法内容、立法组织、立法目标以及具体条款等

还存在一定争议，图情领域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对图书馆立法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加速推

动图书馆法落地的进程。
（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为逐渐成熟阶段。 这一阶

段，虽然文献数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公共图

书馆法》进入调研及修改阶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公
共图书馆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完成，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公共图书馆法（草案送审稿）》在原文化部

（现文化和旅游部）研究通过之后正式递交国务

院，随后开展了各地的实地调研和征求修改意见。
２０１８ 年文献量陡增至 １９５ 篇，这主要是由于《公
共图书馆法》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的正式实施引发了

图情领域对公共图书馆法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２０１８ 年的文献主题也以具体法律内容的解读、评
价及法律社会影响分析等为主。

２ ２　 期刊分布

通过提取期刊名称，运用 Ｅｘｃｅｌ 数据透视表

进行统计，得出文献在各个期刊的分布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其中对于有过名称变更的期刊，名称变

更前收录的文献都统一归到最新期刊名下，如
《国家图书馆学刊》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使用名称为

《北京图书馆馆刊》，本文将《北京图书馆馆刊》收
录的以“图书馆法”为主题的 １３ 篇文献统计到

《国家图书馆学刊》中。
如图 ２ 所示，在 ２３ 个图情核心期刊中，以“图

书馆法”为主题刊发论文量小于 １０ 篇的期刊只

有 ４ 个，仅占总数的 １７％；载文量大于 １００ 篇的期

刊有 １２ 个，占总数的 ５２％，半数以上的核心期刊

都刊登了大量关于图书馆法的文章，可见图情领

域对于图书馆法研究的重视和学者的热情。 其

中，《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两个期刊的刊文

量最多，分别为 ２８１ 篇和 ２５２ 篇，占总文献量的

２２％。 这两个期刊还专门设立图书馆法相关专

栏，如《图书馆》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推出“新世纪新视

点三人谈之关于‘知识自由’的对话”专栏，《图
书馆建设》２００５ 年开始推出“走向权利时代”专

栏，进一步推动了图书馆法这一主题的深入

研究。

２ ３　 作者、研发团队分布

经统计，在样本文献中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图

书馆法主题论文的作者共有 １６１２ 名。 其中，仅发

表 １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有 １２７５ 位，约占总数的

７９％。 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Ｎ＝

０ ７４９ ｍａｘ （ｍａｘ 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文数，Ｎ
为最低发文量），其中 ｍａｘ＝ ２９。 所以核心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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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各期刊图书馆法研究论文数量分布

最低发文数量约为 ４ 篇，共有 ６９ 位第一作者入

选，约占总数的 ４％，边缘作者所占的比例约为

９６％。 发文数量大于 １０ 篇的第一作者共 ８ 名（如
表 １ 所示），仅占第一作者总数量的 ０ ５％，却共

计发表 １１６ 篇文章，贡献了总文献数量的 ５％。
为进一步了解图书馆法研究团队的情况，本

文采用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所有作者进行聚

类分析。 从图 ３ 可见，作者间的连线较少，网络图

的密度整体比较低，我国图书馆法研究仍处于比

较分散的状态，研究团队较少、规模较小。 图中较

大的聚类有两个，一个是以蒋永福、韩继章为核

心的研究团队，团队成员还包括程亚男、王世伟、
初景利、李东来、王明慧、蔡冰、罗晓鸣、熊剑锐，共
１０ 人，主要研究图书馆法制治理的重要性、图书

馆规章制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府责任等；另
一个是以李国新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成员还包括

于良芝、程焕文、段明莲、屈义华、李超平、邱冠华、

表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发表图书馆法相关主题论文 １０ 篇及

以上第一作者

序号 作者 发表文章数量

１ 李国新 ２９
２ 黄宗忠 １７
３ 柯平 １５
４ 蒋永福 １３
５ 王世伟 １２
６ 肖希明 １０
７ 程焕文 １０
８ 曹磊 １０

高文华、李炳穆等 ８ 人，主要围绕图书馆立法进行

多项研究，具体包括国外图书馆法的研究参考、我
国图书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和问题、图书馆法治

环境、图书馆法律制度设计等。 研究团队以核心

人物为代表，以团队形式开展合作研究，为图书馆

立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推动了图书

馆立法的进程。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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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图书馆法研究作者聚类分布

２ ４　 发文机构分布

笔者将 ２３７２ 条数据导入 Ｅｘｃｅｌ 进行标准化

数据处理，具体操作如下：（１）对于同一篇文献，

有多个合著单位的，所有单位均统计在内；（２）有

很多单位具体到所属的二级单位，但其产出量较

少，不利于从宏观上反映国内图书馆法研究力量

的对比态势，因此去掉二级单位名称，统一归入

一级单位名称计数范围内；（３）对于同一个机构

但名称不完全统一的情况，进行统一化处理。

经过逐条人工梳理，共计 ７６５ 个单位，频次总

计 ２５９７ 次。 由于涉及机构较多，取出现频次前

１０ 名的进行图表展示，见图 ４。 其中，北京大学出

现频次最多，共 １３３ 次；其次是武汉大学和国家图

书馆，分别为 １０６ 次和 ９３ 次。 前十名的机构中，

有 ７ 个为高校，其中除黑龙江大学外，均为“双一

流”高校；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已成为国

内图书馆法研究领域的重要科研基地。

３　 研究热点分析

３ １　 高频关键词分析

本文将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间核心

期刊中所有的图书馆法相关文献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并生成图书馆法研究热点的知识

图谱，得出词频超过 ５０ 的 １４ 个高频关键词（见

表 ２），除去“图书馆”和“图书馆法”不具分析意

义外，其余 １２ 个高频关键词依次为：公共图书馆

（４５５）、文化教育法规（２６２）、图书馆事业（１４４）、公

共图书馆法（１０９）、高校图书馆（８４）、日本（８２）、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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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图书馆法研究发文量 ＴＯＰ１０ 机构

图书馆立法（７９）、图书馆学（７８）、图书馆服务

（７８）、美国（６７）、图书馆员（６１）、中国（５７）。 这

些高频关键词反映了我国图书馆法研究领域的

主要内容。 对比表 ２ 的词频和中心性可以发现，
公共图书馆、文化教育法规、公共图书馆法、图书

馆学这 ４ 个关键词的中心性均大于 ０ １。 词频和

中心性高的关键词可以被认为是研究的热点，因

此上述 ４ 个关键词可以被认为是图书馆法研究领

域的热点。 其中，所有关键词中频次最高的关键

词是“公共图书馆”，出现了 ４５５ 次。 由此可见，
我国图书馆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公共图书

馆。 同时结合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可知，公共图

书馆法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国外公

共图书馆法律的研究，主要以日本、美国、英国等

表 ２　 词频大于 ５０ 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１ 图书馆法 ５０１ ０ ４５ ８ 日本 ８２ ０ ０９

２ 公共图书馆 ４５５ ０ ６２ ９ 图书馆立法 ７９ ０ ０６

３ 图书馆 ３８４ ０ ３９ １０ 图书馆学 ７８ ０ １２

４ 文化教育法规 ２６２ ０ １１ １１ 图书馆服务 ７８ ０ ０５

５ 图书馆事业 １４４ ０ ０９ １２ 美国 ６７ ０ ０５

６ 公共图书馆法 １０９ ０ １３ １３ 图书馆员 ６１ ０ ０６

７ 高校图书馆 ８４ ０ ０９ １４ 中国 ５７ ０ ０５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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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法律体系已经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为研

究对象，结合该国国情研究其公共图书馆法律规

章制度的诞生背景、过程、意义和具体的法规内

容，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公共图书馆法

制订的问题及建设性建议［４－１２］ ；（２）公共图书馆

法立法涉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即公共图书

馆法立法内容的指导思想和影响因素，包括图书

馆学理论、图书馆管理思想、图书馆伦理、法律理

论及社会环境、经济资本等［１３－１８］ ；（３）公共图书馆

法具体立法内容的研究，包括图书馆的法人治理

结构、社会参与、图书馆服务、资源共享等方面的

研究［１９－２４］ ，这些研究为公共图书馆法各项细则的

制订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公共图书馆法的成

熟和落地。

３ ２　 聚类分析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得
到的数据结果如图 ５ 显示，共词图谱连线 １６４１
条、网络节点 ４３０ 个、密度为 ０ ０１７８，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Ｑ
的值为 ０ ４６０７（大于临界值 ０ ３），可见共词网络

的社团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较好；Ｍｅａｎ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值为 ０ ６４２５（大于临界值 ０ ５），说明聚类结果是

合理的。 通过使用软件的 ＬＬＲ 算法，并过滤掉数

量少于 １０ 的聚类，共导出 １１ 个主要聚类。

图 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我国图书馆法研究关键词聚类网络

　 　 １１ 个聚类反映了国内图书馆法研究的四大

类内容：
（１）对我国图书馆立法对象及《公共图书馆

法》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聚类主要包括 ＃０ “公共图书

馆”、＃６“公共图书馆法”。 聚类＃０“公共图书馆”
的关键词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事业、

公共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发展特点、乡镇图书

馆、公共图书馆政策、公共图书馆办馆主体、公共

政策、全民阅读推广制度等；聚类＃６“公共图书

馆法”的关键词主要有公共图书馆法、图书馆条

例、管理、中心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公众参

与等。
对于图书馆立法对象的确立，国内学者存在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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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争议，图书馆类型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专业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等多种。 由于短期

内图书馆界不同主管部门和不同群体对于图书

馆立法对象很难取得一致，而公民的信息权利亟

需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因此原文化部（现文化

和旅游部）决定放弃设立一部综合性图书馆法的

初衷，最终仅针对公共图书馆进行立法。
国内学者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立法进行了充

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外公共图书

馆法的研究；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基础和必要性研

究；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内容研究；公共图书馆法

的解读。 例如贾淑梅［２５］结合我国国情，从我国各

类型图书馆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全国各类

型图书馆广泛协作存在难度、公共图书馆相较其

他类型图书馆涉及的法律元素最多、公共图书馆

单独立法可参考的法律样本较多这四个角度，论
述公共图书馆法进行单独立法的可行性。 肖希

明、张勇［２６］等人在其所写的《公共图书馆文献资

源建设法律保障研究》一书中，论述的公共图书

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规范等

内容得到了《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的大量采用。
裴成发［２７］分析了公共图书馆法的法理问题，内容

包括公共图书馆法律的主体、客体、属性、法律关

系、法律适用性和法律责任等。 李国新［２８］ 、王子

舟［２９］ 、刘兹恒［３０］等多位专家学者对《公共图书馆

法（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修改建议，包括对公共

图书馆职责的明确、立法意义和目的的表述、公
共图书馆对于博物馆条例的借鉴、公共图书馆的

概念界定、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服务细节、《公共图

书馆法》内容表述的严谨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的修

改意见，完善了《公共图书馆法》的内容。 《公共

图书馆法》颁发后，李国新、吴建中、柯平、范并

思、金武刚等相关专家对于《公共图书馆法》进行

了详细解读。 李国新［３１］ 认为《公共图书馆法》指
引了新时代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
柯平［３２］提出《公共图书馆法》是既符合法理，又
符合学理的成熟法律，从文化法治、中国社会主

义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论述了法

律的时代性特征，从理论、事业、机构、业务等层面

论述了法律的专业性特征。
（２）对国外图书馆法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聚类主要包括＃５“日本”和＃９“联
邦”。 聚类＃５“日本”的关键词主要有日本、日本

图书馆、办馆特色、立法工作、启示、新加坡图书

馆、英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国会图书馆、比较研究

等；聚类＃９“联邦”主要有联邦、美国联邦政府、美
国图书馆协会、国家结构等。

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发

展成熟，原因之一就是从法律方面对图书馆事业

给予保障。 我国多位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这

些国家的图书馆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宏观层

面是对图书馆立法整体的发展过程、意义、性质、
多国对比分析等内容的研究，微观层面主要是就

各国图书馆法具体内容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国

图书馆法的建立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例如，汤旭

岩［３３］研究了多个国家的图书馆法的发展过程和

图书馆立法价值，从而结合我国情况对我国图书

馆立法的原则、性质进行分析，认为图书馆法是保

障人民合理利用图书馆的工具。 李雪原［３４］ 阐述

了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图书馆的法律法规体系，
指出其图书馆法律体系都具有多层次、人性化、切
实性、重结果的特点，并强调我国的图书馆立法一

定不能脱离实际。 乔欢［３５］ 研究了美国图书馆的

州法和联邦法的内容和适用范围，发现其并不适

用于所有图书馆，主要还是针对公共图书馆，对其

他类型的图书馆仅具有参考价值，这也为后来我

国最终先实施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立法提供了借

鉴意义。 张红燕［３６］ 对比分析了日本、美国图书

馆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并对我国图书馆法中个

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和原则进行探讨。
（３）图书馆立法的理论基础

这一方面的聚类主要包括＃４“图书馆学”和

＃１０“图书馆学理论”。 ＃４“图书馆学”的关键词主

要有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方法论、古籍版本学、图书

馆使命、研究对象、图书馆法实施规则等；聚类＃１０
“图书馆学理论”的关键词主要有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伦理、社会主义法制、法律环境、图书馆管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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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思想、经济资本等。
图书馆立法一直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

１９９２ 年，季彤蔚［３７］ 在《图书馆学范畴初探》一文

中将图书馆法划分到图书馆学研究的“图书馆与

社会矛盾”的范畴。 白永红［３８］从法理角度进行论

述，认为现代社会的日益理性化是图书馆和法律

发展的共同基础，法律是理性化社会主要的组织

手段，因此图书馆法对于高度理性的知识社会具

有必要性。 此外，图书馆法是图书馆这一社会主

体与法律的结合，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图书馆法学

的学科概念，并对这一学科的设置与建设进行研

究，例如刘新蒙提出图书馆法学的研究体系主要

是由图书馆法学理论、图书馆法原理、图书馆立

法、图书馆法规体系、图书馆法律规范、图书馆行

政行为、中国图书馆法史、外国图书馆法、中外图

书馆法比较等内容构成［３９］ 。 另外，关于图书馆学

与图书馆法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他们是相辅

相成的，图书馆学为图书馆立法提供理论基础，
图书馆法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教育的

法律保障［４０］ 。 除了上述从学科角度论述图书馆

立法的理论基础之外，部分学者还论述了社会客

观环境所提供的立法基础，包括经济基础［４１］ 、社
会基础［４２］ 、立法实践基础［４３－４５］等。

（４）图书馆立法研究的重点内容

这一聚类主要包括＃１“读者权利”、＃２“图书

馆立法”、＃３“文化教育法规”、＃７“经济体制”和＃８
“国家目录”。 关键词主要有读者权利、读者服

务、资源共享、知识产权、藏书建设、评估定级、开
放获取、用户研究、知识管理、国家目录等，这些关

键词也体现了图书馆法立法过程中的热点或难

点问题。
在读者权利、读者服务方面，李东来等人提

出可以参考国外图书馆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

律来保障读者权利，包括读者的资源平等使用

权、信息知情权、自由选择权、免费使用权、隐私权

等［４６］ 。 部分学者通过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法中读

者权利和服务的研究，分析总结问题并提出建

议，为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法的制定提供了参

考［４７－５０］ 。 在资源共享方面，公共图书馆主要是通

过建立图书馆联盟或者总分馆制度等，以开展原

文传递、馆际互借、联合服务等方式实现资源共

享，保证各成员馆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应对

资源价格压力、节省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经费、提高

资源利用率。 在知识产权方面，相关文献对在图

书馆工作中有可能发生的侵权问题进行分析并

提出建议，关注主体逐渐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

书馆转移，同时强调立法过程中要注重对读者知

识产权的保护，并就已有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对

图书馆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５１－５６］ 。 评估定级方

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图书馆评估的条款、绩效评估

的指标、绩效评估的手段、绩效评估的方法等。 在

知识管理方面，图书馆法是公共知识管理制度的

主要内容［５７］ ，知识管理强调人们的知识需求应通

过知识的存取、转移、分享来实现，而满足读者的

知识需求是图书馆运行最基本的动力。

４　 研究趋势

为了进一步探讨图书馆法研究的趋势，本文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的突变检测计算对样本文献

的关键词进行突现处理，该处理可以有效检测出

某个学科内研究兴趣的骤增程度，结果中一组突

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代表着某一领

域的研究热点，突发性节点加粗的部分代表着其

对应的主题在相应的年份出现了发文量激增情

况［５８］ 。 经软件处理后，共得到 １７８ 个突现关键

词，判断某一主题是否为新兴研究热点，需同时具

备“首次出现时间近”和“突发起始时间近”两个

条件，因此选取近五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的突现关

键词，如图 ６ 所示。 近五年突现的关键词共有 １４
个，同时满足“首次出现时间近”和“突发起始时

间近”两个条件，可以视为“图书馆法”研究领域

的新兴研究热点，合并同义关键词后得到以下 ９
个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法、图书馆法人治理和理事

会制度、社会力量、战略规划、读者服务、社会服

务、高校图书馆、台湾地区、合理使用，结合具体的

论文内容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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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近五年我国图书馆法研究突现关键词

　 　 关于《公共图书馆法》研究。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式公布了《公共图书馆法

（征求意见稿）》，在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颁布正式法律。 目前针对成文法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法律内容的解读、社会意义的分析等

方面。
关于法人治理结构和理事会制度的研究。

公共图书馆实行法人治理改革是我国事业单位

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该项改革有利于

优化运行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切实保证人民群

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 对于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内容：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内容、国外图书馆理事

会研究、国内图书馆理事会研究、制度运行保障

措施、法律体系构建研究、相关概念性质讨论［５９］ 。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改革实施以来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如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理事会定位不

明、作用未落到实处、决策权力有限等［６０］ ，这也将

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社会力量参与的研究。 《公共图书馆

法》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设立提出公共图书馆服务

网络建设要坚持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参与［６１］ 。 公

共图书馆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占重要地

位，应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的建设与服

务，从而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可持续

性［６２］ 。 目前，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活动

按性质可分为两类：对于政府所办图书馆事业的

捐赠及支持活动；举办营利或非营利性图书

馆［６３］ 。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

的主要措施有：进行制度建设和实现政策支持，营
造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发展图书馆基金会组织，
建立并不断优化管理和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和竞

争机制等［６４］ 。
关于战略规划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我国出台

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 “十三五”
等规划、高校图书馆发展规划以及国外图书馆战

略规划展开的研究。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法制保障体系日益健全”的
目标，积极推动《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推进公

共图书馆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制订工

作［６５］ 。 《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要求对法律出台后的贯彻实施开展研究和制

度设计，针对公共图书馆资源建设、运行管理、服
务内容、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等重点问题，形成

具体的制度设计成果［６６］ 。 这些规划为推动公共

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提供了指导，有关规划各项

要求内容的研究也进一步为公共图书馆立法内

容的制订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社会化服务和读者服务的研究，主要论

述了图书馆法律法规的制定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

服务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

务面临着图书馆事业系统规划、法律法规建设、资
源共享和服务整合不足的现状［６７］。 图书馆的法律

法规建设，有利于推动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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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研究包括国内外相关案例的研

究和高校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困境、措施等内容的

研究。 前者研究的参考对象主要是日本、美国等

已经进行社会化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发现国外完

善的图书馆法律制度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提

供的保障；后者的研究主要结合我国国情和高校

图书馆馆情来探索社会化服务路径，从法律法规

建设、开展相关服务等方面提出改进我国高校图

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可行性建议。 而针对图书馆读

者服务的内容众多，如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
面向特殊读者群体的服务、服务水平提升路径等

等，这些也都是图书馆法律研究中要讨论的内容。
关于高校图书馆和台湾地区的研究，主要是

对将高校图书馆工作纳入法制管理的研究，涉及

图书馆立法对于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读者服

务、图书馆人力资源、资源建设和共享等方面的

影响，具体包括：建立、完善高校图书馆法制管理

的重要性和建议［６８］ ，从立法角度推动高校图书馆

资源共享［６９］ ，强调出台过渡性法规来规范高校图

书馆社会化服务行为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７０－７１］ ，
从图书馆立法保障、信息资源战略、用户服务战

略和知识管理战略多个角度寻求高校图书馆的

可持续发展［７２］ ，图书馆立法对学科馆员制度的影

响［７３］ ，高校图书馆与读者的法律关系［７４］ ，探讨法

律法规的制定对读者权利的保障以及建立相关

的图书馆法及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来解

决高校图书馆“去职业化”问题［７５］ ，并通过研究

国外高校图书馆在法律制度方面的做法提出我

国高校图书馆应寻求立法支撑、健全规章制度的

建议［７６－７７］等内容。 另外，由于台湾地区的高校图

书馆已经面向社会开放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

多位学者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台湾和大陆地区的高

校图书馆，得到建立多层次的高校图书馆面向社

会开放的制度体系、面向多类型的社会用户提供

服务、适度开放图书馆服务内容等启发［７８］，强调尽

快完善法律制度保障，理顺图书馆管理体制［７９］。
关于合理使用的研究，主要围绕图书馆信息

资源的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制度是图书馆信息

服务的重要基础，涉及到资源的网络传输权、公

共借阅权、著作权等法律问题。 陈鸣强调要建立

相对完备的图书馆法律体系，为图书馆合理使用

著作提供制度基础，并分析图书馆在信息开发过

程中是否违背著作权法［８０］ ；吴钢［８１］ 从数字资源

建设、文献复制与传递服务、远程信息服务等多方

面论述我国图书馆法规条款所涉及的著作权问

题。 同时台湾地区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资源合理

使用制度，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有学者通过

对台湾地区图书馆的研究为大陆地区图书馆合

理使用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８２］ 。 有关图书馆资

源合理使用的研究推动了图书馆法进程，并能从

根本上规范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扩大图书馆的

公共信息服务职能。

５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图书馆法

的研究成果颇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多个角

度就图书馆立法所涉及的多个方面进行研究，为

图书馆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大大推动了图书馆

法律的立法进程，但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

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１）部分图书馆法研究存

在重复，研究深度欠缺。 许多文章的研究主题和

角度一致，存在观点上的雷同，缺乏创新。 （２）图

书馆法的研究群体主要还是集中在图情领域，与
法律学科的结合不够紧密，真正从法理角度进行

图书馆法的研究文章不多。 （３）针对图书馆立法

核心问题的研究较少，如关于读者权利、社会环境

（包括政治、经济等）对图书馆立法影响的研究较

少。 （４）部分对国外图书馆和图书馆法的研究把

重点放在对他国实际情况的介绍，结合我国实际

情况而得到实际性启发的研究深度不够。 （５）针

对已经出台的《公共图书馆法》的解读、分析、评
价等内容居多，但对于如何结合各馆实际实施、落

实《公共图书馆法》要求的具体措施类研究欠缺。
基于此类问题并结合研究趋势的分析，建议

未来关于图书馆法主题的研究，应注意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深度而不仅仅是观点的

重复，加强从法律角度对于《公共图书馆法》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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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及具体落实措施的研究，在研究国外更为完

善的图书馆法律制度的同时，更与我国国情相结

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图书馆法制化

道路，并由宏观层面细化到更为具体的内容，可就

以下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体

系；公共图书馆社会参与管理；图书馆资源合理使

用的法律保障；《公共图书馆法》与其他相关法律

的衔接，特别是跟《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保

护条例》等与图书馆发展相关度较高的法律法规

的衔接；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法律保障制度的

建立等。

６　 结语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图书馆法的研

究历程，研究起步早，总体呈上升趋势，反映出在

党和国家重视图书馆立法的背景下，学者们为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我国图书馆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图书馆立

法对象及公共图书馆法、国外图书馆法、图书馆立

法理论基础和图书馆立法重点内容四个方面，研
究的主要对象以公共图书馆为主，高校图书馆为

辅，近年来呈现向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法人

治理结构、社会力量参与管理、图书馆战略规划、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及读者服务的法律保障、
国外高校图书馆法律制度研究、图书馆资源合理

使用的法律保障等多个方面转移的研究趋势。 四

十年来，在众多学者及相关机构的努力下，《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终于诞生，这是我国图

书馆事业取得的里程碑式的进步，亦是我国图书

馆事业新的起点。 相信通过社会各界力量的不断

努力，我国图书馆事业将飞速发展，进入新的辉煌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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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李国新． 关于中国图书馆立法的若干问题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２（１）：１５－１９．
２２ 蒋永福． 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Ｊ］ ． 图

书馆学研究， ２０１１（１）：４０－４５．
２３ 龙韬． 论读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以公共图

书馆为例［Ｊ］ ． 图书馆， ２００９（５）：８－１２．
２４ 汤艺． 图书馆读者平等权利制度保障的理论

与实践［Ｊ］ ． 图书馆， ２０１７（３）：６３－６５，７１．
２５ 贾淑梅．我国公共图书馆能否单独立法［ Ｊ］ ．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０（４）：４１－４３．
２６ 金武刚，李国新．《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

研究的典范之作———评《公共图书馆文献资

源建设法律保障研究》 ［ Ｊ］ ． 图书馆， ２０１２
（５）：１３９－１４０．

２７ 裴成发．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思考（上）———
公共图书馆法的法理问题［ Ｊ］ ．情报理论与

实践，２０１２（４）：１１－１４．
２８ 李国新．关于《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

修改完善的思考［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６（１）：
１６－１８．

２９ 王子舟．《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是值

得欢迎的一部良法［ Ｊ］ ．图书馆论坛， ２０１６
（３）：１，６９．

３０ 刘兹恒．《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应增

强专业性和严谨性［ Ｊ］ ．图书馆论坛， ２０１６
（３）：２－３．

３１ 李国新．新时代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航

标［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７（１１）：４－５．
３２ 柯平．《公共图书馆法》 的时代性和专业性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７（１１）：７－１１．
３３ 汤旭岩．图书馆立法及其研究杂谈［ Ｊ］ ．图书

与情报，１９８３（１）：４３－４５．
３４ 李雪原．美英韩日图书馆法研究及其启示

［Ｊ］ ．图书馆，２０１４（２）：６６－６８．
３５ 乔欢．美国图书馆法解析［Ｊ］ ．图书馆学研究，

１９９２（４）：１５－１８．
３６ 张红燕．我国图书馆法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探

讨［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０（１）：１９－２１．

３７ 季彤蔚．图书馆学范畴初探［Ｊ］ ．图书馆建设，
１９９２（２）：１８－２０．

３８ 白永红．理性·知识·法律：图书馆法的法

理基础论析［Ｊ］ ．理论纵横，２０１２ （３） ： ４－７．
３９ 刘新蒙．略论图书馆法学的研究体系［ Ｊ］ ．图

书馆学研究，２００９（４）：９－１２．
４０ 刘烈．图书馆法是图书馆学教育的法律保障

［Ｊ］ ．图书馆，１９８６（４）：１０－１２．
４１ 汤旭岩．图书馆立法及其研究杂谈［ Ｊ］ ．图书

馆论坛， １９８３（１）：５－６．
４２ 李燕英．图书馆立法困境探析［ Ｊ］ ．图书馆杂

志， ２００８（１）：１０－１２．
４３ 韩淑举．谈图书馆立法的时机［ Ｊ］ ．图书与情

报， ２００６（１）：１４－１５．
４４ 宋义．论图书馆法的立法基础［ Ｊ］ ．高校图书

馆工作， ２００９（４）：１８－２０．
４５ 杨玉麟．《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基础与必要性

研究［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０（２）：９－１５．
４６ 李东来，等．以制度保障公共图书馆的读者

权益［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７－２３．
４７ 刘振华． 我国地方公共图书馆法比较研究

［Ｊ］ ． 图书馆学研究， ２０１１（１９）：１０－１４．
４８ 袁淑琴． 图书馆地方性法律之读者权利研究

［Ｊ］ ． 新世纪图书馆， ２００８（３）：８５－８７．
４９ 霍建梅， 梁晓婷． 我国地方图书馆法规读者

服务条款的比较研究［ Ｊ］ ． 图书馆学研究，
２０１２（３）：２６－３１．

５０ 居晓轩， 高波． 我国 １４ 部地方公共图书馆法

规及规章比较研究 ［ Ｊ］ ．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６（８）：２９－３７．

５１ 马海群． 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与著作权法的

修改［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００（４）：２４－３０．
５２ 陈传夫． 社会信息化过程中若干利益冲突研

究［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２ （２）：１９－２３．
５３ 汪琼． 论知识产权与图书馆权利的协调［ Ｊ］ ．

图书与情报， ２００８（３）：８２－８７．
５４ 赵立杰． 数字时代图书馆立法问题的几点思

考［Ｊ］ ．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０１０ （ ５）：７３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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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于成杰， 张军亮． 试论图书馆立法对解决数

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的作用［ Ｊ］ ． 图书与

情报， ２０１２（６）：６４－６８．
５６ 何荣华． 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问题再思考

［Ｊ］ ． 图书馆， ２０１７（７）：１２－１８．
５７ 龚蛟腾．图书馆新视野：公共知识管理制度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０４（３）：１５－１８．
５８ 殷 燕， 刘 军 平． 国 内 副 文 本 研 究 三 十 年

（１９８６—２０１６）———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科学计

量分析［Ｊ］ ．上海翻译， ２０１７（４）：２６－３０，９８．
５９ 陆和建，周海晨．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

结构研究———共词聚类与可视化分析［ Ｊ］ ．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６（２２）：２－８．

６０ 方自金．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发展探

究［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８（１０）：５３－５７．
６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Ｍ］ ．北京：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５．
６２ 霍瑞娟．新环境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

管理运行创新研究［ 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７
（９）：１９－２３．

６３ 王素芳，等．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制度保

障研究［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０（４）：４－９
６４ 马祥涛，王威． 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

馆建设” 的思考 ［ Ｊ］ ． 新世纪图书馆， ２０１６
（３）：７３－７７．

６５ 汪强．《全国公共图书馆“十二五”规划》关键词

解读［Ｊ］．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１３（５）：１９－２１．
６６ 文化部．文化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全

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６－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
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０７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３０５７８．ｈｔｍ．

６７ 丰国政．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顶层设计

［Ｊ］ ．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４（７）：４１－４４．
６８ 龚怡萱．把高校图书馆纳入法制管理的若干

思考［Ｊ］ ．情报学报，１９９５（５）：３６３－３６７．
６９ 张丽艳，于姝．论高校图书馆资源共享的问题

与对策［Ｊ］ ．图书馆学研究， ２０００（６）：４７－４８．
７０ 千学技，金红敏．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法

律地位探讨［Ｊ］ ．情报资料工作， ２００４（Ｓ１）：

３１，４０．
７１ 曹文振．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困境与突

围［Ｊ］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１８（９）：５１－５７，８５．
７２ 李惠珍．试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Ｊ］ ．图书馆论坛， ２００６（２）：５９－６１．
７３ 江佳惠．我国学科馆员制度的发展对策［ Ｊ］ ．

图书馆论坛， ２００８（２）：１２０－１２２．
７４ 姜晓，任家乐．高校图书馆与读者的法律关

系［ 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８ （ １）： ６６ －

６８，８９．
７５ 姜世香，金瑞．信息时代我国高校图书馆去

职业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Ｊ］ ．图书馆学研

究， ２０１１（７）：４８－５０．
７６ 娄冰．美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述评［ 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４（７）：２７－３０，２６．
７７ 刘婧，李健丽．国外大学图书馆社会服务调

查及启示———以美国和日本 ２０ 所大学为例

［Ｊ］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８（９）：７２－７６．
７８ 胡爱民，王文．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面向社

会开放现状分析及其启示［ Ｊ］ ．图书情报工

作，２０１５（１４）：５９－６６．
７９ 李璐璐，李立威．台湾地区高校图书馆校外

读者管理工作研究［ Ｊ］ ．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７
（４）：６９－７６，８３．

８０ 陈 鸣． 论 图 书馆 信 息 开发 的 合 理 使 用 权

限———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决策内参》
为例［Ｊ］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５（Ｓ１）：７５－７８．

８１ 吴钢， 张沫． 我国图书馆法规条款内容所涉

著作权问题研究 ［ Ｊ］ ． 图书与情报， ２０１５
（６）：５４－６２．

８２ 郑敬蓉．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图书馆合理使

用制度的分析与思考［Ｊ］ ．图书馆建设， ２０１４
（３）：７４－８０．

（李京胤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２０１７
级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 高　 爽　 编辑　 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２８

２１１

·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