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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

务工作史档案整理初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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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国家立法与决策提供文献信息服务是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也是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工

作的重要内容。 本文对已初步完成的 １９４９ 至 ２０１６ 年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档案整理情况进

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研究，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历史分期、内容

范围与基本原则，档案整理的基本情况，档案研究与解析，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后续工作。 参考文献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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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服务是国家图书馆的重

要职能［１］ 。 伴随着为国家立法决策服务发展的

历史，国家图书馆积累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档

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生动记录了国家图书馆在

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立法决策服务的情况，是国家

图书馆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４ 年，国家图书馆设立“国家图书馆立法

决策服务工作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１９４９—
２０１４）”项目，重点对存藏的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有关

立法决策服务的历史档案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整

理和研究。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基本上对近 ７０ 年

来的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整体情况做了客

观、真实的呈现，丰富完善了国家图书馆业务专门

史档案的收藏和研究，对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

务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史料。

１　 档案整理的几点说明

１ １　 相关概念界定

狭义而言，图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是一项以

参考工作为核心内容，为国家立法机构、党和政府

各级决策部门提供文献信息支撑和保障的综合

性服务。 从概念属性而言，国家图书馆的立法决

策服务工作是参考咨询服务的一种类型［２］ ，因其

４３

∗ 本文系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４ 年度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项目“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资料征集、整
理与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１４）”（项目编号：ＮＬＣ－ＧＳ－２０１４０１８）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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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服务对象专指国家的立法和政府机构或代表

国家立法和政府机构的用户，而具有专门的意

义。 其概念内涵既包括为国家立法决策机构提

供的咨询服务，也包括开展该咨询服务过程中所

发生的业务管理工作。
在国家图书馆业务发展史上，立法决策服务

工作以 ２００８ 年独立建制的立法决策服务部成立

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作为参考工作的

组成部分隶属于参考服务相关部门，２００８ 年以后

则以独立的业务状态主要由立法决策服务部承

担。 因此，本文中所涉档案资料主要包括两大部

分：一是 ２００８ 年之前参考研究辅导部所藏始自

１９４９ 年的参考工作档案（包括立法决策服务档

案），二是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立法决策服务部的

相关档案。

１ ２　 历史分期

为客观全面地开展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

务工作史档案的整理工作，我们将 １９４９ 年以来①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的发展划分为三

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９７ 年，该阶段以参考

工作为主体，为中央国家机关提供文献信息的立

法决策服务工作是这一时期参考咨询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 故这一阶段的档案整理工作主要

是对参考工作档案的梳理和研究，其中包括立法

决策服务工作档案。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９８ 至 ２００７
年，以 １９９８ 年国家图书馆启动全面改革为标志，
并以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国家图书馆第 ２９ 次馆长

办公会议决定）参考研究辅导部挂“国家立法决

策服务部”牌子为实质性标志，也是国家图书馆

首次在机构名称上明确提出“立法决策服务”的

表述。 该阶段是参考工作与立法决策服务工作

并行发展时期，历史档案记录也突出了这一特

点。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方便档案整理的

时间限制，非历史发展限定），以 ２００８ 年独立建制

的立法决策服务部成立为标志，国家图书馆立法

决策服务作为独立的业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档案的整理和

研究跨越这三个历史时期，相关档案的整理和研

究工作也按照这三个历史分期展开。

１ ３　 内容范围

本次档案整理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工作档案

和咨询档案两部分。 工作档案包括：国家图书馆

下发的各类相关文件；由参考咨询服务部门（含
立法决策服务部门，以下同）产生并保存至今的

有关参考工作的档案资料；重大会议、展览、讲座

等的档案资料，重要业务项目档案资料；具有重要

贡献、重要社会影响的人物的相关资料（包括手

稿、学术成果、往来信札和采访记录等）；相关研

究成果；业务培训档案资料等。 咨询档案包括：各
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各类咨询档案，含读者委托咨

询信件，参考咨询馆员与读者之间往来信函，各类

书面或电话委托咨询记录、咨询答复结果，各类专

题书目，各类信息专报等服务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基于国家图书馆两条

历史发展线来开展档案整理与研究工作的。 一是

参考工作和立法决策服务工作的业务发展线，围
绕这条发展线整理和研究相关档案资料，力求能

够基本反映 １９４９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

务工作在不同时期的业务发展情况。 二是国家图

书馆的机构变化发展线，不同时期的参考工作和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因内设机构的变化或职责范

围的调整，其档案的保存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

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只有在这两条历史发展线

的基础上开展档案整理与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

全面理解和认识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

的历史。

１ ４　 整理原则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档案情况

多种多样，一是部分档案纸张发黄、老化、破损，不

５３

①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档案存藏数量少且不完整，故暂未作为整理和研究对象，而将 １９４９ 年作为本次档案整理的起

始点。

·国图馆史及业务探研·



堪翻检；二是相当一部分档案资料或手写而成，
或手写后保留的拓蓝纸档案，因年代久远字迹模

糊难以辨认；三是部分档案资料内容没有揭示；
四是不同档案资料内容交叉、多次重复，类别归

属模糊；五是早期档案，尤其上世纪 ５０—８０ 年代

的咨询档案因多种缘由，存藏不完整；六是部分

档案包含个人收入、名誉隐私等内容。 基于这些

情况，我们确定了资料完整性、分类准确性、使用

便利性三大整理原则，并制定了包括档案登记、
档案数字化扫描等工作内容。

第一，资料完整性。 在同一业务活动中形成

的全部档案资料力求完整。 如对于某些在同一

主题内容下，虽然时间跨年但又连续完整的档

案，为方便使用，统一另立专类保存。 这类情况在

工作档案梳理中比较突出。
第二，分类准确性。 档案分类和编排最终是

为了档案能得到良好的利用，因此在整理分类的

过程中，充分考虑档案在保存、管理、利用时的准

确性和相对科学。
第三，使用便利性。 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存

藏情况不同。 整理的目的在于研究和使用，凡是

以纸质形式存藏的档案（多见于 １９９８ 年前），经
过初步筛选和整理，予以数字化扫描，并与电子

版档案统一纳入数据库管理，提高使用便利性。

２　 档案整理的基本情况

２ １　 整理成果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已完成整理的工作档案

８９９７ 件，咨询档案 １１，０５９ 件，两项总计 ２０，０５６
件。 最终形成如下成果：

《〈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 目录

（１９６０—１９９７）》和《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

编（１９６０—１９９７）》。 汇编该时期参考工作的各类

历史档案，总计 １５５０ 件。
《〈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编〉 目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和《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档案汇

编（１９９８—２０１６）》。 该汇编是《国家图书馆参考

工作档案汇编（１９６０—１９９７）》成果的姊妹篇，总

计收录档案 ７４４７ 件。
《〈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暨立法决策咨询档

案汇编〉目录（１９５３—２０１６）》和《国家图书馆参考

咨询暨立法决策咨询档案汇编（１９５３—２０１６）》。
该汇编总计收录 １１，０５９ 件。

《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暨立法决策服务工作

编年纪事（１９０９—２０１６）》和《国家图书馆参考工

作暨立法决策服务工作档案专题索引》。

２ ２　 档案的基本特点

２ ２ １　 工作档案

首先，数量随时间增加。 这个特点一方面是

源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推动了国家

立法和政府决策过程中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加快

了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和立法决策服务工作的

发展速度，相应产生的档案数量也急剧增加；另一

方面，得益于国家图书馆日益增强的主动服务意

识，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启动全面改革以来，国家图书

馆为中央国家机关提供立法与决策服务的职能

日渐凸显，作为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历史记录的档

案数量亦与日俱增。
其次，具有一定的体系化结构，历史脉络相对

比较完整。 如“规章制度”“会议文件”等类档案，
再如“两会服务”和“部委分馆”这两个国家图书

馆立法决策服务品牌项目从创建至今的所有档

案都得以完整保存。 这些档案较为清晰地呈现了

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和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在不

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第三，历史阶段性缺藏和业务类型性缺藏。

尤为集中体现在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７９ 年的 ３０ 年时间里，
该时期档案存藏量少，类型单一。 其中，有关为国

家大政方针决策提供服务的档案记录不多见，其
原因大致如下：其一，１９４９ 到 １９７６ 年正是我国政

治运动频发的历史时期；其二，承担相关工作的专

职服务机构在这一时期经历过多次设立、拆分、合
并等调整变化；其三，馆舍搬迁、办公室格局调

整等。
２ ２ ２　 咨询档案

从咨询用户群体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呈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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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定的类型性。 从参考咨询服务整体情况

而言，１９５３ 至 １９６７ 年间的咨询档案多为国外专

家、学者、研究机构、团体及外国使领馆的信函咨

询。 １９７０ 至 １９８０ 年代的咨询档案所涉用户群体

包括各级革命委员会、科研生产单位、学校、图书

馆等机构，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读者的咨询

量也明显增多。 在立法决策服务方面，主要有中

央办公厅、中宣部、外交部、人民日报社等机构，通
过到馆委托或通过馆方承接的任务。 从 １９９０ 年

代开始，中央党政军各机构、国家立法机构等用

户群体数量逐年上升，机构用户群体成为这一时

期的明显特征，个人委托咨询量明显减少。 例如，
１９９２ 年北京图书馆成立政策法规文献阅览室［３］ ，
专门负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国
务院法制办、各部委政策法规司（局、室）等的法

律起草、审议、监督等工作提供立法文献保障；自
１９９９ 年参考研究辅导部加挂“国家立法决策服务

部”牌子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和国家立法机构等

成为主要用户类型。
从咨询内容来看，９５％以上为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咨询记录，呈现出学科性、时代性和类型

性的特征。 １９５０ 至 １９６０ 年代期间的咨询业务以

史料查找、查证为主，涉及古今中外历史事件、名
人著述、研究书目、中国古典文学、外国近现代文

学著作研究、国际关系等。 其中有些咨询档案的

内容明显体现出时代性的历史痕迹，如《美帝国主

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最近报刊论文

索引》（１９６０）、《邓拓、吴晗、廖沫沙著作目录（供批

判用）》《田汉著作目录（供批判用）》等。 １９９２ 年

成立政策法规文献阅览室之后，查找国内外立法

资料的咨询量逐年增多。 １９９８ 年之后，随着国家

图书馆与全国人大等立法机构合作程度的深入，
立法支撑服务成为立法决策服务的重要内容。

从咨询类型来看，经历了从参考咨询服务向

知识服务、情报服务和智库服务转化的过程。
１９５０ 至 １９８０ 年代，专题咨询主要以事实查询、书
目编制为主。 １９９０ 至 ２０００ 年十年间，除了延续

上述两种咨询类型之外，专题检索类的咨询量增

多。 ２０００ 年以后，咨询服务的类型更为多样化，

出现了馆藏查证、立法跟踪、决策内参、信息报送、
新书推荐、舆情监测等类型。 尤其 ２００８ 年独立建

制的立法决策服务部成立之后，随着立法决策服

务的专深化，出现了大量信息专报、专题编纂、专
题报告、专题研究等类型。 如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

务部马上针对救灾及重建工作的需要，主动编辑

制作《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信息专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共计 ６１ 期，直接送达 １５４ 位中央、国务院领

导，以及参与灾后重建的国务院组成部委各级领

导和相关灾区三省领导手中［４］（１４２－１４３） ；２０１３ 年起

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合作，编制《国图

决策参考·食品药品安全委托研究》，围绕食品

药品监管领域的前沿问题开展调研和文献研究。
在咨询服务成效方面，通过分析用户身份和

用户咨询行为，关联咨询案例与其所处的历史时

期，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图书馆为国家的发展和进

步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此仅以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的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为例。 在档

案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早在 １９７２ 年为“国务

院图博口领导小组”编制的《关于钓鱼岛等岛屿

是我国领土的资料》（之一）、《关于钓鱼岛等岛屿

是我国领土的资料》 （之二，附“盛宣怀诏书”质

疑），以及之后陆续整理的几份相关参考资料。
这些资料的宝贵之处在于，在钓鱼岛争端出现初

期，学术界研究还未深入开展之际，国家图书馆就

已凭借文献资料和研究专长编制了参考资料，为
国家外交工作提供参考。 这些咨询档案与日后国

家图书馆整理的《钓鱼岛问题资料汇编》（２００４），
举办“钓鱼岛的历史与主权”系列展览（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编辑出版 《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
（２０１５）等，形成了国家图书馆为维护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主权而服务于国家决策的历史档案的

连续记录。

３　 档案研究与解析

３ １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与国家发展

从 １９４９ 到 ２０１６ 年，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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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纵观整个历史

过程，无论机构设置、服务内容还是服务方式，都
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不同时期

存藏的档案是国家和社会不同时期发展状况的

生动反映。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国家发展和社会

需要是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 如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我国政府决定表彰

“两弹一星”元勋，受（原）国家人事部委托，国家

图书馆提供了美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

国家级勋章、奖章样式等相关资料，之后又分别

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接受国家

有关部委委托，完成国内外国家奖励理论、制度、
规定、政策、证章图样等多项咨询任务［４］（１０４－１０７） ，
直至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法》的前期研究论证提供文献支撑和保

障，都是为满足中央政府“褒奖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弘扬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 ［５］ 需求，而开展的立法决策咨

询服务。

３ ２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与国家图书馆

发展
　 　 通过档案整理工作，我们基本可以勾勒出国

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发展的历史图景。
《１９６１ 年涉外咨询统计》（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年参考部

工作统计》（１９７３）、《咨询登记表》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
《北京图书馆咨询条例》 （１９８４）、《参考研究部工

作条例》（１９８４）、《全国图书馆信息咨询服务网网

讯》（１９９８），中南海网站（２００３）、国家图书馆科技

查新中心（２００５）、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

（２００８）、机构知识库（２０１１）等的系列档案，成为

了解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和立法决策服务工作

机构设置、管理机制、业务制度、重要项目，以及信

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参考工作影响的重要

视点。 从中可以梳理出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和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机构发展史、工作制度发展史

以及服务方式（手段）发展史等，也从一个角度折

射出了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史。

３ ３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档案与国家图

书馆馆史档案
　 　 作为国家图书馆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档案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

善了国家图书馆专门业务档案的收藏，有些档案

甚至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些跨度近 ７０ 年的

档案资料，其中虽然有些年代存在缺藏的情况，但
从结构上看基本成体系。 成体系、系统地将这批

档案集中入藏国家图书馆档案，对于国家图书馆

深入开展专门业务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 如作为国家图书馆为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提

供服务的重要史实记录《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四

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约见任继愈馆

长谈话纪要》，以及参考研究部借此拟议成立“政
策法规文献室” （后改名为“政策法规文献阅览

室”）的请示稿和领导批示，是目前所见国家图书

馆主动为全国人大立法工作开展服务工作的较

早记录。

４　 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后续工作

４ １　 厘清已整理档案

首先是档案整理的内在关联性。 对于以不同

载体形式记录的同一主题内容档案之间的关联

性识别，或以重大业务项目、重要历史人物、专题

图片等为切入点的整理工作，应及时开展。
其次是档案分类的交叉性。 鉴于国家图书馆

参考工作和立法决策服务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
档案整理过程中的分类归属有一定难度。 另外，
参考咨询和立法决策咨询的业务属性虽然相同，
但因服务对象和最终服务目的不同，仍需要将其

进行区分，以便在全面把握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

发展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国家图书馆立法

决策服务工作史。
第三，合成类档案主题内容的多重性。 如档

案《北京图书馆党委、人事处、业务处、馆办公室

所发文件》在原有文件备档时已经有汇总性的文

件目录，为保证当年馆发文件在原参考研究辅导

部保存完整的原貌，故将该目录下的 ３４ 个馆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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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扫描制作成一个文件，以便于使用者调阅研

究。 这样虽然从形式上保持了馆发文件的一致

性，但从内容上看这些文件各有不同主题，又不

利于档案的主题分类、利用和研究。

４ ２　 补充缺藏档案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史档案的整理工作是基

于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和立法决策服务工作的

整体业务格局进行的，档案主要来源于相关业务

机构的积累存藏。 但是，从历史看，国家图书馆立

法决策服务工作并非只由专职机构承担。 目前

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基于参考咨询部和立法决策

服务部的存藏，并未包括馆内其他业务部门开展

相关工作的历史档案。 特别是 ２００７ 年底国家图

书馆组建独立建制的立法决策服务部后，相关档

案由参考咨询部和立法决策服务部分别收藏，本
次档案整理确保了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６ 年立法决策服务

部存藏档案与原参考咨询部工作档案和社科类

咨询档案的延续和衔接，但未包括同时期参考咨

询部的历史档案以及既往保存在科技参考组（参
考咨询部下设业务科组之一）的科技咨询档案

（其中包括立法决策服务），这部分内容非常重

要，有待下一步档案整理工作统一规划完成。
此外，在相关国家图书馆参考工作的研究成

果［６－１０］中，我们看到对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参考

咨询馆员为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

案例介绍，但是本次档案整理中很少见到已有成

果中所提案例的相关档案资料。 查找和挖掘这

批历史档案对于全面了解当时国家图书馆开展

相关服务工作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４ ３　 进一步征集整理音视频、照片及多媒

体等方式为载体的档案
　 　 鉴于既往历史档案多以文字档案为主，因此

文字档案成为本次档案整理中的主要档案类型。
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音视

频、数字照片和多媒体等方式为载体的档案的数

量增长较快。 目前在已经整理的档案中，虽然也

包括这类载体形式的档案，但只是非常少的一部

分，有待进一步开展该类型档案的征集整理工作。

４ ４　 加强对 １９４９ 年以前档案的挖掘和

研究

本次整理研究的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

工作史档案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１９４９ 至 ２０１６ 年，
而从 １９０９ 年建馆到 １９４９ 年这一时期历经清末民

初的政权更替、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国家图书

馆的参考咨询和为政府决策服务工作都有相关

档案记载。 虽然数量不多，但仍应该对其进一步

挖掘，纳入档案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未来计划。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历史档案的

整理历时多年，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不断

对话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寻到当

下业务发展的源头，也会发现时时出现的“代际

之间的失忆与遗忘”，前者让我们为代代坚守国

家图书馆事业的前辈们骄傲，而后者则让我们惭

愧和汗颜。 档案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过去，从中不

断挖掘和研究这些过去，提炼其精华，促进历史与

现实的有机衔接，从而传承历史、化育后人，这是

我们开展档案整理工作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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