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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brary is a prominent constituent of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bears the 
important task to educate the citizens, and it is vital in fostering and enhancing the citizens’ cultural quality.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n it analyz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to the public and society, and 
then expounds how to raise the responsibility-consciousness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so as to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m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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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书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公民素质文化教育的重任，关系着全民文

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本文从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对社

会、对公众应该履行的责任，论述了公共图书馆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如何增强公共图书馆的责

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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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政府举办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各级公共图书

馆的职责便是尽自己所能，服务于当地社会发展的需

要，服务于公众发展与提高的需求。随着信息文明的到

来，公民文化权利意识、文化诉求的加强，国家也越来

越重视公民文化建设，图书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时代也不断赋予了

新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 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与社会责任 

2.1 公共图书馆的含义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规定，公共图书馆是

指那些免费或只收少量费用为一个团体或区域公众服

务的图书馆，它全部或大都接受政府资助。该定义突

出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公共图书馆的灵

魂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和公平的标准获得图书馆服务”[1]。

图书馆的服务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每一人都有平等享

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不受年龄、种族、性别、

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图书馆的

服务是公益性的，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是以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维护

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2.2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图书馆的职能是指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所具

有的承担并完成一定社会工作、履行相应社会职责和

社会义务的能力。[2]图书馆管的职能又可分为基本职

能与社会职能，其中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稳定的，社

会职能以基本职能为基础，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受到

外界环境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具体职能的社会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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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图书馆的社会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

化。国际图联对图书馆规定的四大社会职能：保存人

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

力资源，决定了新世纪公共图书馆社会角色具有很强

的时代特征，并且随着信息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人们

这在探讨着图书馆新的社会职能。 

2.3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与社会责任的内在联

系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任不能等同于其社会职能，

社会责任隐含着社会对公共图书馆的要求，是应该做

而必须做的，而社会职能则指公共图书馆所能发挥的

社会作用与社会功能，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要求影响着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的

内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又决定着公共图书馆可

承担的社会责任，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的实现是图

书馆社会责任得以履行的前提，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

能与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相互影响之中共同发

展变化。 

3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概述 

3.1 社会责任的含义 

责任是指“分内应做的事”[3]是被他人或外界所

赋予的，不得不承担的事情。“社会责任”是指某一

机构或个人被社会所赋予的分内应当完成之事，它面

向整个社会，顺应时代发展。图书馆并不是人类一出

现就有的机构，而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逐渐形成的

一个机构。深圳市图书馆馆长吴晗先生认为：“图书

馆的本质是人文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不是

什么科技产物。图书馆的历史使命是传承人类文明，

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是广布科学文化，科技只是手段之

一。”[4]图书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承担着共民素质文化教育的重任，关系着全民文化素

质的培养与提高。 

3.2 公共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内容 

3.2.1 提供优质信息服务 

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包括为用户提供文献资源以

及信息咨询等内容，是公共图书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一项责任。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需求，只有真正了解读

者的需求，才能更好的为读者服务；其次，建设完善的

馆藏资源，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倍增，图书馆积极

组织、收集、整理各类信息，加强图书馆之间的协调，

整合国际资源为我所用，为全社会提供服务，使所有有

文献需求的读者都能得到他所想要的文献信息；第三，

积极主动地向整个社会提供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文明的

到来，图书馆也应转变传统观念，不是等用户来寻找资

源，而是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资源推向全社会，促进整

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3.2.2 构建学习型社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学知识的老化，知识

的半衰期加快，显然不能靠学校学习的知识来维持终

身，要适应形势变化的角色转换需要，继续教育、终身

教育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5]。因此，面向全社会的继续

教育也应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图书

馆收藏有丰富的文献，通过向公众提供知识信息，提高

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辨别真伪、是非的能力。图书馆的教

育不受时间、空间、年龄的限制，是一种永久的、层次

更高的、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联系更为密切的教育，其

教育特点与学习型社会的持续、整体、全面的发展特点

完全一致，是其它教育机构无法取代的。图书馆利用自

身优势，在全社会形成爱书、读书、用书的良好社会风

气与氛围，起到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城乡居民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 

3.2.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无形文化遗产，代表着人

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提高全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积极参与保护工作。 

以泰州市图书馆为例，其配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普查申报，主动联系，并提供线索资料，还创立了“凤

城讲坛”讲座项目，定期举办公益讲座，还曾在图书馆

大院内成功地举办了展览与演示活动，对泰州市地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弘扬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帮助普通群众了解传统文化，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2.4 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化的桥梁和枢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做好政府信息的服

务工作就成为图书馆服务工作的一项新的社会责任。公

共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信息管理、信息组织和遍

及全国图书馆网络等方面的优势，通过自身的努力，将

多层阶的、多部门的、多地区的、数量大而又零散的政

府信息整合成分门别类、条理清晰、时效明确、便于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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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使用的信息资源，使之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准确地、

高效率地满足读者需求，把政府信息推介给公众，促进

政府信息的传播，使公众更容易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政

府、了解政务，使政府更加接近公众，及时倾听公众的

声音，达到双向交流与沟通，促进政府与公众间建立起

更加信任、和谐的关系，架构起政府与公众联系的桥梁，

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 

3.2.5 提供普遍均等的社会服务 

普遍均等服务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公共图书馆，这由

普遍均等服务的目的和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所决定。普遍

均等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所有的人，是让所有人能就近

便捷地享用图书馆服务。因此，严格来说，图书馆普遍

均等服务应该遍及一个国家的任何地区的任何人。这由

普遍均等服务的目的所决定。普遍均等服务就是使全社

会所有人共享科技文化成果，维护社会信息公平。而在

我国占全国人口 80%的大部分农民还未能享用图书馆，

甚至大中城市的很大一部分人也不能就近便捷地享用

图书馆[6]，公民的文化权利未能充分享受。因此，随着

信息文明的发展，公民文化权利意识、文化诉求的加强，

进一步完善普遍均等的社会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历史

使命。 

4 公共图书馆社会责任的落实 

4.1 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社会环境是图书馆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生存和历史发展

的进程。[7]公共图书馆产生后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总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不断进行着动

态调整和拓展，由“藏”转为“用”，由“被动”向

“主动”转变。因此，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任要求其

具有“社会意识”，具有开放的对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变化负有责任的意识。这就要求公共图书馆以开放的

胸怀来面对社会发展，随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和时代

的变化，迅速地做出反应，完成社会责任范围内的工

作。21 世纪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成为社

会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的重要价值使公共图书馆成

为教育、科研以及社会使用知识、传播知识、共享知

识的主要阵地。公共图书馆应努力创造条件，营造自

己的知识管理体系，提高组织效益，更好地为读者服

务,增强图书馆的知识功能、信息功能、传播功能、服

务功能，以独到的优势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服务和

知识导航的挑战，扩展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发展的空

间。 

4.2 注重图书馆组织文化中责任价值观的培育 

图书馆员正确的责任价值观是公共图书馆的提高

服务质量，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保证。图书馆员是否

具备责任感取决于图书馆的组织文化，图书馆组织文

化是图书馆全体图书馆员所共同拥有的信仰、思想、

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的一种复合体，是在图书馆生

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并区别于其他组织机构成员的

共同价值观、基本信念、组织哲学、行为规范、处事

规则等的总和及其在图书馆运行中的外在表现。价值

观来自于人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只有全体人员形成了

共同的认识与判断才能形成，当人人都以承担责任为

荣，也都在享受他人因承担责任所带来的责任果实时

才会逐渐生发以承担责任为荣的群体意识，并最终形

成责任价值观。图书馆的责任来自于社会公众与政府，

承担的责任类型既有来自社会法律与环境的强制性责

任，也有来自于约定俗成的服务性规则的约束性责任

和来自于道德层面的奉献性责任。责任价值观体现的

是一种软约束性，当外在约束存在某些不足时，可以

凭借价值观念对员工的熏陶、感染、诱导，使图书馆

员自觉地承担责任圆满地完成任务。 

4.3 完善责任制度 

责任制度是规定人们责任、权力、权利等内容和

程序的规范，体现在所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中。

完善责任制度是管理的有效手段，责任制度是规定人

们责任、权力、权利等内容和程序的规范，体现在所

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中。图书馆工作中提倡什么，

鼓励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明确规定，且奖惩分明。

当每一个员工都明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时候应该

怎样做，什么是不允许，并自觉付诸行动。岗位责任

制几乎遍及图书馆，在图书馆施行责任制的同时必须

配合奖惩制度，这是岗位责任制得意实施的保障。当

每一位员工都履行自己的职责，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

到图书馆服务如春风拂面般的体贴与温暖时，图书馆

的社会责任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了。 

5 公共图书馆社会责任履行实效的评价与监

督 

为了真正达到图书馆是公民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社

会保障这一目标，外界对图书馆的评估制度和监督机

制必须完善，应该建立多位一体的评估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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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可以引导公共图书馆

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的方向和重点，调动员工积极性，

促使员工认真地工作并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定期对

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

质量、读者满意度进行考核；对设施开放和综合利用

情况以及资金的使用范围、数额进行监督，保证公共

图书馆普遍均等服务的全面实施和图书馆事业科学持

续的发展。 

为了真正达到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承担起应负的社

会责任这一目标，图书馆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应该

建立多位一体的监督约束体系，主要包括内部监督和

社会监督内部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包括上

下级之间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监督下级行政机关。

社会监督可以政府行政监督、社会评价、媒体监督、

同行互律、甚至独立的第三方监督等。目前监督力度

较大的是社会舆论和媒体，图书馆公共组织的性质必

然引起公共舆论的关注，由于其开支主要来自于政府、

来自于纳税人，人们对它的监督就尤其严密。 

建立完善的公共图书馆社会责任履行实效的评价

与监督体系，对图书馆起到导向和约束作用，能促进

图书馆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能够保证政府的投入

真正用在服务上，进而促使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任的

落实。 

6 结论 

文章讨论了公共图书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些

社会责任是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为前提的，时代

的发展使得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

中，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任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职

能的变化而变化。在当今时代，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责

任不仅包括传承文化，也包括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

信息权利，同时更要施行普遍均等的服务。公共图书

馆的繁荣与否，影响着整个民族、全体公民的文化素

质的高低，政府除了规定公共图书馆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之外，更要建立起有效地评估监督体系，确保公共

图书馆真正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确保地区、国

家文化的繁荣，确保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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