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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馆学术权力

黄红卫

湖南工学院规划基建处  衡阳 421002

1摘要 2学术权力是图书馆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书馆行政权力的重要补充。现实中, 由于行政权力的

泛滥,图书馆学术权力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有被极度弱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使图书馆行政权力的行使

失去了科学性保证,而且容易造成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抵制,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图书馆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

也因此表现得松散而无序。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关键是须给予学术权力充分的授权,并通过制度确保其行

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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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stract2 The academ ic pow er is the im portan t part o f the library pow er system and the im po rtant supp lem ent. In real life, because

o f the abuse o f adm in istration pow er, the academ ic power of the libra ry doesn. t play its proper ro les and it has been w eakened ex trem e-

ly. It no t on ly causes the losing o f sc ientist guarantee fo r adm in istration pow er, but a lso easily br ing s about the resistance o f the aca-

dem ic pow er to the adm in istra tion pow er and increases the difficulties of m anagem ent. F or these, the academ ic research o f library spe-

cia lists and scho lars is shown as loose and diso rder. T o a lter the situa tion rad ica lly, the key is to accred it the academ ic pow er adequate-

ly and insure it. s leg ality through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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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 ( Power)是构成一个团体或机构的基本要素,

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很少有比权力更复杂的事物, 也很少有像权力那样经

常被粗略地简单化了的事物
[ 1]
。在不同类型的组织

中,权力的构成不同。图书馆作为从事文献收藏和文

献服务的社会组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力体系,其中

学术权力 (Academ ic pow er)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学术权力的概念

  专家学者对 /学术权力 0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

的认识,不同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 /学术权力 0进

行了界定,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 概念一:从客体的角度对学术权力进行界定。

认为学术权力的客体是学术事务,凡是对学术事务的

管理都应称为学术权力。这是对学术权力最广义的一

种解释
[ 2]
。

  # 概念二:从主体和客体的角度对学术权力进行

界定。认为学术权力是 /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对学术

事务拥有的权力 0[ 3]
。这种理解将学术权力的主体限

定于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将学术权力的客体限定于

学术事务。

  # 概念三: 从来源的角度对学术权力进行界定。

认为 /学术权力是以学术和具有学术能力的专家为背

景的,从现象上看,学术权威在很多情况下是学术权力

代名词 0 [ 4]
。 /学术权威的高低,即学术权力的大小取

决于专家个人水平和能力高低 0[ 5]
。这种解释揭示了

学术权力的来源 ) ) ) 学术或专业水平能力, 但没有对

学术权力和学术权威进行区分。学术权力包含学术权

威,学术权威只是学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2 图书馆存在学术权力

2. 1 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学术权力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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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是对信息、知识的物质载体进行收集、加

工、整理、积聚、存贮选择、控制、转化和传递,提供给一

定社会读者使用的信息系统。简言之,图书馆是文献

信息的存贮与传递中心
[ 6]
。该观点表明: ¹ 由于文献

信息中通常包含了许多学术信息,对其进行查询和使

用就是一种学术活动; º文献信息的存贮与传递必须

以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为支撑,图书馆必须针

对这些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开展研究活动, 并建立一

支以专家学者为中心的研究队伍; » 图书馆存在许多

需要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的专业技术岗位,这些

岗位必须由具有相关学科专业背景的人员承担; ¼作

为一个信息系统,必须对其内部的各类事物进行科学

管理。

  事实上图书馆学已建立了较完整的学位授予体系

和职称评审体系,并成立了相应的学术组织。大量具

有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活跃在图书馆各个工作岗位,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

2009年 3月 14日笔者对中国期刊网学术期刊大全进

行了检索,查得当前共有图书馆学学术期刊 45种;同

时又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图书情报与数字图

书馆子库进行了检索, 查得 1990年至 2008年各类期

刊共发表图书馆学学术论文 397 369篇
[ 7]
, 其各年具

体分布如表 1所示:

表 1 图书馆学学术论文数量统计   单位:篇 /年

时间 数量 时间 数量 时间 数量 时间 数量

1990 7851 1995 15 679 2000 21 191 2005 33 192

1991 8 624 1996 15 997 2001 25 139 2006 36 978

1992 8 899 1997 16 046 2002 27 011 2007 39 137

1993 11 857 1998 17 157 2003 27 764 2008 20 573

1994 15 372 1999 18 867 2004 30 035

总数合计 397 369

  上述表明,在图书馆内不但存在大量学术事务,同

时也存在大量以学科专业为背景的学术人员, 存在具

有管理学术事务职能的学术组织。图书馆不但存在学

术权力的主体,也存在学术权力的客体。学术权力在

图书馆客观存在。

2. 2 图书馆学会是图书馆学术权力的代表

  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分会都根据图书馆的性质与

各地区、各系统的特点分别明确了自身的任务。从其

所承担的任务可以分析其所管理的事务的性质。下面

以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湖南省图书馆学会为例:

  # 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主要任务: 开展国内外学术

交流,加强同国际图书馆界的联系与合作, 活跃学术思

想,组织学术研究, 编辑、出版、发行图书馆学书刊资

料,促进学科发展;为国家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战略、

政策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决策以及我国图书馆事业政

策的制定提供咨询服务;介绍、推广和评定图书馆学科

研成果;开展对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普及

图书馆学基础知识,传播推广先进技术,发现并举荐人

才,表彰、奖励在学术活动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会员和图

书馆工作者;维护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反

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举办为会员服务的事业和活动;

面向社会公众,指导阅读,开展科普教育
[ 8]
。

  # 湖南省图书馆学会的主要任务:组织学术研究

和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编辑出版图书馆学刊和有关

业务资料;普及图书馆学基础知识, 介绍、推广和研究

国内外图书馆先进技术和学术研究成果。下设学术委

员会、编译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等分支机构
[ 9]
。

  上述案例表明: 图书馆学会作为图书馆学术权力

的代表,其代表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¹各会员

或会员单位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组织者与指导者;

º 图书馆学书刊资料的主要出版发行者,是图书馆先

进技术和学术成果的推介者; »普及图书馆学基础知

识的重要机构,图书馆工作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

场所; ¼会员和会员单位相互之间加强合作、实现资源

共享的重要平台; ½ 能为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图书馆政

策提供咨询服务,是各图书馆向行政主管部门反映意

见和要求的重要渠道,是图书馆与行政主管部门之间

联系的桥梁。

3 学术权力在图书馆的具体体现

3. 1 专家学者以研究成果为依托行使学术权力
  无论是从事理论性研究还是实用性研究, 专家学

者往往都想方设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之中。此

外,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也需要以研究成果为支撑,现实

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需要通过专家学者的研究来解

决。双向需要为学术权力的有效行使提供了有利条

件,而许多成果还以标准的形式出现, 具有强制性色

彩,如分类法、文献著录格式等。

3. 2 专家学者依据自身的学术权威形成影响力

  学术权威是专家学者以学科专业为背景, 依托自

身的学术能力和专业水平所形成的影响力。学术权威

作用的发挥不是靠强制而是靠客体发自内心的尊敬的

心甘情愿的服从,具有永久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征。

  在具有学术性质的组织内,学术权威的影响力更

为强大。这种影响力还将随着专家学者参与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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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的增加,如职称评审、科研课题和科研成果评审、

各种形式的评估等, 而不断得到加强。它不但对普通

员工的行为发挥影响,对管理层甚至对图书馆的上级

部门也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管理层只有重视专家

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在制定政策和制度前加强与专家

学者的交流,才能使政策和制度更具有科学性,并利用

专家学者的影响力,减少政策和制度的执行难度。

4 图书馆学术权力与其他权力的关系

4. 1 图书馆的权力构成

  我们可以从图书馆的性质和内部机构设置分析其

权力构成。

  我国图书馆属于行政事业机构, 各级图书馆都设

立了馆长和党委书记 (或支部书记 )等职务, 实行馆长

负责制。在同级图书馆内,馆长和党委书记 (或支部书

记 )享受同等级别的行政待遇。

  至于图书馆内部机构设置,现以中国国家图书馆、

湖南省图书馆、衡阳市图书馆为案例进行分析:

  # 中国国家图书馆: 办公室、财务处、人事处、党

群工作与纪检监察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

会办公室、监察处、工会、团委 )、国际交流处 (台港澳

交流处 )、离退休干部处、业务管理处、国有资产管理

处、保卫处、总务部、中文采编部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

中心、ISSN中国国家中心 )、外文采编部、立法决策服

务部、参考咨询部、典藏阅览部、数字资源部 (国家图书

馆互联网信息资源保存保护中心 )、缩微文献部 (对外

可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国家图书馆古籍

馆 (国家图书馆方志馆 ) (对内可称古籍善本特藏部 )、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文化教育部 (培训中心、首

都联合大学国图分校 )、计算机与网络系统部 (图书馆

现代技术研究所 )、研究院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办公室 )、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 5中国图书馆学报 6编辑部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10]
。

  # 湖南省图书馆: 采编部、读者活动部 #信息服

务部、借阅部、历史文献部、地方文献部、研究协调部

(湖南省图书馆学会办公室、5图书馆 6杂志编辑部 )、

自动化发展部、社会教育部 (少儿智力开发部 )、办公

室、人事科 ( 党委办、监察室、审计科,含工、青、妇等工

作 )、公共服务部、经营开发科、行政科、计财科、保卫

科、老干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0湖南中心

办公室
[ 11]
。

  # 衡阳市图书馆:办公室、采编与现代技术部、辅

导活动部 (信息服务部、衡阳市图书馆学会 )、特色文

献部、借阅部、报刊部。党支部只有支部书记为专

职
[ 12]
。

  为了便于对三个案例对比分析, 笔者将案例中的

相关内容归纳为表 2所示:

表 2 案例分析

单位
项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 湖南省图书馆 衡阳市图书馆

管理体制 馆长负责制 馆长负责制 馆长负责制

专职书记 有 有 有

独立党务机构 有 无 无

党政合署机构 无 有 无

独立学术机构 有 有 无

合署学术机构 有 有 有

读者研究独立机构 有 有 有

读者研究合署机构 无 无 无

工会 有 有 无

  说明: ¹ /合署 0指该机构的工作内容被并入其他机构之中; º

/读者研究机构 0指研究读者文献信息需求和引导读者文献信息需

求的职能机构,如读者活动辅导部门和信息咨询部门。

  /表 20表明,在图书馆内存在五种权力形式:

  # 行政权力:一个行政机构, 且实行行政领导负

责制,必定存在行政权力。

  # 政治权力:各级图书馆都设立了党委书记 (或

支部书记 ), 党务工作或由专门机构或由兼职人员承

担,表明图书馆内部存在政治权力。

  # 学术权力:作为文献信息存贮与传递中心,图

书馆内都有不同形式的学术机构,表明图书馆内存在

学术权力。

  # 民主权力:我国的法律规定, 职工代表大会是

各单位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

力的机构。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

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根据 5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 6第十条的规定,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都应

有人负责组织会员开展活动, 确保会员的民主权力不

受侵犯。

  # 读者权力:读者需求对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工

作方向、发展目标等都能产生根本性影响。图书馆因

有读者需求而存在, 因读者需求变化而发展。这一切

都表明图书馆存在读者权力。

4. 2 图书馆行政权力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

  图书馆实行馆长负责制, 行政权力在图书馆占据

主导地位。其它各类权力根据其作用的不同,与行政

权力构成了不同的相互关系 (见图 1)。

  政治权力是制约。党委书记 (或支部书记 )在图

39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 L IBRARY AND INFORM AT ION SERV ICE#

图 1 图书馆权力关系示意

书馆内与馆长属于同一行政级别,以他为代表的政治

权力可以根据相关制度法规的规定在馆内开展各项党

务活动,并对馆内干部的任免具有决定权。政治权力

在合法范围内所做出的决定,行政权力必需服从。政

治权力可以对行政权力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

  学术权力是补充。学术权力的主要使命是完善行

政命令的科学性,是行政权力的补充。但学术权力的

行使必须以行政权力的授予为前提。专家学者依靠自

身的学术权威所行使的学术权力只能对行政权力形成

影响,而不能对行政权力构成强制性要求。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之间是补充与授予的关系。

  民主权力是监督。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行

政权力必须接受民主权力的监督,民主权力在合法范

围内所做出的决定行政权力必须服从。民主权力与行

政权力之间是监督与服从的关系。

  读者权力是指导。读者权力的行使范围仅限于图

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服务内容, 对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和

人事重要事项没有发言权。读者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

是指导与服务的关系。

4. 3 学术权力在图书馆权力体系中的地位

  学术权利在图书馆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并没有对学术权力的行使范围进行

明确的界定, 单纯依靠专家学者的权威所建立的学术

权力只能获得尊重, 而不一定能得到行政权力的充分

认同。图书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形成了十分微妙的

关系:行政权力必须依靠学术权力才能确保其决策的

科学性;学术权力的大小和合法性必须经过行政权力

的授权才能确定。

5 图书馆学术权力需要进一步强化

5. 1 图书馆学术权力已被弱化

  图书馆尽管成立了一些学术机构,但它们的职能

只是开展一些调查和服务工作,只是为行政决策提供

相应的参考和依据, 没有决策权。图书馆没有建立相

应的制度为学术权力的合法性与持久性提供保障,学

术权力的行使效力完全依赖行政权力的意愿。

  由于行政权力的泛滥,图书馆许多应属学术权力

管理的事务都被行政权力所取代,学术权力受到抑制,

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的补充作用无

法得到充分发挥。

5. 2 图书馆学术权力弱化所带来的弊端
5. 2. 1 图书馆学术研究处于无序状态  各级图书馆

学会承担着组织会员馆开展学术研究的任务, 但各成

员馆却没有相应的学术机构具体配合学会的工作,学

会的意图很难得到落实。

  目前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自发、无序

状态,图书馆既不向他们下达研究任务,也不为他们的

研究提供所需的资金、设备、场地和辅助人员,专家学

者的研究完全依赖自身的兴趣和热情。这种状况使研

究无法深入,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笔者对近三年湖

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情

况进行了统计,如表 3所示:

表 3 2006- 2008年湖南省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

项目立项情况统计  单位:项

数量

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图书馆
学

其他
学科

图书馆
学

其他
学科

图书馆
学

其他
学科

社科基金项目 1 376 1 574 5 632

自科基金项目 0 456 3 461 1 261

  表 3的数量对比表明,图书馆学研究与其他学科

相比已存在很大差距。

5. 2. 2  行政决策和对学术事务的管理失去了必要的

保障  图书馆的行政事务必须以图书馆学理论为依

托,遵循学科专业的发展规律,单纯依靠行政领导个人

的业务水平很难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而且行政事

务和学术事务也必须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 行政事

务管理追求的是科学决策和确保行政命令的畅通,实

行的是严格的层级组织形式; 学术事务管理追求的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实行的是松散式组织形式。因

此,缺乏学术权力的补充作用,行政决策和对学术事务

的管理都会失去必要的保障。

5. 2. 3 不利于行政命令的畅通  专家学者依托自身

的学术能力和在学科专业中的地位可以形成较强的影

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但存在于图书馆内部, 而且还存在

于图书馆的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学术权力被弱化,行

政决策如果与专家学者的观点出现差异,专家学者就

会利用其影响力阻挠行政命令的执行,甚至可能会迫

使行政命令中止。

40



>>
第 54卷 第 1期  2010年 1月   

5. 3 强化图书馆学术权力应采取的措施
5. 3. 1 为专家学者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  行政权力

不但应在资金、设备、研究场地、辅助人员等方面为专

家学者提供良好的条件,更应该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

营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的氛围。不能禁锢专家学者

的思想,要允许专家学者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研究方

法和研究手段开展工作,要提倡争论,反对 /一统天下 0。

5. 3. 2 针对学术事务成立专门的决策组织  图书馆

内部尽管也成立了一些学术组织,但他们都属于图书

馆的二级行政机构,各方面都受到行政权力的支配,因

此有必要针对学术事务成立专门的由专家学者组成的

决策组织。高校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方式值得图书馆借

鉴:高校内部成立了教务处、科研处、研究所、系部 (或

学院 )等二级行政机构对学术事务分门别类进行管理,

同时也根据 5高等教育法 6成立了由专家学者组成的

学术委员会、教学工作委员会等非常设机构对重大事

项进行决策。这些非常设机构的职责和权力都通过制

度给予保障, 决策过程和所做的决定不受行政权力的

制约。

5. 3. 3 行政权力要尊重和科学地利用学术权力  图

书馆学术权力得不到有效行使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

面: ¹各级主要负责人大多由专家学者担任,存在行政

权力和学术权力合一的现象, 他们自认为对学科专业

都非常了解, 不需要其他力量的帮助; º 在日常管理

中,为了追求行政级别和相应的待遇,学术事务往往被

等同于行政事务进行管理; » 行政权力担心其他权力

形式的存在会影响行政命令的畅通。但无论行政权力

采取何种态度,都只有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才能

确保其决策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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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中文图书质量评价模型和采访模型。本系统的设

计既可简化选书过程,又可将学科选书专家、相关读者

和书商都有效地纳入采访系统,可扩大图书馆采访工

作的参与面,突破了采访人员学科知识、内容判断能力

的局限性,群策群力, 从而提高采访工作的质量。同

时, 本研究为中文社科图书的评价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和具有参考指导意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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