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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是地震灾区公共图书馆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图书馆管理与运行模

式的产物,具有 /政府搭台、委托管理、企业运作、全民享受 0的体制特点。其建设的现实意义
在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唤醒公众意识, 优化公共图书馆生态。保持服务的公益性、合理

的定价机制、优质高效的服务、完善到位的监管,是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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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usted- type public library is the production of pub lic libraries in earthquake- strick-

en area, w hich be introduced in to them arketm echanism. Its practica l significance is to improve the

effic iency of governm ents' public serv ice, w ake- up public awareness, and rea lize the ecological op-

t im ization of pub lic libraries. Its public w elfare, reasonable price, quality and efficient serv ice and

perfective superv ision are the core elem ents for the deve lopm ent of entrusted- type pub 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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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是指公共图书馆主管单位按

照政府搭台、委托管理、企业运作、全民享受的思路,

与企业签订协议, 将所属图书馆委托给企业管理,并

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服务进行评估以后向企业支付服

务费用, 从而以规范化的分馆作业形式, 为区域内广

大公众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一种图书馆管理模式。

它是以实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为目的而组织起来

的、受共同认可的协议和合同制约的一种办馆模式,

既具备联办型图书馆的特点, 又引进了社会化的专

业管理优势。

在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 灾区公共图书馆重

建受到了高度关注, 成都邛崃市文化局在镇乡图书

馆建设中尝试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办馆模式, 取得了

初步成效。本文拟对托管型公共图书馆的运行机

制、现实意义进行剖析, 探讨影响其发展的核心要

素。

1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建设模式的体制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图书馆办馆模式, 托管型

图书馆的体制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政府搭台、委托管

理、企业运作、全民享受。其运行模式和组织结构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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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政府搭台: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 丰富的资源

美国学者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 /提供服务并不

是政府的义务, 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并得以

实现。0 [1]也就是说, 政府的最重要职能并不在于直

接提供产品与服务, 而在于创造一个保障产品生产

和服务实现的良好环境, 并对参与者的执行进行监

管。明确了这种定位, 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市

场力量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降低公共服务的成

本, 还可以抑制政府规模的扩张,促进市场主体的发

育与竞争。

在托管型公共图书馆中, 政府负责搭建公共服

务平台, 并提供服务的设备和资源。其实, 搭建平台

不难, 难的是管理。从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力度和

速度, 不难看出中央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

实现 /公共服务普遍均等0、/基本公共服务均等0和

/惠及全民0的决心。现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已经

来到寻常百姓的身边,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如何让这

些平台和资源真正走进普通公众的心里, 为他们排

忧, 替他们解难。

1. 2 委托管理:合同约定确保优质服务

委托管理就是指政府将镇乡图书馆 (含馆舍和

馆内设施设备 )和职能委托给有意从事文化事业和

产业发展的机构或个人运作。在托管型公共图书馆

中, 政府对企业主要采用契约进行管理, 以合同的形

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政府投入资金, 企业提

供服务类别、数量和标准等要素均给予明确规定。

在实施过程中, 如发现新问题、新情况, 政府和企业

还可及时通过补充协议, 对双方权利和义务加以明

确。图书馆委托管理权实行公开招投标。所有符合

条件的机构或个人均可以参加竞标。对委托管理单

位实行目标管理制度, 由市文化局每年年初与中标

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 实行季度、半年和年度考核,

一年内两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企业的委托管理权。

在资金支付上, 实行 /以事定费, 评估兑现0的

方式, 即根据企业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按照一定

的标准进行评估后向企业支付运行经费。具体标准

参照服务人口规模、当地实际工资水平和政府财政

负担能力确定。在具体操作上,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签订协议时预付一部分费用作为启动资金, 然后根

据项目实施的进度情况付款, 最高不超过 80% , 余

款待评估结束后,视评估结果支付。

1. 3 企业运作:新机制、新模式的活力

美国学者 B# 盖伊# 彼得斯认为, /市场式改革

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之一, 政府干预的手段越接

近于市场模式, 那么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结

果。0 [2]托管型图书馆按照新机制、新模式运行, 显

示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与老机制图书馆形成鲜明

的对比。由于实行绩效公开、考核公开、竞争公开、

末位淘汰, 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 就要想出更多新点

子、新办法, 提供优质服务, 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

意。

决策机制快速:企业决策路径短, 速度快。企业

决策减省了层层报批的程序,新的举措若要实施,常

常是一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即可以马上执行。

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

新的用人机制: 托管型图书馆工作人员由托管

企业支付工资, 实行全员聘任制, 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公平竞争, 双向选择, 择优录取。真正做到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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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 能上能下。

精兵简政的高效机制: 在托管企业内部建立了

行政机构少、人员精, 重心下移的机动灵活、高效机

制, 管理人员比起老机制图书馆少得多。

新的分配制度: 彻底打破平均主义, 实行量化管

理, 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论功

行赏, 奖勤罚懒; 有利于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

1. 4 全民享受 :图书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 梦想变

成现实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 政府是公众聘请的社

会公共事务管理者, 公众是公共服务的最终需求者

和出资者。[ 3]如果定位不准,就会出现政府选择与公

众实际需求错位的矛盾, 解决这种矛盾最重要的突

破就是通过公众参与, 使公众真实的愿望、实际的需

要得到满足, 从而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

面做出的努力能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具体服务过程中,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会构成

一个公众从知情到参与到监督的完整权利链条, 必

然有助于提高公众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自我服务的能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遍均等的公

共服务的远景, 图书馆人 /免费、公开、均等0的梦想

将在这里变成现实。

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 在这种模式中各方责、

权、利明确,管理运营机制科学合理, 图书馆的公共

文化阵地作用得到了较好发挥, 文化人才的积极性

得到充分调动。

2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建设模式的现实意义
政府不直接管理图书馆, 而通过委托企业来管

理图书馆, 这种委托管理模式的现实意义在于:

2. 1 创新图书馆管理与运行体制,提高公共服务效

率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变传统的 /条状 0行业管理

方式为 /块状0企业管理方式, 打破了原有 /政府大

包大揽搞文化、行业管理来协调0的模式, 构建起

/大图书馆0的格局。

从政府来看,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实现了图书服

务提供机制与生产机制的分离, 促进了服务生产方

式的社会化, 有利于政府由 /大包大揽0的全能型政

府向 /有所为,有所不为0的 /小政府0型转换。[4]通

过委托服务, 既填补了政府用于社会公益方面资金

的不足, 又照顾了政府无暇顾及的弱势群体, 增进社

会公平。[ 4]

从图书馆来看, 实行统一规划, 统筹推进; 统一

招投标、统一征地,统一建设;统一配备设施设备;纳

入统一的管理系统, 实现了管理的专业化和设施、设

备、人才、市场等资源的整合, 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服

务效益, 降低了管理成本,有利于城乡公共图书馆建

设的统筹推进。

2. 2 唤醒公众意识,优化公共图书馆生态

从近年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实施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来看, 基层普通公众图书馆意识不强是制约基层

图书馆发展的最大障碍。图书馆意识不强, 使公众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图书信息权利, 未能积极参与图

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图书信息服务缺少需求的拉动,

使得政府图书信息服务职能难以切实强化。托管型

公共图书馆建设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实施过

程中, 通过读者体验图书馆免费、均等、公开、透明的

服务, 监督托管型公共图书馆的运行, 并将信息反馈

给政府主管部门,会形成一个读者从知情到参与到

监督的完整权利链条, 必然唤醒公众获取信息知识

权利的意识, 从而优化公共图书馆生态, 推动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

3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核心要素分析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实践表明, 保持服务

的公益性、合理的定价机制、优质高效的服务、完善

到位的监管, 是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核心要素。

3. 1 保持公益性是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根本

宗旨

公共图书馆是为一定区域内公众服务的公益性

文化机构, /社会效益第一 0是它的宗旨。[5]托管型

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质不会因托管企业的加盟而改

变, 坚持办馆的公益性,不仅是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持

续健康发展的前提, 同时也是获得更多公共资源和

政策支持的必要条件。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 托管

型公共图书馆的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均应体现与其

社会公益事业相称的开放性、透明性和民主性,确保

面向所有读者免费、均等、公开、透明的图书信息服

务。公开化管理, 能有效地化解公共图书馆经营管

理中公益性与企业营利性本质的矛盾冲突, 实现办

馆的公益性与企业服务的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3. 2 合理的定价机制是托管型公共图书馆保持生

机的驱动力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多元的利益共同体,

合理的定价机制有利于在出资人 (政府 )、管理者

(企业 )和受益者 (社会公众,真正的出资人 )等办馆

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责任分担、利益 (服务 )共享的

和谐关系, 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对决策、管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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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参与, 维系托管型公共图书馆的良性运行。

在政府方面, 政府持续的经费支持是托管型公

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看, 托

管型图书馆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

式。它将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生产的概念区分开来,

能较好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但政府托管公共图书馆

并不是撒手不管、甩包袱。委托给企业管理后 ,政府

应对这些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图书馆一样进行政策和

资金的扶持。

在企业方面, 由于实行 /以事定费, 评估兑现0

的目标考核机制, 政府根据图书馆业务活动的绩效

目标来考察其支出效果, 每项支出都依据业绩项目

计算出来。企业办的事越多, 办得越好, 得到的钱也

越多, 动力也就越大。

社会公众是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最终需求

者和出资者, 政府成本决定着公众纳税额的高低。

政府公共服务成本过大, 居民纳税负担必然加重,可

用于其他社会福利的资金相应减少,更透彻地说,政

府所提供的图书信息服务的成本就是社会的付出、

人民的汗水, 说到底它关乎公众自身的利益。

3. 3 服务质量是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生命线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建立在政府与企业自愿合作

的基础之上, 双方通过签订协议来约定服务规范、内

容、质量标准等。因此,委托双方特别是托管企业是

否牢固地树立信守协议的观念, 对托管型公共图书

馆服务质量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管理人员作用的发挥是决定图书馆服务质量的

核心要素。在实际工作中, 企业出于成本考虑 ,招聘

的管理人员往往文化水平、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参差

不齐, 特别是不具备图书馆专业知识和技能, 只是在

上岗前对其进行简单、突击式的 /培训0, 勉强胜任

工作。另外, 管理人员不隐定, 更换较频繁,也给开

展工作增加了难度。因此, 协议中应该明确对管理

人员基本素质的要求, 将热爱图书馆事业、有一定专

业知识、有一定群众基础、综合素质较好、熟悉本地

公众情况作为主要标准, 为托管型公共图书馆配好

合格的管理员。这是在托管型图书馆发展中需要认

真注意的情况。

3. 4 完善的监控体系是保证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服

务质量的关键环节

现代政府公共服务理论认为, 公共文化设施的

根本目的在于向社会公众普遍提供丰富优质的文化

服务。也就是说, 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和服务应具

备两个特征: 一是公益性, 保证社会公众普遍参与。

二是优质高效的服务, 保证效益发挥的最大化。两

者缺一不可。[ 6]为此,一是要加强跟踪监管和检查验

收, 保证图书馆服务的数量 (时间 )和质量不会因托

管而缩水。通过制订图书馆服务规范, 明确馆内一

切设施的公共性质, 明确监管主体与服务规范。如

规定托管企业必须向公众开放, 必须设立面向公众

的活动项目, 必须建立健全服务规范, 必须公示服务

内容和开放时间, 严禁随意改变设施用途和性质等。

除了契约外, 政府相关部门还应结合明察暗访、群众

问卷等多种形式, 指导、督促托管企业完善内部运作

和管理模式, 确保契约内容落实。

此外, 为了确保监管的实效, 优化图书馆生态,

提高公众自治能力, 应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考核评价

的重要内容。

4 结语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是新形势下我国公共图书馆

办馆机制与模式的一项探索和创新, 是实现公共服

务投资主体多元化, 提高图书信息资源服务效率的

一种有效途径。它适应了我国公共文化发展的需

求, 推动了图书馆多元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对加速我

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作为

一种新型的办馆模式, 托管型公共图书馆灵活高效

的统筹机制, 畅通无阻的信息机制, 以人为本的激励

机制, 正在逐渐被社会和读者所认可。托管型公共

图书馆犹如一袭清风, 吹开了地震灾区公共图书馆

事业的希望之花。 (成都邛崃市文化局,邛崃市图书

馆对本文提供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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