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2 . 1
总 第79期

欧洲国家的图书馆政策研究
*

Research on Library Polic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肖希明 谷聪聪

Xiao Ximing Gu Congcong

摘 要 欧洲国家图书馆政策制定的形式包括图书馆立法、行政法规、行业发展规划、行业内部政策与规范。
政策涉及的主要领域有公共图书馆设置标准、经费保障、图书馆服务、古籍保存、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开放存

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及其他与图书馆相关的呈缴本制度、版权政策等。欧洲图书馆政策的价值取向体现为

保障公民平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完整保存本国的知识记录和文献资源、提升在信息领域的国家竞争力，

以及促进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表 1。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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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s of library polic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contain library legislation，administrative laws and reg-
ulations，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policies and norms of internal industry. The main areas of the policies include
the setting standard of public libraries，the fund guarantee，the services，the preservation of the ancient books，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open access，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and other polices that
relate with libraries such as the systems of legal deposit copy and copyright policy. The values of library polic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reflected as the right of the public getting information freely and equally，preserving the
knowledge and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completely，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and facilitating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Keywords: Library Policy; Library Law; European Country

欧洲国家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比较发达，

图书馆事业历史悠久，在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研究

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笔者以若干欧

洲国家为例，对这些国家在图书馆政策制定和实施

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以期对我国图书馆政

策的制 定 和 图 书 馆 事 业 的 发 展 提 供 某 些 启 示 与

借鉴。

1 图书馆政策制定的主体和政策形式
1. 1 图书馆立法

立法机构是图书馆法制定的主体。图书馆法是

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有关图书馆事业的专门法

律，是图书馆政策的核心和最高形式，是国家领导、
组织和发展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手段。欧洲国家历来

重视通过法律手段管理图书馆事业。世界上第一部

全国性的图书馆法就是英国议会 1850 年颁布的《公

共图书馆法》。1964 年英国议会又制定了新的图书

馆法《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1972 年颁布了《不

列颠图书馆法》，促进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成立，并规

定该馆的基本职能是保护、发展、揭示和改善馆藏及

其设施，为学术界、研究部门、工商业和其他信息使用

领域提供参考咨询、文献、书目及其他服务。2003 年

10 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专门的出版物缴存法《2003 年

法定缴存图书馆法》。2000 年 5 月，丹麦议会审议通

过《图书馆服务法》，是目前丹麦图书馆服务活动的

基本法。

1. 2 行政法规条例

政府是图书馆政策与法规制定的重要主体。行

政法规条例是政府行政部门依法制定的有关图书馆

事业管理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条例，是对图书馆法律

的补充和细化，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如德国，在统

一前，西德政府于 1969 年通过了《关于德意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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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法令》，赋予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图书馆以国家图

书馆法律地位; 统一前夕，两德政治家和图书馆专家

组成的图书馆工作组，作为立法咨询机构，为《联邦

统一法令》中有关图书馆业的条款提出建议，制定了

统一后德国图书馆联合计划。

1. 3 行业发展规划

行业协会也是图书馆政策制定的主体之一。行

业协会是行业利益的代表，也是联系行业和政府的

纽带。图书馆协 ( 学) 会作为图书馆行业组织，不

仅要及时向图书馆界传达政府的图书馆政策，而且

要依据政策法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英国图

书馆协会成立于 1877 年，它不但推动了国际图联的

成立，而且于 1959 年发表《罗伯特报告》促成 1964
年《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的制订，1969 年发表

《丹顿报告》促成 1972 年《不列颠图书馆法》的诞

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国性图书馆学研究机构成

立于 1978 年，从 1978 到 1985 年间，该所共制定了

50 多个全国性图书馆计划，对德国图书馆的发展有

着重大推动作用［1］。1996 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划

拨专项经费给俄罗斯图书馆协会，委托它同文化部

保护图书馆馆藏问题跨部门专家委员会共同制定

“俄罗斯保护图书馆馆藏国家规划”，为俄罗斯的馆

藏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2］。

1. 4 行业内部政策与规范

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为图书馆政策制

定主体之一的图书馆行业组织，还会依据国家的政

策与法律，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资源建设、用
户服务、图书馆管理等诸方面制定有关政策、标准、
指南，规范各种职业行动，指导图书馆行业的发展。
如从 1999 年开始，为了配合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

邦法》对图书馆事业的调节，俄罗斯协会积极参与制

定图书馆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先后颁布《俄罗斯图书

馆员职业伦理准则》 ( 1999) 、《公共图书馆业务标

准》 ( 2001) 、《俄 罗 斯 图 书 馆 协 会 公 共 图 书 馆 宣

言》、《市政教育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保障及图书馆网

组建基础标准》以及《俄联邦中心及市政公共图书

馆方志工作指南》等［3］。

2 图书馆政策涉及的重点领域
2. 1 公共图书馆设置标准

公共图书馆设置标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设置公

共图书馆的法律依据和规范要求，是各国图书馆政

策首先涉及的问题。公共图书馆设置标准包括服务

半径、服务人口、馆藏资源等方面的规范或指标。欧

洲国家几乎都有“公共图书馆设置标准”等规范性

文件，有的是由政府颁布，有的是由行业协会颁布。
早在 2000 年，英国文化部就开始着手进行有关

图书馆标准的制定工作。2001 年，英国开始实施《全

面、高效和现代化公共图书馆———评估与标准》，其

目标在于保证图书馆要为读者提供充足的开放时间，

图书馆平均每周的开放时间至少要达到 45 小时，平

均每千人每年拥有的开放时间累计要达到 128 小

时［4］。2006 年和 2007 年对标准进行了修改，2008 年

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5］，针对“图书馆在一

定距离范围内的家庭覆盖率”设定标准 ( 如表 1) 。

表 1 英国: 图书馆在一定范围内对家庭的覆盖率

图书馆对家庭的覆盖率 ( % )

行政区域类型 1 英里 2 英里 人口稀疏区 2 英里

内伦敦区 100

外伦敦区 99

大都会区 95 100

自治市镇 88 100 72

郡治区 85 72

据《发达国家图书馆概览》的资料［6］，英国有

5，183座图书馆，平均每 1 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法

国约每 2. 2 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意大利约每 2. 6
万人拥有一座图书馆，德国约每 6，600 人拥有一座

图书馆，芬兰约每 5，000 人拥有一座图书馆。
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障能力也是公共图书馆设

置标准的重要内容。英国在相关文件中对公共图书

馆的藏书量提出明确要求。如英国 2001 年颁布的

《全面、高 效 和 现 代 化 公 共 图 书 馆———评 估 与 标

准》［7］中，要求平均每千人每年新增购书量 216 册。
其中成人小说，每年新增 88 册，成人非小说每年新

增 57 册，儿童书籍每年新增 69 册，参考书籍每年新

增 11 册。

2. 2 图书馆经费保障

作为公益性事业，充足的经费保障是图书馆持

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各国图书馆政策的作用之一就

是保障图书馆的经费来源。
图书馆立法是图书馆经费来源的根本保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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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图书馆经费的立法条款，可以追溯到 1850 年的

《英国图书馆法》，它首次明确规定了从地方税收中

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为公共图书馆经费［8］。1964 年

英国《公共图书馆及博物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经

费基本来源是地方政府，并规定从地方税收中抽取

2% 作为地方图书馆经费。1994 年颁布的《俄罗斯

图书馆事业联邦法》第 14 条规定“国家通过拨款和

实行相应的税务、信贷以及价格政策来支持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除以上经费来源外，有偿服务也是图书馆收入

的一大来源。《2008 北爱尔兰图书馆法》第四条规

定，图书馆在获得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可以承办商业

活动。

2. 3 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服务是贯穿图书馆发展的主线，是图书

馆的核心价值观。欧洲各国政府都很重视图书馆服

务政策的制定。
英国《1947 公共图书馆法》在服务方面规定，公

共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应该像媒介那样向读者提供

书本以供学习和研究，要向读者直接提供书本服务

等［9］。英国现行图书馆法《1964 公共图书馆和博物

馆法》，是为改善图书馆服务而制定的，它指出改善服

务是国务大臣的职责，图书馆应成立顾问理事会，并

特别强调图书馆要提供“全面和高效”的服务，方便

书本借阅，鼓励成人和儿童充分利用图书馆服务

等［10］。《2008 北爱尔兰图书馆法》也规定了图书馆

的职责，要为北爱尔兰公众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

全面和高效的服务，同时要求图书馆向北爱尔兰的游

客提供服务［11］。
丹麦在 2000 年颁布的《图书馆服务法》［12］中规

定，图书馆要能够为那些不能到馆的成人和儿童提

供服务，根据用户需要调整开放时间，要尽量通过馆

际互借提供本馆没有的资源，免费为用户提供借阅

资源和服务。

2. 4 古籍保存

古籍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并且具有不

可再生性，因而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对于保存一国乃

至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据一项对英 国 图 书 馆 与 信 息 注 册 协 会 CILIP

(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

fessionals) 网站和相关期刊资料的调查研究［13］，发

现目前还没有国家为图书馆古籍工作制定专门法

令，但是古籍的收集、处理、保管和利用等问题在其

他法律中有相关的规定。如英国的“图书馆书籍及

手稿的失窃: 书商及图书馆员行为规范建议”要求图

书馆员在处理被盗古籍时要参考英国的刑事法和民

事法。CILIP 制定了古籍工作的职业规范，要求善本

特藏要单独贮存，要在专用的、可被监视的空间内使

用，必要时对善本书上保险等，确保善本书的安全。
在古籍利用方面，通过对 CILIP 中几个成员馆

的调查发现，图书馆对善本特藏的使用、复制服务的

收费标准、与出版或商业目的相关的善本特藏使用

授权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如特藏资料只供闭

架借阅，由馆员为用户提取所需资料; 用户携带进入

和带出阅览室的资料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用户在阅

览室内只许使用铅笔，并且要按正确的方法保护和

使用特藏; 图书馆对用户的一次性借阅量有明确的

数量限制，用户在使用散装资料时，要保持资料的原

有次序; 用户有复制需求时要先填写申请单等。

2. 5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随着数字信息的激增、数字化环境的形成，数字

资源和网络化服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问题也引起了图书馆界的重视。欧洲国

家在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方面起步较早，并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
英国对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法律依据主要体

现为《英国著作权、设计和专利法案》 ( 1988) 第 42
条款中的规定: 出于保存、替代或者更换图书馆或档

案馆中遗失、毁坏或损坏的作品的目的，图书馆员或

者档案管理员可以复制永久库存中的任何一件作

品［14］。这里的资源包括数字资源。2003 年颁布的

《图书馆保存法 ( 2003) 》［15］中，规定图书馆应该保

存电子出版物和其他非印刷出版物，这些资源应该

作为出版物的一部分进行保存，并应成为未来学者

和研究人员的重要资源。
荷兰《著作权法案 1912》 ( Copyright Act 1912 )

第 16 ( n) 款规定，对于旨在修复作品样本，或作品

受到威胁有可能破损，或为确保在没有技术条件支

持时仍能使用作品等情况，图书馆可以通过复制向

公众提供服务［16］。《邻接权法案 2003》第 10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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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不以商业营利为目的，出于保存需要，图书

馆可以对表演、唱片、电影的第一次发行版本或者节

目录像进行复制［17］。以上两个条款都适用于数字

资源的长期保存。
还有一些国家以项目的形式收集和保存数字资

源。如瑞典皇家图书馆于 1996 年设立网络资源收

集项目———Kulturarw3，通过网络机器人进行数据收

集，对网络信息进行全面的自动搜集［18］。1999 年

底，法国国家图书馆 BNF 开始实施网络信息资源保

存的研究项目，推行联合收集策略［19］。

2. 6 开放存取

开放存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国际科技界、
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为推动科研成果通过网

络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开放存取采取“作者付

费出版，读者免费使用”的网络出版模式，具有信息

发布过程简便、信息发布时效性强和用户方便获取

等优越性。开放存取一经提出，便得到许多国家的

广泛认同，纷纷出台政策保障开放存取的进行。
英国是开放存 取 政 策 实 施 比 较 完 备 的 国 家。

2001 年，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就启动了机构资

源存取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涉及开放存取运动的技

术、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2004 年，英国众议院科

学技术委员会发表报告《科学出版: 向公众免费?》
一文，呼吁国家支持开放存取，并为开放存取的实施

提供建议。为了保证开放存取政策的实施，英国甚

至采取了强制性政策措施。2005 年，英国研究委员

会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科学研究成果开放获取的立场

声明［20］，要求所有接受资助的研究者必须将最后出

版的期刊或会议论文在相应的 E-print 知识库中备

份电子版，2006 年又重新公布立场声明，要求确保

研究成果的质量。
为了支持和保障开放存取政策的实施，芬兰教

育部成立了开放存取科学出版委员会 ( The Open
Access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mittee) ，向芬兰科学

研究和出版界人员明确表示支持开放存取的态度，

并要求各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的领导下，维护本机

构的信息开放获取仓库，其中的元数据和全文数据

要符合国际标准，支持芬兰国家开放获取仓库的

建立。
在瑞典高等教育协会 ( SUHF) 的支持下，瑞典

许多大学都在为实现研究成果的开放存取做努力，

其中 LUND 大学是首个制定开放存取政策的大学，

LUND 大学图书馆还为开放存取期刊制作了一个目

录系统 Dictionary of OAJ ( DOAJ) ，并要求研究人员

尽可能在开放存取期刊上发表其作品。

2. 7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是图书馆资源建

设的必然趋势，法律政策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提供

了法律保障。
英国《1955 苏格兰公共图书馆法》指出，为了改

善各自的图书馆服务，一个法定图书馆 ( statutory li-
brary) 有 权 与 其 他 法 定 图 书 馆 或 非 法 定 图 书 馆

( non-statutory library) 达成协议，在不影响前述规定

的前提下，协议规定一个法定图书馆要向其他图书

馆出借馆藏资源［21］。英国在《1964 公共图书馆和

博物馆法》中就鼓励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合作，提出成

立馆际合作理事会，国务大臣有责任制定和监督地

区图书馆当局与另一个图书馆当局或团体合作。
除了本国内的图书馆合作和共享，欧盟也制定

了与国外信息共享相关的诸领域的全面而系统的法

律法规体系［22］，涉及基础设施、技术平台、数据保

护、网络和信息安全、知识产权、支付系统、财政援助

等，如 1996 年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1999
年的《关于电信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的新的法律框

架》、2002 年的《关于电子通信部门处理个人数据和

保护隐私的指令》、2004 年的《建立欧洲网络和信息

安全机构的规则》等，从各个方面保障了欧盟各国之

间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2. 8 其他与图书馆相关的政策

图书馆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

等各领域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些领域的政策与法

律，虽然并非图书馆政策，但许多内容都与图书馆有

关。因此，也可以认为是国家图书馆政策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诸如:

2. 8. 1 出版物呈缴政策

呈缴制度是一个国家完整系统地收集、典藏本

国知识记录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也是国家图书馆书

目控制的基本条件。欧洲国家都非常注重对本国文

化的收藏。自 16 世纪法国制定世界上最早的出版物

呈缴法令，至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各国的出版物呈

6

·专题: 图书馆政策研究·



2 0 1 2 . 1
总 第79期

缴制度已相当完善。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网络信息的增加，欧洲国家

已注意将电子资源作为呈缴对象。1992 年法国制

定相关法律，把脱机电子出版物作为法定缴送对象，

1994 年又实施了新修订的呈缴法，特别强调要持续

缴送光盘等实体电子出版物。从 2001 年 1 月起，英

国国家图书馆开始接收自发缴送的电子出版物。
1997 年，丹麦议会颁布新的《出版物缴送法》，把网

络电子出版物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其他载体出版

物，如网上静态的作品 ( static work) 列入呈缴范

围，并针对拒绝缴送者制定严厉的 惩 罚 措 施。从

1997 年 7 月起，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在

文化遗产部的支持下，实施了电子出版物自发缴送

计划 ( EDEN) 。1999 年，荷兰国家图书馆与荷兰出

版者协会缔结了脱机电子出版物和网络电子出版物

的缴送协议，对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和网络电子出版

物都采用相同的缴送方式。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

保存国家数字文化遗产，保障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

全面性和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2. 8. 2 与图书馆相关的版权问题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收集和服务中心，在资源

搜集和服务过程中很容易涉及版权问题，欧洲各国

都很重视与图书馆相关的版权政策。各国与图书馆

版权相关的政策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

图书馆对馆藏内容的提供、图书馆对馆藏内容的复

制和用户对图书馆馆藏的复制，均无一例外地要求

在没有商业目的的前提下进行。芬兰的《版权法》
特别规定了作者的权利，即作者有权从其作品副本

对公众的借阅中获取补偿，且该补偿请求仅可在作

品被借阅期间的前三年内提出，但该权利不得延及

图书馆的借阅服务。意大利的《版权法和邻接权保

护法》中对图书馆复制馆藏作品的复印量也做出明

确规定，即复印量不得超过单册图书或者某期杂志

的 15% ，并按该法规定向版权人支付报酬。《知识

产权法典》还特别提到版税问题，版税的支付包括两

部分，其中由国家负担的部分由各公共图书馆按固

定数额支付，学校图书馆除外; 图书馆因图书借阅而

支付的版税，根据年度法人购买图书的数量按比例

由作者和出版商平均分配。

3 图书馆政策的目标取向

3. 1 保障公民平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

现代图书馆有很多职能，但所有的职能都指向

一个目标，即让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平等自由地从图

书馆获取信息和知识。欧洲各国图书馆政策的这一

价值取向特别明显，即通过政策和法律来保障图书

馆的运营，最大程度地发挥图书馆的功能和作用，以

保障公民自由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瑞典皇家图书

馆指出在北欧各国图书馆间可以免费进行馆际互

借，并引进自动化预约系统，这对于促进北欧国家之

间的文化交流和资源共享起到重要作用［23］。开放存

取政策是近年来图书馆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开放存取

政策的实施将会使用户免费获得各学科最新的研究

成果。如目前在芬兰，15%的学术研究作品是科研人

员通过网络开放获取的，并建立了 4 个开放获取仓

库，创办了 9 种开放获取杂志，方便了用户对前沿信

息的了解［24］。

3. 2 完整保存本国的知识记录和文献资源

图书馆形成核心能力的基础是资源。保存本国

的文化遗产，保证本国文献资源和知识记录的完整

性，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在这方面，很多国家

都做了积极的努力，建立和完善呈缴制度，为文化遗

产的保护提供依据。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呈缴

制度，随着电子出版物的出现和数字资源的逐渐增

加，呈缴内容也在逐渐增加，包括印刷出版物、电子

出版物和网络资源，充分体现了呈缴制度与时俱进

的特点。除此之外，为更好地保存本国文化遗产，

欧洲国家还制定了数字资源保存政策，在进行图书

馆资源建设为用户提供更多资源的同时，与呈缴本

制度相得益彰，充分保证本国文化资源收藏的完

整性。
3. 3 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升信息领域的国

家竞争力

欧洲国家的图书馆政策，相对来说发展比较完

备，图书馆政策基本上涉及到与图书馆相关的方方

面面，指导着图书馆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国家

图书馆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

络的普及，欧洲各个国家都积极开展数字图书馆服

务和联机检索服务。俄罗斯于 2000 年 7 月 制 订

“2000 － 2005 年俄罗斯数字图书馆计划”，以将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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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图片部的善本文献和部分图片转换成电子格

式，2000 年 5 月安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设备后，当

年就完成了 585 帧图片和 12，552Mb 的数字化内容，

实现了两馆“遭遇新边疆”的计划［25］。英国国家图

书馆于 2000 年得到国家 2. 5 亿英镑的计划拨款，专

用于数字图书馆建设。2000 年 9 月，图书馆完成

对数字基础设施所必备的在数字环境下支持其策

略及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系统 ( DLS) 的检验，并就

此与 IBM 英国公司签约。IBM 英国公司为该馆提

供全套最新的数字图书馆系统［26］。正是由于国家

图书馆政策的有力支持，欧洲各国图书馆能够在数

字图书馆建设领域抢占先机，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

略中赢得一席之地，从而提升了信息领域的国家竞

争力。

3. 4 促进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信息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使信息资源的有

效利用必须最大限度地依赖于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在欧洲，信息资源共享早已超出一国的范围，2002
年发表《布加勒斯特宣言》后，在短短的几年里，欧

盟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规体

系。这些法律法规不仅涉及信息和数据共享，而且

涵盖了共享过程中的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

题，对于欧盟之间信息无障碍的传播和共享，维护公

民平等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以及辅助政府科学

决策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德国图书馆研究所［OL］．［2010 － 11 － 15］． ht-
tp: / /b. baidu. com /view /2651456. html? fromTa-
glist

2 尤小明 . 俄罗斯联邦国家图书馆政策［J］． 图书

馆建设，2002 ( 4) : 90 － 92
3 宋振佳 . 俄罗斯图书馆法发展概况及其启示

［J］． 图书馆论坛，2010 ( 4) : 45 － 47
4 周玉红 . 英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评估: 目标、指标、

标准、变动［OL］．［2011 － 04 － 20］． http: / /www．
istis. sh. cn / list / list. asp? id = 5106

5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tandards［OL］． ［2011 －
04 － 21］． http: / /moderngov. rotherham. gov. uk /
mgConvert2PDF. aspx? ID = 4442

6 浅析公共图书馆法的发展及内容研究［OL］．
［2010 － 04 － 20］． http: / /www． reader8． cn /data /
20110402 /731665． html

7 周玉红，祝碧衡 . 英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介

绍． ［2011 － 04 － 21］． http: / /www. istis. sh. cn /
list / list. aspx? id = 1401

8 周小平 . 中外图书馆经费来源比较［J］． 中国图

书馆学报，1996 ( 2) : 3 － 7
9 Public Libraries Act 1947［OL］．［2011 － 04 － 05］

http: / /www. irishstatutebook. ie /1947 /en /act /pub /
0040 / index. html

10 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1964［OL］． ［2011
－ 04 － 05］． http: / /www． legislation． gov． uk /ukp-
ga /1964 /75#commentary-c713328

11 Library Act( Northern Ireland) 2008［OL］． ［2011 －
04 － 05 ］． http: / /www． opsi． gov． uk / legislation /
northernireland /acts /acts2008 /en /niaen_20080008_
en． pdf

12 Act on Library Services［OL］． ［2011 － 04 － 05］．
http: / /www． ifla． org /V /edoc /danish． html

13 于良芝 . 国外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制度研究

［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 ( 6) : 5 － 13
14 Copyright Design and Patents Act 1988， section

［OL］． ［2010 － 12 － 03］． http: / /www． wipo． int /
wipolex / fr / text． jsp？file_id = 127294＆tab = 2

15 Digital Library Programme ［OL］． ［2011 － 04 －
20 ］． http: / /www． bl． uk /aboutus /statprog /digi /
dom / index． html

16 Netherlands Copyright Act 1912， section 16 ( n)
［OL］． ［2010 － 12 － 03］． http: / /www． ivir． nl / leg-
islation /nl /copyrightact1912_unofficial． pdf

17 周玲玲 . 评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在国外立法中

的发展现状［J］． 2009 ( 6) : 42 － 47
18 安兴茹 . 欧美国家图书馆网络信息保存的收集

策略研究及启示［J］． 图书馆杂志 . 2007 ( 9 ) :

52 － 55
19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PADI—web archiv-

ing［OL］． ［2010 － 12 － 10］． http: / /www． nla．
gov． au /padi / topics /92． html

( 下转第 21 页)

8

·专题: 图书馆政策研究·



2 0 1 2 . 1
总 第79期

www. opm. gov /qualifications /Standards / IORs /
gs1400 /1410. htm

9 Statement on the Certification ＆ Licensing of Aca-
demic Librarians［OL］．［2011 － 03 － 29］． http: / /
www. ala. org /acrl / standards /statementcertification

10 Certification of Public Librarians in North Carolina
［OL］． ［2011 － 03 － 29］． http: / / statelibrary．
ncdcr． gov / ld /plcert /plcert1. html

11 Public library advocacy［OL］．［2011 － 04 － 18］．
http: / /en. wikipedia. org /wiki /Public_library_ ad-

vocacy#cite_note － 36
12 中国图书馆学会章程［OL］．［2011 － 04 － 24］．

http: / /www． lsc． org． cn /CN /News /2009 － 12 /
EnableSite_ReadNews102041151261670400． html

( 曹 淼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图

书馆，肖希明 教授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

馆学系主任)

收稿日期: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2011 － 08 － 07

( 上接第 8 页)

20 Research Councils UK' updated position statement on ac-
cess to research outputs［OL］．［2010 － 11 － 28］． http: / /
www. rcuk. ac. uk /cmsweb /downloads / rcuk /documents /
2006statement. pdf

21 Public Libraries ( Scotland) Act 1955［OL］．［2011 － 04
－ 05］． http: / /www． legislation． gov． uk /ukpga /Eliz2 /3
－ 4 /27．

22 刘可静 . 西方信息共享的理 念 及 其 法 律 保 障 体 系

［J］． 图书情报工作，2007 ( 3) : 56 － 59．
23 瑞典皇家图书馆［OL］．［2011 － 04 － 22］． 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1067409． html? goodTagLemma

24 李荣素，牛晓艳 . 国外开放存取政策研究［J］． 图书馆

建设，2007 ( 5) : 13 － 15
2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OL］．［2011 － 04 － 22］． http: / /

baike. baidu. com /view /107316. htm
26 英 国 国 家 图 书 馆［OL］． ［2011 － 04 － 22］． http: / /

www. chnlib. com /Gwtsg /1231. html

( 肖希明 教授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

系主任，谷聪聪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

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1 － 08 － 07

12

·专题: 图书馆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