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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是当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高校图书馆作为图书馆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对其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甚少。针对我国当前高校图书馆的现状，从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基本功能、维

度及结构模型入手，研究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目的是更好地指导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构建与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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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对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质的认识、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核

心价值对于国家、社会尚有如此重大意义，更何况高校

图书馆呢？核心价值的研究是站在战略高度把握高校

图书馆发展命脉、提升高校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最重要

的研究领域。

　　目前关于图书馆的核心价值研究已初具规模。

ＩＦＬＡ、ＡＬＡ、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众多图书馆组织

及学者都公布了自己认同的图书馆核心价值理念。

１９９９年，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
组，即核心价值特别工作组，专门从事对图书馆核心价

值的研究。据统计，国外所有公布图书馆核心价值的

个人和机构中学校图书馆数量最多，其比例达到１／３，
但我国高校图书馆自己的核心价值几乎没有。基于

此，本文将系统阐述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体系。

２　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内涵解析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是图书馆界对于自己的责任

或使命的一种系统的说明［１］。对于“图书馆核心价

值”的研究，国外已有２０余年历史。我国关于图书馆
核心价值的研究始于２００２年，程亚男在其《再论图书
馆服务》（２００２）一文中就指出：“服务是贯穿图书馆发

展的主线，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２］，这也是国内第

一次明确地提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宋显彪（２００２）
把图书馆核心价值论述为４个方面：保存人类文明成
果提供用户使用；联结用户与思想；保证用户自由；平

等获取信息进行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３］。范并思、倪

晓健（２００７）主持承担的“中国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与
《图书馆服务宣言》研究”项目组发表了一组关于图书

馆核心价值的专题论文，并认为“图书馆核心价值应该

是多数馆员认同的，每个图书馆具有自己不同于别馆

的核心价值”［１］。黄俊贵（２００８）认为实现公共知识服

务效益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４］。国内外关于图书馆核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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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国内外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成果

国

外

作者／组织 主 要 观 点

国际图书馆联合

会（ＩＦＬＡ）（２００３）

认可图书馆自由获取信息、思想、想象力作品的原则；

同时认为图书馆不仅向社区和组织提供高质量的信

息服务，还在实现信息平等获取上起着重要作用［５］。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ＬＡ）会长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Ｇｏｒｍａｎ核
心价值的 ８项维
度（２０００）

在《我们的永恒价值：２１世纪的图书馆员职业》（Ｏｕｒ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指
出：知识保存与传递职能；对个人、集体、社会的服务；

维护知识自由；理性地处理图书馆业务；支持知识和

学习；保障知识和信息的公平获取；尊重利用者的隐

私权；支持民主社会［６］。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ＬＡ）核心价值
的 １１ 项 维 度
（２００３）

读者可公平获取信息、保障读者的隐私、民主、多元

性、教育及终身学习、维护知识自由、公共物品、馆员

的专业性、保存资源、服务民众、负有社会责任。

国

内

蒋永福（２００７）
《文化权利》可以成为当前中国图书馆界最急需确立

的核心价值范畴［７］。

黄宗忠（２００７）

图书馆员通过收集、整理、存储、传播信息知识等劳

动，实现知识自由存取，公正平等服务于社会，满足每

个读者的不同需求，为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８］。

汤利光（２００９）

广义指全球图书馆的共同体对科学文化知识信息

（主要是贮存在知识信息载体之上的客观知识信息）

予以组织，并向需要这些知识信息的人们（具体而言

指全人类）予以传播，并满足他们的需求。狭义指某

个时期、某个范围、某种类型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解

释［９］。

　　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是高校图书馆的内在精
神和生命之魂，是高校图书馆组织 ＤＮＡ中最核心的部

分。它决定着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

标任务，在高校图书馆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

配地位。而关于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见诸于

文献的成果不多。在此，笔者从知识角度把高校图书

馆核心价值体系内涵定义为：在高等院校中，为满足教

学和科研而对知识需求（组织和咨询）进行存储、传

播、转移、创新、服务的图书馆价值体系。

３　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基本功能

　　高校图书馆的功能包括保存馆藏资源、馆员管理、

传承文明、信息服务、创新、教育等诸多功能。当今知

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生产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迈向知识社会》中要求：“在以终身学习为基础的学

习型社会中，图书馆应当在各个层次上促进学习并为

学习提供便利”。可见，高校图书馆应以促进学习知识

为宗旨。下面就从知识角度来阐述高校图书馆核心价

值体系的基本功能。

３．１　知识存储功能
　　图书馆的前身是古代的“藏书阁”。可见，“藏书”

是图书馆最基本的价值。现代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丰

富，每年的馆藏尤其是数字图书增速很快，高校图书馆

应努力建设海量数据存储中心。传统图书馆转型成一

个突破时空、地域、介质限制的超大规模、便于使用的

知识中心。

３．２　知识传播功能
　　在信息流速加快、持续学习与终身教育等社会因
素的影响下，高校图书馆成为以知识传递为主的 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中心，是人类知识成果与高校师生的价值桥
梁或纽带，作为信息组织和知识管理的机构，承载着知

识传播———教育的重大职能。知识传播是联系知识生

产与应用的中间环节，能提高高校师生知识拥有水平、

完善知识结构、培养和造就更多“知识人”，为知识经

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高校图书馆利用知识传

播功能，能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广泛应用，实现从知识到

价值的高效转变。

３．３　知识转移功能
　　高校图书馆通过对知识资源进行挖掘、整合、存
储、利用等工作，运用信息及网络技术，共享和创新知

识资源。知识转移保障知识资源在图书馆与用户间的

有效传递与获取，在个体和社会载体上转移，从而实现

知识共享。转移的前提是拥有高水平、专业性强的馆

员。馆员的重要职责是通过分析、加工、整理，将内化

的、潜在于人脑中、不易被人们学习和利用的有价值的

隐性知识显性化，实现知识转移和创造。

３．４　知识创新功能
　　随着知识经济大潮席卷全世界，知识智能化、产业
化、全球化无一不要求在原有知识结构上进行知识变

革、创新。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知识的

过程，即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的过程。它通过追求新

发现，探索新规律，积累新知识，达到创造知识附加值、

谋取组织竞争优势的目的［１０］。高校图书馆的知识创

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提

供不竭动力。知识通过社会实践探索或创造性思维创

造出来后，被高校图书馆这一履行知识创新职责的机

构获取，经过浅层加工到深层转化，成为创新的知识产

品。知识创新是实现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重要因

素。

３．５　知识服务功能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高等学校
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为高

校师生提供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价值的根本所在。图书

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以传播知识服务为己任，不

同于一般以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为主要任务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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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文化娱乐（创作与演出）［１１］。知识服务是一种基

于一切信息资源（包括馆藏物理资源和网络虚拟资

源）、以用户需求目标为驱动的、面向知识内容的、融入

用户决策过程，并帮助用户找到或形成解决问题方案

的增殖服务［１２］。知识服务的特征有：针对性、专业性、

知识性、共享性、创新性、个性化［１０］。如图１所示：

图１　知识服务的特征类型

　　作为智力密集型的知识服务业，高校图书馆应遵
循一切皆服务的模式。学科馆员应努力推介学科馆藏

资源、开展读者培训和教育、与院系联络沟通、建设学

科导航、绘制知识图谱、提供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参考服

务。笔者曾针对本校中文系专业特点，分年级开设检

索知识专场讲座，详细讲解学科导航，介绍馆藏中外

文献资源及数据库，为学生搭建参考咨询的平台，效果

良好。

４　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属性维度

　　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于２０００年将图书馆的核
心价值归结为 １０个关键词：使用、协作、多样性、教
育、智力自由、保存、隐私权、专业技能、公共利益、服

务。黄晓曼认为：保存资源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知识自

由、平等获取、教育和学习，以及尊重读者个性和隐

私［６］。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我们把高校图书馆核心

价值归结为两大类，即：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社会价

值是指高校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实现了社会效益，促

进了社会人文教育的发展。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

核心价值的共性是服务与知识自由。个体价值指高校

图书馆服务对象主要针对高校内部师生个体，具有区

别于公共图书馆的特殊属性。我们把公共利益、教育

和学习、为社会提供服务等归为社会属性；把隐私权、

读者价值、智力自由、尊重读者个性和隐私等归为个体

属性。对社会属性层面的研究，体现为社会价值；对个

体属性层面的研究，体现为个体价值。下面分别从社

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个维度研究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

体系。

４．１　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属性
　　我国图书馆归属于文化系统领导，不仅是文化事
业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其核心就是

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吴慰慈教授在《图书馆学基

础》中指出：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包括保存人类文化遗

产、教育、传递情报和开发智力资源［１３］。本文将传递

情报和开发智力资源合为知识传播功能，总结如下：①
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图书馆的存储体现为以“文献”

为中心，包括保存纸质文献、电子文献。从文化维度

看，图书馆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记载了人类文明前进的

脚步，以及从古至今文化发展的脉络。②开展教育活
动。邱五芳认为，“作为社会教育体系重要一环的图书

馆，社会要求它强化对知识信息的评判功能，在某种程

度上承担起社会知识信息过滤器的职责，……只向读

者提供被社会主流认同的、比较真实可靠的知识信

息”［１４］。图书馆所提供的阅读空间与资源对素质提升

有重要作用。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文化节”等富

有文化气息的活动，倡导并促进阅读，实现教育价值。

③知识传播。图书馆对知识存储、知识管理、知识获
取、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知识工

程进行研究，进而对知识进行有效传播，满足读者的知

识需求。

４．２　高校图书馆的个体属性
　　随着社会信息意识逐渐增强，高校图书馆事业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渐被认同为高校形象的标志之

一。研究高校图书馆个体属性的原因在于：首先，目前

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层面研究，个体属性研究几乎空

白；其次，目前的研究把图书馆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进

行研究，没有研究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的异同。

高校图书馆作为教辅部门，主要以师生为服务对象，在

知识组织、学科导航方面有着区别于公共图书馆的个

体属性。

４．２．１　知识存储　馆藏资源是评价与衡量高校图书
馆办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高校图书馆隶属于高

校，作为教辅机构，对各门类学科知识的发展前沿及动

态把握准确及时，是知识存储质量高、学科门类齐全、

内容新颖的“知识中心”。高校图书馆的知识存储不

同于传统的文献保存功能，其存储功能内涵更广，高质

量的学习空间、选择并管理资源、收集并数字化档案材

料使高校图书馆成为现代社会的数据存储中心。公共

图书馆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管理、资助和支持的图书

馆。馆藏取决于具体城镇的大小及当地政府的投入，

图书馆的规模及藏书相比高校图书馆有很大差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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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财政投入匮乏，馆藏文献资源的快、新、全方面的建

设和使用都严重滞后于高校图书馆。

４．２．２　知识创新　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素质相对较高，
易于实现知识创新。公共图书工作人员素质良莠不

齐。当前公共图书馆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下问题：

学历低、学科结构和知识结构不合理、馆员老龄化，长

久以来是“收容所”，人员冗余、混杂。而高校图书馆

拥有一批掌握最新现代知识、技能，能进行学科导航、

咨询、分析研究的专家、学科带头人，这使高校图书馆

较易实现科学的知识创新。如利用高校学科优势，组

成专家科研团队，开展现实或网上虚拟的信息、知识咨

询，能及时满足用户对知识的需求。知识创新是高校

图书馆能够实现持续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

４．２．３　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个体属性
的主要内容。传统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局限性越来越明

显地表现在：①服务观念陈旧；②服务方式单一；③服
务设备落后；④技术手段缺乏先进性；⑤收藏范围有
限；⑥资源共享性差；⑦信息资源时效性差；⑧社会满
足率低［１０］。高校图书馆在资源、人才、技术等方面的

优势有利于开展知识服务，具备很强专业知识素养和

图书情报业务能力的复合型馆员能够通过现代化技术

进行学科导航、定题服务、科技查新、学科信息门户、专

题情报调研、数字参考咨询、信息素养教育、电子信息

服务、翻译服务、学科知识共享（ＳＫＣ）等服务。高校图
书馆的硬件设施服务 ＨＡＡＳ和软件设施服务 ＳＡＡＳ相
比公共图书馆也具有强大的优势，尤其是校园网的建

设及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ＡＬＩＳ）的建设为高
校图书馆以用户为中心“一站式”知识服务的实现提

供了强有力保障。

　　综上，将高校图书馆个性特征与公共图书馆做一
比较分析，如表２所示：

表２　高校图书馆相较于公共图书馆的优势分析

比较方面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知识存储
规模大、存储质量高、

学科门类齐全、内容新颖

规模小、存储质量

不高、内容陈旧

知识创新
馆员

学历高、

专业性强

学历低、学科和知识

结构不合理、老龄化

学术、科研 学科专家团队、咨询小组 匮乏

知识服务

服务观念 新颖 陈旧

服务方式 多样化 单一

服务设备 先进 落后

网络技术
校园网、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ＣＡＬＩＳ） 简单

５　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结构模型

　　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主要贯穿于社会
属性和个体属性两条主线中。高校图书馆是在图书馆

的母体中衍生出来的，所以继承了其母体图书馆的公

有属性，即社会属性，传承了图书馆服务社会文化发

展、构建和谐文化的社会价值。同时，高校图书馆作为

图书馆的新生代，在吸收了图书馆精华部分后，为了使

自己更具核心竞争力，又派生了其独特的个体价值属

性，包括知识存储、知识创新、知识服务功能。同时知

识存储和知识创新功能的实现又最终转化为知识服

务。这些独特的功能使高校图书馆在知识经济大潮中

扮演了知识导航者的角色，实现了图书馆的蜕变和再

生。但两者之间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有了图书馆公共属性的基础，才能实现高校图书馆的

创新发展，而高校图书馆个体属性的价值归宿正是图

书馆服务社会属性的基本要求。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于高校图书馆核心
价值体系的研究只是指出了体系包含的范畴，并未给

出明朗的结构模型。为了将核心价值体系结构说得更

清楚，结合前面对社会属性及个体属性的相关论述，笔

者沿两条属性主线，构建出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

如图２所示：

图２　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

　　从图２可以看到，高校图书馆延续了图书馆的保
存文化、教育、知识传播的共性特征，实现着社会价值；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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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又发挥了作为高校教辅部门的

作用，能够为主要服务对象———师生提供较为全面的

知识存储、知识创新、知识服务等特殊职能，展现了自

己的个体价值。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必将

促进高校图书馆和高校的可持续全面发展。

６　结　语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科技为高校图书馆生存
发展带来了一场空前变革，如何在未来知识海洋中居

于战略优势地位成为高校图书馆界思考的核心问题。

本文通过对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基本功

能、属性维度的研究，构建出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

的结构模型，对其跨越式发展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使

高校图书馆在空间无限、资源无限、机遇无限的开放发

展中，实现其自身实力与水平的跨越，对我国教育事

业、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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