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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地区国际组织寄存馆制度的意义、
现行做法与问题

摘　要　国际机构寄存馆制度在澳门的实行 ,对澳门地区的文献资源开发和馆藏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目前 ,澳门国际组织寄存馆已与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 ,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机构建立和发展了寄存馆制度。参考

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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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资料寄存馆制度 (Depository Library System)

已在世界各地不少图书馆实行 ,该制度通常由一些国

际组织及政府机关根据自身的预算及需要 ,与各地符

合条件的图书馆建立寄存馆关系 ,长期免费提供其最

新出版物。在寄存馆制度建立过程中 ,通常是由图书

馆提出申请 ,然后经有关国际组织审查申请馆的学术

性、代表性、区域性等条件而决定。这种制度的建立

对双方皆有意义 ,一方面国际组织可通过图书馆将其

文献信息、工作领域、发展政策等传播到世界各地 ,另

一方面 ,图书馆可免费获得一些极具参考价值的资

料。一旦达成协议 ,图书馆就有义务向读者宣传和推

广该国际组织及其出版物 ,达到文化交流之目的。本

说图书馆可称准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图书馆的传

统服务应由政府提供 ,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部分地由

私人提供 ,因此从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看 ,图书馆

既是公共物品 ,又是私人物品。这种情况下 ,一些图

书馆实行“一馆两制”,即在一个图书馆内同时存在着

两种不同性质的部门 :一是提供无偿信息资源服务的

事业部门 ,二是生产和营销信息产品的产业部门。两

类部门的运行和管理采用不同的体制和方法。“一馆

两制”是一种有益的选择。首先 ,从总体上保持图书

馆公共物品的属性。图书馆是用国家的财政拨款来

支付购书费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水 ,是用社会财

富来维持生存与发展的 ,是代表社会来行使这部分社

会职能的 ,换言之 ,社会成员已通过纳税等方式支付

了图书馆的使用费 ,不能再要求他们有偿地利用图书

馆所收藏的文献资源。其次 ,“一馆两制”满足了社会

成员对信息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这种高层次的信息

服务是以私人物品提供的。图书馆经济属性上兼备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二重性 ,决定了图书馆体制的

两重性 ,即以事业属性为主 ,产业属性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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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析国际机构寄存馆在澳门地区的现行管理及发

展情况 ,以此研究寄存馆对澳门地区文献资源开发的

意义。

1 　国际组织寄存馆在澳门的发展

澳门虽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但却是西方踏足亚洲

的第一片土地 ,也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来自世界各

地的信息对澳门各界甚为重要 ,其中一家寄存国际机

构刊物的专门图书馆也在其中担当着传播交流信息

的重要角色。该馆于 1993 年在澳门大学图书馆内成

立。当时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与联合国 (United Na2
tions)及欧盟 ( European Union) (前欧共体 EEC) 达成

协议 ,免费获得他们最新的出版物 ,成为这两个重要

国际组织文献寄存图书馆 ,也由此奠定了国际组织文

献馆藏在澳门的发展基础。经过数年的努力及各方

的支持 ,该馆已先后与其他 7 个国际机构建立和发展

了同样的关系 :如国际劳工组织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4 年) ,世界贸易组织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4 年) (前关贸 GA TT) ,世界粮食计

划署 ( World Food Program —1995 年 ) ,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1995 年) ,亚洲开发银行 (Asian Deve2
lopment Bank —1998 年) ,亚太经合组织 (Asia Pacifie

Economic Cooperation —1998 年)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 (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99 年)

等皆以澳门作为它们刊物的寄存馆之一。

另外 ,澳门仍在不断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 ,争取

成为它们出版刊物的寄存馆。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等已逐渐将部分刊物送与该专门图书馆。

目前 ,澳门该专门图书馆馆藏的国际组织文献已

有 5000 多种 (澳门馆藏国际组织出版资料统计见表

1) 。

表 1 　澳门馆藏国际组织出版资料统计

国际组织名称
建立馆

藏年代

文献种

类 (种)

欧盟 ( EU) 1992 1883

联合国 (UN) 1992 1465

世界银行 ( WB) 1995 1448

亚洲开发银行 (ADB) 1998 432

世界贸易组织 ( WTO) 1994 7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1998 65

国际劳工组织 ( ILO) 1994 5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1999 19

国际组织名称
建立馆

藏年代

文献种

类 (种)

世界粮食计划署 ( WFP) 1995 10

其它非正式寄存组织 1993 240

总计 5692

　　(统计截止日期为 2000 年 2 月)

2 　澳门国际组织文献寄存馆特点

2. 1 　出版物涵盖范围广

纵观多年来各机构出版的资料 ,无论在数量上、

内容上及学术价值上 ,对澳门图书馆馆藏均占有重要

的地位 ,对进行相关的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这些内

容丰富 ,涵盖范围广泛的文献涉及经济、贸易、人权、

交通、运输、法律、人口、环境、科技、公共卫生、社会政

策、文化、环保、农业、历史等内容 ;从文献所涉及的地

域来看 ,既有由全球性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世银、世

贸等)出版的文献 ,也有地区性国际组织 (如欧盟、亚

银、经合组织等) 的出版物 ,故此 ,资料的全面性和重

点性兼备。

2. 2 　资料的权威性

国际组织出版物尤其是世界各地的统计资料极

具权威性 ,通过这些资料 ,学者能够了解国际经济发

展现状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因而这些资料在

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方面和提供学术研究方面的

价值不容忽视。

2. 3 　节省经费

经费不足是大部分图书馆面对的难题 ,因此 ,澳

门国际组织寄存馆的出现 ,不仅使读者可以无需费力

而获得信息 ,同时使图书馆不必付此购书经费就加强

了馆藏 ,大大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2. 4 　文献载体周全

国际组织出版文献除了主要的纸本印刷资料外 ,

还包括微缩胶片、录影带、资料库光碟和网上资源等

电子刊物。

2. 5 　资料新颖珍贵

由于各个组织一旦出版新的书刊 ,便立刻送给寄

存馆 ,故文献的时效性很强 ,往往节省了选书采集过

程所需的时间 ,使读者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国际资料。

而且 ,目前送给澳门的国际组织资料 ,部分属非卖品 ,

如一些联合国的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等 ,非寄存馆

则未必能得悉此类资料 ,因此 ,资料比较珍贵。

2. 6 　资料的延续性

由于各机构送出的文献资料是不间断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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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故不会发生缺期、漏订或其他原因使馆藏资料未

能延续的情况。这更有利于学者作有系统的、追踪性

的、比较性的研究。

3 　国际机构资料对澳门的意义

澳门与西方国家尤其与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有

着渊远流长的联系 ,是连结中国和欧洲市场以至拉丁

语系国家的中介和桥梁。特别是今天 ,澳门已成为一

座面向国际的城市 ,故此 ,澳门各界对国际信息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 ,国际机构出版资料便是其中不可或缺

的宝贵财富。

以下是出版物较多、在澳门地区文献馆藏较丰富

的国际机构 ,通过探讨它们的发展宗旨、工作领域、政

策、出版物特性等来了解这些资料对澳门地区馆藏的

重要性。

(1)欧盟

欧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单一市场、经济与货

币联盟 ,以废除其成员国间货物、人员、劳务与资本自

由流动障碍为特征的一个内部市场。其目标是在整

个欧盟内促进社会及经济活动的协调与平衡发展、注

重环保以及成员国间经济与社会的聚合与团结。因

此 ,欧盟的出版物大都围绕欧盟成员国间的经济、社

会政策、就业、科技以及一些对外贸易政策等方面 ,同

时 ,也编印一些官方刊物如法律、协议等。欧盟属地

区性国际组织 ,刊物尤其专注欧洲体系的发展 ,以及

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对外政策等。中国与欧盟关系不

断发展 ,澳门与之更密切。因此 ,这些资料无论是对

研究欧洲的学者、对欧洲市场有兴趣的商人还是受欧

盟法律影响的专业人士皆有莫大裨益。

(2)联合国

联合国的工作领域主要是 :维护正义和国际法 ;

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协调经济

及社会发展以及努力促进尊重人权、保护环境、防治

疾病、减轻贫穷等等。故此 ,联合国文献内容为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及人权等。总的来说 ,联

合国是世界性的组织 ,其出版资料注重于国际社会现

状动态和各国国情民生、人权等广泛题材。而这些资

料是各地学术图书馆也应具备的重要参考资料。

(3)世界银行

在全球经济急剧变化及联系更加紧密的情况下 ,

世界银行承担着借贷、信息提供、部署及制定措施的

重要角色 ,协助发展中国家渡过危机 ,有效地运用资

源 ,向个别国家提供援助。其最终目的是帮助贫穷国

家摆脱贫困 ,自力更生 ,走向平稳和继续发展。世银

出版物甚为丰富 ,尤其注重学术性 ,大都以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环保、农业、科技为主。值得一提的是 ,统

计资料光碟 ,收录了近 20 年、包括 20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个项目的统计数据 ,十分珍贵 ,令学者受惠。

(4)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

亚银的宗旨是开发及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及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亚太经合组织也一直提倡开

放贸易市场 ,加强亚太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 ,以

及提高亚太区的经济能力及一体化的意识。为此 ,他

们的文献以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社会发展为主 ,其

中特别丰富的是一系列有关技术合作、经济援助计划

的资料 ,详列每个项目的具体内容 ,发展情况等。澳

门地区研究亚太经济及其发展情况的学者众多 ,更需

要这方面的资料作为学术参考。

(5)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是唯一处理全球国与国之间贸易法规的国

际组织 ,其主要功能是确保贸易尽可能在顺利、平稳、

自由的原则下进行。世贸协议是由全球大部分国家

通过磋商及签署的多边贸易体系 ,最终目的是促进世

界经济的昌盛、和平发展 ,消除贸易障碍 ,使成员国人

民生活繁荣。中国加入世贸在即 ,成为全球关注的热

点 ,世贸出版的有关各成员国的贸易及贸易政策回

顾、汇率等方面的资料 ,都有精确的数字统计 ,并佐以

文字说明 ,是我们掌握各会员国贸易活动的最佳参

考。

纵观多年来读者使用资料的情况 ,其中统计资料

的使用率较高 ,例如一些有关社会财经或教育文化等

专题性统计资料 :联合国出版的《国际商品统计年鉴》

(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Com modity S tatistics) 、《国

际贸易统计年鉴》(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 tatistics) 、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年报》(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世界统计表》( World Table) 、

《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等

等。另外 ,其他综合性和普查性统计资料、国际产品

标准、出口配额、对外贸易、国际公约、法律、公共政

策、欧盟的官方报道和学术认可准则等等 ,也是澳门

学者需求颇多的研究参考资料。

4 　管理与服务

4. 1 　系统地分类编目、编印目录

现时澳门的国际组织寄存馆采用了联合国的分

类法 (UNBIS Thesaurus) ,先按国际机构划分 ,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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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献内容的学科体系组织起来 ,使之能反映各知识

门类的文献 ,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为使澳门读者更快取得最新的资料 ,当有新书送

抵澳门时 ,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编印新书目或回

溯性书目寄给有关部门及邻近地区的图书馆。

4. 2 　宣传推广活动

寄存馆与各机构加强联系 ,每年都举办一些活动

宣传推广有关机构及其出版物。所办活动包括召开

有关欧盟经济一体化等的研讨会 ;于欧洲日、联合国

周年、世界银行成立日等纪念性日子搞展览活动 ,展

出各组织出版的书刊、图片、海报 ,播放有关机构活动

的影带 ,介绍其网页、资料库和一些集合世界各地数

十年各项统计资料的光碟 ;将一些特别有参考价值的

资料推广给澳门各界人士。通过这些活动 ,使市民扩

展了对国际机构 ,尤其是世界银行及其出版领域的认

识。

4. 3 　建立网页、资料库及开发网上资源

为使读者能通过最快途径查阅图书馆资料 ,建立

网页及资料库是必须的。现在读者可通过该专门图

书馆所建的网页及资料库 ( http :/ / www. umac. mo/

dc) ,查阅澳门馆藏国际组织的文献目录及获得其他

服务。另外 ,该馆还在网上与各组织连结并将一些资

料系统地建立目录 ,供读者快速检索。

4. 4 　参与国际组织培训课程

随着国际机构出版物的增加 ,网上信息技术的急

剧发展 ,文献管理工作者的专业水平需不断提高以满

足各方需求。因此 ,澳门寄存馆管理人员多次参与联

合国及欧盟提供的培训课程及研讨会 ,并藉此加强相

互的沟通以及加强同各地同类寄存馆间的合作。这

些培训不仅加深了对这些组织领域及其发展的认识 ,

深入了解检索数据库及网上资料 ,强化了文献管理工

作 ,而且对国际组织的架构也有了更明确的了解 ,这

些都更将有助于参考咨询服务工作的展开。

5 　问题探讨

5. 1 　馆藏规划问题

由于所寄存的资料皆由国际机构控制 ,因此寄存

馆在接收其出版物方面较被动。部分使用率较低的

文献是剔除或是保留难以取舍。另外 ,为节省经费 ,

部分刊物以缩影胶片形式出版 ,然而 ,这有利有弊。

一方面 ,读者不愿意使用这些资料 ;另一方面 ,作为馆

藏来说 ,缩影胶片也要特别留意室温等问题。

5. 2 　藏书布局

各机构出版物在图书馆整个馆藏之中的定位也

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是“分”是“合”,是“统”是

“独”? 现时的藏书布局是按国际组织独立划分 ,再按

学科排检。然而 ,这种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系统未

必能尽如读者之意 ,当读者需要同一学科文献时 ,却

因要到每一个组织区域里寻找而导致不便。但是 ,如

将国际组织出版物视同一般出版物同样处理 ,便失去

了国际组织寄存馆的意义 ,因此 ,这仍是有待观察及

研究的问题。

5. 3 　分类法

现时采用较简单的涵盖范围较广的联合国分类

法 ,有别于图书馆及其他各机构所采用的分类法 ,因

此可能出现主题词不完全吻合的情况。

总括而言 ,国际机构出版刊物寄存馆是属于另一

层次的图书馆 ,是提供学术、研究参考资料性质的信

息中心 ,它不但丰富了澳门地区的文献资源 ,也成为

当地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所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国际

资源 ,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资源共享的重要关键。

同时 ,通过这些组织的关系 ,令更多国家及人士认识

澳门 ,在国际上推广了澳门 ,对面向国际的澳门来说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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