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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政府资金 ,努力提高办馆效益
———哈尔滨市图书馆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摘　要　哈尔滨市政府逐年加大对哈尔滨市图书馆的资金投入。哈尔滨市图书馆合理使用政

府资金 ,提高藏书质量 ,加强网络化建设 ,服务工作上了新台阶 ,并通过创收来支持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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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图书馆是一座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

馆 ,是无偿为公众提供阅读服务的公益性场所。自

新馆落成投入使用至今已两次进入全国文明图书馆

的行列。特别是近几年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

持和正确领导下 ,在市文化局的直接指导下 ,尤其是

在市财政局的经费支持下 ,哈尔滨市图书馆坚持“读

者至上 ,服务第一”的宗旨 ,在原有的基础上 ,充分发

挥图书馆公益性的特点 ,将有限的经费合理科学地

使用在无限的读者服务的事业之中去 ,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使图书馆逐步实现了由封闭、传统型向开

放、现代型的转变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迈着更

加坚实的脚步 ,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1 　市政府加大专项资金投入 ,为市馆提供经济保障

市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的事业 ,本身不可能有经

济效益可言 ,要想取得事业的发展 ,只能依靠政府的

资金投入。可以说 ,图书馆各项服务指标比率的增

长 ,是与政府资金投入的增长呈正比的。

从表 1 可以看出 ,政府专项奖金投入的逐年增

加 ,为市图书馆的工作的长足进步 ,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以 2000 年统计数字为例 ,哈尔滨市图书馆在 15

个副省级单列市图书馆中的购书经费比较中居于第

5 位 ,前 4 位分别为深圳、广州和大连、沈阳市图书

馆 ,相对于哈尔滨市在 15 个副省级单列市中的经济

状况所处的位置来看 ,市政府对市图书馆投入的资

金比例是比较大的。政府的高投入也收到了相应的

效益 ,使市图书馆的藏书量、读者到馆率都创了新高 ,

表 1 　1996～2000 年哈尔滨市馆几项主要工作指标

项

目

购书经

费 (万

元)

总藏量

(万册)

流通人

次 (万人

次)

读者办

证 (个)

读者活

动 (次 ,

人)

1996 年 110 18515 2912 5735
29 ,

5540

1997 年 150

18117

(剔旧

8 万)

4113

遍及
6241

28 ,

9628

1998 年 150 18815 5116 8543
27 ,

10648

1999 年

200 (财政

拨 180 ,

局拨 20)

19510 5816 10092
38 ,

26181

2000 年

170 (财政

拨 150 ,

局拨 20)

20115 7812 12683
36 ,

11819

达到了历史上较高的水平。可以说投入见到了效

益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政府的投入是图书馆事业

腾飞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2 　科学合理使用资金 ,市馆工作步入历史最佳状态

如果说政府资金投入到位是前提 ,那么如何科

学合理地使用资金就是关键。市图书馆领导班子以

对事业的忠诚和对上对下高度负责的态度 ,科学合

理地使用经费 ,将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不辜负上

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 ,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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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以提高藏书质量为出发点 ,建立完整有序的藏

书体系

购书经费的增加使馆藏图书数量也在逐年增

加。但市图书馆在保证藏书数量增加的同时 ,严把

了质量关。由于市场的多元化 ,也使图书市场良莠

不齐 ,在这种情况下 ,市图书馆将提高藏书质量摆在

前位 ,采访工作坚持走国营主渠道 ,杜绝将非法盗版

图书购入图书馆 ,保证了藏书的高质量、系统性和完

整性。在 1998 年文化部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

作检验藏书质量的几项业务指标中 ,图书入藏核查

(以《全国获奖图书目录》为依据) 时 ,哈尔滨市馆入

藏占有率为 5515 % ;核心期刊入藏占有率为 8315 % ;

多卷书入藏完整率为 90 % ;地方出版物占有率为

100 % ,均达到评估标准的第一和第二档次 ,受到评

估专家的好评。藏书体系的高质量 ,相应地使读者

图书利用率得到提高 ,进而体现出图书馆的社会效

益提高 ,也使政府的投入表现出“物有所值”。

表 2 　1996～2000 年哈尔滨市馆图书流通利用情况对照

项　目
总藏量

(万册)

图书流通册次

(万册次)

图书利用率

( %)

1996 年 18515 6419 3419

1997 年
18117

(剔旧 8 万)
8018 4415

1998 年 18815 9616 5112

1999 年 19510 11518 5914

2000 年 20115 15419 7619

　　从表 2 中可看出 ,市图书馆的藏书被读者利用

比率是比较高的 ,几乎没有呆滞书 ,做到了“书畅其

流”,体现出了注重藏书质量的成效。

212 　注重藏书的形式多样 ,品种齐全 ,时刻关注未

来文献的发展方向

市图书馆在严把藏书质量关的同时 ,注意收藏

种类的多样化。在传统的书、刊、报、影印、胶片的基

础上 ,注重电子文献的收藏。特别是近两年来 ,市馆

密切关注未来图书馆文献的发展方向 ,逐年增加虚

拟馆藏 (网上文献) 的购入 ,使市图书馆的服务提高

到较高的水平。这也是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1999～2000 年购入虚拟 (网上) 文献所花经费为

411 万元 ,购入文献为 :

①与美国 Dialog 系统联机可检索世界各国数据

库 400 多个 ;

②与国家图书馆光盘信息中心联网可检索国内

外数据库 70 余个 ;

③成为中国科技信息情报所万方数据中心的授

权用户 ,可检索国内数据库 600 余个 ;

④成为中国龙网的授权用户 ,可检索国内及黑

龙江省数据库 20 余个 ;

⑤成为中国知识产权网会员 ,可检索全部数据库 ;

⑥成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用户 ,可检索

其全部数据库 ;

⑦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用户 ,可检索其全部原

始文献。

表 3 　1998～2000 年电子文献购入情况

项　目 电子文献 (件、套) 经费投入 (万元)

1998 年 413 7

1999 年 1434 518

2000 年 142 918

　　市图书馆入藏品种的多样化 ,特别是网上文献

的使用 ,得到文化部图书馆司领导及专家、同行的充

分肯定。

3 　市财政支持使市图书馆的工作上了层次

近几年来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使市图书馆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新千年开始 ,哈尔滨市图书

馆光荣地晋升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并在文化部人事

部“双先”工作评选中荣获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的

光荣称号和市第 28 届劳模大会先进集体的光荣称

号 ,填补了黑龙江图书馆界历史上的一项空白。今

年文化部社图司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开展了“读者

喜爱的图书馆”评选活动 ,市图书馆又喜获“读者喜

爱的图书馆”光荣称号 ,读者问卷满意率达到 97 %以

上。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的 ,当然也与市图书馆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由于有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主管局的直接指导 ,市图书馆的

领导认清并摆正“位”和“为”的关系 ,带领全体职工

同心同德 ,苦干实干 ,开拓进取 ,全方位、大力度地推

进业务基础建设、自动化建设和队伍建设 ,在短短的

几年内 ,使各项工作都迈上新台阶。

311 　读者服务上层次

(1)推出 365 天 ,天天开馆的承诺 ,每周开馆时间

达到 7315 小时。并制订实施了文明服务公约 ,请广

大读者监督 ,深受读者欢迎。

(2)进一步改善阅读环境 ,调整阅览布局 ,扩大

阅读空间 ,增加阅览座席 (去年增加座位 195 个)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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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到 808 个阅览座位 ,使读者的到馆人次每年以

25 %的幅度向上增长。

(3)逐步完善读者服务的措施和办法 ,推出预约

购书计划 ,实行期刊和外文书的外借服务工作。同

时代查代复印、电话预约、续借、送书上门等工作 ,履

行免费服务 ,充分体现图书馆公益性的特点。

(4)努力提高读者服务工作质量。适时开展问

卷调查 ,通过读者意见反馈 ,及时发现不足 ,进行整

改 ,使馆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5)深层次服务工作富有成效。通过开展用户

需求和市场调研 ,适当采取优惠服务政策 ,积极为党

政机关、科研、工矿企业、城乡居民提供信息服务。

以 2000 年为例 ,共完成重要课题 5 项 ,解答咨询 516

项。在 1998～2000 年度全省为经济建设服务十佳项

目评选中 ,市图有 14 项重要课题分获一、二、三等奖。

312 　计算机网络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自 1997 年市财政拨款 10 万元用于更新计算机设

备后 ,哈尔滨市馆的系统功能得以增强。随后市馆利

用创收所得相继补充计算机网络化建设费用 40 万元 ,

使多媒体导读系统投入使用 ,网站正式建成 ,并对外

发布了馆藏中文书目数据、连续出版物数据、萧红专

题网页和哈夏专题网页。与黑龙江省信息港合作建

立了多媒体演示大厅 ,扩大了市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

规模。目前 ,市图书馆正筹措资金准备将本馆的“图

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 ILAS)上升至第二代版本。

313 　读者活动上层次 ,增强了全社会的图书馆意识

开展集思想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各类型读者活

动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也是图书馆加强对外宣传 ,

联系读者的桥梁和纽带。近几年来 ,市图书馆利用

宣传周、重大节日和国家的重要活动 ,开展了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读者活动 ,如“少儿书画大赛”、“地方

名人作家捐书活动”、“支持农民读书活动”、“科技信

息发布会”、“科普知识讲座”等大型活动 ,社会反响

强烈 ,受到读者的热烈响应 ,参加人员踊跃。有的活

动已经成为常规性的 ,真正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

育功能和德育基地的作用。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但深

受读者的欢迎 ,丰富了读者的精神生活 ,而且扩大了

图书馆的知名度和影响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近

几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对市图书馆的报

道达 180 余条 ,仅 2000 年就达到 58 条 ,体现了市民

图书馆意识的增强。

314 　发挥汽车图书馆优势 ,拓展服务空间

市图书馆的汽车图书馆自 1987 年创立以来 ,已

走过了 10 多年的历程 ,服务面已遍及哈尔滨市的工

厂、农村、机关、部队、学校、监狱及残疾人福利中心

等单位 ,建立了各具特色的 9 个分馆 ,24 个流动站。

“汽车馆”使市图书馆的服务空间得到了延伸 ,形成

以本馆为中心 ,流动车为纽带 ,以分馆流动站为终端

的辐射状的生机勃勃的图书馆网络 ,深受各阶层广

大群众的欢迎。仅 2000 年就送书下乡 112 次、75947

册。在 1998 年文化部图书馆评估中 ,对市图汽车馆

这种服务形式给予充分肯定。但在全国范围内 ,“汽

车馆”这种形式能够坚持下来 ,并且办成特色的也是

寥寥无几 ,而哈尔滨市图书馆的“汽车馆”能够坚持

下来 ,并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 ,正是因为有市政府财

政的全力经费支持。哈尔滨市馆每年为其投入经费

达 10 万元 ,才使其能够坚持并广受赞誉。市馆将继

续这种服务方式 ,发挥汽车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传

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独特作用。

4 　市财政资金的支持使市图书馆走上积极创收的

自我发展道路

近几年来 ,市政府在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

条件下 ,给予市馆以经费上的充分保证 ,但就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来看 ,在经费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口。

一方面是支持 ,一方面是困难 ,怎么办 ? 图书馆人认

识到不能躺在政府的身上 ,张嘴“等、靠、要”,要增强

图书馆事业的活力 ,使之更好地生存下去、发展下

去 ,只能深入挖掘内部潜力 ,增强自身造血功能。要

在政府的扶持下 ,树立市场意识 ,寻求自我发展的道

路。作为公益性的事业 ,收读者的钱 ,这是不应该

的。虽然个别馆有所谓的“人吃书”现象 ,但哈市图

书馆却没有这样做 ,认为有悖于图书馆的宗旨。我

们是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 ,开展了符合

图书馆职能的社会办学和三产创收等系列以文补文

的工作。而且市图书馆将创收所得大部分用于补充

事业发展的不足上 ,而不是用在其它方面。

1996～2000 年 5 年中 ,市图书馆共从创收所得

中拿出 11716 万元用于补充事业经费 ,占整个创收毛

收入的 3113 %。这在同级同类图书馆中是仅有的。

此项举措 ,得到了文化部评估专家的赞扬。

吕玉芝　哈尔滨市图书馆馆长。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邮编 150080。

李冬梅　哈尔滨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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