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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我国读者权利论文研究述评

揭丽敏

（宜春学院图书馆　江西 宜春　３３６０００）

　　摘要：对我国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读者权利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并主要从概念、研究
内容、现状与维护、隐私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评析，对未来研
究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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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公 众 权 利 意 识 的 苏 醒 和 图 书 馆 人 社 会 责

任的增强，对读者权利的研究已成为图书馆理论界

热点之一。笔 者 利 用 中 国 知 网 学 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

总库进 行 检 索，分 别 以“读 者 权 利”、“读 者 权 益”、
“隐私权＋读 者”为 关 键 词，时 间 设 定 为２０００年 至

２０１１年，排除重 复 以 及 不 相 关 主 题 的 论 文，最 后 得

出３２４篇。通过对这些论文进行定量统计分析，探

索我国读者权利研究的脉络与思路。

１　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１．１　论文的发表时间统计分析
图１显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读者权利相关研

究尚处于 起 步 阶 段，研 究 论 文 较 少。但 随 着《普 通

高等学校 图 书 馆 规 程（修 订）》和《中 国 图 书 馆 员 职

业道德准则》的 颁 布，读 者 权 利 研 究 进 入 快 速 增 长

期（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８年），并 涌 现 了 程 亚 男、康 孝 廉、
付丽琴等核心作者。之后研究进入成熟与稳定期，
但２０１１年也许是有些论文尚未进入数据库，因而论

文数量有较大程度减少。

图１　读者权利研究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１．２　论文的主题统计分析
由于论文涉及的主题比较多，且有许多交叉之

处，为了统计 方 便，笔 者 将 论 文 主 题 分 为 读 者 权 利

的概念与内 容、读 者 权 利 的 现 状 与 维 护、读 者 权 利

与法、隐私权、读者权利与图书馆服务、读者权利与

图书馆制度、比较研究、其他等７个小类进行统计分

析（见表１）。
表１　读者权利研究论文主题统计

主题 论文篇数 所占百分比

读者权利的现状与维护 １０３　 ３３％
读者权利的概念与内容 ５６　 １７％
读者权利与图书馆服务 ４９　 １５％

读者权利与法 ４０　 １２％
隐私权 ２３　 ７％

读者权利与图书馆制度 ２１　 ６％
比较研究 ７　 ２％

其他 ２５　 ８％

　　认清现状，寻求维护对策，确保读者权利，这部

分论文最多，有１０３篇，排第一位。概念的清晰是研

究的前提，探讨读者权利的概念与内容的论文有５６
篇，排第二位。读者权利的落实一般体现在服务过

程中，探讨读者权利与图书馆服务的论文有４９篇，
排在第三 位。读 者 权 利 是 图 书 馆 学 与 法 学 研 究 范

畴，如何从宪法、民法等其他有关法律寻求救济，也

自然 就 成 为 读 者 权 利 研 究 的 重 要 内 容，这 类 有４０
篇，排在第四位。加强读者隐私权的保护不仅是对

读者利用自由及人格的尊重，也是图书馆核心价值

建立和发 展 的 需 要。有 关 读 者 隐 私 权 的 研 究 受 到

高度关注，并 涌 现 出 陈 有 志、易 斌 等 核 心 作 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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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利的实现不仅体现在服务过程中，也体现在图

书馆制度 上，这 类 论 文 有２１篇。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玉，有７篇论 文 借 鉴 国 外 的 研 究 成 果，进 行 比 较 研

究。另外，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读者权利进行

研究。如谢 咏 芬 等 从 女 性 的 角 度 探 讨 了 我 国 近 代

以前女性读者权利的历史演变［１］；廖腾芳提出了消

费读者权益观［２］；付丽琴从公共物品的角度对读者

权利进行研究［３］，比较新颖。

２　读者权利研究成果分析

２．１　读者权利的概念
目前对于读者权利的名称有些模糊，有的称为

“读者权 利”，有 的 称 为“读 者 权 益”。对 此，窦 潮 等

学者从 法 律 角 度 进 行 了 辨 析［４］。此 外，对“读 者 权

利”的表述也各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１）“公

民说”。读者 权 利 是 公 民 文 化 教 育 权 利 的 一 种，是

每一个公 民 所 应 具 有 的 权 利。持 此 观 点 的 有 程 亚

男［５］、尚丽雅［６］等。如程亚男认 为 文 化 权 利 是 公 民

参与文化和创造文化成果的权利，主要包括受教育

权等，而读者权利是属于文化权利的范畴。（２）“法

理说”。读者 权 利 是 一 种 法 律 规 范 的 权 利，具 有 不

可侵犯性。持此 观 点 的 有 龙 韬［７］、谢 少 俊［８］等。如

龙韬认为“读 者 享 有 自 由、平 等 合 法 利 用 包 括 文 献

信息在内的 一 切 图 书 馆 资 源 且 不 受 非 法 侵 犯 的 权

利”。（３）“信 息 说”。读 者 权 利 的 实 质 就 是 公 民 的

信息自 由 权。持 此 观 点 的 有 康 孝 廉［９］、张 光 云［１０］

等。如康孝 廉 认 为“公 民 在 利 用 图 书 馆 的 过 程 中，
以读者身份 自 由 地 享 用 图 书 情 报 机 构 提 供 的 各 种

服务，以获取 自 己 所 需 的 文 献 信 息 资 源 的 权 利，其

实质是公民的信息自由权”。

２．２　读者权利的内容
经过这些年的探讨和辨析，许多学者［１１－１４］形成

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读者权利内容主要有应然

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三种形态。应然权利是

指道德权利，即 权 利 主 体 应 当 享 有 的 权 利，主 要 包

括平等权、求 知 权、免 费 使 用 权、无 差 别 享 有 权、参

与权等。法 定 权 利 即 法 律 意 义 上 的 权 利 或 有 法 律

依据的权利，主 要 包 括 读 者 隐 私 权、信 息 公 开 与 知

情权、批评建议权等。实然权利是通过法律转化实

有的权利。而付丽琴有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必须将

成为读者的权利与作为读者的权利分开，读者权利

的核心是知情权、检索及借阅权、批评建议权，而平

等权、保障权、隐 私 权、结 社 权、诉 讼 权 等 不 是 读 者

权利的范畴［１５］。
自由、平等利用图书馆一直是读者的追求与梦

想，也是现代图书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结果。随着

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自由与平等权

受到了图 书 馆 理 论 界 的 高 度 关 注。陈 有 志 从 中 外

图书馆的发 展 史 论 述 了 读 者 平 等 获 取 权 的 历 史 发

展过程，并指出自由与平等是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核

心［１２］。在平等服务上，程亚男提出了同质平等与差

异平等的概念。她认为同质平等强调的是“无差别

的对待所有人”，差异平等是“在肯定每一个人都有

其不同需求的前提下，满足每一个人需求的一种服

务”。“如果 以 读 者 身 份 人 为 分 为 三 六 九 等 享 受 不

同的服务，则 有 悖 于 差 异 平 等 的 常 理，如 果 以 读 者

的需求开展区别服务，就构不成法律上的歧视”［１３］。
谢少俊提出 了 读 者 权 利 的 内 在 限 制 尺 度 与 外 在 限

制尺度的 概 念。内 在 限 制 是 指 在 确 认 读 者 权 利 时

确定的权利人必须承担的相应义务，是对权利的直

接限制。外 在 限 制 是 读 者 在 权 利 实 施 过 程 中 应 该

受到的约束与限制，是图书馆为保护公共利益目的

而设立的一些规范制度［１８］。

２．３　读者权利的现状与维护
近年来读者权利的维护虽有了较大进步，但现

状也不容乐观。由于我国图书馆法尚未出台，读者

权利保护意识还未形成，无论是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还是在 具 体 服 务 过 程 中，读 者 权 利 并 未 落 实 到 实

处，侵权现象屡有发生。付立宏通过调研发现图书

馆读者权 利 保 护 存 在 的 问 题 主 要 有：（１）馆 员 与 读

者之间缺 乏 相 互 尊 重 和 理 解；（２）图 书 馆 规 章 制 度

的制定缺 乏 法 律 依 据；（３）图 书 馆 对 读 者 权 利 保 护

的宣传不到位；（４）读者对自身权利保护意识不强；
（５）读者安 全、财 产 保 障 问 题 有 待 改 善；（６）图 书 馆

各种监管体系不健全等［１６］。鉴于此，学者们进行了

积极大胆地 探 索，提 出 了 相 关 的 维 权 措 施，如 加 快

立法进程、完善规章制度、提高服务质量、建立监管

机制、强化维权意识、提升馆员素质等。另外，谢一

维提出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事前预防包括加强立

法、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等，事后救济包括引入申诉、
仲裁、听证 等 制 度［１７］。丁 端 琴 认 为 应 实 施“文 化 民

生”工程战 略，出 台 图 书 馆 法，建 立 读 者 监 督、管 理

和评价机制，加强图书馆文化建设［１８］。付立宏等建

议要加强换 位 思 考，实 现 经 费 来 源 多 元 化，完 善 图

书馆工作人 员 的 选 拔 任 用 制 度，健 全 监 管、救 济 体

系［１６］。而张红认 为 要 建 立 藏 为 所 用 的 用 书 组 织 模

式，构建 公 益 信 息 网 络，建 立 法 律 体 系，消 除 经 济

障碍［１９］。

２．４　隐私权
随着社会 法 制 化 的 深 入 和 人 们 权 利 意 识 的 觉

醒，读者隐私权已经成为图书馆服务过程中无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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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问题。如何保护读者隐私权，许多学者进行了

积极的探 讨。汪 琳 等 探 讨 了 读 者 隐 私 权 保 护 的 法

律依据，除了国家宪法、刑法外，读者在个人隐私权

受到损害时，可 以 适 用 最 高 人 民 法 院《关 于 确 定 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救

济［２０］。秦珂就数 字 图 书 馆 建 设 过 程 中 隐 私 权 保 护

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在图书馆网站对个人

数据信息的收集方面必须限于法定的职权范围；在

个人数据信息的安全完整方面，应为个人数据信息

的保密及安全提供必要的技术与非技术支持；在个

人数据信息利用方面，传播个人数据信息符合法律

规定；图书馆还应建立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的具体

的规章制度；为了审计与监督图书馆网站保护隐私

权的具体保护措施，图书馆应构筑网站保护隐私权

的认证机制［２１］。郭 华 在 研 究 日 本 读 者 隐 私 权 的 基

础上指出应加强图书馆学会的领导作用，重视图书

馆隐私制度的制定，提高馆员保护读者隐私权的意

识，杜绝服务环节侵权行为［２２］。曹玉平建议从宏观

（社会）、中观（图书馆）、微观（馆员、读者）全面构筑

读者隐私权保护三部曲［２３］。

３　读者权利研究简评

３．１　读者权利研究的主要成绩

２０００年以来学 术 界 从 理 论 上 对 我 国 读 者 权 利

进行了大量 的 研 究，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绩，主 要 表 现

在：（１）通过对读者权利的深入研究，不仅寻找了理

论依据，推进 了 我 国 图 书 馆 立 法 的 进 程，而 且 势 必

丰富图书馆法的内容。（２）读者权利的研究不仅使

馆员、读者明 确 了 各 自 的 权 利 与 义 务，推 进 了 服 务

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形成与

发展。（３）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与论证读

者权利的理论基础，如付丽琴从公共物品的视角［３］、
李 红 从 法 经 济 学 视 角［２４］、段 小 虎 从 法 社 会 学 视

角［２５］来探讨 读 者 权 利，丰 富 了 读 者 权 利 的 内 涵 与

外延。

３．２　读者权利研究的不足
（１）读 者 权 利 是 属 于 图 书 馆 学 与 法 学 研 究 范

畴，但从研究人员看，主要是图书馆工作者，很少有

政府、司法界人员涉足。一方面表明读者权利的研

究尚未引起 政 府、司 法 部 门 等 社 会 各 界 的 重 视；另

一方面 学 者 受 专 业 的 限 制，使 得 研 究 主 题 不 够 宽

泛。（２）读者权利的实现与经济、文化密不可分，但

从现有的论文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实际工作中问

题的探讨，缺 乏 从 法 学、管 理 学 视 角 进 行 深 层 次 的

理论研究，更 缺 乏 对 不 同 文 化、不 同 经 济 环 境 对 读

者权利的影响与对策研究。（３）读者权利从应然权

利到实然权利需要有科学、合理的保障机制。从现

有论文看，大多数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读者权

利的维护，缺乏从微观层面探讨行之有效的保障机

制［２６］，也缺乏实证研究。

３．３　未来研究改进建议
（１）研究主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从现有的文

献看，研究者大多独立研究，缺少跨地区、跨行业的

合作研究。希 望 今 后 通 过 合 作，扩 展 研 究 领 域，不

仅从法学、管 理 学、图 书 馆 学 等 专 业 视 角 进 行 深 入

的理论研究，而 且 有 针 对 不 同 文 化、不 同 经 济 环 境

的对比研究。（２）研究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读

者权利保护是一系统工程，学术界应进一步完善读

者权利的理论研究，在理论上建立读者权利维护评

估指标体系 与 模 型，指 导 各 地 的 实 践，这 可 能 是 下

一阶段研究的重点。（３）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拓

展。从现有 文 献 看，概 述 性 的 理 论 研 究 比 较 多，实

证研究比较 少，学 术 界 应 进 一 步 加 强 实 证 研 究，从

微观层面探索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另外，要海纳

百川，充分借鉴与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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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４　改进服务措施

为了实现 图 书 馆 区 域 资 源 共 享 模 式 的 可 持 续

性，在区域资 源 整 合 的 机 制 方 面，应 着 眼 于 长 效 管

理，除了参与 单 位 之 间 的 组 织 协 调 外，还 可 以 在 以

下几个方面改进服务措施：

４．１　参与共享的单位共同与读者签订诚信协议书
图书馆为社会服务要建章立制，如读者借还制

度、身份 证 明 制 度，还 要 强 化 读 者 入 馆 诚 信 教 育。
为借阅者建 立 诚 信 档 案，借 阅 册 数 与 诚 信 度 挂 钩，
促进图书资源的顺畅流通。

４．２　首次借阅读者缴纳一定数额的押金
不能按期归还图书是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因此，外借书 一 定 要 先 登 记，要 根 据 读 者 借 阅 图 书

价位收取一 定 押 金，借 阅 期 超 出 则 罚 款，避 免 图 书

不按时归还带来的不利影响。等归还图书后，抵押

金如数还给读者，如书丢失或破损，根据程度大小，
按规章制度罚款。

４．３　开通图书借阅与预约服务
免费为读 者 提 供 信 息 咨 询 和 查 询、文 献 检 索、

借阅书刊服务。如果欲借图书均已借出，则可以进

行图书预约，当 该 图 书 归 还 后，通 知 预 约 读 者 前 来

办理借阅手 续，该 图 书 可 为 预 约 读 者 保 留 两 天，如

果预 约 读 者 两 天 内 未 办 理 借 阅 手 续 则 取 消 预 约

资格。

５　结束语

实施社会 化 服 务 的 做 法 得 到 了 我 馆 各 个 部 门

以及区域协 作 单 位 的 配 合，到 目 前 为 止，累 计 向 社

会人员提 供 服 务 超 过 千 余 次。图 书 资 源 整 合 使 高

校图书馆直 接 接 触 社 会，了 解 社 会 需 求，既 能 够 提

高图书馆的知名度，同时也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地

位和影响力［４］。就图书馆自身而言，它使馆员 的 社

交能力和公关能力得到提升，强化了馆员的服务意

识，激发了馆员的成就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１］赵元章．我国图书馆藏书利用率低的原因分析［Ｊ］．情报

杂志，２００５，２４（４）：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７．
［２］朱萍．论 高 校 图 书 馆 服 务 社 会 化 的 必 然 性 及 实 现 途 径

［Ｊ］．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０５，２５（２）：５８－５９，９１．
［３］吴成英，严伟民，陈丽华．区域文献信息资源整合原则和

策略研究［Ｊ］．科技创业月刊，２００９，（１０）：１２８－１２９．
［４］李征．高校图书馆 社 会 化 服 务 模 式 探 讨［Ｊ］．现 代 情 报，

２００９，２９（２）：２８－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３０　责任编辑：张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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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３３页）图书馆，２０１０，（６）：６－１２．
［１３］程亚男．“读者 权 利”的 再 思 考［Ｊ］．图 书 馆 论 坛，２００５，

２５（６）：９９－１０１．
［１４］张梅，段小 虎，王 新 卫．读 者 权 利———从“应 有”到“实

有”的转化［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７，（５）：１３－１５．
［１５］付丽 琴．“读 者 权 利”概 念 辨 析［Ｊ］．图 书 情 报 知 识，

２００９，（５）：９９－１０４．
［１６］付立宏，冯 佳．图 书 馆 读 者 权 利 保 护 现 状 调 查 与 思 考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９，５３（９）：５７－６０．
［１７］谢一维．高校图 书 馆 学 生 读 者 权 利 的 缺 失 与 保 障［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２）：４－８．
［１８］丁端琴．试论图书 馆 读 者 权 利 的 实 现 与 保 障［Ｊ］．图 书

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３．
［１９］张红．构筑面向“读 者 权 利”的 信 息 保 障 平 台［Ｊ］．图 书

馆建设，２００５，（４）：１６－１８．
［２０］汪琳．读者隐私权 保 护 的 比 较 研 究［Ｊ］．高 校 图 书 馆 工

作，２０１１，３１（２）：４０－４２．
［２１］秦珂，王蕾．隐私 权 保 护：数 字 图 书 馆 建 设 的 重 要 法 律

问题［Ｊ］．图书馆学刊，２００２，２４（５）：６－８．
［２２］郭 华．日 本 图 书 馆 界 保 护 读 者 隐 私 权 的 实 践 及 启 示

［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３４（９）：１１５－１１７．
［２３］曹玉平．论图书 馆 流 通 服 务 中 的 读 者 隐 私 权 保 护［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６，（６）：１２－１５．
［２４］李红．法经济学视角下的读者权利界限［Ｊ］．人民论坛，

２０１０，（２０）：２８０－２８１．
［２５］段小虎．法社会 学 视 角 下 的 读 者 现 实 权 利 不 平 等 现 象

［Ｊ］．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５，２４（７）：１３－１６．
［２６］程大帅，田 磊．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 我 国 图 书 馆 读 者 权 利 研

究现状及其述评［Ｊ］．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１，（１）：２３－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０４　责任编辑：刘丽斌）

·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