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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评估体系中“生均图书”（册数）的思考

毛可奇

（西昌学院 图书馆，四川 西昌 ’(#"(%）

!" #$“生均图书”（册数）是目前教育部对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文试图就此指标在实际评估中正反两方面作用进行探讨，并对改进该指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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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在!""&年初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将“生均图书”（册数）

作为一大指标，而将“生均年进书量”作为监测办学

条件的指标之一。去年二月十六日教育部发展规划

司印发了《关于确认!""&年暂停和限制招生普通高

等学校名单的通知》（简称((号文件）。该文件对高校

基本办学条件的五个指标进行测评，其中两项不合

格者为“红牌”，即暂停招生，共(".所；其中一项不达

标者，为“黄牌”，即限制招生，共%"’所。在这&(#所高

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生均图书”不达标所致。

此文件一出，立即在高校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指

标对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起着促进作用，保障

了高校教学科研对文献的需求，同时也存在一些不

利的影响。

一、“生均图书”（册数）指标的正效应

（一）该指标的最大效应是一改领导（校长们）对

图书馆的重视与关心程度

因为该指标与其它指标一样，若不达标，学校就

会被亮黄牌，以至于被限制招生。于是乎，各学校，尤

其是未达标的学校，近年来纷纷加大了对图书馆的

投入，一年的投入甚至高于过去十年的总和，有的学

校还拨出专款用于购买特价书，增加册数。

（二）该指标起到了“以评促建、以评促发展”的

作用，使各高校图书馆的图书册数迅速窜升，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由于扩招后出现的图书馆借书难问题

（三）该指标的变化，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建立

发展图书馆机制的重要性

例如，近一两年，由于开展评估所带来的“生均

图书”（册数）指标所逼，已严重威胁到学校的生存，

有的高校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加大了对图书

馆的投入。这说明，只有当一个学校的领导把发展图

书馆作为一种机制，而不管是否评估的时候，我们才

能说评估达到了它真正的目的。

二、“生均图书”（册数）指标的负效应

通过近一两年的实践、运行，各高校由加大投资

拉动的图书册数的翻倍增长，使得图书馆藏书册数

达到或靠拢指标，然而这种外延式的发展并没有解

决太多的实际问题，学生“借书难”，“借不到有用书、

新书”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于是，“生均图书”（册数）

指标的负效应也显现出来，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该指标像一把悬在校长们头上的达摩克利

斯剑，直接造成了只顾数量增长，而忽略、甚至不可

能考虑质量增长的“短期行为”

因为评估时，上面（教育部）只问“图书册数”，校

长们要在两、三年内接受“合格评估”，也只得如此下

注，规定图书馆馆长们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必须在规

定的时间内，用所加大的投资突击购买图书，必须达

到多少册。试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购买图书的质

量从何谈起？

（二）围绕该指标的这种运行方法，最直接的后

果便是图书馆库容的迅速饱和，各馆均在叫喊现有

图书馆馆舍太小，不适应发展需要

于是，有条件的馆新修了(—!万平方米的新馆，

无条件的馆也心痒痒，馆长们出去开会回来也是大

谈特谈其他高校图书馆的新馆如何大，是几万平方

米，好像馆舍越大，就越现代化了。这种比拼馆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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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又一轮投资拉动真能带给我们美好前程吗？

（三）该指标的强势—教育部评估指标，虽使各

高校图书馆图书册数大幅增长，达到或靠近了该指

标，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读者的借书难问题

近几年由于高校的扩招，学生人数激增，图书资

源不够分配，学校加大投入购回的书也比历年都多，

学生们也看到图书馆在频繁进新书，可为什么他们

还是经常借不到书呢？究其原因，是因为为了完成册

数，只能限定一个价格尺度，超过的图书就不能买，

所以目标只能主要集中在社科类书籍，甚至是盗版

图书。据有的馆流通人员反映，现在所进的书大多没

有装订线，翻几下就坏了，错别字又多，而且许多复

本较多的新书根本无人问津，这种看似繁荣的表象

后面是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危机，对图书馆建设

是利少弊多的。

（四）该指标的施行，在客观上使得图书馆“重藏

轻用”的观念有所抬头

在我国，“重藏轻用”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在封

建社会，知识为少数人所有，图书馆是封闭的“藏书

楼”，其主要职能和社会价值体现在知识文献的收

集、储藏和保管上，缺乏社会教育和提供信息的职

能。解放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经过一代代

图书馆人、读者的积极努力，才逐步扭转了“重藏轻

用”的观念，才开始认识到“藏”只是“用”的基础和条

件，其目的和价值全在于“用”。

然而，!!号文件又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使“重

藏轻用”的思想重新抬头。一些图书馆已经暂停购买

大型数据库及电子文献，集中资金转向纸质文献的

采购，并且多购复本量大、价格低的图书。甚至有的

图书馆将教材科不要的大量旧教材，组织捐赠的大

量旧书、无用书也进行加工，进入馆藏数据库。一句

话，只要数量，哪管它有无用处，真正是“重藏轻用”。

（五）该指标的强势，使得高校图书馆的相关人

员在购书活动中，产生了购书腐败问题，这是高校教

育腐败中的一个重点领域

由于目标只有一个，即图书册数的增加，所以各

高校图书馆在购书中均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如

与个体书商直接洽谈；将购书款转入个人银行卡上

进行操作等等，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或监督形同虚

设，不产生腐败才怪呢！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去

年对成都地区高校的购书腐败案的查处中，就有相

关人员!"多人落马，案件涉及金额高达!#""多万元，

这才是冰山之一角，整个四川、全国，情况可想而知？

三、对完善“生均图书”（册数）指标的设

想

“生均图书”（册数）指标在我国高等学校评估体

系中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但如何使该指标真正起

到积极作用，减少高校在追求该指标过程中的各种

不良行为，确实使高校图书馆能够健康、持续地发

展，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作一些改进。

（一）对“生均图书”（册数）指标可作一定的分

解，针对不同的学校设置相应的二级指标，对各专业

学科的图书册数也做出规定

例如，对理工类学校，设置“生均计算机类图

书”、“生均建筑类图书”；对农科类学校，设置“生均

农业类图书”、“生均生物科学类图书”；对医学院校，

设置“生均临床医学图书”；等等，这样在评估时，既

有“生均总册数”，又有“生均各专业图书册数”，从中

即可看出高校图书馆是否单纯追求数量，而不顾质

量的发展。对那些达到“生均图书”但未达到“生均某

专业图书”册数的学校，一样可以亮牌。

（二）对现行评估方法、评估的组织、程序等进行

改革

目前，教育部对高校的合格评估是三年一次，而

且每年将向社会公布经评估后暂停或限制招生的高

校名单。另外在对某高校进行评估前都要提前通知，

这就给了学校一定的时间准备，评估时专家们看到

的已经不是完全真实的情况，多少都带有一定的水

分。所以应该加以改革，在确定了哪年评估后，不再

进行通知，到时直接来评估，才能看到一点较为真实

的东西。

（三）“生均图书”（册数）不应成为评估一个图书

馆，乃至影响整个学校招生的唯一指标

众所周知图书馆是由藏书、读者、馆员、技术方

法、建筑与设备等五要素构成。尤其发展到今天，各

高校图书馆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

绩，新添了许多设备，购置了大量的电子出版物及网

络数据库，服务领域也有了扩展，读者利用的也不光

是纸质文献。所以要科学、合理地评价一个图书馆，

就应考虑评估指标的客观性、全面性，不能仅看某个

方面，某个角度。否则，将对图书馆的走向和发展趋

势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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