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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国

家图书馆专门召开了“政府立法

咨询服务座谈会”，会议充分肯定

了国家图书馆的政府立法咨询服

务，希望逐步建立起国务院各部委

政策法规制定部门与国家图书馆在

信息咨询服务方面的协作机制，充

分发挥国家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

势，服务政府法制工作，促进政府法

制信息建设。

6月11日，“国家图书馆国情咨

询顾问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国情咨

询专家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具有60

多年立法决策服务历史的国家图书

馆将借助各行业顾问和专家团队的

智慧、能力，整合国图现有专业队

伍，更客观准确地把握国家大政方

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的重

点、热点，再次全面提升立法决策服

务的水平。

图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
已成为多国政府决策的一个
重要程序

文化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部

纪检组组长李洪峰在“政府立法咨

询服务座谈会”上指出，国家图书馆

在我国的图书馆系统和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在保

存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文明、传

播文化、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国家图书馆

经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各项工作

特别是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

院各部门的肯定。面对国家法制化

建设和政府决策科学化进程中所带

来的挑战，国家图书馆要不断拓展

立法决策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全面

提升服务水平，并带动全国具有服

务能力的图书馆做好为本地政府立

法与决策服务的工作。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在座

谈会上发言时说，政府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要求国家图书馆提供较

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工作。中国的法

律体系建设是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的，政府的立法过程需要

深入了解有关领域的发展现状，总

结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积淀下来的丰

富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成果。同

时，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的立

法需要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与

国际接轨，这就要求国家图书馆以

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和专业化的信

息分析队伍参与立法过程，为政府

立法提供古今中外的详实参考资料

与论证材料，以及高质量的专题咨

询服务，从而为立法工作者的科学

判断与决策提供文献信息基础。

近百年来，世界各国在政治事

务，尤其是法制建设过程中，借助图

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已成为一个发

展趋势，许多国家建立起了以图书

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基础，由图书

馆专业信息服务专家为主导的立法

决策服务机制。一些发达国家的图

书馆在为政府立法决策服务方面已

经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图书馆的

立法决策服务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政

府决策的一个重要程序，在国家的

立法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图已初步具备了为我
国政府部门提供立法决策服
务的条件与能力

国家图书馆已经初步具备了

为我国政府部门立法决策提供服务

的条件与能力。

一是具有比较丰富的馆藏文

献信息资源。国家图书馆是国家

总书库，馆藏丰富。中文文献收藏

是世界第一，外文文献收藏是中国

第一。截至2009年底，馆藏传统载

体文献总量达2778万册（件），数字

资源总量达327.8TB。其中外国文

献资料占馆藏的40%，涵盖123种文

字；各类数据库188个；中国学研究

图书8万余种，期刊百余种；法律文

献20余万册；年鉴3700余种；作为联

合国资料托存图书馆，所藏政府出版

物达71万册（件），覆盖20余个重要

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作为政府公开

信息的法定查阅场所，提供政府公

开信息近40万件。这些都为国家

立法决策服务提供了资源保障。

二是具有一定的获取和分析

文献信息的能力。国家图书馆在

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积

累了一套成熟的文献信息获取、管

理和分析方法，全面了解各种信息

来源，熟练掌握检索语言和检索工

具，能够全面搜集来自于馆藏、互

联网、非正式出版物等各个渠道的

信息，并且具有对检索结果进行判

断、分析、评价和综合的能力，善于

运用科学的方法从海量信息中挖

掘出最有价值的信息。

三是一支为国家立法决策服

务的专业人员队伍正在形成。截

至去年年底，国家图书馆拥有硕士

及以上学历人员401人，占人员总

数的30%，具有高级职称的咨询馆

员208人，人员专业背景覆盖文学、

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计算

机、化学、生物等各个学科领域。

四是具有较为广泛的国内外

图书馆界业务协作关系。国家图

书馆作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

大馆，已与全国558家文献信息提

供单位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与

117个国家和地区的557家机构开

展了文献交换合作。借助国内外

图书馆合作交流平台，国家图书馆

可以与全国图书馆乃至世界主要

图书馆间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共同开展专题文献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起，国家图书馆

就开始为国家的立法决策提供咨

询服务。近年来，国图根据各部门

和相关机构的要求，开展了一系列

立法决策服务工作，其中包括为党

和国家领导人提供信息服务；为

“两会”提供咨询服务；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提供信息

服务；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信息服

务；在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建立分

馆；建立“中南海网站”和“国家图

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举办部

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等等。

国图立法决策服务水平
将全面提升

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立

法决策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将加

大力度，下大功夫，全面提升国家图

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水平。

首先，根据立法决策的要求，加

强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文献信息

资源是国家图书馆开展立法决策服

务工作的基础。国图将按照国家立

法决策的要求，加强立法决策服务

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努力

使国家图书馆成为立法决策的文献

信息保障基地，并将主要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大文献

采选力度，特别是加强中国学、法律

法规、国外政府统计数据、国外政府

出版物、地方文献资源等文献信息

的收藏；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图

书馆与国外图书馆间的合作，尽可

能多地获取国外文献信息，补充缺

藏文献，为国家立法决策的国外文

献信息需求提供支持；三是要结合

国家立法决策专向需求，加大数字

资源整合力度，建设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法规、中国问题研究、世界各

国国情、世界各国议会、民国文献等

一批专题数据库；四是要进一步挖

掘和整理馆藏历史文献资料，使其

服务于国家的立法与决策。

其次，了解和掌握需求，主动为

国家立法决策提供文献信息服务。

以国内外重点问题、热点问题的跟

踪分析为基础，定期编制《国图参

考》、《信息专报》和《媒体监测》；在

每年出版的约25万种新书中，遴选

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图书，编制

《新书推荐》，为立法决策部门提供

高质量的信息来源；根据各部委提

出的专题性文献信息要求，提供有

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参考服务。

第三，在既往工作成绩的基础

上，加大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立法

决策工作服务的力度。为全国人大

立法工作和全国政协参政议政工作

提供服务是国家图书馆服务工作的

核心内容。根据全国人大年度立法

计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

员会在立法准备、立法审议、法律修

订等工作中提出的法律专题咨询提

供服务；扩大“两会”服务影响，深化

为“两会”代表参政议政服务，针对

全国“两会”大会主题，整理相关文

献信息，为“两会”代表参政、议政提

供支持保障；继续推送《人大媒体监

测》、《人大专委会专报》、《人大立法

跟踪》等多种形式的文献信息服务，

为人大立法工作提供全方位信息保

障；与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合作，通过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平台与全

国人大网的链接，深化为全国人大

代表全年的远程服务；建设国家图

书馆政协全国委员会服务平台，为

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政协委员议

政建言提供文献参考服务。

第四，与各部委政务网合作，加

快建立计算机网络服务平台。

第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图书

馆的合作，拓展立法决策服务的国

际视野。建立与国际图书馆界的广

泛协作，将有助于及时了解国外相

关信息。要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国

家图书馆、议会图书馆等建立合作

关系，及时了解国外有关信息，借鉴

国外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的经验和

做法；跟踪国外重要中国问题研究

机构及其研究成果，为国家立法决

策国际战略思维的建立提供帮助；

跟踪国际热点区域与热点问题，为

立法决策部门提供有关参考信息。

第六，建立立法决策服务工作

网络。国图希望通过积极的努力

与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共同建立起

立法决策服务的工作网络。与各部

委政策法规司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

和日常联系机制，以便及时掌握各

部委在法律制定和大政方针决策中

的信息需求，快速做出反应。

第七，建立全国公共图书馆

立法决策服务平台。随着政府政

务公开和国家立法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全国许多省

级公共图书馆都在陆续开展面向

当地政府的立法决策服务。要建

立面向全国公共图书馆的立法决

策服务平台，以加强与各省馆之间

的立法决策服务信息沟通，从而便

于掌握地方情况；在全国图书馆间

开展咨询合作、业务研究和经验推

广，规范立法决策服务工作，从而在

整体上提高图书馆对各级政府的立

法决策服务水平。

国家图书馆开展立法决策服

务已有 60 多年历史，多次承担并

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

央国家机关和全国人大、政协委

托的立法决策服务任务。为展示

服 务 工 作 中 的 方 方 面 面，近 日，

“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成就

展”在国图展出，展览从 60 多年来

上万件咨询档案中撷取了具有代

表性的咨询案例，其中大量案例

是第一次与世人见面，吸引了国

内众多读者前来观看。

一号借书证

国家图书馆第一号借书证颁

给 了 谁 ？ 这 次 成 就 展 给 出 了 答

案：毛泽东主席。

原来，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

1949 年 起 就 经 常 让 秘 书 到 国 图

的前身北京图书馆借书。1958 年 ，

北 京 图 书 馆 换 发 新 的 借 书 证 ，

毛 泽 东 特 意 委 托 身 边 的工作人

员申请办理。最终，他领取了北

京图书馆编号为 1 的借书证。

之后，毛泽东也多次就历史

事 实 、文 章 典 故 向 国 图 提 出 咨

询。1964 年 12 月，毛泽东读《五

代 史》时，想 起 早 年 读 过 的 一 首

诗《三垂冈》，但记不清作者的名

字 ，于 是 在 当 月 29 日 写 信 给 秘

书 田 家 英 ：“ 请 你 一 查 ，告 我 为

盼！”为了便于查对，他还亲笔忆

写 了 这 首 诗 。 田 家 英 请 工 作 人

员到北京图书馆参考组查找，最

终 由 参 考 咨 询 专 家 张 秀 民 代 为

找到出处。

板门店谈判资料

1975 年下半年，板门店军事

停 战 委 员 会 本 部 地 区 和 非 军 事

区 形 势 紧 张 。 10 月 24 日 ，朝 鲜

抗 议 美、韩 粗 暴 践 踏 停 战 协 定，

在 军 事 分 界 线 地 区 的 地 面 、海

上、空中进行对朝鲜北方的军事

挑 衅 活 动 以 及 再 次 把 新 式 核 武

器 运 进 南 朝 鲜 的 行 径 。 朝 鲜 同

时准备同美、韩就变更板门店共

同警卫区秩序举行谈判。这一情

况引起了我国的重视。1976 年 2

月 27 日，中央办公厅紧急委托北

京图书馆查找“抗美援朝板门店

谈判资料”，为本次谈判做准备。

北京图书馆迅速提供了抗美援朝

板门店谈判资料的背景资料和相

关文件，为中央把握政策立场提

供了资料保障。

中美解冻资产谈判

1979 年中美关系史上有一个

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解冻资产

谈判。会谈当日，财政部紧急来

电，需要在下午 4 点邓小平同志会

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卢门撒尔前，

提供 1950 年中美双方各自冻结另

一方财产的法令及相关问题的规

定等。北图的参考咨询专家仅用

了一个半小时，便将当时我国各

地军管会发布的命令、沿用国民

党政府的《外侨在华财产转让与

继承的规定》等文件，和美国相关

法令一并提供，最终为中美两国

解冻资产协议的签订提供了重要

的历史依据。

“最好的礼物”

2005 年 5 月，台湾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访问中国大陆。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灜台宴

请宋楚瑜一行，并赠送礼物。宋楚瑜

当场激动地称这是“最好的礼物”。

这次展览也现场展出了这份

“最好的礼物”：原来是一套《湘潭

昭山宋氏石潭房七修族谱》。这

套家谱由国家图书馆根据馆藏原

本，按照 1:1 比例重新印制。宋楚

瑜祖籍湖南湘潭，谱中载有宋楚

瑜 父 亲 宋 扬 晖 的 名 字 。 故 土 寻

根，难怪他如此高兴。

“礼物”的故事还发生在 2001

年，李岚清同志访问法国时也曾

将礼品书的制作任务交给国图。

国图编纂了《赵氏孤儿》一书，书

中辑录伏尔泰所著的《赵氏孤儿》

法文本及中文译本，还包括此书

的各种早期版本，打动了当时的

法国总统、“中国通”希拉克。

“我身后有个国家图书馆”

2003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应 邀 展 开 对 欧 美 四 国 的 正 式 访

问。温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

之前一天曾致电国家图书馆，希

望国图提供有关“和而不同”的出

处及相关典故等资料以备演讲之

用。接到任务后，国图立即组织

力量开展咨询，在最短的时间里

提交了报告，使温总理圆满地完

成了演讲。其间，温总理所提到的

“和而不同”引起了外媒很大的兴

趣，温总理不断提到这个中国古代

思想家提出的哲学观点，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以此说明世界的多元与

和谐，并指明中美在台湾问题和中

美贸易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与

方针。当记者评价温家宝学识渊博

时，他微笑答道：“因为我身后有个

国家图书馆。”

各位顾问：

值此国家图书馆国情咨询

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

际，请允许我代表文化部党组

以及我个人，向委员会的成立

和参加会议的全体顾问表示最

衷心的祝贺！向长期以来给予

国家图书馆热情关注和积极支

持 的 各 位 顾 问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谢！同时，对于我自己能够成

为国家图书馆国情咨询顾问的

一员，深表荣幸！

图书馆始建于 1909 年 9 月

9 日，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为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立法与

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与保障是国

家图书馆的重要任务。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国家图书馆多次

承担并圆满完成党和国家领导

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等单位

委托的文献信息咨询任务，初

步具备了为国家提供立法决策

服务的条件与能力，在国家法

制建设和政策制定中，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升，迫切需要在立法决策过程

中，深入总结历史，广泛借鉴国

际先进经验，增强立法决策的

科学性和民主性，这就对国家

的立法决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也对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

服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今

天成立的“国家图书馆国情咨

询顾问委员会”，是国家图书馆

为履行其立法决策服务职能推

出的又一新的举措，意义重大。

各位顾问长期在党政军领

导机关工作，具有较高政策理

论素养，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

形成了国际化、知识化和专业

化的视野，具有从国家的高度

思考工作的能力，能够更客观

准确地把握国家大政方针政策

和 法 律 法 规 制 定 过 程 中 的 重

点、热点问题，以及不断发展变

化的国情、世情。我相信，各位

顾问的工作，将对进一步深化

国 家 图 书 馆 立 法 决 策 服 务 职

能，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

平，为推进国家立法决策的科

学化、民主化进程，发挥重要的

参谋作用。

国家立法决策的科学化和

专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希

望国家图书馆以国情咨询顾问

委员会的成立为新的起点，不

断总结经验，切实发挥国情咨

询顾问的参谋作用，利用优势，

开拓思路，加快发展，进一步加

强咨询队伍建设，共同为国家

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

服务政府法服务政府法制制建设建设 拓展公共服务职能拓展公共服务职能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全面提升立法决策服务水平全面提升立法决策服务水平

文化部部长蔡武致国家图书馆

国情咨询顾问委员会的贺信

60年立法决策服务中的难忘故事

1954年国图编制了《我国著名

大铁桥建筑资料目录》，为武汉长江

大桥的筹备和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湘潭昭山宋氏石潭房七修族谱》。

国图为“两会”服务始于 1998 年，开创了图书馆为“两会”服务之先河。 国图设立部委分馆是国图提供立法决策的新的服务模式。

国家图书馆一期外景。

66月月1111日日，“，“国家图书馆国情咨询顾问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国情咨询顾问委员会””和和““国家图国家图

书馆国情咨询专家委员会书馆国情咨询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分别召开了第一次会正式成立并分别召开了第一次会

议议，，聘请了聘请了3434位顾问位顾问、、1919位专家位专家，，蔡武部长作为顾问之一代表蔡武部长作为顾问之一代表

文化部发来贺信文化部发来贺信。。

6 月 11 日，国图国情咨询专家委员会成立，图为国图馆长周和平

（左一）为专家颁发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