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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图书馆的经费来源 

苏品 红 

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事业来 说，经 

费永远是一道坎 ，跨过了这个坎的图书馆 ，其 

发展就有 了最重要的保障。虽然图书馆在每 

个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社会公益事业 ，政府会 

解决相应的经费问题 ，但几乎每个国家 的图 

书馆都无法在经费上完全依靠政府。于是 ， 

各国图书馆都使 出浑身解数 ，全力开拓经费 

来源 ，保证事业的发展。经济并 不发达 的东 

欧国家匈牙利的图书馆在这方面就有 自己独 

特 的方式 。 

2001年 9月 ，我随文化部代 表团访问匈 

牙利，对匈牙利 图书馆进行考察 ，了解了匈牙 

利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概况，他们 多渠道的资 

金筹集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些渠 

道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 的拨款 、项 目募 

捐 、基金会资助和 自筹经费等途径。 

匈牙利 的 56个 图书馆共 分 三太类 ：19 

个州图书馆 、11个全 国性专业 图书馆 、26个 

高校图书馆。这些 图书馆均由民族文化遗产 

部的图书馆 司管理。各 馆一般下设若干 分 

馆 ，甚至有若干级的分馆，如琼格拉德州图书 

馆有 18个分馆 ，首都图书馆下设 4个大区分 

馆 ，每个大区分馆下又设 l7个分馆 ，首都 图 

书馆共有 72个分馆。也就是说 ，匈牙利图书 

馆系统是在 民族文化遗产部 的统领下 ，由三 

太树状结构的多级 图书馆构成 ，达到“每一个 

居 民区都有图书馆或 图书馆服务”的工作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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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比较重视 图书馆工作 ，设立有相 

应的法规，通 过立法确定 了图书馆的责任和 

义务 ，比如 ，规定每个 国民都有权得到信息 ， 

这就要求 图书馆 网要伸 展到全 国每一个 角 

落。又如 ，1997年制定 的《匈牙利全 国资料 

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资源共享的条文。该制 

度规定 ，任何一个国 民可 以得到任何一个 图 

书馆的资料。要履行法律所赋予 的责任和义 

务，实施这 些制度，政府就要 提供 相应 的条 

件，就要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因此 ，中央政府 

的拨款成为匈牙利图书馆资金来源之一。 

作为中央政府对图书馆实施管理职能的 

民族文化遗产部 ，其职责除了统筹全 国图书 

馆发展规划 ，负责全国信息网络的建设，协调 

各馆同交流与合作工作以外 ，就是管理及划 

拨中央政府的投资，组织对全 国性项 目募捐 

集资工作等。 

中央政府的拨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 的建 

设 、特殊资料和技术设备的购买、全国总书 目 

建设、国内馆 际互借 中邮寄复制资料 的邮费 

以及馆舍建设 费等等。在基 础设 施建设方 

面，1998年匈牙利制定 了“国家基础建设纲 

要”，建立各地区直至乡镇 的全国信息光缆网 

络成为纲要中规定的基础建设之一，图书馆 

则准备依靠这一基础建设发展图书馆联网。 

按计划 ，中央政府将投资 8亿福林 (1美元 约 

合 280福林 )，并采用募捐形式在全 国筹集资 

金 ，打算在 2005年建成全 国信息光缆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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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全国 300个城市

起。现在已有 100个城市建成 了光缆 网，各 

高校的光缆也已建成。 

在资料购买方面，各馆所购的相对 特殊 

的资料及相关工具书的费用均由中央政府拨 

款，而购买单位应履行 的义务是将这些资料 

的编 目数据提供给全国编 目中心。匈牙利南 

部的琼格拉德州图书馆在去年购买的 14000 

册件资料中，有 2500册件资料的购置费由中 

央政府提供。一般来说 ，这部分资料都是价 

格较高的文献。 

匈牙利图书馆 自动化和图书资料数字化 

的工作也正在大力开展 ，各大图书馆(或称中 

心图书馆)在采 、编、阅览等基础业务工作中 

已不同程度地实现了 自动化 ，有些图书馆已 

开始利用计算机对阅览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指 

导图书资料的采访工作 。中央政府对这方面 

的工作也有较大力度 的支持 ，在计算机设 备 

及技术方面对各馆都有相应的资金投入。 

匈牙利 中央政府在东部城市德布勒森市 

投资建立了全 国编 目中心 ，全 国各地用户可 

通过该 中心的 目录找 到所 需 资料。1997年 

匈牙利有关 图书馆的法规 中就明确指 出：每 

一 个国民都有 权得到信 息，不分城市大小。 

也就是说 ，匈牙利的任何一个 国民都可 以复 

制匈牙利境 内任何 一个图书馆所提供 的资 

料 ，这从法律上保证 了资源共享的实现。而 

读者本人只需付 复制成本费，复制资料 的邮 

寄费由中央政府提供(每年约 2亿福林 )，这 

又从经济上保障了资源共享的实现。因此． 

由于法律的保障和中央政府 的资金支持，在 

全国基础信息网建成之前 ，匈牙利 已基本实 

现国内资源共享的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对 图书馆的需求 

发生了很大改变 ，原有 的馆舍 已不能满足社 

会的需要 ，因此 ，匈牙利各图书也先后开始改 

扩建或重建馆舍。中央政府对这些基建项 目 

也会给予一定支持 。如 1995年始建的巴奇． 

基什孔州图书馆新馆建设费就是中央政府 、 

正因为有了经民族文化遗产部下拨的中 

央政府的相应款项 ，该部才可能在更大程度 、 

更广的范围指导和管理各 图书馆 ，才可能做 

到全国图书馆一盘棋，统一规划 ，协调发展， 

共同进步 ，才可能很容易地实现全国资源共 

享 。 

但是，中央政府拨 款只是图书馆经费 中 

的--tl,部分，其余还要靠地方政府拨款 、项 目 

募捐、基金会支持等途径获得补充。 

匈牙利国家法律 明文规定 ，各地方政府 

有责任满足居 民对文献信息的需求 ，每个 州 

必须有图书馆，因此 ，地方政府必然要对图书 

馆提供经费支持。一般而言 ，州政府 和州 图 

书馆所在城市的市政府都会 向图书馆拨 款。 

所拨经费主要用于为当地居 民服务 ，包括 为 

满足当地居 民需要采编的图书资料、购买 的 

计算机 等，还 有用 于馆舍建 设的资金 等等。 

而与州图书馆相对应的各专业图书馆和各高 

校图书馆则 由相应专业单位和学校给予资金 

投 入。 

根据匈牙利 的有关法律，企业的各种捐 

款可以抵消部分税款，同时 ，为了保证各项事 

业都得到发展，法律还规定 同一个企业的捐 

款不能投入 同一个行业 。这样 ，就保证图书 

馆也能获得捐款 。因此，项 目募捐成 为匈牙 

利图书馆最常见的一种资金筹集的途径，从 

民族文化遗产部对全国性大项 目的募捐到各 

图书馆小项 目的募捐已屡见不鲜。如上文提 

到的全国基础 网络建设的募捐 ，计算机 系统 

建设的募捐等等。 

基金会对事业单位的经费支持在国外 比 

较普遍 ，匈牙利也是如此，可以说这是匈牙利 

图书馆筹集资金的又一个较重要的途径 。巴 

奇-基什孔州图书馆就是一个使用基金会的 

资金在 图书馆内有效运转 的极好例子。同 

时 ，基金会对其 资金的管理也是严格 的，该棺 

利用基金会的资金运转带来的收入绝不能用 

于发放职工奖金，只能用于图书馆事业 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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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匈牙利图书馆还各显其能 ，自筹资

办理读者登记或借书证、开展有偿服务

读物 、举办活动、出租场地等，有效地缓

金短缺的状况。比如，办理读者登记或借 书 

证就是各图书馆的 自筹资金主要途径之一。 

琼格拉德州图书馆办理一个借书证的费用为 

600福林／年，70岁以上 的老人免 费，退休 人 

员和学 生为 100福林／年 ，此项 收人 每年 约 

250万福林。首都图书馆的一个分馆登记 费 

是 8,00福林／年 ，16岁 以下、7O岁以上的读者 

免费 ，学生减半 ，此项登记费年收人约 640万 

福林。巴奇．基什孔州图书馆通 过办 理读者 

此外 ，通过接受捐赠、交换资料等途径 ， 

增加经费收人或减少经费开支也是匈牙利图 

书馆筹集资金 的渠道。如 以图书馆 、阅览室 

等命名为条件的捐书捐款就是匈牙利图书馆 

的经费来源之一，这从很 多图书馆及阅览室 

的命名情况可见一斑。 

(苏品红 副研 究馆 员 国家图书馆善 

本 部副 主任) 

(上接 第 67页)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 断发展，我 国多数图书 

馆已实现了计算机 自动化信息管理。作为专 

业研究中心资料室 ，更应实现计算机的 自动 

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专业资料 

室信息资料的前沿性与权威性 ，才能促进研 

究中心的研究成果的创新意义。 

目前专业资料室在 自动化建设方面与图 

书馆相 比存在着一些具体 问题 ，从而阻碍 了 

其发展步伐。如在图书馆 中，图书资料的 自 

动化管理所涉及到的各式各样的计算机设备 

和相关电器设备 ，其安装和维 护有技术支援 

部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另外图书馆技术支 

援部门的技 术人 员还具有 软件 及数据库 开 

发、培训能力咨询顾问能力等。而在专业 资 

料室中，一般只有一至两名资料员 ，以上所述 

的自动化管理的条件是无法达到的，这就给 

专业资料室建设完备的 自动化管理增加了困 

难 ，资料室即使安装了计算机 ，其发展步伐及 

完备程度与图书馆的 自动化也会有差距。 

3，成立统一管理机构。为 了减少专 业 

资料室与图书馆在 自动化管理方面的距离。 

笔者建议成立一个针对各研究 中心资料室的 

管理机构 ，进行系统标准化管理。对各资料 

员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并对其进行 

定期培训，使之跟上 自动化管理发展的步伐 ， 

使各资料室的建设与发展都有标准可依。这 

样 ，实现资源共享才成为可能 ，才能更充分发 

挥专业资料室的作用，发掘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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