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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交换在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服务中的应用 

（纪元霞，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第一章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信息的获取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等各方各面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阅读是获取信息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然而学科技术飞速发展，文献数量急剧增加，文献

价格不断上涨，于是图书交换在图书馆完善信息服务以及馆藏资源等方面就便其自身独特的

优势。同时， 图书交换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与互动，倡导信息资源共享的有效方式

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的认可，发展图书交换事业，是发展书香社会、倡导文化交流和促

进资源共享的有效方式。 

 

1.1.1 早期的图书交换 

早期的图书交换主要以各机构，尤其是图书馆之间的官方、批量交换为主。机构之

间的图书交换很早以前就比较成熟和普遍了。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每年交换的图书占其

进馆图书总量的 60%以上；波兰科学院图书馆和 108 个国家的 2300 多个有关组织保持

着正常的交换关系
【1】。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建立了一个加拿大图书交换中心专门为那些

被某些单位视为包袱，但又可能对另一些单位有用的出版物提供宣传和交换服务，各机

构可以把不需要的出版物送往这里，又可以从这里得到自己所需的各种出版物。中国科

学院的 67 个院属科研单位与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128 个学术机构建立了交换关

系，获得各种书刊 36304 册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息中心已与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前苏

联等在内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6 个农业科技文献信息机构以及 13 个国际农研中心等建

立了良好的交换关系。中华医学会图书馆已与 5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书刊交换关系，其馆藏

中有 90%以上的外文书刊文献是通过国际交换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科院、社科院、

故宫图书馆等 88 家图书馆都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有着图书交换关系。图书交换

对我国图书馆馆藏的丰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大大完善了各个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1.1.2 图书交换的现状 

随着信息需求的增大，除了各个图书馆以及机构之间的图书交换以外，社会中已建立相

关的交换平台方便个人的图书交换行为。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图书漂

流活动”，这是图书交换的一种形式。2001 年 4 月 17 日美国人罗恩.贝克夫妇申请注册了全

球第一个图书漂流网站（www.bookcrossing.com）。据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Google’

sPageRanktechnology的统计，“图书漂流网站”现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读书组织。国内也

有“图书漂流网站”（ww.tspl.cn）。图书交换的另一种是书友之间以书换书，这在世界上已

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通常只是个别书友自发开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兴起，

这 种 旨 在 促 进 人 与 人 开 展 图 书 交 换 的 平 台 开 始 出 现 ， 如 换 书 网

（http://www.huanshuwang.com/）、奇迹图书交换网（http://www.qiji.cn/books/）等，还有部

分网民通过博客、豆瓣社区等网络社区以及赶集网等网络平台进行图书交换信息的发布。 

1.2 研究目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在我们工作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信息的获取也就自然成为当下

的热点。图书作为阅读的客体也成为了我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

书馆在学校乃至社会的信息服务中都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图书馆如何做好信息服务？资源

建设非常重要。然而学科技术飞速发展，文献数量急剧增加，文献价格不断上涨。虽然图书

馆的经费也呈增长趋势，但远远不足以应付当前文献以及文献价格的上涨。同时，还有很多

文献是不能够通过购买渠道获得的。于是，图书交换在图书馆资源建设、信息服务中更加显

得重要。 

图书交换不仅是馆藏资源采购的一个补充，它还起着经费采购起不到的作用。 

图书交换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丰富馆藏，增加馆藏品种，提高馆藏质量。通过图书交换

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本馆馆藏资源中没有涉及到的学科资源。这样不仅可以在广度上丰富馆藏

也为采编工作者扩宽了思路。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图书交换获得一些我们馆藏中因为丢失

或破损等原因缺失单册图书从而补齐一些全套的图书。 

图书交换可以缓解图书馆经费不足所造成的压力，开辟书刊来源。虽然随着学校对图书

馆的重视，图书馆的经费也在逐年增长，但是经费的增长远远跟不上文献信息的增长，据统

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图书达 160 余万种，期刊 80 万中，还有大量的非书资料。同时文献价

格大幅上涨，所以就算在经费增长的同时图书馆依然面临着文献购置经费不足的困扰。从而

导致馆藏资源不完善，特别是一些国外文献的缺乏[3]。图书交换就能很好地缓解这个矛盾。 

图书交换有助于及时了解国内外有关专业领域及其科研的发展动向和水平。尤其对于云

南这样一个边疆省份，面向东南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省和东南亚的联系势必越来

http://www.huanshuwang.com/
http://www.qiji.cn/books/


越紧密。通过与这些地区的图书交换，获得他们的相关资源，了解相关信息，这在很大程度

上有助于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云南省的省情决定了我省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通过图

书交换可以对不平衡的教育资源再分配。而且分配方式也是根据需求进行的自发分配和调

节。 

图书交换是获得非正式出版物的主要手段。首先，通过图书交换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学术

专著，各种会议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年度报告以及数据手册等。这些资料是我们无法通

过购买得到的。而往往是这些资料能提供最新的科研信息。其次，通过图书交换我们可以获

得一些非正式出版的地方志，以及一些相关的地方信息资料。这样不仅可以很大程度地丰富

我们的馆藏，也为相关课题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图书交换不仅可以从各方各面丰富我们的馆藏资源，缓解经费压力，同时还可以大大提

高图书的利用率。从我国图书馆界现状看，图书文献利用率极低，只有 3%—50%（英美国

家为 230%—500%）[4]。通过文献交换我们可以把本馆的复本以及利用率低的资源调配到需

要它们的地方，同时换回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使整个

图书馆界进入良性循环。 

第二章 研究内容、思路及创新点 

2.1 研究内容 

课题以图书交换为着眼点，调查当下的图书交换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开放的图书

交换平台从而完善本馆的馆藏资源，更好地做好信息服务工作。课题从以下几方面来完成： 

1. 课题调查当前国内图书交换的现状。 

课题对国内 27 个省份 4 个直辖市的 112 所“211 工程”的大学图书馆进行了网络调查，

通过浏览这些图书馆的网站了解其图书交换的情况。包括，该图书馆是否建立了网络图书

交换系统？是否有相关图书交换的新闻？是否有图书交换的规章制度或流程说明。 

同时，课题着重对云南省 24 所高等院校图书馆进行了调研主要了解这些图书馆是否在

做图书交换以及图书交换当中的一些信息，包括：该馆进行交换频率，是否有固定的交换对

象，如何联系交换对象，如何进行交换以及从 2000 年至今通过交换获得的图书或资料共有

多少册，交换出去的有多少册。 

2. 鉴于云南省的省情以及地理位置，课题还了解了东南亚 10 个国家的部分

大学以及图书馆的信息。这为以后与这些国家的图书馆建立联系并进行图书资料的交

换奠定了基础。 



3. 课题通过对现有的一些比较完善的图书交换系统的调研，了解其交换的流

程以及体系结构。 

4.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馆情况，建立我馆开放的基于网络的图书交换

平台。 

2.2 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1. 课题在已有的对图书交换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研，收集东南亚主

要图书馆的相关信息为我馆与其进行图书交换奠定基础，更好的为做相关研究

的读者做好信息服务。 

2. 随着网络的普及，我们将利用网络建立我馆开放的图书交换平台，

以便收集一些散在的文献资源。 

 

第三章 研究过程、方法及步骤 

3.1 国内图书交换现状 

3.1.1 图书交换的相关法律法规 

国内现暂无针对于图书交换的法律法规，只有部分国家和地方法规对图书的进出

口，交易以及捐赠有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见附录二. 

3.1.2 各高校图书馆的图书交换情况 

课题调查了 27 个省份 4 个直辖市的 111 所“211 工程”的大学图书馆。同时着重对云

南省 24 所高等院校图书馆进行了调研。 

对省内大学图书馆的调查情况如下：省内各所高校均无系统的图书交换行为，但是大部

分有期刊的交换，或接收捐赠。在云南省内除了这些大学图书馆以外云南省图书馆曾今公布

过图书交换书目，见网址：http://www.ynlib.cn/Item/5026.aspx。 

对 211 工程高校图书馆网站调查情况如下： 

课题调查了 27 个省份 4 个直辖市的 111 所“211 工程”的大学图书馆。通过浏览这些

http://www.ynlib.cn/Item/5026.aspx


图书馆的网站了解其图书交换的情况。调查内容包括，该图书馆是否建立了网络图书交换系

统？是否有相关图书交换的新闻？是否有图书交换的规章制度或流程说明。调查情况如下： 

在这 111 所高校当中，均没有建立自己的自图书交换系统。其中北京的 25 所高校中有

关图书交换的新闻也很少，只有部分学校有图书捐赠的信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虽然没有图

书交换系统，但是在主页设有捐赠栏目，也有相关图书捐赠的新闻。在辽宁省的四所高校中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图书馆网站有接收捐赠的条例，更值得一提的该馆建立了“漂流书屋”

可为读者提供图书交换场所。辽宁大学仅有接收图书捐赠的相关新闻。黑龙江省的四所高校

中仅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图书捐赠的新闻。安徽省的三所高校中安徽大学正在建设文献捐赠

系统。在军事系统的三所高校中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与日本滋贺县有定期的图书和期刊交

换，交换活动基本每 1-2 个月交换一次，每次交换大概有 50-90 本之内。但是该校图书馆依

然没有图书交换的网络系统。调查详细情况见附录 1 中表 3-1. 

3.2 东南亚各国主要图书馆信息 

3.2.1 东南亚各国国家图书馆信息 

课题调查了东南亚各国国家图书馆以及部分大学图书馆的相关信息。其中国家图

书馆的信息见附录一表 3-2[5]，大学图书馆的信息见附录一表 3-3[6][7][8][9][10]. 

在对东南亚各国国家图书馆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课题收集了该馆的相关信息，包

括其网址、电子邮箱、概况、组织机构以及馆藏建设，特别对图书交换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收集。以下是这些图书馆和图书交换相关的信息，详细信息见附录一表 3-2. 

越南国家图书馆与世界上 32 个国家的 122 个图书馆保持有资料交换关系，同时

是东南亚国家图书馆、亚洲大洋州国家馆馆长会议、东南亚图书馆员大会及国际图联

成员。 

文莱国家图书馆主要采选马来文和英文书刊资料，并积极开展国内外资料交换，

国内交换单位 65 个，国外交换机构 82 个。平均每月进书 2000-3000 卷，除本国出版

物外，主要来自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与美国。 

老挝国家图书馆由于没有法定缴送和国际标准书刊号体系，国家图书馆建立、维

护、保存和典藏老挝国家遗产十分不易。国内资料的收集全靠国家出版部门，可以说

所有的老挝图书馆都靠各种机构、外国使领馆或救援机构的慷慨来进行藏书建设。所

以藏书种类往往是随机的、陈旧的，与用户的需求无关。由于书籍如此珍贵，所以根

本就不会剔除或将复本转赠其他机构。 



柬埔寨国家图书馆 1972 年在金边设有图书馆中心负责各种知识领域的图书收集

和国际交换，但比不上大学图书馆的交换系统完善。 

3.2.2 东南亚各国部分高校图书馆信息 

课题调查了东南亚各国部分大学图书馆信息包括该校的简介，该校图书馆的网址

以及电子邮箱。在调查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部分网站无法打开；其次，有部

分学校的主页上没有图书馆的链接，只能通过搜索引擎搜索；第三，只有少部分的学

校有英文版的网站。基于以上一些原因，课题共搜集了 29 所大学图书馆的信息，为

以后与其开展图书交换活动做一个前期资料整理。详细信息见附录一表 3-3 

3.3 调研了国内外较成熟的图书交换系统 

图书交换系统的建设旨在建立一个可以让读者进行信息交流的平台。但是当

下 做 得 成 熟 的 交 换 平 台 并 不 多 。 国 内 较 成 熟 的 平 台 有 换 书 网

（http://www.huanshuwang.com/）在该平台下用户可以分类浏览参与交换的图书，

也可以发布自己的闲置图书。进行一次交换以后就会获得一定的书币。用户又可

以以此书币来“购买”别人发布的闲置图书。网站主要由几个模块组成：用户注

册与登录、旧书交换、新书比价、图书分类、如何换书。其页面组织结构如图一： 

 

 

换书网

 

注册登录 
 

新书比较 
 

图书分类

 

如何换书

 
旧书交换

浏览图书

信息 
选中进行

交换 

 
作者 

 
详细信息

 
定价 

 
出版社 

 
成色 

 
所需书币

 
交换说明

 
交换地区 

闲置书对

应的新书

图 3-1 换书网组织结构图  

国 外 较 成 熟 的 图 书 交 换 网 站 有 BookMooch(http://bookmooch.com/join) 

BookMooch 是一个图书交换网站，公司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用户可以将自己

不需要的图书信息上传到网站，当有人回复想要这本书的时候，你必须尽快把这

本书邮寄出去，然后网站会给你加上相应的点数，用这个点数，你就可以去换别

http://www.huanshuwang.com/


人的书了。整个过程就是提倡先奉献后分享。目前该网站支持英语、德语、西班

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其组织结构如下：  

 

 
Bookmooch

已注册用户 未注册的用

户

注册 了解

bookMooch
浏览 发布自己的

闲置图书

请求所需图

书

邮寄图书接收别人的

请求

图 3-2 BookMooch 的组织结构图  

除了这些较成熟的网站以外，还有很多读者是在微博、豆瓣、天涯论坛、

校园 BBS 以及人人网等网络平台上进行闲置图书以及需求图书信息的发布。 

3.4 建设我馆以网络为基础的开放的图书交换平台 

课题建设了我馆以网络为基础的开放的图书交换平台，具体功能如下： 

用户可以选择注册或以游客身份浏览网页。如果需发布闲置图书、需求图书或进行交换

活动则必须注册。注册页面如下： 

 

图 3-3  注册页面  

完成注册以后系统会以窗口形式通知注册成功，并跳转到登录页面： 



 

图 3-4  登录页面  

登录后即可进入系统 

 

图 3-5  登录后系统页面  

网站首页可以进行闲置图书以及需求图书的查询，通过此查询可以了解哪些图书是闲置

图书，可挑选自己需要的进行交换。同时也可以查询需求图书，若本人有需求图书中的图书

也可查看需求图书发布人的闲置图书，如有所需即可进行交换。 



 

图 3-6  系统主页功能  

如果没有特定的目标则可进行闲置图书和需求图书的浏览 

登录以后可以发布自己的闲置图书和需求图书： 

 

图 3-7  闲置图书发布页面  

 

图 3-8  需求图书发布页面  



 

发布以后可以在导航栏中点击我的闲置图书和我的需求图书的书目 

 

图 3-9  “我的闲置图书”查看页面  

 

 

图 3-10  “我的需求图书”查看页面  

 



在“我的闲置图书”栏目下可以查看是否有人提出换书申请，可以添加书评，也可在图

书进行交换以后删除该书目信息。在“我的需求图书”栏目下可在获得所需求的图书以后删

除该书目信息。 

 

图 3-11  “图书交换”的发起  

在查找到所需求的图书以后可以提出换书申请，并给该书拥有者留言。申请提交以后该

书拥有者就会收到申请并看到申请者的闲置图书，如有交换意愿则双方可以协商图书交换的

方式并进行交换。 

系统还建设了后台管理.  

后台功能： 

1. 可进行对用户的帐户进行管理 

2. 可对图书进行审核，只有审核过的图书才能被浏览及查看从而进行交换 

3. 可对图书捐赠进行审核并发布捐赠公告 



 

图 3-12  “图书交换”后台管理页面  

除了图书交换以外系统还增加了图书捐赠的功能： 

 

图 3-13  “图书捐赠”查看页面  

有捐赠意愿者可通过该系统提交捐赠书目的信息。提交后后台可查询该目录以及捐赠者

的联系方式。如满足需求则可以和捐赠者联系。捐赠成功后将会在捐赠公告中看到捐赠信息

以及接受捐赠的书目。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图书交换对于图书馆的资源建和资源共享的实现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图书交换可以在

深度和广度上丰富馆藏，增加馆藏品种，提高馆藏质量。图书交换可以缓解图书馆经费不足

所造成的压力，开辟书刊来源。图书交换是获得非正式出版物的主要手段。图书交换不仅可

以从各方各面丰富我们的馆藏资源，缓解经费压力，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图书的利用率。为

了发挥图书交换的种种优势，课题在调查国内 200 多所高校的图书交换情况的基础上建立本

馆的图书交换系统。通过该系统不仅有利于图书馆了解用户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将本馆低利



用率的图书与读者进行交换这样及方便的读者又更新了本馆资源。用户也可以在该系统中自

由地进行图书交换，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读者之间资源的交流，使资源进行自发的再分

配。 

云南省地处边疆，面向东南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省和东南亚的联系势必越来

越紧密。通过与这些地区的图书交换，获得他们的相关资源，了解相关信息，这在很大程度

上有助于我省的经济发展。故此，课题还调查了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图书馆信息以及部分高校

图书馆信息。这为以后与东南亚各国的图书馆进行图书交换奠定了基础。 

课题以图书交换为着眼点，建立一个开放的基于网络的图书交换系统，从而完善本馆的

馆藏资源，更好地做好信息服务工作。 

 

第五章 支撑材料列举 

5.1 发表的文章： 

1.《促进多元合作完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基于多元合作的图书交换》发表于《农业

网络信息》2012（12） 

 

2.《Book Exchange under multivariate cooperation》   "变革与走向：重新定义大学图书

馆的未来"国际会议录用，开放获取地址：http://conference.lib.pku.edu.cn/2012/?page_id=131 

 

3.《“藏书零增长理论”的中国之行——从一个点谈谈国外图书馆学影响下的中国图书

馆学》第 27 次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研讨会录用并获优秀奖 

 

4.《基于用户行为习惯的图书交换系统研究》拟发表于《图书馆学研究》2013（12） 

 

5.《通过建设文献采集系统提高图书馆价值》发表于《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2（13） 



 

5.2 完成了图书交换平台的搭建 

系统入口：http://202.203.181.10:8001

系统概况如下： 

用户可以选择注册或以游客身份浏览网页。如果需发布闲置图书、需求图书或进行交换

活 动 则 必 须 注 册 。

 

图 5-1   注册  

 

图 5-2   登录  

http://202.203.181.10:8001/


 

图 5-3   主页  

 

图 5-4   闲置图书发布  

 

 

图 5-5   需求图书发布  



 

图 5-6   图书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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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含专家验收表） 

附录一 国内大学图书交换情况调查表（表 3-1） 

 东南亚国家图书馆信息（表 3-2） 

东南亚国家部分大学图书馆信息（表 3-3） 

表 3-1       211 工程大学图书交换情况调查表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这些高校均没有建立自己的图书交换系统，有关图书交换的新闻也很少。只有少部分学校有

图书捐赠的信息，包括：北京化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相关的图书捐赠新闻；中央民族大

学有新浪博客介绍该馆接收赠书的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大学    

上

海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重庆大学 南开大学   重庆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但该馆主页设有捐赠栏目，也有相关图书



捐赠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辽宁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但是，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图书馆网站有接受捐赠的条

例，同时建立了“漂流书屋”可为读者提供图书交换场所。辽宁大学仅有接收图书捐赠的相关新

闻。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延边大学  吉林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哈尔滨工业大学只有图书捐赠的新闻。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江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南京大学有图书捐赠，并且通过接收捐赠

形成了馆藏新特色。 

浙江 浙江大学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安徽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安徽大学正在建设文献捐赠系统 

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福建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南昌大学 江西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山东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郑州大学 河南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地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华南师范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广东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广西大学 广西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云南大学 云南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贵州大学 贵州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陕西师范大学  

陕

西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兰州大学 甘肃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   新疆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第二军医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军事 

系统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与日本知贺县有定的期图书和期刊交换，但没有图书交换的网络系统。

其交换活动基本每 1-2 个月交换一次，每次交换大概有 50-90 本之内。其余两个学校均无图书交

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青海大学 青海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宁夏 宁夏大学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海南大学 海南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西藏大学 西藏 

以上高校图书馆均无图书交换系统也无相关内容 

 

表 3-2       东南亚国家图书馆信息 

网址：http://www.nlv.gov.vn/ 电子邮箱：hdan@nlv01.gov.vn

概况： 

越南国家图书馆周一至周六 8:00—20:00（除了公共假日外，一个月内有 2 天闭馆，分

别为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 

越南国家图书馆座落于首都河内，其前身是法国殖民者于 1917 年 11 月 29 日成立的印

度支那图书馆中心，1919 年 9 月 1 日作为河内中央图书馆正式开馆。从 1921 年到 1941 年，

作为法定保存本图书馆，正式接收印度支那出版的每种出版物各 1 册。1945 年 10 月 22 日

被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更名为越南国家图书馆。1954 年法国人从越南撤离时将

一部分馆藏转移到西贡和巴黎（约 50,000 种图书和 400 种期刊）。随后美国入侵，战乱不息

直到 1976 年。  

  越南国家图书馆与世界上 32 个国家的 122 个图书馆保持有资料交换关系，同时是东南

亚国家图书馆、亚洲大洋州国家馆馆长会议、东南亚图书馆员大会及国际图联成员。 

 

越南国家 

图书馆 

组织机构： 

http://www.nlv.gov.vn/
mailto:hdan@nlv01.gov.vn


越南国家图书馆在馆长理事会下设有科学委员会和另外 11 个部门。分别为：  

  （1）缴送本组：根据出版物法收集国内所有的出版物，并制定有关馆藏建设和保护的

政策；编辑国家书目月刊和年刊；登记记到的法定缴送本并进行初步加工。  

  （2）采访与国际交换组：制定资源建设政策，为国家馆馆藏选择和收集不同形式的国

内外资料；进行国际交换。  

  （3）编目组：加工国家馆的越南文和外文出版物；建立并更新数据库；研究并为越南

国家馆及公共图书馆系统编辑分类法词表及编目规则。  

  （4）报刊阅览室：加工报刊资料（包括各种报纸、杂志）；向所有用户提供信息检索

服务（联机检索和开架阅览）。  

  （5）图书阅览室：向读者提供到馆服务；组织有关图书及报纸的宣传（书展及讲座）；

研究读者需求并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发行图书馆卡片（每年图书馆发行 8000 张卡片）。 

  （6）自动化组：为图书馆制定自动化计划；除了为国家馆建立网络外还为全国公共图

书馆系统建立网络；管理和维护局域网和广域网；建立并改进数据库质量；提供广域网服

务（电子邮件、文件传输和联机检索）；修订和出版国家书目；对国家馆和公共馆图书馆员

进行计算机培训。  

  （7）参考组：组织进行信息参考咨询活动，选择性地提供信息，改善图书馆的信息参

考系统；编辑专门书目；进行用户培训。  

  （8）保存组：制定管理、组织馆藏的战略；保存和保护图书馆资料；研究避免资料被

损坏的措施；对善本进行缩微化。  

  （9）研究与专业指导组：协调并进行图书馆科学理论的研究；制定研究计划并推出科

研项目；与其他部组合作制定培训计划并编辑专业文献；在文化信息部及其他部指导下对

公共馆活动进行调查，对越南公共图书馆系统提供专业指导，组织有关图书馆事业的会议；

编辑图书馆杂志。  

  （10）国际关系组：保持和发展国家馆与海外其他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协调各组的功

能进行资料交换；制定与国内和国外图书馆之间合作的短期和长期计划。  

  （11）管理组：协助馆长理事会；起草图书馆月度、季度和年度活动报告；为图书馆

活动制定短期和长期计划；计划并处理图书馆人力与财务事宜。 



馆藏： 

  越南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重建中央藏书，增加了 20,000 件。国家图书馆的法定保存本权

扩展到每种 10 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图书超过 1,200,000 卷装订本期刊 70,000 卷。除

了越南语藏书有所增加外，还增加了数量可观的法文、俄文、中文、英文和德文藏书。专

藏有亚洲语言的各种藏书，少数民族资料，雕版印刷品，照片，录音资料和儿童读物。图

书 100 万卷；报刊 8000 种；地图 248 幅；学位论文 9,000 份；微卷 1500 种书报；微片 10,000

种。由于有缴送本法，所以越南国家馆 1922-1945 年以来的印度支那出版物及 1945 年以来

的出版物收藏较为完整。 

  现在的数据库有书目记录 130000 条；报刊记录 6000 条；印度支那报纸和期刊记录 1700

条；论文记录 3000 条。 

图书交换相关： 

越南国家图书馆与世界上 32 个国家的 122 个图书馆保持有资料交换关系，同时是东南

亚国家图书馆、亚洲大洋州国家馆馆长会议、东南亚图书馆员大会及国际图联成员 

图片： 

 

印 度 尼

西亚国家图

书 馆 

National 

Library of 

网址： http://www.pnri.go.id/

 

 

电子信箱：pusnas@rad.net.id；

info@pnri.go.id

http://www.pnri.go.id/
mailto:pusnas@rad.net.id
mailto:info@pnri.go.id


概况： 

 1980 年座落在雅加达的 4 所图书馆：国立博物院图书馆、历史政治与社会学图书馆、雅

加达省立图书馆和图书馆发展部的书目和保存本组合并成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后来该

馆又与图书馆中心合并，并收编了 26 所省立图书馆，遂成为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

正式名称为 Perpustakaan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简称 Perpusnas。 

  训令将其提升为非政府部门机构，而直接对总统负责。经过对与信息全球化同步方面

的调查，国家馆的地位因 1997 年 50 号总统令的颁布而进一步加强，它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得到精练扩充。为实施总统希望的目标与功能，国家馆制订馆藏建设政策，以提高印尼图

书馆的效率。任务包括：开发图书馆人力资源，加强图书馆间合作，促进各类图书馆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要负责监督 1990 年 4 号令《缴送本法案》和 1991

年 70 号令《关于印本及录音资料呈缴实施细则》的实施，关注印度尼西亚所有印本及录音

资料的缴送。特别是，它还要保护保存图书馆资料，并满足其他组织提出的这类请求。在

印度尼西亚，各省负责保存印刷文献的机构被称为省级国立图书馆，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图

书馆组织结构中的第二梯队。在保存当地出版物资料方面可被视作国家馆在省一级的代表，

同时也是公共图书馆。印度尼西亚 26 座省级国立图书馆都座落在省会，为本省各种类型图

书馆的坚强后盾。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开展国内外馆际互借，并为印度尼西亚研究图书

馆协会、国际图联、东南亚图书馆馆长会议的成员。 

Indonesia 

 

 

馆藏： 

1.特藏  

  印度尼西亚国家馆有分别书写在树叶、树皮、竹子和属于印度尼西亚特产的土产纸张

上的手稿 1 万卷，这些独一无二的珍稀资料，是过去的遗产，存储着印度尼西亚各个时代

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应该被介绍给广大公众及全世界。 

2.馆藏数量  

  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有学位论文 5,000 件；政府文献 12,000 件；地图 2 万件；缩微

品 1923 件；视听资料 10 件；珍稀绘画 80 件。 

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为座落在雅加达的一座 9 层楼房。 

 除了本馆的服务外，还通过在各省的省级国立图书馆开展对印度尼西亚国民的服务。

文 莱 国

家 图 书 馆 

The National 

邮政地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Bandar Seri Begawan 

     Brunei Darussalam 



概况： 

  文莱的第一座图书馆由信息服务部门建立于 1953 年，当时仅有员工 1 人，负责收集报

刊、小册子和些许图书。阅览室每日开放 7 小时，周日与节假日除外。1953-1973 年期间陆

续又设置了一些阅览室。德万·巴哈萨·普塔卡图书馆建于 1963 年，开始只对内部员工开放，

建馆初期有 25 位员工，其中专业人员 2 名。鉴于当时没有国家馆图书馆，又缺乏公共设施，

遂于 1970 年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和研究人员信息的主要来源。在承担起国家图书馆职责

后，从 1973-1977 年，它在国内的 4 个区都设立了区域图书馆并在斯里亚设立一分馆。同

时还利用流动书车在全国设立 43 个服务点。此外国家馆积极开展读书活动，除在学校假期

间开展借阅，还为儿童和青年人举办各种竞赛。国家馆有固定的人员培训课程，公开面向

地方图书馆员，并常开设研讨会、研究班和短期课程来推广员工的经验和图书馆工作方面

的知识。1993 年文莱图书馆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馆舍。 

组织机构： 

  文莱国家图书馆实行馆长负责制,有一位高级馆长助理协助工作。馆长本人在英国获得

图书馆情报学硕士学位。 

馆藏： 

截止到 2001 年底，共有资料 498，203 卷，期刊 320 种，含视听资料在内的非书资料

423 种。 

Library of 

Brunei 

图书交换相关： 

文莱国家图书馆主要采选马来文和英文书刊资料，并积极开展国内外资料交换，国内

交换单位 65 个，国外交换机构 82 个。平均每月进书 2000-3000 卷，除本国出版物外，主

要来自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与美国。 



图片 

 

因特网网址：http://www.nlt.go.th/ 电 子 信 箱 (E-mail) ：

suwaksir@emisc.moe.go.th

泰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Ho Samut 

Haeng Chat = 

National 

Library of 

Thailand 

概况： 

  泰国国家图书馆根据朱拉隆功国王即扎克里王朝的拉玛五世国王于 1905 年 10 月 12 日

令，由 3 所老皇室图书馆合并而成，起初由国王指定的委员会在皇室的保护下进行管理。

1915 年根据拉玛六世命令，图书馆从王宫迁到大王宫对面，1925 年拉玛七世将拉玛六世的

私人藏书及手稿捐赠给图书馆。1932 年正式更名为泰国国家图书馆。到目前为止，国家馆

在曼谷和各省还开办了 21 所分支图书馆。按照 1941 年法律，图书馆接受两册泰国出版物

的缴送本，但该法律未能得到很好地执行。泰国签署了 1886 年的伯尔尼版权公约，版权登

记机构现在遵循 1991 年修订后的法律。政府正在考虑修订奖惩措施，以加强对出版物以及

计算机软件和其他电子媒体的缴送。泰国国家图书馆通过服务网点在图书馆主馆及曼谷的 7

个专藏和外省的 14 个分馆对全国提供服务。作为参考图书馆，用户可向主馆和专藏提出咨

询，使用 OPAC 及其网络。该馆解答各类咨询，并对政府组织开展外借、对研究者开展馆

际互借、文献传真及电子邮件服务，应政府组织要求编辑书目、索引，阅读并翻译古代手

稿，开展读书活动，举办展览，举办培训班和研讨班，办讲座、讨论会、放映电影等。1999

年国家馆将其数据库挂接在因特网上。除了是交换和馆际互借中心，该馆还是东南亚连续

出版物数据系统的地区中心，泰国图书情报协调委员会及人文情报网络的中心，泰国的国

际标准书号和国际标准刊号中心，并编辑各种书目。该馆还是国际文献联合会、国际图联

和东南亚图书馆馆长会议成员。 

 

http://www.nlt.go.th/
mailto:suwaksir@emisc.moe.go.th


组织： 

  泰国国家图书馆由管理总监素瓦空·西里翁沃拉瓦特夫人和 5位组长领导,除了主馆外在

曼谷及各省共有 21 个分支图书馆。 

泰国国家馆现隶属于教育部属下的珍贵艺术品部。 

泰国国家馆最主要的职能是收集和保存所有的知识资源；最大范围地向公众提供服务。

多年来在教育和文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馆藏： 

藏书涵盖医学、法律、历史、艺术和天文学诸类科目。 

  1.特藏 

  泰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名贵印本书、泰文手稿、书写在贝叶和卷轴上的佛教经文及其

他佛教文献；还有 87 块雕刻有各种古老文字的石碑。 

  2.馆藏数量 

  专著 2,210,000 卷；善本书和手稿 217,300 卷；连续出版物 2,100 种；报纸 400 种；非

书资料 70,000 件。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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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缅甸国家图书馆成立于 1952 年，其前身为伯纳德免费图书馆。该馆成立后积极开展活

动，鼓励阅读习惯；促进对图书馆阅读资料的使用；尽力收集国内出版物；尽量获得并提

供国内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中心信息；向其他图书馆、大学、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提供参

考、书目和馆际互借服务。缅甸国家图书馆收集本国全部出版物以及国外出版的有关缅甸

的图书；收集各种有关历史、文化、文学、社会科学等出版物，并向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

使用；收集稀有、有价值的古代手稿，如作为缅甸文化遗产的贝叶手稿和卷轴手稿。 

 

馆藏： 

缅甸国家图书馆有书刊 155,000 卷；手稿 11,000 卷；期刊 389,000 卷 

缅甸国家图书馆有联机目录查询 http://www.e-application.com.mm/culture/text/Data.htm

网 址 ：

http://www.alia.org.au/~wsmith/the_national_library.h

tm 

电子信箱：pfd-nl@pan-laos.net.la老 挝 国

家 图 书 馆 

National 

Library of 

Laos 

概况： 

  在 1975 成立共和国之后，老挝国家图书馆包括国家博物馆和档案馆，原系成立于 1957

年的版本图书馆和政府文献收藏馆。目前国家图书馆隶属于信息文化部，其经费来源从来

就不很确定。主要靠法国和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和西方学者和外交使领馆的资助。例如

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过分属不同学科的 9,000 卷藏书，主要为法文书籍。美国的亚洲基金会

和国会图书馆也是其主要捐赠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国开展了一些援助项目，如教科

文组织委托澳大利亚国家馆帮助老挝国家馆应用 WIN-ISIS 软件进行馆藏编目。就目前情况

而言该馆在采选、编目、流通和保存国家遗产方面尚有许多问题。 

   老挝没有出版传统，图书馆中大部分的旧资料甚至"善本书"都是在越南的西贡和河

内或法国刊印的。1970 年以后用老挝文在老挝出版的资料多为教育资料和官方通报和出版

物。由于没有法定缴送和国际标准书刊号体系，国家图书馆建立、维护、保存和典藏老挝

国家遗产十分不易。国内资料的收集全靠国家出版部门，可以说所有的老挝图书馆都靠各

种机构、外国使领馆或救援机构的慷慨来进行藏书建设。所以藏书种类往往是随机的、陈

旧的，与用户的需求无关。由于书籍如此珍贵，所以根本就不会剔除或将复本转赠其他机

http://www.e-application.com.mm/culture/text/Data.htm
http://www.alia.org.au/%7Ewsmith/the_national_library.htm
http://www.alia.org.au/%7Ewsmith/the_national_library.htm
mailto:pfd-nl@pan-laos.net.la


构。 

在国家馆待编的图书，既有来自海外的盒装品，也有老挝新闻机构出版的。资料大部

分是散页，图书以英文或法文为主；泰文资料多于老挝文资料。老挝人认为编目需采用国

际标准，如 MARC,AACR2,或 LCSH 等格式。然而除非有在版编目，否则所有的都是原始

编目，无法使用联机服务，要想查找非老挝文的原始编目记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好的

样板是老挝国家农业图书馆，该馆使用的词表围绕 180 个术语展开，使学生在终端上检索

时很方便。由于缺少联合目录，全国性的联机检索是不可能的。2000 年 3 月老挝国家馆建

立了 500 本专著的数据库，主要是英文，另外 200 本由于硬盘驱动器故障，又无其他支持

而不能使用。 

馆藏建设 

 

  老挝国家图书馆有老挝文、泰文、英文、法文、俄文、中文、日文和越南文藏书，其

中老挝文藏书使用率最高并且是开架的，所以损坏十分严重。80%馆藏不足 20 年但看起来

很陈旧，50%为含酸的纸张，装订也很脆弱。国家馆既是公共图书馆又是国家藏书库，然

而却没有保存本库来长期保存国家遗产。如果对老挝的出版物不采取保护步骤以避免过度

使用，其藏书就存在很大风险。  

  德国资助了两项保存计划：提供设备对棕榈叶手稿进行缩微化；录音整理保存老挝传

统音乐和音乐档案。这两个项目都十分有意义，产生了缩微胶卷和录音带。但要想确保资

料无虞还要跟上技术发展。遗憾的是老挝藏书没受到高度重视，由于国家没认识到资料的

价值，而正面临灭顶之灾。 

  老挝新闻社出版的老挝文、英文和法文《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新闻》，虽然受到重视

并及时装订，但作为报纸其使用寿命有限。外国援助的图书保护只能是随机的零碎的，无

论它们如何提供修复、脱酸、装订备设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子孙后代保存印刷书是老

挝国家馆的当务之急。 

  馆藏数量 

  老挝国家图书馆有印度支那特藏 3,000 卷。书刊 26,000-70,000 卷,数字十分不准确；现

刊 50 种；手稿号称 6,000 件,架上仅有 2,000 件；著录的 620 种专著,架上仅有 480 种;学位论

文 100 篇；政府文献 250 件；乐谱 10 件；地图 30 张；缩微品 150 件；视听资料 30 件；录

音 480 件；CD-ROM15 张；录象带 30 盒。 

 

图书交换相关： 

由于没有法定缴送和国际标准书刊号体系，国家图书馆建立、维护、保存和典藏老挝



国家遗产十分不易。国内资料的收集全靠国家出版部门，可以说所有的老挝图书馆都靠各

种机构、外国使领馆或救援机构的慷慨来进行藏书建设。所以藏书种类往往是随机的、陈

旧的，与用户的需求无关。由于书籍如此珍贵，所以根本就不会剔除或将复本转赠其他机

构。 

图片 

 

菲 律 宾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Philippines 

因特网网址：http://www.nlp.gov.ph 电子信箱：amb@nlp.gov.ph

 概况： 

  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的先驱要上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最后 10 年，1891 年 10 月 24 日根

据国王法令成立的菲律宾博物图书馆，当时只有图书几千册和十几种报纸。美西战争导致

藏书受损。当美国打败西班牙后，新的行政当局于 1900 年 5 月 9 日批准由马尼拉的美国流

通图书馆协会成立美国流通图书馆，并将原博物馆图书馆残存的图书移交给该馆，这时该

馆藏书有 1 万册，主要为英文图书。不久协会发现该馆开销难以为继，遂决定将藏书捐给

菲律宾的美国军政府。1901 年 3 月 5 日通过的第 96 号令使该捐赠合法化，这也标志着法律

公共图书馆之诞生。根据 1918 年 1 月 31 日 2527 号法令开始筹建国家图书馆以及档案、专

利、版权与商标管理局和菲律宾国会法律图书馆。1928 年 12 月 7 日的第 3477 号法令将博

物馆与图书馆分开，分别成立了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迁入立法大楼直到

1944 年。1942 年日军对菲律宾的占领中断了国家馆发展，很多图书被焚毁，此时英文文献

一律视为禁书。二次大战结束后，1945 年 6 月图书馆进行了重组。幸存下来的图书被转交

给根据 1947 年 94 号行政长官令由国家馆变成的公共图书馆局，旨在促进国家图书馆事业

http://www.nlp.gov.ph/
mailto:amb@nlp.gov.ph


的发展。1950 年藏书又回到了从前的立法大楼。根据 1964 年 6 月 18 日共和国第 3873 号法

令，公共图书馆局又重新成为国家图书馆。  

  作为国家馆该馆编辑的《菲律宾国家书目》始刊行于 1974 年，收录菲律宾出版的菲律

宾作家的作品以及国外出版的与菲律宾有关的作品。它登录图书、期刊创刊号、论文和学

位论文、政府出版物、乐谱及会议录，分季刊和年度累积本。国家书目的根据是总统令 49

号菲律宾的知识产权法--任何出版物如果要在国家馆的版权办公室注册版权，就需向图书馆

至少缴送 2 册；总统令 812 号"文化保存法"规定国家馆是该国所有出版物的保存本图书馆，

出版商需至少缴送 2 册；总统令 285 号则指出为了降低开支并保证广大群众研究和学习，

每位出版商在菲律宾翻印的国外教科书或参考书也需呈缴两册。该国的著作权法保护局、

菲律宾 ISBN 办事处和 ISDS 中心也设在国家馆。 

  菲律宾国家图书馆作为服务与研究机构的国家馆，承担着国家馆和公共馆双重职能，

不断竭尽全力开发并保存图书馆资源。作为公共图书馆，它是该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中心。

目前全国有 785 个公共馆和 14 辆流动书车。国家馆通过公共图书馆组规划和实施培训计划，

召集会议，举办研讨班。并对各省、市公共图书馆及地方政府图书馆的设立、管理予以指

导和技术支持。国家馆还是菲律宾图书馆协会的中流砥柱，其最大的支持是负责提供办公

空间和协会秘书处。 

国家馆还是国际标准书号和国际标准刊号的国家中心。1998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馆执行 8293

号共和国法-菲律宾知识产权规定，图书馆向知识创造者传播信息时，必须尊重创造者的权

利，并按照法律对他们的权利予以保护和补救。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很重视自动化建设，国家馆信息技术中心成立于 1997 年，负责和

掌控国家馆的计算机化项目，包括图书的采集、加工到对读者的服务全过程。该馆在编制

书目和情报检索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现正致力于加入国际机读数据库的工作。除了

一般业务部门外，该馆还设有盲人组和政府出版物组。同时国家馆还是国际图联、东南亚

图书馆馆长会议、菲律宾图书馆协会成员。 

组织机构： 

  菲律宾国家馆现在有 11 个部门：管理组、亚洲太平洋组、书目服务组、编目组、藏书

建设组、菲律宾学组、盲人图书馆组、公共图书馆组、政府出版物与特殊服务组（版权）、

参考组及信息技术中心。 

 

 

馆藏建设： 

  1.特藏 

  菲律宾国家馆最宝贵的是关于菲律宾的全部国内图书和国外文献；最值得称道的是民

族英雄约瑟·黎刹的藏书和手稿；1898-1903 年美国西班牙战争始的原始记录；奎松总统和

加西亚总统的文件。还有周边国家出版的各种内容的英文、日文和中文书刊。而西班牙文



的珍本图书尤为珍贵，其中包括古版书和报纸。该馆还保存联合国和一系列其他国际组织

的文件以及通过传统交换渠道所获得的美国政府出版物和菲律宾学者的答辩论文。 

  2.馆藏数量 

  菲律宾国家馆的馆藏专著 907,656 件；善本书 13,983 件；专藏 17,400 件；论文及学位

论文 47,925 件；手稿 813,095 件；政府出版物 184,395 件；连续出版物 1611 种（已装订 45,915

卷；非装订 211,223 件）；地图 6,764 张；印刷型乐谱 8602 种；缩微平片 25,008 种；缩微胶

卷(16/35mm)5728 卷；录音带 4992 盒；CD-ROMs102 种；其他视听资料 52,207 件。 

图书交换相关：该馆是国际图联、东南亚图书馆馆长会议、菲律宾图书馆协会成员。

有图书交换活动。 

图片 

 

邮政地址：National Library of Cambodia 

     Street 92, Daun Penh District 

     Phnom Penh 

    Kingdom of Cambodia  

柬 埔 寨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ambodia 

概况： 

柬埔寨国家图书馆始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1924 年 12 月 24 日在金边正式开馆。它

相当于国家保存本图书馆，当时仅有 2,879 卷图书。早期馆长为法国人，第一位高棉人图书

馆馆长是 1951 年任命的巴真。1956 年的法令要求出版商将在国内出版的出版物每种缴送 5

册，出版商则请求上缴 3 册。没有缴送行政文献给国家档案馆的法律，虽然 1918 年曾规定

公共部门定期缴送文献，但一些部门根本不缴送。虽然图书馆编辑本馆收藏的图书、小册



子、官方出版物、大学学位论文、地图和标准的目录，但没有国家书目机构。1972 年在金

边设有图书馆中心负责各种知识领域的图书收集和国际交换，但比不上大学图书馆的交换

系统完善。1975-1979 年波尔布特统治时期，图书馆关闭成为兵营，许多图书被毁坏。1980

年重新向公众开放。 

馆藏建设： 

  柬埔寨国家图书馆各种语言书刊 103,635 卷（高棉文、法文、英文、俄罗斯文、越南文、

日文与泰文）；贝叶手稿 710 页（业已进行了缩微）。 

图书交换相关：1972 年在金边设有图书馆中心负责各种知识领域的图书收集和国际交

换，但比不上大学图书馆的交换系统完善。 

 

网址：http://www.pnm.my/main.php

 

电子邮箱： 

webmaster@pnm.gov.my 

概况： 

 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于1971年成立。1978年开始规划建立新馆，坐落于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Kuala Lumpur）的市中心郭拉萨路。1988年开始应用图书馆计算机系统并建立了

文献提供系统。1989年议会通过了国家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政策,1990年开始使用OPAC系统。

1992年新的国家图书馆建立，新馆共7层，可容纳1000位读者。 新馆是早期世上少数考虑到

残障人士特殊需求的图书馆之一，公共电话等设施都为残疾人士提供方便。 

马 来 西

亚国家图书

馆

Perpustakaa

n Negara 

Malaysia

馆藏： 

（1）马来西亚图书:搜集所有马来西亚本国及国外有关该国和该国人民的出版物,目的

在于满足马来西亚国人的信息需求并建立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包括图书、期刊、报纸、

百科全书、字典、书目、会议录、博士论文、小册子及缩微胶片等。马来西亚图书是马来

西亚国家图书馆最具特色的收藏。 

（2）特殊馆藏:包括善本、机密数据、禁书、地图等。善本书是指1900年以前出版且已

http://www.pnm.my/main.php


绝版或不再出版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予复印,通过读者顾问同意方可提供阅读。 

（3）马来西亚手稿:国家图书馆是马来西亚政府指定的马来西亚手稿典藏中心。马来西

亚手稿中心建立于1985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典藏马来西亚手稿的地方。因手稿不涉及版权问

题,成为了马来西亚数字图书馆项目的一项重要馆藏数字化内容,目标是为后世提供“数字化

遗产”。 

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实行会员制,读者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需持有本馆的借阅证,截

至 2002 年共有会员 538777 人。每证收取 1 马元工本费。 

图片 

    

东帝汶 未找到相关信息 

 

 

 

表 3-3     东南亚各国部分大学图书馆信息 

越南 Cantho大学图书馆 越

南 

网址：http://www.lrc.ctu.edu.vn/ Email: 

tthl@ctu.edu.vn 

http://www.ctu.edu.vn/
http://www.lrc.ctu.edu.vn/


越南大学

网址：http://eng.vnulib.edu.vn/?set_language=en&cl=en Email: 

cenlib@vnuhcm.edu.

vn 

RMIT 国际大学 

网 址 ：

http://library.rmit.edu.vn/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HOME

 

 

Email: 

hanoi.enquiries@rmit.e

du.vn

enquiries@rmit.edu.vn

enquiries@rmit.edu.vn

 

老挝国立大学 

老挝国立大学，距首都万象约 35 公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共有八个校区。老挝国立大学主校

区在东都。 

老

挝 

网 址 ：

http://www.nuol.edu.la/index.php/en/centers-a-library/university-central-library

.html

 

Email: 

info@nuol.edu.la This 

e-mail address is being 

protected from 

spambots. You need 

JavaScript enabled to 

view it.  

http://www.vnuhcm.edu.vn/
http://eng.vnulib.edu.vn/?set_language=en&cl=en
http://library.rmit.edu.vn/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HOME
mailto:hanoi.enquiries@rmit.edu.vn
mailto:hanoi.enquiries@rmit.edu.vn
mailto:enquiries@rmit.edu.vn
mailto:enquiries@rmit.edu.vn
http://www.nuol.edu.la/index.php/en/centers-a-library/university-central-library.html
http://www.nuol.edu.la/index.php/en/centers-a-library/university-central-library.html
mailto:info@nuol.edu.la


老挝 Ontario 教师大学

网址：http://www.oct.ca/members/library

 

email:  

info@oct.ca  

泰国农业大学 

泰国农业大学（Kasetsart University）是泰王国久负盛名的国立综合类大学,目前有 7 个分校,分

布在全国各地.泰国农业大学是位于泰国曼谷的重点大学,也是泰国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之.该校目前包

括研究生院在内,共设有 23 各学院,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也是泰国唯一的国立农业大学。 

检 索 入 口 ：

http://www.ku.ac.th/web2012/index.php?c=adms&m=selcon_eng&time=20120

819005023

www@ku.ac.th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有中文版） 

泰王国宋卡王子大学（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简称 PSU），是一所以现任泰国国王的父亲

名字命名的综合性大学。 

网址：http://library.trang.psu.ac.th

泰

国 

无联系方式 

有三种出版物： 

• Songklanakari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bsite http://www.sjst.psu.ac.th 

• Songklanagarind Medical Journal (Health Science): website 

http://medinfo.psu.ac.th/smj2/smj.htm 

http://www.oct.ca/
http://www.oct.ca/members/library
mailto:info@oct.ca
http://www.ku.ac.th/web2012/index.php?c=adms&m=selcon_eng&time=20120819005023
http://www.ku.ac.th/web2012/index.php?c=adms&m=selcon_eng&time=20120819005023
mailto:www@ku.ac.th
http://library.trang.psu.ac.th/
http://www.sjst.psu.ac.th/
http://medinfo.psu.ac.th/smj2/smj.htm


• Songklanakari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ebsite 

http://www.kaekae.oas.psu.ac.th/ojs/psuhsej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朱拉隆宫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简称朱拉（Chula）或者 CU）是泰国最好的大学，学

校能使用泰国最为爱戴的 5 世（现 9 世）国王朱拉隆宫帝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说明，学校位于曼谷市

中心 siam 地块毗邻世贸中心等繁华地区，朱拉现为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科在泰国都是有名次的。

网 址 ：

http://www.car.chula.ac

.th/

 

Email: int.off@chula.ac.th  

Website: www.inter.chula.ac.th   

Facebook: 

www.facebook.com/pages/Office-of-International-Affairs-Chulalongkorn-Unive

rsity/110312235673803

泰国清迈大学

泰国清迈大学（Chiang Mai University）位于泰国北部的清迈,是泰北第一所高等学府及泰国第一

省府大学，于 1964 年 1 月由普密蓬国王殿下批准创建。 

网址：http://www.cmu.ac.th/search_eng.php

（无法打开） 

e-mail PR of the Chiang Mai 

University : 

prcmu239@gmail.com 

 

Comment & Suggestion are 

welcome : 

webmaster@cmu.ac.th 

泰国国立政法大学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是泰国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位于湄南河畔的曼谷

历史文化中心。她作为艺术大学始创于 1933 年，1934 年时被批准成为法学与政治学方面的"开放大

http://www.kaekae.oas.psu.ac.th/ojs/psuhsej/
http://www.chula.ac.th/
http://www.car.chula.ac.th/
http://www.car.chula.ac.th/
mailto:%20int.off@chula.ac.th
http://www.inter.chula.ac.th/
http://www.facebook.com/pages/Office-of-International-Affairs-Chulalongkorn-University/110312235673803
http://www.facebook.com/pages/Office-of-International-Affairs-Chulalongkorn-University/110312235673803
http://www.world68.com/show.asp?id=17134
http://www.cmu.ac.th/search_eng.php


学"。1952 年，正式成为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并于 1960 年结束她的开放大学的历史，成为一个有严

格入学要求并通过入学考试的正规大学。 

网址：http://203.131.219.245/conference/announcement.html

泰国玛希隆大学（Mahidol University，简称 MU） 

玛希隆大学（Mahidol University，简称 MU）是泰国较早建立的大学，学校的前身为国立医学

院后泰国八世国王为纪念父亲玛希隆所以更改了学校名字。 

网址：http://www.li.mahidol.ac.th/

 

liwww@mahidol.ac.th

Naresuan 大学 

泰国那黎宣大学成立于 1990 年，是一所朝气蓬勃的公立大学。 那黎宣大学下辖联合健康科学

学院，牙科学院，医疗科学学院，医学院，护理学院，药物科学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育学院，

人文学院，法学院，管理与信息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及环境学院，建筑学院，

工程学院，理学院等十六个学院。 那黎宣大学提供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的高等教育，本科专业有

法律，工商管理学旅游管理方向，工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护理学等，硕士专业有可再生能

源，旅游与酒店管理，化妆品科学，工商管理学国际商务方向，工商管理学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方

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旅游等等，博士专业有可再生能源和药物科学。此外，那黎宣大学还开

设了英语、德语、日语、泰语及其他现代语言的课程。 

网址：http://www.lib.nu.ac.th/ Email: library@nu.ac.th 

马来西亚大学 马

来

西

亚 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是一所文科、理科和医学兼有的公

立大学，是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一所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学府。 

http://203.131.219.245/conference/announcement.html
http://www.li.mahidol.ac.th/
mailto:liwww@mahidol.ac.th
http://www.lib.nu.ac.th/


网址：http://www.umlib.um.edu.my/

 

E-mail 

General: 

query_perpustakaan@um.edu.my  

Web Site Comments: 

umlibweb@um.edu.my  

Mailing Address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Lembah Pantai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科遍布理工类、教育类、文学类、医学类等

全方位学术领域.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是新加坡教育部属下的一间公立大学，是亚太

地区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位于肯特岗(Kent Ridge)，距离机场大约 30 分钟的车程，

校园与多个科技园区为邻，如新加坡科学园 I 和 II，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和启汇资讯传媒园等。 

新

加

坡 

网 址 ：

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ind

ex

中文图书馆： 

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ms

/chinese-library-ch/about-chinese-libra

Information Desk    askalib@nus.edu.sg  

Chinese Library    chlib@nus.edu.sg  

C J Koh Law Library cjkohlib@nus.edu.sg  

Hon Sui Sen Memorial Library 

http://www.umlib.um.edu.my/
mailto:%20query_perpustakaan@um.edu.my
mailto:%20umlibweb@um.edu.my
http://www.nus.edu.sg/chinese/
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index
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index
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ms/chinese-library-ch/about-chinese-library/
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ms/chinese-library-ch/about-chinese-library/


ry/

 

hssmlib@nus.edu.sg  

Medical Library   mdlib@nus.edu.sg  

Music Library  musiclib@nus.edu.sg  

Science Library    sclib@nus.edu.sg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是一所科研密集型大学，凭借科学与工程

领域的坚实基础与强大优势享誉国际。 

网 址 ：

http://www.ntu.edu.sg/library/Pages/default.

aspx

Email：library@ntu.edu.sg

 

新加坡理工学院 

新加坡理工学院(Singapore Polytechnic)成立于 1954 年，是新加坡第一所由政府设立并管理的理

工学院，是东南亚最负盛名的理工学院之一 

网址：http://eliser.lib.sp.edu.sg/ library@sp.edu.sg

新加坡管理大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SMU)是一所最新的成立于 2000 年的大学。这也是本地第一所获政府津贴的私

立大学。开办的主要课程包括工商和管理课程 

网址：http://library.smu.edu.sg/ library@smu.edu.sg

http://www.ntu.edu.sg/library/Pages/default.aspx
http://www.ntu.edu.sg/library/Pages/default.aspx
mailto:library@ntu.edu.sg
http://eliser.lib.sp.edu.sg/
mailto:library@sp.edu.sg
http://library.smu.edu.sg/
mailto:library@smu.edu.sg?subject=General_Enquiries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Temasek Polytechnics)是一所由新加坡政府所开办的综合性理工学院。 

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 

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Ngee Ann Polytechnics)成立于 1963 年,由民办学院发展而成。目前已纳入

政府管理。是亚洲 一流的综合性学院 

网 址 ：

http://www.np.edu.sg/library/Pages/default.aspx

 

lib_feedback@np.edu.sg 

更 多 联 系 方 式 见 ：

http://www.np.edu.sg/library/askus/contactus

/Pages/default.aspx

南洋艺术学院(NAFA) 

南洋艺术学院(NAFA)，新加坡艺术学院，是自主运营的非营利私立艺术学院，并得到新加坡教

育部(MOE)的财政支持，即相关大专文凭课程均可获得与理工学院相等的政府资助 

网址： 

http://www.nafa.edu.sg/in_librar

y/index.htm

 

Areas Staff Email

  Director Carol Sim scsim@nafa.edu.sg

  Assist. Manager / 

Acquisition
Esther Choong mlchoong@nafa.edu.sg

  Reference / User 
Annie Choa achoa@nafa.edu.sg

http://www.np.edu.sg/library/Pages/default.aspx
mailto:lib_feedback@np.edu.sg
http://www.np.edu.sg/library/askus/contactu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np.edu.sg/library/askus/contactu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nafa.edu.sg/in_library/index.htm
http://www.nafa.edu.sg/in_library/index.htm
mailto:scsim@nafa.edu.sg
mailto:mlchoong@nafa.edu.sg
mailto:achoa@nafa.edu.sg


Education 

  Cataloguing / Serials Xie Yu xieyu@nafa.edu.sg

  Audio-Visual / Website Lai Poh Kim pklai@nafa.edu.sg

  Circulations Desure Lim yllim@nafa.edu.sg

  Circulation Counter  ls@nafa.edu.sg

  AV Counter  ls@nafa.edu.sg

  Reference Counter  ls@nafa.edu.sg

 

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 

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Republic Polytechnic)是新加坡政府于 2000 年 8 月 1 日创办的一所理工学

院，与新加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淡马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并称为新加坡五大国立理

工学院 

网 址 ：

http://www.rp.edu.sg/library/index.aspx

Email:   help_library@rp.edu.sg

Blog:    http://rplib.wordpress.com

印尼大学 印

度

尼

西

亚 

印度尼西亚大学（以下简称印大）是印尼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设有 12 所学院和一间研究所。

本校毕业生，数十年来在印尼政界和社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自从 1950 年建校以来，本校师

生不断努力，力求更上一层楼。目前，本校在教研方面，保持着世界一流的水准。就读于本校的大

mailto:xieyu@nafa.edu.sg
mailto:pklai@nafa.edu.sg
mailto:yllim@nafa.edu.sg
mailto:ls@nafa.edu.sg
mailto:ls@nafa.edu.sg
mailto:ls@nafa.edu.sg
http://www.rp.edu.sg/library/index.aspx
mailto:help_library@rp.edu.sg
http://rplib.wordpress.com/


约三万名学生，也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如韩国，日本，中国，中国台湾，东盟各国，土耳其，印

度，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本校位居印尼高等学府的榜首，学生和师资

素质，均属国内一流。 在国际交流方面，本校与国外多间大学及研究机构，在教学，研究，磋商以

及师生交换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外，也与驻印尼各国大使馆的外交使节，以及工商界，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 

网 址 ：

http://www.ui.ac.id/en/library/page/overview

数字图书馆：http://lontar.ui.ac.id/opac/ui/

Email：io_ui@ui.ac.id 

噶迦玛达大学

University of Gadjah Mada has two library units:  

Unit I library is located in Tri Darma street, at the south of UGM Central Office, Bulaksumur. This is 

a three-floored building with divisions as mentioned below: The first floor is for the hospitality desk, 

internet access, reference, national publish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fice. The second floor is for the 

magazine/journal services, UGM local documentation and publication, provision room, processing room, 

maintenance room database room, and network and website operator room. The third floor is for the 

American Corner, meeting room, and classroom. 

Unit II library is located in C. Simanjuntak street, Sekip. The library occupies the second and third 

floor of this building, with divisions as mentioned below: The second floor is for member services, 

collection borrowing, and internet services. The third floor is used as reading room.  

建国大学

网址：http://library.binus.ac.id/ Library Manager: 

ksalamat@binus.edu

菲

律

 菲律宾大学

http://www.ui.ac.id/en/library/page/overview
http://lontar.ui.ac.id/opac/ui/
http://www.ugm.ac.id/
http://www.binus.ac.id/
http://library.binus.ac.id/
mailto:ksalamat@binus.edu
http://www.up.edu.ph/


http://www.up.edu.ph/

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是第一个由菲律宾立法机构建立的大学，由六个独

立自治校区（UP Diliman、UP Manila、UP Visayas、UP Los Banos、UP Mindanao、UP College Baguio）

及一个开放大学（UP Open University）所组成 

国父大学 

国父大学是菲律宾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并具全面教育的公立大学。国父大学建立于 1919 年，半个

多世纪来该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并享有国家的尊重。国父大学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

生专业，并开设有法学、商学、财政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计

算机信息科学、哲学、数学、政治学、心理学、酒店和食品管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这

所大学是由菲律宾联合大学协会创办的，在菲律宾大学中享有独特的地位，大学开设有工业、商业、

农业、贸易相关方面的专业，为学生提供了优良的教学设备和优雅的教学环境。精心的教学计划加

上实践的教学经验使国父大学成为了令人印象深刻并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学。该学校致力于学术研究

和教学体系的提高，并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书刊，得到了教育体系的好评 

网址：http://www.jru.edu/index.php/library  

菲律宾东方大学 

  东方大学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一年也正好是菲律宾获得联合国得承认。东方大

学用了半世纪的时间，致力推动高质量教学的发展方针，使得东方大学，许多国内执照考试通过率

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尤其是他的医学院，与菲律宾国立大学、圣多汤玛士大学的医学院并列为菲

律宾最佳的医学院 

宾 

网址：http://www.ue.edu.ph/manila/library/index.html

文莱大学 （“文莱达鲁萨兰大学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文

莱 

文莱大学全称 “ 文莱达鲁萨兰大学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 ，是文莱达鲁萨兰国

http://www.up.edu.ph/
http://www.jru.edu/index.php/library
http://www.ue.edu.ph/manila/library/index.html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唯一的大学，所以当地人直接称呼为“大学“ 

网 址 ：

http://library.ubd.edu.bn/_layouts/Authentication/

Home.aspx?ReturnUrl=%2f_layouts%2fAuthentic

ate.aspx%3fSource%3d%252Fdefault%252Easpx

&Source=%2Fdefault%2Easpx

chief.library@ubd.edu.bn 

 

 

 

附录二 相关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第三十六条  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

流与合作。 

第三十八条  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

使用。 

第六十三条  国家对高等学校进口图书资料、教学科研设备以及校办产业实行优惠政策。高

等学校所办产业或者转让知识产权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成果获得的收益，用于高等学校办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以下简称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依

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

物品（以下简称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

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第六条  进出口货物，除另有规定的外，由海关准予注册的报关企业或者有权经营进出口业

务的企业负责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上述企业的报关员应当经海关考核认可。 

第三章  进出境货物 

  第十七条  进口货物自进境起到办结海关手续止，出口货物自向海关申报起到出境止，

过境、转运和通运货物自进境起到出境止，应当接受海关监管。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出口许

可证和有关单证。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没有进出口许可证的，不予放行，具体处理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http://library.ubd.edu.bn/_layouts/Authentication/Home.aspx?ReturnUrl=%2f_layouts%2fAuthenticate.aspx%3fSource%3d%252Fdefault%252Easpx&Source=%2Fdefault%2Easpx
http://library.ubd.edu.bn/_layouts/Authentication/Home.aspx?ReturnUrl=%2f_layouts%2fAuthenticate.aspx%3fSource%3d%252Fdefault%252Easpx&Source=%2Fdefault%2Easpx
http://library.ubd.edu.bn/_layouts/Authentication/Home.aspx?ReturnUrl=%2f_layouts%2fAuthenticate.aspx%3fSource%3d%252Fdefault%252Easpx&Source=%2Fdefault%2Easpx
http://library.ubd.edu.bn/_layouts/Authentication/Home.aspx?ReturnUrl=%2f_layouts%2fAuthenticate.aspx%3fSource%3d%252Fdefault%252Easpx&Source=%2Fdefault%2Easpx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出口货物的发货人除海关

特准的外应当在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超过前款规定期限未向海关申报的，由海关征收滞报金。 

  第十九条  进出口货物应当接受海关查验。海关查验货物时，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

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到场，并负责搬移货物，开拆和重封货物的包装。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

径行开验、复验或者提取货样。 

  经收发货人申请，海关总署批准，其进出口货物可以免验。 

  第二十条  除海关特准的外，进出口货物在收发货人缴清税款或者提供担保后，由海关

签印放行。 

  第二十一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

的，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变卖处理。所得价款在扣除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和税款后，

尚有余款的，自货物变卖之日起一年内，经收货人申请，予以发还；逾期无人申请的，上缴

国库。 

 

  确属误卸或者溢卸的进境货物，经海关审定，由原运输工具负责人或者货物的收发货人

自该运输工具卸货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退运或者进口手续；必要时，经海关批准，可以延

期三个月。逾期未办手续的，由海关按前款规定处理。 

  前两款所列货物不宜长期保存的，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处理。 

  收货人或者货物所有人声明放弃的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变卖处理；所得价款在扣除运

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后，上缴国库。 

  第二十二条  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口或者暂时出口的货物，应当在六个月内复运出境或者

复运进境；在特殊情况下，经海关同意，可以延期。 

  第二十三条  经营保税货物的储存、加工、装配、寄售业务，需经海关批准，并办理注

册手续。 

  第二十四条  进口货物应当由收货人在货物的进境地海关办理海关手续，出口货物应当

由发货人在货物的出境地海关办理海关手续。 

  经收发货人申请，海关同意，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可以在设有海关的指运地、出口货物的

发货人可以在设有海关的启运地办理海关手续。上述货物的转关运输，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

求；必要时，海关可以派员押运。 

 

  经电缆、管道或者其他特殊方式输送进出境的货物，经营单位应当定期向指定的海关申

报和办理海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过境、转运和通运货物，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向进境地海关如实申报，并

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运输出境。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查验过境、转运和通运货物。 

  第二十六条  海关监管货物，未经海关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拆、提取、交付、

发运、调换、改装、抵押、转让或者更换标记。 

  海关加施的封志，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或者损毁。 



  存放海关监管货物的仓库、场所的经理人应当按照海关规定，办理收存、交付手续。 

  在海关监管区外存放海关监管货物，应当经海关同意，并接受海关监管。 

  第二十七条  进出境集装箱的监管办法、打捞进出境货物和沉船的监管办法、边境小额

贸易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办法，以及本法未具体列明的其他进出境货物的监管办法，由海关总

署或者由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章  进出境物品 

  第二十八条  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

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第二十九条  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 

  海关加施的封志，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或者损毁。 

  第三十条  进出境邮袋的装卸、转运和过境，应当接受海关监管。邮政企业应当向海关

递交邮件路单。 

  邮政企业应当将开拆及封发国际邮袋的时间事先通知海关，海关应当按时派员到场监管

查验。 

  第三十一条  邮运进出境的物品，经海关查验放行后，有关经营单位方可投递或者交付。 

  第三十二条  经海关登记准予暂时免税进境或者暂时免税出境的物品，应当由本人复带

出境或者复带进境。 

  过境人员未经海关批准，不得将其所带物品留在境内。 

  第三十三条  进出境物品所有人声明放弃的物品、在海关规定期限内未办理海关手续或

者无人认领的物品，以及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进境邮递物品，由海关依照本法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外国机构或者人员的公务用品或者自用物品进出

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关  税 

  第三十五条  准许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境的物品，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由海关依照进

出口税则征收关税。进出口税则应当公布。 

  第三十六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是关税的

纳税义务人。 

 

  第三十七条  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的次日起七日内缴

纳税款；逾期缴纳的，由海关征收滞纳金。超过三个月仍未缴纳的，海关可以责令担保人缴

纳税款或者将货物变价抵缴；必要时，可以通知银行在担保人或者纳税义务人存款内扣缴。 

 进出境物品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物品放行前缴纳税款。 

  第三十八条  进口货物以海关审定的正常到岸价格为完税价格，出口货物以海关审定的

正常离岸价格扣除出口税为完税价格。到岸价格和离岸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由海关估

定。 

  进出境物品的完税价格，由海关确定。 

  第三十九条  下列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减征或者免征关税： 



  （一）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和货样； 

  （二）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物资； 

  （三）在海关放行前遭受损坏或者损失的货物； 

  （四）规定数额以内的物品； 

  （五）法律规定减征、免征关税的其他货物、物品；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减征、免征关税的货物、物品。 

  第四十条  经济特区等特定地区进出口的货物，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等特定企业进出口的货物，有特定用途的进出口货物，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物资，

可以减征或者免征关税。特定减税或者免税的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边境小额贸易减征或者免征关税的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规定。 

  第四十一条  依照前条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关税进口的货物、物品，只能用于特定地区、

特定企业或者特定用途，未经海关核准并补缴关税，不得移作他用。 

  第四十二条  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范围以外的临时减征或者免征关税，由海

关总署或者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审查批准。 

  第四十三条  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口或者暂时出口的货物，以及特准进口的保税货物，在

货物收发货人向海关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担保后，准予暂时免纳关税。 

  第四十四条  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应当自缴

纳税款或者货物、物品放行之日起一年内，向纳税义务人补征。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而造

成的少征或者漏征，海关在三年以内可以追征。 

  第四十五条  海关多征的税款，海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义务人自缴纳税款之日

起一年内，可以要求海关退还。 

  第四十六条  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应当先缴纳税款，然后自海关填发税

款缴纳证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海关书面申请复议，海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

作出复议决定；纳税义务人对海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对海关总署作出的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举办展览、知识讲座、报告会、咨询会以及流动借阅等形式，

向社会公众宣传、推荐优秀读物，辅导、指导社会公众及时查找和利用文献信息资源。 

  鼓励、倡导公共图书馆和其他各类图书馆开设基层借阅点和开展图书下乡村、下社区活

动。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公共图书馆可以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图书馆建设。鼓励单位、个人向公共图书馆捐赠资金、

设备、文献资料。 

第二十条 公共图书馆应当拓展服务领域和服务功能，采取多种服务方式提高文献信息资源

利用率，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提供服务。公共图书馆应当开展送图书下乡活动，

为农村、农民提供科技文化服务。 



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鼓励省内出版内部出版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省外出版作品的个人自愿呈缴。 

第十六条  公共图书馆在做好公益服务的前提下，可以开展文献资源开发等业务服务，享受

有关的文化经济优惠政策，其收入应当用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 

河南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公共图书馆应当采用图书展览、辅导讲座和组织群众性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向读者推荐优

秀读物，指导读者阅读。 

第二十三条 鼓励公共图书馆开发馆藏资源，兴办和发展文化信息产业。 

北京市图书馆条例 

第十一条 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图书馆或者以捐赠资金、文献信息资料、

设备等形式资助图书馆事业发展。捐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享受税收

等优惠。 

第二十三条 图书馆应当为读者利用文献信息资源创造便利条件，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方

便。 

  图书馆应当采取阅览、外借、流动借阅等多种方式为读者提供服务，提高馆藏文献信息

资源利用率，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第二十八条 图书馆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读者推荐优秀作品，指导读者阅读。 

  提倡各类图书馆开设基层借阅点和开展送图书下乡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之间应当加强联系和合作，在书刊资料采购、交换和借阅服务等方面

进行协作，实现馆藏资源共享。 

关于开展自治区图书馆建设捐赠活动的通知（新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州、市、县（市）人民政府，各行政公署，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是自治区级综合性公共图书馆，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信息服

务的学术性社会文化机构，是自治区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国发〔１９９６〕３７号）有关鼓励社会力量捐

赠资助图书馆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精神，为加快自治区图书馆建设，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开展

自治区图书馆建设捐赠活动和自治区文化厅制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建设捐赠活动

（暂行）办法》。请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保证捐赠活动健康有序的进行。 

 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建设捐赠活动（暂行）办法 

  一、为了搞好自治区图书馆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

定》（国发〔１９９６〕３７号）关于鼓励社会力量捐赠资助图书馆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二、捐赠范围 

  （一）接受各类图书和图书馆所需的各种实物捐赠； 

  （二）接受图书馆建设所需的各种劳务捐赠； 

  （三）接受图书馆所需的各种信息、技术服务捐赠； 



  （四）接受资金捐赠。 

  三、为了纪念自治区图书馆全面开馆这一重要社会文化活动，铭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

图书馆建设的重要贡献，在馆区显著位置设立永久性纪念壁，并在图书馆馆舍专设一陈列室，

陈列与图书馆建设有关的各种资料、物品和为图书馆建设做出贡献的人物事迹。 

  （一）个人捐赠款物折算人民币一万元以上（含一万元）；企业、单位、团体捐赠款物

折算人民币十万元以上（含十万元）将在陈列馆陈列有关图书、简介，在媒体鸣谢并铭刻在

永久性纪念壁做永久纪念； 

  （二）个人捐赠款物折算人民币一仟元以上，一万元以下；企业、单位、团体捐赠款物

折算人民币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将在陈列室陈列有关图片、简介、并在媒体鸣谢； 

  （三）各种捐赠均颁发捐赠证书和纪念品，并予以鸣谢； 

  （四）凡给予图书馆捐赠的人士都将被邀请参加图书馆开馆仪式，并刊载于图书馆全面

开馆纪念册做永久纪念； 

  （五）自治区图书馆将为捐赠者提供各种图书、信息服务； 

  （六）尊重捐赠者提出的其他鸣谢方式； 

  （七）参加捐赠活动人员由自治区图书馆建设领导小组聘任并颁发证书。 

  四、捐赠款物的管理与使用 

  （一）自治区图书馆为管理和接受捐赠的机构。受理与图书馆捐赠建设有关的事务，严

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设立专项帐户管理捐款； 

  （二）所有捐赠款物一律用于图书馆建设； 

  （三）充分尊重捐赠者捐赠使用意愿，按照捐赠者意愿合理使用捐赠款物，并通知捐赠

者； 

  （四）所有捐赠活动均将依法进行，并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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