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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业态环境下我国国家图书馆社会职能定位研究》对图书馆所处的业态环境，包括所处的发展环境
、工作方式、信息资源组织方式以及用户服务形式等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对我国国家图书馆的社会
职能定位转变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准确把握其社会职能的变化方向，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研究与
实践进展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国家图书馆社会职能实现科学定位的社会环境和业态特征进行透析，
并对国际上主要的国家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进行调研比较以便借鉴。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图书馆社会
职能的对策组合方案，并就方案的可实施性做了探讨。这对于我国国家图书馆认清肩负的使命和承担
的职责、引领行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对于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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