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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图书馆的法律依据:意义、现状和课题

运克弃

(大阪教育大学名誉教授)

概要

首先是对日本的各类图书馆与作为设置图书馆依据的法律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概

观。然后介绍 1950 年发布的图书馆法的制定过程和特征。当时在图书馆法制定中图

书馆有关人员积极参与，强烈希望完善依法设置的图书馆。但是，发布的图书馆法一

方面在法律上缺乏制约力，一方面却强有力地体现出重视民意的"民主性"性格。接

着，考察对发展图书馆事业来说法律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图书馆法发布后半个世纪来

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最后，就目前的想法概略地论述，在图书馆法

理念支柱的教育基本法的修订等，现在仍在进行中的教育制度的巨大改革下，图书馆

法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今后的动态等。

序言

这次研讨会的统一主题"是图书馆法

与法、图书馆法制订过程与现状、今后"作概括性发言，然后就由横山道子讲"国书

馆法的特征与内容要点

1. 日本的图书馆制度及其依据的法律体系

日本的许多圈书馆均是依据法律设置的。图一表示总的图书馆法律。

国立国合国害结 国合法一固立国会罔害悻法(1 948 年)

公共国害悻(公立国害告宫、私立国害告别 教育基本法一社会教育法一国雪在宫法

(1 947) (1949) (1 950)

学校园害在宫 教育基本法一学校教育法(1947)、同法的施行规别一学校园害悻法(1953)

大学国害悻 教育基本法一学校教育法、同法的施行规则一大学技童基卒(省令，1956)

地方或合国害结 地方自治法(1947)

点字困苦结 社会福利法一身体障碍者福利法

总的图书馆法律系统当然是有关日本国宪法基本人权规定的各项条款。

这儿提到的各种图书馆中，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可以说是关

系到以教育方面宪法的教育基本法的理念为基础，是依据社会教育法或者学校教育法

设置的。从体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作为教育的图书馆(宪法第26条保障的"有接

受教育的权利"中更加具体化的教育和学习所必备的环境)来定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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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有图书馆法，学校圈书馆有学校图书馆法这种所谓的个别法，但是作

为大学图书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而是依据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的文化部和教育

部)的省令中大学设置标准要求大学必须设置图书馆的。在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划(文

部科学省令)第一条中规定"学校为实现该学校的目的必须设置所需的…图书馆或

者图书室…"，而学校(包括大学)有义务设置图书馆成制度化要先于学校图书馆法

制订。有关这一点，以公共图书馆为对象的图书馆法里，却没有将设置义务明文化。

有关公立图书馆，除了上述的教育法体系中的定位，另外在地方自治法"关于地

方教育行政的组织以及运营的法律" (地教行政法) 3ωO 条中也规定为"教育机构

定位为教育机构的公共以及学校和大学的图书馆系统之外，作为图书馆，并且还

是日本图书馆组织中最高位置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它是根据国会法一固立国会图书馆

法设置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国会立法活动，同时作为为国民服务的主要方式对图书馆

的服务也法制化了。

除表中提到的各种图书馆之外，还有法人、研究机构、企业等设置的图书馆(总

体称为专业图书馆)、或者私人设置和运营的图书馆以及各种文库。上述的图书馆不

应该由国家或者公共机关参与的，当然也就没有相关设置方面的特别法规存在。

除与上面介绍的囱书馆直接相关的法律之外，还有近年来、作为正在远离文字现

象的对策，推崇国民终身学习和儿童读书，以振兴文字或活字印刷文化为宗旨的法律

正在制订。相继发布了终身学习振兴法 (1990 年)、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 (2001 年)、

文字或活字印刷文化振兴法 (2005 年)。均含有为达目的，与之相关联的、追求完善

和充实图书馆政策的内容。

这次研讨会上将直接涉及的是有关公共图书馆设置依据的《图书馆法》

2. 图书馆法的制定

日本的公共图书馆的设置、工作、管理运营、专职职员等相关的法律的制定，是

在1945年战败后社会发生巨变背景下进行的。以前的日本相关教育包括图书馆不是使

用法律来规范的，而是不受议会控制的天皇的命令一一敖令规定的(1989年公布的图

书馆救令、 1921 年公布的公立图书馆职员令)。图书馆相关的立法和行政转为全部由

国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实施的国民主权原则，是与战前和战争中不同的划时代的变化。

今天在这儿没有时间详细地介绍图书馆法制定过程，只能简单概要地讲述。

图书馆法是由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GHQ/CIE)、文部省以及图书

馆相关人员紧密协作制定的法律。图书馆有关人员曾在战前为完善图书馆希望获得法

律上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获得实质性的东西。因此他们抓住这次战后

的机会，努力实现战前无法实现的理想。以图书馆协会为中心展开的战后初期的图书

馆运动，将目标聚焦到一点，集中精力投入到图书馆法的制定中。该运动其实在战放

后不久的 1946 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战后日本的变革来说，需要仰仗和重视教育改革，其中也有对图书馆的作用表

现出强烈、关心的美国占领军的意向，当时，文部省召开了研究当前公共图书馆问题的

有关图书馆人员的会议， 1946年 6月份制定出 u 图书馆法规应该规定的事项"，第二年

3 月份公布了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法案。

其后，图书馆有关人员反复与文部省和CIE 相关人员协商，制定出许多法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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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纲要(详细可参考袤回武夫·小)J1刚编的 r 困苦结法成立史资料~ ，日本国害结协

会)。其中达成共识的有如下几点:

①不将图书馆的目的、作用限定在狭隘的社会教育，必须同时注重文化方面，不

将图书馆设置在社会教育行政之下。

②所有的地方自治体都有设置的义务

①完善以图书馆制度为轴心的图书馆网络

④为完善图书馆需要使强有力的国库辅助制度化

①确立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培训制度

但是，这些愿望在 1950年制定的图书馆法里面几乎都没有写进去。在现行的图书

馆法已经可以说成型的 1949 年 10 月的《图书馆法案纲要》中，仅仅是史加强调为国

民月服丧务的"图书馆月服注务

容几乎缺乏。沿着该基本方针， 1950年法制化了。也就是说，有关①在前年制定的社

会教育法中规定的"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机构"已成既成事实。②以下完善和振兴图

书馆所不可缺的理想条件， eIE认为主要是财政负担过大，而不予认可。当时依靠财

政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从中也能够反映出美国国书馆思想，就是图书馆应

该根据国民的意愿为基础发展，而不应该建立依靠国家从上而下的制度。

1950 年 4 月 30 日公布的图书馆法(第一条)称"本着社会教育法的精神，对图书

馆的设置以及运营，制定必要事项，使之健全发展，对国民的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做出

应有贡献是其目的"。图书馆法由 3 章 29 条以及附则构成。有关详细内容由下面(发

表 2) 发言的横山介绍。

图书馆法的制定运动虽然付出了诸多的努力，但是其结果却成了被评为"理念高

于实质"的法律制定活动。留给作过不懈努力的有关人员的是一种挫折感和不满。对

照这个过程，可以得出下面图书馆法制定中看到的特征、意义和留给后来者的课题。

(1) 战后的复兴制定的诸多法律中，民间的专业团体与之关系非常深，它们反复

做一些法案、纲要，直到完成法律这种比较罕见的法律制定活动。因此，当理

想没有实现时的不满与失望感也相当的强烈。

(2) 在图书馆法里摒弃写入图书馆设置义务、为完善图书馆的国库补助、图书馆

专业职员制度化等需要国家财政性负担并具有很大约束力的条文，代之的条文

是通过反映基于"土地现状、一般公众希望"的"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运营

中居民的需求、免费公开等国民主权、地方自治的原理，使重视民主理念内容

立法化。

(3) 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来促进完善图书馆制度的愿望受挫折后，如何将崇高的

理念部分通过实践使之具体化是图书馆法完成后留下的重大课题。但是，要使

图书馆有关人员接受并且理解这一点，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 法律依据所具有的含义

为了推动某项事业，强有力的财政保障性约束力的法律依据是必须的，其存在的

有效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为此，就要有为达到目标完成课题而展开法律的制定活动。

图书馆法也不例外。但是，法律中明 4己的事，应该是对有关项目和目标的某种程度的

社会共识。要想使其具体化，需要有培植支持这种事业有效而又带公益性的社会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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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是很重要的。当这种社会性土壤还很不充分时，就通过以法律为后盾的强权发动，

强势统治来开辟道路。反过来，当国民的期待达成广泛性共识时，既可以成为制定法

律的切入口，同时也可以成为桥头堡，法律的内容日益丰富。

图书馆也是公共"设施"之一，设施的原意是 u设置布施"的意思。既是单方面

给与的含义，又是为市民各自生活和学习所需而建造的东西。制定图书馆法之际，文

部省社会教育局局长在他解说《图书馆法》的著作中(西崎惠著羽田书店 1950年出版)

如此论述道:

"本来图书馆工作是根据国民的自由创意，同时敏感地接受到时代变迁而进行的。

但是，在完成图书馆工作的基本条件里…法律事项存有很大比重。而图书馆法的目的

就是要对有关事项作出规定，明确表现呼应新时代的图书馆生存状况。"

上述论调就证明，缺乏约束力的图书馆法只能期待后者的展开，为此，就需要条

文里明确写进行政上最低限度的事项。是否能如此利用国书馆法，只能待以后的图书

馆工作开展和国民的共识了。

4. 图书馆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下面来看看制定的图书馆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日本完善和充实公共图书馆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的呢。我把它分成 4个时期来谈谈图书馆界如何看待和运用图书馆

法，

(1) 图书馆法需修改时期

对图书馆法的出笼有挫折感的图书馆界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意识到，当前燃眉

之急的课题是，与其使"软弱的"图书馆法带有约束力，还不如改成"强有力的"

法律更有效。在 1950 年代期间，围绕图书馆法的修改革案的制定以及内容，引起

了是非之争。经过这次是非之争，图书馆界完成了世代交替。

(2) 图书馆法要保护时期

到了 60 年代，旨在修改图书馆法的行动健旗息鼓，转而探索如何使"图书馆

服务"获得实质性进展。市民对图书馆的需求作为运动在各地展开，在这种情况

下'根据图书馆法的理念追求创建 市民的图书馆

到了 7叩O年代初，在文部省里出现了探求全面修订社会教育法的动态，其中甚

至还传出将图书馆法归并到社会教育总法的设想，因此图书馆界觉得危机感四起，

需要保卫图书馆法。 1凹97η1 年 5 月份日本图书馆协会在全因大会中决定将图书馆法

颁布的 4 月 3ωO 日定为"图书馆纪念臼

(3) 图书馆法作为实践课题时期

1970 年代后，从居民自治的观点出友，将推进带有政策性图书馆运动课题化

之际，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图书馆法应该从"保卫"的对象积极地过渡到作为 u 实

现理念"的实践依据来对待。这种观点几乎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 80年代初更加明显，以所有种类的图书馆为对象要求国家制定图书馆政

策的图书馆事业基本法设想得不到支持也是这潮流的一部分。

(4) 超越条例时期

在以市场原理、财政收紧、职工在佣流动化等条件下，在图书馆建设中寒潮袭

来的当前，维护约束力缺乏的 软弱的"图书馆法的理念、制定促进超越条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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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设依据已成为当代的课题。

并且，在依据图书馆法的国家振兴图书馆事业中，地方自治政府在建造图书馆

之际，当满足法律制定的最低标准主要条件时，有一项可以资助一部分经费的制

度。图书馆法实施至今，约有4 成的图书馆使用了这条规定。虽然认为补助金金

额不够，但是这条政策在完善图书馆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使这条补助金制度，

1997 年后作为行政财政的改革，这项政策也被废除，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5. 受教育基本法修订影响

既是图书馆法的平台，又是以公共图书馆为主的大学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法制基

础的教育基本法在2006 年 12 月作了修订，这次修订的教育基本法甚至被评为成了一

个全新的法律了。有关"修订内容的评价，日本的整个社会舆论一分为二，它的修订

版在国会被强行通过。我们正热切关注着，该修订后的教育基本法对社会教育法一一一

图书馆法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今后充实和完善图书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这次对于这个问题无法进一步展开，但是，可以对能够想象到的极其基本的问题

点谈一点看法。

这次教育基本法的修订是与现政权欲修改宪法的强烈态度相关联的，显示出国家

想要强烈参与教育的实质和教育的行政，这种倾向性日益加强。在这里附带说一下，

该政策的出台正是政府欲在教育世界里引进市场原理和竞争原理之故。伴随这种变化，

首先在学校教育领域里日益明显化，对社会教育以及图书馆领域还有待今后的发展。

可是，当进入到图书馆法范畴的话，就会有以下一些变化。

O 国家参与教育将臼益加强，而教育中所需经费的公共负担会日益减少，在众多

交给市场政策的引导下，教育环境，包括图书馆条件的完善等的公共责取和国

家的保障将日益减少吧。在废除为完善公立图书馆的国库补助，那些作为补助

主要条件而制定的包括馆长的馆员资格条件等最低标准，在"放宽制约"的大

义名分下被废除， 1999 年的图书馆法修订，正是国家这一连串政策的急先锋。

O在新教育基本法中新制定的 ω振兴教育基本计划"的计划里，图书馆是作为振

兴社会教育，或者完善终身学习的条件之一，图书馆应有状态会被研究的吧。但

是只要以上述政策为基础，依据市场原理来进行图书馆建设的话，将更加促使

公立图书馆民营化和经营外包的吧。

O 因为"终身学习"已经明确写进了新的基本法第3 条里，以前在教育法体系中

始终是一种模糊存在的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定位将发生变化。这也涉及到教育基

本法一一社会教育法一一图书馆法的关系o 图书馆的定位方面可以说在一个侧

面强化了终身学习的机构，同时也会招致与教育新关系的论证吧。

O 市场原理的进一步渗透，必将会与图书馆法第17条规定的免费公开的原理相矛

盾，同时这种偏离将明显化，可以想象到的是第17 条的修改一定会成为争论的

住占

即使撇开图书馆法第 17 条的免费原则条款，那总体上缺乏约束力的图书馆法，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现代潮流中也还是"模范的"法律。作为以民意为基础无

限展开的法律依据如何使用其"软弱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