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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 

概 要 

依据：2011 年 2 月举行的全民信息计划（IFAP）政府间理事会主席团第

十八届会议审议了《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

宣言》，并建议将其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 

目的：本项目是在奥地利的要求下加入大会议程的，本文件载有《国际

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希望大会予以批

准。 

需作出的决定：见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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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1．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全民信息计划（IFAP）是一个开展国际合作、结成伙伴关系、动员

资源和共同行动的框架，目的是为建设全民信息社会设计政策、战略、方法和工具。执行局

第一八 0 届会议批准将普遍获取信息和保存信息作为全民信息计划五个优先事项中的两个。 

2． 因此，全民信息计划特别关注普遍获取信息和保存信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民信息

计划信息保存工作小组与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合作撰写了《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

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全民信息计划主席团在其第十八届会议上（巴黎，

2011 年 2 月 21 日--22 日）审议和通过了本宣言，并建议将其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

议。 

3．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为协助图书馆开展可持续

和可互操作的数字化活动提供了指导原则。而且，宣言还鼓励图书馆员主动参与全国性数字

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工作，这些战略通过大规模的数字化计划支持国内和国际的数字图书馆

计划，使更多人能够获取文化和科学信息。 

4．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长期以来与教科文组织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尤其是在图

书馆合作、促进普遍获取信息和保存信息方面。这项工作的开展主要是通过建立传播和支持

实施与讨论成功经验的信息框架，以及提高社区层面的信息资源管理能力。 

5． 此前获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宣言，如《国际图书馆协会与

机构联合会多文化宣言》、《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学校图书馆宣言》以及《教科文

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宣言》，仍然在全球产生着影响。这些宣言

为指导和制定图书馆计划、扩大影响、促进文化与语言多样性提供了框架。 

6．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在这一成功合作的基础上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更为实现《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作

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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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7. 鉴于上述情况，大会可以考虑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大 会， 

1． 审议了第 36 C/20 号文件 

2． 忆及教科文组织通过文字和图像促进思想的自由流动并保持、扩大和传播知识的

职责， 

3． 承认信息对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坚信图书馆在弥合现有的信息和

数字鸿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 还忆及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铭记教科文组织肩负着的实施行动方针 C3

“获取信息”的责任， 

5． 认识到本宣言是推进全球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以及全民信息计划优先事项

的重要工具， 

6． 请会员国批准《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 

7． 还请会员国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建设公平和包容的知识社会的过程中考虑和执行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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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数字图书馆宣言 

弥合数字鸿沟：让所有人都能获取世界文化和科学遗产 

数字鸿沟即信息鸿沟 

 弥合数字鸿沟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信息资源与通信技术支持着医

疗、教育、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信息的传播使公民能够参与终身学习与教育。关于世界各地成就的信息使每个人都能

建设性地参与其社会环境的发展。 

 平等获取人类文化和科学遗产是每个人的权利，它有助于促进对世界多样性的学习和

理解，不仅对当代人是这样，对我们的后代也是如此。 

 图书馆在促进和平和人类价值观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今天，图书馆的运作

已实现数字化，其数字化的服务跨越地理和社会的界线，联通不同的文化，开启了通往知识

与信息世界的新渠道。 

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是高质量数字化馆藏的在线汇集，依据国际普遍接受的馆藏发展原则制

作、收藏和管理，以协调统一和可持续的方式开放馆藏，并辅以必要的服务，使读者能够借

阅和使用其资源。 

 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的组成部分，它应用新科技使人们能够获取数字化馆藏。数

字图书馆馆藏的制作、管理和开放，使某一特定群体或一系列群体能够简易、经济地获取这

些资源。 

 数字图书馆协作系统将公共图书馆与研究性图书馆连接起来形成数字信息网络，以满

足信息社会的需求。参与数字图书馆协作系统的所有伙伴必须拥有可互操作的手段。 

 数字图书馆是对数字档案和信息资源保护行动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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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和目标 

 数字图书馆的任务是以有序和权威的方式提供数字和非数字信息资源的直接获取通

道，在现代图书馆服务中将信息技术、教育和文化联系起来。要完成这项任务，就要努力实

现以下目标： 

•  支持数字化，支持文化与科学遗产的保护与获取。 

•  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为所有用户提供图书馆收集的信息资源。 

•  建立可互操作的数字图书馆系统，推动信息资源的开放标准与获取。 

•  支持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在促进统一标准和最佳实践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让人们意识到迫切需要确保数字材料的永久可获取性。 

•  将数字图书馆接入高速研发网络。 

•  利用日益联通的传播媒体，以及机构在生成和传播数字内容方面的作用。 

内容的生成、获取和保护 

 建设数字图书馆需要数字形式的源内容，无论这些内容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还是本身

就是以数字形式生成的。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国家数字化计划，还有更多的国家将这样做，这是信息社会世界首

脑会议1达成的共识。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强烈支持和鼓励国家和国际数字化战

略，以及单个图书馆或图书馆的合作倡议。数字化能够创建虚拟的藏品，汇集世界各地的资

料。数字化还能在原文件或媒介日趋损毁的情况下起到保护作用。 

 无论经数字化或本来就以数字形式生成的资料都应受到保护。所有数字图书馆计划都

应纳入由有关部门负责的数字保护计划。 

 数字图书馆是集馆藏、服务和人为一体的平台，为数据、信息和知识从创建、传播、

使用到保存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支持。 

 可互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是数字图书馆互相交流的关键。符合广泛接受的开放标准和协

定的数字图书馆可以增进世界范围内知识的传播和获取。 

 

                                                 
1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二阶段会议，突尼斯，2005 年，《信息社会议程》，第 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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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的执行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鼓励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以及支助者认识到数字图书

馆的战略重要性，并鼓励它们积极支持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对大规模数字化计划的支持使更

广泛的受众能够获取文化和科学信息，并推动国家和国际长期可持续的数字图书馆计划。 

 国家和当地政府必须为弥合数字鸿沟、保证信息获取的可持续性提供具体的立法和财

政支持。所有长期战略都必须致力于弥合数字鸿沟、强化教育、扫盲和文化的发展，以及最

重要的一点：提供获取信息的通道。 

 弥合数字鸿沟还意味着有关部门必须采取行动，将信息扫盲纳入教育课程，并让人们

意识到，很多以往很有价值的信息还有待数字化处理。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鼓励图书馆与其他文化与科学遗产机构合作，提供支持

教育、科研、旅游业和创意工业的丰富多彩的数字资源。 

 与所有权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磋商十分重要。在将当地社区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之前，数字图书馆的设计和实施者应当与社区充分协商，以保证他们的权利和愿望得到

尊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还必须照顾到残障人的特殊需要，保证他们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 

 有关部门应认识到，任何层次（国家、地区和当地）的数字图书馆计划都应涵盖以下

方面： 

•  训练有素的员工 

•  合适的建筑和设施 

•  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综合规划 

•  资金 

•  目标设定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2推荐的国家信息通讯战略可为数字图书馆的筹建打下坚实的基

础。 

                                                 
2  参见：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日内瓦，2003 年，《行动计划》行动方针 C1，第 8 段；突尼斯，2005 年，《信息社

会议程》，第 9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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