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3_80_8A_

E5_85_A8_E5_9B_BD_E5_c36_329548.htm 文化部关于印发《全

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等文件的通知 文社图发〔2007〕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化局，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07]6号）文件精神，全面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全国古籍普

查工作方案》等有关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特

此通知。附件：1. 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2. 全国古籍保护试

点工作方案3.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4. “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二○○七年八月

一日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创

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

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为了解我国现存古籍保存保

护的现状，加强对古籍的保护和管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

的规定，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登

记工作，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级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

及民间所藏古籍情况，对登记的古籍进行详细清点和编目整

理，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中华古籍联合目录

，以便国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加强对

古籍的管理。全国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古

籍抢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重要环节。这是建国以来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

给予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为做此次古籍普

查工作，特制订如下方案：一、普查范围和内容这次全国古

籍普查范围包括我国境内的国家图书馆、各公共图书馆、文

博单位图书馆（藏书楼）、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图书

馆、宗教单位图书馆（藏经阁）等；个人或私人收藏机构，

也可以纳入普查范围。古籍普查对象为我国汉文和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其他特种文献，如甲骨、简牍、帛书、金石拓片

、舆图等，暂不列入这次普查范围。这次古籍普查的主要内

容包括：古籍基本信息、古籍破损信息和古籍保存状况信息

等。普查登记表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全国古籍普查工

作的执行标准主要有《古籍定级标准》（WH/T 20-2006）、

《古籍普查规范》（WH/T 21-2006）、《古籍特藏破损定级

标准》（WH/T 22-2006）、《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

》（WH/T 23-2006）、《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

（WH/T 24-2006）等。其中汉文古籍的定级，依据《古籍定

级标准》执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定级标准由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组织制定并颁布实施。二、工作机构与任务分工全

国古籍普查工作由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筹规划

，由文化部领导实施。设立专家委员会，聘任有关专家负责

珍贵古籍的定级审核和普查咨询工作。国家图书馆设中国国

家古籍保护中心，为全国普查登记中心和培训中心，负责全

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和培训工作，研制标准，编写教材，培

训普查人员，汇总古籍普查成果，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

据库，形成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

各省级古籍保护分中心，负责本地区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和培



训工作，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教材培训本地区的普查人员，汇

总并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报送古籍普查报表，建立地方古籍

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地方古籍联合目录。全国古籍保护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可根据实际，在本系统成立古籍保

护分中心，统一开展本系统的普查工作，将数据汇总后报送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可由各古籍收藏单位分别报送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或各省级分中心。中央其他各有关部委及所属单

位按统一要求开展普查工作，直接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报送

古籍普查报表。民间收藏的古籍，可到所在地省级古籍保护

分中心进行登记、定级、著录。三、工作步骤2007年普查的

工作重点是组建古籍普查相关机构，开展普查软件平台的研

发工作，开展人员培训，确定古籍普查试点单位，开始对一

、二级古籍进行普查，建立中华古籍保护网和中华古籍综合

信息数据库等工作。到2009年7月底前，初步掌握现存一、二

级古籍状况。分批次发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录》。从2009年8月2010年底，开展二级以

下古籍普查工作，汇总古籍普查成果，逐步形成《中华古籍

联合目录》。各地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建立机构，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因地制宜开展本地

区的普查工作。普查采用纸本表格或电子表格登记，也可在

普查网络平台上进行登记。普查流程如下：基层收藏单位填

写表格并校对后，汇总提交到省级分中心。省级分中心对基

层收藏单位提交的数据进行审校、汇总，对古籍进行定级，

并制作成规范的数据格式文档，提交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省级分中心提交的数据进行审核、汇总

和发布。专家委员会协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数据进行审核



。四、工作要求这次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是我国第一次开展此

类普查，对全面、准确地掌握我国古籍的数量、价值、分布

、保存状况等基本情况，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开展古籍保护

工作意义重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全国古籍普查工

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责任感。要积极开展普查宣传工作，

广泛动员和组织各有关方面力量，使广大古籍工作者及民众

理解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各级普查机构应健全机制、配备普查人员和设备，

建立数据质量控制岗位责任制和工作细则，对普查工作各个

环节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格按标准和程序开展普查登

记工作，提交普查数据。普查登记工作中，各级普查机构须

对下级的普查数据采取随机抽样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质量检查。人员培训事关普查工作的质量。为保证全国古

籍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级分中心

应尽快成立普查队伍，认真筹备、组织培训工作。应结合本

地普查任务、人员素质情况、实际工作需要和面临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普查培训应注意对普查人员进行

工作责任心和专业知识等的培训、教育。集中各地优秀师资

力量、专家力量参与、指导培训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本

地区古籍普查、修复、出版及数字化等工作给予必要的资金

支持。鼓励、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古籍保护工作。

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文件

精神，使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顺利实施，今年将从全国各

个系统和不同层面的古籍收藏单位中选择一批古籍收藏单位

，作为全面开展古籍保护计划的试点单位，采用试点先行，



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摸索出不同地域、不同层面的古籍保

护工作经验，为积极、稳妥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古籍保

护计划打好基础。一、试点工作的时间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

作自2007年8月开始，至2008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二、试点

工作的任务（一）通过普查工作摸清家底，编制出本单位的

古籍目录，并及时将普查结果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应尽快摸

清并上报所藏古籍的生存状况，探索在不同条件下开展古籍

普查和保护工作的方法，取得有价值的推广经验后及时推广

。（二）各试点单位根据普查进程，及时分析普查结果，区

分藏品的不同等级，对古籍实行分级保护。要针对古籍所处

的保存条件、环境等提出符合当地特点的修复及保护计划。

（三）各试点单位的古籍修复须首先提出计划和具体方案，

特别对古籍修复涉及的一、二级古籍，其修复方案和修复人

员须得到国家中心或国家中心委托的省分中心认可。必要时

一级藏品送国家中心或省中心修复，以免造成破坏性修复。

（四）对于古籍库房内部环境不符合藏品需求的，消防等外

部环境不合格的，古籍收藏单位应及时向上逐级汇报，提出

整改建议，申报改造计划，避免灾害隐患。（五）对于库房

条件过差和库房管理严重不合格的单位，根据藏品等级，必

要时将寄存上级收藏单位或其他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归属权

不变，待库房的改进经专业人员认定符合藏品需要后，藏品

方可归回。三、试点工作的要求（一）建立健全组织工作机

制。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要把古

籍保护试点工作列入当前的重点工作。要明确各有关部门的

职责和分工，落实工作班子和人员，安排部署好试点工作的

各项任务。（二）制定试点工作方案。要根据当地的工作基



础和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实际、目标明确、任务具

体的试点工作方案。（三）落实经费。对列为古籍保护试点

工作的单位，文化部将根据藏量、所在地区经济状况、工作

进程和成果等因素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补贴仅可用于与古

籍保护计划有关的各项工作，挪用后一经查实，文化部有权

终止其资金的继续投入，并追回原投入资金，严重者将取消

其试点单位资格。（四）深入调研。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调

查研究工作，摸清情况，认真研究试点工作的重点、难点问

题，并要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五）人员培训。凡列为试

点的古籍收藏单位，在古籍整理研究及保管、修复人才的培

养要加大力度，通过在职培训和充分参与等方面提高其人员

的专业技术水平，以保证古籍保护计划的全面实施。（六）

加强组织协调。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要担负起试点工作的具

体组织与协调任务。要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全

社会参与的格局。通过精心策划和实施，保证试点工作的各

项任务落实到位，要充分发挥试点的示范和引导带动作用。

（七）加强信息沟通。各试点单位和管理部门要与上级文化

主管部门及时沟通工作情况，各试点之间也应经常进行交流

，研究探讨工作中的问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

局）要确定一名联络员，及时反映本地区试点工作的进展情

况。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以简报形式陆续通报各试点单位的

工作进展情况。（八）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要与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签定责任书，并在试点工作完成后完成总结报告。

四、试点单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试点单位由全国古籍保护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审议确定，共57家，名单如下：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



馆辽宁省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图书馆浙江

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

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辽宁省大

连图书馆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江苏省常

熟市图书馆浙江省杭州图书馆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浙江省绍

兴图书馆山西省祁县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东北师大图书馆山东大

学图书馆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

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安

徽博物馆西安博物院浙江省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江苏省苏州博

物馆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博物馆河北

省唐山市丰润区文管所山西省应县文保所中国民族图书馆佛

教图书文物馆中国道教协会北京白云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中国书店上海书店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第一条 为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工作

，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

目的是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

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识，促进国际文化

交流和合作。第三条 文化部负责组织《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申报评审工作。文化部设立专家委员会，负责《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的评审工作。第四条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主要

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

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



族文字古籍可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第五条 国家珍贵古籍的

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所规定的一、二级古

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

内选定。第六条 申报及评审程序：（一）由古籍收藏单位和

个人按照文化部制定的统一格式，向所属地省级文化行政部

门提交《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二）省级文化行政

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申报古籍进行汇总、初审，向文

化部提出申报。中央直属单位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向文

化部提出申报。（三）文化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合

格的申报材料提交专家委员会。（四）专家委员会根据评审

标准进行评审，提出国家珍贵古籍推荐名录，提交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五）文化部根据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拟

定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经部际联席会议审核同意后，报

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第七条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

审工作根据情况不定期开展。每次申报评审时间由文化部确

定并印发相关通知。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本

暂行办法进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定。第九条 本暂行办法

由文化部负责解释。第十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暂行办法第一条 为加强对珍

贵古籍的保护工作，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建立《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的目的是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

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提高公民的古籍保护意

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第三条 文化部负责组织《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评审工作。文化部设立专家委员会，



负责《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第四条 《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

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

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可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第五

条 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所

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

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第六条 申报及评审程序：（一）

由古籍收藏单位和个人按照文化部制定的统一格式，向所属

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提交《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书。（

二）省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申报古籍进行

汇总、初审，向文化部提出申报。中央直属单位经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后，向文化部提出申报。（三）文化部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核，并将合格的申报材料提交专家委员会。（四）专

家委员会根据评审标准进行评审，提出国家珍贵古籍推荐名

录，提交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五）文化部根据专家委员

会的评审意见，拟定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经部际联席会

议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第七条 《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的申报评审工作根据情况不定期开展。每次申报评

审时间由文化部确定并印发相关通知。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参照本暂行办法进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定。

第九条 本暂行办法由文化部负责解释。第十条 本暂行办法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