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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联机合作编目在国外已开展多年,

目前又兴起新的研究热潮。在这方面我国的

研究相对滞后。当前,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

等的迅速发展,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

(Cer2net) 和英特网 ( In ternet ) 的运行, 为我

国报刊联机合作编目提供了基本条件。分析

我国报刊编目工作的现状与不足, 从宏观上

构划出全国报刊联机合作编目方案的轮廓,

促使各馆在全国总体设计思路下, 建立与完

善本馆报刊目录数据库和编目系统, 无疑是

十分重要的。

1　全国报刊编目的现状分析

自 1985 年国家标准《连续出版物著录规

则》颁布以来, 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 我国绝大

多数中、大型图书馆已按照该规则进行著录,

提高了编目工作水平和标准化水平。特别是

一些重点馆, 主要通过参加地区、系统和全国

性的报刊联合目录的方式来进行合作编目。

代表性的成果有:

( 1)《全国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

北京图书馆编制, 1989 年出版了 1978～ 1984

年部分, 首次采用国际及国家有关标准著录,

收录了全国 692 家图书馆情报单位入藏的

1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6 种文字的连续出版

物 18860 种。1996 年已扩展为联合目录数据

库, 基本完成了 1995 年以前的数据更新。格

式采用CNM A RC, 已发行机读版。编制的方

法与步骤是: 参加该目录的图书馆将馆藏西

文报刊刊名、入藏情况报北京图书馆, 由北图

统一著录, 北图未收藏的刊由参加馆原始编

目后再报。由于该目录为标准著录, 具有统一

编目功能, 因此许多馆套录该目录后再增添

本馆特定项目, 便形成本馆馆藏目录, 起到合

作编目之效。

( 2)《中国科学院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

目录》。1989 年版, 收录了中国科学院 109 个

科研单位与 5 个文献情报中心有史以来收藏

的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 种文字的连续出版

物 13000 种。按国际和国家有关标准著录, 目

前也已扩展为数据库, 并不断更新、维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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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除本系统外, 该数据库也欢迎其它系统的

馆参加合作。

( 3)《国家教委文科文献信息中心西文

期刊联合目录》。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等 15 所文科中心编制, 复旦大学汇总。

1996 年已收集 2880 个记录, 主要采用套录

L C 光盘方式, L C 光盘上没有的由收藏馆进

行原始编目后上报中心。部分尚未出版印刷

的现刊数据库的数据已制成光盘, 可以提供

检索, 也可以联机联网检索。

(4)《中国期刊大辞典》。1995 年出版发

行了 24 张软盘, 未出印刷版。名曰“大辞典”,

实有联合目录之性质, 收录了全国重点图书

馆入藏的 1815～ 1994 年的期刊 3 万余种, 采

用CNM A RC, 按国家有关标准著录。

( 5)《全国中文连续出版物总目数据

库》。北京图书馆正在编制, 1996 年 6 月已有

14000 条纪录, 有各馆馆藏情况, 具有联合目

录的作用。

此外, 各省的联合目录, 如 1996 年出版

的《辽宁省高等学校外文期刊联合目录 (1992

～ 1996)》、《内蒙古自治区高等院校馆藏外文

期刊联合目录 (1981～ 1993)》及吴龙涛《(连

续出版物规则)例释》、于鸣镝《全国中文期刊

标准著录手册》等有关工具书对我国报刊的

合作编目均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96 年 8 月, 笔者在北京 IFLA 大会上

获悉, 1996 年由企业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

共同创办了书目服务机构——北京金信图网

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下设联机编目中心, 已

拥有中文文献书目记录 30 多万条, 其中期刊

3 万条、报纸 1 万条。采用CNM A RC 格式,

按国家有关标准著录。在全国 46 个设有出版

社的城市建立地区编目中心。该中心现设于

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有多少成员及运行效

果如何尚不清楚, 但毕竟是件可喜的事, 说明

联机合作编目在我国已被提到日程上来。

我国报刊合作编目已有一定的基础, 联

机合作编目已见端倪, 但是就整体而言, 还远

落后于国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① 缺乏宏观设计和长远规划。公共馆系

统、科学院系统与教委系统及各省市系统均

编制联合目录, 但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分工

和协作, 没有从全国总目录中派生出各自的

联合目录, 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同时又

存在一些缺漏。例如西文报刊联合目录较多,

而全国性的日文、俄文及其它语种的报刊联

合目录至今仍未续编, 造成空白。

② 缺乏权威性的以专家为主的决策、执

行机构。合作编目中遇到许多重大的业务与

管理问题, 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依赖于成员

馆的通力合作和支持。但目前多以编目中心

挂靠馆一家的意见为准, 尚未以适当的形式

将参加馆的代表, 尤其是有关的专家组织起

来, 形成有权威的集体决策和执行机构。

③ 缺乏统一、公认、稳定的编目中心。目

前 3 大系统均有自身的编目中心, 也都试图

吸收外系统的馆参加, 然而在全国却形不成

核心, 握不成拳头, 使得有限的编目力量分

散, 又造成各馆在选择时无所适从。

④ 著录的准确性与传递的及时性不够。

由于参加联合目录的馆与中心馆关系松散,

没有严格的制约和质量检验措施, 因此, 在收

录的品种、著录的质量, 包括馆藏情况都存在

准确性的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一般采用脱机

传递方式, 书目成果, 尤其新刊、改名、合并,

改出刊的著录成果传递不快, 大大降低合作

编目的功效。

总起来看, 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应是

采用何种组织形式将分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

众多图书馆组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编

目统一体。

2　美国连续出版物联机合作编目的启示

连 续 出 版 物 联 机 合 作 编 目 计 划

(CON SER ) 原为始于 1973 年的连续出版物

回溯转换计划。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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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的连续出版物联机书目, 发展编目的标

准化。5 年后数据发展迅速, 后扩展出“文摘

和标引计划”、“美国报刊计划”和“名称规范

档合作计划”。 1986 年 CON SER 改为现名

(连续出版物联机合作编目计划)。名称的变

化反映出一个新动向, 即 CON SER 的注意

力已从回溯编目集中到现刊编目、数据库维

护和连续合作方面。新的目标有五: ①

CON SER 数据库应成为一个广泛的、可以获

得和利用的规范化的连续出版物书目信息

源; ② CON SER 的 成 员 应 由 那 些 赞 同

CON SER 计划的国内外各团体机构组成; ③

CON SER 计划应在高效率的组织管理下进

行合作操作; ④ CON SER 计划应维护和颁

布各种相应的标准, 并实行书目控制; ⑤

CON SER 计划在连续出版物管理和教育培

训方面应发挥主导作用。

实际上新的纲要已成为具体的行动计

划, 每 年 进 行 一 次 评 估 工 作, 相 应 地

CON SER 的管理系统也进行了改组, 成立了

3 个委员会, 即①决策委员会, 由全国性成员

和正式成员的代表组成, 主要职责是做出决

策、审批新成员, 制定有关政策等; ②运作委

员会, 从所有成员中选出代表组成, 负责技术

和操作上的事务, 包括培训工作及各种文件

的起草等; ③顾问委员会, 由全国、国际组织

中的专家组成。根据需要组成一些专门工作

组, 如数据维护组、回溯转换组、格式一体化

组、多版本组等。参加CON SER 计划的所有

成员被分成 4 个等级: 全国性成员、正式成

员、准正式成员和各分会成员。各等级成员有

不同的编目数量和质量要求。1986 年后, 佐

治亚大学图书馆、美国神学图书馆协会、Fax2
on 公司、纽约公共图书馆等相继加入。但 90

年代初, 由于图书馆经费的削减及强调地方

上的需要, 合作编目计划曾一度衰退, 1993

年 Faxon 公 司、波 士 顿 神 学 院 退 出

CON SER。近年来又开始复苏, 目前已有 75

万条记录, 又将中文、日文、朝文的连续出版

物输进CON SER 数据库中。为了提高记录

的 准 确 性 和 及 时 交 流 信 息, 编 辑 了

《CON SER Edit ing Gu ide》、《CON SER Cata2
log ing M anual》。后者目前正在增补“电子期

刊 编目”一章。《CON SER 快讯》现改为

《CON SER L ine》, 不出印刷版, 直接在网上

利用[1 ]。

为了缓解经费压力和控制不断激增的文

献, 美国国会图书馆于 1995 年 2 月发起成立

了一个新的全国和国际联盟——合作编目计

划 ( P rogram fo r Coopera t ine Cata loging2
pcc) , 由那些“同意按照彼此可接受的标准编

出唯一性记录以便共享的众多图书馆”组成。

其目标是“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编制记

录和共享书目。该网成立后仅 1 年, 成员馆的

数量成指数增长, 目前已达 200 多个各类型

的成员馆。其管理部门的产生是民主的, 大多

数成员馆具有选举权。领导机构为行政委员

会, 由常任和非常任代表组成。行政委员会轮

流从成员馆的编目专家中聘任 2 名执行顾

问, 这些顾问向行政委员会提供有关编目趋

势和技术发展的信息。行政委员会的秘书处

设于国会图书馆, 仅负责日常工作, 促进各成

员馆的联系, 寻求资金支持等, 它不是向成员

馆发号施令, 要求他们如何编目的机构。此外

下设 3 个常设委员会: 标准委员会、培训委员

会和自动化委员会[2 ]。

从 CON SER 和 PCC 可以看出, 美国在

组织合作编目时强调“计划性”、目标管理和管

理的民主化, 注重发挥专家和成员馆的作用。

在具体编目中, 注重标准化、记录的不断维护、

数据的准确性、书目成果传递的及时性和检查

评估。当合作编目出现暂时困难时, 他们能及

时改革和调整。这些经验对于我国报刊联机合

作编目的筹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对我国合作编目的几点建议

我国图书馆正处在转型时期, 在设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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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计划时, 除了借鉴国外经验外, 更重要的

是要考虑我国国情, 目前可先做以下几件事:

(1) 转变观念, 认清开展全国报刊联机

合作编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报刊文献以信

息量大、传递及时为特征。在计算机网络中,

报刊信息库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应看

到, 报刊种数相对于图书为少, 较易于目录控

制和共享。只有不失时机地组成跨系统的全

国性合作编目体系, 才能取得合作编目的最

佳效益。当前应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一观点,

以增强各馆参加合作编目的自觉性。

(2) 召开有关专家、重点馆代表专题研

讨会。进行全国性联机合作编目在我国尚属

首次, 涉及到许多较大的业务和管理问题, 预

先对其进行论证、研讨以达成共识异常重要。

目前国外正在讨论这样一些问题: 改名刊、暂

停刊的记录维护后如何传给成员馆? 其费用

如何? 一刊增殖数刊、多版本刊 (印刷版与软

盘、CD 2ROM、网络等形式的电子期刊) 如何

著录? 选用何种主题词和分类表? 编目如何

简化?由此又引申出更为一般性的问题, 如目

前的连续出版物定义能包容网络中的连续出

版物吗? 交互网络上的一种出版文献的含义

是什么? 不同的电脑版的连续出版物需要单

独记录吗? 著录的主要信息源是否应重新考

虑? 怎样检索和获取被著录的信息? 维护和

更新远程检索文档中记录的最佳工具是什

么?我国除面临这些问题之外, 主要是如何正

确理解和使用有关国际标准, 如何修订国家

有关著录标准和编目规则等问题。关于合作

编目的管理问题则主要讨论“全国报刊联合

合作编目计划草案”。

(3) 制定全国报刊联机合作编目计划草

案。该草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 近期与远期目标: 建立我国入藏的所

有文字的报刊目录数据库; 不断维护记录; 推

进编目的标准化; 提高目录数据的准确性; 方

便及时地获得和共享书目成果, 最终对全国

馆藏报刊实行有效地目录控制。

② 主要任务: 编制各种文件, 如合作编

目指南、快讯, 执行目录质量控制的细则, 发

展培养计划, 评估操作过程等。

③ 管理机构: 成立执行委员会, 由国内

知名编目专家、重点馆如北图、中科院馆、北

大、复旦等的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高

校图情工委期刊专业委员会的代表及一般成

员馆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分两个部分: 常

任委员与非常任委员, 前者聘任, 后者选举产

生。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评论进展情况,

制定政策等。其办事处可设于北京图书馆内,

可与 ISD S 中国国家中心一起办公。当然设

在有编目实力的其它馆也可以, 其任务主要

是主持日常事务。委员会下可根据需要设置

专门小组。

④ 合作编目中心基地: 从目前基础较好

的单位中选择其一, 可与办事处挂靠单位的

选择一并考虑, 二者最好一致。北京图书馆作

为国家图书馆理应作为首选单位。该基地主

要负责具体的编目事宜、编目工作动态等。

⑤ 成员馆的条件与等级: 凡赞同“计划

草案”的各类型图书馆、情报单位提出申请,

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后可为成员馆。成员馆可

分 3 级: 全国性成员馆, 即具有馆藏特色的重

点馆; 正式成员馆和地方分会成员馆。各层次

的成员馆在原始编目、目录维护等方面的责

任和要求不同, 层次高的成员馆要求也高。

该草案对实施的具体步骤、时间, 评估要

求等均可做出安排。在专家对草案进行讨论、

修改后便可启动。

4　结语

全国报刊联机合作编目计划能否实现,

完全依赖于广大同行的努力和有关领导的支

持。全国高校外刊订购协调共享的成功便证

明了这一点。1994 年, 全国高校图书馆外刊

联合订购计划经讨论通过后便成立了全国高

校期刊协调网, 之后健全了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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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发的思考

述评是研究论文的一种重要形式[8 ]。编

写述评无疑需要查阅和分析大量文献。在编

写本文过程中, 我们深深感到查找和获得所

需文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由此出发, 使

我们想到了两点: (1)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图书

馆学情报学文献收藏中心; (2)需要建立统一

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检索体系 (包括引文

索引) , 形成全行业的检索中心。考虑各种因

素和条件, 这两个中心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内较为合适。为此, 需要采取

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送缴本制度。这种制

度由有关部门制订, 或者由本行业协商规定。

在这里, 关键是要想着“事业”, 关键是要做到

“互利”。我想, 大多数同行会有此同感。我们

期望我们能心想事成, 事业兴旺发达.

参考文献

1　张琪玉. 情报检索语言.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2　丘　峰. 中国情报检索语言建设四十年 (1949～

1989). 图书馆学通讯, 1989, 15 (2) : 14

3　同 2: 26

4　 (苏) 捷斯连科著; 范文津等译. 论苏联图书分类

法草案.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事业管理局,

1995

5　 (美)兰开斯特著, 杨劲夫等译, 孙荣科等校. 情报

检索词汇规范化.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2

6　丘　峰, 翟凤岐, 张芝兰.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

刊引文调查与分析.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 18

(1) : 35

7　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 1988: 326

8　丘　峰, 赵世华.《中国图书馆学报》: 稿源·选稿

及其引发的思考.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6, 22 (3) :

38

孙　勇　山东省枣庄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馆

员。通讯地址: 枣庄市公胜街 23 号。邮编 277101.

王秀玲　山东省枣庄市图书馆外借部主任。通

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 1996. 8. 12。编发者: 徐苇)

(上接第 31 页)

领导机构, 发展了成员馆, 制订了成员馆拨出

协调专款、签订保种协议书等一系列新举措。

2 年来协调网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 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通报嘉奖。协调网

每年一次的订购协调会议, 除了北大、清华等

50 所重点高校参加外, 北图、上图、中科院

馆、中情所系统均派代表参加, 并给予了大力

支持, 这说明我国 3 大系统期刊同行已有良

好的合作基础。可以相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 全国报刊联机合作编目一定能开展起来,

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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