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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 e, by u sing advanced techno logies, elect ron ic info rm at ion p roviders can

easily b lock the pub lics’s access to the resou rces. In the U n ited Sta 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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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图书馆界, 对于版权法和知识产

权正在进行一场热烈讨论。版权法的讨论同

第二代国际互联网和电讯技术成了美国图书

馆界 1997 年的三大热门议题。

美国版权法的核心是在作者、出版者及

版权持有者和整个社会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

的需求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美国在 1976 年通

过的版权法体现了这种精神, 即公众有权合

理使用拥有版权法的各种媒体形式的资料,

以促进知识的传播, 同时也保护作者、出版者

及版权持有者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和在经济

方面所进行的投资。在印刷媒体的环境中, 作

者、版权持有者和用户之间对此在某种程度

上达到了共识。然而, 随着信息资料由印刷媒

体向数字化媒体的转化, 随着记载、传播、检

索, 以及储存信息资源的手段的更新和发展,

减少了存在于印刷媒体环境下的某些技术上

的障碍, 使得检索和传递各种信息资料变得

更加容易, 同时也使违反版权法的机会大大

增加。而在另一方面, 各种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使得版权持有者有可能随意阻止公众用户使

用这些信息资料。这两种极端现象都将使版

权法里所体现的平衡精神受到伤害。显然, 在

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 现行的版权法受到了

极大的挑战。本文就美国图书馆界对于版权

法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讨论及其发展向读者做

一介绍。

1　美国研究图书馆的原则声明

1994 年,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 ssocia2
t ion of R esearch L ib raries) 就版权法和知识

产权发布了它的原则声明。这个声明首先引

用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诺 (Ju st ice

Sandra D ay O ’Conno r)的一段话:“版权法的

首要目的并不是回报作者们的劳动, 而是促

—42—



进科学和有用的艺术的进步。为此目的, 版权

法一方面保障作者们对他们的创造成果所拥

有的权利, 另一方面也鼓励其他人不受限制

地在此著作所表达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再创

作。这并非不公平, 也不是不幸运, 这是运用

版权法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原则声明的要点

是:

(1) 在电子信息环境中, 保存和继续现

行版权法中所体现的平衡精神是保障自由传

播信息和建设一个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信息产

业基础设施所必不可少的。研究图书馆界认

为目前在建设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时并不需要

大量更改现行版权法。

(2) 在建设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时, 1976 年

版权法中所规定的媒体的有关合理使用权利,

涉及图书馆的及其他有关条文应得到保存。

(3) 作为保存迅速增长的人类知识的机

构, 图书馆必须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来保

存学术和研究传统。同保存其他媒体形式的

人类知识一样, 图书馆应当对电子信息资料

进行档案管理保存, 因为出售和发行电子信

息资料的出版商和数据库制造商们对所经营

的某些电子信息资料在其失去市场价值之后

就不再保存它们了。因此, 在为信息产业基础

设施制定的政策中, 必须包括研究图书馆对

这些资料进行档案管理和保存的条文, 从而

保证这部分资料成为图书馆的永久性馆藏,

使公众能够随时查找和使用这部分资料。要

达到这个目标, 就需要加强现行版权法中有

关图书馆方面的条文, 以允许图书馆使用各

种信息技术保存电子信息资料。

(4) 图书馆在购买数据库时所签定的合

同协议对各方的权利定义也许与版权法的条

文有所不同, 但不应废弃版权法中对于媒体

合理使用中, 图书馆以及公众查找这些资料

的权利所规定的各种条文。研究图书馆界将

同出版商和数据库制造商共同制定各种协议

模式, 使之不违反版权法的有关条文。

(5) 图书馆员和教育工作者有义务教育

读者, 使他们了解其在现行版权法的范围内

的权利和应承担当的责任。

(6) 美国政府出版物 (除少数例外情形)

属于公共使用范围, 因此不受版权法的限制。

(7) 建设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时必须允许

作者从他们的成功的创作活动中得到应有的

报酬, 允许版权法持有者有机会从他们的经

济投资中得到合理的回报。

研究图书馆协会执行长韦布斯特 (D u2
ane E. W eb ster)指出: 仅仅依赖于法律专家、

技术专家, 以及商业专家来解决由新技术所

带来的版权法的各种问题是错误的。图书馆

对于保存人类知识和促进社会进步起着重要

作用, 因此图书馆界应积极参与到解决这些

问题的过程之中, 并发挥领导作用。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大会通
过的两项提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大会 (W o rld In2
tellectual P roperty O rgan iza t ion T reaty

Conference, 即W IPO ) 于 1996 年 12 月 2 日

～ 20 日在日内瓦召开, 125 个国家的代表和

90 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来

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们 25 年来第一次聚在一

起, 重新统一认识, 制定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各

个国家在版权法方面应当共同遵守的国际条

约。正如大会主席里戴斯 (Jukka L iedes) 所

指出的, 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国际互联网的发

展使文学、音乐、图像、计算机程序和各种数

据库市场全球化成为现实, 因此, 在各国的法

律方面保持一种和谐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可

以避免市场混乱。如果没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作家、生产者、出版商及其他版权拥有者就不

愿意使他们的产品进入这种网络化的环境之

中。这种全球性的现象只能用全球化的方法

和规则来处理。在这之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的工作人员曾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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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举办了地区性的研讨会, 讨论版权法所涉

及的问题以及在新的条约中应加以考虑和保

存的内容, 这前后大约经历了 5 年时间。这次

大会对于在 1886 年通过的保护文学和艺术

作品的条约及其 1964 年和 1971 年的修订本

进行了更新。提交给大会讨论的三个提案包

括: ①修改更新现行的版权法, 使之适应传播

数字化形式的信息资料; ②保障音响资料制

造者和演唱者的特有权利; ③对某些具有经

济价值的数据库给予较宽的保护面。

美国图书馆协会 (Am erican L ib rary A s2
socia t ion 简称美国图协) 作为美国参会的代

表之一, 积极参与了这些提案的讨论和协商

过程。它同参加大会的其他组织一起积极努

力, 使大会通过的新的国际版权法体现了在

版权持有者和用户之间应当保持平衡的精

神。这在美国图协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代

表美国图协参加这次大会的尼尔博士

(Jam es G. N eal) 利用每个适当的场合使美

国参会的谈判者理解在协商这些条约时应考

虑到在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的同时,

也应当使公众在学校和图书馆里查找和使用

这些资料。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辩论和协商,

大会采纳了提交的前两个提案。这两项提案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美国图协所积极争取的

在版权持有者和使用受版权法保护的信息资

料的公众之间的一种平衡。由于第三个提案

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有很大争议, 大会决

定不予讨论这个提案, 将其作为将来会议的

议题。然而在美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通

过的这两项法案必须经过美国参议院三分之

二以上投票同意才能得到承认, 而且需要规

定一些相应的法律条文使之得到贯彻执行。

3　全国人文科学同盟的基本原则

美国全国人文科学同盟 (N at ional H u2
m an it ies A lliance) 成立于 1981 年, 旨在集合

公众对人文科学的兴趣以支持由政府赞助的

人文科学方面的各种项目。这个同盟包括各种

学术和专业学会、博物馆、图书馆、历史学会、

高等教育机构、各州的人文科学学会、学术中

心, 以及其他一些关心全国人文科学政策的各

种组织。美国图协、美国专业图书馆协会、美国

研究图书馆协会等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1997 年 3 月, 全国人文科学同盟下属的

图书馆和知识产权委员会提出了“在数字化

环境下管理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简称“基

本原则”) , 全国人文科学同盟采纳了这个“基

本原则”。这个文件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版权法立法与学术交流基本原则”为基础, 旨

在使教育界就版权持有者和用户之间在数字

化环境中运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达到某种共

识。“基本原则”对教育界的定义涵盖了各种

公共和私立教育机构, 它们的首要使命是研

究、传播和保存科学文化传统。在实施这个使

命的过程中, 这些机构 (包括各个研究性质的

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出版社、图书馆、学

术团体、博物馆、档案馆等) 既是学术交流的

创造者, 也是学术交流成果的使用者。正因为

如此, 这些机构应当以版权法来制约其各项

活动, 同时也应考虑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在

版权持有者和各个教育机构同版权法的关系

中, 应反映当前和未来的需要, 也应当肯定合

理组织和保存信息资料对全社会所做的贡

献。由于一些信息及娱乐产业公司对在全球

市场加强控制知识产权所表现出的极大兴

趣, 在为数字化环境下的知识产权问题准备

立法辩论时, 整个教育界有必要统一认识, 形

成一个共同的声音来强调自己的立场, 用这

些基本原则来评估各种立法提案。这些基本

原则包括:

(1) 在为数字化信息资料制定版权法时

应在作者、版权持有者和公众的利益之间保

持一种平衡关系。

(2) 版权法应在版权持有者和用户之间

的关系中建立一种现实的经济框架结构。

(3) 版权法应鼓励各方自觉遵守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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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惩罚手段来强制实行其各项条例。

(4) 版权法应当鼓励为知识产权保持一

种健全的公众使用的范围, 这是保存知识和

文化传统的必要条件。

(5) 根据现行版权法, 各种事实性的资

料 (例如电话号码、股票等) 应属于全社会使

用的范畴, 而不为版权持有者所具有。

(6) 版权法应确保尊重个人隐私权并将

其包括在检索管理系统之中。

(7) 版权法应坚持这个原则: 即违反版

权法的一方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不应追究第三方的责任。各个学术机构应

对在其场所的个人所从事的活动负有责任,

但不应由他们承担那些个人所从事的行为的

法律责任 (不论这些个人是否与这些学术机

构相联系)。这个原则是学术自由的基础。

(8) 各个学术教育机构应当培养一种尊

重知识产权的环境, 向其成员提供有关资料,

保证有合适的资源澄清教学中使用的各种资

料的版权问题。

(9) 在制定新的版权法时应持特别慎重

态度, 执行宪法的各种条文, 限制垄断行为,

以促进科学和有用的艺术的发展。

(10) 实施版权法不应以某些产品也许

会被用于支持违反版权法的活动而妨碍其正

常的研究活动。

4　合理使用研讨会的讨论内容

在 1976 年通过的版权法对合理使用

(Fair U se) 有如下定义: 使用任何方法复印

各种材料, 将这些材料用于进行批评、评论、

消息报道、教学 (包括用于在教室内使用的多

本复印件)、学术及科学研究, 这些活动不违

反版权法。合理使用是现行版权法中一项极

为重要的原则, 对于教育和学术研究有着特

殊的价值。它允许教师、学生、学者及艺术家

们使用持有版权法的各种资料, 而不必取得

作者和出版商的许可, 也不必付任何使用费,

这对于促进知识的进步和提高教育质量是至

关重要的。当然, 在此方面并非没有任何限

制, 最基本的原则是使用这些资料时, 不应当

使作者和出版商从出售这些资料中获取利润

受到大的影响。这个合理使用的原则适用于

以印刷媒体为主要交流形式的环境之中。在

确定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时, 应考虑下

列因素:

(1) 使用这些资料的性质和特征: 即是

用于商业性质还是用来进行非盈利性的教学

活动;

(2) 使用这些拥有版权法的资料本身的

性质;

(3) 使用持有版权法的资料所占的数量

比重;

(4) 使用这些资料时对其潜在的市场价

值的影响。

当然, 对于这四个方面有许多不同的解

释。1976 年, 代表不同利益的团体, 包括出版

商和图书馆的代表, 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来

解释这些法律, 包括在四种情况下使用这些

资料可被称为合理使用: ①教室里使用的复

印件; ②用于教学目的的音乐复制品; ③用于

馆际互借的复印件; ④为教学目的而录制的

电视播放节目。

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中, 由于各种新

的信息技术使得处理和使用各种媒体的资料

成为可能, 因此, 有必要澄清知识产权方面的

一些问题, 合理使用便是其核心所在。

合理使用研讨会 (Conference on Fair

U se, 即CON FU ) 始于 1994 年。克林顿政府

入主白宫后, 指定美国前商业部长布朗

(Ronald H. B row n) 为主席, 负责“国家信息

产业基础设施工作任务组织”。这个组织的活

动是通过它下属的几个工作小组进行的。其中

包括知识产权工作小组, 由美国商业部副部长

及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主任莱曼 (B ruce

L ehm an)任组长。这个工作小组于 1994 年 7

月发布了题为“知识产权和全国信息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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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绿皮书”(草案) , 其正式文件“白皮

书”公布于 1995 年 9 月, 讨论了在新信息技术

环境下知识产业所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

立法建议, 这些立法建议目前已被介绍到美国

国会两院。那些对于充分利用信息资料内容和

国际互联网的商业潜力有兴趣的人们支持这

个白皮书, 而各主要商业公司和非盈利性组织

则反对这个白皮书, 认为它所涉及的问题远比

将信息资料内容作为商业资源宽得多。”“白皮

书”对于合理使用和其他有关图书馆与教育机

构对于版权拥有者的限制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而是采用“合理使用研讨会”的方式来制定一

些在国家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前提下, 与现行版

权法相似的, 为图书馆和各个教育机构使用的

指导性的方针。如果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各方无

法在这方面达成共识, 则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形

式解决这类问题。显然, 同 20 多年前, 由于各

种复印技术和录像复制技术的兴起, 需要有为

各图书馆和教育机构使用的指导性方针一样,

今天, 在各种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化的传播及出

版迅速发展的环境下, 也有必要制定一些适用

的指导性方针。“合理使用研讨会”于 1997 年

5 月 19 日结束。在长达 32 个月的分组讨论

中, 参加团体由 40 个增加到 95 个, 来自各个

商业公司和学术组织的代表们对 20 多个有关

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这些议题最后集中在

五个方面:

(1) 数字化图像 (D ig ita l lm ages) : 数字

化图像是一种用二进制编码存储的视觉作品。

摄像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复制高质量的视觉

图像更为容易, 更为经济, 所能包容的范围更

宽。然而这并不意味复制和重复使用这些视觉

图像不需要得到版权持有者的许可。一种经过

数字化处理的图像通常距它的原始图像已有

几代之隔。例如, 某种数字化图像也许是从一

片幻灯图片扫描而来, 这个幻灯片则是从一本

出版的图书中的插图复制而来, 而这本书中的

这幅插图是用照相方式从原始绘画作品取得

的。因此, 这种数字化图像就包括了原始绘画

作品的版权, 以及每次将这个绘画作品复制于

不同媒体上所带有的版权, 换言之, 一种数字

化图像有不同层次的版权持有者。数字图像可

以是原始视觉图像作品的复制品, 也可以是对

某种复制品再加以复制而成的。只有取得版权

许可的图像才能用来处理为数字化图像。当对

持有版权的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时, 教育机构

必须同时申请长期保留和重复使用这些数字

化图像的版权许可。

( 2) 教学多媒体 (Educat ional M u lt im e2
dia) : 用于教学目的的多媒体是由教师和学

生们使用那些受版权保护的资料制作的。传

统上, 教师将持有版权法的各种图书、录像

带、幻灯片、录音带以及其他媒体的资料带入

教室, 运用各种仪器 (如放像机、录音机、投影

仪等)来展示这些资料。现在, 多媒体的创作

者们将这些不同媒体的单个资料同自己的原

始资料集于一体, 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教学手

段。进行多媒体创作所使用的资料必须是通

过合法手段获得的, 例如, 通过购买、接受馈

赠或签订使用合同等。这些多媒体资料只能

用于教学目的或为作者个人使用, 但对于使

用这些多媒体资料的时间的期限, 对于在制

作多媒体时采用资料的数量, 以及如何分布

多媒体, 都有一定的限制。如果将这些多媒体

资料用于非教育性质或商业性的活动, 则应

取得原始资料版权持有者的许可。教育工作

者和学生们在将国际互联网上的数字化资料

下载后用于他们创作的多媒体时, 应特别注

意版权问题, 因为在国际互联网上的各种受

版权保护的资料常常同公众可以免费使用的

资料混合在一起, 人们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

查找资料,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经允许便可使

用和复制这些资料。

( 3) 电子指定阅读资料 (E lectron ic R e2
serve System s) : 许多教育机构开始为学生提

供电子指定阅读资料系统, 将各种指定阅读

资料 (包括期刊中的文章和图书中的某些章

节)进行数字化处理, 学生们通过计算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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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找到这些资料, 并将其打印出来或下

载到自己的磁盘上。将指定阅读资料变为数

字化形式存储和供学生们使用, 这些被处理

的资料必须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在设计

电子指定阅读资料系统时, 应考虑设计使用

各种个人密码, 使只有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

以及教职员才可免费使用这些资料。如果教

育机构在不同的学期里重复使用这些资料,

他们必须取得版权持有者的许可。

(4)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 In terlib rary

L oan and Docum en t D elivery) : 没有一个图

书馆有能力建设包罗万象和自给自足的馆藏,

各个图书馆购买的资料首先是用来为本馆读

者服务的, 图书馆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得到那些

不经常使用的资料。在美国各种类型的图书馆

中, 每年大约有 2500～ 3000 万件馆际互借。

在美国 119 个研究图书馆中, 馆际互借占图书

流通量的 2%。图书馆使用美国的联机计算机

图书馆中心 (OCL C) 和其他一些联机书目数

据库, 将馆际互借的订单从一个图书馆传送到

另一图书馆。OCL C 平均每年传送的馆际互借

订单为 700 万件, 其中 50% 的订单是要求借

用图书和其他能够被送还的资料 (公共图书馆

借用图书的订单占馆际互借总数的 90% )。研

究图书馆出借的资料中有三分之二是复印件,

而这其中的 50% 是要求复印 5 年前发表在各

种期刊中的文章。

在“合理使用研讨会”期间, 来自出版业

方面的代表虽然也同意现行版权法中的合理

使用原则适用于由印刷媒体向数字化转变的

馆际互借资料, 他们强调某些收费的文献传

递服务不受合理使用原则的保护。他们提出

对提供这类资料的图书馆应施加各种限制,

应禁止图书馆为商业公司提供资料, 提供资

料的图书馆应考核借方图书馆使用所借资料

的目的, 等等。

对此, 参加研讨会的图书馆方面的代表

的回答是: 现行版权法对版权持有者的利益

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他们的这些利益在电子

环境下也将得到保障。尽管馆际互借数量增

长, 但它在研究图书馆流通活动的比例仅为

2% , 当然这个比例因图书馆的类型而异。国

家新技术使用委员会 (N at ional Comm ission

on N ew T echno logica l U ses of Copyrigh ted

W o rk s, 即CON TU )提出的原则是允许借方

图书馆可在一年之中从过去 5 年发表的期刊

中得到 5 篇文献,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馆际互

借工作人员可采取其他方式来满足读者的要

求, 包括从交付版权税的文献提供机构订取

这些文献, 或订购这种期刊, 或取得版权持有

者的许可, 或向版权持有者交付版权税来得

到这些文献。一些图书馆引进了文献传递服

务来满足某种类型的读者的需要, 这种收费

性的服务为读者提供本馆馆藏资料的复印

件, 这些读者通常来自当地商业界。当这些以

图书馆资料为基础的文献传递服务提供的服

务费用超出合理的收费标准时, 图书馆支付

版权税或要求这些读者支付版权税。尽管许

多图书馆采用了各种新技术进行文献传递,

传递的资料类型并没有改变, 因此, 这并不影

响图书馆按照现行版权法来处理各种文献订

单。提供资料的图书馆对使用这些资料的目

的不承担任何责任, 也不承担记录对某一种

期刊使用次数的责任, 借方图书馆应承担这

些责任。

1996 年春季, 来自出版业、图书馆、学术

团体以及教育机构的代表们一致认为制定数

字化转换资料的版权法的时机还不成熟, 现

行版权法的有关条文仍然适用于图书馆在向

数字化环境转变时进行各种馆际互借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将继续遵守各种有关的

条文。

(5) 远距离教育 (D istance L earn ing ) :

远距离教育将教学从校区中心传向身处外地

的学生。在此过程中, 它使用单向或双向传播

媒体, 通过远距离交流, 完成必修课程和专业

的传授。它涉及到使用各种电讯技术 (包括电

视录音设备、闭路广播和有线电视系统、光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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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网络、交互式录像磁盘、卫星和计算机网

络等) , 通过声音、录像和各种数据来传播和

接受远距离教育所需的各种资料。传送的信

息可以是现场直播远距离教学, 也可以是授

课教师将授课过程录像后传送出去。这种教

学方法只限于正式注册上课的学生使用, 传

送远距离教育的资料必须通过卫星、闭路电

视或有保障性质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例如需

要某种密码才能检索这些资料, 以此保证只

有正式注册该课程的学生使用这些资料。接

受信息的一方必须是在教室里或由教学机构

管理的场所。远距离教学资料如果采用了全

部或大部分持有版权法的资料时, 对这些资

料只能使用一次, 多次使用时必须取得版权

持有者的许可。

在经过长达 32 个月的讨论之后,“合理

使用研讨会”于 1997 年 5 月 19 日正式结束。

这个研讨会没有产生参会各方一致认可的指

导性方针。尽管如此, 与会代表认为这个讨论

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它为各方将来的对话提

供了基础。代表们同意继续进行这种非正式

的对话, 并在不久的将来召开较大规模的类

似于“合理使用研讨会”的会议。

5　参院的数字化版权法提案

1997 年 9 月 3 日, 由来自美国密苏里州

的参议员艾施克洛夫 (John A shcroff) 提出

了数字化版权法提案 (T he D igita l Copyrigh t

C larif ica t ion and T echno logy A ct of 1997,

S11146) , 旨在对现行的版权法加以补充。这

个提案明确指出:

——各图书馆和非盈利性的教育机构对

基于读者各种活动之上的违反版权法的活动

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在这个领域中的法律

所做的任何变动都必须考虑到图书馆和教育

机构的独特的性质和使命。

——现行版权法中合理使用的原则适用

于电子环境之中。

——各图书馆和档案馆可采用数字化技

术来保存那些受到损坏的资料, 他们可以制

作 3 份拷贝, 但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只能使用

其中的 1 份拷贝。

——从事远距离教育的教师可以使用计

算机网络向注册上课的学生们传送与课程有

直接联系的各种资料。

——临时或偶尔使用通过计算机网络制

作的各种电子拷贝资料不构成违反版权法的

行为。

这个提案认为, 那些有意使用计算机网

络来违反版权法的个人的行为应受到民法的

严厉制裁, 惩罚违反版权法的行为可以更有

效地控制在这方面的非法行为, 这比禁止生

产一些有价值、多功能的个人计算机或新一

代录像机的方法更好。

随着各种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 电子信

息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印刷媒

体环境中, 图书馆可依据现行的版权法及其

所保障的合理使用的原则来满足读者的各种

需要, 而当着这种媒体向数字化转变时, 图书

馆将重新定义它向读者提供的各种服务。数

字化形式的信息资料使读者能更为方便地查

找所需要的资料, 与此同时, 信息提供者和版

权持有者则要求只有付费才能使用这些资

料。当图书馆日渐缩减的经费而无法支付这

种费用时, 它将寻求其他途径来应付这笔支

出。这正如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图书馆服务

学院院长普兰提斯 (A nn E. P ren t ice) 指出

的, 当着信息资源被视为商品时, 将会产生不

愉快的后果。看来, 在信息资料提供者和使用

这些资料的读者的利益方面保持一种平衡的

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张沙丽　现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SPA R TANBU R G 校区图书馆负责馆藏建设和技术

服务工作。

(来稿时间: 1997. 12. 16。编发者: 李万健)

—03—

第 24 卷第 116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7 月
V o l. 24. NO. 116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Jul. ,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