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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取向 Ξ

ABSTRACT 　We are now in t he best period of time when academic

journals in library science are developing smoot hly. Journals in library sci2
ence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 he develop ment of Chinese li2
brarianship , wit h more reasonable types , mor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

bet ter formed core journals and higher qualit y. In t he f uture , we should

make our effort s to improve t he qualit y of editors and aut hors , enforce

standardisation , and promote exchanges wit h foreign count ries. 4 re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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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的近 20 年来 ,我国图书馆事业有了令人瞩

目的发展 ,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 ,全国的图

书馆学专业期刊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和经验。专业期刊发展的成绩和经

验是伴随着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取得的 ,同

时 ,它又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很显然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 ,在图书馆事业即将进

入实现跨世纪规划的时刻 ,总结回顾图书馆学期

刊的发展现状及经验 ,展望发展方向 ,明确今后的

工作 ,无论对整个图书馆事业还是对图书馆学期

刊本身的发展 ,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1 　目前是图书馆学期刊发展最
好、最稳定的时期

1915 年 ,我国创办了第一种图书馆学刊物

《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从那时起到 1949 年新

中国建立之前的 30 多年里 ,全国陆续出现过大约

有 100 多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 ,其中只有少数几

种办过几年、多期 ,而大部分是只办过几期或一两

期 ,一般都是各图书馆自印自用 ,流布很少 ,多处

于昙花一现的景况。新中国成立至今 ,全国出版

过大约有 190 种图书馆学刊物 ,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近 20 年 ,发展迅猛 ,且状况稳定。当前出

版的 50 多种期刊都有了 10 年以上的历史。例

如 ,《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和《农业

图书情报学刊》等 ,都已创办 40 多年 ,《图书馆杂

志》、《江苏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知识》、

《图书馆论坛》等 20 多种期刊 ,也都有了 10～20

多年的历史。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全国同时出版

的图书馆学期刊一直保持在 50 种以上 ,80 年代末

到 90 年代初的几年里最多 ,达到了 90 种左右。

1990 年和 1997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 ,曾两次对各类

期刊进行过整顿、调整。第一次调整后的 1992 年

全国还有图书馆学现刊 62 种 ;第二次调整后的

1998 年还有 50 多种。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有 55

种尚在出版发行的现刊 ,其中有 29 种期刊是经国

家新闻出版机构注册、有正式刊号的公开向国内

外发行的刊物。这 50 多种期刊大都具有了 10 至

几十年的办刊经验 ,具有了比较好的办刊条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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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固定的作者和读者群 ,从数量到品种已形成

了一个较为合理的专业期刊队伍 ,大体上是适应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需的 ,不会出现大增大减

的情况。目前图书馆学期刊发展已经从“文革”到

70 年代末的低谷、80 年代中期的大发展和 90 年

代初的过量发展 ,进入了平衡发展的最好发展时

期 ,也是历史上最繁荣、最稳定的时期。

2 　在图书馆事业建设和科研教
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 50 年里 ,专业期刊发表的

论文大约有 54000 多篇。这些论文中有许多具有

很高的学术水平 ,内容有较强的学术性、科学性和

创造性 ,在指导工作、促进事业发展、开展学术交

流、推动科学研究、教育培养人才和积累信息资料

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指导工作、促进事业发展方面 ,图书馆学刊

物可以说是承担了“宣传部”的职责 ,发挥了喉舌

作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 ,开展的每项

重要工作 ,从国家主管部门的计划、布署和指令 ,

到各地各馆的具体动作 ,大多是首先在期刊上向

广大专业工作者发出信息 ,告诉大家应如何去做

的 ;事业取得的成就、经验 ,也最多的是通过期刊

告诉了十几万专业员工 ,鼓舞了其士气的。正是

有了期刊的这种宣传作用 ,才使得图书馆事业更

加蓬蓬勃勃 ,生机盎然。它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宣

传、鼓动作用 ,在目前是其他途径不可取代的。

在开展学术交流 ,推动科研及专业教育方面 ,

应当说图书馆学期刊是主力军。从 50 年代初到

1997 年 ,全国发表的图书馆学论文大约有 6 万多

篇 ,其中的 90 % (54000 篇) 是在各种图书馆学期

刊上发表的 ,也就是说 ,全国有 90 %以上的专业

科研成果是通过专业期刊与广大专业工作者 ,特

别是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见面和交流的 ,而且其交

流速度比图书更快捷 ,交流面更广泛。这一大规

模的交流的结果是 ,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科研及

教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如果没有几十种图书

馆学期刊的媒介作用 ,专业教育和科研是寸步难

行的。

从培育人才和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方面来说 ,

图书馆学期刊担当了广阔园地职能。有一个很简

单的事实 :作为事业骨干的全国 2000 多名具有副

研究馆员以上专业职称的专业工作者中 ,没有在

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而晋升的恐怕几乎是没有

的。可以自豪地说 ,他们都是经过专业期刊这块

园地培育成长起来的。近几年来 ,有 40 %以上的

在校硕士研究生和 95 %以上的在读博士研究生 ,

都在各类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接受过刊物的

培养 ,从中吸取营养而成才。在 80 年代初的业务

学习热潮中 ,在 80 年代末的《中图法》使用的普及

热潮中 ,在 90 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研究热潮中 ,都

有成千上万的专业干部通过专业期刊发表论述 ,

使之成了专家和业务骨干。

在积累图书馆学研究的信息资料方面 ,专业

期刊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我们对每个时期图书

馆事业进行的总结或研究 ,其信息资料大多是来

自各类专业期刊。如果没有了图书馆学期刊这个

资料库 ,便很难讲清楚事业发展的历史。图书馆

学期刊的这些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图书馆界领

导、专家和广大同仁的承认。

3 　发展的特点

当前的专业期刊尽管尚有不少缺憾 ,例如刊

物质量还有待提高 ,许多刊物的编辑队伍建设还

有待加强 ,大部分刊物还存在经费不足等等问题 ,

但从总体上讲 ,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的发展是蓬勃

向上的。在目前的发展中表现出了如下一些特

点。

3. 1 　布局逐步走向合理
70 年代末 ,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全国大部

分省、市、自治区没有图书馆学刊物 ,到 80 年代中

期(1984 年以前) ,全国尚有 1/ 3 的省市和自治区

没有图书馆学刊物。而目前 ,除了西藏和新建的

海南省、重庆市之外 ,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都

有了 1～2 种刊物 ,有些发达地区 ,如江苏、湖南等

省市已有 2～3 种期刊 ,首都北京则有 17 种之多。

这就形成了以北京为集中点而辐射全国的图书馆

学专业期刊网 ,而且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

北、西南等各大地区都有了办得很出色的骨干期

刊 ,布局匀称 ,结构稳定。这种合理布局是经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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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的发展、调整、巩固而逐渐形成的。90 年

代初是期刊种数最多的时期。1991 年前 ,全国有

图书馆学专业期刊 80 多种 ,有的经济和文化并不

发达的地区也往往会有 2～3 种。实际上 ,刊物并

不是越多越好 ,种类多了 ,力量难以集中 ,质量反

而不好提高。经过近 10 年的自我调整 ,这些地方

的刊物数量减下来了 ,保留下来的反而办得更精

了。这是从全国地域分布的角度来看 ,图书馆学

期刊布局结构正在逐步合理化。如果从我国公共

图书馆、科学和专业图书馆 ,以及学校、军队等不

同的图书馆系统来看 ,这些系统也基本上是按照

本系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在全国不同地区办

起了自已的图书馆学期刊。其中属于公共图书馆

系统的刊物有近 30 种 ,均匀地分布于各省市区 ;

属于科学和专业系统的期刊有 10 多种 ,如中科院

的 3 种 ,农业、医学、冶金、纺织、煤炭等专业系统

的有 8 种 ,分布于专业科研集中的北京、上海等

地 ;大中小学系统图书馆办的刊物也有 10 多种 ,

均匀地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地。

也就是说 ,从不同图书馆系统所办期刊的布局来

看 ,也是适应事业需要的 ,比较合理的。当然 ,布

局的合理性也是在随着形势、环境变化而变化的。

图书馆学期刊正在不断地适应着事业发展的变化

而逐渐在变化自己的布局 ,使之不断趋于合理。

3. 2 　类型多样 ,逐步走向齐备
专业期刊类型的多样化 ,能更好地为事业发

展和科研教学服务。目前 ,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有

比较多的类型 ,并逐渐向更齐备的方向发展。以

不同的标准划分 ,会有不同的刊物类型 :从期刊报

道内容的大的方面来划分 ,有图书馆学类的 ,有图

书情报学类的 ,有图书情报、档案、出版发行内容

兼具类的 ,还有专门内容的图书情报技术类和图

书情报动态类的 ,等等 ;如果从报道信息的文献级

次来划分 ,则有论文 (一次文献) 类的和文摘 (二次

文献)类的 ,等等 ;如果从主办的系统及其论文作

者主体划分 ,则有公共图书馆系统类、科学和专业

系统类、学校系统类及军队系统类的 ,等等。随着

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 ,刊物的类型还会有发展 ,

会越来越齐备。这对于专业期刊本身的平衡发

展 ,对于更好地为图书馆事业及其科研、教学服

务 ,都是极有意义的。

3. 3 　特色越来越鲜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图书馆学期刊迅猛发

展 ,但却形成了“群雄纷起”、“百刊一面”的局面。

当时曾有人担心 ,百八十种期刊象所有的图书馆

都排满了书架一样 ,成了一个面目 ,长期下去 ,会

多么难堪 ! 甚至有人曾动了要人为地给各刊规定

报道内容的念头。但是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这种

情况就大有改变了 ,就连占期刊数量最多的 30 多

家综合性期刊 ,也已明显地露出了各自的特色来

了。它们之中 ,有的有突出理论研究的特色 ,有的

有突出实践研究的特色 ,有的有偏重于业务工作

的特色 ;有的以高深研讨为报道目标 ,有的则以普

及专业知识为宗旨 ;有的兼顾国内、国外 ,也有的

侧重于为本地区作者、读者服务 ,等等。例如 ,《中

国图书馆学报》,就是在综合性报道基础上比较多

地刊载深入基础理论研究和把实践研究从理论角

度予以总结的论文 ,突出理论研究和交流是其重

要特色之一 ;《图书情报工作》则兼顾图书馆和情

报工作的研究 ,始终如一地为促进图书情报一体

化而呼喊 ,形成了自己在图书馆界和情报界都拥

有广大读者的特色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

情报动态》则形成了集中报道一类内容、人无我有

的特色 ;《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则形成了侧重刊载

关于高校图书馆业务研究高水平论文的特色 ;而

《图书馆》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则具有在为本省

区服务基础上面对全国作者和读者 ,反映迅速、灵

敏的特色 ,等等。特别值得学习的是《图书馆杂

志》,她的文章不一定讲求长篇阔论 ,而是集中了

更多的力量去组织贴近多数图书馆工作者的言

论 ,坚持大量刊载实际应用研究的内容 ,使刊物贴

近读者 ,人人爱读 ,因而也成为发行量第一的期

刊。讲求实用 ,贴近读者 ,就是《图书馆杂志》的特

色。这一特色是难能可贵的 ,是各刊都应当研究

和学习的。特色上的百花齐放和不断出新 ,使我

们的图书馆学刊物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3. 4 　骨干刊物队伍正在逐步形成
10 多年前 ,国内只有少数几种图书馆学期刊

被专业界看好 ,而至今 ,则已经有近 20 种专业期

刊可以说已在读者和作者心目中生了根。现有的

50 多种期刊中 ,有十五、六种办得比较精 ,有较好

的水平。在 1989、1993、1995 和 1998 年的 4 次优

秀期刊评定中 ,前两次分别有 11 种、9 种 ,后两次

各有 12 种刊物被评为优秀期刊 ,而且 4 次评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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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上有名的就有 8 种 ,3 次榜上有名的有 3 种 ,这

11 种期刊就占了 4 次评出的 14 种优秀期刊的

85 % ,说明近 10 年来 ,优秀期刊的队伍是比较稳

定的。另外 ,全国还有 14 种图书馆学期刊被选定

为国家核心期刊 ,而这 14 种期刊又全都曾被评选

为优秀期刊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再一次说明目前

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期刊骨干队伍。

这 10 多种优秀和核心期刊比较均匀地分布于全

国各大地区 ,如东北有《图书馆建设》等 ,华北有

《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图书

情报技术》、《大学图书馆学报》和《图书馆工作与

研究》等 ,华东有《图书馆杂志》等 ,中南有《图书

馆》、《图书馆论坛》等 ,西北有《图书与情报》、《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等 ,西南有《四川图书馆学报》

等 ,可以说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图书馆学专业

骨干期刊的网络 ,已初步建设起了一个比较稳定

的专业期刊的骨干队伍。这对于很好地完成事业

发展和科研教学赋于专业期刊的任务 ,起到了骨

干支撑的作用 ,对全国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展也会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3. 5 　办刊质量正向高精方向发展
刊物质量的提高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表

现在发表的论文内容更富有学术性、科学性和创

造性上。这固然与科研发展水平有关 ,但与刊物

的组织稿件、选择稿件和大量的作者工作是分不

开的。从期刊报道内容来看 ,前些年 ,人们总认为

期刊的文章多是些传统图书馆工作中的采、编、

流、用等业务内容 ,多数人一看即懂 ,而如今谈图

书馆学、情报学理论 ,谈发展战略 ,研究信息理论

及其产业 ,研究自动化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文章

越来越多。许多文章已经不是人们一看就懂 ,就

能照着去做的 ,而是要一个领域里的专家才能与

之交流的 ,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越来越

强。这一点 ,我们做编辑工作的人是深有体会的。

一般的专业编辑 ,已往往很难胜任稿件审编工作

了 ,经常要请专家帮忙。就连有相当专业水准的

人 ,也不敢说自己全能弄懂期刊中的许多理论和

技术问题了。期刊质量水平提高的表现之二 ,是

发文量、引文量、被引量以及论文被摘、被转载数

量等质量指标都在不断上升。为适应信息量的迅

速增加 ,目前已有《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图书情

报技术》、《图书馆杂志》等办成了月刊 ,还有 10 多

家刊物由 90 年代初的季刊改为了双月刊 ,以加

快、加大信息交流、报道。大部分刊物都很重视用

稿的引文情况 ,有 50 %以上的期刊论文有引文。

目前每年被国内文摘刊物摘录、转载论文的期刊

有近 30 家。根据对国内权威的文摘刊物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图书馆学情报学》1994～1996 转载

及引文情况的统计 ,《中国图书馆学报》平均每年

有 22 篇论文被转载 ,有 88 篇次的论文被引用 ;

《图书情报工作》每年平均有 17 篇论文被转载 ,有

53 篇次的论文被引用 ,这与《报刊复印资料》对其

他学科论文的转载和被引用的情况的统计相比

较 ,是名列前茅的。此外 ,我们也有一些期刊的论

文被国外著名期刊摘录 ,如上述两刊论文就有许

多被《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图书馆文献》、《图

书馆学情报学文摘》、《最新连续出版物题录》等收

录。期刊质量提高的表现之三 ,是编校质量不断

进步 ,版面正规、规范 ,差错率减少 ,装帧越来越

好。目前有近 20 种期刊比较好地执行了编辑规

范 ,有几种刊物 ,可以说从封面到目次、书眉、文

前、文后 ,均能按规范要求去做 ,任何一篇文章单

独复印后 ,其所有信息源都很全 ,基本上符合国际

标准要求。在装璜设计方面 ,质量也在提高 ,有不

少刊物 ,象《北京图书馆馆刊》,从外观整体设计、

装帧 ,到文中用纸 ,与其他专业刊物相比 ,也属上

乘。总之 ,图书馆学期刊的质量 ,正在向更高层次

发展。

4 　取得的经验

总结近几年来图书馆学期刊的办刊情况 ,有

如下一些经验值得记取。

4. 1 　要建设一个好的编辑部
目前 ,图书馆学期刊的编辑部大概可分为三

种情况 :一种是有专职主编和编辑 ,设置比较健

全 ;另一种是有一两名专职编辑 ,而主编是挂名不

务实 ,这种情况不少 ;还有一种是主编及编辑人员

基本上全部兼职 ,这种情况占少数。事实证明 ,凡

是办得好的刊物 ,都是有一个机构健全、有较高专

业和编辑业务水平的编辑部在辛勤地工作。这也

是办刊的最基本的要求。大家知道 ,甘肃、宁夏地

处西北边远地区 ,从图书馆事业发展和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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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都远不如内地一些省市 ,但甘肃的《图书与

情报》和宁夏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却办得很出

色 ,连续 4 次被评为优秀期刊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有一个得力的、运转正常的编辑部 ,是他

们辛辛苦苦地在经营刊物 ,所以才能把远在北京、

上海、,甚至于全国各地优秀作者的好的论文组织

到自己的刊物上去。我们每次评选出的 10 几种

优秀期刊 ,大体上也都是编辑部建设得力 ,编辑力

量较强的 ;而办得平常的那些刊物 ,其编辑部建设

也多不尽如人意。所以要办好刊物 ,一个重要条

件 ,就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工作得力的编辑部 ,要

有有文字功力 ,知识结构合理 ,尤其是懂专业的编

辑来经营刊物。

4. 2 　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
作者是刊物的衣食父母。没有高水平的作

者 ,就不会有高水平的文章 ,也就办不成高水平的

刊物。进一步说 ,没有作者 ,也就没有刊物了。上

面说到的《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以

及湖南的《图书馆》、上海的《图书馆杂志》、天津的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等 ,是近几年来地方专业期

刊发表全国各地作者文章最多的期刊。他们很注

重在全国各地发展作者 ,建设高水平的作者队伍 ,

把高水平的文章提供给自己。有的地方的领导有

这样的观念 :我们办刊就是为地方服务的 ,为本

地、甚至是为本单位的人开园地、发文章的。从一

个角度讲 ,这也没有错 ,但这样办刊的作者面窄 ,

供选择的优秀文章就少 ,刊物不能更广泛地从更

多的高水平的作者手里去讨文章 ,只是自己门前

有什么就收获什么 ,这种刊物是办不好的。

4. 3 　要有领导支持 ,要加强全国行业的统一

协调引导

领导重视 ,从而在人力、物力、财力 ,一至于具

体编辑工作上予以支持和关心 ,是办好刊物的重

要条件。领导重视和支持 ,不是兼个主编了事 ,而

是要从心里关心和支持刊物工作。多年来 ,广东

《图书馆论坛》、湖南《图书馆》、黑龙江《图书馆建

设》、《大学图书馆学报》、科学院的《图书情报工

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上海《图书馆杂志》和

《中国图书馆学报》等等 ,主办单位领导都非常重

视办刊 ,从各方面予以关心、爱护和支持。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选拔出得力骨干主持办刊 ,并从政

策上支持刊物 ,让编辑部有充分的活动余地 ,把刊

物推向市场 ,成绩显著。上海馆领导亲自给刊物

定位 ,确定办刊方针 ,使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这些

刊物成为优秀期刊 ,是和领导的支持分不开的。

另外 ,全国性的协调引导也很重要。这种协调引

导 ,有较高层次的组织领导 ,也有一般的组织引导

活动。近 10 几年来 ,学会组织的经验交流、制订

并执行编辑规范、评选和表彰先进等活动 ,就是在

学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一种全国性的协调和

引导。它对于图书馆学期刊的整体化、标准化和

水平的不断提高 ,工作的不断发展进步 ,发挥了很

大作用。我们希望这种协调、引导能不断加强。

同时 ,也希望能有由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图书馆的

领导出面组织的更有力的、高层次的协调领导。

领导的重视和关心 ,也要刊物自己去争取 ,编辑部

要做锣鼓手 ,在领导那里多敲锣打鼓 ,争取关心和

支持 ,改善办刊条件。

4. 4 　在学术活动和市场经营活动中办刊 ,搞

好经营 ,增强力量
这条经验在目前对于多数图书馆学期刊来

说 ,可能体会少一点 ,但大家也都会认识到其重要

性。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企业、事

业不接触经营 ,不接近市场 ,都是不能存在的。我

们的期刊 ,如果光靠行政支持 ,在今天形势下肯定

力量是不足的。应当学习经营 ,加强经营 ,增强实

力 ,让刊物办得更出色。《图书情报工作》和《现代

图书情报技术》近几年下了很大力量把学术活动

和经营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把刊物办到了科研和

学术实践中去 ,把刊物推到市场中去 ,力争自己养

活自己 ,效果很好 ,刊物更有生机 ,质量更高 ,读者

更多 ,可以说是很红火的。在这方面 ,《图书馆论

坛》等也在实践 ,效果也较明显。我们应当学习这

样的经验 ,为自己创造有力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5 　今后的发展路向

5. 1 　要更加努力地提高期刊质量 ,要以质量

求生存 ,求发展
期刊质量包括其内容的学术水平和编辑出版

质量。质量是办刊的永恒主题。没有了质量 ,刊

物就会死亡。省市级以上的、较大型的刊物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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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在突出特色基础上向综合性、多方面发展 ,

内容太单一、太狭窄 ,不利于期刊发展。一些小型

的和专业馆系统的刊物 ,在突出专业馆系统业务

特色基础上 ,也应扩大视野 ,广采稿源 ,加强与不

同专业馆业务之间的衔接和交流。提高质量 ,最

重要的是要加强组稿、选稿和编审稿件的工作 ,尤

其是组稿 ,它包括了编辑部紧密联系学术界 ,直接

从中选择作者 ,建设作者队伍 ,并从中采取优秀稿

件等一系列复杂活动 ,也是保证和提高刊物内在

质量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办刊活动。选稿、编稿要

站得高 ,看得远 ,审稿要细 ,编校要认真 ,才能使质

量不断提高。

5. 2 　要在突出特色上下功夫 ,建设各具特色

的骨干期刊队伍
特色是一个刊物的旗子。它能有力地向读者

昭示和推荐自己 ,吸引作者和读者。刊物特色包

括许多方面 ,有内容方面的 ,有期刊类型方面的 ,

也有技术技巧方面的 ,等等。前面说到多数刊物

内容要向综合的、多方面发展的问题。内容的综

合性、多方面性与突出特色并不矛盾。内容的侧

重是特色之一 ,但不是全部。不是说报道内容广

泛了 ,就没有内容特色了。同一内容 ,各刊都有文

章 ,应象人之五官 ,人人都有 ,但各不相同。例如 ,

同是文献分类这一内容 ,你注重于分类理论的研

究 ,我则可精做分类方法的文章 ,做得读者专门去

你的期刊里去寻找解决分类方法问题的办法 ,你

的特色也就有了。再说 ,同是分类理论 ,也可以有

深浅、粗细、水平高低之不同 ,也有特色可出。特

色是刊物质量的重要方面 ,又是几十家期刊能共

同生存 ,更好发挥作用的条件。大家都应当在已

有基础上去做突出特色的工作。别人没有的 ,你

有 ,读者就喜欢 ,你就在这方面成了骨干刊。创办

出一批具有多方特色的期刊 ,就会在全国形成各

具特色的骨干期刊队伍。

5. 3 　加强规范化、整体化 ,与国内和国际办

刊标准接轨
编辑规范化和专业刊的整体化 ,不仅仅是一

个形式问题 ,而且是信息交流的重要条件之一。

图书馆学刊物是研究信息交流的 ,更应该在规范、

统一方面做得好一些。刊物的整体性 ,更能显示

其发展力量 ,形成总体合力 ,为专业建设做贡献。

期刊装帧设计 ,尤其是版面的规范化、标准化 ,有

助于读者认识、使用刊物 ,这在自动化日新月异发

展的今天 ,就更为重要了。所以 ,要继续修订和执

行编辑规范 ,使我们的专业期刊能更充分地发挥

其作用。

5. 4 　积极创造条件 ,扩大对外交流 ,争取有

更多的期刊走出国门
目前 ,全国只有五六种期刊在国外有订户。

《中国图书馆学报》在 30 几个国家和地区有 200

多个订户 ,《图书情报工作》等也在国外有不少订

户。但总的来看 ,这种对外的交流太少了。我们

应当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加强宣传 ,使更多的期刊

走出国门 ,为宣传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扩大国际影

响做更多的工作。应当争取把更多的国外同行的

好文章约集到自己的刊物上来发表 ,为图书馆学

的国际交流 ,为更好地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服务

而努力。这应当作为全国图书馆学期刊共同的奋

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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