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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文献学理论

合理使用原则的系统思考 牛继舜　吴慰慈 (1 :20～23)

理论图书馆学视野中的数字图书馆研究 范并思 (1 :24～27)

论国家网络信息伦理 付立宏 (1 :28～31)

关于沿海地区乡镇图书馆发展的几个问题

吴林　王学熙 (1 :40～42)

中西基层图书馆建设比较 刘茂生　孙革令 (1 :42～44 ,51)

国内外 1975～1991 年间关于中小企业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

　统计分析及建议 冷伏海　冯路 (1 :45～48)

国内外信息组织研究述评 黄如花 (1 :63～66)

现代图书馆与继续教育 吴仲夏　邹志仁 (1 :72～74)

古代书目编撰的特点 曹之 (1 :75～77)

中国图书馆发展中的十个热点问题 吴建中 (2 :7～12)

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走向的几个问题

卢子博 (2 :14～18)

社会信息化过程中若干利益冲突研究 陈传夫 (2 :19～23)

网络环境下情报工作的流程再造和结构调整

刘春茂 (2 :31～34)

传统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比较研究

张玉霞　王元忠 (2 :41～43)

数字图书馆基本理论研究初探 王鉴辉 (2 :51～53)

观察国际图书馆学术前沿及其发展 :内容分析

缪其浩 (3 :5～8)

开放数字信息服务体系 :概念、结构与技术张晓林 (3 :8～14)

论个人数字图书馆 陈光祚等 (3 :15～18)

论我国 21 世纪图书馆“两极”发展 刘昆雄 (3 :25～28)

论网络信息生产 陈雅　郑建明 (3 :29～31 ,35)

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影响及发展对策研

　究 胡乃志　毕红秋 (3 :32～35)

国内知识管理研究综述 盛小平 (3 :60～64)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书目控制

包和平　王学艳 (3 :67～71)

中文核心期刊有效时域的分析与界定 何荣利 (3 :72～74)

人文图书馆学论纲 蒋永福 (4 :9～13 ,58)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与学科建制

李刚　倪波 (4 :14～17)

论纸型载体角色与地位的调整 方卿 (4 :32～36)

论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及其发展动向 查先进 (4 :37～39)

从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环境

于良芝等 (4 :40～44)

以人为本 :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新理念 王海泉 (4 :45～48)

20 世纪俄国目录学发展的特点与中国目录学现实思考

王锦贵 (4 :51～54)

创新重点学科虚拟图书馆的建设 王桂平 (4 :62～64)

国内外 1991～2000 年关于中小企业信息管理研究成果的分

　析及思考 冷伏海 (4 :71～75)

“信息空间构建”初探 李菁　赖茂生 (4 :79～81)

公共图书馆转型与定位的探索 黄俊贵　林汉城 (5 :5～9)

客观知识的基本性质 王子舟　张洲英 (5 :9～12)

知识传播功能论 倪延年 (5 :13～16)

南京大学在西方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贡献

叶继元　徐雁 (5 :17～20 ,24)

类书之体　延绵有续 倪晓建 (5 :25～28)

论社区图书馆的功能、模式及管理机制

刘兹恒　薛 (5 :32～35 ,60)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组织研究 李秀云 (5 :36～39)

我国关于知识组织的研究述评 杜也力 (5 :66～69)

农业高等院校图书馆信息产业浅论 周青云 (5 :78～80)

论实施公民信息素质教育中公共图书馆的社区行为

茹海涛 (5 :83～86)

21 世纪图书馆先进理念探索 李锋 (5 :90～92)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标准与规范 张晓林等 (6 :7～16)

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概念探讨 丁大可等 (6 :20～24)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论纲 周少川 (6 :29～33)

抽象图书馆学的分析化 叶鹰 (6 :71～73)

图书情报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综合化原则 崔旭 (6 :73～76)

图书馆行政、图书情报事业立法、组织及管理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大力推进我国图书馆现代

　化建设 周和平 (1 :3～7)

遵循“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开拓创新 ,推进我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 孙蓓欣 (1 :8～11)

面对数字图书馆浪潮的思考 谭祥金 (1 :12～15)

关于中国图书馆立法的若干问题 李国新 (1 :15～19)

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阮延生 (1 :54～56)

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周和平 (2 :3～6)

国际版权争论与国际图联立场 刘可静 (2 :27～30)

我国政府网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相丽玲　苏君华 (2 :35～37)

图书馆服务中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刍议

李莉　赵熊 (2 :80～81 ,90)

论陕西省图书信息人才的培养 牛红亮 (2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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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制度资源体系构建及配置研究 雷云 (2 :85～87)

正确处理数字图书馆宏观决策中的八个关系

赵继海　王效良 (3 :18～21)

数字图书馆与人才问题 邵康庆 (3 :79～81)

论信息素质与人才培养 郭太敏 (3 :81～83)

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暨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杨炳延 (4 :5～6)

开拓创新　再铸辉煌 吴慰慈 (4 :7～8)

中美多媒体知识产权管理的比较研究

邱均平　陈敬全 (4 :26～31)

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与嬗变 王冰 (4 :48～50)

图书馆评估中的 AHP 方法研究 魏铁进 (4 :86～89)

浅论我国信息网络环境的政策体系 刘冬青 (4 :90～92)

网络环境下高校教师信息素质调查与分析 王琼 (5 :70～74)

“二八”率管理法与现代图书馆人才管理 罗映红 (5 :89～90)

网络环境下我国社科信息事业发展的区域协调问题

刘磊 (6 :17～20)

论图书馆民主管理 王景发 (6 :83～85)

信息资源建设、布局与共享·信息开发利用

我国文献资源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家清 (1 :35～39)

我国图书情报单位电子出版物收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黄先蓉 (1 :59～62)

我国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的对策 郭彦新 (2 :38～40)

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利用电子出版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徐丽芳 (2 :47～50)

论数字图书馆专题资源库的建设 赵洗尘 (2 :54～56)

论图书馆对《道藏》的开发与利用 刘华 (2 :88～89)

论知识管理与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优化

张天俊等 (3 :36～39)

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参与电子出版物市场开发的意义、内容

　及方式 罗紫初 (3 :52～56)

网络信息资源的社会化组织与开发构想

胡昌平　谷斌 (4 :22～25)

关于建设浙江省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的思考

赵美娣 (4 :55～58)

数字资源整合研究 马文峰 (4 :64～67)

网络环境下的馆藏评价标准 肖希明 (5 :21～24)

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吴永臻 (5 :29～31)

馆藏资源数字化决策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何江涛 (5 :43～45)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多网合作模式 王勇 (5 :50～53)

实体馆藏与虚拟馆藏选择准则比较研究 翁勇荣 (5 :75～77)

高新技术影响下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

杨炳延 (6 :5～7)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新论 高波 (6 :25～28)

数字图像信息资源开发及管理 朱学芳 (6 :36～38)

谈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张勇　杨东 (6 :77～79)

地 (市)县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和利用研究

熊焰 (6 :80～82)

谈中小型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 夏萍 (6 :86～88)

分类·编目·检索语言及检索工具

全国中文机读书目主题标引格式问题分析 朱芊 (1 :78～81)

关于检索用户培训中“主题分析”问题的思考

李洪建等 (1 :82～84)

中文期刊刊名的计算机快速检索 袁国发等 (1 :85～87)

论第四种情报检索语言系统 吕娟　袁相琴 (1 :87～92)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献分类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其历史

　经验 俞君立 (2 :68～72)

谈中文地图主题标引 苏品红 (2 :77～79)

西文会议录检索中常见问题及检索对策 李树国 (3 :75～78)

谈网络信息资源的编目 徐彦玲　朱慧 (3 :87～89)

WWW联机公共检索目录研究进展

黄碧云　方平 (4 :68～70)

MPEG27 与数字图书馆的信息检索 张李义 (5 :39～43)

智能检索 Agent 系统研究 张玉峰　文燕平 (5 :54～56)

数字图书馆中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关键技术

何立民　万跃华 (6 :39～43)

检索结果的可视化研究 周宁　文燕平 (6 :48～50 ,53)

DDC、LCC、UDC网络版评析 曹树金等 (6 :61～65)

读者、用户研究与服务·参考咨询

论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模式 张安珍 (1 :32～34)

我国网络信息服务监督机制研究 李晓红 (3 :22～25)

对发展我国网络信息服务业的思考 徐锐 (3 :40～42)

纯电子期刊及大学图书馆读者对它的态度和利用

师曾志　王建杭 (3 :57～59)

藏书工作要体现“读者至上”的思想原则

金明生　吕亚平 (3 :84～86)

再论图书馆服务 程亚男 (4 :18～21)

论图书馆专业信息服务频道及其实现方法

焦玉英等 (5 :45～47)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信息服务模式探讨

李纲　林翔 (6 :33～35)

现代化技术、管理·建筑与设备

开发特色产品信息 ,服务当地经济建设 屈义华 (1 :49～51)

数字图书馆信息的体系结构 卢共平 (1 :52～53)

—19—



论网络载体主流地位的确立 方卿 (1 :56～58)

国外数字图书馆发展概况 曹学柱等 (1 :67～68 ,84)

我国网络图书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陈光祚　夏立新 (2 :23～27)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 智勇　黄奇 (2 :44～46)

网络信息检索结果的智能处理方法

张玉峰　李敏 (2 :57～59)

论西北地区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 崔旭 (2 :60～63)

电子全文期刊数据库 :东方的中国期刊网 ( CJN) 与西方的

　JSTOR 彭仁贤　高玉华 (2 :73～76)

数字图书馆元数据研究 吴开华等 (3 :43～46)

文献数据库质量控制系统的实现

纪蔚蔚　潘有能 (3 :46～48)

智能检索中的网络数据挖掘技术探索

晏创业　张玉峰 (3 :49～51)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实践

刘刚 (4 :59～61)

计算机识别汉语同义词的两种算法比较和测评

朱毅华等 (4 :82～85)

新旧信息系统切换问题研究 陈远　熊霞 (5 :48～50)

网站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陈雅　郑建明 (5 :57～60)

中国古籍文献的酸化与防酸化 李景仁　周崇润 (5 :80～83)

WWW网页的链接分析及其意义

邱均平　黄晓斌 (6 :44～47)

非结构化数据库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金巍　殷立新 (6 :51～52)

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检索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谈春梅等 (6 :53～56)

机构·人物·书刊评介

美籍华人图书馆员成就简述 李健刚 (1 :69～71 ,92)

《图书馆使命与文化视野》序 周文骏 (2 :13～14)

心血的凝集　智慧的结晶 程焕文 (2 :63～65)

展现悠久的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历史 张志强 (2 :66～67)

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素质研究进展报告简介

黄郴等 (3 :64～66 ,86)

传世孤本南宋明州刻本《集韵》初探 王世伟 (4 :76～79)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 程焕文 (5 :61～65)

读《校雠通义通解》 周文骏 (6 :57～60)

中国丛书目录的又一力作
———介绍《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先生

的遗著《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即将由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

书综录》(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和阳海清编《中国丛

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所收丛书的

不足 ,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 ,是一本

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该书内容包括 :

11 丛书概述 :为了解丛书梗概 ,以“丛书概述”冠

诸编首 ,略论丛书源流、界义、类别及参考工具书等。

21 丛书分类简目 :包括序号、书名、撰辑人和版

本。

31 丛书分类详目 :汇编丛书 ,包括杂纂、辑佚、郡

邑、氏族、独撰等 5 类 ;类编丛书 ,包括经类、史类、子

类、集类。

以上所收各书以阿拉伯数字作为类号 ,各丛书

书名之上列有序号并将它作为各丛书的代号。每条

丛书目录包括代号、书名、撰辑人、版本、子目 (含书

名、卷数、著者年代、姓名等) 。

41 丛书书名索引 :按照丛书书名首字四角号码

排列 ,后有该丛书代号。

51 丛书著者索引 :按照丛书著者姓氏的四角号

码顺序排列 ,每位丛书著者所撰丛书后加有代号。

61 丛书子目书名索引 :按照子目书名首字四角

号码顺序排列 ,后列有所属丛书书名的代号。

71 丛书子目著者索引 :按照丛书子目著者姓氏

的四角号码顺序排列 ,该著者所撰各书的书后加有

所属丛书书名的代号。

81丛书子目分类索引 :参照《中国丛书综录》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制定的分类表分类 ,后列有

所属丛书书名的代号。

另外 ,本书比《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丛书广

录》更具特色的是 ,除在部分书目下附有编注外 ,还

在书后增补了《丛书备考》。这些可贵的资料是施廷

镛先生 60 余年来不断积累留给后人的 ,这使《中国丛

书综录续编》更加充实 ,更加丰富多彩。 (宋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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