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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期刊文献保障实证研究
———以武汉大学为例

王新才　 王海宁

摘　 要　 在开放存取蓬勃发展和高校图书馆馆藏电子化的大趋势下，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保障工作如何适应新的

趋势，需要深入研究。 本文以武汉大学 ２０１３ 年被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和 Ａ＆ＨＣＩ 所收录文章的期刊类参考文献为研究样

本，采用一种针对期刊类参考文献的以年为单位的引文检查方法，匹配世界主要开放存取期刊目录以及武汉大学

图书馆馆藏电子和印本期刊目录，研究当前这三类期刊对样本参考文献及来源期刊的收藏和缺藏情况。 以此探

讨三类期刊在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中的特征与趋势，以及开放存取期刊对馆藏资源建设的影响，为高校图书

馆进一步优化期刊馆藏体系和提高文献保障率提供科学依据。 图 ５。 表 ３。 参考文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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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 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ｉｔ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ｒｉｅ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ｒｅ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５ ｆｉｇｓ． ３ ｔａｂｓ．
２１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ｒｉ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０　 引言

最大限度地组织文献资源为教学和科研服

务，一直以来都是高校图书馆的使命和价值取

向。 然而，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

出版物价格攀升所导致的“学术期刊危机”，已

经影响到了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 高校图书馆

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寻找更为经济合理

的期刊文献提供方法：内部通过对现有馆藏进

行重叠分析（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削减馆藏中“内

容基本相同但载体不同” （ ｆｏｒｍａｔ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的

期刊复本（如印本和微缩胶卷）的订阅，推行馆

藏期刊“纸转电”工作；外部环境方面，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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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存取运动以及蓬勃发展的开放存取期刊

（下称 ＯＡ 期刊） 为期刊资源建设带来新的机

遇，高校图书馆通过整合 ＯＡ 期刊资源来扩充知

识来源。
本文以当前开放存取环境下 ＯＡ 期刊发展

和馆藏期刊“纸转电”工作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文

献资源建设的影响为视角，从收藏、缺藏等角度

分析武汉大学图书馆现有期刊馆藏体系的得

失，探讨电子、印本和 ＯＡ 三类期刊在高校图书

馆文献资源保障中的特征与趋势，探究当前开

放存取环境下 ＯＡ 期刊发展对我国高校馆藏期

刊资源建设的影响，为高校图书馆进一步优化

期刊馆藏体系和提高文献保障率提供科学

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笔者在选取数据样本时，综合考虑到以下因

素：①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武汉大学图

书馆研究级及以上［１］ 期刊资源的建设，样本应该

是近期具有代表性的科研产出；②本地利用的满

足情况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馆藏质量评价的重要

指标［２－４］ ，样本应该来自武汉大学本地用户；③样

本数量需要足够大并具有一定连续性，且该时间

段内期刊馆藏没有较大的变动。 故本文选取

２０１３ 年发表于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和艺术与人

文科 学 引 文 索 引 （ Ａｒｔｓ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Ａ＆ＨＣＩ）来源期刊上，以武汉大学为第一单

位的文章的期刊类参考文献为研究样本。
数据获取和预处理的具体过程包括以下步

骤。 ①将时间跨度限制为 ２０１３ 年，以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 为检索词检索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

（仅含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和 Ａ＆ＨＣＩ 三个子集） “机构扩

展”项，利用 ＥＸＣＥＬ ＶＢＡ 筛选以武汉大学为第

一单位的文章的题录和引文信息。 ②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功能将缩写形式

的引文信息还原为原始引文信息，并结合参考

文献原文、ＯＣＬＣ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和 ＤＯＩ 数据库，确定

样本引文来源及类型，并选择期刊类参考文献

继续研究。 ③补全信息不全的期刊类参考文

献，获取期刊类参考文献的刊名、ＩＳＳＮ、ＥＩＳＳＮ、
出版时间、卷号、期号、页码、ＤＯＩ 和访问地址等

信息。 ④对期刊名称进行严格的清洗，按顺序

执行以下步骤：区分各语种标题期刊，原本为中

文的期刊名转换为中文，中文和英文之外的语

言的期刊名转换为对应的英文期刊名，标记带

有特殊字符的、无法查找 ＩＳＳＮ 号的期刊，待手工

处理；统一字符为半角字符；英文期刊名统一大

写；统一期刊名中的“ ＆”为“ ＡＮＤ”；若期刊名开

头单词为“ ＴＨＥ”，则删除该单词及其后所接空

格；人工统一期刊系列题名格式；对重名期刊采

取约定俗成的“刊名－刊名解释” （如 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ｒｅｄ） 或“刊

名－出版地”（如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的处理方法

加以区分；替换所有非字母字符和空格为“ －”，
保证英文单词间有且只有一个“ －”，且期刊名开

头结尾无 “ －”。 ⑤ 分别以清洗后的期刊名、
ＩＳＳＮ、ＥＩＳＳＮ（若没有则记为“ ｎｕｌｌ”）和年代四个

字段构建样本表。

１ ２　 方法

引文检查（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或称引文核

查、引文查核，是一种能够将用户利用与馆藏资

源建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种简单经

济［５］ 、可信有效［６］ 并适用于评价为科研提供服

务的馆藏［７］ 的研究方法而被广泛采用。 该方法

可以评价一个或一组图书馆的藏书，某一学科

或某一领域的藏书，以及某一载体形式的藏书

或一个藏书单元［８］ 。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参考文献种类繁多、出

版方式多样、馆藏数据规范性和可获取性的差

异以及作者著录规范性的制约，对照馆藏逐个

检查参考文献是一件非常耗时费力的工作。 为

克服这一缺点，研究人员通常采取再次选取样

本［９］ 或划定阈值［１０］ 的方法缩小样本量，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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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的做法往往导致实验结果随样本的选取而有较

大的差异［１１］ 。 黄体杨等在划定阈值后对大样本

进行了研究，但由于缺少数据清洗环节，实验结

果值得商榷［１２］ 。 杨鲁捷认为，可以在对刊名进

行规整和清洗的基础上，在表达期刊类参考文

献和馆藏期刊文献时使用“刊名＋年代”的表达

方式［１３］ ，该方法值得借鉴，但对于大样本普遍存

在的期刊重名、同刊不同名和期刊名不规范的

情况，该方法在匹配精度上仍有改进的空间。
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刊名＋ＩＳＳＮ（或 ＥＩＳＳＮ）

＋年代”的方式进行匹配，即匹配刊名、ＩＳＳＮ（或

ＥＩＳＳＮ）和出版年代，忽略期刊每年的出版期数。
这样既符合图书馆资源管理系统（以 ＥｘＬｉｂｒｉｓ 为

例）后台数据以年为度量单位的实际情况，又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统计期刊出版规律的工

作，并大幅提高匹配精度。

笔者通过武汉大学图书馆 ＥｘＬｉｂｒｉｓ 馆藏管

理系统后台，导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武汉大学馆藏电

子和印本期刊的刊名、ＩＳＳＮ、ＥＩＳＳＮ 和收录年代

信息。 分别通过开放获取期刊指南（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ＤＯＡＪ） ［１４］ 、科学公共图书

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ＬＯＳ） ［１５］ 、生物医

学中心（ＢｉｏＭ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１６］ 、日本电子科学与技

术信息集成（ Ｊａｐ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ＳＴＡＧＥ） ［１７］ 、巴西

网上 科 技 电 子 图 书 馆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ＳｃｉＥＬＯ） ［１８］ 和 Ｂｉｏ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ＬＩ） ［１９］ 获取 ＯＡ 期刊的刊名、ＩＳＳＮ（ ＥＩＳＳＮ）和

各数据库所收录 ＯＡ 期刊的年代信息。 将 ＯＡ、
电子和印本期刊信息进行与构建样本表第④、
⑤步相同的处理，整合构建资源表。 完整的实

验流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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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验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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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ＶＢＡ 自编程序将样本表与资

源表的相关字段进行匹配，规则如下。 ①如果

刊名和 ＩＳＳＮ（或 ＥＩＳＳＮ）都匹配成功，则进而比

较出版时间与收录区间的关系。 若出版时间在

收录区间内，则表示作者在利用时可以获取该

参考文献，即某类资源收藏了该参考文献，否

则，则表示该参考文献缺藏。 ②若刊名和 ＩＳＳＮ
（或 ＥＩＳＳＮ）中只有一个匹配成功，则人工检查

某类资源是否收藏该参考文献。 ③若刊名和

ＩＳＳＮ（或 ＥＩＳＳＮ）均匹配失败，则认为该参考文献

缺藏。
这种针对期刊类参考文献的以年为单位的

引文检查方法，不关心期刊每年的出版期数，而
是结合多字段匹配算法，理论上可以以较少的

精度损失为代价，极大地减少人工成本，并减少

由期刊名称不规则和数据错误所导致的实验误

差，使研究者可以较为准确地使用大样本进行

研究。 本次实验采用这种经过改进的引文检查

法，并对该方法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２　 结果与发现

２０１３ 年，以武汉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在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和 Ａ＆ＨＣＩ 来源期刊上的文章共有

２ １８６篇，包含参考文献 ７２ ５７０ 条，经清洗与补

全，可以辨识和回溯的参考文献 ７２ ５１３ 条，数据

有效率达 ９９． ９２％。 其中， 期刊类参考文献

６６ ９６８条，占参考文献总数的 ９２．２８％，它们分别

来源于 ６ ９７０ 种期刊，平均每种期刊被引 ９． ６１
次。 最早的参考文献可追溯至 １８０５ 年，最晚参

考文献发表于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０９ 年以来的参考文献

２５ ３９４条，普赖斯指数为 ３７．９２％。
为方便说明情况，现做如下规定：①将引用

的某篇论文称之为“参考文献”，将刊载该篇论

文的期刊称为“来源期刊”；②分别用 Ｅ、Ｐ 和 ＯＡ
表示馆藏电子期刊、馆藏印本期刊和 ＯＡ 期刊，
用“∪”表示对期刊资源进行并集运算，这种并

集运算用于反映几类资源的集合对参考文献

（来源期刊） 的联合保障能力；③引入“刊均被

引”指标反映某类或某种情况下期刊的质量水

平，计算方式为某类或某种情况下参考文献数

与来源期刊数之比。

２ １　 收藏研究

表 １ 分别就电子、印本和 ＯＡ 期刊对参考文

献和来源期刊的收藏情况进行统计。 其中，百
分比为馆藏该类期刊所收藏的参考文献（来源

期刊）占样本参考文献条数（来源期刊种数）的

比例；来源期刊数量所统计的期刊种数为“至少

收藏了 １ 条样本参考文献”的期刊种数，缺期的

情况将会在缺藏研究中专门讨论。

表 １　 参考文献及其来源期刊收藏统计

类　 　 别
参考文献 来源期刊

数量（条） 百分比（％） 数量（种） 百分比（％）

收藏期刊

刊均被引（次）

Ｅ ５０ ６２６ ７５ ６０ ４ ４３９ ６３ ６９ １１ ４０

Ｐ ３４ ９７２ ５２ ２２ ２ ２２４ ３１ ９１ １５ ７２

ＯＡ ９ ７３２ １４ ５３ ７４０ １０ ６２ １３ １５

Ｅ∪Ｐ∪ＯＡ ５８ ９１５ ８７ ９７ ５ １１２ ７３ ３４ １１ ５２

　 　 开放存取环境下，三类期刊对参考文献的

联合收藏率为 ８７ ９７％，在期刊资源建设方面基

本符合稳定状态理论对馆藏最佳规模的描

述［２０］ 。 电子和印本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收藏占到

参考文献总数的 ８７ ２４％。 对比三类期刊的联

合收藏率，可以看出，馆藏电子和印本期刊仍然

００８



王新才　 王海宁： 高校图书馆期刊文献保障实证研究———以武汉大学为例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ｃａｉ ＆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ｎ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是当前开放存取环境下适于武汉大学用户学术

信息需求的主要知识来源。
馆藏电子期刊收藏了 ７５ ６０％的参考文献

和 ６３ ６９％的来源期刊，是三类馆藏期刊中收藏

最广泛的，但其刊均被引也是最低的，可以推

断，不能排除数据商在打包出售的电子期刊中

捆绑了一些不受学者重视的期刊。 馆藏印本期

刊所收藏的来源期刊种类仅为电子期刊的一

半，但其收录的参考文献数是电子期刊的

６９ ０８％，且印本期刊的刊均被引高达 １５ ７２ 次。
印本期刊成为期刊资源中最受欢迎的部分，这
与图书馆采访部门对期刊遴选和复选工作的严

格把关是分不开的。 ＯＡ 期刊收藏了 １４ ５３％的

参考文献和 １０ ６２％的来源期刊，并且有着较之

馆藏电子期刊更高的刊均被引，说明 ＯＡ 期刊经

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在用户利用中占有了一

席之地，并日渐成为学术信息交流系统中重要

的高质量知识源，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组织

中应该对 ＯＡ 期刊资源建设给予特别重视。

对于 １９９７ 年之前的参考文献，印本期刊的

收藏比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类期刊（见图 ２），说明

印本期刊对过刊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印本期

刊收藏率曲线在 １９７０ 年达到 ８０ ００％的峰值之

后，总体走势是向下的，这种现象主要是由近年

来武汉大学图书馆削减外文印本期刊订阅造成

的，同时也与武汉大学外刊馆藏的馆院共建模

式有关。 电子期刊对 １９９０ 年以前参考文献的收

藏率不高于 ５１ ８８％，且大幅震荡，说明电子期

刊的过刊收藏率和稳定性不甚乐观，电子期刊

不宜作为保持文献长期存取的理想方式。 进一

步来看，由于本研究的电子期刊来源于武汉大

学图书馆的 １２０ 多个全文数据库，可以推论：购
买多个包含某个期刊的数据库，试图通过形成

电子期刊种类冗余而提高过刊收藏稳定性的做

法是不可取的。 ＯＡ 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收藏率

随时间缓慢增长，对 １９９０ 年以前参考文献的收

藏率波动较大，其后波动减弱，在 ２００２ 年达到

１９ ６０％的峰值后逐渐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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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类期刊及其联合对近 ５０ 年参考文献的收藏率

　 　 ２０００ 年以来，尤其是 ２００６ 年以后，用以反

映用户文献需求的参考文献数量曲线加速上

升，表明用户对该时段参考文献的需求快速增

长。 如图 ３ 所示，电子期刊曲线对参考文献曲线

跟随度很高，说明在应对用户需求的快速增长

时，电子期刊最有可能给予用户正反馈，面对可

能产生的新的研究热点和领域，电子期刊满足

用户需求的可能性最大，这种现象与图书馆对

全文数据库广泛而大量的采购有关。 参考文献

曲线加速增长时，印本和 ＯＡ 期刊并未表现出加

速增长的特征，说明在应对用户需求的快速增

长时，印本和 ＯＡ 期刊潜力有限。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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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类期刊及其联合对近 ２０ 年参考文献的收藏情况

２ ２　 缺藏研究

参考文献缺藏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该来

源期刊种类缺藏（缺刊），另一种是该来源期刊

入藏，但该刊的收录年代未包含某个样本的年

代（缺期）。 表 ２ 对以上两种情况所致参考文献

与来源期刊缺藏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百分比为

缺刊或缺期的参考文献（来源期刊）占样本参考

文献（来源期刊）总量的比例。

表 ２　 参考文献及其来源期刊缺藏统计

类别 原因
参考文献 来源期刊

数量（条） 百分比（％） 数量（种） 百分比（％）

缺藏期刊

刊均被引（次）

Ｅ

缺刊 ８ ７４４ １３ ０６ ２ ５３１ ３６ ３１ ３ ４５

缺期 ７ ５９８ １１ ３５ ９６４ １３ ８３ ７ ８８

电子综合缺藏 １６ ３４２ ２４ ４０ ３ ４９５ ５０ １４ ４ ６８

Ｐ

缺刊 ３１ ９１９ ４７ ６６ ４ ７４６ ６８ ０９ ６ ７３

缺期 ７７ ０ １１ ３６ ０ ５２ ２ １４

印本综合缺藏 ３１ ９９６ ４７ ７８ ４ ７８２ ６８ ６１ ６ ６９

ＯＡ

缺刊 ５６ ５４２ ８４ ４３ ６ ２３０ ８９ ３８ ９ ０８

缺期 ６９４ １ ０４ １１６ １ ６６ ５ ９８

ＯＡ 综合缺藏 ５７ ２３６ ８５ ４７ ６ ３４６ ９１ ０５ ９ ０２

Ｅ∪Ｐ∪ＯＡ

缺刊 ５ ７５６ ８ ６０ １ ８５８ ２６ ６６ ３ １０

缺期 ２ ２９８ ３ ４３ ４２３ ６ ０７ ５ ４３

综合缺藏 ８ ０５４ １２ ０３ ２ ２８１ ３２ ７３ ３ ５３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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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缺刊所致参考文献缺藏的情况

更加严重。 对于电子期刊，缺刊和缺期所致参

考文献缺藏数量较为均衡，缺刊的刊均被引不

及缺期的一半。 但是由于电子期刊成库采购的

特殊性，造成缺期的原因可能是：①数据库本身

存在着期刊连续性方面的质量缺陷；②图书馆

所购买的数据库收录时间较短，未包含一定年

限之前的资源，或图书馆未购买对应的过刊库。
第一种情况下，单个图书馆基本没有影响电子

期刊收录连续性的能力，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在
图书馆进行集团采购时，通过图书馆联盟及其

相关专家组织向数据库商施压。 但在一般情况

下，在数据库采购协议所约定的收录年限内，电
子期刊的连续性是有一定保障的，所以第二种

原因是造成缺期的主要原因。 面对电子期刊建

设的复杂性，图书馆不能单独从缺期或缺刊的

角度分析电子期刊建设对策，而应从馆藏期刊

建设全局的角度，在严把数据库质量关的基础

上，对各数据库期刊收录的范围和年代进行精

确的分析，结合数据库的报价，寻找预算内符合

用户需求的最优数据库组合。
对于印本期刊，缺期参考文献仅占样本的

０ １１％，表现极为突出，反映出图书馆印本期刊

连续性建设工作水平较高。 缺刊的刊均被引是

缺期的三倍多，所以，在获取期刊电子版本的代

价过高时，仍旧可以通过补充高质量印本期刊

的种类来进一步提高保障率。 与此同时，图书

馆还不得不考虑新增数据库时一些印本期刊被

要求捆绑订购的情况，并及时停订与捆绑印本

期刊重复的印本订阅。
对于 ＯＡ 期刊，缺刊所致参考文献缺藏也远

远多于缺期所致参考文献缺藏，这可能是多种

原因造成的：众多 ＯＡ 期刊并未进入学者研究的

视野，学者对 ＯＡ 期刊存有一定偏见，以及 ＯＡ
期刊的学科发展不够均衡等。 为进一步促进学

者对 ＯＡ 期刊的利用，图书馆在整合、推广 ＯＡ

期刊的同时，应提请和推动学校或高校图书情

报工作委员会及早制订相关开放存取政策，以
促进 ＯＡ 运动在我国健康有序发展。

为进一步研究两种缺藏原因对参考文献缺

藏的影响，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统计了两种缺藏情况

占样本参考文献的比例。 总的来看，Ｅ∪Ｐ∪ＯＡ
缺期曲线在图 ４ 中介于 ＯＡ 和电子期刊缺藏曲线

之间，且绝大部分在 １０％以下，该曲线 １９９０ 年之

前参考文献的缺藏率波动较大，１９９０ 年之后的参

考文献缺藏率逐渐走低；Ｅ∪Ｐ∪ＯＡ 缺刊曲线位

于图 ５ 各曲线最下方，维持在 １０％左右。 对比 Ｅ
∪Ｐ∪ＯＡ 的缺期和缺刊曲线发现，缺期对缺藏的

影响力相对较小，但缺期往往是隐性的，收录范

围缺失的期刊在各资源间的重叠率不高，不易补

救，所以图书馆需要甄别缺期期刊，并进行有针对

性的补救，这是提高收藏率的重点和难点。 电子、
印本和 ＯＡ 期刊之间种类的重叠，以及电子数据库

之间的种类冗余对期刊种类缺藏的补救，使得 Ｅ∪
Ｐ∪ＯＡ 缺刊曲线位于图 ５ 最下方。

图 ４ 中电子期刊的走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上文分析得到的电子期刊缺期的两个原

因：通过观察缺期所致参考文献缺藏占样本参

考文献的比例，发现 ２００２ 年以来，电子期刊的缺

期水平低于 １０％，近十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现刊

数据库在期刊连续性建设上总的质量缺陷的平

均水平为 ５ ８６％—９ ５６％———现刊数据库在期

刊连续性上是有一定保障的，但保障水平难以

令人满意，某些数据库商会通过夸大数据来影

响图书馆的决策①，这一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

视；而 １９６５—１９９０ 年间的缺期比例基本分布在

３０％—５０％的区间内，这说明大量的缺期情况是

由图书馆未购买相应过刊库所造成的。
图 ５ 中印本期刊缺刊比例在 １９９０ 年后快速

而持续地攀升，说明印本期刊的种类明显减少，
并有持续减少的趋势。 结合上文得出的“购买

０ １１

① 此观点整理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２４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大学图书馆的未来———中美大学图书馆馆长

研讨会”中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何义壮（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ｊｄｒａ）所做的大会报告，报告题为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ｏｕｒ ｏｐ⁃
ｔｉｏｎｓ：ｇｅｔ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ｂｉｇ ｄ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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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数据库也未必能够提供足够可靠的过刊收

藏率”的结论，图书馆是否应从更加精确的角

度，重新审视图书馆电子期刊与印本期刊的协

调发展策略，确保现在的停订不会影响日后对

过刊的保障。 ＯＡ 期刊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连

续性建设普遍较好，但现在还不能替代绝大部

分本地用户习惯和偏好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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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缺期所致参考文献缺藏占样本参考文献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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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缺刊所致参考文献缺藏占样本参考文献比率

２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１）虽然研究样本限于 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论文，
但来源期刊出版时间并未止于 ２０１３ 年，而是延伸

到了 ２０１４ 年，致使各曲线最右端出现了“小尾

巴”。 经回溯，样本包含 ７ 条来自 ２０１４ 年的参考

文献，其中 ４ 条出自武汉大学，其中包括了刊载

已发表的会议论文（编号 １、２、７，见表 ３）、提前在

线发布（编号 ３、４）和印本出版延迟（编号 ５、６）三

种情况。 由表 ３ 可知，其中 ６ 条参考文献可通过

电子期刊获取，虽然武汉大学订购了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和 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这三种期刊的印本，但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这
些印本尚未到馆，计为缺藏。 通过表 ３ 可以看

出，电子期刊更加符合用户对参考文献及时获取

的要求，并且更有利于本地化的学术信息交流。

０ １２



王新才　 王海宁： 高校图书馆期刊文献保障实证研究———以武汉大学为例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ｃａｉ ＆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ｎ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表 ３　 ７ 条 ２０１４ 年出版的期刊类参考文献详表

编号 第一作者 期刊名称
期刊出

版时间

首次发

表时间

收藏与否

电子

期刊

印本

期刊

ＯＡ
期刊

发文机构

１ Ａｋｂａｒｉ Ｖ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０６ ２０１３ ０８ √ × × 特罗姆瑟大学

２ Ｌｉａｏ Ｆ Ｈ Ｆ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０５ ２０１２ ０９ √ × × 犹他大学

３ Ｐａｎ Ｊ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０１３ ０１ × × × 武汉大学

４ Ｑｕ Ａ Ｐ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０９ ２０１２ ０９ √ × × 武汉大学

５ Ｘｉｅ Ｑ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０１２ ０７ √ × × 杭州师范大学

６ Ｚｅｎｇ Ｗ Ｚ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４ ０２ ２０１３ ０６ √ × × 武汉大学

７ Ｚｈａｎｇ Ｌ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０１ ２０１３ ０２ √ × × 武汉大学

　 　 （２）武汉大学图书馆重视 ＯＡ 期刊的推广

和整合，在数据库列表中提供了若干 ＯＡ 期刊平

台、ＯＡ 资源发现平台和机构库链接的同时，将
ＤＯＡＪ、Ｊ⁃ＳＴＡＧＥ 和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Ｐｒｅｓｓ 等 ＯＡ 期刊数

据库的链接嵌入到 ＥｘＬｉｂｒｉｓ 电子期刊管理系统

中，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用户的检索和利用。
由于图书馆导出的后台数据中包含了这几个库

的 ＯＡ 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馆藏电子期刊

的收藏率。 由于 ＯＡ 期刊所具有的“存取”而非

“拥有”的特性与所购买的电子期刊没有实质性

区别，并且在用户的检索和利用上也没有区别，
因此，将已经嵌入图书馆馆藏系统的 ＯＡ 期刊视

为本馆馆藏而进行研究没有不妥之处。
（３） 本文利用经过改进的引文检查法对

６６ ９６８条期刊参考文献进行了研究。 实验过程

中需 要 人 工 处 理 的 情 况 仅 占 样 本 总 量 的

３ ７８％，极大地降低了人工检查的工作量。 实验

结束后对结果进行等距抽样（样本容量 ｎ ＝ １００，
抽样距离 Ｋ ＝ ６６９），并对抽样样本的三类期刊收

藏情况进行人工查询， 发现匹配正确率达

９７ ００％，错误的三条参考文献均为混合 ＯＡ 期

刊非完全开放存取期间的部分开放文章。 实验

证明，这种多字段匹配的以年为检查单位的引

文检查法，可以避免小样本的缺陷，在保留样本

特征的同时，帮助研究者准确、省力地研究大样

本。 但由于混合 ＯＡ 期刊开放政策多样，该方法

也存在着不能反映混合 ＯＡ 期刊参考文献开放

存取与否的缺陷。

３　 结论

对于 ２０１３ 发表于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和 Ａ＆ＨＣＩ 来

源期刊上以武汉大学为第一单位文章的期刊类

参考文献，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三类期刊资源联

合保障率为 ８７ ９７％，对这些参考文献的来源期

刊的联合保障率为 ７３ ３４％。 作为 ＣＡＬＩＳ 华中

地区中心和 ＣＡＳＨＬ 华中区域中心，总体上看，武
汉大学图书馆在数据库和印本期刊遴选、印本

期刊连续性建设和 ＯＡ 期刊整合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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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开放存取环境中，馆藏电子和印

本期刊仍然是适合武汉大学用户学术信息需求

的主要知识来源。 电子期刊以其收藏广泛、种
类全面、方便灵活的优势，促进了及时的、本地

化的学术信息交流，是对用户学术信息需求保

障能力最高，也是对用户新的学术信息需求保

障潜力最大的资源。 但是也应看到，集成全文

数据库存在着期刊良莠不齐的现象，对过刊保

障的能力和稳定性较差，且普遍具有一定的连

续性缺陷。 印本期刊优势在于质量高、连续性

好，但也存在着收藏范围较窄的缺点，不能满足

用户快速增长的多样化的信息需求，近年来保

障能力持续走低。 开放存取作为学术期刊的一

个发展方向，ＯＡ 期刊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着巨

大的进步，虽然现阶段未成为大部分学者首选

的学术信息来源，但从其初衷和发展势头来看，
仍是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组织中需要关注的

重要内容。
在当前的开放存取环境中，高校图书馆在

期刊馆藏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仍是协调印本期

刊和电子期刊的发展。 随着高校图书馆近年来

馆藏期刊“纸转电”工作的稳步推进，印本期刊

文献保障能力持续下降。 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思

考。 ①高校图书馆的过刊保障正陷入一个怪

圈：缺乏购买电子过刊库的资金，没有足够的电

子资源保障过刊，印本期刊的大量停订又极大

地削弱了印本现刊的保障能力———无法预测未

来资金的大幅增长，也没有足够的印本现刊，高
校图书馆拿什么来保障未来的过刊？ ②高校图

书馆的社会功能正遭受侵蚀：虽然期刊馆藏“纸

转电”是大势所趋，但局部的文献保障率最优不

代表整体的保障率最优，数据库的重复购买与

印本期刊的大量停订形成鲜明对比，资金的浪

费与印本期刊的缺失，不但会影响我国整体学

术期刊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长此以往也会弱化

图书馆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
综合实验结果和分析结论，笔者认为较为

稳妥的高校图书馆馆藏期刊建设策略是：在继

续整合 ＯＡ 期刊资源的同时，制订开放存取政策

和细则，积极与国际科技界以及各国政府沟通

合作，促进建立开放获取的国际公约，共同推动

开放获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２１］ ；将馆藏期刊建

设重点放在电子和印本期刊的协调发展上。 就

武汉大学图书馆而言，未来应以本地用户的用

户学术信息需求为尺度，以本馆的馆藏发展政

策为基础，以 ＣＡＳＨＬ 为图书馆分配的馆藏期刊

重点建设学科为指导，结合馆藏购置费预算，在
对数据库质量、收藏范围和时间范围等因素进

行精确分析的基础上，优选数据库组合，用印本

期刊填补少数不能在数据库中获取或获取代价

过高的期刊种类。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笔者将

通过馆藏重叠研究，进一步探索当前开放存取

环境下三类期刊协调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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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８３， ２７（２）： １６３－１７６．

［ ９ ］ Ｌｏｐｅｚ Ｍ Ｄ． Ｔｈｅ Ｌｏｐｅｚ ｏｒ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９８３， ４４（３）： ２５１－２５５．

［１０］ Ｇａｏ Ｓ Ｊ， Ｙｕ Ｗ Ｚ． 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０５， ３１（５）： ４４９－４５５．

［１１］ Ｎｉｓｏｎｇｅｒ Ｔ 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ｉｔｏｂ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ｐｅｚ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８０， ２４（４）： ３２９－３３８．

［１２］ 黄体杨，余光岚，赖毅． 高校图书馆区域外文文献保障实证研究———以云南生物科学引文分析为例［ Ｊ］ ． 图

书馆论坛，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１）：４９－５６．（Ｈｕａｎｇ Ｔｉｙａｎｇ， Ｙｕ Ｇｕａｎｇｌａｎ， Ｌａｉ Ｙｉ．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１）：４９－５６．）

［１３］ 杨鲁捷．从研究生论文引用期刊文献的保障情况考察印本与数字期刊馆藏［ Ｄ］．郑州：郑州大学， ２００７．

（Ｙａｎｇ Ｌｕｊｉ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７．）

［１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Ｈｏｗ ｃａｎ Ｉ ｇ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ＤＯＡＪ？［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ｈｔ⁃

ｔｐ： ／ ／ ｄｏａｊ．ｏｒｇ ／ ｆａｑ＃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１５］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ｌｏｓ．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６］ ＢｉｏＭ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ｔ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 ／ ａｂｏｕｔ ／

ｃａｔａｌｏｇ．

［１７］ Ｊａｐ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ｉｔｌｅ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０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ｓｔａｇｅ． ｊｓｔ． ｇｏ． ｊｐ ／

ＡＦ０３Ｓ０１０Ｉｎｉｔ．

［１８］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ｌｏ． ｏｒｇ ／

ｐｈｐ ／ ｌｅｖｅｌ．ｐｈｐ？ｌａｎｇ ＝ 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４２＆ｉｔｅｍ ＝ ２６．

［１９］ Ｂｉｏ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ｏｌｉｎｅ．ｏｒｇ．ｂｒ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２０］ Ｓｔｅｅｌｅ Ｃ．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Ｍ］． Ｂｉｎｇｌｅｙ： Ｌｉｎｎｅｔ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８： ３４．

［２１］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０４－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ｔ． ｃｎ ／ ５ｆ００６５３ｅ８３ｂ７５３ｄ６６５３ｆ７ｂ５６ ／ ７９ｄ１７８１４７ｂａ１７４０６４ｅ０ｅ８ｄ４４５２ａ９６７３ａ

６７８４５ｆ００６５３ｅ８３ｂ７５３ｄ６６５３ｆ７ｂ５６ ／ ４ｅ２ｄ５６ｆｄ ／ １４０５１５⁃ＣＡＳ％２０ＯＡ％２０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ｄｆ ／ ａ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ｔ． ｃｎ ／ ５ｆ００６５３ｅ８３ｂ

７５３ｄ６６５３ｆ７ｂ５６ ／ ７９ｄ１７８１４７ｂａ１７４０６４ｅ０ｅ８ｄ４４５２ａ９６７３ａ６７８４５ｆ００６５３ｅ８３ｂ７５３ｄ６６５３ｆ７ｂ５６ ／ ４ｅ２ｄ５６ｆｄ ／ １４０５１５⁃ＣＡＳ％

２０ＯＡ％２０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ｄｆ ／ ａ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

王新才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王海宁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解放军 ６６０７９ 部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０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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