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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预订——图书馆软件设计的盲区

　　ABSTRACT　L ib rary acqu isit ion in Ch ina at p resen t is st ill carried on

by m ean s of the trad it ionalm ethods, i. e. on the basis of cata logs fo r invit2
ing o rders, and th is has qu ite a few draw back s . T he modern techn ica l

m ean s shou ld be u sed to develop compu ter2aided sub scrip t ion softw are, so

as to imp rove the quality of co llect io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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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图书预订过程中, 采访员通常

是根据本馆藏书建设的方针、标准, 参考有关

读者、管理人员的意见和查看同类图书的滞

架情况来确定订购的数量。但是, 无论采访、

典藏和管理人员如何尽责尽力, 在入藏新书

之中, 总有相当一部分长期无人问津, 滞留书

架, 这样经过多年积淀, 书库之中充斥着大量

的未曾外借过的品种或复本, 占据了宝贵的

藏书空间, 而读者真正需要的图书却湮没于

书海之中难以寻觅。问题产生的根源是: 我国

图书馆采集图书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征订书目

预订图书, 而诸如《社科新书目》、《科技新书

目》等主要征订书目, 为了在有限的版面之内

尽多地报道出版品种, 对其中每一种书所提

供的图书信息却寥寥无几, 且不乏宣传夸张

的成分。在如此“朦胧”状态下, 采访员仅仅依

赖多年的采购经验, 要想把握预订的准确性

和科学性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图书馆的规模

越大, 经由预订入藏的数量越多、比例越大,

问题就越严重。

这种“隔山买牛”式的图书征订方法在10

年前之所以还勉强行得通, 是因为当时出版

社的数量有限, 社会出版总量较少, 出版发行

的规矩尚存, 书价偏低, 图书馆经费相对宽

裕。现在情况不同了, 出版社与出书量猛增,

发行渠道众多, 出版竞争激烈, 加之出版秩序

混乱, 书价急剧上涨, 若再继续墨守陈规, 显

然不行。

在欧美发达国家, 虽然图书馆采集图书

的主要途径也是通过征订书目预订图书, 但

是出版商或发行商所提供的书目的信息含量

比较丰富, 这有利于采访员分析判断, 决定取

舍。而且, 如果图书到馆后, 发现订非所需, 采

访员可以按照与发行商事先达成的协议, 行

使不超过购书总量10% 的退货权。此外, 他们

预订时, 往往只订购一两册, 即使是很重要

的、读者需求较大的图书也不例外。待图书到

馆之后, 再根据实际需要, 向发行商添订。发

行商也会想方设法通过遍及各地的计算机网

络和图书仓储中心, 尽快满足图书馆这样大

客户的任何苛刻要求。

目前, 我国的图书发行尚未完全步入市

场经济轨道, 没有哪一家第二渠道的书店的

实力雄厚到能够向新华书店的垄断地位发起

挑战。没有激烈的市场竞争, 也就不存在为了

争夺客户而提供的无微不至的周到服务。因

此,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 我国的图书采

访员还无法享受国外同行们的那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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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继续忍受陈旧落后的图书发行方式的

折磨。

然而, 严峻的现实情况迫使我们不能无

动于衷, 坐等图书发行界的改革成果。购书经

费已经普遍短缺到危及图书馆生存的地步,

采访员必须将为数极其有限的经费用来购买

最急需的图书, 以满足读者最基本的、最迫切

的阅读需求。既然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 暂时

无法改变外部环境, 我们只有转变传统观念,

挖掘自身潜力, 完善预订过程, 提高预订质

量, 来缓解危机。当然, 要想做到既有准确恰

当的品种、又有合理复本配置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 至少需要了解几种情况:

(1) 已经预订、尚未到货的同类图书的

品种、数量, 它们是否可以取代准备订购的图

书;

(2) 以往出版者所出版的图书在馆藏中

的品种、数量, 过去向其预订的图书的到书

率;

(3) 馆藏中同类图书的品种、数量, 近期

内借阅的频率和趋势;

( 4) 馆藏中同类图书中缺藏 (包括损失

殆尽、库存为零)的品种、数量。

这样, 许多仅从书名看上去应该预订的

品种, 而读者的实际阅读需求十分有限, 或者

馆藏中已有足够的品种和复本能够取而代

之, 是完全可以避免预订的。即使是那些必须

预订的品种, 其复本数也可以控制在一个较

为准确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那些人为设定

的重点藏书、特色藏书以及连续性出版物的

预订过程中, 采访员往往受藏书覆盖率、保障

率、拒借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对操作起来十

分费事, 并极有可能落空的“二次采购”顾虑

重重, 只好采取宁滥勿缺的态度, 结果大笔一

挥, 使得订数与实际需求相去甚远。所以, 在

每次预订确认之前, 如果能够进行调查了解,

排除主观上的思考偏差, 将能大幅度减少无

用图书的入藏, 有效地提高预订质量, 节省大

笔的购书经费, 更有利于馆藏质量和藏书利

用率的提高。

然而问题在于, 绝大多数图书馆司职采

访工作的人员只有一两个, 每天要审阅大量

的书目, 处理很多琐碎的事务。他们无法在短

时间内, 采用传统的手工调查方式, 去一一完

成前述调查了解的任务。即使有心去做, 繁忙

的日常工作也迫使其不得不半途而废。而利

用计算机辅助预订确是个可行的办法。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数据库技术、网络技

术的引进, 使得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有了质

的飞跃。在预订、验收、分编、加工、典藏、外

借、阅览、检索、统计等图书馆的各个主要工

作环节上, 全国有数百种各图书馆自行开发

研制的管理软件在使用之中。由于国家至今

未对图书馆的计算机管理软件制订统一的标

准和规范, 各馆软件设计指导思想大多满足

于减轻劳动强度, 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内部管

理, 改善服务工作。加之受经费、设备、人员、

馆情、技术水平、隶属关系等各方面条件限

制, 这些管理软件往往是在较低水平上的简

单重复。而在诸如预订到书分析、馆藏使用频

率分析、读者阅读倾向分析等涉及文献资源

建设、读者工作等较深层次的应用, 目前尚未

出现成熟的软件。即使是国内公认水平较高

的深圳图书馆和北京息洋公司的软件, 在这

方面也几近空白。

笔者认为, 在新软件的设计指导思想上,

不仅应该充分考虑各类各级图书馆的实际需

求, 采纳当今各种最新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还应给予以往被忽视的图书预订以足够的重

视, 填补这一设计盲区, 使管理软件实现从事

务处理型到分析决策型的转变。

长期以来, 图书馆界普遍存在一种偏向:

对文献入藏之后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入藏之前

的研究。例如, 在分类学、编目学、目录学、读

者工作等方面所发表的论文总数远多于藏书

建设方面。对编目数据, 有一系列极其严格的

国际、国家标准以及机读目录通讯格式进行

规范和制约; 而对预订数据, 至今没有一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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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金秋时节, 秋高气爽, 珞珈山下, 嘉宾云

集。经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 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王宽诚

(香港)基金会资助, 由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

总公司上海公司共同主办的“’96信息资源与

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9月3日

—6日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 湖北省省长助理

王少阶教授、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楼兆美教授、美国 P rof. A. D ebon s、P rof.

Hw a2W ei L ee 等领导和著名学者出席会议,

并作了重要讲话和学术报告。来自美国、日

本、韩国、约旦等国家或地区和中国25个省、

市、自治区的21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通过大

会报告、分会宣讲和讨论, 以及电子出版物的

现场演示等活动, 代表们各抒己见, 广泛交流

研究成果, 充分发表学术见解, 对信息资源与

码的统一标准, 甚至连数据项的最低数量都

没有作过任何规定。即使在探讨如何应付购

书经费短缺这一热门话题时, 人们的注意力

也往往集中在“丢外保中”、“丢书保刊”、削减

复本、调整布局、缩短借期、扩大财源、有偿服

务等改良性措施上, 尚未触及问题的关键

——如何创造条件, 提供手段, 使决定花钱的

人在每一次订购决策时, 能够切实地把有限

的购书经费花在必需之处。其原因, 一是不专

门从事采访工作, 没有采访经验, 缺乏亲身体

会, 未能发现问题的要害, 二是真正了解内

情, 有切肤之痛的采访员们却又终日苦于应

付繁忙琐碎的日常事务, 无暇提笔撰文, 参与

讨论。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据通讯网络的普

及, 和对文献资源共享的期冀, 图书馆界对书

目数据库的标准化越来越重视, 许多馆都在

着手按照《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进行新书

编目和原有数据库的改造。M A RC 之所以重

要, 不仅在于它为各种文献提供了国际通用

的编目标准, 为远程数据交换、联机编目、联

机查询制订了统一的通讯格式, 也不仅在于

对题名、责任者、出版者、丛编、附注等字段描

述比过去更加全面、更加详尽, 还在于它新提

供的记录状态、记录类型、书目级别、层次等

级、读者对象、图表代码、内容特征、会议代

码、纪念文集、索引指示、文学体裁、传记代

码、文献类型等数据字段、子字段, 从各种角

度更加深入细致地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软

件设计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比传统的著录格

式多出数倍的检索点, 设计出具有强大灵活

的检索、统计、分析和预测功能的软件, 将

M A RC 的作用范围从编目数据延伸至预订

数据, 设计出图书预订辅助软件, 消除图书预

订中这个盲区, 最终为采访员提供称心如意

的图书预订辅助工具。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扩

展视野, 开拓思路, 不仅能有效地改善现有馆

藏的使用, 而且可有效提高馆藏的质量, 也许

还能够为有效地缓解购书经费短缺寻找一个

切实可行的办法。

顾　阳　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采编部

主任。通讯地址: 南京市18信箱。邮编, 210018.

(来稿时间: 1996. 8. 6。编发者: 翟凤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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