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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期刊作为文献载体的一种, 由于信

息量大、新、快,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人

统计,“从科技期刊方面获得的情报, 占整个

情报来源的 65%～ 80% ”[1 ]。本文旨在弄清

我国农业期刊资源的现状, 以便开发其信息

价值, 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1　我国农业期刊资源的现状

据 1992 年对全国 107 个农业机构拥有

农业文献的调查, 共有中外文期刊 316409

种, 占它们拥有书刊总量的 6. 25% (见表)。

其分布状况和特点有 4 个。
表　全国农业系统中外文期刊收藏统计

单位: 种

文种 中文 西文 俄文 日文 其他 总计

现刊 62404 17162 2494 3037 74 85171

过刊 163977 44521 13760 8817 166 231238

合计 226381 61683 16254 11851 240 316409

注: 含机构间重复。

1. 1　期刊分布的地域差异大

全国 6 个大区中, 华东农业期刊的收藏

量最大, 为 82610 种, 占全国的 26. 1% ; 其次

为华北 65276 种, 占 20. 6% ; 中南 56887 种,

占 17. 9% ; 东北 44595 种, 占 14. 1% ; 西北

40199 种, 占 12. 7% ; 西南偏少, 只有 26842

种, 占 8. 5%。西南区农业期刊的拥有量不足

华东区的三分之一。我们从经济地理的角度,

一般将全国划分为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三大

经济地带, 可以看出农业期刊分布与各地区

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成正比, 即

农业期刊比较聚集的地区也就是经济发展比

较快的地区。华东经济较发展, 农业期刊较

多; 西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农业期刊较少,

属期刊贫乏区。
1. 2　各系统各单位拥有的期刊量不均衡

全国参加调查的农业院校 40 个, 占参调

单位的 37. 4% , 却拥有农业期刊 185366 种,

占总量的 58. 6%。参加调查的科研单位有 67

个, 占参调单位总数的 62. 6% , 而期刊的收藏

量为 129951 种, 占总量的 41. 4%。高校系统

拥有的农业期刊多于科研单位, 然而前者以普

及性基础性的刊物居多, 提高性质和研究性质

的期刊收藏优势仍在科研单位。科研单位之间

期刊拥有量的差别之大, 远较农业院校为甚。

少数单位拥有期刊比较多, 在全国农业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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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中居前一、二位的都有科研单位。如中国

农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拥有现刊 3174 种,

居第一位; 过刊 9618 种, 居第二位。承担中国

农业中心图书馆任务的中国农科院文献信息

中心, 期刊资源较雄厚; 一些基层单位和省研

究所图书馆, 规模较小, 经费投入少, 期刊收藏

量均偏低。高校系统图书馆相对独立性大, 规

模彼此比较接近。由于教学需要的期刊面广量

大, 因而在总数上超过科研系统。
1. 3　外文期刊偏少

全国农口收藏中文期刊 226381 种, 占收

藏期刊总数的 71. 55% ; 收藏外文期刊 90028

种, 占总数的 28. 45%。期刊主要由西文、日

文、俄文构成, 它们分别占期刊总数的 19.

49%、3. 75% 和 5. 14% ; 其他语种则更少, 只

有 240 种, 占总数的 0. 07%。另如 1992 年寄

购的现刊有 85168 种, 中文期刊 62404 种, 占

总数的 73. 27% ; 外文期刊 2276 种, 占总数

的 26. 73%。而中国科学院情报系统各单位

收藏的期刊中, 中文期刊占 37. 7% , 外文期

占 62. 3%。两相对比, 全国农业系统收藏外

文期刊的比例明显偏低。
1. 4　期刊占整个农业文献的比例偏低

这 107 个农业机构中具有信息量大、出

版周期短、内容新颖等特点的期刊只占拥有

书刊总量的 6. 25%。这大体反映了全国拥有

农业期刊的现状。有些单位拥有期刊的比例

更低。如宁夏农科院图书馆, 期刊收藏只占整

个馆藏文献的 5. 2% , 福建农学院图书馆图

书与期刊入藏种数的比例为 27∶1。而据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各单位 1991 年的调

查, 其收藏的期刊种数占收藏总文献量的

69. 6% , 期刊为全院的首要情报源。两相对

比, 农口系统收藏的期刊, 比例太低了。

2　制约农业期刊增加及开发利用的主要问

题

农业期刊资源的这种状况是怎样造成的

呢? 笔者认为与下列因素分不开:

(1) 文献购置费严重不足, 期刊价格猛

涨。从农口的情况看, 高校系统用于购置文献

的经费普遍达不到学校事业费的 5% , 一般

只能达到 2%～ 3% , 有的更少。如哲里木畜

牧学院图书馆 1992 年文献购置费仅为 2. 4

万元, 占该校教育事业费的 0. 7%。科研系统

的绝大多数单位与此大体相同。各省农科院

和所级图书馆大都隶属于情报研究所, 是图

书情报合一的体制。与高校图书馆比, 自主权

小, 经费少, 订购期刊自然更少。

据中国农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统计, 1986

年订购的原版期刊, 每种平均 304. 4 元, 到

1995 年即达 1881. 2 元。1995 年比 1986 年每

种刊平均上涨 1576. 8 元, 为 1986 年的 5. 18

倍。1988 年中国农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寄购的

外文原版期刊订价 1000 元以上的共有 68

种, 占当年所订购期刊总数的 5% , 其中最高

期刊的价格为 4435 元, 且仅有一种, 即

“P lan t and So il”; 到 1995 年, 每种刊的平均

价格都接近两千元, 其中价格万元以上的有

25 种, 最高的达 31230 元, 为荷兰出版的

“A cta Ho rt icu ltu rae”。由于期刊价格过猛过

快地持续上涨, 各单位用于购刊的经费虽逐

年有所增加, 但赶不上刊价的上涨, 致使订购

期刊的品种逐年减少。全国农业系统 1989 年

订购外文原版期刊 2109 种, 到 1993 年下降

到 1655 种。近两年情况更加严重。1994 年外

汇汇率并轨和增值税两项使期刊价格上涨

60% 左右。

(2) 国内出版的农业期刊比重偏小, 对

外国期刊引进率偏低。这是期刊占整个农业

文献的比例偏低和外文期刊偏少的直接因

素。截止 1988 年 10 月底, 拥有国内统一刊号

正式出版的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有 3144 种,

其中归属于农业和林业的为 394 种, 占全国

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总数的 12. 5% [2 ]。我国

对国外文献的引进率不高。每年引进的文献

信息量只有当年世界文献信息量的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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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引进率为 14% , 期刊的引进率为

16%。农业期刊的引进率更低。世界农业连

续出版物从 1988 年的 1. 1 万种增至目前的

1. 4 万种。据 1993 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编制的《外国报刊目录》, 有选择的收录外国

农业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生物学期刊共计

3387 种, 但同年我国农业系统 99 个单位订

购农业类外国原版期刊 1363 种, 占该《目录》

收录同学科期刊数的 40. 2% , 占世界农业期

刊 1. 4 万种的 9. 74%。外国原版期刊价格猛

涨使引进外刊的单位日减, 引进的数量日少。

大的单位尚能引进几种, 小的单位往往停购,

使引进外刊的品种和总量下降, 也增加了各

单位之间拥有外刊数量的不平衡。

(3) 由于缺乏宏观有效的统筹与协作,

致使部分期刊的订购重复率偏高, 而又有一

些学科、语种的期刊少订或不订, 使遗漏增

大。期刊覆盖面降小。

我国农业期刊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和一些大城市, 西部比较贫乏。长期以来从中

央到地方各系统 (条)、各单位 (块)条块分割,

各自为政, 形成文献资源严重重复又有不少

遗漏。近年来这种现象更显突出。据《全国农

业系统图书馆 1993 年预订外国及台港期刊

联合目录》, 同一种期刊订 2 份以上的有 807

种, 占总订种数的 49% ; 3 份以上的共 473

种, 占订购总种数的 28. 4% ; 10 个以上单位

重复订购的有 82 种, 其中Ho rtScience”有 40

个单位重复订购。一些语种偏小、国家偏小、

专业偏窄、价格偏高的农业期刊订购的单位

很少或无人问津, 致使孤本和漏订的现象增

加。据对两次全国农业系统联合预订目录的

统计, 1989 年孤本刊为 986 种, 占订购总数

2109 种的 46. 7% ; 而 1993 年为 848 种, 占订

购总数 1655 种的 51%。经过 4 年, 订购期刊

总种数减少 454 种, 孤本期刊的比例上升

4% [3 ]。中国农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1993

年订购孤本刊 444 种, 占全国农业系统联合

目录中孤本刊总数的 52. 4% , 到 1995 年因

不堪涨价重负, 已砍掉 133 种, 这些期刊均属

其他单位未订期刊。

经费不足造成的农业期刊订购锐减必然

导致文献保障率的降低。发达国家的文献保

障率在 90% 以上; 而我国外文农业文献的保

障率原来就不足 40% , 这几年更低。

3　开发期刊资源, 提高文献保障率

根据农口期刊资源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 应尽快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笔者以为有

以下方面可供参考。

(1) 从根本上说, 只有加大投入、大幅度

提高期刊收藏的比重和绝对量是改善上述状

况的好办法。为此必须提高有关人员, 特别是

有关领导对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期刊是研究、

教学人员最基本的情报源。特别是在科研单

位和高校部门服务的高中级专业人员迫切需

要能及时了解到本专业研究领域的最新信息

和先进技术, 图书情报部门只有提高科技期

刊馆藏比例和绝对量, 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王化源同志 1990 年对

9 种农业期刊引述文献类型统计表明, 引用

期刊所占的比率为 71. 6% , 图书占 24. 3% ,

其他文献占 4. 1% [4 ]。期刊的情报价值远远

高于其他文献类型。另据东北农学院有关同

志对 1980 年～ 1987 年读者引用文献类型统

计, 在被引用的文献中, 外文期刊占总数的

48. 4% , 中文期刊占 29% , 图书占 16. 7% , 非

书刊资料占 5. 9%。在各类型引用的文献中,

期刊引文占引文总数的 77. 4% , 其中外文期

刊引文量为中文期刊的 1. 67 倍, 居首位。这

说明期刊特别是外文期刊是科研、教学的主

要参考文献[5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期刊以它信息短、

快、新的特点越来越显示出生命力。我国农业

科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缩小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 就得吸收当代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成

熟的技术, 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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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 解决农业增产中科技份额不高的问

题,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富含情报信息的外文

期刊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英文文献, 占了当

今科技文献的 70%～ 80%。应想办法加大投

入, 在今后的书刊采购中扩大期刊的收藏量,

提高期刊特别是外文期刊的收藏比例。

(2) 应有一笔紧急财政拨款, 迅速到位,

确保全国和区域性的期刊资源保障中心需

要。科技期刊的收集最忌中断, 然而由于经费

不足, 很多重要期刊中断订购, 并呈继续扩大

的趋势。目前国家财力不足, 大量增加经费是

不可能的, 但在全国和重要地区确保一两个

农业期刊的重点收藏单位是可以办得到的。

为此, 呼吁国家有关部门把有限的经费倾斜

到农业期刊重点收藏单位, 使国内濒危的重

要期刊品种不致灭绝, 另外在世界文献量不

断增长、刊物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还要再

精选和补充一部分农业方面重要新刊。

(3)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要提高期刊的

保障率, 只能从降低复本率和减少遗漏着手。

农口各单位必须联合起来, 统筹协调, 合理布

局, 建立期刊网络, 互通有无, 实现资源共享。

首先应建立一个权威的全国一级的宏观调控

机构。它应在农业部统一领导下, 具有指令

性、法律性的协调功能, 对农业期刊的采购、

收集、布局、服务方式、利用手段及程序等商

定出可行的办法, 使全国农业期刊网络有效

地运转起来。这个网络的工作应把握住以下

环节:

首先要协调采购。这在外文原版期刊的

采购上尤为重要。由于外刊价格昂贵, 各单位

购书刊经费的大部分都用于购置外刊。如何

用好这笔经费, 开发更多的外文期刊品种就

成为协调重点。协调中要防止核心刊复份过

多, 而一些语种偏小、专业偏窄、国家偏小、价

格偏高的期刊无人订购的现象。在保证订好

专业核心期刊的前提下, 也要尽量多地采购

农业及相关学科的期刊品种。

其次, 加强国际国内期刊交换工作, 丰富

期刊资源。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 交换尤为重

要, 而且可获得商业途径无法得到的出版物。

目前农业系统已有不少机构与国外建立期刊

交换关系, 今后应积极主动地力争获得品种

更多的连续系统的各国有价值的出版物。要

注意通过各单位出国访问学者、留学人员与

国外有关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促使期刊

交换工作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国内交换侧重

于内部期刊和非卖品。对于交换获得的不适

宜本单位本专业收藏的期刊, 可开展对口转

让“二次交换”工作, 也可以将交换户介绍给

国内有关单位。要重视对交换获得期刊的管

理、开发和利用。

其三, 重视非正式出版物的收集与利用。

非正式出版物也称“灰色文献”, 具有内容复

杂、信息量大、形式多样、报导范围专深、出版

周期快等特点, 是了解学术动态的十分重要

的参考资料, 是期刊资源的重要补充。然而由

于它的流通渠道特殊, 获取不易, 往往通过正

常渠道难以获得。加之加工整理手续繁杂, 费

时费工, 很多单位不愿花大气力收集, 或收藏

了闲置搁弃, 致使这类文献资源浪费。据粗略

估计, 全国仅农业系统地区以上的内部农业

刊物就不下百余种。应重视非正式出版物的

收集、开发、利用工作。应将这类资料纳入协

调布局总体规划, 建立相应制度, 确保合理收

藏和各种利用渠道的畅通。

其四, 目前有较多的地区计算机设备很

少, 通讯落后。在这里实现资源共享还靠手工

检索, 因此编制各种类型的联合目录是实现

开发利用期刊资源的首要工作。各单位首先

编制自己馆藏的期刊、非正式出版物的目录,

进而编制全网络的这两类联合目录。同时每

年可编制一本外文原版期刊预订联合目录。

让读者对网络各馆的期刊资源做到“共知”而

后“共享”。有条件的地区和大馆可有计划地

引进现代技术设备, 采用计算机、光盘系统及

现代通讯技术, 提高文献的传递效率, 率先建

立机读期刊、非正式出版物目录数据库。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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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田 上 的 文 化 绿 洲
——大庆市图书馆事业 30 年

　　ABSTRACT　T here are 1607 lib raries of variou s k inds w ith a co llec2
t ion of 5. 46 m illion cop ies of lib rary m ateria ls and 4. 6 cop ies per cap ita l.

A t p resen t,w ith the bu ild ing of lib rary netw o rk as the cen tra l task, a char2
acterist ic of its ow n has been gradually fo rm ed in co llect ion developm en t,

personnel t ra in ing, in2service educat ion, a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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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大庆是一座以石油天然气工业、石油化

学工业为主导的新兴城市。人口 96 万, 面积

5500 平方公里, 分布着 50 多个大型企业, 这

些企业集团构成了整个大庆的经济主体, 并

以年产原油 5500 万吨, 年上缴国家利润近

50 亿元的速度前进着。

大庆图书馆事业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

面。目前, 大庆共有图书馆 1607 所, 馆舍面积

达 7. 6 万平方米, 藏书 546. 4 万册, 年均接待

读者 450 万人次, 借阅书刊 1100 万册次。每

个居民占有藏书 4. 6 册, 年人均借书 10 册

次, 这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大庆图书馆事业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

(1) 起步阶段 (1960～ 1970 年)

1960 年石油会战初期, 大庆工委就决定

筹建图书馆, 但当时负责筹建图书馆的只有

以本馆馆藏为基础, 再吸收补充其他单位的

馆藏, 最后形成全网络的联合目录数据库, 使

期刊资源的开发利用更迅速有效。在网络的

运行中, 还须建立便于阅览、互借和各种服务

的制度。凡参加农业系统协作网络的成员单

位, 各馆应向全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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