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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期刊与其他连续出版物相比, 除了在本质

属性方面有其共性, 如文献内容的连续性、新颖性,

信息的大容量性, 文献题名的统一性, 期 (册) 编号的

系统性, 出版时间的周期性, 撰文作者的众多性等,

还有其固有的特性, 即学术研究中的探索性、研究成

果中的系统性、使用和存贮中的时效性以及开发利

用中的可行性。本文仅就此有关问题结合图书馆学

情报学学术期刊进行探究, 以推进学术期刊文献信

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1　学术研究中的探索性

所谓期刊, 是指有固定名称, 定期或按宣布的期

限出版, 并计划无限期出版的一种连续出版物。主要

刊登论文、记事和其他著述。期刊类型按其内容可分

为普及性期刊、学术性或技术性期刊、情报资料性期

刊、检索性期刊、时事政治性期刊等。其中, 学术期刊

则特指以报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基础理论

或应用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 以研究、交流和发展学

术为目的的科学信息载体。所载论文在理论上、学术

上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的期刊, 主要包括各大学学

报, 各科研单位、学会及协会等主办的学术性刊物。

1978 年以来, 我国期刊发展速度较快, 由该年

的 970 种, 发展到目前的 8315 种 (另外有 1 万种内

部期刊) , 自然科学、技术类学术期刊为 4285 种。社

会科学和交叉学科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发行

学类的学术期刊数已达 128 种。其中,《中国图书馆

学报》为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 设有“理论研究·实

践研究”、“探索·争鸣”等栏目。其宗旨是: 发表研究

论文, 开展学术交流, 提高学术水平, 发现和培养人

才, 促进中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她现已与 30 多

个国家的 200 多个学术团体建立了期刊交换关系。

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主办的《情报学报》, 是以

发表研究论文、开展学术讨论、促进学术交流、提高

中国情报科学水平为宗旨, 设有“情报学理论”、“情

报学进展”等栏目。由于两刊在一些评价指标, 如容

量、平均引文量、文种分布、时滞、引文半衰期以及资

深作者群等方面均有上乘表现, 因此被誉为我国图

书馆学情报学类权威期刊。

学术期刊的探索性, 是对某学科领域中的问题进

行探讨、研究, 在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的前提下, 用新

的观点或新的方法, 表述该学科的研究成果。近年来,

图书情报界对数字图书馆、信息产业等领域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探讨的热门话题。所

谓数字图书馆, 也有人称之为虚拟图书馆或电子图书

馆, 是一种与传统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文献信息

的传播以及文献信息服务方式等方面都非常不同的

新型图书馆。它是以有效地组织分散存贮在不同地点

的数字化文献信息, 并给用户提供一个网络环境和各

种有效服务工具, 代表着高速信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

发展的未来。加强对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

探索, 并直接应用图书情报、计算机及该学科领域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 是图书情报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与此同时, 关于信息产业的研究, 从 1992 年以来, 社

会各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据有关资料统计, 仅 29 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

以“信息产业”为题而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有数十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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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并且有人认为, 如果将“金桥”设计成信息高速公

路, 而将“金关”、“金卡”看作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应用

系统, 那么就可以说, 它揭开了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帷

幕。因此, 学术期刊就其探索性而言, 对学术研讨、交

流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

2　研究成果中的系统性

所谓研究, 是用科学方法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 学术研究则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每门

科学通常都只是研究客观世界发展过程的某一个阶

段或某一种运动形式。科研成果是在研究自然、社会

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中, 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所取得的

在理论上的阶段成就, 也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如英国

天文学家哈雷是在广泛收集和系统研究了 1337～

1698 年间各国有关记录慧星的大量文献之后, 并通

过长期有关天文学的科学观察, 首次利用万有引力

定律推算出一颗慧星的轨迹, 并预测它以约 76 年为

一个周期绕地球运转,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是

准确的。

学术期刊载文中研究成果的系统或连续性、完

善性, 是由期刊出版的连续性特点所决定的, 学术期

刊采稿范围或栏目的基本稳定, 在不同程度上集聚

了相关的作者群, 使其研究成果能适时地在有关专

业期刊上发表。如《杜威十进分类法》(简称DC) , 是

由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编著, 并于 1876 年首次在美

国出版, 它是目前世界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图书

分类法, 现已被译成 30 多种文字, 并被 135 个国家

和地区的 20 多万个图书馆所采用。我国图书情报界

对其研究从未间断过。据有关资料统计, 自 1990 年

以来, 分别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学研

究》、《图书馆》、《图书情报论坛》、《图书情报工作》等

16 种图书情报类学术期刊上有关杜威十进分类法

的研究论文, 计有 26 篇, 涉及作者 25 人 (包括一人

多文或一文多人)。按论文类型, 可分为 6 类: (1) 简

介、动态、发展; (2) 编辑与变革、出版与用户; (3) 综

合评价; (4)复分体系; (5) 与中图法的比较研究; (6)

电子化 (版)等, 从而形成研究成果的系统性。

3　使用与存贮中的时效性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文献信息资源, 其时效性有两

种形态, 即使用中的及时性和存贮中的潜在性。一方

面, 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 人们常常需要以

最快的速度获取最佳信息, 以取得最新的科研成果。

为此, 不少学术期刊在及时发排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

施, 学术期刊出版频率有所加快。就图书馆学情报学

类学术期刊而言, 大多数刊物由原来的季刊, 已改为

双月刊或月刊。如《中国图书馆学报》由原来的季刊改

为双月刊。《图书情报工作》、《中国信息导报》现均已

改为月刊。另外, 还有些刊物以增刊、副刊、进展等形

式增加刊期、增加容量或扩大影响。如《图书馆杂志》

即将推出《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 又如《图书

情报知识》编辑部协同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 在武

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积极组织和国内图书情报档

案出版发行界众多知名学者的鼎力协助下, 近期拟推

出《文献信息管理研究进展》等。另外一方面, 学术期

刊信息在存贮中的潜在形态, 表现在文献和古籍整理

上。除了需要利用当代最新的文献信息资源外, 历史

的和古文献信息, 对于其学科发展及学术研究, 也有

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些潜在的文献信息, 甚至

越古老、越稀有的信息, 越是珍宝, 这类信息通常被称

为后置信息。潜在形态的信息资源, 要转化为现实的

信息资源, 还有待开发利用, 而就其时效性而言, 属于

非时效性、后置时效性或潜在时效性。

再者, 就学术期刊被利用的频次而言, 其测定除

了老化率、普赖斯顿指数、剩余有益指标外, 通常还采

用文献老化半衰期。所谓半衰期, 原指放射性物质在

衰变过程中, 其放射性元素的核数目减少到原有的一

半所需的时间, 或在某些化学反应中, 反应物减少到

一半所需的时间。而文献老化半衰期, 则是 1960 年由

R·E·巴尔顿、R·W ·凯普勒首先提出的, 它使文

献老化研究步入了定量化。其含义为: 在文献产生以

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少被读者所利用的历时,

即文献的使用价值, 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减少。其测定

方法, 主要有文献老化同步测定法 (简称同步法)、文

献老化历时半衰期测定法 (简称历时法) 以及引文分

析法 (包括历时法和共时法)。有关研究结果表明, 一

般文献老化半衰期的下限值约为 5～ 8 年。这些为学

术期刊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时效性方面提供了一

定的理论依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文献的载

体除传统的纸质载体外, 新型载体文献近年来大量

涌现, 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和因特网的开通,

使得信息资源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图书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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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或者正向着数字图书馆的方向迈进, 同时也出

现了新型的电子期刊。我国已于 1997 年 8 月 6 日

起, 提供查询服务的“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国

信息系统”, 上网的 66 个数据库中的因特网上的电

子期刊就有 700 种, 这为学术期刊信息资源的开发

利用, 在时效性方面, 提供了有力保证。

4　开发利用的可行性

期刊的出现是在 16 世纪中叶, 但“期刊资源”一

词, 则是自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文献信息资源概

念的诞生而被提出来的, 并被人类用来作为可开发的

三大资源(物质、能量、信息) 之一。学术期刊资源开发

利用的可行性, 主要表现在它们的有用性、广泛性和可

开发性。

4. 1　学术期刊资源开发利用的有用性, 表现在不同

的时空范围内, 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就学术期刊所载论文数量而言, 本世纪以来, 基

本上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呈指数函数增长, 并且某个

学科的论文数量, 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的, 如《化学文摘》近 10 年来, 每年增长率平均为

417%。同时, 期刊资源生产的地域性, 与该国家或某

些地区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休戚相关。然

而, 学术期刊所附载的信息, 有着直接的或潜在的效

益, 并显示出双向作用: 一方面, 学术期刊资源一旦

纳入经济轨道运行, 将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

信息产业的形成;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于学

术期刊资源的开发利用, 会促使信息产品商品化和

社会化。发达国家自 70 年代以来, 经济增长因素中,

50%～ 70% 来自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科学技术的

进步。美国科学家 68% 的信息资源来自学术期刊,

而英国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70% 的信息资源也来自

相关的学术期刊。在我国, 有人根据武汉市东湖附近

各研究所及大专院校编辑出版的学术期刊的引文分

析得知, 在全部引文中, 学术期刊占总数的 65% 以

上。

4. 2　学术期刊资源开发利用的广泛性, 在于它们的

传播途径为大众传播, 其显著特征是公开性和普遍

性。

一方面, 随着期刊品种的与日俱增, 文献数量也

急剧增长。因此, 传播面也越来越广, 受传播者日益

增多; 另一方面, 就期刊的学术性而言, 由于当代科

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某门学科也不断地向边缘学科

扩展, 其内容势必相互渗透, 即某门学科的学术论

文, 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上, 以便优

势互补, 相互促进, 这也是学术期刊资源传播中的一

种发展趋势。如目前我国已有图书馆学类专业期刊

56 种, 但刊戴图书馆学方面论文的相关期刊数, 则

多达 530 余种。只有这种彼此交融, 广泛交流, 才能

做到互通有无, 以加快传递和利用速度, 使之广为传

播。

4. 3　学术期刊在利用中的可开发性, 是在信息通过

生产、流通、加工、存贮、转换及分配等过程中, 作用

于用户进行开发利用, 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一定的财

富而成为一种社会资源。

它主要表现在: 信息资源“储量”的无限性、开发

利用的多次性以及对其资源的主导性。学术期刊是

广大科技人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世界上科技文

献总量有 75% 是通过学术期刊开发出来的。在我

国, 从学术期刊中所获得的科技信息, 约占全国信息

总量的 65%～ 75%。目前全世界拥有大量的期刊信

息资源, 并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而不断产生新的期

刊信息资源。正如A ·温特斯所说:“情报富有国和

情报贫穷国的区别, 不一定在于拥有情报的程度”,

“情报作为力量的源泉, 是通过对它的利用和使它转

变成知识的广度, 而不是通过对情报的占有和对分

配渠道的控制表现出来的”。期刊信息资源在未被开

发利用时, 只有潜在的价值, 只有把它们活化, 在它

们被利用、输出等过程中, 才能产生价值的增值。其

着眼点是期刊资源有效的开发与利用, 惟有此, 才能

取得最佳效益。如湖北省农学院图书馆, 曾为

“D KLN 系列生态饲料配方”课题组提供大量有价值

的学术期刊文献。经过科研人员共同努力, 研究已获

成功, 创经济效益 216 亿元, 目前正与澳大利亚有关

公司进行合作与开发该技术, 并拟向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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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途径是结合用户需要开展用户培训。

为了开发利用文献资源, 强化信息服务功能, 公共

图书馆经常组织信息用户培训, 开展跟踪服务、定

题服务。这就为用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事实

上, 只靠图书馆单方面努力, 如果没有用户教育,

用户的信息知识、信息能力浅薄, 即使主动服务

“尽善尽美”也难以取得好的服务效果。某市图书

馆的实践证明, 结合用户需要进行用户培训, 在提

高用户的信息能力的前提下, 加速了信息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 提高了服务效果。例如, 几年前,“三

资”企业兴起时, 信息需求较为迫切, 某市图书馆

举办三资企业管理与技术人员信息知识讲座, 介

绍各种信息资源的特点、布局及方法。在这个基础

上, 该馆以“三资企业文库”为题, 编制与三资企业

相关的论文、专利、标准、文献的题录、文摘, 提供

文献信息线索。由于用户具有信息知识, 了解信息

源及检索途径, 在图书馆的配合下, 用户自己直接

选择和获取相关信息, 解决了企业管理与技术开

发的问题。该馆曾开办“厂长、经理特约服务”信息

知识讲座, 使这些特殊用户对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与使用途径有所掌握, 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效果。

近年来, 该馆举办“广告人文库”, 以广告业务人员

与企业营销人员为特殊用户群, 建立广告文库阅

览室, 集中有关内容的多种信息载体, 集外借、阅

览、检索、咨询于一体, 经过有关信息使用知识培

训后, 用户能自如地检索和获取信息, 使有关文献

得到深入的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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