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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科研工作者获取的国外信息大约 80% 来自外文期刊。由于经费紧张和书刊价格

大幅上涨等原因, 图书馆购买外文期刊的数量逐年下降。为缓解这一矛盾, 本文提出一些采购原则

程序, 并设计出计算公式来建立外文期刊的购买模型。参考文献 10。公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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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文期刊具有内容广泛、新颖、报道及时、连续

完整等特征, 而且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一般最先发

表在期刊上。因此, 外文期刊是世界上传递科学知

识、先进技术和科技动态的主要载体, 是国外最新研

究成果的信息源。它最能展示当今世界科技现状及

发展趋势, 能有效地给我们提供各个学科领域的最

新知识和学术动态, 是教学和科研必不可少的参考

资料和耳目。众所周知, 目前, 我国科研水平和现状,

在很多领域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于是外文

原版期刊就成为科研人员了解本研究领域内前沿现

状的窗口。据专家报导, 国内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信

息的大约 80% 来自外文期刊。而且, 外文期刊的读

者层次较高, 对申请科研课题、开展科学研究、撰写

学术专著等工作所起作用较大, 其利用效益往往比

中文期刊高。

因此, 我国各类图书馆每年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引

进大量的外刊文献, 以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但由

于出版物的价格以年均 25% 的增幅在递增, 特别是

外文期刊的涨幅更为惊人, 以 35% 位居出版物涨幅

的首位。在各个图书馆普遍面临经费紧张困难情况

下, 使得外文期刊的采购量逐年大幅度下降, 远远小

于需求量。近几年, 图书馆外、中文期刊经费比例也在

逐渐拉大, 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1998 年为 5∶1,

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在 1994 年的比例已达 18∶1。

外文期刊的采购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是

图书馆外文期刊管理工作的龙头, 稍有疏忽, 不但会

造成经费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

需求, 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目前, 各图书馆在采购

外文期刊时大多根据传统经验, 还缺少一套科学的

采购方法。因此, 如何根据各学科的文献需求量和文

献出版量等因素, 合理、有效、按比例地分配有限的

购刊经费, 制定一套科学的采购策略, 使图书馆各学

科外文期刊的收藏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学和科研

需要, 又能按比例、公平合理地发展, 已成为图书馆

界当前共同关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1　建议采购原则和程序

外文期刊采购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

作, 而且具有一定的不可弥补性。尤其在经费紧张的

情况下, 更应该认真仔细地制订一套适于操作的章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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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制定采购原则
要使订刊工作能够有依据、易操作、顺利、有效

地进行, 必须事先做大量的调研工作, 并结合本馆的

实际情况, 制定几条行之有效的外文期刊采购原则,

明确规定外刊的采购重点、采购程度。

采购重点应该从本馆的实际情况和外刊藏书特

色出发, 根据本校、本地区的教学、科研、经济发展和

读者需要, 规定外刊的采购范围、学科门类重点。在

图书馆购刊经费紧张、购刊量远小于需求量的情况

下, 要将有限的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应先保障重

点, 即: 先重点专业, 先专业刊, 先核心刊, 先教学、科

研用刊。

1. 2　制定采购程序
外文期刊通常每年收订一次, 时间性强, 若不认

真抓好, 就可能造成过期脱订、漏订, 影响馆藏期刊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此针对采购部门需要有一套

严格细致的采购程序, 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效用,

订购优质、实用的期刊, 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具体采用以下程序:

(1) 在平时多注意搜集信息, 掌握出版发行动

态。尤其是对与馆藏有关的出版信息进行跟踪调研,

积累第一手资料, 保证外刊采访工作的科学预见性,

提高购刊质量。根据购刊经费及刊价上涨情况, 制定

总的订刊方针, 确定外刊经费应占书刊购置总经费

的比例, 外文期刊种数增减的大致数量。

(2) 深入各专业系、教研室、研究中心等用刊单

位, 广泛吸取他们的选刊意见。将现期外刊征订目录

(包含外刊名称、国别、语种、价格等信息) 送交各用

刊单位, 请教那里的资料员、老师、教授和专家, 根据

专业设置、学科发展和科研的实际需要, 提出本单位

所需外刊目录, 并将这些刊物按照相对于本单位的

重要性排序。经系主任或学科带头人审阅同意后, 提

出第一方案, 报图书馆外刊采购部, 以便统一采购。

(3) 组织外文期刊阅览室的工作人员选刊, 并

听取他们对馆内现有外刊的意见。外文期刊阅览室

的工作人员处在为读者服务的第一线, 他们最了解

读者的阅读倾向和外刊的利用情况。最好是建立读

者借阅登记卡片, 以便于统计外刊利用情况, 更好地

掌握读者需求动态。

(4) 由外文期刊部主任将各系和阅览室的选刊

意见汇总在一起, 根据本馆馆藏核心期刊情况以及

平时了解的外文期刊借阅情况, 组织采访人员查看、

筛选、核实。严格按照订刊原则操作, 初步确定外刊

订购范围, 并计算所用款额。

(5) 根据经费情况和馆领导意见进行最后调整

和平衡, 初步确定各个学科所欲订购的外文期刊的

目录清单, 该目录至少包含外刊名称、国别、语种、价

格等信息, 并将这些期刊按照它们在各学科的相对

重要性排序。

(6) 由于经费短缺, 外文期刊的实际购买量肯

定仍然会远远小于经过初步确定的采购清单。外刊

采购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各方确定的原则, 公平、合

理、按比例地分配各科购刊经费, 最后确定出本年度

所实际采购的外刊目录清单。

以上建议的采购程序, 打破了目前图书馆普遍

采用的, 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采访人员决策方式”

的选刊模式, 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2　影响经费分配的因素

影响期刊经费分配的因素很多, 并且不同类型

的图书馆, 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针对不同类型的图

书馆, 我们仅对主要影响因素分别作一些分析。

2. 1　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面向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 其服务对象的广泛性和普遍

性决定了要满足的信息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科

学合理的采购策略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性。影

响采购的因素主要有:

(1) 本地区经济发展和读者需要。公共图书馆

的性质决定了其图书收藏必须为本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服务。这就要求外刊采购人员在采购前进行

充分调研, 弄清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科研规划, 并且根

据平时掌握的读者需求信息, 确定采购外刊学科、门

类的重点范围。被确定为重点的学科, 在外刊采购时

要重点照顾, 在购刊经费分配比例上要适当倾斜。

(2) 各科核心期刊的数量。某个学科核心期刊

的多少能够很好地反映该学科的重要性和成熟程

度。一个学科的核心期刊多,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

学科发展较成熟, 分支也较细。因此, 核心期刊数多

的学科, 购买的期刊也应该多。

(3)各科核心期刊的平均价格。正如计算机科学

类书刊的定价往往高于其他类书刊一样, 由于学科、

发行国不同等种种原因, 期刊在定价上差异很大。

考虑上述几个因素对期刊的购买策略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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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应给予不同的权重。经分析确定, 本地区经济

发展和读者需要为 6, 期刊的数量为 3, 平均价格为

1。

2. 2　高校图书馆
影响高校图书馆期刊购买的因素相对较多, 除

了上述公共图书馆的后两个因素外, 还要考虑高校

所设的重要学科点数。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硕士

点都是高等院校的重要学科点。这些学科点不仅能

够培养优秀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还能够承接省、

部、国家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为了保证创造出高水

平的科研成果, 首先应该在外文期刊供给上对这些

学科给予重点保障。

3　计算影响采购因素的方法

3. 1　基本思路
为了方便, 在这里仅以高校图书馆为例来说明

计算方法。影响高校图书馆期刊采购的诸多因素中,

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 重要学科点

数、读者人数和层次、各科核心期刊出版量、各科期

刊的平均价格。这四个因素之间具有不可比性, 对期

刊的购买策略影响程度也不同, 我们首先根据它们

的相对重要性, 给予不同的权重。经分析确定, 学科

点数为 0. 4, 读者人数及其层次为 0. 3, 核心期刊的

数量为 0. 2, 期刊的平均价格为 0. 1。然后, 采用模糊

分析的方法, 综合评定影响采购各学科外文期刊的

因素值。第二个层次为影响第一层次因素的子因素,

分别为: ①影响重要学科点数的国家重点学科数、博

士点数、硕士点数。国家重点学科是高等院校教学和

科研水平最高的专业, 所用外文期刊更应重点保障,

在采购时该因素也应予以较大的权重。博士点、硕士

点对外文期刊需求量和深度依次降低。这三者的权

重比可以定为 5∶3∶2。②影响读者人数和层次的

副教授以上人数、讲师和助教人数、博士生人数、硕

士生人数、本科生人数。他们的权重因子比为 6∶5

∶5∶3∶1。其中, 第二层各子因素之间具有可比关

系, 可以通过加权求和办法计算出相应第一层因素

的值。

3. 2　具体方法
在模糊数学上, 有一个叫做“综合评判”的数学

模型, 专门用来解决如何综合某个事物诸多不相关

因素, 最终给该事物一个相对合理、精确的综合评

价。我们采用这个模型的思想, 提出如下具体计算影

响各学科期刊采购的因素大小的方法。

设参加购买外文期刊的学科集合为: S = {S 1,

S 2, S 3, ⋯S n}, (n 为学科数) ; 影响各学科外文期刊采

购的因素集合为: F = {f 1, f 2, ⋯f m }, (m = 4, f 1、f 2、

f 3、f 4 分别为重要学科点数、读者层次及人数、核心

期刊数、期刊平均价格) ; 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为: W =

{w 1,w 2, ⋯w m }, (m = 4, 0< w i< 1, ∑
n

i= 1

w i= 1, w 1= 0.

4, w 2= 0. 3, w 3= 0. 2, w 4= 0. 1) ; 各影响因素的子因

素的集合为: f 1 = f 11, f 12, ⋯f 1g }, (g = 3, f 11为重点

学科数, f 12为博士点数, f 13为硕士点数) , f 2= {f 21,

f 22, ⋯f 2h}, (h= 5, f 21为副教授以上人数, f 22为讲师

和助教人数, f 23为博士生人数, f 24为硕士生人数, f 25

为本科生人数)。根据前面设定的权值, 子因素加权

求和, f 1= 5f 11+ 3f 12+ 2f 13,

f 2= 6f 21+ 5f 22+ 5f 23+ 3f 24+ f 25。

采用综合评判的方法, 我们定义如下影射:

f ∶F×S R

(f i, sj ) f (f i, sj ) = r ij。

其中, F、S 分别为影响各学科外文期刊采购的

因素集合和参加购买外文期刊的学科集合。R =

(r ij )m ×n是一个根据各高校的实际情况, 测得的各因

素的实际值构成的矩阵, 它的每个元素 r ij表示影响

第 j 个学科的第 i 个因素加权求和后的实测值大

小, m 为影响外刊购买的因素数, n 为参加外刊购买

的学科数。

由于影响外刊购买的各因素之间不具有可比关

系, 所以矩阵 R 中同列不同行的元素 (即影响同一

个学科的不同因素值)之间, 不能简单相加。为了综

合评判影响每个学科外刊购买的各因素的大小, 我

们对矩阵 R 作如下变换:

g∶R C

r ij g (r ij ) = cij = r ij öbj ,

其中 bj = 6
N

i= 1

r ij。

我们称变换得到的矩阵

C =

c11 c12 ⋯ c1n

c21 c22 ⋯ c2n

∶ ∶ ∶ ∶

cm 1 cm 2 ⋯ cm n

为模糊评价矩阵, 其中, cij为影响 j 个学科的第 i 个因

素值相对于影响其它学科的第 i 个因素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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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学科, 将影响其外刊购买的所有因素进

行加权求和, 可得综合评价结果向量:

D = W ×C = (d 1　d 2　⋯　d n) ,

其中, d i = 6
m

j= 1

w j cij 即为影响第 i 学科的综合因素

值。

向量D = (d 1　d 2　⋯　d n) 的每个元素值均为

小数, 为了便于下面的计算, 我们对 d 1, d 2, ⋯⋯dm

进行归整, 即: 如果它们都保留 n 位小数, 则将它们

同时扩大 10n 倍。得到向量 E = (e1, e2, ⋯⋯em )。向量

E 的每个元素值即为影响每个学科外刊购买的所有

因素的综合评价值, 它们实际决定了外刊采购时每

个学科的经费分配比例。

4　经费分配及选刊决策模型

如果严格按照采购程序操作, 当初步确定出各

个学科所欲订购的外文期刊的目录清单后 (为了本

模型的需要, 该目录清单应该至少包含外刊名称、国

别、语种、价格等信息) , 将这些期刊按照它们在各学

科的相对重要性排序 (由于经费短缺, 清单上所列各

学科的外文期刊仍然不能实际采购) , 接下来, 我们

将在以上几步讨论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公平合理的

经费分配及选刊决策模型。

有一个称为“席位分配”的数学模型, 它从每个

席位对应的人数出发, 定义了一个相对不公平指标,

将有限的代表席位逐个分配到各个小组, 结果使得

相对不公平指标值最小。该分配结果十分精确、公

平。外文期刊的价格昂贵, 也需要一本一本地落实。

因此,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购刊经费分配及选刊决策

模型。

为了便于说明模型的思想, 我们先假设只有两个

学科A 、B 参加外刊的购买, 然后再推广到 n 个学科。

设: M T 表示外文期刊当前的总购刊经费, M T

表示每选购一本外刊后剩余的购刊经费;

e1、e2 分别表示影响学科A 、B 外刊购买的所有

因素的综合评价值, 可以利用已提及方法求得;

m 1、m 2 分别表示已分配给学科A 、B 的外刊购

买经费;

P 1i: P 2i分别表示学科A 、B 的目录清单上, 排在

还未选购部分的第一位置期刊的价格。那么, 影响学

科A 、B 外刊购买的每个综合因素值所对应的购刊

经费分别是m 1öe1、m 2öe2。显然, 只有当这两个数值

相等时, 购刊经费的分配才是公平的。但是, 通常它

们不会相等, 这时购刊经费分配得不公平。不公平的

程度可以用数值ûm 1öe1 - m 2öe2 û来表示, 它衡量的

是“绝对不公平”, 但是, 从实际情况看,“绝对不公

平”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

为了改进绝对标准, 我们自然想到用相对标准。

因为m iöei 的值越大, 意味着影响学科 i 购刊的每个

因素值对应的购刊经费越多, 所以, 如果 m 1öe1 >

m 2öe2, 则学科B 是吃亏的, 或者说, 对学科B 是不公

平的。因此, 我们这样定义“相对不公平”:

若m 1öe1> m 2öe2, 则称

m 1öe1 - m 2öe2

m 2öe2
=

m 1

m 2

e2

e1
- 1 ①

为对学科B 的相对不公平值, 记做 rB (m 1,m 2)。

若m 1öe1< m 2öe2, 则称

m 2öe2 - m 1öe1

m 1öe1
=

m 2

m 1

e1

e2
- 1 ②

为对学科A 的相对不公平值, 记做 rA (m 1,m 2)。

假设学科 A 、B 已分配到的购刊经费分别为

m 1、m 2, 下面我们利用相对不公平的概念来讨论, 当

购刊经费还未分配完, 决定购买下一本刊时, 应该选

择哪一学科的刊。

不失一般性, 可设m 1öe1< m 2öe2, 即此时对学科

A 不公平, rA (m 1,m 2)有定义。当决定购买下一本刊

时,m iöei 的不等式有以下三种可能:

(1) (m 1+ p 1i) öe1< m 2öe2, 这说明即使下一本选

学科A 的刊, 仍然对学科A 不公平, 所以这一本刊

当然分配给学科A 。

( 2) (m 1+ p 1i) öe1öm 2öe2, 说明如果将下一本刊

分配给学科A , 将对学科B 不公平, 此时应参照①式

计算对学科B 的不公平值:

rB (m 1 + p 1i,m 2) =
m 1 + p 1i

m 2

e2

e1
- 1。 ③

　　 (3) m 1öe1< (m 2+ p 2i) öe2, 说明如果将下一本刊

分配给学科B , 将对学科A 不公平, 此时应参照②式

计算对学科A 的不公平值:

rA (m 1,m 2 + p 2i) =
m 2 + p 2i

m 1

e1

e2
- 1。 ④

在m 1öe1< (m 2 + p 2i) öe2 的假设下, 不可能出现m 1ö

e1> (m 2+ p 2i) öe2 的情况。

因为公平的购刊经费分配方法应该使得相对不

公平的数值尽量得小, 所以如果

rB (m 1 + p 1i,m 2) < rA (m 1,m 2 + p 2i) , ⑤

则应将下一本刊分配给学科A ; 反之, 则应将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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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分配给学科B。

根据③、④两式, ⑤式等价于

m 1 (m 1 + p 1i)
e2

1
<

m 2 (m 2 + p 2i)
e2

2
。 ⑥

并且不难证明, 从上述第 (1) 种情况, 也可推出⑥式。

于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当⑥式成立时, 要选购的下

一本刊应该分配给学科 A ; 反之, 应该分配给学科

B。若记Q k =
m K (m k + p k i)

e2
k

(k = 1、2) , 则要选购的下

一本外刊应该分配给Q 值较小的学科。

将上述方法推广到有 n 个学科参加购刊经费分

配的情况:

设影响学科 si 外刊购买的所有因素的综合评价

值为 ei, 已分配给该学科的购刊经费为m i ( i= 1, 2,

⋯, n)。当欲选购下一本外刊时, 计算:

Q k =
m k (m k + p k i)

e2
k

(k = 1, 2, ⋯, n) ⑦

则这一本期刊应该分配给Q 值最小的那个学科。计

算从m i= p i1 ( i= 1, 2, ⋯, n) 开始, 即在选购之初, 应

该保证每个学科至少购买一本外刊。

最后, 该经费分配和选刊决策模型可以归结为

以下几个步骤:

① 给每个学科选购一本外刊, 并将排在每个学

科购刊目录清单第二的期刊变为各个学科的当前期

刊。此时, 剩余的购刊经费M T′= M T - 6
n

i= 1

P i1, 每个

学科分到的购刊经费为 P i1, 即排在每个学科购刊目

录清单的第一本的价格, 并令M T = M T′。

② 判断剩余的购刊经费M T′是否小于 0, 若小

于 0, 则转步骤④, 否则, 转步骤③。

③ 计算每个学科的Q 值: Q k =
m K (m k+ p k i)

e2
k

(k

= 1, 2, ⋯, n) , 将下一本外刊分配给Q 值最小的学

科, 此时, 剩余的购刊经费M T = M T - p ij (p ij为刚选

购的外刊的价格)。同时将该学科购刊目录清单的下

一本期刊变为该学科的当前期刊。并令M T = M T′, 转

步骤②。

④ 购刊经费分配及选刊过程结束, 打印本图书

馆本年度外刊实际采购目录。

5　结果分析讨论

5. 1　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上述分析的结果是从影响外文期刊购买的主要

因素入手, 利用层次分析的方法, 对诸多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归纳。先将存在可比关系的子因素归类统计,

再对不相关的第一层诸因素进行模糊的综合评价,

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计算出影响各学科外

刊购买的综合因素值。这是一种将主、客观因素进行

整理和综合, 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的科学方法, 只

要抓住了主要的影响因素, 权重因子选择恰当, 就能

得到较为理想的结果。

在购刊经费分配和选刊决策部分, 我们采用了

“席位分配”模型的思想, 定义了衡量不公平程度的

指标“相对不公平值”, 购刊经费分配的结果使得相

对不公平值最小。因此, 结果十分精确、公平合理。

5. 2　结果的可行性
从以上几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出, 整个采购程序

严密、合理, 具有很强的可实际操作性。在计算影响

各学科外刊购买的综合因素时, 各个因素的值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统计获得, 其主要问题在于各因素权

重因子的选取, 但这可以根据经验或实际统计确定。

文献[7 ]介绍了一种集值统计法, 用以确定各因素权

重。该方法综合了多位专家的观点, 基本消除了单方

决策的“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随意性, 可供参考。

在经费分配及选刊决策模型部分, 每分配一本

期刊都需要计算各个学科的Q 值, 计算量相对繁

重。不过, 由于它的算法简单明了, 很容易开发成计

算机应用系统,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对于不同学科的订刊目录中出现同一种核心期

刊的情况, 可以这样处理: 一种方法为, 既然同一种

期刊成为不同学科都需要的核心期刊, 说明该期刊

很重要, 为了减少拒借率, 要重复订购; 第二种方法,

图书馆采购部门在平衡、调整各学科订刊目录时, 剔

除复本。将该期刊在订刊目录的排序位置适当提前,

并给该期刊作上是哪几种学科核心期刊的标记, 以

便在运用经费分配和选刊模型选到该刊时, 将因素

值取为那几个学科的因素值总和。

本采购模型同样适用于中文期刊的采购, 只是

中文期刊价格相对较低, 所需期刊一般都予以采购,

不受经费限制。对于公共图书馆, 影响外文期刊购买

的因素相对较少, 计算方法雷同, 但操作相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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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高层论坛”召开

　　由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中国图书馆学会、江

苏省图书馆学会和常熟市文化局主办, 常熟市图书馆承

办的“改革开放 20 年中国图书馆事业高层论坛”于 4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江苏常熟市胜利召开。文化部原副部

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国数字图书馆领导小组

组长徐文伯,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承志, 江苏省文

化厅副厅长王慧芬, 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

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周和平,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

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马远良,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

事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吴慰慈, 文化部社会文

化图书馆司副司长周小璞, 以及常熟市的有关领导等出

席了论坛, 并发表讲话, 表示祝贺。

参加论坛的全国图书馆界代表共 60 多人, 收到论

文 30 余篇。期间, 代表们对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图书

馆事业建设、图书馆改革、读者服务、图书馆现代化、图

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经

验及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总结分析和研究, 对 21 世纪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路向作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国家图

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周和平《关于国家图书馆的改革

思路》、上海图书馆馆长马远良《关于发展图书馆事业的

跨世纪思考》、教育部李晓明处长《20 年来高校图书馆

的资源建设》的重点发言, 站的高, 看的远, 发人深思, 深

受代表们的欢迎和好评。

论坛顺利完成了总结过去、探索未来的使命, 达到

了预期目标。其成果必将在今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

中发挥重要作用。 (里边)　　

重庆市图书馆学会召开成立大会

　　重庆市图书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于 1999 年

4 月 27 日在重庆红楼宾馆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和来

宾共计 110 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孙承鉴副馆长、中国图

书馆学会李桂兰常务副秘书长出席了会议。四川省图书

馆学会、成都市图书馆的代表以及重市文化局、市科委、

市民政局、市作协的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京、津、沪、云

南、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向大会发来了贺

电、贺信。

大会由重庆图书馆邵康庆馆长主持, 潘仁彬研究馆

员作重庆市图书馆学会章程的报告, 此后, 到会的各位

代表、来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本次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了新一届的

理事会, 共 60 名, 曹廷华任理事长, 邵康庆、陈先禄、秦

建中、宋继珍、潘仁彬任副理事长, 王宁远任秘书长。

大会期间, 代表们对重庆图书馆学会的发展方向和

工作思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对新一届理事会提出了新

的工作目标, 曹廷华理事长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就学会今

后的工作计划发表了讲话。最后, 与会代表在号召全市

干部、群众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倡议书》上签了字。

(王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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