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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整合我国书目信息的几点看法
Ξ

摘　要　为实现书目信息资源共享, 需要整合图书馆目录、出版社在版编目和新华书店征订目录,

而在版编目可以作为整合与沟通这 3 种书目信息的纽带。为此, 应改进C IP 数据质量, 完善在版编

目制度。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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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因特网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 跨时空、跨地域

快速进行书目信息检索和利用已经实现。然而, 目前

我国几个主要的书目信息服务机构所提供服务的书

目, 在著录标准、包含的项目和格式等方面还不太一

致, 直接影响到书目信息服务的质量。为此, 我们先

后走访了武汉工业大学图书馆、华中理工大学图书

馆、中科院武汉分院图书馆、武汉图书馆、武汉大学

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出版社等不同类别的单位, 以求

了解新华书店图书征订目录、出版社在版编目和图

书馆目录之间的区别, 探求产生书目信息不一致的

原因, 寻找整合出版社、书店和图书馆书目信息的途

径。现就我们在调查中了解的情况, 谈一点初步看

法。

1　新华书店征订目录和图书馆目录

信息资源共享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普遍要求。遗

憾的是, 目前我国 3 家主要的书目信息编制与利用

单位——图书馆、新华书店与出版社, 彼此还不能有

效共享图书目录信息。调查中对其产生的原因有多

种不同的意见。武汉图书馆的同志认为, 图书馆可以

直接将新华书店的征订目录作为图书馆目录使用,

为读者提供更详细的书目信息。其他多家图书馆对

此持保留意见。华中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编目人员认

为, 图书馆目录与书店征订目录及出版社在版编目,

因各自的服务对象、服务目的不同, 在揭示图书信息

方面必然会有差异, 不能相互取代。一些同志还说明

了征订目录不能取代图书馆目录的一些理由。下面,

我们以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贸易教程》

和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宠儿》两书为例, 通过比

较书店征订目录与图书馆目录的著录格式, 对他们

的观点加以说明。

《国际贸易教程》一书在《社科新书目》上的著录

格式为:

4192154⑧　国际贸易教程　　中南工大版

经济类　王启云编著

32 开　256 千字　估价: 7. 90 元

1996 年 2 月出版　 ISBN 7281020267621öF ·

118

本书⋯⋯ (详细内容提要略)

读者对象: 涉外经济工作者及大专院校财经类、

对外贸易类师生

该书的图书馆目录格式为:

29. 44　国际贸易教程ö王启云编著——长沙: 中南

W 216 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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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页; 20cm. —— (经贸系列丛书)

ISBN 7281020267621: � 　11. 00

É . 国⋯　Ê . 王⋯　Ë . 国际贸易　Ì . 29. 44

《宠儿》一书在《社科新书目》上的著录格式为:

4202425⑨　宠儿 (托妮·莫里森代表作)　中国文

学版

小说类[美 ]托妮·莫里森著　潘岳　雷格译

大 32 开　235 千字　330 页　精装　估价: 13.

50 元

1996 年 1 月出版　 ISBN 7250712032324öÉ ·

285

版权贸易合同号: 01041

本书⋯⋯ (详细内容提要略)

读者对象: 一般读者

该书的图书馆目录格式为:

47. 6352　宠儿ö[美 ]托妮·莫里森著; 潘岳, 雷格

M 4516 译.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344 页; 20CM.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ö托妮·

莫里森长篇代表作)

ISBN 7250712032324: � 14. 20

É . 宠⋯　Ê . ①莫⋯　②潘⋯　Ë . 长篇小说

　Ì . 47. 6352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目录的一些差

别:

(1) 征订目录产生于图书出版之前, 揭示的某

些项目在图书正式出版后会有变动。变动最大的是

“估价”项。据武汉大学出版社总编室的同志介绍, 图

书正式出版时,“定价”相对于“估价”的变动大致在

20% 以内。因此, 图书馆编目部门无法直接将征订目

录中的“估价”项作为“定价”使用。其次“页数”与“出

版年月”项也都可能产生变动, 有时甚至连“书名”也

有可能更改。图书馆目录产生于图书正式出版并到

馆之后, 这时候图书的各项信息都已是既成事实, 所

以编制的图书馆目录信息比较准确。如果将书店征

订目录直接作为图书馆的目录使用, 必然存在图书

到馆后众多数据的修改问题。而且, 图书馆的多个机

读目录数据库之间, 也容易因修改的遗漏而产生记

录不一致。因此, 目前图书馆编目部门都没有直接采

用书店的征订目录, 而是由自己对图书实物进行编

目。

(2) 新华书店的征订目录, 是利用空格对各著

录项目分段, 这种形式可以简化目录编制人员的工

作, 使他们不用像图书馆编目人员那样, 必须熟记并

正确使用标识符号。但是, 这样却会增加读者识别图

书信息的难度。图书馆目录是采用标识符来揭示各

著录项目的内容, 能帮助读者较快找到并利用各项

文献著录信息。本着读者使用方便的宗旨, 图书馆编

目人员不主张用新华书店征订目录替代图书馆目

录。而且, 图书馆目录采用的是国家标准著录格式,

这种格式在全国图书馆和其他信息服务部门已普遍

实施, 而且与国际标准一致, 不宜更改为新华书店征

订目录格式。

(3) 书店的征订目录为吸引读者、扩大销售提

供了较为详细的内容简介, 其中难免有激起客户购

买欲望的措词。图书馆目录要求客观揭示文献内容,

直接采用征订目录的内容简介会与要求不符。此外,

如以书店征订目录作为图书馆目录, 其数百字的内

容介绍, 将会大大增加图书馆编目人员的工作量。

(4) 新华书店征订目录没有提供检索点的排检

项, 分类也比较粗略, 仅指出了所属大类, 没有给具

体的分类号。但是在信息服务中, 用户十分关切的就

是排检项。在图书馆目录中排检项是必不可少的, 例

如书名、作者、主题、分类号等, 都是读者常用的检索

点。如果用书店征订目录取代图书馆目录, 将不利读

者通过书目检索和获取文献信息。

不过, 新华书店征订目录中也有值得图书馆目

录借鉴的地方, 主要体现在“内容简介”和“读者对

象”这两个项目上。目前我国图书馆已陆续采用计算

机编目系统, 在这些系统中的书目都没有提要项, 且

读者对象项又按国家标准 CNM A RC 的规定设在了

头标区, 书目卡片上看不到。然而, 这两个项目对于

图书馆和信息服务部门的读者服务工作却十分重

要, 因此建议图书馆和在版编目部门在书目中应采

用征订目录中的这两个项目。

2　出版社在版编目数据与图书馆目录

在版编目 C IP 一般记录在出版物的版权页上,

可以用来编制各种类型的书目, 包括国家总书目、国

家新书目、发行目录以及图书馆目录等, 以达到实现

文献编目标准化, 减轻编目人员工作量的目的。那

么, C IP 数据在图书馆目录编制过程中究竟起到其

应有的作用没有呢?目前, 图书馆编目界对C IP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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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质量问题议论很多, 不少人认为此数据至多

只能做参考, 有的编目人员甚至说根本就不看 C IP

数据。事实究竟如何? 下面, 我们以《高等代数学》等

书为例, 来观察它们的在版编目与图书馆目录之间

的差异。

《高等代数学》一书的在版编目格式为:

高等代数学ö张贤科, 许甫华编著. ——北京: 清

华大学出版社, 1997

ISBN 7230220274024

É . 高⋯　Ê . ①张⋯　②许⋯　Ë . 高等代数

Ì . 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P 数据核字 (97)第 24847 号)

该书的图书馆目录格式为:

51. 44　高等代数学ö张贤科, 许甫华编著. ——北

Z285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362 页; 26CM

　　　 ISBN 7230220274024: � 21. 00

É . 高⋯　Ê . ①张⋯　②许⋯　Ë . 高等代数

Ì . ①51. 44　②51. 43

《模糊值测度论》一书的在版编目格式为:

模糊值测度论ö张广全著. ——北京: 清华大学

出版社, 1997

ISBN 7230220274928

É . 模⋯　Ê . 张⋯　Ë . 模糊集—测度论　Ì .

0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P 数据核字 (97)第 25500 号)

该书的图书馆目录格式为:

51. 96　模糊值测度论ö张广全著. ——北京: 清华大

Z269 学出版社, 1998

459 页; 20CM

　　　 ISBN 7230220274928: � 22. 80

É . 高⋯　Ê . 张⋯　Ë . ①模糊集—测度论②

测度论—模糊集　Ì . ①51. 96　②51. 4

《从神话到现实》一书的在版编目格式为:

从神话到现实ö赵春明著. ——武汉: 武汉出版

社, 1998. 3

(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ISBN 7254302173226

É . 从⋯　Ê . 赵⋯　Ë . 经济发展—研究—东

亚　Ì . Z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P 数据核字 (98)第 26890 号)

该书的图书馆目录格式为:

28. 404　从神话到现实= F rom m yth to reality: 东

Z319 亚崛起与现代化模式ö赵春明著. ——武

汉: 武汉出版社, 1998

221 页; 20CM. —— (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丛

书ö刘吉主编)

ISBN 7254302173226: � 11. 50

其他题名: 东亚崛起与现代化模式

É . ①从⋯　②F rom m yth to reality　Ê . 赵⋯

Ë . ①经济发展　②现代化建设　Ì . ①28. 404

②F131. 041

可以看出, 在版编目和图书馆目录在著录项目、

著录格式、标识符号上都基本一致, 二者中图书馆目

录提供的信息更为详尽。通过进一步调查, 我们认为

C IP 数据的确存在质量问题, 如标识符号不准确、遗

漏著录项目、著录格式不规范等, 而最为严重的是分

类、主题检索项的错误。中科院武汉分院的编目人员

指出, 有些不好分类的书, 在C IP 中都被归入到综合

类, 造成综合类图书过于庞杂, 起不到给编目人员提

供参考的作用, 也增加了编目人员再分类的工作量。

如上述《从神话到现实》一书, C IP 数据提供的分类

号为 Z79, 但《中图法》第 3 版中只有 Z6 和 Z8 类, 不

知该C IP 数据中的分类号从何而来。该书内容提要

中提到“本书通过生动的语言、丰富的事例和缜密的

分析向人们表述了: 东亚崛起的真正涵义, 在于经济

上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发展⋯⋯”, 此书还陈述了当前

东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等内

容。因此, 我们认为应将该书分入“28. 404 (采用《科

图法》)”, 类名为“东亚经济问题、经济建设”, 也可根

据《中图法》第 3 版归入“F131. 041”, 类名为“东亚国

民经济现代化”。在分类方面的错误还表现在依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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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臆造类号、分类标引不到位或过细、复分错误

等。此外, 主题标引也存在着主题分析不正确、臆造

主题词、以自由词代主题词、遗漏或误加主题词等质

量问题。因此, 目前图书馆在编目时主要是依照图书

书名页信息进行著录, 使 C IP 数据没有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为什么C IP 数据质量不高?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

下原因:

( 1) 在版编目工作在出版界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 参与实施的只是部分出版社, 而且缺乏有效的质

量监督与管理机制。就出版社而言, 有无在版编目数

据、在版编目质量的好坏, 对他们出版物的销售和获

取利润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不少出版社就不太重视。

据统计, 目前我国 560 多家出版社中, 已实施在版编

目的尚不足一半。即使在大型出版社比较集中的北

京, 至今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社没有提供 C IP 数

据。在那些已实施在版编目的出版社中, 也还存在着

有的书有C IP 数据, 有的书却没有的现象。例如: 北

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出版的《投资银行论》提

供了C IP 数据, 而该社 1998 年 11 月出版的《中华文

明之光》却没有C IP 数据。

(2) 还未形成较合理科学的 C IP 实施方式。目

前我国在版编目主要有集中和分散两种方式。集中

方式是指由中国版本图书馆把出版社提供的“图书

在版编目工作单”和主书名页的有关信息, 编制、加

工成可排印的 C IP 数据格式, 再寄回出版社随书发

排。但是, 不依据图书清样而只参考出版社提供的简

略数据, 必然会影响C IP 数据的质量。此外, 目前仍

采用邮局寄送 C IP 数据, 由于我国邮政服务效率仍

有待提高, 加上出版社分布广泛、地域辽阔, 影响了

数据的传送速度。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有关人员反映,

从寄出工作单到返回 C IP 数据, 大约需要 1 个月左

右; 而有的出版社, 有时要半年才能收到返回的 C IP

数据。分散的在版编目方式, 即是指由各出版社或出

版社与图书馆专业人员协同完成本社的 C IP 数据。

这种方式解决了集中方式存在的时间太长的问题,

但也同样存在C IP 数据的质量问题。

(3) 在版编目人员的素质问题。例如: 有些出版

社填写工作单的人员对编目不太了解, 或者工作态

度不够端正, 应付差事, 有的甚至仅用一两个词来概

括全书的内容, 给在版编目数据的审核、加工造成困

难; 有些编辑排版人员对 C IP 数据格式的要求不太

清楚, 致使排印上出现差错; 部分在版编目工作人员

还不能熟练运用标引规则, 或因粗心大意导致编制

过程中出现问题。当然, 工作单上图书信息过于简

略, 也是在版编目人员难以准确编制 C IP 数据的原

因之一。

3　图书馆与出版发行部门书目信息的

整合问题

为了实现书目信息资源共享, 节省各家目录编

制部门的人、财、物力, 需要对整合图书馆目录、出版

社在版编目和新华书店征订目录的可行性进行研

究。为此, 我们对征订目录、在版编目、图书馆目录的

结构和内容进行了粗略的统计, 探讨统一三者书目

信息的可能性。

新华书店征订目录, 包括征订号、书名、丛书、版

本、类别、责任者、开本、字数、页数、装订形式、估价、

出版年月、ISBN 号、内容简介、读者对象等内容。出

版社在版编目 (详细级) , 包括书名 (及有关信息)、责

任者、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丛书的详细

信息、附注、ISBN 号、排检项、其他注记等内容。图书

馆图书目录 (详细级) , 包括的内容与 C IP 数据基本

一致, 在C IP 数据中加入索书号和价格, 再去掉其他

注记项就可以得到图书馆目录。所以, 三者的信息有

很大部分是相同的。不过, 由于书店在收到出版社的

新书预告后, 就编制了征订目录, 而当时该书的 C IP

数据还没有完成, 所以在版编目数据的产生一般都

滞后于征订目录, 二者的著录格式和著录项目就会

有差别, 但其信息来源于图书编辑, 著录的内容信息

应有一致性, 具有书目信息整合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 整合书目信息还可以有效解决书店征订目录存

在的诸如著录不够规范, 缺乏统一著录标准的问题,

解决《社科新书目》、《科技新书目》等各种书目报, 以

及中央或地方各出版社编制的征订书目单中书目信

息交叉重复, 体例不太一致、不尽合理的问题。相对

来说, 出版社在版编目数据和图书馆目录数据比较

一致, 二者信息整合的难度较小一些。

由于三方面书目信息的源头是出版的图书, 所

以我们设想, 是否可以把在版编目作为整合与沟通

3 种书目信息的纽带。虽然目前我国 C IP 数据还存

在一些质量问题, 但只要做好 C IP 数据的组织工作,

实现出版社、书店、图书馆书目信息的共享应是可行

的。我们认为书目信息整合的途径可以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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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书目信息整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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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进 C IP 数据质量、完善在版编目

制度的几点建议

为了保证能顺利实现我国出版社、书店、图书馆

三家书目信息的整合, 我们建议采取下列措施改进

C IP 数据的质量, 以尽早实现我国书目信息资源的

共享。

(1) 主管部门加大在版编目工作的宣传力度,

增强有关部门和人员的C IP 质量意识。同时, 还要制

定配套的行政监督与经济惩罚措施, 促使在版编目

的实施范围逐步扩大, 参与实施的出版社数量和提

供 C IP 数据的图书数量不断增加, 直到所有的出版

社与所有的出版物都自觉实施在版编目工作。

(2) 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C IP 操作方式。

当前关于在版编目的实施方式有 3 种意见。一是规

定全国所有出版社的 C IP 数据统一由中国版本图书

馆编制; 二是提出由各个出版社自行编制; 更多的人

则赞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 即把全国分为几

个大区, 每个区建立一个地区性在版编目分中心, 此

分中心主要负责本地区各出版社的在版编目工作,

并尽快向上一级主管部门——中国版本图书馆提供

编好的C IP 数据, 以求审核与备案。分中心还必须及

时向上级汇报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贯彻执行

上级下达的任务。选择分中心时, 可考虑学术地位较

高、高水平编目人员较多的高校或文献信息机构。选

择第 3 种方式有如下优越性:

首先, 可以缓解中国版本图书馆的压力, 使它不

用再去面对全国数以百计的出版社, 承担数以万计

的出版物的在版编目任务, 而将精力主要放在从宏

观上领导全国的在版编目工作、对各地报送的 C IP

数据进行审核和备案上来。

其次, C IP 数据返回的时间可以大为缩短。各出

版社与设在本省或邻省的分中心之间的数据传递,

会因为距离的缩短而加快。特别是在采用网络技术

后, 数据传递的时间更会极大的缩短。

再其次, 可以吸引更多的出版社参与在版编目

工作。一部分出版社不愿参与在版编目工作的原因

之一, 是C IP 数据返回的时间太长, 影响图书的出版

效率。采用这种方式后, 把原来对版本图书馆的压力

分摊到几个分中心, 各分中心的工作量相对较轻, 工

作效率会相对提高, 返回 C IP 数据的时间相对缩短。

再辅之以宣传和行政措施, 众多持观望态度的出版

社就会加入实施在版编目工作的行列。

最后, 有利于完善在版编目的审核制度和监督

制度, 提高C IP 数据的质量。中国版本图书馆可以对

各分中心的专业编目人员进行资格认定, 并对编制

的C IP 数据进行审核。这比集中实施方式多了一个

审核与监督环节, 无疑会提高C IP 数据的准确性。同

时, 通过定期举办 C IP 编目人员的培训活动及举办

各分中心 C IP 工作经验交流会, 来加强中国版本图

书馆对全国在版编目工作的业务指导。

(3) 加快数据通信技术的现代化建设, 为提高

出版物C IP 数据信息的传送速度奠定物质基础。为

此, 我们要加快“金版工程”建设, 包括加快全国新闻

出版管理信息网和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发行信息

网的建设, 并建设好与之配套的四个大型数据库, 即

“新闻出版管理数据库”、“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库”和“国家新闻出版版权数据

库”。“金版工程”的实现,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在

—83—

第 25 卷第 123 期
V o l. 25. NO. 123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1999 年 9 月
Sep, 1999



版编目信息传送太慢的局面。1998 年, 新华书店总

店和上海、辽宁、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四川、陕西

等 8 家省新华书店联合投资构建的“全国出版物发

行信息网络”已全面启动。它以北京为中心, 通过国

家数据分组交换网络, 联通 8 个分中心, 形成一个覆

盖全国, 大批量、高速度传输出版与可供货图书信

息, 集批发、零售、订购、查询于一体的出版物综合信

息系统, 也是中国出版发行业的信息互联网。“金版

工程”重点项目的启动, 将为我国书目信息的整合创

造数据传输的条件。

(4) 沟通“金版工程”与“金图工程”, 促进全国

出版物发行信息网络与图书馆界信息网络的联通,

以早日实现书目信息资源的共享。可以在继续建设

和充实、完善“全国出版物发行信息网络”的基础上,

努力促成该网络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

献信息中心、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深圳图

书馆等全国一大批自动化管理程度较高的图书馆自

动化系统联网, 与中国教育与科研网 (CERN ET ) 北

京管理中心联网, 并创造条件与中国版本图书馆联

网。

(5) 以图书在版编目为纽带整合征订目录、图

书馆目录, 需要对C IP 的著录项进行改造, 使其能提

供更为详尽的书目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补

充后形成其他两种目录。为此, 我们建议采取如下措

施: 一是C IP 采用详细著录级次。首先要求工作单能

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图书信息, 每项信息的填写都应

认真对待。有些出版社填写的工作单比较简略, 甚至

连出版地、载体形态项、分类号、主题词都不填。其原

因之一, 恐怕与这些出版社的工作填写人员缺乏编

目知识有关, 他们不能准确鉴别复杂的著录项目, 不

会使用分类表、主题词并给出分类号和主题词。个别

人员甚至错误地认为“反正版本图书馆会给分类号

和主题词, 我们填不填无所谓”。另一原因, 则是缺乏

督促出版社认真填写C IP 工作单的制度。所以, 一方

面要对出版社有关人员进行编目知识培训, 或者聘

请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填写 C IP 工作单, 还可采用精

神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 激励出版社有关人员

树立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 要尽快建立在

版编目的监督机制和奖罚制度, 给 C IP 数据的质量

以进一步的保证。二是对在版编目数据项目进行改

造。在计算机日益普及的今天, 文献的阅读对象经常

会成为读者的检索入口; 同时, 为了保证图书馆卡片

目录与机读目录记录的一致, 保证征订目录能直接

从 C IP 数据中获得“读者对象”的信息, 建议在 C IP

数据中增设“读者对象”项。增设时, 可采用黄葵同志

的建议, 用方括号将其与文献类型标识一起著录在

题名之后 (题名中明确反映了阅读对象的则可省

略)。另外, 应该充分利用“其它注记”项, 不能单纯将

其理解为只是用来记载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P 数据的

检字编号, 可以在该项中加入扼要的“内容简介”, 使

其既能满足书店征订图书的需要, 又能兼顾图书馆

通过目录宣传图书、为读者选择图书提供指导的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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