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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电子出版物的思考与建议

摘　要　出版模式的演变对图书馆带来冲击 :采集无目标 ,选择无标准 ;收藏的含义变得模糊。对

图书馆保存电子出版物的建议包括 :图书馆与出版者在电子出版物的收集与保存上展开合作 ;图

书馆间加强合作与协调 :国家制订的呈缴本制度是保护电子出版物的支柱。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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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21 世纪的来临 ,数字格式的信息量不断增

长 ,特别是出版的模式正在发生变革 ,光盘文献与网

络文献等电子出版物来源复杂、数量巨大。据 1999

年元月统计 ,国外的电子期刊已达 6957 种 [1 ] ,我国运

行在因特网上的期刊也有 208 种[2 ] 。不久前在法兰

克福图书博览会上 ,微软公司技术开发副总裁布拉斯

预言 ,到 2006 年大街上将有可供人们下载报纸与杂

志到便携式电子阅读器上的电子报亭 ;到 2018 年便

携式电子阅读器将变得更轻巧 ,并附有 24 小时使用

的电池 ;2018 年 ,报纸也不再印在纸上了[3 ] 。在这次

图书博览会上 ,微软公司宣布与企鹅出版社及意、法

两家出版商合作 ,为微软阅读器推出上千部经典著作

的电子版。现在评论“纸张代表过去 ,电子代表未来”

的结论并没多大现实意义 ,而应当重视的是电子出版

物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这

一类型的文化遗产在整个人类文化成就与知识累积

中所占的比例还会不断增长。

1 　图书馆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的挑战

1. 1 　采集无目标 ,选择无标准

对各类文献进行选择、采购、整理、分类、编目、典

藏与维护是所有传统图书馆工作的第一步。长期工

作实践中 ,传统文献的采集已有章可循 ,使得人类知

识与文化得以长期流存。在电子环境中 ,旧的秩序难

以维持电子出版物的管理 ,而新的规则又尚未建立 ,

使得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电子出版物有可能流失。

电子出版物的管理在国内外均处在初级阶段。

例如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1997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 ,

澳大利亚版本图书馆仅收藏了本国光盘文献的

35 %[4 ] 。这么低的收录数字是不可以接收的。

在电子出版物的采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1)出版者不明确 ,出版范围广。电子出版物的

出版范围明显比传统印刷出版物广 ,出版者也变得越

来越普遍。除出版社外 ,工商企业、政府部门、社会团

体、中介机构、各类学会、学术机构以及个人等都可以

制作光盘文献或发布网络信息。仅我国就有 30 多家

出版社开展了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工作 ,一些新

闻、科研单位与公司也纷纷开发有关数据库的参考型

电子出版物 ,图书情报部门也将它们拥有的信息资源

编成电子出版物。因而 ,究竟一个国家每年出版多少

种电子出版物 ,很难确切地说出。这种混乱的出版状

况本身就为电子出版物的收集造成了困难。

(2)传输与订购方式多样化。除市场出售外 ,还

有赠送、自办发行或网上传播等 ,使得许多重要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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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出版物不能被图书馆直接收集 ,而面临着“找回”这

些电子出版物并进行鉴别的任务。

(3)缺乏书目工具。目前 ,电子出版物还未实现

像印刷型文献一样的书目控制 ,还缺乏能够反映出全

国电子出版物状况的书目工具 ,因而采集很困难。

在理想中 ,图书馆应当收集一切出版物。实际工

作中 ,受技术与财力限制 ,图书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收集一切出版物。只有对那些被判断有长期保存价

值或重要性的电子出版物 ,才应优先入藏并加以长期

保存。各级各类图书馆应根据一个共同的选择原则 ,

结合本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方针来进行选编 ,使得全国

重要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得以系统地、连续地保存。

而目前对于电子出版物 ,不同的部门都以不同的判断

标准进行选编 ,没有一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标准来统一

国内电子出版物的选择与收集。这种非协调的采编

状况 ,有可能造成有价值的或具有重要性的电子出版

物未被图书馆收集 ,使得国家保存的电子出版物不完

整、不系统。因此 ,制定一个标准来统一协调各级图

书馆对电子出版物的采编 ,在当前显得格外重要。

1. 2 　收藏的含义将变得模糊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对本国 CD2ROM 文献出版

者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发现许多出版者均认识到硬

件、软件的淘汰是长期保存信息内容的主要挑战 ,

56 %的出版者认为他们出版的光盘文献至多在 6～

20 年内可以读出 ,88 %的出版者表示如果技术淘汰

到来 ,他们会将尚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光盘文献迁移到

因特网上 ,使它们转换为联机出版物 [5 ] 。面对持续不

断的技术更新 ,越来越多的物理格式出版物 (如光盘、

软盘等)转变为网络文献。

2 　图书馆保存电子出版物的建议

2. 1 　图书馆与出版者应在电子出版物的收集保存上

展开合作

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收藏部门要行使收集与保存

职责 ,就必然要与该出版物的提供者与版权所有者合

作。电子出版物不同于传统的出版物 ,数字对象的制

作者在维护数字对象的存取上起着最初的作用 ,在某

种情况下还具有持续的长期作用。图书馆要保存这

类出版物并可供长期存取 ,必须与承担电子出版物的

产生、使用、维护与传播任务的所有部门合作。

2. 1. 1 　合作的基础

在印刷出版业上 ,图书馆与出版者建立了互惠互

利的合作先例 ,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电子出版物的

收集与保存上 ,他们同样可以建立合作与协调关系。

长期以来 ,出版者并无保存自己出版物的任何责

任与义务 ,至今国家也没有任何法令约束出版者必须

协助图书馆进行电子出版物的收集与保存。因而 ,图

书馆有必要向出版者宣传自己的任务与使命 ,使出版

者理解图书馆在维护电子出版物长期存取上的基本

要求 ,同时图书馆也应倾听出版者在电子出版物知识

产权与版权方面的要求与利益。出版者认为 ,电子出

版物在图书馆内合理利用过程中的版权依赖于图书

馆的保护。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必须考虑到保护出版

者的商业利益。图书馆对已采集的光盘文献 ,应制定

一系列政策与制度 ,限制打印、下载、拷贝与馆际互借

中的版权侵犯 ,使出版者看到合作并不会带来自身经

济利益的损失。出版者与图书馆共同关心的电子出

版物的呈缴本问题、存取条件与要求 ,包括版权所有

与合理利用 ,资源共享与开发 ,标准的制定以及虚拟

资源机构等问题 ,都将通过合作途径而使双方受益。

2. 1. 2 　可能的合作者

电子出版物涉及到的人与范围要比传统出版物

更广更多 ,图书馆与电子出版物的产生者的合作可能

要涉及到过去尚未涉及到的部门与范围 ,如研究中

心、大学等教育部门、软件制作者、政府部门等。图书

馆有必要与这些新的部门沟通信息 ,增加了解 ,建立

新的合作关系。

2. 1. 3 　建立论坛 ,发起讨论 ,为合作奠定基础

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出版局应召开一次全国图书

馆与出版者的联席会议 ,就电子出版物引起的许多问

题展开一次大讨论 ,特别是电子出版物的收集、采编

与保证当前与今后电子出版物的存取等。在这场大

讨论中 ,应研究电子出版物收集与保存中尚存在的问

题 ,寻求合作伙伴与资源共享 ,探讨合作途径与合作

方法。对于讨论中已渐成熟的问题 ,形成一个草案与

协议 ,发至全国图书馆与电子出版物的制作者与出版

者 ,广泛交换意见 ,寻求评价。这不仅可以推动这场

大讨论 ,对电子出版物收集与保存草案起修改与完善

作用 ,而且可以成为进一步加强图书馆与电子出版物

出版者的联系与交流的合作纽带。

2. 1. 4 　建立共同受益的电子出版物全国联合目录与

全国书目数据库

由出版者提供全国电子出版物联合目录 ,以便图

书馆对这些电子出版物进行鉴定、评价、选择与收集 ;

由图书馆建立全国电子出版物书目数据库 ,进一步多

方面地向用户提供电子出版物信息 ,这将有利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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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出版物的销售与发行。

出版者在进行电子出版业研究的同时 ,应建立反

映全国电子出版物出版状况的书目工具 ,及时以可行

方式将它们提供给图书馆 ,以便图书馆选编。为了有

助于共享已被图书馆保存的电子出版物的款目信息 ,

图书馆应建立全国电子出版物书目数据库 ,这将有利

于资源的发现与数据共享。该数据库不仅有利于图

书馆工作与用户利用 ,也会给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者与

投资者带来多方利益。例如 ,全国电子出版物书目数

据库本身就起到了对电子出版物的宣传作用 ,可以进

一步促进这些出版物的销售。此外 ,通过对该书目数

据库的访问 ,出版者或投资者可以了解各类出版物的

借阅情况 ,据此科学判断有市场的新选题。

2. 1. 5 　图书馆与出版者都需要重新考虑保护电子出

版物存取的问题

数字对象的存取与其最初的制作有很大关系 ,图

书馆与出版者都必须面对这一新问题 ,考虑共同承担

保证电子出版物存取的责任。最大限度地使用反向

兼容与前向兼容标准制作电子出版物 ,有利于图书馆

对其进行迁移 ;为电子出版物提供支持存取的技术信

息标识 ,有助于图书馆对电子出版物内容的维护与存

取 ;向图书馆提供最新的技术动态与走势以及迁移、

仿真等技术 ,是协助图书馆维护电子出版物长期存取

的具体措施。

2. 2 　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际合作与协调

为改善电子出版物的收集状况 ,国家图书馆、版

本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的合作是基本的。这既有利

于避免整体文献资源的重复与遗漏 ,也有利于全国书

目数据库的建立。

2. 2. 1 　图书馆间应开辟收集电子出版物的合作途径

只有通过馆际之间协作才能克服电子出版物在

收集与管理上的许多困难。各级各类图书馆应既分

工又协作地积极收集电子出版物 ,在其满足具有本馆

特色或地区特色的电子出版物收藏体系外 ,也应是国

家电子出版物文献资源的一个分支。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 ,在收集与保存工作中 ,短期使用的电子出版物

可以保留在该领域的某些图书馆内 ,对于具有长期保

存价值的国家级馆藏应进一步地协作 ,这种协作关系

应建立在各图书馆已有的馆藏建设政策的交界线上。

2. 2. 2 　国家图书馆应在制定指导方针上起积极作用

国家图书馆应组织各级各类图书馆针对电子出

版物的收集问题展开大讨论 ,探索这类出版物在不同

范围内进行采集与传递的方法 ,对已有电子出版物的

选择原则与范围进行检查与评价。在讨论与评价基

础上 ,制定出电子出版物采编的全国协定或指南 ,建

立电子出版物的选择标准。在国家统一安排下分工

协作 ,开发各具特色的、反映各级各类图书馆文献资

源建设发展方向的电子出版物体系。

2. 3 　呈缴本制度是保护电子出版物的支柱

任何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文化遗产都是以出版

物的形式存在的 ,它证明了人类的文化成就、活动与

知识的累积。图书馆与收藏部门要确保这些文化遗

产能全面、长久地保存 ,呈缴本制度是一个有效方法。

电子出版物是国家日益增多的出版物 ,它以同样方

法、不同的记录形式记录了人类的文化与文明 ,因而

也应纳入呈缴本制度。

呈缴本制度以法律方式约束出版者 ,使之与图书

馆共同承担起保存电子出版物的责任 ,克服保存过程

中的技术问题。在维护电子出版物的长期存取上 ,呈

缴本制度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然而 ,至今不少国家缺

乏对电子出版物的呈缴本制度。

图书馆对呈缴本制度是积极的 ,有的出版者却认

为是一种负担。为了促进电子出版物呈缴本制度的

尽早建立 ,图书馆应向出版者宣传呈缴本制度给出版

者带来的利益。例如 ,用户对图书馆内呈缴本出版物

的存取 ,可以提高这些出版物的知名度 ,有利于开发

出版者未知的市场 ,为出版者带来经济效益等。图书

馆也应针对购买本与呈缴本制定不同的存取条款 ,保

护出版者利益。

由于电子出版物的易拷贝性 ,呈缴本制度的制定

可能会有一定困难。为了照顾各方面利益 ,以有利于

呈缴本法的制定 ,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出版局应召集出

版者、多媒体创作者、版权拥有者与图书馆共同商定

呈缴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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