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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图书馆的期刊工作
摘　要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高校图书馆的期刊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高校图书馆应采

取措施 ,摆脱经费不足的困境 ;要加强期刊馆藏资源建设 ;要规范期刊管理工作 ;要合理配备高

素质的期刊管理人员 ;深层次开发期刊信息资源 ,提高期刊文献利用率。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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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the management of periodicals in uni2
versity libraries has been changing deepl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eriodicals in the new age ,which are related to financial sources ,collection develop2
ment ,collection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etc. 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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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期刊工作发生了深刻变

化。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面临新的形势 ,应有新的思路。

1 　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111 　期刊工作面对新的信息环境

新时期 ,期刊工作面对的是网络环境 ,传统的信息提供

与获取方式发生了巨变。一份在网上发行的电子期刊 ,在

收稿 24 小时后即可通过网络提供给读者。图书馆服务打破

了时空界限。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读者 ,都可随时开机访问

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网站。分散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

以数字方式存贮 ,通过网络互相联接 ,人们可以借助网络上

任何一个终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这种信息网络不再是一

个单独的实体或信息存贮处 ,而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虚

拟的信息体系。

112 　期刊文献载体形式多样

电子出版业的兴起 ,互联网络时代的到来 ,更先进的信

息载体和高速的传播手段 ,使传媒行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

变化。我国第一部网络版图书《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

记》在“人民时空”网站网络销售平台上的诞生 ,标志着我国

出版业开始了新的阶段。尤其是中国期刊网在清华大学的

正式开通 ,以拥有 3500 多种核心与专业特色期刊入编的《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定期出版发行 ,成为当今世界上大型

的集成化动态全文信息资源 ,极大推动了图书馆资源现代

化。图书馆的期刊文献载体不再是单一的印刷型文献 ,还

有视听型、机读型、光盘型和网络型 ,文献资源已由传统文

献、馆藏期刊数据库、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资源构成 ,高

校图书馆的期刊文献资源载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

113 　期刊工作面临的读者数量多、分布广、层次高

由于高校图书馆网络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电子文献的

共享性 ,使图书馆接待的读者呈指数增加。读者的大部分

都受过正规教育或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并具备了一些基

本的计算机知识和信息检索知识 ,文化层次高 ,思想活跃 ,

他们利用现代化设备获取图书馆的数字化信息 ,更新知识 ,

提高技能。

114 　期刊工作面临快速高效的服务方式

网络环境下 ,高校图书馆不仅要有丰富的高质量的信

息 ,而且要有方便快速高效的服务。“广、快、精、准”是信息

服务的准则。为满足读者对期刊文献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

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网页展示、电子函件、因特

网、全文光盘等工具。

2 　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存在的问题

211 　经费不足

在图书经费本来就难以保证的情况下 ,各类书刊价格

日益上涨 ,经费增长速度远低于书刊价格上涨速度。经费

不足致使高校图书馆新订期刊品种和数量减少 ,教学和科

研所需的基本期刊不能完全保证 ,造成期刊断代 ,使馆藏期

刊的连续性、系统性受到严重影响。近年来 ,图书馆每年除

了书刊经费 ,很大的开支就是网络的维护保养和更新升级 ;

同时文献载体的多样化和电子出版物比例的不断上升 ,网

络信息资源增多 ,使图书馆文献购置费用呈不断上升态势。

期刊是文献资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其购置经费问题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

212 　管理人员配备不合理

多年来 ,高校图书馆对期刊工作重视不够 ,思想观念比

较滞后。有的人认为期刊工作只是“看摊守业”,因而配备

的期刊管理人员受过专业培训的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的不

多。由于思想水平、知识结构、智能因素等问题 ,期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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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单一 ,工作人员只是被动地传递信息 ,重视阅读 ,轻视

开发、整理等。这些严重影响了期刊信息的深层次开发。

工作人员难以适应网络环境下期刊工作的发展和要求。

213 　现代化进程缓慢

近年来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有了较大发展 ,

许多高校图书馆逐步建立了期刊机读目录数据库 ,在采购、

登录、查检库藏等工作环节实现了自动化管理 ,提高了服务

水平。但就总体而言 ,自动化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 ,有相当

多的高校图书馆期刊文献服务还依靠传统的手工操作 ,电

子化程度低 ,与其他信息机构相比 ,与整个国家信息化的发

展速度比相对滞后。

3 　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的对策
311 　采取措施 ,摆脱经费不足的困境

摆脱经费不足的困境 ,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解决 :

一要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图书馆的领导 ,制定相应的
行政法规、政策 ,以保证高校图书馆有较充足的经费 ;二是

高校图书馆领导要更新观念 ,积极采取措施 ,向学校领导及
时反映经费不足的严峻形势 ,并提供可靠的参考数据和决

策依据 ,争取学校领导的重视 ;三要重视期刊工作 ,图书馆
经费要向期刊工作倾斜 ,加速期刊工作网络化建设进程 ,实

现期刊工作自动化管理 ;四要通过开源节流 ,挖掘潜力 ,开
发利用等措施 ,克服经费不足所带来的困难。

312 　加强期刊馆藏资源建设
(1)期刊的馆藏延伸到各种电子期刊和网络信息资源 ,

形成了由物理实体馆藏和以网络信息资源为主的“虚拟馆

藏”组成的期刊信息资源体系时 ,对期刊馆藏的评价不再是
以拥有多少印刷型期刊和电子出版物为标准 ,而是看其在

网络上拥有期刊信息资源的能力 ,以及对网络信息资源的
组织、整序、筛选和深加工的能力。这也对期刊采访工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首先 ,采访工作人员必须摆脱传统观念的
束缚 ,重新审订订购原则 ,不仅要考虑物理实体期刊馆藏 ,

而且要着眼于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把握与选择 ,主动跟上时
代的步伐。第二 ,采访人员要深入第一线 ,走访专家、学者

和教学科研人员 ,了解科研方向、专业调整、读者对期刊的
实际需求 ,来确定期刊的采购范围和重点 ,哪些订刊 ,哪些

订光盘 ,哪些从网络数据库获取 ,使期刊订购的品种及质量
更加合理。第三 ,重视利用现代化的采访手段 ,进行网上采

访 ,及时浏览网上信息 ,根据本馆实际情况 ,研究网络环境
下订购信息 ,保证馆藏信息的准确性、新颖性和系统性。第

四 ,加强协调 ,优化资源配置。各高校图书馆要自觉地把自
己纳入到整个地区、国家和全球信息网络中去 ,加强横向协

作与联合 ,保证各馆上网信息具有特色 ,不重复雷同 ,构成

与国际主要信息系统联网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2)建立特色化期刊馆藏信息资源。集中建立一批特色

化期刊信息资源 ,保证其系统性、新颖性 ,使某类期刊信息在
本系统(地区)的文献资源中占据权威地位 ,对高校图书馆的

生存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高校图书馆在期刊馆藏资源特

色化建设方面 ,既要突出专业特色 ,又要突出地方特色 ,抓紧
建立特色数据库 ,将自己馆藏期刊的精华全部数字化并上网 ,

构成网上资源 ,充分发挥特色期刊的积极作用。
(3)突出开发网上期刊信息资源。运用高新技术手段

为用户提供网络信息资源 ,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 ,显
得愈来愈重要。通过因特网进行信息收集服务 ,采取本地

存取、服务的方式 ,建立国外信息资源代理服务器 ,根据教
学、科研及用户的需要 ,把国外的相关信息定期拷贝到服务

器或工作站上。根据用户需求 ,借助 yahoo、Infoseek、Alta、
Vista 等搜索引擎 ,寻找收集各种信息源 ,通过资源指南查找

相应信息 ,然后对检索获得的网络信息综合处理 ,进行深层
次加工和组织 ,形成序列化的有效信息资源 ,通过局域网为

用户开展信息服务。对于只有通过有关浏览软件或检索软
件才能查询的大型专业数据库 ,要自觉寻找信息资源地址

码 ,采取异地存取、服务 ,将分散在各数据库中的文献定期
地收集、编排供读者使用。

高校图书馆在期刊馆藏建设方面 ,既要重视传统印刷

版期刊的收藏 ,还要有重点地拓宽现代化信息资源 ,如光

盘、磁盘、多媒体、缩微资料、电子出版物等 ,还要订阅数字

化期刊及开发各种网上文献。

313 　规范期刊管理工作

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规范化管理 ,关键是建立一套完

整的、行之有效的期刊管理体制。教育期刊管理人员爱岗

敬业 ,严格执行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 ,提高期刊管理

水平。针对网络环境下期刊工作的特点 ,合理调整印刷型

期刊和电子期刊的购置比例 ,逐渐增加电子期刊的经费。

要加强采访 ,规范操作。电子期刊编目、馆藏信息的著录 ,

必须严格采用国际统一的标准著录格式。要实现馆藏期刊

文献数据化 ,以机读目录代替传统卡片型目录 ,以联机检索

和光盘检索代替手工检索 ,重视网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

采集、组织下载与本馆有关的文献信息。加强对电子期刊

的管理 ,把对电子期刊的定期整序列入工作日程 ,使读者的

网上查询具有新颖性。长期保存服务节点内的过刊信息 ,

使读者得到的电子信息更为广泛。积极开展信息导读 ,及

时以电子邮件投递等方式向读者提供最新信息。

314 　合理配备高素质的期刊管理人员

根据网络环境下读者对文献需求层次和期刊开发深

度 ,配备的期刊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学科知

识和文献信息专业知识 ,具有较高的阅读翻译能力和工具

书使用能力 ,具有丰富的网络知识和娴熟的计算机操作技

能。要不断加强期刊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 ,鼓励他们参加

各种业务知识学习 ,使其知识结构与专业素质在整体上体

现出一专多能的优势 ,成为信息管理者、信息专家和系统专

家 ,不仅能够先导性地组建各类期刊数据库 ,对期刊信息资

源进行甄辨和选择 ,进行再度重组 ,向用户提供高质量、针

对性强的信息 ,而且又能全面负责图书馆期刊工作自动化

管理 ,适应期刊工作现代化技术发展的需要 ,(下转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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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组织文化环

境 ,营造与优化图书馆高层次人才使用环境。

(2)必须对传统的“藏、借、阅、参”分离的业务流程和组

织机构进行改革 ,建立集藏、借、阅、参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

服务结构。在人力、物力资源投入相同的情况下 ,采用这种

管理方式 ,既能与教学科研结合 ,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及

科研能力 ,又能充分发挥图书馆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实施知

识导航服务中的业务指导作用。

(3)要革新传统的图书馆服务 ,实现两个变化 :改被动

服务为主动服务 ,改以往开架式的超市服务模式为导航式

的服务模式。对文献信息进行深层次开发 ,实现两个变化 :

改变文献信息的表层作业为开掘隐含在文献信息中的知识

的深层次运作 ,改变传统的以复制、印刷式的简单文献利用

为以知识内容为导向的综合研究开发。改变单片的文献信

息提供为多元的知识导航服务 ,加强对公众、专家和领导的

多层次、多渠道的服务 ,真正使图书馆成为文献信息集散中

心 ,知识传播利用中心 ,科研服务中心 ,教学教育辅助中心

以及文化休闲中心。

(4)没有特色的图书馆是没有前途的。以高校图书馆

为例 ,特色建设应注意 :第一 ,由于多年积累和承继 ,自然地

形成了一种“分层”现象。这里有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

将高校划分为科研型、科研教学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四

个等次。这四种不同等次的高校 ,性质任务不同 ,培养人才

规格有异 ,办学条件、资金投入、设备设施也不大一样。这

种分层现象 ,决定了高校图书馆的目标定位 ,馆藏文献信息

的搜集与发展服务的方式方法等。应量体裁衣 ,对号入座 ,

与学校等次对应 ,协调一致。第二 ,要选准坐标 ,定向发展。

从纵的方向看 ,高校有层次之分 ;从横的方向看 ,高校又有

类型区别 ,例如理、工、医、农、师、商、财经、政法等。高校图

书馆只能依据这种“分层”和“分类”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只

能依据学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来选择自己

馆藏坐标 ,确定今后发展方向。第三 ,每所高校都一定会有

自己的龙头学科和拳头品牌 ,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区域优势

或者人气优势 ,因此 ,每一所高校图书馆也一定会有自己的

兴奋中心和馆藏重点。维护这种日积月累、多年形成的宝

贵传统 ,并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成为对外交流的拳头品牌 ,

也是高校图书馆特色建设目标之一。

李　锋　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通讯地址 :

河南洛阳。邮编 471022。 (来稿时间 :2002206226)

(上接第 88 页)以保证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水平不断得到提
高。
315　以深层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为重点 ,提高期刊文献利用率

高校图书馆的期刊工作要以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
利用为重点。各项工作首先考虑用户需求 ,一切以用户为
出发点。根据读者需求 ,收集、组织、筛选、整理信息资源。
以情报咨询和技术开发为主体 ,充分挖掘工作人员的智力
资源 ,适应网络环境下期刊工作的特点。刊藏类型多样化 ,

传统印刷文献与电子文献共存。从采访、编目、典藏到流通
阅览 ,实行自动化管理。改善检索手段 ,为读者提供光盘检
索、联机检索。开展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导航、信息过滤、信
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传递、信息鉴定服务等。
316 　加速期刊工作现代化建设

图书馆的期刊工作要满足读者多层次、多样化的信息
需求 ,必须拥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设备。高校图书馆领导
必须明确思路 ,认清形势 ,积极创造条件 ,加速图书馆期刊
工作现代化建设。要在本馆建立馆外信息资源数据库的镜
像点 ;阅览室配置扫描仪 ,为远程读者提供网上全文传递服
务 ;在网络上开展信息咨询、动态信息发布、知识导航和定
题等服务 ;建立期刊文献检索系统等等 ,巧妙地将新的成熟
的网络技术及扫描技术、数据库技术、检索技术同广大读者
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 ,开展跨地域的网络化服务 ,以最少的
投入 ,发挥最大的效益。

4 　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网络时代 ,高校图书馆不再是信息的孤岛或群岛 ,而是社

会信息服务网络的子网 ,通过网络和其他信息行业融合在一
起。随着中国教育科研网的开通及与因特网的联网 ,高校图
书馆已进入网络化时期。网络化是实现期刊资源共享的必由

之路 ,未来的期刊信息服务将围绕计算机、通讯网络、多载体
文献、多媒体信息等进行 ,使信息从静态发展为动态 ,从点线
发展为平面空间 ,提高期刊利用率 ,使期刊文献得到共享。

当前 ,高校图书馆一定要做好期刊资源共享的基础工
作。首先 ,根据本校的学科设置 ,在保证专业刊、突出核心
刊的情况下 ,有计划、按比例地挖掘品种 ,形成具有特色的
藏刊体系 ,建立起自己的局域网系统 ,整个网络应配置高性
能的网络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及大量读者客户机。并配置
大容量的磁盘阵列设备 ,使光盘信息能够共享。其次 ,通过
计算机联网 ,使图书馆网络成为地区网或大学校园网的子
网 ,进行馆际协作 ,实现协作订购 ,协作编制期刊联合目录
及篇名索引 ,形成一个馆际间的有机整体 ,共同满足读者对
期刊文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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