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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科技进 步与社台发展 、图书馆读者的需求、图书馆事业发最和发达国家图书馆文献 

购置经费比例口个方面阐述 了现代图书馆期刊收藏量增加的必然性 。提出了本省高校图书馆 

期刊购置经 费比例应逛 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近年和本世纪末分别达到占文献购置 费60 和 

80 的观点 。 

一

、馆藏主要文献类型变化历史沿革 

图书馆从古到今 已经经历 了三代。第一 

代即古代 图书馆只有保管文献的职能，收藏 

的不管是泥版、皮革、金石、竹 帛还是雕版或 

活字印刷品，文献类型全是图书。杭州的文澜 

阁就属于第一代图书馆。第二代图书馆即近 

代图书馆形成于正式杂志出现之岳，它除了 

保管文献又增加了教育职能，馆藏有图书和 

期刊两种文献类 型。瑞 安孙诒让 的后人在 

l911年 捡曝遗藏 ，其 中有 杂志 29种 1477 

册，报纸 l1种合订成 205册 ，当时的玉海搂 

已经是第二代图书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科 

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爆炸 ，情 报激增 ，图书 

馆进入第三代即现代图书馆。第三代图书馆 

又增加了情报职能，收藏的文献类型更多样 

化 ． 

现代图书馆度藏仍以图书和期刊为主， 

即使是非印副型载体如缩微资料、只读光盘 

等所记载的还是书刊资料．图书和期刊有不 

同的持点．图书是对某一学科知识的 比较全 

面的阐述，是相当长时期内科学研究成果方 

法和思想体系的总结和归纳，一般不代表作 

者本人的创新．图书卷帙浩大 ，著述耗时长 ， 

阅读也需大量时问．期刊则是作者群各 自劳 

作者单位t置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动的结晶，其论文观点新颖 ，能及时反映最新 

的学术进展情况，出版频率快，信息量大，深 

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 

=、图书馆期刊收藏增加的必然性 

1．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促进 了期刊出版 

业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科学工作 

者的研究要向广度和深度进 军，只有迅速 传 

播才能有效促进科学发展。期刊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期刊能迅速地传播某一 

学科首次发表的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使散 

居的同行避 免重复劳动，所以一出现就得到 

科技人员的青昧。随着科技论文的大量增加， 

新刊不断出现 ，印刷发行量也大幅度增长。目 

前期刊以每 50年 l0倍的速 度增长 ，其文献 

量约占世界文献总量的 75 ，所提供的情 报 

占整个情报源的 60—70 。社会变革同样推 

动期刊 数量的增加．1934年我国出刊 2086 

种 ，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 。解 

放初，我国期刊仅出 295种，到 l964年增加 

到 856种。l968年全国只有正式刊物 22种， 

。四人帮 下 台后，全国期刊以每天 1．4种的 

速度增加 。1987年期刊种敷比 l977年增加 

了 806 ，印数增加了 363 ，远远超过同期 

图书种 367 和印敷 88．8 的增长率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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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具有传递 、交流信息快的优势，容量比 

报纸大 ，其印效增长比报纸也大得多，经济 

类刊物七十年代末只有廖廖几种 ，八十年代 

末骤增到上千种。苏联解体前夕 ，报刊开支 

竞达居民消费 7 ，1990年 ‘Pa6∞1|Hua)和 

‘Kpec'r~amcz)订数都超过 2000万份。日本在 

1980年开始出现杂志热 ，出版界成为 杂志 

的天下 ，近几年 日本出版界的营业额年增 4 
～ s ，其中杂志增长率高达两位敦 。我国台 

湾省 1950年 以前只有期刊 40多家，现在已 

达 4000多家。期刊数量的擞增必然引起馆藏 

文献类型比重的变化。 

2．读者需求变化是改变馆藏文献比饲的 

依据。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 

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 。最大限度 

地满足 广大师生的需 求是 图书馆 的主要任 

务。教师和学生需要的文献资料大部分有赖 

于图书馆提供。接待读者查 阅期刊论文是图 

书馆 日常工作的重头戏。在学生撰写毕业论 

文的高峰期，期刊借阅量也达到高峰，复印文 

献中期刊占绝大部分 。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参 

考书、工具书阅览室每周开放 37．5小时，报 

刊、专业刊阅览室每周却要开放 69．5小时， 

连节候 日都不例外。1987年武汉大学对我国 

科技人员使用文献的比例作抽样调查，结果 

是图书占 14．9 ，期刊占 30．1 ．同年福建 

省 在 210所 图书馆作 同样 的调查 ，结论 是： 

期刊的阅览率和利 用率大大超过图书． 对 

于专业期刊和专业图书的引文分析也说 明期 

刊是最重要的情报源 f农业刊物引文中期刊 

资料占 67．8 ；1979—1983年‘地震学报)发 

表论文的引文 7O．8％来 自期刊，同期l物理 

学报 )论文引文的 93．21 是期刊。河北财经 

学院近年出版的百余都经济著作中，从期刊 

中吸收的科研论文有一万多篇，平均每部著 

作涉及三十多种刊物上的一百多篇论文．外 

国科技人员对此也持相 同的看法：美国科学 

家 68 的情报源来 自期刊}英国电气工程师 

使用情报源的 70 是期刊f前苏联化学家对 

期刊的利用率占全部文献的 84 ；前苏联科 

学院 99 以上科研人员认为科 学期刊是最 

重要的情报源 。可以认为，期刊论文是科学研 

究的基础，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情报来源。 

3．图书馆 事业 的发展要求重视期刊建 

设。传统的图书馆工作重书轻刊的倾向十分 

明显 ，1980年第二版‘中国图书馆 图书分类 

法)中综合性 图书下设一个 交替类 日 z68： 

专科期刊、连续性出版物 ，注释是 ：。专门性 

期刊、连续出版物入有关各类 。如愿集中于此 

者，可用组配编号法，按本表序列排。”就是 

说，所有期刊都能集中于这么一个类 日，在洋 

洋三万余类 日中期刊可 以其占一席之地，貌 

似荒唐，却反映了期刊在第二代图书馆 中的 

地位。我国图书馆进入第三代不过十几年。八 

十年代初北京大 学图书馆 系还 没有期刊课 

程，1982年方珍主编的‘期刊工作)似乎是全 

国最早的期刊工作教材 。当时我国图书馆几 

乎没有情报职能 ，属 于期刊范围的馆舍、设 

备、人员、经费都与实际工作极不协调，期刊 

只是图书馆的辅助收藏 品，期刊工作不过是 

附带工作 ，有研 究能力的工作人员也 只能忙 

于日常管理。1978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倡 

图书馆情报化，接着教育部明文规定高校图 

书馆是学校的图书资料情报中心．科学院和 

高校系统现在基本实现了图书情报一体化。 

1985年国家标准局批准了l连续出版物著录 

规则)．1987年l中 国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期刊 

分类表 )出版。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 

员会 1987年改名为。全 国高等学校图书情 

报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 1989年在南京大 

学举行了首届。期刊工作研讨会 ，会上成立 

了 全国高技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 。该研 

究会举办了多期培训班．还创办了‘期刊研究 

通讯)和l连续出版物管理与研究译丛'。许多 

大学的图书情报专业开设了期刊工作课程， 

南京师范大学还开设‘期刊学)课。馆藏文献 

中最重要情报源期刊受到较多的重视．我省 

高校图书馆 1992年比1990年图书入藏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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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0．99 ，期刊品种仅下降 l0．s3 。各图 

书馆对期刊投资 日益增加 ．1990年对全国部 

分高校报刊经费占书刊经费的比例进行丁统 

计；综合性大学占 5o．9 ，理工大学 占 51． 

85 ，农业 院 校 占 59 ，医学 院 校 占 8O． 

68 ，师范院拉占 37．86 。 

4．国外图书馆为期刊建设提供的借鉴。 

发达国家的图书馆较早注意到期刊的情报价 

值，从六十年代就开始向第三代图书馆转化， 

期刊购置费相对充裕。英国 不列颠图书馆文 

献供应中心 在八十年代末用于订购连续性 

出版钫的经费占年总书刊采购经费的 63 ； 

馆藏连续出版物 21．1万种 ，每年采购5、6万 

种(其中英国出版的 1．2万种)约 35万册，科 

技刊物约 4万种}六层主书库 中有五层用 于 

期刊。该馆与世界上 12oo多个单位建立了交 

换关系，每年处理 300多万件用户需求，平均 

每天处理 1．3万件。用户需求的 8O 可在本 

馆解决，lO 通过互借网找到 ，只有 5 得不 

到满足．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冒最大的文献 

情报 中心，其收藏 的连续 出版 物占馆藏 的 

75 ．日本、西德也在七十年代末√L十年代 

初着手实施图书情报一体化 ，期刊收藏的比 

例与年俱增。吴龙涛等先生在著作中提到 ，美 

国的大学 图书馆用于期刊的经费 195o年占 

总经 费的 35 ，1980年上升 为 6O～65 ， 

199o年选 80 ，部分大学如耶鲁大学图书馆 

甚至超过 9O 。国外高校图书馆期刊赡置费 

的现状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三、本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购置经费现扶 

和今后对策 

浙江省高等院校图书馆 1994年文献胸 

置经费情况有如下特点t(1)书刊仍是主要度 

藏，音像资料，缩微资料 ，机读资料与特种文 

献仅占文献总数的 3．35 ．(2)期刊订购的 

总体情况良好。期刊经费略高于匿书经费． 

(3)期刊经费所占比例差异较大t本科院技占 

54％，成人高校占42 ，专科院校占 38 {老 

院枝昔遗较高，新办院校较低I工．医、农院校 

3‘ 

较高，师范院校教低。(4)部分新办院坟由于 

馆藏底子较薄采购图书偏多，这种 比例失调 

现象将影响藏书结构和藏书质量。(5)杭州医 

专图书馆期刊经费比例居全省最高 ，已接近 

国外 1990年水平，是值得仿效的。 

作者认为，为了实现图书情报一体化，加 

强图书馆的情报职能，改变被动、静态豹服务 

方式，实行全方位开放式的主动服务，应该继 

续增加期刊的投入 参照全国高技图书培的 

馆藏现状 ，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的书刊经 费 

比例，我省各高校图书馆 的期刊购置费应在 

近年达到占文献贿置总金额 6O 以上 ，郎美 

国 1980年的水平，在本世纪末增加到 8O 

左右也就是美国 l 990年的水平。只有这榉， 

图书馆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校文献情报中 

心 ，才能更有效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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