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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分析外刊资源建设的现状及环境影响因素入手, 探讨了外刊资源建设中存在的经费紧缺、重复建设、使用不平

衡和电子期刊的局限等问题, 进一步提出了明确发展目标、建立馆藏评价机制、加强用户研究、加强协调与合作以及创建

外刊资源门户等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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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act factors, and discusses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oreign periodical collection. It offers the proposal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go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patron

research, collection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web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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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刊资源是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内

容,在促进科研和教学的进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极大地促进了数字环境的

发展,使得大学图书馆外刊资源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

革,印本外刊不断向电子期刊转化,电子期刊馆藏大

幅增长,逐步取代印本外刊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舞台上的主角。本文从分析大学图书馆外刊资源建

设的现状入手,探讨了影响外刊资源建设的环境因

素,指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

新外刊资源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1  外刊资源建设的现状分析
1. 1  电子期刊的增长与纸本外刊的削减
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电子期刊数

据库的大量涌现,大学图书馆不断引进电子期刊数据

库,使得电子期刊馆藏大幅增长,极大地满足了用户

的文献需求。据统计, 2002年我国高校图书馆拥有全

文电子刊仅 5000种[ 1] ,而当前已达到约 2. 5万种[ 2] ,

平均年增长率约 30%。截止 2008年 5月, CALIS共

引进外文数据库 74 个, 其中电子报刊数据库占

62%[ 3] ,约 46个。国外大学图书馆电子期刊馆藏的

增长更是迅速,美国 ARL成员馆中, 2006~ 2007年度

电子期刊占总现刊数量比例超过 50%的图书馆达 96

个,占88. 89%,其中超过 80%的有 46个,有的图书馆

电子期刊数量已超过 70000种[ 4]。悉尼大学图书馆

电子期刊从2000年的 31826种增加到68130种[5] ,涨

幅达 114%。

在大量引进电子期刊的同时,各大学图书馆不同

程度地对印本外刊进行削减。如清华大学图书馆

2004年纸本外刊为 1168种[6] , 2009年削减到只有约

120种,减幅达 89. 7%。四川大学图书馆从 2007年

开始加大了纸本外刊的调整力度,两年来共削减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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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种。美国 ARL成员馆订购纸本刊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64%下降为 2006年的 30% [ [7]。悉尼大学图书

馆印本刊在六年时间里由 13596种减为 8939种,减

幅为 34. 26% [5]。

1. 2  购置经费的大幅调整
馆藏的增长是由经费来保障的,电子期刊数量增

长的同时,其购置经费的比重也大大提高,而印本期

刊的比重则不断下降。ARL成员馆 2005~ 2006年度

电子资源购置经费比 2002~ 2003年度涨了 88. 96%,

占总文献经费的 40. 93%[ 8] ,而 1993~ 1994年度这一

比例仅为 4. 45%[ 9] ;在电子资源经费中用于购买电子

期刊的费用大部分成员馆都超过了 90% [ 8] ,因此可以

说,电子资源经费的增长主要是电子期刊费用的增

长。国内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经费的增长更是有目

共睹,通过 CALIS组团购买的国外电子资源数据库的

费用 2007年 5月达 3. 24亿元,比 2004年的 2. 08亿

元增加 1. 16亿[ 10] ,平均年增长率约 20%。四川大学

图书馆电子资源经费分配比例从 2004年的 13. 14%

上升到 2008年的 39. 49%,而与此同时该馆印本外刊

的经费减少了约 400万,减幅达 50%左右。

1. 3  使用情况的变化
使用率是读者需求情况的直接反映,是进行外刊

资源建设的重要参考依据。随着电子期刊的大量引

进,其使用率的增长是很惊人的,如 CALIS在 2006年

集团引进电子期刊数据 35个,浏览或下载量为 7789

万次,比 2005年上升了15. 85% [ 10]。图一是四川大学

图书馆Elsevier和 JohnWiley电子期刊数据库 2006~

2008年全文下载量的比较统计, 2008年分别比 2006

年增长了 183.3%和 39. 83%,由此可见一斑。

图 1  四川大学图书馆 Elsevier和 John Wiley2006~ 2008全文下载量统计

  与电子期刊使用率急剧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印本外刊使用的大幅下降。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对

纸本期刊和电子期刊进行了严密的使用统计分析,证

实随着电子期刊的增加, 到馆读者和印本使用减少,

而且发现在一段时期中大部分印本刊根本就没有人

使用
[ 11]

,国内许多大学图书馆的情形也相类似。由此

可见,数字环境下读者获取外刊资源的模式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无论从馆藏数量、购置经费还是使用情况看,毫

无疑问电子期刊已取代印本外刊成为大学图书馆文

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外刊资源的结构重组是图书馆

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满足读者需求、实现大学和图书

馆目标的必然选择。

2  影响外刊资源建设的环境因素

2. 1  传统期刊出版业的转型
随着信息技术和出版技术的发展,学术期刊正处

于从印刷出版向电子出版的转型期,呈现出从 p-only

yp- firstyp+ eye+ pye- first ye-only 的发展态势。

电子期刊大量涌现,打破了印本期刊的垄断地位,并

有逐步取而代之的趋势。出版商的生产运营策略也

向着 e-only方向转变,其销售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从最初的电子期刊数据库与印本期刊的完全捆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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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与 e-only 模式的并存, 再到完全 e-only 销售模

式,都反映出期刊出版业电子出版的发展方向。

2. 2  开放存取运动的蓬勃发展
开放存取( OA)事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学

术交流和学术出版模式的变革,即开放存取式学术交

流和学术出版,这两者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有着密切

联系。开放存取出版是电子出版的一个重要形式和

内容,它代表了电子出版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其主要

表现就是开放存取期刊数量的迅速增长,而且所覆盖

的学科范围也越来越广。2008年 Springer达成收购

BioMed Central Group的协议,后者是全球最大的拥有

180多种生物医学类同行评议期刊的开放存取出版

商,这一收购举措证明开放存取出版不是一种思想运

动,而已成为学术出版持久而稳固的组成部分[ 12]。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推行开放存取政

策。如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前者是将

本学院的学术论文存储在开放存取机构知识库中并

提供免费访问, 同时要求保留版权[13] ;后者则是存储

在 DSpace开放存取系统中[ 14]。这一政策的推行将

使大学及其职员在学术出版中占据主动地位,并最终

从根本上动摇出版商在学术出版中的控制地位。此

外,美国 30多个法学院及其图书馆员们于 2009年 2

月签署了/ 法学界开放存取达勒姆声明0,倡议停止法
律期刊印刷, 取而代之以稳定、开放及数字化的出版

模式,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数字化资源, 印本刊

已失去了经济意义[ 15]。

2. 3  Amazoogle的迅速扩展

Amazoogle是 Google、Amazon、Wikipedia等搜索

引擎和资讯网站的代名词,随着 Amazoogle的飞速发

展,用户的信息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 OCLC

关于5对图书馆与信息资源的认知6的报告,有 84%的

用户使用搜索引擎开始信息检索,而只有 1%的人从

图书馆网页上开始信息检索,而且 90%的用户对使用

搜索引擎获得的信息表示满意,认为与图书馆提供的

资源同样可信
[ 16]
。Amazoogle还注重对学术资源的

开发和揭示,如 Google推出了 Google Scholar平台,

以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

无论是综合性还是学术性的搜索引擎或资讯网

站,都将丰富和纷繁复杂的信息无缝地整合在一起,

构建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空间,受到全世界用户的极力

追捧,给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带来了极大的

冲击,外刊资源作为大学图书馆的建设重点需要发生

深刻的变革才能迎接来自 Amazoogle的挑战。

3  外刊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3. 1  经费紧缺
经费紧缺一直是困扰各大学图书馆的核心敏感问

题,是制约馆藏发展的主要瓶颈。造成经费紧缺的原

因之一是期刊的涨价。据美国 ARL的统计,从 1986年

到2007年的20余年间,其成员馆期刊的费用平均年涨

幅为 7. 3%
[ 4]
, 远高于同期通货膨胀率。按学科来看

(以国会图书馆学科分类为准), 2005~ 2009年平均年

涨幅超过 8%的学科有 25个,占 31个学科的 81%;有

17个学科总涨幅超过 35%,其中政治学、动物学、教育

学、历史学、法学等涨幅名列前茅,详见表 1[ 17]。

表 1  2005~ 2009年总涨幅超过 35%的期刊学科统计

学科
期刊数
(种)

2005年平
均价$
(种)

2009年平
均价$
(种)

2005~ 2009年
涨幅
(% )

娱乐 25 226 383 70

政治学 88 365 539 48

动物学 134 1, 039 1,510 45

教育 131 407 587 44

历史 275 183 263 44

法学 90 223 322 44

保健科学 1666 995 1,401 41

社会学 362 437 615 41

人类学 64 389 543 40

心理学 184 449 628 40

音乐 53 131 182 39

生物 269 1, 444 1,980 37

哲学和宗教 165 205 281 37

植物学 67 1, 159 1,581 36

艺术和建筑 76 193 259 35

天文学 27 1, 315 1,781 35

普通科学 70 870 1,174 35

  造成期刊涨价的重要推手是出版业的并购和垄

断。如Elsevier2001年兼并 Academic Press后旗下期刊

品种达 2400多种, Springer与 Kluwer Academic合并后

有 1700多种刊, John Wiley2007年收购 Blackwell后有

1200多种刊。兼并造就了垄断,垄断的直接后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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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格的操纵;同时由于许多大学每年的文献经费预

算中并没有考虑涨价因素,这就使得许多大学图书馆

一直都在有限经费和节节攀升的刊价中痛苦挣扎。

CALIS曾由于 Elsevier数据库涨价太高而与其谈判破

裂,一度中断合作关系;德国马普学会曾在 2007年由

于价格原因与 Springer谈判失败而中止了延续多年的

订购协议。面对期刊永无止境的涨价,图书馆从没有

停止过与出版商的抗争,并一直在寻求解决之策。

3. 2  重复问题
在外刊资源建设中重复问题很突出,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1)电子期刊数据库的重复。出版商为了自身的

利益都会收录某些相同的核心期刊或重要期刊,而电

子期刊数据库往往又是以/ 库0的形式销售,随着引进

数据库的增加, 数据库之间的重复愈演愈烈, 而且数

据库中收录的期刊数量越多,与其他数据库重复得也

越多。如暨南大学图书馆 2007年 13460种外文电子

期刊中有 4225种存在重复, 重复率达 31. 39%; EB-

SCO收录期刊 4493种,与其它数据库重复的达 2373

种,重复率为 52. 82% [18]。

( 2)电子期刊与印本期刊的重复。随着电子期刊

馆藏的增加,大学图书馆电子期刊与印本期刊之间的

重复情况一度很严重。如上海部分高校 2004年订购

原版印本外刊与电子刊品种重复率平均为 39%,经费

重复率平均为 57% [ 19] , 造成资源和经费的浪费。不

过随着大学图书馆复合馆藏的成熟发展,近年来这种

状况已得到较大改善。

( 3)图书馆之间的重复建设。这是由于地区间和

全国性的统筹规划和协调还不足而造成的, 如订购

Springer、EBSCO、Elsevier、John Wiley 数据库的高校

图书馆分别有 292个、180个、131个和 39个[ 20] ,可见

图书馆之间重复建设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3. 3  电子期刊品种使用不平衡
电子期刊使用率增长迅速,但经过进一步调查发

现,电子期刊品种之间存在使用很不平衡的问题。以

四川大学图书馆为例, 该馆 2008 年使用率较高的

Elsevier和 John Wiley 数据库,全文下载量低于 3篇

的期刊数量分别为 228种和 147种,占全文刊总数的

比例分别为 11. 02%和 31. 68%, 可见使用率很低的

期刊仍然不少,详见表 2;而这些低使用率刊中以小语

种刊居多,说明语种对用户使用外刊有很大的影响。

表 2  四川大学图书馆 2008年 Elsevier和 John Wi ley

全文下载量低于 3篇的期刊统计

下载量(篇) Elsevier(种) Wiley(种)

0 99 67

1 52 33

2 48 26

3 29 21

合计 228 147

全文刊总数(种) 2069 464

下载量 0~ 3篇品种
占总刊数的比例

11. 02 31. 68

3. 4  电子期刊的局限性
电子期刊虽具有占用空间小,查检方便快捷,不受

时空限制以及扩展功能强等优点,但仍然存在着不稳

定和不易长期保存等局限。当出版商发现由于某种刊

通过该数据库提供全文使其收入受损,往往会重新考

虑与集成商的许可协议,取消某种刊的全文而只保留

其文摘,从而造成这种刊的断档,影响用户的使用。

随着电子期刊馆藏的增加,其长期保存的问题日

显突出。图书馆对购买的电子期刊数据库往往只有使

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大量的电子资源都主要保存在全

球出版商或集成商的服务器上,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因

素都可能妨碍我们对这些资源的长期连续获取,一旦

出版商或集成商停止服务,我们的资源就会陷入僵局,

给大学图书馆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很严峻的挑战。

4  关于外刊资源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数字和网络环境的复杂化及多变化加大了大学

图书馆外刊资源建设的难度,面对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地

进行改革创新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课题。

4. 1明确发展目标,建立馆藏评价机制

外刊资源建设是馆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

标必须紧紧围绕馆藏发展的总目标来制订,即为大学

的科研和教学构建一个全面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外刊

资源保障体系,为科研和教学的不断创新提供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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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支撑。

馆藏评价是馆藏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由于种

种原因即使是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有效开展馆藏评价

的也并不多,因此有必要大力宣传和推行外刊资源馆

藏评价制度化, 建立长期有效的评价机制,这是确保

馆藏发展政策落实到位实现图书馆目标的有力措施。

要针对电子期刊和印本期刊的不同特征,制定出相关

的评价原则和细则,构建对电子期刊和印本期刊综合

考虑的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为馆藏的使

用提供定量数据分析研究,为馆藏政策的适时调整提

供可靠依据。可以借助馆藏分析工具如 WorldCat

CollectionAnalysis(WCA)来对馆藏外刊资源的使用和

效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4. 2  加强对用户及其需求的深入研究
满足用户需求是图书馆的使命,要准确定位用户

的需求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跟踪其需求的变

化。用户的需求离不开学科的范畴,每个大学图书馆

都有自己的学科特点,不同学科的用户群又有不同的

外刊资源需求特点和规律。目前很多图书馆的学科

资源建设还是比较粗放的,需要向精耕细作化转变,

对每一个学科特别是重点学科都要进行详细而全面

的特点分析和研究,包括学科主题范围、学科用户群

范围及其需求和行为模式等等,而后进一步分析每一

个学科的外刊资源建设情况和满足需求情况,从而制

订出以学科为基础的以满足学科用户为中心的外刊

资源发展政策。

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大学图书馆的做法,与专业

的信息咨询公司合作来进行用户及其需求的调研工

作。这里要强调的是,调研的成功需要建立在图书馆

与用户的相互信任的紧密关系之上,要同用户建立一

个紧密而固定的、可互动的常规化组织, 以利于有关

工作长期而有效的开展。

4. 3  加强外刊资源建设的协调与合作
4. 3.1  电子期刊与印本期刊的协调发展

这是目前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的重要课题,为了

更好地协调二者的发展,要遵循目标性、满足需求、重

点保障、互补性和成本效益等原则,并根据图书馆的

性质和特点对二者进行最优化配置,在对用户及其需

求进行深入调研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和用户需求量

身订做电子期刊和印本期刊的订购比例。在对印本

外刊进行调整削减时,要参考影响因子、使用情况以

及 H指数和 G指数等指标, 从而使调整更加科学合

理,最大限度地兼顾某一学科印本刊的保障和电子刊

的利用。

4. 3. 2  开放存取期刊与订购期刊的协调

目前把开放存取期刊作为正式馆藏的大学图书

馆并不多。随着开放存取事业的蓬勃发展, OA期刊

出版日益成熟和稳定, OA期刊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因

此可以把 OA期刊纳入正式馆藏中,从而极大地扩展

馆藏外刊资源。同时,还应考虑与外刊的订购进行协

调,把 OA期刊作为外刊订购调整的参考依据之一。

为此,图书馆需要建立一个收集整理 OA期刊的长效

机制,不断更新 OA期刊资源,使其成为外刊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

4. 3. 3  构建与出版商的新型合作关系

在学术交流活动中, 出版商扮演着很重要的角

色,因此在与出版商的对垒中, 图书馆既要尽可能多

地为自己争取利益, 又要充分利用出版商的各类资

源,在新信息环境下构建与出版商合作的新模式。

( 1)向出版商定制电子期刊数据库。目前在出

版、销售乃至售后服务的整个流程中出版商拥有控制

权,如电子期刊往往是以/ 库0的形式销售,图书馆要

么全买,要么不买,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更好地满

足用户的需求,图书馆应按需向出版商定制电子期刊

数据库,增强订购的灵活性, 像订购印本刊那样有选

择单本期刊的权利,这需要充分发挥 CALIS等图书馆

联盟的作用。只有按需订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数据

库重复和使用率不平衡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经费紧张的矛盾。

( 2)加强与出版商的合作。随着电子期刊馆藏的增

长,长期保存成为大学图书馆必须要面对和着手解决的

问题。出版商拥有很多技术和经费优势,而图书馆的这

些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加强与出版商的合作,充分利

用他们的各种资源,这是大学图书馆解决长期保存问题

的有力措施。美国 LOCKSS和 Portico项目就是这样的

典范,两者都是图书馆与出版商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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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用户可以长期不断获取学术电子期刊,目前有 197个

图书馆和 300多个出版商加盟 LOCKSS[21] ,有 493个图

书馆和 74个出版商加盟 Portico
[22]
。这两个项目在解决

长期存取问题上的成功探索,对我们思考电子期刊长期

保存模式有很大启发意义。

由于 Springer出版社率先积极探索开放存取出

版,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其合作。加州大学

图书馆与 Springer签署了开放存取期刊出版协议,自

2009年起加州大学作者在 Springer棋下杂志上发表

的文章将通过 Springer Open Choice来实现全文和即

时的开放获取,这是北美第一个与大型出版商合作实

施开放存取出版期刊的试点[23] ; 马普学会则与

Springer达成了免费获取 SpringerLink 全部内容和

Springer Open Choice中马普学会研究人员发表的全

部内容的协议
[ 24]

,该协议是订购模式和开放存取模式

相结合的一种创新体现。

此外,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化组织 ( NISO)提出的

SERU协议, 是图书馆员和出版商共同努力而创建的

关于电子资源交易新选择的成功范例和最佳实践,使

得关于电子期刊永久获取、存档和馆际互借等方面的

许可谈判能快速高效完成,从而为图书馆和出版商节

约谈判和签署许可协议的时间和成本。目前有 65个

图书馆和 27个出版商加入该协议
[25]
。

4. 3.4  共建共享,扩大馆际间的有效合作

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5图书馆服务宣言6中提出
的目标之一是开展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促进全社会

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 26]。一个图书馆的外刊资源建设

即使是达到了最为科学合理的程度,也无法满足用户

的无限性需求, 因此要立足于本馆资源,加强地区、全

国和全球间的合作,加入不同层次和级别的联合馆藏

和服务网络体系,从而大规模地拓展本馆的外刊资源,

极大地满足高校科研和教学创新发展的需要。

CALIS就是大学图书馆全国性共建共享的典范,经

过十年的建设,它已建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开放

式知识共享平台。其中的 CASHL项目建立了人文社会

科学的全国性联合馆藏,由七个地区中心分工订购 SS-

CI和 AHCI核心刊,并开展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

这对外刊的订购很有启发意义。如 Elsevier数据库,目

前几个大型高校图书馆开始采用 E-only模式而放弃电

子与印本捆绑模式,而原来订购捆绑刊的经费可用于

选择订购永久电子刊,订购该数据库的 131个高校图

书馆如果借鉴 CASHL模式来分工协调订购,其数据库

中的 2600多种期刊就都可以成为永久电子刊,即能节

约大量经费,又可解决长期保存问题。

美国 OhioLINK联盟所构建的地区合作馆藏发展

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成功运营经验,其建立的

电子期刊中心可提供 7361种期刊、近 400万篇论文,

成为当今世界上由图书馆联盟运行的最大电子期刊

馆藏之一[27]。

4. 4  创建外刊资源门户
用户对 Google等搜索引擎的深度依赖促使我们

要尽快把外刊资源服务推送到用户的桌面上,突破图

书馆本地网络,把外刊资源融入到用户的研究和教学

过程中,使图书馆成为其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建立外刊资源门户,使其成为图书馆学术资源门

户网站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构建全新的信息空间,引

导用户的行为模式,这是图书馆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

口。国内许多大学图书馆开发的电子期刊导航系统

就是一种探索,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

馆最具代表性, 不仅提供全部电子期刊列表,而且还

按照学科和专业进行分类,通过对电子期刊全面而深

入地揭示、多途径检索以及无障碍和无缝链接, 大大

提升了用户的满足度,值得其它图书馆借鉴。

作为图书馆的创新引擎,外刊资源门户网站的目

标和设计理念应具有搜索引擎的功能,将所有外刊资

源包括电子、印本和开放获取期刊整合在一起, 把用

户所需要的信息尽可能大地揭示出来,提供无障碍、

无缝以及综合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一站式检索,并利

用Web2. 0技术把其建设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和革新

性的在不同学科领域和研究层次的科研人员之间搭

建的交流互动平台,让用户参与其中, 使外刊资源不

断贴近用户的需要,增强图书馆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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