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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我国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收藏无法满足学科研究和保障建设需要的现状,通

过将 CASHL 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的联合馆藏目录进行对比分析,找出我国高校人

文社科英文图书收藏的差距和整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外文图书保障体系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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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国内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收藏无法满足

学科研究和保障建设的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承传性和累积性, 对

文献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从 2003年全面启动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

划 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繁荣发展人文社会

科学的政策和措施, 逐步形成了以国家重点学科为

骨干的学科体系, 高校人文社科学科建设和科学研

究得到了更快的发展。高校汇聚了全国人文社会科

学界 80%以上的研究人员和 80%以上的研究成果,

在力争使国家重点学科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的建设过程中,对外文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的需求

量急速增加。为缓和外文文献的供需矛盾, 扩大外

文文献收藏量,教育部从 2002年开始将高校文科图

书引进专款从年度 200万美元提高到 300 万美元,

并于 2004年启动了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 (简称 CASHL)项目, 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学

和研究建设文献服务保障体系。几年来, 人文社会

科学外文资源建设和服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尤其

是外文期刊建设成效十分显著。

在外文图书方面, 由于国家投资和调控力度仍

然有限,品种短缺、结构失衡、重复购买、缺乏协调的

现象比较严重。目前 CA SHL 拥有 1949 年以来出

版的人文社科外文图书约 40 万种, 而据统计, 仅

2000- 2007 年全球出版的英文图书品种就高达

208 5万多种, 年均出版量超过 26 万种
[ 1]

, 且品种

类型以人文社科为主。以 2004- 2007年出版的人

文社科英文原版图书为例, CASHL 收藏近 5 8 万

种,不到欧美地区一流大学图书馆收藏量的 1/ 3, 仅

为 BLA CKWELL 图书公司学术性英文图书报导量

的 1/ 2, 距离建立国家最终保障要达到的外文文献

保障率 95% 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 由于

CASHL 英文图书收藏分散, 购买和服务缺乏统一

规划和协调,更加剧了学科文献保障不足的状况, 无

法满足人文社科研究需求增长和重点学科建设的需

要。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 2006年学科抽样调查

中发现该校优势学科 经济学全部中英文文献的

满足率仅为 54% [ 2] ;华东师范大学 2001届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所引用外文图书的本馆文献保障率只

有 28 65%
[ 3]
。

本文拟以重点学科为框架, 以 2004 - 2007

年出版的人文社科英文原版图书为范围, 通过将

CASHL 的国内高校图书馆英文图书联合目录

(简称 CA SHL 收藏) , 与美国哈佛大学 ( Harvard

U niversity)、耶鲁大学 ( Yale U niv ersity) 和英国牛

津大学( Ox for d U niv ersity) 这三所国外顶尖大学

图书馆的人文社科英文图书联合馆藏目录( 简称

HYO 收藏)进行对比, 分析二者在收藏总量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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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科收藏方面的异同, 为国内高校进行人文社

科英文图书整体建设布局和联合保障建设提供

依据和建议。

2 中外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原版图书收藏比较分析

在分析方法上, 利用国内业已编制的 杜威十

进分类法( DDC) (第 21版)与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第四版)对照表 ,和自研的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类

号与教育部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

科、专业目录 一级学科名称转换表, 建立 DDC类号

-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类号- 重点学科名称的映射

与转换通道,并运用书目对比分析法对总体收藏和

学科收藏进行深入分析和质量评价。

2 1 收藏总量和收藏质量分析

收藏总量是图书馆文献收藏规模的标志, 也是

文献收藏质量的依托和保障。表 1显示, 在 2004-

2007年出版的人文社科英文原版图书中, CASH L

收藏总量为 57543种,仅为 HYO 收藏总量 191387

种的 30%, 约占 BLACKWELL 图书公司学术性图

书报导量的 45%。HYO收藏的英文图书为 179435

种,其中 CA SHL 未收藏的图书为 145336种, 未收

藏率高达 81%。可见,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 国内

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原版图书的收藏规模偏小。

表 1 CASHL、HYO、BLACKWELL收藏或报导的

2004- 2007 年出版的人文社科英文原版图书种数

项目
CASHL

收藏

HYO

收藏

BLACK-

WELL报导

CASHL占

HYO比率

正式出版图书 56085 179435 128064 31 26%

非正式出版图书 1458 11952 12 20%

合 计 57543 191387 128064 30 07%

注:国内出版社出版(含引进版权)的英文图书共 2699种未纳入

统计。

在收藏质量上, 表 2显示, CASHL 与 HYO 均

收藏的为 34099种,占 CASH L 收藏总量的 60 8% ,

其中有 83 43%的图书被 BLACKWELL 学术性目

录报导, 这部分收藏的质量应可肯定。然而,

CASHL 收藏中还有占总量 39 2%的 21986种英文

图书, HYO 没有收藏, BLACKWELL 学术性目录

也仅报导过其中的 23 39%, 预示这部分收藏质量

可能良莠不齐, 需要在图书来源和使用效果上作进

一步的质量探析。

表 2 正式出版图书中 CASHL与 HYO收藏匹配和

未匹配种数的 BLACKWELL报导量

项目
CASHL

收藏

BALCK-

WELL报导

BALCK-

WELL未报导

BLACK-

WELL报导率

CASHL 与 HYO

匹配种数
34099 28450 5649 83 43%

CASHL 与 HYO

未匹配种数
21986 5142 16844 23 39%

合 计 56085 33592 22493 59 89%

注:为保证比对准确性,本文仅对正式出版图书进行书目比对,

匹配书目根据 ISBN 完全一致命中。

在非正式出版英文图书方面, CASHL 仅收藏

1458种, 只占 HYO 同类收藏 11952种的 12 2% ,

且其中有 866种集中在世界银行出版物, 占总量的

59 4%。不仅绝对收藏数量少, 而且收集面窄, 反映

出国内高校图书馆在非正式出版英文图书收集方面

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HYO收藏作为世界上三所顶尖大学图书馆的

联合馆藏,其收藏规模和质量应是比较合理和理想

的。与之相比,当前国内高校英文图书已有收藏质

量较好,但总体收藏规模偏小, 文献保障率较低, 未

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2 学科收藏分布分析

表 3显示,在学科收藏量分布上, CASHL 在 18

个学科的收藏总量为 53785种,平均收藏量为 2988

种, 变异系数为 0 86。HYO 学科收藏总量为

177313种,平均收藏量为 9850 7种,学科收藏量的

变动幅度比较大,变异系数为 1 22。

从图 1可看出, CASHL 和 HYO 收藏都主要集

中在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艺术学、

政治学、法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应用经济学和教育学等 11 个大中型学科上, 各

占学科收藏总量的 92 2%和 92 8%。CASHL 和

HYO 收藏量最少的 7个小型学科均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育学、地理学、军事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

管理、新闻传播学和心理学, 各占学科收藏总量的

7 8%和 7 2%。

由于大中型学科和小型学科之间英文图书出版

量和收藏量差异很大, 因此, 在进行保障建设时, 应

灵活把握小型学科收藏量较低、建设易见成效的特

点,分阶段有重点地投入专项资金, 做到既全面发

展,又能短期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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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ASHL和 HYO各学科收藏种数

学科名称

CASHL

与 HYO

收藏匹

配种数

CASHL收藏 HYO收藏

与 HYO

不匹

配种

数

总种数

与

CASHL

不匹配

种数

总种数

哲学 3538 1387 4925 14363 17901

理论经济学 1877 898 2775 5082 6959

应用经济学 2761 2783 5544 2561 5322

法学 2450 2098 4548 7038 9488

政治学 5574 1731 7305 6714 12288

社会学 1640 919 2559 14474 16114

马克思主义理论 22 5 27 0 22

教育学 1238 1751 2989 3172 4410

心理学 657 755 1412 1391 2048

体育学 138 180 318 3363 3501

外国语言文学 5859 3386 9245 44321 50180

新闻传播学 580 359 939 654 1234

艺术学 1381 1014 2395 12418 13799

历史学 2405 979 3384 20393 22798

地理学 161 280 441 2790 2951

军事学 346 130 476 1405 175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1853 2044 3897 3512 5365

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管理
285 321 606 897 1182

合 计 32765 21020 53785 144548 177313

注: 学科收藏均为正式出版英文原版图书。除军事学为学科

门类名称外,其余均按教育部一级学科名称进行书目分类和汇总。

HYO收藏和 CASH L 收藏分别有 2122种和 2300种图书未

能聚合到表中学科下,未聚合率为 1 18%和 4 1%。

由于 DDC与中图法类号映射转换表不够详尽和精确, DDC

转出的中图法类号存在少量偏差,相应导致 HYO 收藏的学科归类

存在少量偏差。

2 3 CA SHL 学科收藏优势和弱势分析

假定 HYO各学科收藏总量和质量是一个较为

理想的总体, 那么,就 CASHL 某一学科而言, 如果

CASHL 与 HYO 学科收藏匹配种数占 HYO 相应

学科收藏种数的百分比 (简称学科收藏重合率)越

高,同时 CA SHL 学科收藏种数占 HYO 相应学科

收藏种数的百分比(简称学科收藏种数比)越大, 则

该学科的收藏基础和收藏质量越好, 收藏优势越

明显。

在图 2中, CA SHL 所有学科收藏重合率和收

图 1 CASHL 和 HYO各学科收藏比例

藏种数比的算术平均数分别为 24%和 43%。我们

把 CASHL 学科收藏重合率和学科收藏种数比均明

显高于相应算术平均数的学科, 称之为收藏相对优

势学科。这类学科主要有应用经济学、新闻传播学、

政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心理学和教育

学;把学科收藏重合率和学科收藏种数比均明显低

于相应的算术平均数的学科, 称之为收藏相对弱势

学科,主要包括体育学、地理学、艺术学、社会学、历

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文献收

藏量最少,属最弱势收藏。

对于收藏相对优势学科,由于补缺量相对较小,

短中期内重点建设较易显现成效和提升文献保障

率;对于收藏相对弱势学科,迫切需要制定中长期发

展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提高学科文献保障水平。

图 2 CASHL 学科收藏重合率和学科收藏种数比

2 4 CASHL 学科缺藏分析

从国家层面出发考虑一级学科藏书保障建设,

应该达到世界一流高校的专业藏书建设水平。在图

3中,用参数 CA SHL 未收藏种数 来反映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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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H YO 收藏的 CASHL 缺藏绝对量, 用参数二

HYO某一学科收藏中, CASHL 未收藏种数占已

收藏种数的百分比 来反映缺藏相对比。缺藏绝对

量越小,相对比越低, 则说明该学科原收藏基础越

好,补缺成效越易显现;反之亦然。通过对两个参数

的组合分析,有利于对某一学科的缺藏状况、补缺难

易和预期建设效果做出总体判断。

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外, CASHL 其余 17 个

学科缺藏总量高达 144548 种, 平均缺藏量为 8503

种。缺藏品种主要分布在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

会学、哲学和艺术学等五个大中型学科上, 数量高达

105956种,占所有学科缺藏总量的 73 3% ; 其中外

国语言文学缺藏量最大, 占缺藏总量的 30 7%。缺

藏量较小的五个学科是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管理、心理学、军事学和应用经济学, 为 6908

种,仅占缺藏总量的 4 8%。

图 3 HYO收藏中未被 CASH L 收录的图书分析

CASHL 缺藏绝对量和相对比双高的学科主要

有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和艺术学, 说明这

4个学科不仅缺藏量很高,而且已有收藏比较薄弱,

补缺任务艰巨,应合理制定中长期规划、补缺目标和

安排补缺进度; 绝对量和相对比双低的学科主要有

应用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教育学和心理学, 说明这些学科原有收藏基础和

质量较好,缺藏量也相对较小, 中短期重点补缺易见

成效; 绝对量较高而相对比较低的主要有哲学、法

学、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大中型学科,说明原有收

藏基础尚好,但缺藏量相对较高,需要持续加强建设

以达到较好的保障效果;绝对量较低而相对比较高

的主要有体育学、地理学、军事学、图书馆/情报与档

案管理等小型学科,说明这些学科原有收藏基础很

薄弱,迫切需要重点投入和加快建设步伐, 以扭转其

落后局面。

2 5 CASHL 补缺所需资金规模分析

从表 4可以看出, 2004- 2007年间, 在全球英

文图书出版量相对平稳的背景下, 英文图书均价和

HYO收藏量呈反向增长关系。一方面,人文社科英

文图书均价逐年增长, 从 2004年的 53 09美元涨到

2007年的 61 50 美元, 涨幅为 15 8% ; 另一方面,

HYO学科收量总量逐年下降, 由 2004 的 50344 种

下降到 2007年的 36796种,下降幅度高达 26 9% ,

相应导致 CA SHL 学科未收藏总量也以接近于

HYO 的收藏降幅逐年下降。2004 - 2007 年

CASHL 学科缺藏总量为 144548种,预计需要补缺

资金 820万美元。如果按 CASHL 管理中心提出的

近年缺藏部分补缺率力争达到 50%左右的目标, 预

计需要投入补缺资金 400多万美元。

表 4 CASHL缺藏品种和补缺所需资金

项目

HYO学科

收藏总量

(种)

CASHL学科

未收藏总量

(种)

BLACKWELL

报导图书均价

(美元)

预计补缺

资 金

(美元)

2004年 50344 40921 53 09 2172496

2005年 46450 38003 55 01 2090545

2006年 43723 35994 58 82 2117167

2007年 36796 29630 61 5 1822245

合计 177313 144548 8202453

年平均

增长率
- 9 82% - 10 03% 5 03% - 5 48%

注: BLACKWEL L 报导图书均价,来自 BLACKWELL 报导的 2004

- 2007年出版的 11809 种人文社科英文图书目录价格的加权平均

价。英镑对美元折算率采用中国银行网站公布的 2009年 6月 10日

纽约市场收盘价 1 6351。

3 国内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整体化建设存在的

主要问题和保障体系建设策略

3 1 国内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整体化建设存在

的主要问题

( 1)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品种短缺比较严重。

在图书馆常规经费预算中, 外文图书购买经费

往往排在预算的末位。1982年以来,教育部文科专

款一直成为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购买的主要经费

来源。然而,文科专款的增长远远跟不上书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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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度。2004- 2007年,文科英文图书均价年均涨

幅为 5 03%, 而文科专款一直维持在年度 300万美

元不变。CASHL 年增英文图书 2 万多种, 不及欧

美地区一流高校单馆馆藏的二分之一, 品种短缺严

重,收藏结构失衡,无法提供全面的文献保障服务。

( 2)统筹协调力度有限,学科收藏优势不均。

文科专款按额度分配给 70个综合性或文科院校

共同使用,选书原则、学科使用额度分配和收藏体系

主要由各校自行决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经

费使用和学科分配的计划性不强,重复购买和大量漏

藏现象并存, 形成学科收藏优势不均、收藏相对优势

学科收不全、相对弱势学科依旧弱的现状。

( 3)共建共享程度不高,服务效益有待显现。

目前, CASHL 组织开发的西文图书订购信息

平台仍处在建设阶段,联合保障、协调学科、全面收

藏的文科专款项目建设新战略刚刚制定,有待实施,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联合目录 这一信息加工和

共享服务的平台进展比较缓慢,联合目录规模小、更

新慢,共建共知共享建设刚刚起步, 文献服务效益和

资金利用效益仍有待提高 [ 4]。

3 2 国内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图书保障体系建设

策略

( 1)加强国家投资力度和带动效应,建立国家层

面的多馆联合保障机制。争取更多的文科专款经费

投入,树立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通过建立合理的经

费分配体系,吸引成员馆自有资金、科研项目资金等

配套资金的投入, 从而形成以 CASHL 为主导的多

馆联合保障机制,建立分布合理、协调有力的全国性

外文文献保障体系。文科专款主要用于当前出版的

学术图书的全面保障建设和回溯图书的重点保障建

设,资金使用和文献收藏相对集中; 配套资金则由成

员馆自主购买所需图书。

( 2)加强学科收藏整体布局和统筹建设,开展全

面收藏和重点收藏工作。根据高校现已达成的

CASHL 外文图书多馆协调采购方案 , 进行全国高

校英文图书的整体布局,建立相关院校按学科分工

和按年度发展重点学科文献的横向和纵向协调机

制,开展人文社科重点学科当前出版英文图书的全

面收藏,分阶段、有重点地对 1950 1990 年间经典

性和学术性西文图书进行回溯补藏。

( 3)发挥纸本图书和电子图书的共同保障功能,

重视非购入方式的文献补充作用。做好纸本图书与

电子图书的协调互补采购工作, 对已购买和拟引进

的两个电子图书集成平台 N etLibrary 和 MyiL-i

brary 收录的以及 CADAL 项目已数字化的电子图

书原则上不再购买纸本图书, 并将这些电子图书作

为 1991年以后出版的缺藏英文图书的主要保障源。

同时,大力拓展交换、赠送等低成本文献获取渠道,

力争用最少的经费取得最大的保障效果。

( 4)加快共建共享信息平台建设,有效拓展文献

服务效益和资金使用效益。通过 CASHL 西文图书

订购信息平台实现联合采购和共同保障, 避免重复

建设。通过 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联合目录 实现

不同高校图书馆、不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项目之间

的书目信息资源共知共享, 开展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和服务推广。

( 5)寻求与其他信息机构和图书馆联盟的联合

保障建设,切实将 CASHL 打造成人文社科英文图

书最终保障基地。面对庞大的英文学术图书出版

量,仅依靠 CASHL 系统内部现有经费和资源是很

难实现全面保障的。但 CASHL 具有建立合适规模

学科收藏的能力和提供共建共知共享服务信息平台

的优势,可通过与系统外部人文社科英文图书收藏

丰富的相关信息机构和图书馆联盟的资源协作和信

息整合,如开展与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国家

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相关文献情报中心和中英文图

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等项目的密切协作, 以及与

美国国会图书馆、大不列颠图书馆等国外信息机构

的战略合作,最终实现为我国人文社科教学科研提

供文献资源最终保障的建设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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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该项工作的可持续建设和发展。

4 2 音像制品的版权保护

音像制品共建共享的版权问题是不可忽视的,

联盟在制作方案时须充分考虑这个因素, 通过用户

认证和资源认证等技术解决音像制品的版权保护

问题。

总之, 音像制品共享共建联盟的合作模式和共

享机制必须科学,应以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为基础, 以

数字化的信息为资源,以分布式海量数据库资源为

支撑,以智能检索技术为手段, 以高速网络为传输通

道,从而实现音像制品的共享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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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d, Yale and Ox for d, the paper finds out the disadvantages in collect ion for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U n-i

versities as w ell as o verall co llect ion development pr oblems, and then g ives suggest ions on the guarantee

system const ruct ion of foreig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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