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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笔者参加 了

几次图书札 爹术研讨会与
座谈会 在与自然科学

、

应用科学和商等院校图书
情报人员的交流中

,

深深
地体会到当前社科研究系
统的各类图书情报部门在
各项业务发展上远远落后

于上述图书情报部门 在
前者的工作经脸与成绩面

前
,

后者 则 显得 软 弱 无
力

、

相形见细 从总体上

评价 社科系统的各类专
业文献工作目前处于一种

萎缩不前的状态 形成这
种状态的最主要

、

最根本
的原因就在于文献利用效
率不高

,

使用效益太低

仅以笔者所在的社科院法

学所图书馆为例 在现存
的 万种 册 互文图书

中出借一次以上的图书只

达到
,

流通 也以这
为准 从建馆 至今

所收藏的 沁 的书没有
出借过

。

社科系统的其它
单位 , 情况也大致类似
以编译马列若作为主的中
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

,

在
其 万种 册 外文图书

馆藏中
,

年平均 出借率只达到 这对专业图书

馆来说
,

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此
,

笔
者谈谈影响社科类图书效益发挥的几点粗浅看法

,

以期引起同行的探讨
。

主观因素妨碍社科文献效益的发挥 社科文
献在理论上常出现对同一社会现象或同一学科中同

一专题里有多种解释或多种理论流派并存的现象
因此个人的主观因素会造成在图书馆的收集整理上
偏重于某一侧面的论著而硫忽了其它方面的论述

收集了熟悉的观点而漏掉了其它观点论著的结果

另外
,

主观因素还使得业务人员难于准确地掌握归
类标准

,

难于编排主题索引
,

难于检索查找文献
之 内容概念抽象化形响社科类文献效益 的 发

挥 社会科学是人们运用逻辑概念
、

判断
、

推理来

间接地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科学 从内容上来看
,

它的概念表达不同于 自然与技术科学那样具有值
的客观标准 故而在其科学理论的概念表达上

,

抽
象的解释常常表现出其理论结果的不一致性或常变

性
,

抽象与具体之间往往产生截然变异与差距 这
种理论上的抽象化表现在其物质载体上

,

不能不给

图书馆收集
、

整理
、

利用等业务开展带来极其消极

的后果 例如 某一时期理论以这种形式反映 出

来
,

尔后又用另一种形式表现 某一时期集中了大

盆热门论著
,

过后却又变成无人问津的论著 在别
的国家或地区被推崇的文献

,

在本国却受到冷遇或

被遗漏 真正有价值
、

水平高的学术 专著
、

短时间

内很难收集与整理出来
,

而大量的
、

内容类似的
、

价

值不高的文献则充满了有限的馆舍
,

耗费了过 多的

经费 另一方面
,

概念上的抽象化也导致有些馆员

由于专业知护 互窄而错误地理解某一专业文献的主

题或内容
,

从而错选书或漏订书以及归错类 目或错

排架等现象
社科类文献在反映单一学科上的不一致性

学科的一致性通常指具体某一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

的明确划分界限
,

也就是学科本身是否 具有较为一

致的评价和解释标准 社科研究工作受多种社会因

素影响与制约
,

它本身各单一学科不 备上述的一
致性 宏观 看

,

社科领域间各学科 具有本质 上 的

联系又有形式上的区别 徽观上看
,

各学科间交

叉
、

渗透
,

缺乏明确的界限 在 目前的社科研究领

域中
,

跨学科
、

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是被普遍采用的

手段 多年前国外著名情报学家彼
·

矣勒就曾对
社会

、

自然
、

技术三大科学中的引文分别做过抽样

统计 分析出社科类文献在引文总数中 来 自本

学科 来 自跨学科 而后两者的 自引率分别是

沁 和 即 这只是对整个领城的统计 如果具
体到单一学科上

,

其专业研究跨度会更大 就拿社

科领城中的法学学科来说
,

其涉及的范围几乎囊括

三大科学领域
,

象自然资源学
、

技术标准学
、

航空航
天学

、

信息学
、

经济学
、

宗教学
、

国际关系学
,

等等
。

其单一学科内部也分支出环境保护法学
、

技太标准

法学
、

空间法学
、

软件版权法学
、

经济法学
、

宗教法

学
、

国际公法学等相应的独立专业法学理论 这些

独立的新兴学科组成了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中的各
个部门法学 离开了对其它领域的依赖

,

也就失去

了研究对象
、

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由此可见

,

社科文献本身学科的不一致性必然
导致其文献涉及范围的无限

,

其结果对于社科专业

图书馆来说
,

不仅要收集
、

整理本学科传统部门的

论著
,

还要大量掌握与了解交叉学科与其它学科的

有关文献 其涉及面的庞大与复杂
,

常常令文献工

作人员无所适从
,

顾此失彼
,

进而造成 月前社科专
业馆在收集与利用等业务方面的消极与被动局面

社科类文献的老化程度慢 社科理论本身的

更新速度慢
,

更新时间带长
,

文献老化程度低 社

科文献因其理论特性
,

住往一部精典著作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间仍被引用

,

始终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献需求往往只借助于几部精典
普作 其研究就可长期进行下去 这势必使图书馆

业务形成一种类似疲惫的状态
,

往往被上级主管放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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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黔择若

我 国信息咨询业的现状分析

郑州工学院图书馆 索传军

信息服务业作为一种产业
,

在本世纪 年代崭
露头角 年代 它 已在西方发达 国家中广泛地开

展业务 进人 叩年代后
,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
技术的发展

,

西方的信息服务业 出现 了一个新趋
势

,

其中最为明 显的就是出现了专门提供信息服务
的信息咨询公司伙

一
、

信息咨询业的产业结构

我国鱿信息咨询活动与英国等许多国家一样
,

拥有丰富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基础的传统文献信息
服务机构一 一 图书馆

、

信息研究所等部门
,

在一定

程度上构成了信息咨询的早期市场
从我国已 出版献一些信息咨询机构名录中可以

看出
,

望 年以前
,

我国的信息咨询机构基本上是
按照我国现有的部门所有制形式分布在政府的各级
职能部门

、

高等院校
、

科研机构中的科技
、

工程
、

经
济管理等信息系统内

。

但近几年
,

一些新的部门已

经加人这一年轻的暇各行业之 中 一些专业信息系

统
、

网络和 专业数据公 司
,

特别是一些集休和个体
性质的信息公司也涉 是这一领域 另外

“

信息咨
询

’

一词应用 广泛 且易于 混淆
,

似乎 已涉 及到所有
人的一切活动

,

正 因为如此
,

我们难以界定伶息咨
询业的服务范围和准确描述其产业结构 在此 我
们仅以其组织形式和开展信息咨询的主要部门加以

简要的说明
,

以便更多的人去认识和研究这一新的

服务领域

从组织形式上看
,

信息咨询业主要由以下

大类构成

具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型专业信息咨询公
司或大型信息服务网 这种公司或网络有良好的支
持性资源 信息

、

人才和设备等
,

有较严密的组织
管理形式和较完善的服务措施 如黑龙江社会经济
信息公 司

、

北京万方数据公司
、

达成信息服务网
等

专业的 巾小型信息公司或信息服务系统
这主要是指专业学会

、

协会等创办的信息咨询服务
实体和在专业领域内开展信息咨询服务的中小型信
息企业 如专门从事职业介绍的猎头公司 金睦求
才公司

、

专业剪报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 以及 图书信息部门的 以信息检索

、

市场俏研服

务为主的信息公司或联机检索系统 郑州工学院图

强信息公司 这类公司从组织形式上着虽然较
小 但其一般有较为幸富的信息资源和优秀的信息
咨询顾问

、兼营信息咨询服务的企事业单位 这主要
包括拥有良好信息技术设备和传播媒体的广播电视
部门

、

电信部门和出版发行部门以及政府的软科学
研究机构等

,

如 郑州电话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

河南电视合经济电合信息咨询部等等
集体和个体咨询者所经营的小型信息公司

或信息服务实体 这包括以集体性质注册创办的小
型信息公司

,

如郑州拓朴信息公司和专职或兼职从

到了可有可无的位置
,

各项工作缺少财力 与物力的

支持 也就更谈不上
“

效益
’

的发挥了

影响社科类文献效益发挥的障碍不仅仅表现在
以上四个方面

,

象地域性
、

语言木 土性
、

传统文化等
因素的影响也并不亚于以 」二四 改 总而言之

,

提高

社科类文献便用效益的关键
,

一方面在于业务人员

专业水平
、

工作态度的提高 另一方面就在于我们

不能把这个问题同其文献木身的特殊性分割开来
。

只有在充分认识 了这些特征
,

才能对盘食药
,

从理

论上
、

实践上解决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问题
对子社科系统的专业 图书馆业务 声

、

员来说
,

应
认识到 自身与 自然科学

、

技术科学
、

高等院校类的

图书馆在文献对象上
、

收集形式上
、

学科性质上的

很 木 区别 不能照搬他们
“

使用效益
’

的发 挥方
法

,

更不能只把效益简单地归结为
“

有偿服务
, ,

这
些都会使我们 自身工作步人歧途 当前

,

应在本行
业中开展一场

“

利用效益
’

的讨论
,

通过讨论开创出
一条适应社科文献工作发展的道路

,

使我们从事的
图书馆事业能在科研

、

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的
“

效
益

’

也为今后社科系统的同行们提供一个
“

生存
,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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