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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图书分类实践的若干突出问题

王 国斌

摘 要 由于分类体系
、

图书在版编 目
、

自动化软件
、

外包服务以及图书分编人员知识水平等方面

的问题
，
目前的图书分类实践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

亚需健全在版编 目体系
、

严控分类编

目业务外包服务质量
，

加强分类复查和确认
，

统一分类体系
、

规范分类细则
，
以便于文献资源的共

享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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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体系与实践的关系及重要性

中国古代的学者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概括和

总结了图书分类的基本经验和规则
，

但是
，

真正的图

书分类的知识或者说图书分类规则
，

更多地来源于

图书分类的实践活动
。

尽管编制分类法的专家学者

也是立足于图书分类的实践
，

经过系统的梳理
，

按照

图书分类的规律编制
，

并不断地根据实践知识的增

长而逐步调整图书分类规则
，

不断完善图书分类体

系
，

但是
，

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依然

普遍存在
。

这种现象存在的直接后果是不能准确地

把图书归位
，

进而影响到图书检索的效果
。

要高质量地进行图书分类
，

应该扎实地掌握图

书分类法的编制原理
、

体系结构
、

标记符号
、

复分表

及组配方法
、

同类书的排列等内容
，

使图书分类的理

论和实践达到和谐统一
。

实践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进

行
，

理论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
，

唯如此
，

我们的图

书馆事业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

� 图书分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图书分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很多
，

但笔者认为

以下几条在目前看来是比较突出的
。

�
�

� 使用不 同的分类体系带来的问题

由于目前《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
《中图法》�还没有作为强制标准在各个图书馆使
用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中国人民大

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武汉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
法》和《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均为国内一些
图书馆使用

。

而且不同的图书馆在使用 《中图法》

时
，

都会考虑自身的特点和分编的连续性
，

制定相应

的细则
，

分类时允许自行确定一些对该馆而言比较

重要的类目
，

如
“
医学伦理

”

等方面的图书
，

有的医

学院校图书馆直接分至 �类
，

而公共图书馆或综合

性高校图书馆就有可能分至 �类
，

这可能是按照图

书分类时的最大使用原则而规定的
。

这样一来
，

分

类编目数据的一致性比较差
，

很难直接为不同的图

书馆共享
。

�
�

� 图书在版编 目�����带来的问题

我国《图书在版编 目数据》 自 ���� 年着手起

草
，
���� 年获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

，
���� 年 �月实

施《图书书名页》和《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两项标准 。

��� 的实施
，

大大提高了图书分编效率
，

既保证了图

书分类编目的质量
，

也为进一步实现编目工作的标

准化和规范化
、

加快文献工作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

但是
，

由于图书出版部门整体编目力量

薄弱
，

编目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

编 目工具落后
，

加上

缺乏必要的质量监督和验收手段
，

致使图书在分类
、

著录和主题标引方面存在一些质量问题
，

如分类号

与图书内容不一致
、

类分图书标准不统一
、

图书内

容揭示不充分等等
。

上述问题的存在
，

使得 ��� 目

前还只能作为参考数据供编目人员辅助使用
，

这是

编目资源的极大浪费
。

�
�

� 计算机自动化图书管理系统软件的问题

早期的计算机 自动化图书管理系统是由各个

图书馆根据自身的人力
、

财力等实际情况
，

或引进

或自行开发的
。

在自行开发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基础



王国斌
�

当前图书分类实践的若干突出问题 ��

上
，

一些图书馆推出了图书管理系统软件
，

如国家图

书馆文津系统
、

丹诚系统
、

深圳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

深圳大学图书馆自动化管理集成系统等
。

但由于不

同系统之间数据结构及字段的设置不同
，

对数据和

记录进行处理的功能模块也大不相同
，

从而造成了

数据间兼容和转换的困难
，

给编目数据的共享带来

了障碍
。

�
�

� 外包服务带来的问题

近年来
，

教育部连续组织高校本科教学评估
，

在

评估指标体系中
，

图书种类和数量是评估中争优保

良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为此
，

各高校都不惜血本
，

大量

采购图书资料
，

使得一度低迷的图书市场又火了起

来
。

在这种情况下
，

大部分图书馆采取了由书商提

供外包服务
，

即送书
、

提供分类编目数据
、

贴条形码

和磁条
、

打印书标和盖馆藏章等的服务
，

同时通过光

盘套录
、

网络下载以及联机编目等形式在全世界范

围内广泛共享编目数据
。

因此
，

分编人员普遍对这

些数据的认同度较高而缺乏认真的复核程序
，

导致

这些数据中的错误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
。

�
�

� 图书分编人员知识水平带来的问题

在图书分类工作的实践中
，

我们看到
，

大部分图

书馆
，

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图书馆
，

由于工作人员本身

的知识所限
，

对于图书的分类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图

书分类理论的要求和标准
，

对于图书分类法中的互

见
、

参见
、

分类号的组配与轮排等方法也并不是很熟

悉
。

因此
，

实际给出的分类号显得简短
、

肤浅
，

不能

充分地揭示出图书的内容特征
。

� 图书分类体系与实践契合的途径

�
�

� 治本溯源
，

健全在版编 目体系

要使图书 ��� 这项严密
、

细致和连续的工作长

期正常开展
，

必须从源头上建立一个系统而稳定的

编目管理体系
，

制定实施 ��� 的具体原则
、

方法和步

骤
。

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一领导下
，

建立一套自

上而下的 ���管理机构
，

来统一协调各省
、

自治区和

直辖市的在版编 目管理体系
，

确保 ���有序进行
。

另外
，

还要加强校对工作
，

避免印刷出错
，

加强出版

社和图书馆分类人员的协作
，

提高 ���制作人员的

业务素质
，

加强 ���国家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
，

严格

执行国家制定的有关规范和标准
，

通过带有强制性

和普遍约束力的有关法规
，

保障图书在版编目的顺

利实施和有序
、

健康发展
。

�
�

� 图书分类编 目业务外包要慎之又慎

当前
，

图书分类编目业务外包市场尚未成熟
，

供

货商的业务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

图书馆一定要严

格考察其业务和管理能力
，

对提供的各项报务工作

和业务工作进行监督和调查 �经常性地了解他们的

具体工作情况
，

适时地派专业分类人员进行业务指

导 �认真复查分编数据
，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加强

协作与协调
，

注重各种信息的反馈
，

使图书分类编目

业务外包工作顺利进行
。

�
�

� 熟练使用分类法

图书分类法是图书分类的工具
，

熟悉掌握分类

法是提高图书分类质量的基础
。 《中图法》是 目前

我国图书馆广泛采用的分编图书文献资料的最重

要的工具
，

是作为国家标准的具有很高权威的分类

法
。

要想提高图书分类质量
，

深入学习并熟练掌握

《中图法》是图书分类人员的首要任务 。

这要求图

书分类人员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图法》的体系结构 、

编制原则和使用方法
，

详细掌握《中图法》的分类标
准和方法等

。
唯如此

，

才能杜绝分类人员的主观随

意性
，

减少分类结果的不一致现象
，

提高图书分类

的质量
。

�
�

� 图书分类的复查和确认

判断图书分类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
，

就是图书

归类的准确性和高度一致性
。

具体来说
，

一是在图

书分类体系中为所分图书找到一个准确
、

恰当的位

置 �二是使同类图书在执行统一标准时能够前后一

致
，

号码固定
。

决不能过于主观
，

任意理解 �三是专

业的图书分类人员对此项工作要进行认真
、

详细的

复查和确认
，

纠正错误
。

�
�

� 统一分类体系
，
编制适合本馆的分类细则

要提高图书分类工作的效率
，

增强图书分类工

作的可操作性
，

最大限度地减少图书分类工作中出

现的差错
，

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该统一使用权威的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

并根据分类法原则
，

制

定并规范适应本馆的分类细则
，

作为本馆类分和处

理图书资料的统一依据
。

同时
，

在保证这些分类细

则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

还要在实际工

作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它们
，

避免在本馆出现同一本

书类号前后不一致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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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 资派书目规范径制初深

贺 燕

摘 要 从连续性资源的特性出发
，

着重论述了连续性资源书目数据团体名称与统一题名的规范

控制模式
，

列举了美国 ����书目数据的实例
，

并进行分析
，

从而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
。

同时
，

根据

中文连续性资源的特点
，

主要对书目数据名称规范控制中的团体名称与统一题名的规范控制进行

举例说明
。

参考文献 �
。

关键词 连续性资源 书目数据 规范控制

� 前言

规范控制��
�������� ��������

，

从上世纪初提出

到现今
，
已经过一百余年的历史

，

在此期间
，

图书馆

界对规范控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

探索
。

目前
，

国际上许多国家
，

尤其是美国一直处在

图书馆书目规范控制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前列
，

而我

国文献编目界对书目数据规范控制的研究起步相

对较晚
。

但是
，

在我国图书馆文献编目工作基本实

现计算机化管理之后
，

面对计算机系统中越来越多

的书 目数据
，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机读书目数据的

作用
，

提高书目数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

正在逐步成

为我国各文献编目机构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

书目

数据的规范控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

目前
，

国内图书馆编目方面的学者与专家对图

书书目规范控制的研究相对较多
，

而尚未就连续性

资源书目规范控制展开探讨
。

由于连续性资源出版

具有连续与多变的特性
，

致使其书目数据的维护相

对复杂
，

同时也使其书目数据的规范控制与专著类

图书书目数据的规范控制有所差异
。

在此
，

笔者结

合连续性资源及其书目数据的特性
，

对连续性资源

书目数据规范控制进行初步的探讨
，

并着重就其名

称规范中的团体名称与统一题名的规范控制进行

阐述
，

以期抛砖引玉
。

� 团体名称的规范控制

�
�

� ������ 格式主要款 目标 目与 附加款 目的

应用

笔者曾对 ����书目数据中法人团体主要款目

标目与附加款目字段的应用进行调研
，

发现其连续

性资源书 目数据中含有 �字段�主要款 目标 目字

段�的数据较专著类文献的书目数据少
，

并且
，

其中

没有发现含有 ��� 字段�个人名称主要款目标目字

段�的书目数据
，

只找到少量带有 ��� 字段�团体名

称主要款目标目字段�与 ��� 字段�会议名称主要

款目标目字段�的书目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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