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以《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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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福建省图书馆学会主办内部学术刊物《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图

书馆内部学术刊物面临的稿源不足、期刊质量不高、行业内影响力低等问题制约了其生存与正常发展。指

出在当前期刊刊号审批十分严格、内部刊物难以申请到公开刊号的情况下，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应通过

扩大对外宣传、加强与作者沟通互动、向外约稿、丰富期刊栏目等方式扩大稿源，通过举办图书馆学术论

文写作培训班、提高编辑素质、优化编辑手段等方式提高期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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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刊内报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各地新闻出版局注册登记内部刊号，不公开发售，但可以在本

系统内部赠阅的各类期刊报纸。内刊不能公开销售，但可以赠阅，这与市面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有所

区别。[1]内刊种类繁多，内部学术期刊则是指以刊发学术论文为主的内部期刊。在图书馆类学术期刊中，

内部学术期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期刊也为加强行业交流沟通、繁荣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

前这些期刊普遍生存艰难。当前，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期刊刊号审批十分严格、内刊难以申请到公开刊

号的情况下，如何拓展这些期刊的生存空间，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 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的发展困境

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大部分是由省级图书馆学会或者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其中 80%以上

是季刊，少部分为月刊。与公开发行的图书类学术期刊相比，这些期刊页码普遍偏少。尽管出版周期长、

页码少，但还是常出现论文不足、难以填满版面的情况。对此，这些期刊多选择用行业内的动态报道来填

充，或者延期出刊。稿源不足、期刊质量不高、影响力低是这些期刊普遍面临的问题，制约了其正常发展。

1.1 稿源不足

1.1.1 职称评定条例的限制。图书馆类期刊论文的作者基本为图书情报类专业的教师、学生及高校、公共、

中小学图书馆及科研机构的馆员。多数高校规定在内刊发表的论文不计入个人研究成果，公共图书馆、中

小学图书馆及科研机构的馆员多为职称评聘发表论文，但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图书馆资料系列专业技术职务

评定条例对论文的要求是 CN 刊及以上，仅有江苏、浙江、云南、甘肃等少部分省份承认内部学术期刊有

效。这大大地挤压了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的稿件来源，造成这些内刊稿件不足、来源单一。以《福建图

书馆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图书馆学会主办的内部学术刊物，福建省图书资料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承认

该刊发表的论文有效。）为例，由表 1 可知，该刊省外来稿极少，而且从整体上看呈愈来愈少的趋势。由

表 2可知，该刊的省内机构发文量，公共图书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系列的图书馆。但事实上，高校图

书馆的在编职工数与公共图书馆差不多，甚至超过了公共图书馆。2015 年福建省公共图书馆在编职工数是

1330 人
[2]
，而 54 家高校图书馆在编职工数是 1378 人

[3]
。这些高校图书馆的绝大多数馆员将论文投向了公



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原因在于，很多高校对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有自身的补充规定，并不承认内部学

术刊物的有效性，或者只将之视为附加学术成果。

表 1：2007—2016 年《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发文量

年份 省外（篇） 省内（篇） 总计（篇）

2007 22 71 93

2008 24 77 101

2009 18 83 101

2010 14 85 99

2011 12 82 94

2012 6 90 96

2013 11 75 86

2014 8 77 85

2015 6 80 86

2016 7 81 88

（注：不含各类资讯报道）

表 2：2007—2016 年《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省内各级各类图书馆发文统计

年份 公共馆（篇） 高校馆（篇） 中小学图书馆（篇） 其他（篇）

2007 35 25 8 3

2008 31 26 12 2

2009 49 20 11 3

2010 42 36 7 0

2011 41 25 8 3

2012 50 29 9 2

2013 44 22 6 1

2014 44 23 9 1

2015 44 24 10 1

2016 47 24 8 2

1.1.2 对外发行的限制。由于内刊不能公开对外发行，只能采取交换或者赠送的方式与读者见面。由于经

费限制，赠阅范围也有限，且其中大部分赠阅对象为图书情报行业内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及本省各系统图书

馆与图书馆学会会员；另外，很多图书情报类内部学术期刊未被收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外省作者

获知渠道有限，导致期刊知名度有限，难以吸收省外新作者投稿。

1.1.3 部分公开发行期刊的挤压。在行业内有部分对外公开发行的期刊为追逐经济利益，无视来稿质量，

作者只要交足版面费，无需认真修改，短期内即可刊登，这迎合了相当部分图书情报从业者“无心研究、

只求发文”的心态。这些期刊大量刊载论文，客观上挤压了内刊的生存空间。与公开发行刊物堆积如山的

稿件相比，内部刊物常常陷入无稿可用的尴尬境地。



1.2 期刊质量不高

1.2.1 稿源单一，论文作者单位集中。这是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的共同特点。由于省内来稿多，省外来

稿很少，且在省内来稿中期刊主办者挂靠单位员工的发文量占了很大部分，使这些刊物成为名副其实的“内

刊”。由表 3 可知，2007—2016 年《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论文作者单位前 10 名，其主办者福建省图

书馆学会挂靠单位福建省图书馆的员工发文量是其后厦门市图书馆的员工发文量的两倍多，并且比后 8 家

论文作者单位的总和还多。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其对外学术交流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影响

了期刊的整体质量。

表 3：2007—2016 年《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论文作者单位前 10 名统计

发文机构 篇数

福建省图书馆 157

厦门市图书馆 65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35

华侨大学图书馆 19

漳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19

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17

晋江市图书馆 16

福建农林大学图书馆 14

三明学院图书馆 14

漳州市图书馆 13

1.2.2 稿件整体质量不高。客观地说，高校图书馆的总体学术研究能力要高于公共图书馆及中小学图书馆，

但高校图书馆仅有极少数人向这些内刊投稿，公共图书馆馆员是内刊投稿的主力军。另外，从表 4 可看出，

近 10 来在《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发文者中，高级职称作者发文只占极少数，并且其中大部分高级

职称作者并非是第一作者；初、中级职称作者占绝对多数，并且从 2008 年开始，初级职称作者数量超过

了中级职称作者数量，并在此后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些人刚进入图书馆大门不久，甚少接触科研，他们

中的多数学术素养不高，相当部分作者不清楚一篇论文的基本构成要素，其撰写的论文层次不明，逻辑混

乱，语言表达不清，内容基本停在工作经验总结的层面，此外，抄袭问题也十分常见，如此论文质量自然

难以乐观。但在面临稿源不足时，编辑部又不得不适当采用。近年来，《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用稿

率高达 80%，在稿源不足的前提下，不得不对一些质量较差的来稿提出详细修改意见甚至多次退回修改，

或直接帮助修改。

表 4：2007—2016 年《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发文作者职称情况

年份 初级职称(人) 中级职称(人) 高级职称(人)

2007 30 41 10

2008 48 42 12

2009 60 29 10

2010 55 36 8



2011 60 27 9

2012 55 28 13

2013 49 22 15

2014 44 33 7

2015 48 31 15

2016 44 32 3

1.3 期刊影响力低

期刊的影响力可以根据所刊载论文被引用频次得到体现。对期刊发文的被引用频次的统计分析，是评

价某一专业期刊学术质量和办刊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2]期刊质量与期刊影响力有直接关系，期刊刊载的

论文质量不高，受基金资助的课题论文少，社会关注度较低，被引频次自然也少。加之不能公开发行，一

些数据库也检索不到，读者获取渠道有限，也影响了内部期刊的被引率。此外，稿源渠道单一使得内刊辐

射范围多限于本省，这也大大降低了其影响力。

2 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的未来出路

面对稿源不足、期刊质量不高、影响力低这些问题，图书馆类内部学术刊物面临无法正常生存发展的

困境。在现行期刊审批严格难以获取刊号的情况下，内部期刊编辑不能坐以待毙，而应主动作为，寻求出

路。

2.1 扩大稿源

2.1.1 开发新稿源。稿源不足是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面临的最大困境。编辑部当务之急是加强期刊的对

外宣传，提高期刊知名度。编辑部可在期刊网站常年设置“征稿启事”浮动窗口，以吸引浏览者的视线；

同时，可与省内的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协商，在对方的官网植入期刊的网页链接。由于这些刊物多由

图书馆学会或者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二者都有专业培训职能，因此可以在开展培训工作时，向

参加培训的图书馆员宣传自己的刊物，呼吁他们投稿。另外，可扩大期刊的赠阅范围，向江苏、浙江、云

南、甘肃等那些承认内部学术期刊论文评职称有效的省份的各级各类图书馆赠送期刊，挖掘省外稿源。

2.1.2 稳定老稿源。编辑部应与来稿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以专业的态度处理稿件，赢得作者的信赖，吸

引他们再次投稿。另外，对于经常向本刊投稿且稿件质量较高的作者，编辑部可以为之建立档案，与他们

经常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研究动向，有计划地向他们征稿。

2.1.3 向外约稿。面对稿件缺乏问题，内部期刊的编辑要主动出击，多方约稿， 要有意识地走出办公室

去主动约稿、组稿，尤其注重拓展校外、馆外、省外的作者。
[3]
比如利用外出参加培训或学术会议的契机，

主动与同行交流，拓展作者，开发稿源。对于高质量的稿件，在编辑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提高稿酬，增

加作者投稿的积极性。

2.1.4 增设新栏目。期刊的栏目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图书馆职能的不断多样化，以及各种新技术、新设

备的不断出现，图书馆的研究范围也不断丰富、扩大。因此，期刊也应调整栏目设置，适当增设新栏目。

如此可扩大作者的写作方向，吸引其投稿，同时也能为期刊内容带来新鲜血液，吸引读者目光。

2.2 提高期刊质量

2.2.1 提高来稿质量。面对不少稿件无法达到一篇学术论文发表的水平，内部期刊编辑除了指导作者修改



外，还应从培养图书馆员的学术素养开始做起。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图

书馆工作，但总体而言，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仍旧不高，非相关专业的图书馆员以及未接受过高校学术论

文写作教育的馆员仍占多数。因此，开展“图书馆论文写作”专题培训班十分必要。培训内容可包括学术

论文的语言表达规范、学术论文的基本构成要素、图书馆学术论文选题及写作方法、图书馆学术论文投稿

等。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图书馆员的基本学术素养，进而提高其论文质量。

2.2.2 提高编辑的自身素质。编辑的素质不仅影响稿件的质量，还直接影响期刊质量，因此编辑自身素质

的提高尤为重要。大部分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的编辑并非专业出身，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至少应包括两方

面知识的学习：期刊出版、编辑知识与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可以通过期刊协会组织的期刊编辑业务知识培

训，系统地学习掌握编辑与出版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以及语言学、修辞学知识；同时，应加强与行业

内其他期刊编辑部的交流沟通，向行业内公开发行的优秀期刊看齐学习。对于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的学习，

期刊编辑除了本身作为图书馆员要经常参加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会组织的业务培训外，还应随时关注行业内

的最新动态以及学术研究的新动向，以提高自身的组稿及审稿能力。

2.2.3 优化期刊编辑手段。大部分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编辑部仅有 1—2 名编辑，且并非专职，除了编

辑期刊，还要承担其他工作任务。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应优化编辑管理，更新传统设备，改进落后的编

排工艺，实现编辑手段现代化，将编辑人员从繁重、单调的以纸笔为主的编辑劳动中解脱出来，有效地提

高工作效率，促进期刊质量改善。[4]

结语

图书馆类内部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是长期存在的，稿源不足、稿件质量不高、期刊影响力低这些问题，

也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期刊主办者应重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总体规范期刊发展，多方寻求出路，长期

坚持不懈，逐步改善期刊质量，提高期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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