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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的 ＰＩＥ?Ｊ规程解析

■ 向佳丽１　林秀丽２

１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２香港大学图书馆　香港

摘要：［目的／意义］通过对ＰＩＥ?Ｊ的系统解析，使ＰＩＥ?Ｊ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关注与了解，以期电子期刊供应
链上的各方合作优化电子期刊元数据，解决电子期刊难以搜寻这个长期困扰各方的问题。［方法／过程］通过归
纳、实例分析等方法对ＰＩＥ?Ｊ的制定背景、意义、主要内容、应用情况及其对中国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的启示进
行分析。［结果／结论］ＰＩＥ?Ｊ通过简明的语言和形象的例子对电子期刊元数据的标识进行详细指引，可提高开
放链接质量，提高使用者对期刊文章的查找效率和准确率，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电子期刊。在我国目前尚未出台

电子期刊标识标准的情况下，中国电子期刊出版商或供应商如能参照ＰＩＥ?Ｊ优化电子期刊元数据，对于提高自
身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国内及海外市场的开拓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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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不少研究人员或许都曾有过类似经历：手握期刊

文章的引用信息（文章名、刊名、卷号、期号和页码），

但无论通过文献发现系统还是数据库期刊导航都无法

找到所需文章。研究人员反复核实引文信息，但所查

找的文章却仍踪迹全无。多方求助，找到所需文章后

发现，该期刊刊名变更，出版商期刊电子化时，将原刊

名下的文章编排到新刊名页面下，使开放链接系统无

法正确匹配，最终导致检索失败。这一现象反映了出

版商或供应商电子期刊元数据展示与标识不规范给使

用者带来的检索障碍。事实上，电子期刊标识不规范

带来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此：使用者检索受挫，图书馆

员咨询工作量上升，电子期刊使用率下降，数据库商满

意度受损甚至数据库续订的取消，电子期刊供应链上

的各方无疑都可能是受害者［１］。为此，２０１３年 ＮＩＳＯ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发布《电子期刊展示与标

识》推荐实施规程（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以下简称 ＰＩＥ?Ｊ）［２］，以期为电子期刊元数据

的展示与标识提供相对统一的标准示范，促进电子期

刊内容的长期访问获取。

　　ＰＩＥ?Ｊ规程自公布以来，美国 ＰＩＥ?Ｊ委员会成员及
其他研究人员陆续在美国的相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有

关ＰＩＥ?Ｊ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关注 ＰＩＥ?Ｊ的主要内

容和意义［３］、ＰＩＥ?Ｊ对提高电子期刊内容获取的积极作

用［４］及ＰＩＥ?Ｊ与ＩＳＯ标准的比较等［５］，为 ＰＩＥ?Ｊ的普及

与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目

前尚无统一的实践指导标准，２００３年以来国内学者开

始关注开放链接系统（ＯｐｅｎＵＲＬ），部分研究论及电子

期刊元数据质量对开放链接质量的重要影响［６］。但对

电子期刊元数据的质量与标准缺乏进一步的专门讨

论，且由于 ＰＩＥ?Ｊ尚未被正式翻译介绍到国内，目前国
内亦尚未见对美国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标准 ＰＩＥ?Ｊ的

专门解读与分析。因此，本文拟通过对 ＰＩＥ?Ｊ的系统
解析，使 ＰＩＥ?Ｊ在国内获得更多的关注与了解，国内电

子期刊出版商或供应商能更加重视电子期刊元数据的

规范，以期国内电子期刊供应链上的各方合作优化电

子期刊元数据，提高开放链接质量，解决电子期刊难以

搜寻这个长期困扰各方的问题。

２　ＰＩＥ－Ｊ规程的制定背景及意义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期刊出版，颠

７３



第６２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８年３月

覆了期刊的阅读使用方式，电子期刊已成为学术研究

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帮助研究人员对文献资源进行准

确定位，开放链接（ＯｐｅｎＵＲＬ）以及参考链接服务系统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等相继问世，各种资源发现系统也应运而
生。但这些系统的顺利运行，需要以电子期刊元数据

为基础。“如果电子期刊的内容供应商未将期刊原刊

名同时显示在内容供应商的网站和知识库供应商的刊

名列表页面，那么ＯｐｅｎＵＲＬ链接解析器就不能提供全
文的副本链接。”［４］１２２正如 ＥＢＳＣＯ信息服务部人员指
出的，原刊名及其范围的准确表述对于链接、列表及发

现工具的成功至关重要［４］１２７。

　　作为连续出版物，期刊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刊名
变更、期刊格式和其他出版信息的改变。但如上文所

述，电子期刊出版商或供应商如果未能在电子期刊页

面妥善展示和处理这些元数据，可能会导致链接失效

或发现系统无法正确匹配，最终影响使用者对期刊文

章的获取。因此，规范出版商或供应商对电子期刊元

数据的展示与标识是改善开放链接质量的重要环节，

也是电子期刊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０年美国Ｂｕｆｆａｌｏ大学图书馆馆员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社代表共同发起成立电子期刊展示与标
识工作组，试图推动制定统一的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

标准。后来，工作组成员逐渐增加，包括了图书馆员、

出版商、订阅机构、平台提供商、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美国 ＩＳＳＮ中
心、索引服务组织以及数字化存档组织［３］３１２。经多方

共同努力，工作组决议最终获得ＮＩＳＯ商务信息专题委
员会的批准。２０１３年，ＮＩＳＯ正式公布《电子期刊展示
与标识》推荐实施规程（ＰＲＥ?Ｊ），旨在为电子期刊出版
商和内容供应商提供指引，规范电子期刊元数据的展

示，提高使用者对期刊文章的查找效率和准确率，解决

困扰出版及图书馆界已久的电子期刊元数据标识不规

范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３　ＰＩＥ?Ｊ规程的主要内容分析

　　ＰＩＥ?Ｊ规程由正文、附录和参考文献三部分组成。
正文包括前言、第一章导论和第二章推荐实施规程。

前言简要交代推荐实施规程产生的背景，第一章阐明

该实施规程制定目的和讨论范围并对规程中出现的

２２个专业术语进行定义。第二章是 ＰＩＥ?Ｊ的主体，分
别从刊名与引用信息、刊名变更与刊名历史、ＩＳＳＮ（国
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编次与年代系统、出版信息、

内容的获取以及数字到纸本内容的保存七个方面对电

子期刊元数据的展示和标识进行具体规定。

　　与其他电子期刊标准相比，ＰＩＥ?Ｊ最大的特点是在
附录Ａ中通过３２个例子，对电子期刊标识进行实例指
导。这些例子是从各出版商或供应商网站上经许可进

行的屏幕截图，通过批注或评论的方式具体演示了电

子期刊展示与标识中存在疑问的地方。因此，ＰＩＥ?Ｊ具
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出版商或供应商在电子期刊

展示时可直接适用。ＰＩＥ?Ｊ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
几个方面：

３．１　刊名变更后电子期刊元数据的标识
　　刊名变更后电子期刊元数据标识不规范是使用者
获取文章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期刊发展过程中，刊

名变更时有发生，然而在期刊电子化时，部分出版商因

疏漏、便于编排或市场效应等方面的考虑，将原刊名下

的文章编排到了新刊名下。这导致“引文信息出现死

链接，学生和研究人员无法获得他们所需的文章”，从

而成为电子期刊展示的最主要“痛点”［１］６４。

　　针对这个问题，ＰＩＥ?Ｊ通过“刊名与引用信息”以及
“刊名变更与刊名历史”两个章节对电子期刊的刊名

提出规范意见。ＰＩＥ?Ｊ强调对于试图获取完整原文的
使用者来讲，保留原刊名与引用信息非常重要：首先，

应当以显著、清晰和一致方式在期刊的所有内容页标

明期刊全名，且期刊的纸本、电子版或光盘版应使用相

同刊名。其次，刊名变更的期刊，应将文章、期号、卷号

和日期与其出版时的所用刊名相关联；构建“引用”功

能时，用文章发表时的刊名、卷号、期号和日期。即不

应将原刊名下文章的元数据编排到现有刊名之下，以

免引起混淆。再次，禁止随意变更刊名，刊名的更改应

当是基于期刊内容或者收录范围的更改。刊名变更的

期刊应当在目录页、文章首页等显著位置显示原刊名，

为使用者查找文章提供线索（参见图１）。

图１　提供刊名变更相关信息（编译自ＰＩＥ?Ｊ附录Ａ）

３．２　清晰展示刊名历史
　　刊名历史为研究人员查询期刊文章提供重要指
引。ＰＩＥ?Ｊ多次强调刊名历史较为复杂的期刊，应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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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刊名历史链接，提供清晰的刊名历史列表，包括完整

的刊名、出版日期范围、现用刊名的 ＩＳＳＮ。为便于研
究人员查找文章及出版商梳理所收购或购买期刊的复

杂刊名历史，ＰＩＥ?Ｊ在附录中将获取刊名历史的各种渠
道进行了整合：

　　第一，通过ＩＳＳＮ中心查询刊名历史。ＩＳＳＮ中心由
设在巴黎的国际ＩＳＳＮ中心与分布在全球８９各国家和
地区的ＩＳＳＮ国家中心组成，负责管理和分配连续出版
物的ＩＳＳＮ。ＩＳＳＮ国际中心发行的ＴｈｅＩＳＳ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列出了ＩＳＳＮ中心所分配的所有连续出版物
的ＩＳＳＮ，是查询全球连续出版物标识的重要来源。
ＩＳＳ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目前提供在线版本，ＩＳＳＮ国
际中心对该在线数据库持续更新，每年有近１３００００条
的更正和修改记录。在ＩＳＳ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中输
入期刊的 ＩＳＳＮ号可以查询到期刊的刊名、ＩＳＳＮ、出版
频率、语言、出版商、出版地、其他版本的格式等数据，

如果有的话，还会提供该刊名相关的其他信息，诸如曾

用刊名等［７］。

　　第二，通过过刊的扫描文档核查期刊的刊名历史。
ＰＩＥ?Ｊ指出，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出版商收购另一家出
版商期刊的情况下，此时新出版商对所收购期刊的刊

名历史可能不甚了解，可通过查阅过刊的相关扫描文

档进行核查。过刊的封面、编辑声明等处都可能显示

该期刊的曾用刊名，甚至会有刊名变更的专门说明。

　　第三，利用 Ｕｌｒｉｃｈｓｗｅｂ期刊指南查询刊名历史。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公司的Ｕｌｒｉｃｈｓｗｅｂ数据库是全球权威的期刊
书目数据库，提供９５０个学科的３３万多种期刊的详细
书目数据。在数据库的搜索页面输入期刊的刊名或

ＩＳＳＮ号便可以轻松地查询到包括刊名历史在内的期
刊详细出版信息［８］。但作为一个收费数据库，未购买

该数据库的出版商或研究人员难以通过该途径获取期

刊的详细出版信息。

　　第四，通过使用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的 ｘＩＳＳＮ服务获取刊名
历史信息。ＷｏｒｌｄＣａｔ是ＯＣＬＣ公司的在线编目联合目
录，可以查询全球１００００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ｘＩＳＳＮ
是ＷｏｒｌｄＣａｔ提供的一项在线查询服务［９］，通过输入连

续出版物的ＩＳＳＮ，可以显示该刊物相关的ＩＳＳＮ及其他
元数据信息，包括期刊历史。未订阅者每天可提交

１０００次的查询请求，ＯＣＬＣ的编目成员订阅后即可免
费使用。因此，它不失为出版商或使用者查询刊名历

史的一种便捷经济的方式。但 ＰＩＥ?Ｊ也特别强调，
ｘＩＳＳＮ的服务依赖于各图书馆对ＷｏｒｄＣａｔ的贡献，因此
其所提供的ＩＳＳＮ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不能完全保证。

　　最后，通过图书馆目录查询刊名历史。图书馆的
期刊编目记录通常包含了期刊的众多出版信息。ＰＩＥ?
Ｊ认为，有些图书馆目录可提供通过ｘＩＳＳＮ服务无法获
取的其他有用信息。作为现存最全面的图书馆目录之

一，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是 ＰＩＥ?Ｊ首推的图书馆目录。
ＰＩＥ?Ｊ在附录中演示了在国会图书馆主页通过普通检
索和高级检索查询期刊详细信息的过程。该检索可获

得包含馆藏期刊数量、第一期的编号和日期等期刊基

本信息，也可进一步查询出版频率、曾用刊名及可获取

的多载体版本情况等详细书目信息［１０］。这种查询方

式的缺点在于受图书馆所藏期刊种类的限制，因此有

时需要根据各图书馆的收藏特色查询多个图书馆的目

录互相补充。

３．３　提供准确的电子期刊ＩＳＳＮ号
　　ＩＳＳＮ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是根据国际
标准 ＩＳＯ３２９７制定的连续出版物的数字标识代码，是
连续出版物的独有标识。２０１２年，美国 ＮＩＳＯ开放链
接质量改善工作组（ＩＯＴＡ）对 ２４家主要数据库商的
ＯｐｅｎＵＲＬ元素权重调研发现：ＩＳＳＮ在各数据库商的
ＯｐｅｎＵＲＬ元素中所占的比重相当高，平均比重为
８８．５％，其中在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Ｅｍｂａｓｅ、Ｊｕｓｔｏｒ三家数据库商
的 ＯｐｅｎＵＲＬ中，ＩＳＳＮ的比重更是高达 １００％。在
ＯｐｅｎＵＲＬ中权重越高的元素对链接成功与否的影响越
大。［６］８３这意味着在期刊刊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即便

电子期刊的其他元数据，如刊名、卷号、出版日期等的

表示不准确或不规范，只要更新了 ＩＳＳＮ，那么
ＯｐｅｎＵＲＬ仍可能进行正确匹配，从而准确定位到期刊
全文。反之，如果电子期刊的ＩＳＳＮ表示不准确或不规
范则很可能增加ＯｐｅｎＵＲＬ链接失败的概率。因此，研
究人员坦言“ＩＳＳＮ信息表示不准确成为影响电子期刊
文章获取的一大障碍”［１１］。

　　目前电子期刊ＩＳＳＮ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不同格
式的期刊（纸本、电子版或光盘版）混用同一个 ＩＳＳＮ
号；电子期刊未标注ＩＳＳＮ号及刊名变更后的期刊未更
新ＩＳＳＮ号。按大多数图书馆采用的编目规则，刊名变
更后的期刊会被编目为一个新的书目记录，各书目记

录需要各自的ＩＳＳＮ进行标识［１２］。如果电子期刊未及

时更新ＩＳＳＮ，则可能与图书馆目录不匹配，从而影响
使用者对期刊的获取及图书馆对电子期刊的管理。

　　ＰＩＥ?Ｊ建议纸本和电子期刊应当各自配有ＩＳＳＮ，并
且刊名的每次主要更改也需要配有不同的 ＩＳＳＮ。具
体包括：首先，确保期刊曾使用过的各个题名均有各自

的ＩＳＳＮ，向相应的 ＩＳＳＮ中心核对数据。其次，确保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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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格式的期刊均有自己的ＩＳＳＮ，向相关的ＩＳＳＮ中心申
请所需的ＩＳＳＮ。再次，显示同一题名的所有ＩＳＳＮ并详
细标注各 ＩＳＳＮ所对应的格式。例如，ＩＳＳＮ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纸本）、ＩＳＳＮＹＹＹＹ?ＹＹＹＹ（在线）。
　　ＩＳＳＮ的申请和使用都是免费的，新的ＩＳＳＮ并不会
增加出版商的成本支出。ＩＳＳＮ中心也为新 ＩＳＳＮ的申
请提供了便捷的方式。例如，美国 ＩＳＳＮ中心规定，为
避免出版不正确的ＩＳＳＮ号，出版商在刊名变更之前应
当提前通知 ＩＳＳＮ中心。该通知就视为新 ＩＳＳＮ的申
请，具体流程与之前的ＩＳＳＮ申请相同。而其他出版信
息和出版频率的改变通常不影响ＩＳＳＮ的分配［１３］。

３．４　显示清晰的编次体系并保留原始出版信息
　　编次体系不统一是电子期刊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清晰简明的编次体系，有助于研究人员查询和获

取文献资料也便于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机构对期刊

进行管理。ＰＩＥ?Ｊ要求在展示一种新的电子期刊时，使
用简明清晰的编次系统。例如，Ｖｏｌ．１，Ｎｏ．１（２０１１）。
出版日期对于电子期刊来讲至关重要，是电子期刊编

次系统中需要标明的。同时，为便于读者查询资料，期

刊电子化时，应当使用原来的编次和年代体系，而不应

依据新设的编次和年代对电子期刊内容进行重新编

号。

　　另外，部分出版商在期刊电子化过程中，并未将纸
本期刊的所有页面都扫描，只保留期刊目录、文章等主

要信息，而期刊正文之前的扉页、题名页、编辑寄语、插

图页或者致谢等页面信息均被删除。事实上，这些看

似无关紧要的信息，是研究人员了解期刊内容的重要

背景，也是期刊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

　　因此，ＰＩＥ?Ｊ规程在“出版信息”这章中强调，为保
存期刊的历史及编辑人员的信息，应当在网页上持续

显示并保留相关的重要信息：首先，提供“关于期刊”

或“期刊信息”页面，包括编辑和编辑委员会成员、

ＩＳＳＮ、出版者名称（地址）、发起人或负责机构、范围和
目的、出版频率、出版或版权日期、版头信息、勘误和撤

回政策等信息。如有可能，还应包括诸如伦理准则和

同行评议状态之类的相关信息，并确保各卷号均保留

这些信息。其次，电子期刊应保留独特期号的非文章

信息。例如，期刊的前言、后记、期刊封面或其他期号

元数据或信息。另外，ＰＩＥ?Ｊ还建议出版商在电子期刊
的页面为图书馆员提供对于书目历史或刊名展示提出

意见或反馈的链接或联络信息。

３．５　从便于使用者获取的角度标识元数据
　　ＰＩＥ?Ｊ坦言，对实际和潜在读者而言，发现期刊全

文的能力相当重要，这对促进学术研究信息的传播亦

不可或缺。但如今，“一些出版商在保持期刊核心内容

不变的情况下，希望创造一种不同于纸本期刊的标识。

许多标识信息不能一目了然的显示，为缺乏经验的使

用者以及编目人员理解这些信息带来了更多的困

难”［１］６４。这无疑有违电子期刊创设的初衷，便于使用

者对期刊内容的获取始终是电子期刊展示和标识所应

坚持的首要原则。

　　为便于使用者成功获取所需文章，ＰＩＥ?Ｊ建议：第
一，电子期刊出版商应提供期刊现用和曾用刊名的显

示和搜索途径，以保证网页上的所有题名均可以通过

浏览列表和搜索功能获取。第二，清晰地表述所有的

卷号、期号和出版日期。第三，在期刊页面提供带有勘

误表的目录，便于使用者浏览和了解期刊的当前情况。

第四，如有可能，对于电子期刊网页上无法显示或提供

检索的内容，标明获取途径。例如，当前的出版商对较

早的期刊内容不享有版权时，可提供可获取的其他网

址的链接。

３．６　尽可能完整保留纸本期刊原貌
　　ＰＩＥ?Ｊ既适用于原生电子期刊也适用于纸本期刊
的电子化。在纸本期刊电子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某些内容页面缺失的情况，部分页面的缺失不应影响

整个数字化工程的继续进行。

　　ＰＩＥ?Ｊ一再强调，应当尊重期刊的历史，即应尽量
保留期刊的原貌，将期刊的原卷或期、前后封面及所有

的内容全部数字化，包括前后空白页及广告。期刊的

广告可能是期刊时代背景的反映，是期刊历史记录的

组成部分，应予以保留。同时，如图２所示，ＰＩＥ?Ｊ建议
将可获取的所有内容数字化，即使目前的内容是不完

整的，也要清楚地展示出缺失的部分，以便日后发现缺

失内容时更加便利准确地将缺失部分补充到电子期刊

中。另外，ＰＩＥ?Ｊ希望期刊数字化的工作人员多与图书

图２　以适当方式清晰标明缺失卷册

（编译自ＰＩＥ?Ｊ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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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沟通，必要时咨询图书馆员获取相关专业意见。

４　ＰＩＥ?Ｊ规程在美国的推广应用情况
　　ＰＩＥ?Ｊ规程作为ＮＩＳＯ（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的
推荐实践，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旨在为电子期刊出版

商或供应商提供行业指引，以解决电子期刊展示与标

识不规范带来的期刊文章获取障碍，用户可按照规程

中的陈述使用或加以修改以满足特定要求。２０１３年３
月２５日，ＮＩＳＯ在其网站正式公布 ＰＩＥ?Ｊ，并提供免费
的全文下载链接。

　　在ＰＩＥ?Ｊ发布后不久，ＰＩＥ?Ｊ常务委员会成立。该
常务委员会为 ＰＩＥ?Ｊ的推广发挥了重要组织领导作
用，其主要职责在于：持续不断地推动 ＰＩＥ?Ｊ推荐实践
的发展，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鼓励图书馆员与电子期

刊出版商或供应商联络，将该规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

方式介绍推广给他们，并负责解答有关 ＰＩＥ?Ｊ的咨询
及收集整理相关的评论和信息［１４］。ＰＩＥ?Ｊ常务委员会
积极践行其职责，从多方面促进ＰＩＥ?Ｊ的应用推广：
　　第一，写文章介绍和推荐 ＰＩＥ?Ｊ规程。ＰＩＥ?Ｊ委员
会成员在相关出版物上介绍和推荐 ＰＩＥ?Ｊ规程。例
如，在 ＮＩＳ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ＴｈｅＳ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以及ＵＫＳＧ的Ｉｎｓｉｇｈｔｓ等刊物上都有刊登介绍
ＰＩＥ?Ｊ的文章。
　　第二，通过多个会议宣传。ＰＩＥ?Ｊ常务委员成员积
极参与一些全国性会议或国际会议，在会议上介绍和

推荐ＰＩＥ?Ｊ规程，包括ＮＡＳＩＧ、ＥＲ＆Ｌ、ＡＬＡ、学术出版组
织以及 ＵＫＳＧ的年会。在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的 ＮＩＳＯ公
开电话会议中，ＰＩＥ?Ｊ常务委员会成员对 ＰＩＥ?Ｊ进行专
门介绍。２０１６年 ＣＲＳ馆藏信息委员会发起网络研讨
会，邀请出版商、内容供应商、电子资源馆员和元数据

馆员参加，对ＰＩＥ?Ｊ规程进行介绍并举例说明ＰＩＥ?Ｊ对
解决刊名变更导致的电子期刊文章查找困难的积极作

用。

　　第三，通过美国 ＩＳＳＮ中心进行宣传。ＰＩＥ?Ｊ委员
会印制了ＰＩＥ?Ｊ的宣传手册，放在美国ＩＳＳＮ中心，发放
给申请ＩＳＳＮ的出版商进行宣传推广。
　　第四，通过调查问卷推广ＰＩＥ?Ｊ并收集意见。ＰＩＥ?
Ｊ委员会通过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向图书馆员、
出版商或平台提供商进行问卷调查。

　　第五，通过图书馆员宣传。出版商或供应商是
ＰＩＥ?Ｊ的主要使用对象，委员会鼓励图书馆员向与之合
作的出版商或供应商推荐 ＰＩＥ?Ｊ规程。为便于图书馆
员与出版商联络，ＰＩＥ?Ｊ委员会还制作了专门的推荐信

样本，供图书馆员下载使用［１５］。

　　通过上述途径的介绍和推广，ＰＩＥ?Ｊ为众多的出版
商熟知并采用。其全文下载量从公布之后不久的

１０００次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９００７次［１４］３，下载量两年时

间翻了９倍之多。这表明 ＰＩＥ?Ｊ获得了较高的公众关
注，也从侧面反映了 ＰＩＥ?Ｊ符合电子期刊出版的需求。
知名学术出版商 ＳＡＧＥ于２０１４年宣布将开展一项大
型工程，将ＳＡＧＥ出版的电子期刊按照ＰＩＥ?Ｊ规程推荐
的建议措施进行展示与标识［１６］。

　　２０１５年３月ＰＩＥ?Ｊ常务委员会对 ＰＩＥ?Ｊ的应用情
况展开了一次问卷调查：１９８人对该项问卷调查进行
了反馈，其中１７％是出版商或供应商，８３％是图书馆
员。在受访的出版商或供应商中，有８８％的人表示了
解ＰＩＥ?Ｊ；６９％的人表示已经将 ＰＩＥ?Ｊ建议的电子期刊
标识与他们自己公司的电子期刊标识进行过对比；可

喜的是有５３％受访者表示已经或计划按照ＰＩＥ?Ｊ建议
对他们的在线期刊平台进行某些改变。另外，受访图

书馆员中，有６５％的人表示已经阅读过 ＰＩＥ?Ｊ，有１３％
的图书馆员表示已经按照 ＰＩＥ?Ｊ网站提供的示范信与
出版商或供应商进行过联络，推荐他们采用 ＰＩＥ?Ｊ进
行电子期刊标识［１４］２。

５　ＰＩＥ?Ｊ规程对我国电子期刊展示与
标识的启示

５．１　我国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存在的问题
　　 ＰＩＥ?Ｊ指出的电子期刊标识方面存在的问题，我
国电子期刊亦可能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电子期

刊的展示与标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审视和剖析：

　　我国电子期刊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电子期刊用
户早已跨出国界，国外不少图书馆购买了我国的数据

库产品。我国电子期刊的展示与标识目前尚无统一的

实践指导原则，各出版商或供应商对电子期刊元数据

的描述方式各不相同，这些都可能影响用户对电子期

刊的使用及我国电子期刊产品在国外的推广。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人员对众多资源发现系统分
析后指出：“元数据不够规范是目前几个主流发现系统

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发现系统获取元数据的渠道多

样、来源复杂，加上当前学术期刊发布平台各不相同，

造成一本期刊／一篇文章被多个平台收录和揭示，且不
同平台的元数据描述规范不同，给海量元数据仓储数

据的去重带来很大困难”［１７］。可见，规范电子期刊的

元数据展示，提升元数据质量，是优化资源发现系统的

根本。具体来讲，目前中国电子期刊标识存在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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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包括［１８］：

　　第一，ＩＳＳＮ信息表示不准确。主要表现在：题名
变更后未更新 ＩＳＳＮ号、不同题名使用同一 ＩＳＳＮ号。
例如，交通医学 ［ｖ．１（１９８７）－ｖ．１７（２００３）］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２４４０；中国交通医学杂志 ［ｖ．１８（２００４）－ｖ．２０，
ｎｏ．２（２００６）］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２４４０；交通医学 ［ｖ．２０，ｎｏ．
３（２００６）－］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２４４０。该期刊２００４年经历
了刊名变更，但出版商未更新 ＩＳＳＮ号，这无疑会对影
响期刊文章的准确获取。

　　第二，刊名展示不规范。部分期刊刊名变更频繁
但却未提供清晰的刊名历史，部分期刊甚至对曾用刊

名只字未提；将原刊名下的文章全部编排到现用刊名

下，导致原刊名下的文章无法通过发现系统进行检索。

例如，１９７５年创刊的《成都医药通讯》，在１９８０年更名
为《成都医药》，２００５年更名为《现代临床医学》。笔者
在中国知网和万方学术期刊这两个国内常用的电子期

刊检索平台中进行检索后发现（参见图３和图４）：这
两个数据库的电子期刊页面均未提供该期刊的刊名历

史链接，虽然中国知网在页面标明了曾用刊名为《成都

医药》，但该期刊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０年曾用名为《成都医
药通讯》读者无法在电子期刊页面获知。同时，这两个

电子期刊数据库均将１９７５年以来各期期刊全文链接
（万方电子期刊仅提供２００１年以来的各期期刊）放置
在现用刊名《现代临床医学》之下。这极可能出现上

文分析过的原刊名下各期文章在文献发现系统中“隐

身”，影响使用者对曾用刊名下期刊全文的准确查找和

使用。

图３　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检索页面

　　第三，编次体系不连续或未保留纸本期刊的编次

体系。编次体系不连续主要表现在，部分期刊前后的

编号内容和格式不统一。例如，某本期刊的期号列表

显示两种不同格式，１９３５年第１６期和１９３５年第５卷

第３期。另外电子期刊未完全保留原纸本期刊的编

图４　万方电子期刊检索页面

号，部分期号采用新的编次体系。例如，某期刊原文章

页面的期号展示为１９９４年第３、４期，而电子期刊页面
的期号展示为１９９４年 Ｚ１期、１９９４年 Ｚ２期。Ｚ１和 Ｚ２
可能是增刊的缩写，但随着出版年代的久远，这些微小

的改变可能会让使用者感到困惑。

　　第四，未完全保留期刊的原始信息。我国不少电
子期刊并未完全按照纸本期刊的原貌扫描，原纸本期

刊的扉页、编辑寄语、插图和广告等信息缺失的现象较

为普遍。我国部分中文电子期刊主要由两种类型的页

面组成：刊名和期刊主要出版信息页面以及文章内容

页面。刊名和主要出版信息页面仅包括刊名、出版日

期、ＩＳＳＮ号、出版单位、影响因子及按年份显示的各期
目录。而纸本期刊的扉页、编辑寄语、插图和广告等信

息并未扫描，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资料日后可能成为

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的重要参考。

５．２　完善与优化我国电子期刊的展示与标识
　　由上文分析可见，目前我国电子期刊的展示和标
识也存在ＰＩＥ?Ｊ力图解决的类似问题。这些问题的直
接结果是影响使用者期刊文章的获取，但长此以往，电

子期刊供应链上的各方都可能是受害者，对于中国出

版商或供应商而言，缺乏统一的电子期刊元数据标准

也会影响中国数据库产品在国内以及海外市场的进一

步推广。ＣＥＡＬ（北美东亚图书馆组织）２０１２年曾对国
外用户获取中国电子资源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过专

门讨论。多位馆员达成共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以及

标准的缺乏为中国电子资源带来了新挑战，同时也使

管理和发现这些电子资源更加复杂。电子期刊元数据

的不完整和不准确影响了国外用户对中国电子资源的

获取和使用。统一元数据标准是解决目前中国电子资

源获取障碍的有效途径［１９］。

　　ＰＩＥ?Ｊ是美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在对电子期刊标
识问题长期关注和讨论基础上制定的，按照其建议进

行标识可优化电子期刊元数据，提高使用者的文章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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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成功率，实现使用者、图书馆和出版商的共赢。我国

目前缺乏统一的元数据标准，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也

面临美国电子期刊类似的困扰。ＰＩＥ?Ｊ对中国电子期
刊出版商和供应商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照ＰＩＥ?Ｊ，我国的出版商或供应商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优化电子期刊元数据的标识：第一，要以便于使

用者对电子期刊文章的获取作为电子期刊展示与标识

的基本指导原则。而非单纯追求页面的美观或者短期

效率，否则从长远来看，如果使用者无法成功获取到所

需文章，电子期刊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价值。第

二，禁止随意变更刊名，刊名的更改应当基于期刊内容

或收录范围更改。刊名发生变更的，应在电子期刊主

页提供清晰的刊名历史列表，为使用者查找文章提供

线索，避免刊名变更带来的使用者检索障碍。第三，出

版商或供应商应提供电子期刊的准确ＩＳＳＮ信息，刊名
的每次变更、不同格式的期刊均需要单独的 ＩＳＳＮ号。
第四，提供清晰简明的电子期刊编次体系。纸本期刊

电子化时，尽量沿用纸本期刊的编次体系，以免编次体

系变更给使用者带来的文章引用混淆。同时，纸本期

刊电子化时，谨慎删减纸本期刊内容，尽量保留期刊的

原始出版信息与状况，纸本期刊的扉页、编辑寄语、插

图和广告等信息也应尽可能保留。以上提到的建议，

可以对照ＰＩＥ?Ｊ附录Ａ提供的电子期刊页面截图进行
更加直观形象的指导。

６　结语
　　ＰＩＥ?Ｊ作为 ＮＩＳＯ推荐的最佳实践规程之一，从刊
名展示、刊名历史、ＩＳＳＮ信息及编次体系等方面通过
简明的语言和形象的例子对电子期刊元数据的标识进

行详细指引。虽然ＰＩＥ?Ｊ缘起于提高使用者对电子期
刊文章查找的准确率与成功率，但事实上，ＰＩＥ?Ｊ能使
电子期刊供应链上各方利益得到更好地平衡与协调，

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电子期刊。正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Ｒ．Ｒ．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指出的：“参照 ＰＩＥ?Ｊ展示与标识电子
期刊，出版商和数据库集成商可以从更高的点击率和

服务满意度中获益；编目人员可以更好地进行电子期

刊编目，参考咨询馆员可以为研究人员查询资料提供

更好的指引；数据库和图书馆目录能够更好地对接从

而使ＯｐｅｎＵＲＬ系统的运行更加顺畅；最终研究人员更
容易查找到所需的文章。”［３］３１３经过几年的推广应用，

ＰＩＥ?Ｊ已为不少图书馆及相关组织熟知并推荐，中国电
子期刊出版商或供应商如果能够参照 ＰＩＥ?Ｊ优化电子
期刊元数据的展示与标识，对于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

力，促进国内及海外市场的开拓将大有裨益。图书馆

员，特别是电子资源采购馆员，在进行电子资源采购磋

商中，适时向数据库商介绍推荐 ＰＩＥ?Ｊ也有利于提高
电子资源采购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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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年再创佳绩

　　２０１７年，《图书情报工作》在主管主办单位的支持下，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在作者、审稿专家、读者和编辑部的共

同努力下，期刊在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成绩，在相关评价中继续保持不俗的表现：在中国科技

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１７年版社会科学卷）》中，《图书情报工作》在情报学学科中综合排名第一，

在图书馆学学科中综合排名第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综合评价总分排名”中，位列中国社科３９５

种核心期刊第２３名；在中国知网的“影响力指数”中学科排名第二，连续三年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

刊”；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全文转载量继续保持名列本学科第一。据悉，在南京大学

ＣＳＳＣＩ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等评价系统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地位。

　　２０１７年，《图书情报工作》首次入选《２０１７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科技期刊排行榜》，并获得中国科学院出

版基金资助；首次获得推荐参与申请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并最终获得“２０１７·中国百强报刊”称号。

　　《图书情报工作》旗下的《知识管理论坛》通过国际最重要的开放获取期刊目录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ＯＡＪ）的严格审核，成功入选ＤＯＡＪ。由《图书情报工作》发起并牵头的“图情期刊联盟网”沉寂多年，２０１７年正式

得到中国科学院和文献情报中心的支持，重新启动该项目的研究与试点。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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