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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献信息资源与检索利用”课程是在传统的“中文工具书”课程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是
传统的中文工具书课程的时代发展。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自其前身图书馆学系1947年创建伊始，就开设了中文工具书课程。
我国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该系资深教授朱天俊先生等人先后担任过该课程的主讲教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课程教材较大的修订进行过3次。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环境的数字资源及其检索系统的迅速发展，给传统的中
文工具书课程带来了挑战。
挑战绝不仅仅是文献信息资源及其检索工具载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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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产生在中国的文献信息资源及其检索利用的知识。
包括主要类型文献信息资源的原理性介绍，重要检索工具内容与特点、性质与功用的介绍分析，检索
与利用文献信息资源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基本技能的阐述和引导。
全书内容在时间上，通贯古今；在体裁形式上，既包括传统的纸质资源和检索工具，又包括新兴的数
字资源及其检索系统；在资源类型上，包括迄今为止在中国积淀形成的主要文献信息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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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国新，男，1957年11月生，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学信息传播研究所
所长。
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研究委员会主任，
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特约学术委员，《中国图书馆年鉴》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图书馆法治与管理、文献信息资源检索、文献目录学、古籍资源数字化 。
2次获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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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说　　本教材涉及的“文献信息资源”，主要是产生在中国的文献信息资源。
在时间上，通贯古今；在载体形式上，包括纸质文献和电子资源；在资源类型上，包括迄今为止积淀
形成的主要文献信息源。
　　本教材所说的文献信息资源检索工具，以现有的中文检索工具体系中的主要类型和主要品种为主
，既包括传统的印刷版检索工具，又包括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环境的电子版、网络版检索工具。
　　文献信息资源是人类文明演进、思想成果的记录。
充分地占有、理性地利用文献信息资源，是自主学习、启发思想、知识创新的起点，是发现问题进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是了解学科前沿与新成果、新趋势、新信息的主要方法。
在文献信息生产能力极大提高的信息社会，充分占有、理性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前提，是掌握文献信
息资源的检索查考方法；而比较熟练地检索查考文献信息资源的前提，则是对既有文献信息资源本身
及其检索查考工具的熟悉。
这样，有关“文献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的检索查考工具”——“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的
知识与技能，就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知识领域。
　　第一节中国文献信息资源　　一、资源数量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三千多年的文字记录
史，文献信息资源浩如烟海。
以下一些数字，可以大体反映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存量的概貌。
　　一般估计，流传至今的古代典籍有10万种左右。
　　民国时期国内出版的各类图书有15万种左右，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占85％以上。
　　近代以来至1949年国内出版的报纸有1000多种，杂志有35000多种。
　　1950-1979年的三十年间，国内出版各类新书近25万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占60％以上。
出版报纸近400种，杂志近1500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生产能力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从1980年到2002年，我国年出版新书的数量由13000多种增加到近10万种以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图
书所占份额大体上在70％左右。
年出版报纸的数量由不足200种增加到2000多种，平均期印数1.8亿份以上。
年出版杂志的数量由2100多种增加到9000多种，平均期印数超过2亿册。
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从无到有，规模迅速扩大。
2002年全国由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音像、电子出版物达3万多种，总数量3亿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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