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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全文期刊数据库 :
东方的中国期刊网( CJN)与西方的 JSTOR

摘　要　CJ N 和 J STOR 都是跨学科的综合资料库 ,检索功能也类似 ,但 J STOR 的检索功能更精

细。图书馆订购 CJ N 的费用约为 J STOR 的 6 倍 ,但若以每种期刊平均费用计算 ,CJ N 较便宜。

图书馆要重新研究印刷版期刊和电子版期刊重复订购的问题及印刷版期刊装订、开架陈列、储

存问题。表 1。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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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是以香港大学图书馆员和读者的角

度 ,去比较两个重要的电子全文期刊数据库。一个

是美国的 J STOR ,该数据库现收入 20 世纪以来的

169 种重要英语学术期刊 (收入的期刊数目会逐步递

增 ,今年可望达 208 种) 。另一个是中国建置的 ,以中

文为主的中国期刊网 (CJ N) ,它尝试收入中国出版的

所有学术期刊 ,现已收入 1994 年以来的 5000 多种期

刊。

香港大学提供了一个颇独特的环境 ,让我们去

研究这两个期刊库。英语是香港大学的主要教学语

言 ,但大部分学生的母语却是中文。所以香港大学

学生 ,对这两种电子期刊库没有语文障碍。相反 ,北

美大部分的学生 ,因语文问题 ,多不能同时阅读这两

个电子期刊库。

1 　创立历史
此二库均是个人将梦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中国

期刊网的策划人是王明亮。他在大学当教授时 ,认

为学术期刊电子化可以促进资讯的流通。1994 年 ,

他得到指导老师顾秉林先生 (清华大学副校长) 及清

华大学的支持 ,成立了清华资讯系统工程公司 ,把理

想实现。该公司是中国期刊电子杂志社 (CAJ EPH)

的前身。他们克服了大大小小的困难 ,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 (CAJ CD)终于在 1996 年正式发行 ,网上版

中国期刊网 (CJ N)则在 1999 年 6 月推出。香港大学

很早便订购了整套期刊光盘 ,在 1999 年 12 月更成为

中国期刊网的镜像站。

构思及孕育 J STOR 的是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Mellon 基金) 的总裁 William G. Bowen。

他建立电子期刊库的目的 ,是要解决图书馆成千上

万的纸本期刊的冗赘的储存问题 ,以及便利读者存

取期刊内容。该库建立于 1995 年 ,是 Mellon 基金的

一个先导计划。开始时是将 20 种经济历史类期刊内

共 750000 页资料数据化 ,并连接电子图像版 ,透过设

于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及普林斯顿大

学 (University of Princeton)的镜像站向读者发送。该

库最初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规模虽小 ,但包罗各种

由创刊号开始的重要期刊的数据库。为了消除期刊

出版社对纸本订户可能因此而取消订购的忧虑 ,J S2
TOR 采用“活动墙”的模式 ,就是不将新近 2 至 5 年

内刊行的期刊开放给读者使用。这样 ,图书馆为了

读者能阅读现刊 ,便不取消纸本期刊的订购。

2 　涵盖范围
两个电子期刊库所包含的学科很相近 ,内容广

泛 ,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二者均有

计划增加收录更多期刊 ,并希望从创刊号起便开始

收入。它们最大的分别是 :中国过去多年来因战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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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 ,影响个别期刊的出版 ,故覆盖时段多较西

方期刊为短 ,但 J STOR 却能收入如创刊于 1665 年 3

月的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 ondon。虽然 CJ N 收录期刊的深度 (时间方面) 较为

逊色 ,但收录期刊的广度 (种数) 便远胜 J STOR。后

者尝试在本年提供多达 208 种线上期刊。CJ N 已收

录了 7000 多种中国出版现刊中的 5201 种 ,现时收录

论文超过 560 万篇。完成所有期刊回溯后 ,估计论文

数目会增至 1680 万。然而 CJ N 只是一个庞大的电

子计划“中国知识工程”(CN KI) 的项目之一 ,整个项

目尚包括其他电子数据如报章、会议论文等。反之 ,

J STOR 的发展目标只求收回成本 ,并无计划要涵盖

北美的所有学术期刊。

3 　检索功能
CJ N 的检索点有 :作者、机构、论文篇名、刊名 ,它

也可让读者使用关键词检索论文摘要及全文 (但只

限于电子全文版的论文 ,数量较多的图像版论文则

不可以) ,亦可进行逻辑关系“加”(and) 、“或”(or) 、

“不”( not ) 的检索。初版只能进行指定 3 年的时段

(限于 1994～1996 ;1996～2000) 检索 ,新版 310 则可

进行任意跨年检索。互动参考文献连结功能 ( Inter2
active Reference Linking Project) 即将推出 ,让库内的

文献互相连结。

JSTOR 的功能和 CJN 相似 ,读者可进行作者、篇

名、摘要及全文检索 ,可进行单项或多项检索。除了

“加”“或”“不”的逻辑检索外 ,尚可用“接近”(near)功能

来规范两个检索词需在某个限定数目的字数内出现。

此外 ,因英语的复数词是在字尾加“s”或“es”来显示 ,

检索时加上“+ ”字符 ,便可同时检索单数及复数词。

使用者也可以用主题、出版日期、论文种类 (如论文、书

评、意见等) 检索。JSTOR 也提供个别论文的完整参

考文献目录。如检索结果超过 200 条的话 ,JSTOR 鼓

励读者收窄检索范围 ,当然也可以选择看所有检索结

果 ,论文是透过点击参考书目互相连结。

4 　使用协议限制
CJ N 的发行机构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 (CA2

J EPH)担任的角色 ,类似一个已取得原期刊出版社版

权 ,可翻印纸版期刊的电子版 ;CJ N 已向中国版权保

护中心取得使用授权 ,可以合法地在中国进行原文

复印。CJ N 电子版亦受到出版权保护。它对用户的

规限跟一般的规范类似。以港大图书馆镜像站为

例 ,香港大学图书馆未经 CAJ EPH 同意 ,不可将使用

权转移或转售给任何个人或单位 ,也不能开放给第

三者使用。协议条文虽未清楚列明可容许镜像站透

过代理服务器进行远程使用 ,但它容许港大图书馆

以网际网路协定位址段 ( IP range) ,让读者可以远程

登入。当然他必须是图书馆注册读者 ,其身份经电

脑核实后才能登入。

J STOR 亦是让读者直接远程登入数据库及读取

内容 ,然而 ,库内期刊论文的电子版权仍属于原出版

社。跟 CJ N 一样 ,J STOR 的用户同样不能转让及对

未经授权的机构开放和分享该数据库资源。J STOR

的协议条文较 CJ N 更详细和清晰 ,并说明只要使用

者身份由认可的电脑系统核实后 ,便可透过互联网

登入该数据库。

5 　订购费用
CJ N 的价钱是根据所选订的数据库媒体及专辑

的数量来厘定 ,网络版收费较光盘版约贵 10 % ;而订

购特辑数量愈多 ,费用愈多。香港大学图书馆订购

了所有专辑 ,并建立了镜像站。境外 CJ N 镜像站所

需付的费用包括一次过付款及每年的经常费用。港

大图书馆为建立镜像站购置软硬件的费用共 73000

美元 ,1994～2001 年 9 个专辑的数据费共 216720 美

元。预计将来每年的经常费用约 53000 美元 ,其中包

括维护系统的员工的薪金 13000 美元。但这数字未

计算将来添置或更新伺服器及软硬件的费用。和一

般的数据库相比 ,这费用很昂贵 ,但每种期刊平均收

费却少于 70 美元。而每种期刊的每年续订费大约是

10 美元。港大图书馆希望可开放镜像站给香港其他

高校 ,并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 ,来减轻庞大的开支。

但问题是 :到目前为止 ,香港部分高校要筹拨专款来

支付 CJ N 的数据费用也有一定困难。

计算远程登入的 J STOR 的收费则较简单。2001

年 J STOR 线上期刊共 169 种 ,订阅费为 9000 美元 ,

即每种期刊平均价约为 57 美元。相对来说 ,平均价

较 CJ N 全期的每种期刊平均价廉宜 ,但 J STOR 的续

订费 (每种期刊平均价算)却较 CJ N 昂贵。

6 　使用统计
和 J STOR 这类数据库相比 ,CJ N 所提供的仅是

一般基本的统计数据。

CJ N 可提供的统计数据有 :每月的检索次数、浏

览论文篇名及摘要次数、阅览全文的次数等。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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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用户不能统计个别专辑或期刊的使用次数 ,相

信未来这情况会改善 :正在建立的中国科学文献计

量系统 ,会分析从 300 个以上的镜像站内收集的使用

统计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图书馆馆藏发展部去

评价个别期刊。除非该杂志社将这系统开放给个别

图书馆 ,来作收集和分析数据用 ,否则图书馆便不能

就各自的需要 ,使用这个统计系统去收集对馆藏发

展有帮助的数据。

J STOR 提供的使用统计数据很周详。图书馆可

以随时在网上查询本馆的使用数据 ,并可将数据跟

其他用户及全美 134 所研究图书馆比较。用户可以

指定时段 (年或月)去收集报告和数据。各项数据报

告可以是报告、数字或图表显示。各项数据内容包

括 : (1)浏览引文的数目及类别。(2) 曾阅览的页数。

(3)列印结果的页数和类别、特色。(4)每篇论文阅览

的平均页数。(5) 从检索取得论文数目和从浏览取

得的论文数目的百分比。(6) 从浏览内容目次、引

文、阅读原文或是由检索某名词或名字而获得的论

文的列印的比例。(7) 图书馆的各项使用统计数据

和美国的大型图书馆、顶级图书馆、全美的图书馆和

所有图书馆的平均使用统计数据之互相比较。(8)

提供个别期刊的上述首 4 种统计数据。(9)对比使用

统计数据共分为 19 种学科。例如 :港大图书馆 J S2
TOR 的使用数据 ,其中 2319 %是阅读经济类期刊。

而港大这类期刊的使用量为其他用户的 1619 %。

(10)可提供每小时的使用数据。(11) 每个 IP 位置/

段所使用数据。

7 　读者反应
港大的读者对 CJ N 的反应都很热烈。他们喜欢

它能提供中文资料的一站式数据库服务及其快速的

更新度。过去一年的使用数量是不断增长的 ,只是

在假期间使用数量才放缓。全文阅览次数和检索次

数最高时分别达 1 个月 12000 次和近 8000 次。

CJ N 包含期刊学科广种类多 ,在港大校内的评

价都很好。例如一位医学院的教授很满意从 CJ N 检

索到的中国学术论文。教育系的学生可寻找到适合

的中文语文教学资料。各系学生都感到 CJ N 能助他

们找到适合的论文资料。一些国内学者曾向本馆表

示 ,在港大使用 CJ N 的速度 ,较他们的机构快。

一般来说 ,本校读者对 CJ N 反应都是正面的 ,

但也有一些意见 : ( 1 ) 他们需要掌握中文输入方

法 ,才能使用 CJ N 。(2) 在网上不能看到所有收录

入库的期刊篇名 ,很不方便。(3) 一些重要期刊未

见收入 ,例如《考古》。( 4) 中文的学科名词、主题

词及参考文献尚未规范化。 ( 5 ) 部分论文只有影

像版 ,未有电子文版 ,不能进行全文检索 ,且其中

的一些论文影像模糊不清。(6) 线上帮助不足够。

(7) 初步检索结果未列出作者姓名 ,读者因此不能

在使用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后 ,以肉眼判断及选

取出重要的作者 ,也不能用作者来分类排序。( 8)

读者不能将摘要部分放大及独立编印。 ( 9 ) 未能

检索期刊目次上的英译篇名。(10) 由于 CJ N 提供

精细检索的工具又不多 ,因此在库内成千上万的

论文中 ,检索结果中包含不合用的资料的机会较

大。

其实尚有其他问题 ,但经过 CJ N 的努力已解决。

例如 :从前读者只能用中文简体字去检索 ,现在繁简

体皆可 ;初期浏览器只能在 Internet Explorer 环境下

使用 ,现在也可用 Netscape ;并且因应要求新加入英

文摘要为检索点。

港大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指出 ,没有接到关于

J STOR 的好与坏的评论。跟教授老师倾谈时 ,曾使

用 J STOR 的老师是很支持 J STOR 的。和 CJ N 一

样 ,J STOR 全文阅览次数和检索次数的起伏和学生

在校上课的时间有直接关系。使用率也是在增长

中。

J STOR 所提供的多项详细使用统计数据 ,反映

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 (1) 3415 %的使用是经济学

(2319 %)及财政金融学 (1016 %) 。(2) 1918 %的使用

为数学 (1213 %)及统计学 (715 %) 。(3) 913 %使用是

在语言文学方面。(4) 其余 5612 %的使用 ,散布在其

他 23 种学科 (其中只有一种学科超过整个使用数据

的 7 %) 。(5)港大图书馆 J STOR 的使用率和美国大

型研究图书馆的平均百分比接近 ,但只有其他美国

顶级图书馆的 1/ 2 到 1/ 3。(6) 不少读者在主题词检

索 (4417 %)或浏览期刊目次 (4311 %) 后会列印。但

较少读者列印透过论文的引文连接至其他相关的论

文 ,可能港大的读者仍未习惯从一篇论文连结去看

其他论文。

8 　挑战和机遇
拥有 CJ N 这个强劲的资料库令港大图书馆生色

不少 ,但也为本馆带来不少挑战和机遇 :

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东方语文部冯平山图书馆纸

本期刊库藏丰富。1655 种中国内地的现刊 ,我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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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订多少种 ? 哪些期刊的订购要取消 ? 取消现刊

后 ,我馆数以万计的库存期刊该如何处理 ?

虽然我馆的读者多数是华人 ,因为中文资料是

另外储存 ,沿用的检索工具及方法亦较繁琐 ,所以他

们较多使用西文资料。现在超过 5000 种的中文期刊

可直接在线上阅读 ,读者使用中文资料会增多 ,将会

有哪些连锁的反应和影响出现 ? 那些现有的图书馆

服务又需要如何去配合 ?

CJ N 镜像站也带来其他挑战。为达到成本效

益 ,我馆要谋求有能力负担 CJ N 资料内容费用机构 ,

分担我们的配套器材和维护费用。可惜至目前 ,香

港其他高校已向香港政府的大学拨款委员寻求经济

支持多时 ,仍未有回音。

我馆倘若完全依赖 CJ N 供应大部分的中国期

刊 ,这做法是否可靠 ? 目前 ,传统的期刊出版商仍未

受到 CJ N 电子版期刊而带来的财务问题。假若一

天 ,中国的大学都取消纸本期刊的订购 ,那时情况会

如何 ? 期刊出版社能否以现存方式维持 ,抑或他们

会向 CJ N 增收高昂的版权费 ? CJ N 届时会否将这笔

费用转嫁给包括香港的境外图书馆 ,使我们难以负

担 ?

J SROR 也给图书馆带来一些问题 ,但严重性相

对较少。例如 : (1)我馆应否继续将已收入 J STOR 的

印刷本期刊继续装订和上架 ? (2) 我们应否把这些

旧期刊送到储存库 ? 还是弃置它们 ? (3) 我们是否

继续使用在北美的伺服器远程登入 ,还是我馆自行

建立 J STOR 镜像站 ,供我馆及香港其他图书馆使用 ?

或是我们在亚洲另找一个镜像站 ?

9 　结论
在北美和在香港受西式教育的华人学者 ,普遍

的比较忽略中文的研究资料。这方面的原因很多 ,

包括历史问题、语文问题、文献规范和存取渠道等。

中国的学者在客观条件的要求下 ,多已掌握英语 ,数

据库如 J STOR 正好提供渠道给中国学者去解决文献

规范问题及距离的障碍。

现在 CJ N 更跨进一步 ,提供文献资料 ,让西方学

者可以接触中国学术期刊。这个发展的重要性可从

一个简单的测试去说明。我们在 CJ N 及 J STOR 以 6

个检索去比较一下这两个库的研究资料数量 (请留

意它所收入的期刊的时段和数量的差异) 。表 1 是检

索 1997～2000 年资料的结果。

表 1 　JSTOR和 CJN测试

题　　　目 J STOR CJ N

Feminism/ ist

女权运动/ 男女平等主义/ 女性主义者
35 185

Zhou En2lai

周恩来
0 3833

AIDS/ HIV

艾滋病/ 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
484 1298

Cancer/ Tumors

癌症/ 肿瘤
2120 138107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14 2556

Jazz

爵士乐/ 爵士舞
23 380

　　注 :J STOR 整个库是有不少有关周恩来的资料 ,但这次检索时

段 1997～2000 年 ,离周恩来逝世 20 多年 ,因此出现零的检索结果。

暂且不讨论二者检索的内容质量 ,检索结果显

示两个数据库内均有大量资料 ,供太平洋两岸的学

者参考研究。或许将来机械翻译更进步 ,东西方学

者可以冲破语言的屏障 ,获取更大量的资讯。香港

大学乐意担任桥梁角色 ,协助学者去跨越中西文化

的鸿沟。相信香港大学及图书馆所在的独特位置 ,

是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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