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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CIP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牛振恒 ,杨　方
(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 ,安徽　凤阳 233100)

　　摘　要:本文对 CIP 著录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进行分析 , 论述了 CIP数据尚不能作为图书馆著录的参考依据 ,

并提出了可行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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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在版编目(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简称 CIP)指依据统一的标准 ,为正在出版过程中的图书编制

书目数据 ,印制在对应的书名页背面。其重要功能之一 ,是作为图书馆编目依据 ,使全国图书编目统一规范

化 ,以便于现代化管理和实现图书资源共享。

我国从 1991年 3月开始施行 CIP 制度(GB12451-90),国家出版署信息中心成立了图书在版编目处 ,

不少出版社纷纷加入。目前相当一部分图书都附有 CIP 数据 ,这是图书事业的一件喜事 ,但在实践中 ,与目

前通用的著录规则相对照 ,CIP 数据普遍存在问题。

1　C IP数据存在的问题

1.1　题名项 CIP存在的错漏

CIP 在并列书名 、附题名及说明文字 、标识符等方面普遍存在问题 。

并列书名与正书名共同反映图书的性质 、用途 ,为读者利用图书提供重要信息 ,而且有利于国际书目情

报交流 ,因而不能省略。例如 ,商务印书馆 1998 年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 ,书名页明确并列书名

为:“Oxford Advanced Learner' 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而该书 CIP 漏著。按规则 ,如果并列书名不

在书名页 ,也应在附注项加以说明 ,而该词典 CIP 数据也没有使用附注项 。

附题名及说明文字对图书的内容范围 、编辑方式 、载体 、读者对象及用途等加以说明 ,与正书名关系密

切 ,不可省略。例如 ,远方出版社 1999年出版的《中国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药用作物病虫原色图鉴》(上下

册),上册说明文字为“中国经济作物.药用植物病虫原色图鉴” ;下册说明文字为:“中国粮食作物病虫原色图

鉴” 。该书上下册 CIP 均未著录。又如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 《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1996》 ,其

CIP 将说明文字“ :1996”著录为“ :1995” ,已属严重错误 ,直接影响了题名的准确表达。

1.2　责任者项 CIP 存在的问题

责任者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对历史和人物的评论等 ,都贯穿着他们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一部著作选取

何种材料 ,怎样进行组织 、阐述 ,都由责任者的世界观所支配 ,在社科著作中尤为明显 。著作的质量与责任者

的思想 、学术水平密不可分。而C IP 数据在本项各方面均存在问题。

外国责任者及译者方面的错误 。例如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的《中国畜牧业及其相关的种

植业———2025年预测》 ,其原著是美国的辛森.吉姆斯 ,日本的宫崎岖昭及中国的程序 ,而其 CIP 将其原著连

同国籍省去 ,因而错误。又如 ,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所附 CIP 数据只将原著著录 ,丢掉了原著的国别。

再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由梁丽真 、乐涛 、石涛三人译 ,但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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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 对译者未加著录。

责任者大项及标识符方面的错误。例如 ,《家用电脑选购.组装.调测.维修》是两位责任者 ,著录时 ,其间

应用“ .”号连接 ,而其 CIP 用“ 、”号著录 。又如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常见消化系疾病舌像图谱》 ,由李静

文编著 ,而该书 CIP 著录时跳过责任者项 ,直接著录为“常见消化系疾病舌像图谱.-北京” ,这种错误非常

明显 。

“等”字的乱用。例如 ,学苑出版社 1998出版的《太空与地面的通话》由卞毓麟等 6人编著 ,其 C IP 著录

为“/于红编著”。按规则 ,多个责任者 ,选排在第一位的加“等”字著录 。卞毓麟排在第一位 ,而于红排在后

面 ,应著录为“/卞毓麟等编著” 。又如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7年出版的《饲料生产应用手册》 ,由朱广祥 ,

范克平主编 ,CIP 著录为“朱广祥等主编” ,按规定 ,两位著者必须一同著录 ,不能使用“等”字。再如 ,人民军

医出版社 1997年出版的《药物中毒救治手册》 ,由王顺年一人主编 ,该书C IP 却著录为“王顺年等主编” ,应将

“等”字删去。

1.3　版本项 CIP存在的问题

版本项具有记录不同版本特征和鉴别图书价值的作用 ,是读者选择和利用图书必不可少的重要线索 ,著

录时 ,必须给予充分重视。CIP 数据在版次著录定位 、版次等方面均存在错误。例如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 ,其 CIP 将“第四版”著录到题名项 ,而省去版本项 。所以 ,其题名

项的“ :第四版”应删去 ,补上版本项“ .-4版” 。又如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计算机图形学:C 语

言版》 ,该书版权页已明确“第二版” ,其 CIP 将该版次著录到题名项为“第二版” ,应该著录于版本项为“ .-2

版” 。再如 ,荣宝斋出版社 1996年出版的《人物画扇集》 ,该书版权页已明确为“第三版” ,其CIP 著录为“ .-2

版”应改为“ .-3版” 。尤其 ,现代出版社的《血液净化》第二版 , CIP 漏掉版本项“ .-2版” ,已严重影响读者

利用 ,应予补上 。

1.4　出版发行项 CIP 存在的问题

出版发行项是读者检索利用图书的重要参考依据 ,尤其出版时间 、重印次数等 。CIP 数据存在大量问

题。

标识符错漏 ,例如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年出版的《蒋经国全传》 ,其 CIP 在出版发行项换行著录时 ,大

项标符“ .-”分别著录于两行 ,这是不允许的 。按规则 ,在上行行尾著“.-”或“ .” ,换行直接著录出版地;如

果上行尾连“ .”的空间都没有 ,换行时 ,应首先完整著录“ .-” ,所以 ,该书 CIP 换行时 ,应直接著录出版地。

又如 , 《中国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药用作物病虫原色图鉴》 ,其 CIP 把大项符号著录成“ , -” ,出版发行者符

号著录为“ ;” ,应分别著录为“ .-”和“ :”

出版发行日期及重印情况错误 。例如 ,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临床免疫学》 ,出版日期为 1994年

10月 ,其 CIP 错误著录为“ ,199.10” 。又如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7年出版的《鲜切花周年生产》 ,其 CIP

著录为“ ,1996” ,应改为“ ,1997” 。再如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 15次印刷的《环境保护概论》 ,其 CIP 著

录为“(1998重印)” ,这是错误。按规则 ,第二次印刷 ,著录为“重印” ;第三次印刷 ,著录为“再印” ;多次印刷

必须如实著录。所以 ,该书CIP 数所所著的“(1998重印)” ,也应该改为“(1998第 15次印刷)。再如 ,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 1995年出版的《产妇保健及育婴知识问答》 , 98年再印发行 ,所附 CIP数据将重印项略去。

我们认为 ,图书重印次数 ,反映了发行频率 ,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图书的价值 ,对读者选择或利用图书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C IP 数据不应予以省略或错误。

1.5　CIP 数据均无载体形态项

载体形态项指从图书的物质形态稽查核对图书内容的项目 ,向读者提供有关图书物质的形态 、数量和制

作特点。图书价值总是通过各种形式揭示出来的 ,如图书页数的多少客观地反映着其内容的份量 。因此 ,载

体形态项是读者选择图书的一个重要根据。图书馆著录不可省略。CIP 也同样不应省略。

1.6　丛书项的漏省

丛书项是对聚集众多著作成一套 ,从总体或其中某一组成部分揭示图书的项目 ,它对读者利用图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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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值 ,不可省略 ,但是 CIP 常有省略 。例如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年出版的《稀特蔬菜高效栽培》 ,丛书

名为“农大版蔬菜系列丛书” ,但该书C IP 数据没有使用丛书项。

1.7　CIP 数据均无附注项

附注项是对著录正文所作的补充或说明 ,其范围涉及书名与责任者 、版次 、出版发行 、物质形态等 ,是著

录正文的延伸和深化 ,起举一反三 、画龙点睛的作用 ,给读者某种启示 。实践中 ,必要时应予著录。

1.8　CIP 著录格式错误

《蒋经国全传》所附 CIP 数据 ,首行著录一半即回行 ,而且回行著录没有突出一字;根查项著录错误排列

为纵向。该C IP 可谓著录格式错乱 。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目前 ,CIP 数据尚不能作为图书馆编目人员著录的参考依据。图书馆编目工作者

必须不断钻研学科知识 ,理论联系实际 ,多动脑筋依法著录 。如果对 CIP 数据盲目照搬 ,势必造成著录上的

错误 ,从而影响读者对图书的检索与利用。

2　实现C IP数据统一规范化的对策

CIP 数据应该统一规范化 ,甚至与世界著录标准接轨 。从而成为图书著录的依据。目前 ,CIP 数据问题

成堆 ,非常混乱 。为此 ,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2.1　制定有关法规 ,使 CIP 工作具有法律保障

目前 ,我国通讯设施落后 ,出版社如认真执行 CIP 工作环节 ,往往影响图书的出版速度 ,所以 ,还有相当

一部分出版社没有加入 CIP工作 ,加入的出版社也不太积极 ,甚至只做点样子 。因此要制定具有强制性和

普遍约束力的有关法规 、条例和制度 ,强制各出版社无条件开展 CIP 工作。所以 ,有法可依是 CIP 工作顺利

开展的必要前提 。

2.2　“国家在版编目”应全面加强工作力度

国家在版编目处(国家新闻出版署所设)是 CIP 工作开展的核心 ,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对 CIP 事业起

决定性作用。该部门首先要具备一流的专家 ,采用先进 、通用 、规范的著录标准 。其次要切实提高工作效率 ,

缩短审核周期。这样既可以保证编目质量 ,又可以减少对图书出版速度的影响 ,让出版社满意 。

2.3　出版社要重视 CIP 工作 ,切实做好有关工作

首先 ,出版社要吸纳图书馆专业的人员 ,选择较高水平的同志专门负责 CIP 工作 ,主动与国家在版编目

处互相协调 ,确保 CIP 数据质量过硬。

其次 ,加强对排印工人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有关业务知识培训。从收集的 CIP 数所上看 ,格式 、符号 、文

字的增失等错误极可能是工人操作错误所致 。

再次 ,责成校对人员对 CIP 数据的校对负责 。笔者对几十本存在 CIP 数据问题的图书内容(包括标点)

进行查考 ,没发现什么错误 ,说明校对很好。可见 ,CIP 错误 ,尤其是明显错误 ,校对这个工作环节是有责任

的。

总之 ,C IP 工作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事业 ,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社会效益 ,但它目前仍处在摇篮期 。因此 ,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 、有关专家能充分认识到 CIP 工作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 ,并能切实抓好这项工作 ,促使

在版编目规范与统一 ,从而使它成为实现全国图书资源共享乃至世界图书资源共享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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