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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经 济类工具 书 出版评述
姜 文

经济类工具书
,

是指反映经济学内容的专科性

工具书 它提供经济学及其相关的知识
、

资料和数

据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

移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

道上
,

我国的政治
、

经济
、

科技
、

文化等各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

放的需要
,

经济学界的专家
、

学者和广大出版界同

仁齐心协力
、

共同奋斗
,

使国内经济类工具书的出

版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

出 版的 经 济 类工

具书无论从数量和质量
,

还是从类型和 品 种 上 来

看
,

都大大超过以往的 年
,

居专科性 工 具 书 之

首
。

现就我国近十年经济类工具书的出版情况评述

如下
。

一
、

经济类工其书出版的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
,

年的 。年间
,

我国

仅有经济类工具书 种 而改革开放的十年中
,

共

出版经济类工具书 种
,

几乎是前 。年的 倍
,

琳且一直呈上升趋势 见表
。

这样的增长势头
,

反

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深得人心
,

以及

人们对经济知识的渴求
,

这是我国近十年来经济学

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经济类工具书数量增长的同时

,

其类型也由

原来单一的辞典
、

手册型发展到如今的百科全书
、

年

鉴
、

指南
、

名录
、

表谱
、

图录以及经济文献 目录
、

索引
、

文摘等类型

二
、

经济类工其书出版的特点

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类百科全书
。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需要
,

近十年来
,

出版了众多的经济类百科全书

这些百科全书
,

荟萃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知识

和文献
,

内容详尽完备
,

学术性强
,

查阅检索功能

明显
。

在已出版的 多部经济类百科全书中
,

最早的

是 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管理百

科全书 》
,

该书不仅是当代中国企业管理方面的第

一部百科全书
,

也是中国第一部专业性百科全书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多万 字 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
·

经济卷 》 卷本 集中反映

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 先 后 出 版 的有 《中

国乡镇企业管理百科全书 》
、

《管理百科全书 》
、

《现代管理百科全书 》
、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 》
、

《中国经济百科全书 》
、

《金融知识百科全书 》
、

《对外经济贸易百科全书 》
、

《中国 投 资 百 科全

书 》
、

《投资知识百科全书 》等

经济年鉴和统计年鉴的出版引人瞩目
。

经济年鉴记述和刊载一定地区
、

部门一年中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
、

基本经济情况 和 统 计 资

料
,

同时反映与经济有关的教育
、

科学 技 术
、

人
口 、

生活状况等情况 年代初
,

随着政治
、

经济

的发展
,

一大批专业年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

好改革开放
,

也解决 不 了经济活 动 中的逸漏

问题
。

我愿意向广大读者尤其是从事经济工作

的人推 荐这 本书
。

已 经退下来的做过经济工

作的老 同志
,

也不舫翻翻这 本书
,

也许能从

反思 中得到 某些新的启迪吧
。

作者同我谈到 出版此书的艰难历程 在

出版界
,

现在出现茱种 良筹颠倒
,

热冷反差
,

这不能全怪 出版者 迁宁人民出版社愿意出

版这样一 本
“

冷门书
” ,

是值得赞扬的 但 愿

这 本
“

冷门书
”

能变成热门 书
。

资任幼辑 王冰

一 护



衰 一 , 年经济炎工具书出版统计

出 版 年 代 一

出 版 数 量 ⋯』口口
巨 望竺

⋯
。

⋯竺
其中数量最大的当数经济类

’

在这方面
,

率先出版

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开始出版的 世界

经济年鉴 》 据初步统计
,

到 年
,

我国共出版

经济年鉴 含统计年鉴 多部
,

它们大体可 分

为以下四种类型

综合性经济年鉴 由经济管理杂志 ,

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 》是一本权威性的
、

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经济建设概况的大型文献资料

书
,

被誉为记载中国经济发展的史册
。

部门经济年鉴 部门经济年鉴已由生产

部 门 扩 展 到财经商业部门 主要有《中国工业年

鉴 》
、

《中国农业年鉴 》
、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 》
、

《中国

商业年鉴 》
、

《中国金融年鉴 》
、

《中国审计年鉴 》等

就工业部门的年鉴而言
,

逐步由大行业发展到小行

业
,

由行业发展到企业 如《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

鉴 》己施行
“

机械
”

与
“

电子
’

分立门户 , 《中国

轻工业年鉴 》下面还分有《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
、

《中国纺织工业年鉴 》
、

《中国包装年鉴 》
、

《上

海服装年鉴 》, 《中国钢铁工业年鉴 》下面分有《鞍

钢年鉴 》
、

‘武钢年鉴 》
、

《马钢年鉴 》等一批钢

铁企业年鉴
。

地方性年鉴 自 年起
,

地方性年鉴

异军突起
,

至今势头不减
。

我国目前已出版的有上

百种地方性年鉴
,

多由各地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辑 开始的两年
,

以出版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及省

会级大城市的为主
,

计有 辽 宁
、

湖 北
、

北 京
、

天

津
、

上海等二十几个省
、

市及广州
、

武汉
、

南京等

一批年鉴
。

紧接着又出现了大连
、

无锡
、

深圳等省

辖市一级的年鉴 以上年鉴全面反映了 该 地 区 政

治
、

经济
、

科技
、

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成

果
。

统计年鉴 统计年鉴是用统计数据反映

经济的发展变化 中国统计出版社是以出版各种统

计年鉴及统计资料汇编为主的专业性出版社
,

该社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 中国统计年鉴 》, 以统计

表的形式汇集数据资料
,

全面具体地反映了我国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

是了解

和研究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 年后
,

该社又

编辑出版了《上海统计年鉴 》
、

《广州统计年鉴 》
、

《江

苏统计年鉴 》
、

《辽宁统计年鉴 》等一批地方性统

计年鉴 据初步统计
,

”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共出

版统计年鉴 种
,

其中地方性统计年鉴 达 种 之

多
,

实现了全国和地方统计年鉴的系列化

经济专业词典竞相出台
。

按编辑目的和内容的不同
,

这类工具书大致可

分为以下几种

经济理论方面的专业词典 年代初
,

由许涤新主编
,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

典 》 上
、

中
、

下 三册
,

堪称此类工 具 书 的 代

表
,

深受读者的好评
,

并多次再版 年人民出

版社又推出《简明政抬经济学词典 》
,

通过对原辞

典的浓缩处理
,

增加了新的内容
,

实用性更强了

随 后 出版 的此类 工 具 书 还有 湖北人民出版社

的《经济科学学科辞典 》
、

福建人民出版社的《西

方经济思想辞典 》等 总之
,

这些经济理论词典
,

在不同程度上
,

对推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起了积极的作用
。

部门经济类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年起按学科分卷陆续推出
《经济大辞典 》

,

每一卷是二部相对独立的专科辞

典
,

预计出版 卷 现已上市的 有
“

工 业 经 济

卷
” 、 “

农业经济卷
, 、 “

世界经济卷
” 、 “

商业

经济卷
’ 、 “

财政卷
, 、 “

金融卷
” 、 “

对外经济

贸易卷
” 、 “

国土经济
、

经 济 地 理 卷
” 、 “

会计

卷
” 、 “

计划卷
” 、 “

数量经济学卷
,

等分册
,

基

本囊括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

是我国经济辞书中

最大的一部
。

其间
,

还出版了一批象《简明农村经

济辞典 》
、

《现代工业企业管理辞典 》
、

《商业大

辞典 》
、

《旅游经济小词典 》
、

《中国保险辞典 》

等等 这些词典别开生面地出现在专业词典之林

中
、

外文对照经济专科词典
。

这类词典

是阅读国外经济文献或进行翻译的主要工具 有双

语或多语之分 目前已出版的经济专科词典很多
,

仅英汉对照的经济专科词典就有 《英汉经济综合

,



词典 》
、

《英汉工业企业管理词汇 》
、

《英汉国际

贸易词汇 》
、

《英汉财经大词典 》
、

《英汉会计常

用词汇 》
、

《英汉物资词汇 》
、

‘汉英经济贸易词

汇 》等多种 其它还有 《俄汉经济词汇 》
、

《法

汉经济金融贸易沂汇 》
、

《 日汉经济贸易词汇 》
、

《阿拉伯语汉语经济贸易辞 典 》等等
。

多 语 词 典

有 《 日
、

英
、

汉经济辞典 》
、

《汉
、

俄
、

法对照

外汇业务常用词汇 》等

崭新的经济类名录出现

国内出版的经济类名录多为行业名录 新华出

版社 年首次出版的《中国工商企业名录 》

一 年
,

开创了我国行业名录的先例 该书汇

集了全国工业
、

交通
、

商业
、

金融等各行业的

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及其名称
、

地址
、

电话号码
、

电

报挂号
、

厂
一

长或经理姓名
、

职工人数
、

主要产品和

经营范围
,

继而还出版了 年和 年两

种版本 年后开始按行业和地区分 册 编 辑 出

版 按行业已出版的有医药
、

建材
、

纺织
、

塑料制

品
、

国防科技
、

工业民品等行业专册 , 按地方已出

版的有北京
、

天津
、

黑龙江
、

浙江
、

山西
、

甘肃
、

四川
、

广西等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地方分册
。

该社

年还出版有《世界工商企业名 录
·

亚 欧 类 分

册 》 另外
,

一些地方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地区性

企业名录 如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天津工商企业

名录 》
、

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贵州工商企业名

录 》等
。

经济类检索工具书受到重视

这类检索工具书是经济文献剧增的产物
,

也是

检索经济文献的重要手段
,

它包括经济文献书目
、

索引
、

文摘等
。

这些检索工具书的出版
,

填补了我

国无经济类专科检索工具书的空白
。

经济专业书目有 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 年

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要目 一 一 》
,

该书汇

集了 年间我国出版的经济学及其分支学

科的图书 。余种
,

是检索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学著

作的重要工具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年出

版了《海外经贸情报资料指南 》
,

年又推出了

《财经科学导读书目 》
,

介绍了财经科学书籍

种
。

另有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的《经济科学工具书指南 》和《经济学工具书指

南 》
,

反映了我国经济类工具书出版的概貌

经济文献索引有 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社编

辑
,

年开始出版的《报 刊 资料 索 引 第 三 分

册 经济 》
,

它汇集了全国报刊上有关经济方面的论

文资料 , 年开始
,

该社还出版有《国外经济文

献索引 西文
、

日文
、

俄文 》
,

向国内读者提供

了国外的经济现状和经济理论信息
。

经济类文摘多属专科性或专题性文摘 近十年

来
,

国内出版的经济类文摘有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管理科学文摘 》与《工业经济文摘 》
,

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月刊《企业管理文摘 》
,

、

科学出

版社出版的双月刊《国外经济文献提要 》等

经济类边缘工具书大量问世

经济法规汇编 干年里
,

国内出版了一

系列的经济法规汇编
,

其中综合性的经济法规有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

规选编 》
,

一 和 。一
两个版本

,

自 年起
,

还将每年的主要经济

法规选编成册
,

逐一出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从

年起
,

已连续出版了《最新经济法规 》
。

这个时期

出版的部门经济法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政

策法规选编 》
、

《中国工业经济法规汇编 》
、

《城

镇集体经济法规选编 》
、

《中国涉外经 济 法 规 汇

编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汇编 》等

统计资料汇编

年代以前
,

我国出版的统计资料汇编不多
,

有的还被冠以
“

内部发行
”

的字样
,

使之处于一种

封闭状态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
,

我国的经济建

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经济统计工作也日趋完

善
,

许多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汇编应 运 而 生 特 别

是
,

中国统计出版社连续推出了《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资料 》
、

《中国商业外经统计资

料 ‘ , 一‘
、

《中粤劳动工资 统 计 资 料
。一 。 》

、

《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统计资

料 一 》
、

《世界工业统计汇编 》

等统计资料汇编

经济大事记

我国除出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 大 事 记
, 一。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管理大事记 》外
,

还出版了 新中

国农村经济纪事 一 》
、

《国际金

融大事记 一 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大事记 》等部门经济大事记
。

经济专科文献指南 年和 年
,

原教育部两次下文
,

要求有条件的高等 院 校 开 设
“

文献检索与利用
”

课 据了解
,

有些院校陆续开



出了这门课
,

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随后经济专科文

献指南也一部部诞生
。

截至 年
,

国内共出版了

近 种有关
“

经济文献检索与利用
’

的专科文献指

南
。

其中
,

由惠世荣主编
、

大连理工大 学 出版 社
。年出版的

“

文献检索与利用
”

系列教材
,

为权

威之作
。

翻译了一批国外经济类工具书
。

改革开放
,

为大量翻译出国外经济类工具书提

供了条件 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美国麦格

劳一 希尔图书公司的《现代经济学词典 》 经济科

学出版社 年出版了《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 》
,

年又组织国内知名学者翻译出版了《简明帕氏

新经济学辞典 》
,

该书系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

司最新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 》精选而

成
,

原辞典在西方是部权威性的经济学工具书
,

内

容涉及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
。

此外
,

我国还翻译出

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外国年鉴
。

如上海出版工作者

协会和美国亚系出版公司 年合作出版的《美国

工商年鉴 》

与此同时
,

《中国经济年鉴 》
、

《中国农业年

鉴 》
、

《中国机械工业年鉴 》
、

《中国统计年鉴 》

等都出有英文版
,

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
。

十年来
,

经济类工具书朝着系列化
、

大型化方

向发展
。

首先是系列化 十年来
,

经济学各分支学科都

有了自己相应的工具书
,

而且是大中小成龙配套
,

结构也逐步趋于合理 例如在税务领域
,

已出版的

工具书有《中国税务百科全书 》
、

《中国税务大辞

典 》
、

《税务辞典 》
、

《税务手册 》
、

《简明税务

辞典 》等等
。

另外
,

中国统计出版社为庆祝建国

周年
,

出版了《奋进的四十年 》系列工具书 其中

有 《奋进的四十年 》
、

《奋进的北京 》
、

《天津四

十年 》
、

《辽宁奋进四十年 》等 多种
。

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在近两年中
,

连续推出好

几本质量上乘的大部头会计
、

审计方面的工具书
。

如 《会计百科全书 》
、

《会计法规知识大全 》
、

《会计辞海 》
、

《涉外会计实用大全 》
、

《实用审

计大全 》
、

《预算财务会计实用大全 》
、

《金融会

计财务实用大全 》
、

《基本建设会计 实 用 大 全 》

等
。

经济类工具书的出版呈现系列化的同时
,

又出

现了大型化的趋势 。年代以前
,

出版的经济类工

具书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辞典之类的中小 型 工 具

书
,

几乎找不到一本大型经济类工具书
。

近几年出

版了不少大型经济类工具书
,

而且仍在向
“

大 的

方向发展
。

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社会管理

知识百科全书 》四卷本
,

全令包括 个学 科
,

共
。。万字 即将出版的《 会 计夭辞库 》

卷
,

收入 万多个条目
,

约 万字

目前
,

经济类的工具书
,

除中国经济出版社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外
,

全国各地方出版

社和大学出版社也争相出版
,

不免使这类工具书的

出版有所分散
。

三
、

目前经济类工具书出版中存在的一

些问厄

回顾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类工具书出版的发展历

史
,

感到有如下问题值得思考

缺少检索途径

缺少检索途径
,

是目前我国工具书编排中存在

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在现有的经济 类 工 具 书

中
,

有索引的不多见 特别是象《会计百科全书 》

这类大部头的工具书
,

不附任何索引
,

只有目录一

种检索方法
,

大大降低了工具书的使用效益

重复出版
,

质量不高

图书的质量是图书的生命
,

特别是大型工具书

更是如此 为保证工具书的质量
,

应在全国或某一

个系统内组织优势
“

兵力
‘

编撰 时下有的工具书

质量不高
,

与重复出版不无相关
,

不少内容大同小

异
,

有的就连文字都十分相似
,

例如
,

对外经济贸

易方面的手册
,

有的同时或是先后出版的就有《对

外经济贸易简明手册 》
、

《对外经济贸 易 实 务手

册 》
、

《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手册 》
、

《对外经济贸

易手册 》
、

《对外贸易简明手册 》等等

经济类工具书的更新
、

修订工 作 没 有 展

开

国外出版的经济类工具书
,

定期修订
、

增补
,

吸收新知识
,

以延长工具书的使用寿命
。

而我国出

版的经济类工具书
,

除个别外
,

多数都未更新和修

订
,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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