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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体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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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浙江省的具体情况以及浙江省高校信息资源的拥有情况等方面进

行了分析 ,认为建设浙江省一级的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不仅必要 ,而且十分迫切。建设共建共享

体系应坚持实用性原则、易用性原则、继承性原则、共建原则、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相结合的原

则以及规范化原则。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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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在 80 年代末曾进行过全省文献资源调

查 ,高校系统在 1993 年进行了全省高校图书馆馆藏

建设评估调查 ,并就文献资源建设如何为省经济建

设服务 ,及高校如何实现文献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

了研究[1 ] ,研究的重点是书刊文献资源的调查和建

设。目前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 ,

文献资源建设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信息源为例 ,

电子出版物、网络信息、多媒体资源所占比例越来越

高 ,资源共享的手段和方法更为先进和便利 ,形式更

为多样。考虑浙江省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的总

体目标 ,对建设浙江省高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

有必要重新思考。

1 　关于必要性的思考
新形势下 ,高校信息用户的需求呈多样化倾向 ,

一个馆的资源根本无法满足其需求 ,通过合作达到

资源共享是必由之路。90 年代末 ,我国掀起了建设

各种文献资源共享体系的高潮 ,科学院、文化部、教

育部及许多地区纷纷建设系统及地区的文献资源保

障体系 ,如教育部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 IS) 、中国科学院的文献保障系统、文化部的“中

国图书馆信息网络”(CL IN ET) ,都已初见成效。目

前已经有国家的、系统的、地区的各种协作体系的情

况下 ,建设省一级的资源共享体系 ,不仅必要 ,而且

十分迫切。

111 　从国情看其必要性

我国地域广阔 ,人口众多 ,各地的图书馆和信息

服务机构成千上万 ,尽管有全国性文献保障系统 ,能

够为获取文献提供最后的保障 ,但就近利用文献仍

然是一条便捷的渠道。考察美国的情况 ,在计算机

网络服务已达到相当高水平的情况下 ,读者利用文

献的 95 %以上还是从本地区获得的 ,利用全国性网

络系统获得的只占一小部分 [2 ] 。这说明即使在网络

化时代 ,相当长时间内大多数文献需求仍然将在地

区内解决。必须由基层 —地区 —国家多级协作组织

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如果所

有图书馆和信息机构都指望由国家级保障中心解决

其资源不足的问题 ,保障中心将不堪重负 ,也难以维

持长久。

112 　从省情看其必要性

由于浙江地处华东南 ,和上海毗邻 ,在全国性信

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布局和规划时 ,一般由上海担当地

3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浙江省高校信息资源建设研究与对策”的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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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心的角色。以 CAL IS 建设为例 ,CAL IS 华东南

地区中心设在上海交通大学 ,并作为华东南工程技

术学科文献信息中心 ,复旦大学图书馆作为华东南

地区文理学科文献信息中心 ; CAL IS 华东南地区中

心网上设立了一个上海市高校虚拟图书馆 ,有上海

高校重点学科外文核心期刊目录、全国高校原版期

刊预定目录、上海市高校虚拟图书馆中文书目数据

库等项目 ,可见其活动基本上都在上海市的高校图

书馆中开展。浙江省的高校很少参加有关的共建共

享活动 ,在 CAL IS华东南中心的网页上 ,关于浙江省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很少 ,有关的链接亦不多。所以 ,

目前不可能把浙江省的高校都纳入 CAL IS 华东南地

区的协作体中 ,反而由于种种原因使浙江省高校游

离于该中心的活动之外。对浙江省的高校图书馆来

说 ,只有建立自己的协作体系 ,才能使共建共享活动

更有效地开展。

113 　从校情看其必要性

目前浙江全省高校图书馆收藏的中文现刊约有

112 万余种 ,外文现刊约 8700 余种 (包括电子型文

献) 。浙江大学图书馆 ,在 2000～2001 年先后购买了

Academic Press、Kluwer Online、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

文数据库、UMI Medical Library、UMI Academic Re2
search Library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Onsite、IEEE/

IEE Electronic Library、Science online 等全文数据库的

使用权 ,但这些资源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浙江大

学从 2000 年底开始设专人进行馆际互借的工作 ,开

展了以原文传递为主要内容的服务。2001 年 1～9

月 ,共接受服务请求 502 项 ,其中 256 项是索取其他

馆文献资源的请求 ,246 项是借阅和复制本校文献资

源的请求。可见 ,浙江大学图书馆尽管拥有较多的

信息资源 ,但这些资源基本上仅限于校内利用 ,信息

的输出十分有限。随着我国正式加入 WTO ,为遵守

世界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则 ,要使读者方便利用外文

期刊 ,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更为重要和迫切。

当然 ,仅有高校组成省内的协作体是不够的 ,最

终应把公共系统、科研系统的文献信息机构都纳入

共建共享体系之中。但我国文献信息机构长期条块

分割 ,不同系统之间的协调比较困难。高校系统先

行一步 ,可以更快建立协作体 ,解决高校信息资源短

缺的问题 ,也可以为建设全省跨系统的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体系积累经验。

2 　关于建设目标的思考

目前国内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理论研究 ,主

要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以提高文献资源保障能力为

目标 ,一种是以提高信息可获知能力和可获得能力

为目标。

文献资源保障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机构

供给文献资料 ,满足文献情报需求以支持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对这种保障的水平用

数量来表示则称为文献资源保障率。我国自 80 年代

以来 ,对文献资源保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形成了

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已形成共识的观点是 :再大的

文献信息机构都难以提供全部的文献资源保障 ,分

工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文献资源保障率并不等于文

献资源的拥有率 ,只要选择得当 ,完全可以用较少的

文献量来提供较强的文献资源保障 ;应当把满足国

家至关重要的学科领域或文献类型的 95 %～100 %

作为文献资源建设的目标 ,而地区性的协作组织应

能满足用户 90 %左右的需求[3 ] 。

把提高文献的可获知能力和可获得能力作为文

献资源建设的目标 ,是在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

作网与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联合课题组完成的

《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的研究报告

中提出的。该报告认为 ,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环境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中对文献资源共享理论具有

决定性影响的两个变化是 :信息技术的变化和信息

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的发展 ,使信息产业机构大

规模介入信息服务 ,图书馆也开始引入市场化的服

务机制。对一个文献资源共享体系而言 ,让用户以

最快、最便捷、最廉价的方式知道自己所需文献在什

么地方 ,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拥有这些文献。而

文献拥有数却可以通过文献传输能力得以改善。该

报告认为可以用文献资源的可获知能力和可获得能

力来取代以前所提出的文献资源保障能力 [4 ] 。

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究竟应以提高文献的保障

能力为目标 ,还是以提高文献的可获知能力和可获

得能力为目标 ? 我们认为 ,全国性或全系统的资源

保障体系 ,应从战略的高度出发 ,以提高文献信息的

保障能力为目标是必要的 ,而地区性的资源共建共

享体系 ,则以方便和效率为目标 ,因此把提高系统对

信息资源的可获知能力和可获得能力作为目标更切

合实际。所以 ,我们把建设浙江省高校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体系的目标定为提高全省高校图书馆对信息

资源的可获知能力和可获得能力。

从资源保障来看 ,在建设浙江省高校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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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体系时 ,应考虑与上海、CAL IS 中心、国家

图书馆、科学院系统紧密联系与合作问题 ,通过地区

中心和国家的资源共享系统来提高自己的保障能

力。

3 　关于建设原则的思考
311 　实用性原则

作为省级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要有相对完备的、

有价值的文献。要根据浙江高校的特点和省优势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 ,有针对性、有分工地收集

信息资源。对高校的博士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

点学科及我省的优势产业、未来产业所涉及的信息

资源 ,应达到资源的基本完备。

312 　易用性原则

要把提高可获知性与易获知性相结合 ,可获得

性与易获得性相结合。在各种全国性、系统性的文

献资源共享体系已建立的情况下 ,建设省级文献资

源共享体系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获取信息的方便、快

速和廉价 ,否则无优势可言。在提供文献服务时 ,既

要提供二次文献 ,更要提供一次文献 ,馆际互借和文

献传递可采用 E2mail、FTP、FAX、直递、邮寄等各种

方式。

313 　继承性原则

应根据每个学校的不同办学层次、办学水平、学

科特色、经济基础、文献基础和信息服务模式等具体

情况进行分工协调 ,充分发挥已有资源的效益 ,充分

利用骨干学校的原有条件 ,建立一个既符合信息共

享体系的要求 ,又充分照顾各单位文献信息特点的

保障机制。

314 　共建原则

浙江省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的建设需要浙江

省教育厅、省政府、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等各

个方面在财力、人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更需要参

加馆的积极参与。遵循目标一致、平等互利的原则 ,

共同推进系统的建设。

315 　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资源共建共享体系 ,不仅是为了解决目前

的信息需求 ,也是为了长远的教育、科研和经济建设

服务的需要。应充分考虑目前信息化、网络化和全

球化的背景 ,力争有一个高的起点和好的开端。应

使服务系统有较高的技术起点 ,要适当引进先进的、

成熟的软件 ,应用系统和用户界面采用 CGI 技术、

GU I 技 术、WEB 技 术、CL IEN T/ SERV ER 技 术、

Z39150 技术等 ,并不断跟踪国外技术发展的潮流和

趋势。系统与外部的关系 ,要立足高校 ,连接全国 ,

面向世界 ,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系统内外、国内外

的合作与交流。

316 　规范化原则

在数据库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中 ,参加馆要坚

持执行统一的标准规范 ,如统一的用户界面、数据格

式、数据库建设规则、信息交换协议、馆际互借协议

等 ;数据加工处理技术采用国际标准、国内标准和国

内高校的条例、细则。服务系统软硬件配置 ,要采用

国际通用的开放式操作系统平台技术 ,网络通讯协

议 TCP/ IP 技术 ,面向广域网的数据库技术等 ,以保

障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支撑环境 ,使其能在广域网

上互联。尽可能配备统一的服务软件 ,如数据库管

理系统、公共服务软件等。

4 　必要条件与功能实现
411 　领导机构的设置

建议在省教育厅下设直属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中心 ,由省教育厅负责人和该厅有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地区中心所在学校主管副校长组成领导小组 ,设

管理中心、学科中心、地区中心 ,并参照 CAL IS 的体

制 ,设置联合编目、采购协调、技术服务、馆际互借、

数据库服务等小组。该中心不仅要进行学术交流和

业务指导 ,还要开展一系列具体工作 ,如构建资源共

享的网络、协调文献资源的建设、管理书目信息系统

和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系统 ,进行人员培训等 ,使参

加馆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资源共享获得各种利益 ,从

而促进图书馆和中心之间建立稳固的关系 ,以维系

和约束共享网络的存在和发展。

412 　争取必要的经费支持

网络环境下 ,一个好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 ,

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做保证的。建议省教育厅从

教育资金中拨出专门经费用于高校信息资源共建共

享网络的建设 ,每年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同时可争

取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把高校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系统作为全省资源共享系统的一部分进行先期

投资 ,陆续吸收省内公共图书馆系统、情报系统、科

研系统等单位参加。系统的成员馆也应根据各馆的

规模、读者数量等具体情况 ,拨出一定比例的经费用

于共享数据库的引进和建设。

413 　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

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和共享机制保证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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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 ,从管理中心、

学科中心、地区中心到各专业小组都应有相应的规

章制度。遵循目标一致、平等互利的原则 ,明确规定

资源共建共享的性质、范围、运行规则 ,规定各信息

单位在资源共享中的权利和义务 ,明确规定对破坏

或阻碍共享行为的惩罚措施以及对资源共享作出贡

献的机构和个人的奖励办法等。系统下设的专业小

组应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和要求 ,制定相应的规范。

如联合采购办法及实行细则、引进数据库服务办法、

光盘和网络数据库资源共享协议、用户权限管理、馆

际互借和文献传递规则、成本核算办法、服务收费标

准和结算办法、数据库建设规则、联合目录编制原则

和方法等。

414 　具体功能的实现

以教科网和浙江网为依托 ,以 CAL IS 和 CAL IS

华东南地区文献信息中心为后盾 ,通过文献信息网

络和文献信息数字化建设 ,建立起浙江省高等教育

文献信息中心和若干专业中心及地区中心。

开展采购协调。结合各校重点学科建设进行文

献资源的合理布局和采购协调 ,保证必要的品种 ,减

少不必要的重复。对各馆都需要的检索型和全文数

据库 ,由中心购买后设立镜像站点 ,提供所有成员馆

使用。

建设联合查目中心。健全各馆的目录数据库 ,

做到各类文献数据和回溯数据的完整准确并能提供

网上的远程查询 ,在此基础上分别建设全省高校联

合目录 ,可先建立一个中心的枢纽机构 ,通过统一的

平台 ,设置集中型的书目查询系统 ,用以检索各成员

馆的公共目录 ,改变目前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数据库

分散和外部利用困难的状况。

扩大集中编目的规模。实现联机共享编目 ,减

少书刊编目中的重复劳动 ,提高编目工作效率和书

目数据质量 ,实现书目资源的共享。

开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参照 CAL IS 和其他

地区的有关操作方式 ,制定馆际互借的实施办法和

有关协议 ,建立馆际互借的信息系统 ,缩短馆际互借

的时间 ,同时利用电子邮件、电传、邮寄等便利低廉

手段进行文献传递。

进行电子资源导航和特色数据库建设。根据各

校重点学科建设的需要进行运筹规划和分工 ,对网

上的电子资源 (如研究进展报告、电子期刊论文、研

究机构、专家学者等) 按图书馆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

收集、加工和整序 ,形成虚拟图书馆资源 ,提供用户

浏览和查询。同时 ,根据各馆的馆藏特点、学科特色

及地方特色 ,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专题文献数

据库 ,丰富网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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