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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整体化建设　引领高校图书馆未来

□朱强∗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会议! 前面同志的发言特别是李晓明的发言让我十分感慨,可以说是思绪万

千.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图工委)４０年来做了很多的工作,值得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下面我从自己的经历谈一谈关于高校图工委过去工作的一些经验和对于高校图书

馆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

高校图工委４０年的发展历程,正如李晓明在发言中谈到的,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是第一阶段

和第三阶段全程都参与了.总起来看是坎坎坷坷,但却波澜壮阔.这些过程晓明概要地讲了,我就不重

复了.

从高校图书馆来说,过去的４０年,自改革开放开始,进步是显著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比如,根据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高校图工委对全国高校图书馆现状的统计,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图书馆,年度经

费都不超过２００万.而去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经费已经是８０００多万,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经费达一个多亿,

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图书馆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馆舍、设备、人员变化都非常大.回顾这么多年的发展,我

觉得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高校图书馆走上了整体化发展的道路,实现了资源共享.回想上世纪８０年代初、

庄守经馆长去各地调研的时候,大家普遍反映高校图书馆没有整体的发展思路,没有统一的上级领导,缺乏

相互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就是一盘散沙.大家强烈要求教育部能够有一个机构来统管高校图书馆的工作,只

有这样高校图书馆才有出路.

１９８１年底高校图工委成立后,高校图书馆从一盘散沙逐渐走向共同发展.在１９８７年教育部召开第二次

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之后,高校图工委开始规划,考虑设立若干个中心.当时想学德国,按学科设立一

些资料中心.这种学科资料中心一开始设想的是建十七八个,但因没有建设经费无法上马.到了１９９５年开

始筹划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当初的规划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CALIS一期方案中由于经

费的原因只设了五个学科中心,算是继承了１９８７年的成果.在CALIS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学科中心的

作用还不够,需要再扩展,所以开始发展联盟.

李晓明刚才讲到高校图工委的三个发展阶段,我觉得４０年来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是百废俱兴的阶段,当时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料匮乏,打字机都算是不多的设备,很多图书

馆没有复印机.第二次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开始考虑要整体化建设.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就是力争突破的

阶段,很多图书馆开始实施自动化,互联网引入了国内.我们一直在争取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发展环境,

此时“２１１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契机.第三个阶段就是“３C”的建设阶段,即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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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这三个大项

目.CALIS后来被列入“２１１工程”基础设施之一,而CASHL始终是以国家专款的形式由教育部社科司管

理.从２０１１年开始,高校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成立,开始组织全国高校图书馆以集团方式引进国外

数据库资源,自此高校图书馆走上联盟化的发展道路.

总结高校图书馆４０年来的发展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几点:一是建立联盟机制,这个在国外比较多

见,在国内也有所发展.高校图书馆已建立起很多合作性的联盟.二是从高校图书馆发展来看,必须坚持走

整体化的道路,千万不能再回到过去那样一盘散沙的状况.高校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合作靠共建共

享.三是高校图工委应当长期存在,而且应当更好地发挥作用.高校图工委在当前应当主要是发挥引导和

指导作用,把握一些方向性的东西,从整体上指导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们在最初规划CALIS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做成中国的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OCLC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图书馆组织,最早是

从美国俄亥俄州的图书馆发展起来的,主要致力于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后来发展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图书馆合

作组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达成这个愿望.现在看来,高校图书馆正逐渐向联盟化的方向发展,比如

成立了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医学院校图书馆也建立了联盟,还有农业院校图书馆联盟等.还有一些有

特色的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也建立了联盟.应当考虑怎样去完善他们的合作协作机制,高校图工委应当充

分发挥作用.

高校图书馆联盟面临新时代,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战略,新的思维主要是要适应智慧化发展要求.数字

教育、智慧教育要求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关于高校图书馆联盟下一步发展的主要领域,一个是资源共建.

比如高校知识库,以及信息素养教育课程、讲座,还有受疫情影响而产生的大量线上课程等,而这些又涉及到

资源的长期保存.这些工作仅仅靠一所学校去完成难度很大,投入也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能组织大家一起参

与共同推进就有可能实施.再一个就是进一步深化已有联盟的工作,通过深度融合,使其更加成熟.例如前

面我提到的“３C”,由于主管部门和经费来源不同,导致虽然很多工作有重合和交叉,却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在

运行,但是实际上又都是高校图书馆共同参与的项目,甚至在有的高校图书馆是同一批工作人员.另外“３C”

服务的对象也基本相同,都是在为高等教育服务,为高校的教学研究服务.我建议能够考虑成立一个“３C联

盟”,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深入地实现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协同和共享.比如可以考虑建立“３C联盟”统一

的对外服务形象,提供统一的服务平台,用户登录一个入口就可以享受到所有的资源.另外还可以建立统一

的宣传推广、营销策略,统一进行各种活动的策划,开展一些协调性的工作,并且制定一些大家共同遵守的

标准.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高等教育也存在不均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把高校的线上课程组织起来,把高校

图书馆的资源、高校博物馆的资源等各种学术资源都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组织起来,共同为高等教育服务,

为教学科研服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或者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均等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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