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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共建共享型合作储存图书馆的新进展及启示

———以ReCAP储存图书馆为例

□游越∗

　　摘要　文章简要概述了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建设的整体情况,并以研究性馆藏与保护联盟

(ReCAP)为例,介绍了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从合作储存到共享馆藏再到合作采购的新进展.这

些进展为我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启示:建立“机构之上”合作理念;打造高效协同的合作

储存模式;构建自动化存取仓储系统;提供无缝发现服务;确保合作储存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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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图书馆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出现于美国,起
初主要是解决有限空间与不断增长的文献资源之间

的矛盾,随着其建设机制、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变化,
它逐渐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和服务保障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经过８０余年的探索,美国高校储存

图书馆的实践和理论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而我国高

校储存图书馆的建设起步较晚,一方面是由于国家

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巨大投入,我国高校图书馆尚

处于扩增馆舍阶段,据统计,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国高校

图书馆在建新馆面积的均值呈波浪形变化,但基本

稳定在２．１－２．５万平方米[１];另一方面,相对于美国

而言,我国高校图书馆的藏书量普遍偏低,与美国一

流高校图书馆相去甚远.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中,藏
书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册的图书馆有１５个,常春藤联盟

(IvyLeague)院校图书馆的平均馆藏量为９３７万

册,而我国高校图书馆藏书量在８００万册以上的只

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大概有１０余

所一流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在５００－８００万册,其他都

在５００万册以下[２].因此,相对而言我国高校图书

馆藏书增长与空间不足的矛盾不那么凸显.但是,
我国高校图书馆印本资源的增长速度很快,据不完

全统计,我国高校图书馆入藏量每年以大约２０００多

万册速度在增长[３],如此规模发展,存储空间不足必

将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数字化的

发展,图书馆的用户需求和功能发生了变化.数字

资源日益受到用户青睐,印本资源的使用大大下降,
图书馆不再是文献资源的集散中心,而成为以人为

中心的共享和交流空间,即图书馆作为共享与联通

的场所、空间和平台的价值,越来越凸显.为此,迫
切需要解决利用率低但占空间大的印本文献的储存

问题,而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的建设经验可为我们

提供参考.

１　国内关于高校储存图书馆的研究与实践概况

我国储存图书馆的研究和实践相对滞后.１９８２
年,武汉大学郭星寿引进了“寄存图书馆”概念[４],教
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肖自力介绍了“储存图书馆”概
念[５],国内对储存图书馆的研究由此展开.１９８６
年,高明伟首次就高校建立储存图书馆的意义、作
用、可行性等进行了分析,对储存图书馆的布局、实
施步骤、性质任务等做了建设性探讨[６].但从整体

上看,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储存图书馆在业界和学

界并未引起特别大的关注.进入２１世纪,储存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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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实践和研究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一些高校图书

馆开始建立储存图书馆,比如:北京大学昌平储存图

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远程书库、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密集书库等.但迄今为止,我国高校尚没有合作储

存图书馆的实践案例,图书馆之间合作主要是书目

共享、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等,这主要是“自给

自足”的文献资源建设理念根深蒂固所致.
关于储存图书馆的研究可概括为几类:一是关

于储存图书馆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关于合作储

存理念、模式和体系等的研究.例如王林军、徐恩

元、谢明诠等对储存图书馆的思想、模式和基本理论

等进行研究[７－９];赵伯兴、韩洁等对“长尾”理论下低

利用率文献的合作储存模式进行分析[１０－１１];方向明

基于危机管理对图书馆合作储存问题进行探讨[１２];
盛兴军对国外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储存模式进行研

究[１３];徐涛从文献筛选范围、文献复本量、文献所有

权、文献处置方式四方面针对我国区域合作储存文

献资源建设提出建议[１４].二是对美国、英国、芬兰、
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等国外储存图书馆的发展情

况介绍,其中以美国储存图书馆的研究最多,既有关

于美国区域合作储存图书馆的介绍[１５－１８],又有对独

立储存图书馆的介绍[１９－２０].三是关于我国储存图

书馆的发展研究,既有独立储存图书馆的介绍,例如

巩梅、钱京娅等分别介绍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储存

图书馆建设情况[２１－２２];又有对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浙江、湖北、安徽、广西、辽宁等地构建区域性合

作存储图书馆的探讨[２３－３０].由于没有合作储存图

书馆的实践,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关于区域性储存图

书馆的合作模式和运行机制等的构想.
近年关于新技术在储存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研

究逐步得到关注.比如毛旭、王冰等分析了采用自

动化 存 取 仓 储 系 统(ASRS)的 储 存 图 书 馆 的 情

况[３１－３２];俞杲扬基于AHP模型,借助分类随机储放

的特点对图书馆的储存方式进行优化[３３];王凤英等

对新型智慧书库建设及其书库智慧化服务流程进行

探讨[３４].
综上所述,储存图书馆在我国仍处于初步的探

索和建设阶段.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图书馆正在

被打造为用户的学习中心,这使得利用率低但占空

间大的印本文献的储存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美国高

校图书馆在储存图书馆建设尤其是印本资源存储与

合作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将在分析美

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研究性馆

藏与保护联盟(ReCAP)为例,分析其管理模式和运

行机制,探索其从合作储存到共享馆藏再到合作采

购的演进,以期为我国高校建设共建共享型合作储

存图书馆提供借鉴.

２　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的发展

２．１　发展历程

储存图书馆的概念滥觞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的美国.１９００年,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威廉埃

利奥特(CharlesWilliamEliot)在其年度工作报告

中提出,把不使用的藏书与使用的藏书分开,并通过

密集书架储存低利用率的书[３５].这一理念为储存

图书馆的发展拉开了序幕,但是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才付诸实践.１９４２年,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等８所大学的图书馆在波士顿合作建设了一个低利

用率图书的储存库即新英格兰储存图书馆,这是区

域性合作存储的最早案例[３５].成员馆可租用空间,
但彼此独立,不剔除复本,也没有建设统一的联合目

录.１９４９年,芝加哥大学和其他９个单位成立了中

西部图书馆馆际中心(TheMidwestInterＧlibrary
Center),用以储存成员馆的低利用率文献,１９６５年,
该中心更名为研究图书馆中心(CenterforResearch
Libraries),承担起整个国家的储存任务,并发展成

一个集储存、联合采购、馆际协调为一体的文献资源

共享中心[３６].１９８６年,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西郊建造

了“哈佛储存馆”(HarvardDepository)[３７].此后美

国很多大学纷纷效仿哈佛大学的做法,建造了一大

批储存图书馆来存放印本书刊和其他资源[３８].据

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２２年,美国共有约８５个储

存图书馆,这些储存图书馆主要分布在美国东北部、
五大湖区,西部地区以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

州立大学建立的储存图书馆为代表.根据伊利诺伊

大学詹妮弗阿伯特(JenniferA．MaddoxAbbott)
对美国６６个储存图书馆的调研发现(每项以有效反

馈计)[３９],美国的储存图书馆大部分是近２０年内建

成的,见表１;从位置来看,校园内外都有,见图１;从
库容来看,５２％的容量在３１０－６００万册,见表２;就
使用情况来看,半数目前已超过预期容量的７５％,
见图２.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的建设对世界各国储

存图书馆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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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储存图书馆建设年代情况

年代 数量及占比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４个(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０个(２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８个(４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１１个(２５％)

合计 ４３个(１００％)

表２　储存图书馆库容量情况

库容量 数量及占比

小于１００万册 ５个(１１％)

１１０－３００万册 ９个(２１％)

３１０－６００万册 ２３个(５２％)

６１０－９００万册 ３个(７％)

大于９００万册 ４个(９％)

合计 ４４个(１００％)

图１　与主校区不同距离的储存图书馆的占比情况

图２　储存图书馆使用率的占比情况

２．２　发展模式

２．２．１　设计类型

从空间设计来看,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基本可

以分为两类:一是哈佛模式,一是自动化存取仓储系

统 (Automated Storageand RetrievalSystem,

ASRS).哈佛模式在设计上基本遵循哈佛储存馆的

思路,采用模块化设计,根据需要方便增加储藏仓单

元.通常采用高度为３０—４０英尺的书架密集储存,
文献按照开本大小存放,由人工操作,通过机械升降

机来存取,并通过严格的环境控制(温度和湿度)来

保证印本资源的长期保存.ASRS最早由加州州立大

学北岭分校(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Northridge)
的奥维亚特图书馆(OviattLibrary)于１９９１年建成,
其核心是智能立体书库,其主要构成可分为三部分:
料箱、框架阵列和存取机械设备.文献资料存放在

金属料箱中并置于书架上,使用机械手在书架上存

取料箱,通过机械手水平或者垂直的迅速移动,在书

架和图书馆前台间传送,工作人员无需进入书库,其
文献存取工作一般在数分钟内完成,存取效率大大

高于高密度书架,芝加哥大学曼索托图书馆即是个

中翘楚[１９].

２．２．２　建设方式

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分为独立建设和合作建设

两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之前,美国储存图书馆

都是单个图书馆独立建设的,到世纪之交,越来越多

的合作储存图书馆(SharedDepositories)出现.它

们在政策、操作和运行上也有差别.从储存图书馆

的保存本所有权看,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储存图书

馆,比如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五校联盟(FiveColleges:

Amherst College、 Hampshire College、Smith
College、MountHolyokeCollege、UniversityofMassaＧ
chusettsAmherst),该联盟建立了期刊合订本储存

库,选择品相最好的版本放在储存图书馆,保存本所

有权属于联盟;而有的共享储存图书馆属于“事实

上”的合作储存,比如俄亥俄州五校联盟(FiveColＧ
legesofOhioCONStor)和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系

统文献资源合作保存和检索服务中心(thePreserＧ
vationandAccessServiceCenterforColoradoAcaＧ
demicLibraries),这些联盟规定储存书库不能有复

本,每个成员馆对提供给储存书库的保存本拥有所

有权,但必须承诺给其他成员馆长期使用,其他成员

馆可以根据储存书库保存本情况,剔除本地库中的

复本 .从经费、运行机制方面看,有几种类型,第一种

是参建馆建立一个联合目录,基于联合目录储存、管理

和共享文献,在联合目录中,储存图书馆视为一个分

馆,来自不同图书馆的文献穿插在存储架上,不考虑

所有权,比如华盛顿研究图书馆联盟(Washington
ResearchLibraryConsortium);第二种是州政府支持

建设的,比如明尼苏达图书储藏中心(theMinnesota
LibraryAccessCenter),高密度存储本州高校和公

共图书馆的学术资料,供本州居民使用;第三种是多

家联合建立,以ReCAP为代表,建设初期只是共享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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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参建馆为提前分配好的空间支付费用,各馆的

文献、书目和书架均各自独立,类似合租公寓楼[４０].

ReCAP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下文详述之.

２．３　储存图书馆服务

对于储存图书馆来说,由于用户不能直接浏览

和查看文献,作为用户和馆藏文献之间的桥梁,服务

非常重要,哈佛储存馆就是个例子.刚开始用户对

哈佛储存馆是抵触的,随着服务的不断精细化,用户

才渐渐消除了疑虑.美国储存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主

要包括馆藏检索及递送、文献扫描及文献传递等.
根据詹妮弗阿伯特收集到的３９份有效反馈,有

２０个储存图书馆有现场阅览室;５９％的储存图书馆

设置了服务时间,一般是周一到周五的９ ００—１６ ００
开放,少数馆晚上和周末也开放,而４１％需要预约才

能开放,但阅览室使用频率不高;从读者服务设备配

置看,５５％的阅览室提供计算机,５０％提供扫描仪,

４０％提 供 打 印 机,４０％ 提 供 复 印 机[３９].目 前,

ReCAP每年处理来自其合作伙伴和世界各地图书

馆的约２５万份文献资料需求[４１].

３　美国高校共享储存图书馆案例分析:ReCAP
美国高校合作储存图书馆中,ReCAP独树一

帜,藏书规模大,其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３．１　ReCAP概况

ReCAP 的 全 称 是 Research Collectionsand
PreservationConsortium(研 究 性 馆 藏 与 保 护 联

盟),它最早由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联合创办,位于普林斯顿

大学的Forrestal校区[４２].创办该馆的初衷,是为三

家图书馆建立一个共享的文献资源储存设施.哥伦

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位于寸土寸金的

纽约市曼哈顿区,很难在周围找到合适的空间建设

自己的储存图书馆,而位于人口密度相对稀疏的新

泽西州中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则有着比较充足的发展

空间,且跟地方政府有良好的关系,能找到空间来建

设书库,而且同时还可满足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公

共图书馆的需求;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实体文献的搬

运操作方面很有经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提供擅

长建设和操作高密度书架的员工以及跨机构合作的

组织文化;三方密切合作,积极贡献资金以及各自擅

长的经验和技能[４３].它们在２０００年达成了合作协

议后,进展迅速.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一个容量为７００

万册的储存库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还预留了可容

纳３０００万册的新库房建设的空地[４４].

３．２　管理架构

ReCAP采用联合管理制,由合作各方代表组成

的联合管理机构制定政策和控制预算,具体管理承

包给普林斯顿大学,这个高效的自治管理架构是联

盟成功合作的关键.
目前,ReCAP 的 最 高 管 理 机 构 即“董 事 会”

(BoardofDirectors)由８名成员组成,每个成员单

位各委派两人参加,其中一人是图书馆的总馆长

(UniversityLibrarian),另一人是主管本校/本单位

财务和行政的负责人[４５].董事会定期开会,讨论并

决定有关ReCAP运营、管理和发展的重大事项.董

事会另外任命一名执行官(ExecutiveDirector)负责

处理ReCAP日常管理和行政事务[４６].在董事会之

下设有７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承担预算和财务、设计

与建设、获取、技术、馆藏、产品指导和文献保护等方

面的工作,所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由４个成员单

位指派[４７].从其成功运行实践看,ReCAP堪称协

同管理的典范.

３．３　从共享书库到共享馆藏

如２．２．２所述,最初ReCAP３个成员馆是各自

独立的.随着ReCAP存储资源的不断增多,三馆之

间的合作也逐渐跨上一个全新的台阶,从“共享储存

库”(SharedRepository)逐步发展为“共享馆藏”
(SharedCollection),也就是将存放在ReCAP的绝

大部分资源(少数的珍稀善本资源除外)向三馆的所

有读者开放借阅,无论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归于哪一

个图书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三馆决定开发一种

可以将各馆的系统软件连接沟通起来的中间件

(Middleware),以实现更为便捷的资源共享.该项

目得到了梅隆基金会(MellonFoundation)的资助,
经过几年的设计、开发和测试后,在２０１７年投入使

用[４８].于是,从２０１７年开始,３个成员馆的用户可

以在本馆馆藏目录上找到属于另外两馆的、存放在

ReCAP的全部共享文献,并在发出索取请求后的２４
小时内收到文献.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就可

以在本校图书馆的网上目录CLIO里检索到普林斯

顿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存入ReCAP的共

享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可随时

获取的实体文献的件数一下子增加了７００万之

多[４９].这种服务比常春藤盟校之间的BorrowDirect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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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互借服务更为快捷.与使用BorrowDirect服务

不同,ReCAP成员馆的读者不需要登录一个独立于

本馆的馆藏目录以外的系统就能检索和获取属于其

他馆的资源.

３．４　合作伙伴的拓展

２０１９年,ReCAP又迎来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大转折点.是年一月,由于哈佛储存馆的资源数量

已接近其设计容量的极限,哈佛大学图书馆决定加

入ReCAP[５０].利用ReCAP巨大的空间储存哈佛

馆藏的实体资源,同时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哥伦

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形成更为紧密的

合作关系.由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加入,ReCAP的

资源总量迅速增加.到２０２１年中期,在这个设施中

存放的资源总量已经高达１７００万件,其中有来自哈

佛大学图书馆的４００万件[４１].这些资源中的绝大

多数是共享资源,４个成员馆的用户可以从本馆的

目录中找到并提交索取单,然后在第二天获取所需

文献.

３．５　从共享馆藏到合作采购

随着馆藏共享的实现,ReCAP成员馆之间在馆

藏发展和资源采购上的协调与配合也更加密切.尤

其对于那些预期使用相对较低的资源,ReCAP成员

馆的学科馆员们努力将彼此之间的合作提升到新的

水平,进一步精细化和全面化,更有效地避免重复采

购.他们在采购斯拉夫语言和东欧文献上的合作就

是个很好的例子.早在２０１０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

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相关

学科馆员们就开始商讨在馆藏建设上进行合作.其

基本思路是,每个馆负责采购东欧某几个国家的资

源,并将采购来的新资源全部放入ReCAP让３个馆

的用户共享.哈佛大学图书馆加入ReCAP后,此合

作项目获得了更大的动力.目前这４个图书馆之间

已经达成协议,每个馆都有明确的、不与其他馆重复

的采购目标,而确定这些目标的主要依据是各单位

用户的学术兴趣: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负责采购阿

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黑山和科索沃的文献,
哈佛大学图书馆负责采购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

斯洛伐克的文献,纽约公共图书馆主要采购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书刊,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

馆则专注于摩尔多瓦相关文献采购[５１].除了斯拉

夫语言和东欧文献外,目前４个成员馆也在采购南

亚和意大利语文献上达成分工合作的协议,同时还

在积极商讨其他学科领域的馆藏发展合作计划[５２].
很显然,ReCAP极大地加速了美国４个重要学

术图书馆之间的整合.它既满足了成员馆储存实体

文献的空间需求,也使得它们在资源共享以及馆藏

发展上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４　对我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建设的启示

４．１　建立“机构之上”的合作理念

储存图书馆建设涉及资金、运行管理、文献保存

与服务等多个环节,一个图书馆单打独斗不但成本

高,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从美国高校储存图书

馆的发展历程看,建立合作储存图书馆是解决印本

资源增长和空间紧张的最有效途径.要打破我国高

校储存图书馆各自为政的现状,首当其冲是要加强

合作.这方面哈佛大学图书馆给我们做出了典范,
哈佛大学图书馆秉持“机构之上”(AbovetheInstiＧ
tution)的合作理念,除自建的储存馆外,还参加了许

多藏书和存储的合作项目,比如加入ReCAP,参加

HathiTrust共享印本文献项目(HathiTrustShared
PrintProgram),加入常春藤院校图书馆联盟共享

服务BorrowDirect.哈佛大学图书馆开展多方合作

的目的主要是为哈佛大学的用户提供更经济、更高

效的知识服务.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

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等资金雄厚的图书馆都

在努力通过合作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能力,那么经费

有限的国内高校图书馆更需要大力合作.

４．２　打造高效协同的合作储存模式

从美国合作储存图书馆的发展看,其储存模式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共享空间,分模块储存,各
馆保留本馆的文献所有权,比如ReCAP;一类是集

中储存送交文献,文献的所有权变更为储存图书馆,
比如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五校联盟合作储存图书馆,
除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文献所有权保持不

变外,其余４所大学的文献所有权变更为储存图书

馆.合作模式的选择非常重要,它会直接影响存储

图书馆的管理模式、拟送文献范围、复本量及其处置

方式、存储文献所有权和相关服务等.我国高校图

书馆的文献属于国有资产,送交后若改变文献所有

权,需要按照国家和各相关高校图书文献资产管理

规定处理.送交后若文献所有权不变,那么,为了保

证合作储存图书馆的稳定性,参加馆要以协议的形

式约束文献送交馆的行为,即文献一旦送交储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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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间内就不能以任何理由撤回文献原件.从

印本文献长期保存和资源共享视角看,推荐送交文

献实施所有权转移,既有利于文献永久性可靠保存,
也便于高效管理和可持续服务.

合作模式的选择同时会影响储存图书馆文献的

复本量,通常各馆送交的文献会有重复,若只共享空

间,分模块存储,成员馆按照自己意愿存放,不设定

复本剔除原则,那么,合作存储图书馆的空间很快会

用尽,这不利于合作存储的可持续性发展.只有对

各成员馆的存储文献复本进行合理规划并去重,合
作存储才有意义.从詹妮弗阿伯特对美国６６个

储存图书馆的使用情况调查看,半数目前已超过预

期容量的７５％.ReCAP的预期容量是１９００万,目
前已达到１７００万[４１].因此,从建设之初就要根据

库容选定合理可行的存储方式,制定科学的文献储

存策略,确保合作储存图书馆的高效协同运转.

４．３　构建自动化存取仓储系统(ASRS)
我国储存图书馆起步晚,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

优势,建设自动化、智能化的仓储系统.ASRS既可

节约空间资源、提高仓储效率,又可降低人工成本,
提高文献仓储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图书馆文献

仓储的必然趋势.

ASRS技术根据其交付货物的方式大致分为三

大类:一是基于货架的分拣,即将整个托盘的物品交

付至操作员;二是基于储物箱的分拣,即将单个储物

箱或周转箱交付至操作员;三是机器人分拣,即机器

人在封闭的货架系统内操作,将货物交付至操作

员[５３].技术不同,其存取货物的速度、数量会有较

大差别,储存图书馆到底要采取哪种方式需要综合

考虑存储量、服务速度要求以及成本等,通常需要多

种技术结合.芝加哥大学曼索托图书馆、加州州立

大学北岭分校奥维亚特图书馆、苏州第二图书馆智

能立体书库都值得借鉴和参考.

４．４　提供快捷的无缝发现服务

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建设经历了从“共享储存

库”到“共享馆藏”再到合作采购的发展历程.比如

ReCAP,２００２年建成之初只是一个共享存储设施,
直到２０１７年才将资源共享和发现服务提上日程,目
前,ReCAP成员馆的用户可以在自己的馆藏目录里

无缝检索和获取ReCAP的１７００万资源,即哈佛大

学图书馆的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书目系统 HOLLIS
检索纽约公共图书馆５００万馆藏,哥伦比亚大学图

书馆４７０万馆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３５０万馆藏,
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可获取性.

我国高校建立合作储存图书馆首先要立足共享

服务,充分考虑储存库与参加馆本地系统的无缝对

接和用户体验.牢记合作储存只是手段,其最终目

的是实现印本资源长期保存和终端用户的可持续服

务.此外,还要考虑提供适当的现场服务,比如配备

阅览空间、打印、复印、扫描等设施,满足用户的多样

化需求.一言以蔽之,当下合作储存图书馆建设的

出发点是资源的共享服务,而不仅是资源的共存.

４．５　稳健发展,迈向可持续未来

合作储存图书馆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经

费投入、管理模式、政策制度、设计理念、技术实施、
资源保护、服务要求等多个环节,需要有战略思维和

创新思维,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应关注如下几个关

键点:
(１)可持续发展资金

首先要有可靠稳定的资金支持,项目建设之初

可申请专项经费或募集专项资金,也可以由参加馆

集资共建,但一定要充分考虑储存图书馆建成后的

运行管理和服务支撑的经费.
(２)联盟或牵头馆的引领作用

国内共享储存图书馆建设面临着资金、技术、管
理等多方面挑战,但以当下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

水平来看,资金可以多途径筹措,技术也逐步成熟,
关键是缺乏领头羊,大部分图书馆通过建立本馆的

密集书库缓解空间紧张问题,在一定时期内能自给

自足.随着纸本资源的增长,空间不足问题依旧会

凸显出来.建立合作储存图书馆是必然的发展方

向,但是合作需要“发动机”引领.谁来引领,如何引

领? 这是个现实问题.当前,能承担此历史责任的

只能是图书馆联盟、相关组织或大型学术图书馆.
已有的高校图书馆联盟比如CALIS等可拓宽现有

的书目共享、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合作框架,把印

本资源的共存共享提上日程.实际上,印本资源共

享是近十年美国图书馆界大力建设的全国性项目,
目前有４３个纸本资源保存及共享计划或协议,目的

是协调纸本资源的长期保存以及相关服务,让参加

馆能在保障协议涵盖的印本资源长期保存的前提

下,放心地剔除各馆重复的内容,从而释放出图书馆

的空间,以提供新的服务[５４].尽管这种纸本资源共

享协议与实体的合作储存图书馆并不是一回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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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解决各馆空间紧张和文献保障矛盾的一种手

段,是变通的印本资源共享储存.教育部高校图工

委、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

图书馆联盟、学协会都有义务倡导和引领图书馆文

献资源的共存共享.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

学图书馆等国内大型学术图书馆也有能力承担起这

个历史责任.
(３)互相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

ReCAP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馆之间

建立的信任关系,因此,合作伙伴的选择非常重要,
通常是区域性或是相同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合作.比

如由若干个地理位置相近、性质和规模相似的学术

图书馆之间开展合作共建共享.以高校云集的北京

和上海地区来看,可考虑在郊区或城市周边建立合

作储存图书馆.另一种思路是特定学科或文献类型

的分布式合作储存体系,比如医学或金融类图书馆

的合作存储,或者报刊、视听资料等类型资源的合作

储存,这方面可以参考美国研究图书馆中心(Center
forResearchLibraries)的印本学术期刊分布式存档

联盟、美国西部区域学术图书馆和图书馆协会参与

支持的 分 布 式、回 溯 性 纸 本 期 刊 合 作 储 存 项 目

(WEST)等.

５　结语

数字化转型期,用户对空间服务的新需求以及

印本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利用是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新

挑战.摒弃传统的自给自足思维,通过多方合作,构
建科学管理、高效运转、技术创新、服务到位的可持

续发展的共建共享体系是高校储存图书馆发展的大

方向,也是印本资源长期保存与共享的一个新路径.

参考文献
１　吴汉华,王波．２０２１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J]．大

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２,４０(６):４２－４９．
２　程焕文,刘佳亲．挑战与回应: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J]．中

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４６(４):３９－５９．
３　吴汉华,王波．２０２２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J]．大

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３,４１(６):６３－７２．
４　郭星寿．简介寄存藏书和寄存图书馆[J]．广东图书馆学刊,１９８２
(３):２１－２４．

５　肖自力．储存图书馆刍议[J]．图书馆杂志,１９８２(４):２７－２８．
６　高明伟．建立高校储存图书馆之我见[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６
(１):３２－３７．

７　王林军,张贯敏．国外寄存保存思想概述[J]．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３
(６):９８－９９．

８　徐恩元．论贮存图书馆[J]．四川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６(１):１５－１９．
９　谢明诠．储存图书馆及其基本理论[J]．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２０(１２):２
－６,１６．

１０　赵伯兴,郑春汛．论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储存与“长尾”机制构建

[J]．情报科学,２００９,２７(１０):１４６１－１４６５．
１１　韩洁．“长尾”理论下低利用率文献的合作存储模式研究[J]．图书

馆学刊,２０１０,３２(３):７８－７９．
１２　方向明．基于危机管理视角的合作储存问题研究[J]．情报资料工

作,２０１０(２):５８－６１．
１３　盛兴军．国外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存储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工

作,２０１０,５４(２１):１８－２１,１００．
１４　徐涛．我国区域合作存储文献资源建设策略研究[J]．四川图书馆

学报,２０２３(１):２８－３４．
１５　王莲．美国高校储存图书馆及其启示[J]．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３

(１６):９４－９７．
１６　郭晓红．美国东部学术资源合作储存项目实践与启示[J]．图书馆

学研究,２０１６(５):３７－４０．
１７　郭晓红．图书馆转型下的学术印本资源分布式区域合作储存研

究———以美国西部学术资源区域合作储存实践为例[J]．情报资

料工作,２０１７(４):６８－７４．
１８　刘华．区域性高密度储藏图书馆的共建共享———以ReCAP为例

[J]．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３,３２(１２):８７－９１．
１９　高雅．储存图书馆的典范———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曼索托图书馆

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４):８２－８５,９５．
２０　林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文献保护体系[J]．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０,２８(４):２１－２６．
２１　巩梅．高校储存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模式初探———基于北京大学

昌平储存馆管理与服务实践的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

３０(５):５８－６１．
２２　钱京娅,薛崧,巩庆兰,等．基于 Aleph５００系统的低利用率文献

高密度储存———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０,５４(２３):９３－９７．
２３　周新．建立北京地区高校联合存储图书馆的现实意义[J]．知识经

济,２０１２(１６):６４－６５．
２４　蔡迎 春．“共 享 理 念”下 低 利 用 价 值 文 献 联 合 馆 藏 体 系 的 构

建———以上海地区高校联合馆藏中心的构想为例[J]．图书馆杂

志,２０１０,２９(１):３５－３７．
２５　赵伯兴,张海霞,方向明．建构上海高校图书馆合作储存库的实

证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０,３３(１０):９２－９５,１０４．
２６　刘丽萍．高校图书馆低利用率文献区域性联合存储研究———以

天津地区１９所高校为例[C]．Proceedingsofthe２０１０InternaＧ
tionalConferenceon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Volume２)．USA:ScientificResearchPublishing,

２０１０:１６９－１７２．
２７　彭亚飞．重庆地区高校图书馆低利用率文献共享策略研究———

以联合存储的实践及改进为基点[J]．图书情报导刊,２０１８,３
(１２):１－５．

２８　蔡文彬．浙江省高校图书馆合作存储的意义和对策[J]．图书馆研

究与工作,２０１８(７):６５－６９．
２９　聂建霞,谢虹霞,袁俊华,等．湖北省高校图书馆低利用率文献合

作储存的机制和模式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３,３１(１):６８
－７５．

３０　王凤翠．图书馆低利用率文献合作储存的可行性研究[J]．图书馆

学刊,２０１１,３３(９):５２－５４．

７９

美国高校共建共享型合作储存图书馆的新进展及启示/游越

LatestDevelopmentsofSharedStorageFacilitiesofU．S．AcademicLibrariesandItsImplication/YouYue



2024

年
第2

期

３１　毛旭,陈韬．自动存取系统在图书馆的应用及思考[J]．图书馆研

究与工作,２０１７(６):１６－１８,３１．
３２　王冰．图书馆自动存取系统(ASRS)刍议[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０１４(１):４０－４３．
３３　俞杲扬．基于AHP模型对图书馆储存方式的优化策略[J]．管理

观察,２０１９(３０):７３－７５．
３４　王凤英,智晓静,肖铮．智慧图书馆视角下高校图书馆书库演变

及发展策略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３,４１(１):３７－４３,８６．
３５　蒋万民．储存图书馆新探[J]．图书馆杂志,１９９０(６):２２－２３,６０．
３６　叶兰．美国图书馆学家梅特卡夫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J]．大学图

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３６(１):１１６－１２３．
３７　HarvardUniversity．AboutHD[EB/OL]．[２０２３－０７－２８]．htＧ

tps://hdep．library．harvard．edu/aboutＧhd．
３８　WeeksD,ChepesiukR．TheHarvardmodelandtheriseof

sharedstoragefacilities[J]．ResourceSharing&Information
Networks,２００２,１６(２):１５９－１６８．

３９　AbbottJA M．Assessingaccess:SurveyinguserservicesatliＧ
braryhighdensitystoragefacilities[J]．TheJournalofAcademic
Librarianship,２０２３,４９(４):１０２７１８．

４０　PayneL．Depositoriesandrepositories:changingmodelsofliＧ
brarystorageintheUSA[J]．LibraryManagement,２００５,２６
(１/２):１０－１７．

４１　PriceG．FourmillionHarvardUniversityvolumesaddedtothe
sharedcollectionoftheResearchCollectionsandPreservation
Consortium(ReCAP)[EB/OL]．[２０２３－０８－０４]．https://

www．infodocket．com/２０２１/０９/０１/fourＧmillionＧharvardＧuniverＧ
sityＧvolumesＧaddedＧtoＧtheＧsharedＧcollectionＧofＧtheＧresearchＧcolＧ
lectionsＧandＧpreservationＧconsortiumＧrecap．

４２　ReCAP．AboutReCAP[EB/OL]．[２０２３－０８－０２]．https://

recap．princeton．edu/about．
４３　GashurovI,KendrickCL．Collaborationforhardtimes[J]．LiＧ

braryJournal,２０１３,１３８(１６):２６－２９．
４４　NealGJ．TheReCAPartifactualrepositoryplanningproject

[J]．LibraryCollections,Acquisitions,& TechnicalServices,

２００４,２８:２５－２８．
４５　ReCAP．Members[EB/OL]．[２０２４－０１－１３]．https://recap．

princeton．edu/about/members．
４６　ReCAP．Hours & Contacts [EB/OL]．[２０２４－０１－１３]．

https://recap．princeton．edu/about/hoursＧcontacts．
４７　ReCAP．Organization[EB/OL]．[２０２４－０１－１３]．https://

recap．princeton．edu/about/organization．
４８　ReCAP．Sharedcollections:discoverytodeliverprogram [EB/

OL]．[２０２３ － ０８ － ０４]．https://recap．princeton．edu/

collectionsＧservices/sharedＧcollections．
４９　ReCAP．ReCAPsharedcollection[EB/OL]．[２０２３－０８－０４]．

https://library．columbia．edu/services/request/offＧsite/recapＧ
shared．html．

５０　ReCAP．ResearchCollectionsandPreservationConsortium(ReＧ
CAP)expandsscopeandmembership[EB/OL]．[２０２３－０８－
０４]．https://library．harvard．edu/about/news/２０１９－０１－２４/

researchＧcollectionsＧandＧpreservationＧconsortiumＧrecapＧexpandsＧ
scopeＧand．

５１　ReCAP．TheReCAPslavicandeasteuropeancollaborativeinitiＧ
ative[EB/OL]．[２０２３－０８－０４]．https://www．eccslavic．org/

recap．
５２　ReCAP．ReCAPsharedcollection–policiesandworkflowsfor

ongoingaccessions[EB/OL]．[２０２３－０８－０４]．https://wiki．
harvard．edu/confluence/display/LibraryStaffDoc/ReCAP ＋
Shared＋Collection＋－＋Policies＋and＋Workflows＋for＋
Ongoing＋Accessions．

５３　企鹅号－MM现代物流．深入研究七项主要的ASRS技术 [EB/

OL]．[２０２４－０１－１３]．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news/４４７５６６．
５４　邱葵．数字环境下的美国高校图书馆纸本资源管理[J]．图书馆论

坛,２０１９,３９(６):１６８－１７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４年２月１７日

(责任编辑:支娟)

LatestDevelopmentsofSharedStorageFacilitiesofU．S．
AcademicLibrariesandItsImplication

—TheCaseofReCAP

YouYue

Abstract:ThepaperbrieflydescribestheoperationoflibrarystoragefacilitiesintheUSAandintroＧ
ducesthelatestdevelopmentsinsharedstoragefacilitiesofU．S．academiclibrariesbytakingReCAP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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