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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届IFLA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会议”综述

□关志英∗

　　摘要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４—６日,由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分委

员会主办、法国高等教育图书技术中心(CTLes)承办的“第１５届IFLA 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会

议”(ILDS)在巴黎语言文化大学图书馆(BULAC)召开.来自２６个国家的１０２位公共图书馆、专
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主管馆长和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业务负责人齐聚巴黎,围绕会议的主

题“跨越边界的图书馆资源共享”,以合作和共享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新信息环境下IFLA 馆际

互借与文献提供服务的应对之策,跨国、跨地区或区域内的合作与资源共享,馆际互借与文献传

递的案例研究,开放获取,技术、标准、工具与方法,馆员人才培养,版权保护等热点问题.
关键词　资源共享　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　IFLAILDS
分类号　G２５３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４—６日,由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

会(以下简称“国际图联”,IFLA)馆际互借与文献

提供分委员会主办、法国高等教育图书技术中心

(CTLes)承办的“第１５届IFLA 馆际互借与文献提

供会议”(ILDS)在巴黎语言文化大学图书馆(BUＧ
LAC)召开.来自２６个国家的１０２位公共图书馆、
专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主管馆长和馆际互借与

文献传递业务负责人齐聚巴黎,围绕本次会议的主

题“一个都不掉队:跨越边界的图书馆资源共享”
(NoLibraryLeftBehind:CrossＧBorderResource
Sharing)展开为期三天的学术研讨.

国际图联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分委员会主席潘

蒂瓦图莱宁(PenttiVattulainen)先生致辞.瓦图

莱宁先生介绍了IFLA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分委员

会的主要职责,概述了全球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

提供事业近年来的发展和进步,分析了新形势下面

临的挑战与问题.法国高等教育图书技术中心主任

让路易巴拉吉奥里(Jean－LouisBaraggioli)先
生代表本次会议的承办方欢迎世界各地图书馆界嘉

宾的到来,同时希望藉此会议,全面促进世界范围与

本地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提供服务工作的深度合作

与共同发展.

本次会议以合作和共享为切入点,内容主要涵

盖以下几个方面:新信息环境下IFLA 馆际互借与

文献提供服务的新举措,跨国、跨地区或区域内的合

作与资源共享,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案例研究,开
放获取,馆际互借技术、标准、工具与方法,馆员人才

培养,版权保护等.

１　新信息环境下IFLA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服务

的新举措

荷兰IFLA总部负责政策与宣传的史蒂芬怀

伯(StephenWyber)在题为“全球文献提供服务的宣

传推广”的报告中指出,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服务作

为IFLA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一直以来都处在版

权争议的风口浪尖.«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

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是关于著作权保护的

国际条约,１８８６年９月９日制定于瑞士伯尔尼.截

至２０１７年８月３日,该公约缔约方总数达到１７４个

国家.«伯尔尼公约»对于版权的保护是强制性的,
但也提供了有选择性的例外.目前,随着图书馆数

字资源的迅猛增长,版权保护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越来越大,例如根据某些数据库订购协议的条款,当
图书馆终止续订时,必须销毁所有拷贝,不允许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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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馆际互借仅限不重要的部分;数据库商随时改变

内容且不事先通知图书馆;强制图书馆对用户的所

有使用进行监管;临时中断服务而不事先通知图书

馆;禁止数据挖掘等等不合理的要求.２０１３年在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倡导和主持下,具有历史意义的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

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简称

“«马拉喀什条约»”)于６月２７日获得通过.«马拉

喀什条约»是国际著作权体系中的历史性条约,其为

便利视力障碍者获取出版作品提供了众多的例外与

限制,是一个版权领域具有人权性质的国际条约,全
球已有８０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被授权实体是该

条约的核心概念,可界定为解决无障碍格式作品的

匮乏与传播问题而被赋予一系列针对著作权的例外

与限制的非营利性组织,例如图书馆等公共事业机

构.史蒂芬怀伯呼吁图书馆在这一条约指导下,
积极探索在可能的领域开展服务[１].

身兼OCLC运营总监和IFLA文献传递与资源

共享分委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克莱尔  麦基根

(ClareMacKeigan)介绍了馆际互借系统新的国际

标准———ISO １８６２６. 新 标 准 作 为 对 原 有 ISO
１０１６０/１标准的替代标准,自２０１１年开始讨论,至

２０１４年正式公布,它具有馆际互借系统之间的互操

作性,采用XML代替了原来的 HTTP/HTTPS,更
容易对外馆提交的馆际互借申请进行规范化处理,
使图书馆之间的信息交换与系统互操作变得更加轻

松、方便.新标准已在丹麦国家联合目录系统实施.

２０１７年夏,标准中又补充了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请

求事物的子类型选项,包括“用户提交申请”“转发申

请”“多科目申请”“图书申请”等.由 OCLC团队开

发的代码库有望作为开放源代码发布.与此同时,
艾利贝斯有限公司(ExLibris)也正致力于在两所研

究型图书馆中率先实施这一新的馆际互借国际

标准[２].

２　跨越障碍的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汤姆
特珀(TomTeper)作了题为“跨越障碍的共享:国际

资源共享与合作馆藏发展”的报告.他介绍了其研

究团队针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本馆馆际互借的相关数

据进行的统计分析,旨在揭示与评估区域研究文献

中非通用语种文献和海外出版的文献在读者利用方

面的 相 似 性 与 差 异.共 收 集 到 馆 际 互 借 申 请

１７７３６６笔,其中１０５８４９笔为图书申请.研究发现,
就区域研究主题的图书而言,高校图书馆借出量占

５７３２％,主要学术研究型图书馆占２８４％,公共图

书馆占８８７％.借入图书最多的学科有自然科学、
语言文学、农业和美术.对图书出版地的分析显示,
美国 出 版 物 占 ４２２％,西 欧 和 北 欧 出 版 物 占

２１６％,英国出版物占１４８％.语种方面英语读物

占６９５％,西班牙语占５５％,德语占４２％,法语占

３９％,东亚语种占２６％.因此,他认为,机构之间

开展合作馆藏可降低重复率,有利于利用有限的资

金订购更多的品种,国际资源共享可帮助图书馆将

低利用率馆藏服务扩大到更广泛的研究群体[３].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图 书 馆 的 保 罗  埃 兰 森

(PoulErlandsen)在“重新思考资源共享倡议１０周

年时的再思考”的报告中,回顾了提出“重新思考资

源共享倡议”(RethinkingResourceSharingInitiaＧ
tive,RRSI)的使命和目标,介绍了该倡议提出的资

源共享宣言中的七项原则,以及为启发更多的图书

馆重新思考资源共享的内涵及外延,并不断培育创

新的共享与合作组织形式等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例

如,在２０１７年,RRSI创新奖颁予弗吉尼亚虚拟图书

馆,以表彰其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出

版集团等著名出版社达成的整本电子图书馆际互借

授权协议.此外,还授予了在资源共享实践中表现

突出的多家图书馆“星级证书”.同时,介绍了该项

目在欧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图书馆的实施情况[４].
意大利图书馆联合目录和书目信息中心的安东

内拉科苏(AntonellaCossu)、法国斯特拉斯堡大

学国家图书馆的帕斯卡戈达尔(PascalGodard)等
在题为“国际合作:意大利和法国资源共享的经验”
的报告中谈到,意大利全国共有１３６９３家图书馆,意
大利国家图书馆服务网(NationalLibraryService,

SBN)通过Z３９５０协议共享馆藏目录和在馆际互借

系统中采用ISOＧILL标准,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大学

图书馆建立起了广泛的资源共享合作渠道,为意大

利全国和地方文献信息服务提供了保障.该服务网

现有各类型成员馆６１００余家,已建成９９家本地服

务站.SBN 馆际互借系统(ILLＧSBN)是一个基于

Web的免费开放系统,全世界任何感兴趣的图书馆

或图书馆联盟均可加入.该系统可与任何图书馆馆

藏目录整合,并与任何采用ISOＧILL标准的馆际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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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系统实现互操作.成员馆在使用ILLＧSBN 时有

两种模式选择,一种是把ILLＧSBN 作为“中介”,用
户检索SBN联合目录后,系统自动生成文献申请表

单,用户选择提供馆,文献申请通过ILLＧSBN 直接

转发到提供馆,提供馆仍使用本地馆际互借系统处

理申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国家图书馆目前就是

采用这种服务模式.另一种模式是ILLＧSBN 中心

模式,即请求馆和提供馆都登录中心系统处理文献

申请,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也便于图书馆的数据统

计分析.目前,意大利已有６４０家图书馆加入该服

务网.在对１９５家成员图书馆的调查问卷中显示,
其中７９５％的图书馆开展了国际馆际互借和文献

传递服务[５].
意 大 利 馆 际 互 借 网 (NetworkInterＧLibrary

DocumentExchange,NILDE)作为意大利的资源共

享网络,现有成员馆１０００余家,其中意大利的图书

馆占９４％,西班牙的图书馆占５％,其他国家的图书

馆来自德国、瑞士、瑞典、巴西、卢森堡、克罗地亚等.
该系统自２０１１年开始面向全球开展文献提供服务,
年均处理申请约２０万笔,数据显示近五年意大利与

西班牙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量一直持续增长.为进一

步促进和推广 NILDE的国际合作,意大利米兰大学

图书馆的埃琳娜贝尔纳迪尼(ElenaBernardini)及
其研究团队开展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调查时间段

为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９日至７月１８日,调查对象既包括

NILDE成员馆,也包括一些非成员单位.收回问卷

４０１份,其中６９％为高校图书馆,７７％为 NILDE成

员馆.针对国际馆际互借业务的调查发现,借入图

书馆占６３％,借出图书馆占７０％.借入/借出量最

多的国家主要分布于欧洲、美洲.２０１６年返还式和

非返还式借阅量不超过２０笔的图书馆数量最多.

IFLA代金券是国际馆际互借业务中最普遍的结算

方式.８８％的图书馆表达了赞成免费国际资源共享

的意愿.关于国际合作的障碍,被提到最多的包括

邮寄费、结算方式、电子书或电子期刊的版权限制等

问题[６].
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文献提供中心的赵

星在题为“国际资源共享的合作与发展———中国的

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服务”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

国国家图书馆丰富的纸本和电子馆藏资源,并分享

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自１９２７年开展馆际互借服务以

来９０年的发展与进步,目前已与全球１２０个国家的

６０３家图书馆建立了业务伙伴关系,包括大英图书

馆、德国文献服务机构Subito、OCLC和日本国立

国会图书馆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现有

３２名工作人员,近１０年来,平均每年处理馆际互借

和文献 传 递 申 请 约 ５ 万 笔,其 中 图 书 借 阅 约 占

４０％,在借阅的图书中,中文与外文的比率为１:８.
开通了银行转账和支付宝支付等多种付款方式,为
用户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不
断拓展与高校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联盟如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北京市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体系(BALIS)的深度合作[７].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组的林

毅忠分享了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在开展学位论文服

务时与美国版权结算中心的系统操作流程,以及与

意大利罗马大学开展国际业务的经验,她提到在具

体工作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包括:语言障碍、版权限

制、付款方式、忽视共享以及馆员的服务能力等,呼
吁进一步扩大国际共享范围,并重视和加强馆际互

借员的国际交流和业务能力培养[８].

３　服务创新与新技术应用

搜集馆际互借数据开展成本核算从来都是既耗

时又费力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已有的馆际互借成本

价格研究往往受制于收集到的数据集大小的影响,
很难做到全面和客观.例如,２００４年美国研究图书

馆协会根据其对７２家成员单位的调查,计算出馆际

互借中借入申请的平均单价为１７５美元,借出申请

的平均单价为９２７美元.２０１１年,在芝加哥召开

的第１２届IFLA馆际互借和文献提供会议上,拉斯

列昂(LarsLeon)和南希克瑞斯 (NancyKress)
根据对２３家机构的调研,计算得出馆际互借借入申

请的平均单价为９６２美元,借出申请的平均单价为

３９３美元.

OCLC研 究 部 的 项 目 负 责 人 丹 尼 斯  马 西

(DennisMassie)在报告中谈到,由馆际互借团队设

计、OCLC历时５年研发的 OCLC馆际互借成本计

算器(OCLCILLCostCalculator)很快将免费开放

运行.这一工 具 的 设 计 与 研 发 灵 感 主 要 是 来 自

IFLA世界图书馆地图项目(２０１７年)、谷歌街道景

观(２００７年)和 OCLC的政策目录的启发.任何上

网用户只需点击该工具按钮,即可查看有多少家图

书馆输入了数据,并实时计算出处理一笔借入或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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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请的平均单价.凡是注册并提交数据的图书

馆,即可按申请类型和支出类目了解本单位的单价,
并与匿名同行的价格进行比较.还可通过过滤条

件,获知影响价格的多种因素,如技术、工作流程等.
当用户在第二年继续输入数据时,将可在历史窗口

中了解全球资源共享的趋势,并提供数据的可视化

呈现.然而,该工具是否能在馆际互借成本比较和

研究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主要取决于注册和加入的

图书馆数量,以及持续提交的数据量.因此,他呼吁

更多图书馆加入,并建议由图书馆联盟先期展开试

用,提供联盟内成员馆进行馆际互借成本核算[９].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的大卫麦卡斯林

(DavidMcCaslin)分享了其开展信息资源共享服务

的成功经验.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系统共由６家图

书馆、４６名员工组成,年度经费约５００万美元.面

对逐年增长的期刊订购费,以及用户对“新空间”服
务需求带来的压力,图书馆越来越依赖资源共享渠

道来弥补馆藏不足.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图书馆政策规

定每一笔馆际互借申请用户需支付６５美元.有数

据显示,自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文献

资源建设经费增长了７３％,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增

长了８２％,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增长了１０３％,而与

之相比,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的资源建设费不仅没

有增长,反而降低了６％.２０１５年之后,图书馆领导

层更换,建立起了更广泛的资源共享合作伙伴关系,
但空间问题和财务现实仍未得到改善.为此,图书

馆将原来“打包”订购的方式改为“单品种”订购方

式,对本校用户取消了馆际互借费用,并停订了６００
余种电子期刊.与此同时,图书馆承诺通过文献服

务(DocuServe)来满足用户需求,具体举措包括:由
保障式订购模式转为“按需”获取模式,加大对文献

服务的资金投入,继续保持对本校用户馆际互借和

文献传递服务的免费政策,缩短文献提供服务的完

成时间,并推出新的快速文献服务项目———“RUSH
期刊论文”传递服务.新的服务是无中介服务,并与

馆藏和链接解析器绑定,用户可在几分钟之内获得

所需要的论文,但需要支付一部分费用.用户可根

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免费的 DocuServe或者付费的

RUSH 期 刊 论 文 传 递 服 务.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学 年

RUSH 服务共处理申请１４５笔,平均完成时间为２２
分钟,其中４２％的申请在５分钟之内完成.对这些

申请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停订期刊论文占比仅为

１０％.这项新服务收获了诸多用户的好评[１０].
美国阿肯色大学馆际互借服务主管苔丝吉普

森(TessGibson)在题为“剧变时期馆际互借员的机

遇与挑战:改变以适应信息获取的新方式”的报告

中,谈到由于大学扩招和新增专业给图书馆带来的

挑战.以阿肯色大学为例,２００５年秋季入学新生数

为１５万名,而２０１７年秋季入学新生则增长为２７
万名.为满足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图书馆馆际互

借服务通过应用新技术、改变工作流程、加入共享体

系等举措,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然而,与其他因素相

比,馆际互借员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往往是决定馆

际互借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为此,苔丝吉普森

主要从培养部门文化入手,创造一种允许馆员特别

是新馆员在工作中犯错误的环境,注重与馆员的日

常交流和沟通,并对其工作中的努力给予及时和充

分地肯定.此外,馆际互借工作人员也需要密切关

注周围信息环境的改变,积极探索和尝试新的服务

方式.例如,阿肯色大学图书馆自２０１３年开始尝试

用户决策采购(PDA),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流程

使之与馆际互借业务实现有机结合.２０１７年利用

PDA模式订购图书２５２种[１１].
美国克莱蒙特学院图书馆用户服务与资源共享

主管米克尔里特尔(MicquelLittle)在报告中分享

了该校近三年来通过与教师合作建立资源共享工作

流程的经验与体会.克莱蒙特学院包含５所本科生

学院和２所研究生机构,共有约７０００名全日制学

生.近年来,教师与图书馆员的合作领域逐步扩大,
如联合开展和资源共享有关的信息素养教育、合作

进行纸本图书的用户决策采购、教师深度参与的按

需出版等.２０１７年,图书馆获得蒂格尔基金会(The
TeagleFoundation)的资金支持,设立了一个新项

目,目的是进一步提升资源建设和资源共享水平.
项目初期,已将馆际互借、推荐订购整合到一个页面

一张表格中,简化了流程.同时,允许教师在旅行时

购买本专业的图书,返回后由图书馆予以报销[１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关志英研究馆员作了题为“中

国高校图书馆联盟馆际互借服务的质量控制研究”
的报告.她在报告中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CALIS)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在推动我国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方面

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过去的１０余年中,在上述两个

国家项目的直接参与和带动下,我国高校图书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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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全国范围内的

高校馆际互借协作网得以建立,训练有素的馆际互

借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CALIS馆际互借成员馆达１３０８家,其中３１２家

为服务馆,CALIS资源发现系统———“e读”中已整

合图书、期刊、学位论文等各类型资源达２９３亿件.

CALIS全文获取平台———“e得”不仅提供高校资

源,还整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中心、韩国 Keris文献信息服务等合作

机构资源.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已成为我国高

校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的最普遍形式.然而,由于

联盟成员馆在管理水平、服务条件、服务能力和人员

素质等方面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如何保证成员馆始

终能按照联盟组织者的要求,为用户提供标准化的、
高质量的服务? 这已经成为图书馆联盟在开展联合

服务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报告以CASHL为

案例,深入分析了 CASHL在组织全国重点高校图

书馆开展联合服务时所采取的一整套质量控制措

施,如制定统一的服务规范和标准、开展全方位的服

务评估、表彰与激励措施、组织文化建设等,并分享

了CASHL在馆员培养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和取得的

成功经验[１３].

４　开放获取对文献提供服务的影响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

利斯联合分校图书馆的蒂娜拜希(TinaBaich)在
题为“减少对黑色开放获取的感知需求”的报告中,
对绿色开放获取(GreenOpenAccess)、黄金开放获

取(Gold Open Access)和 黑 色 开 放 获 取 (Black
OpenAccess)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呼吁对黑色开放

获 取,即 未 经 授 权 就 通 过 SCIＧHUB、ACADEＧ
MIAedu、ResearchGate等网络平台和 YouTube、
推特等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分享研究成果的趋势给

予特别关注.她将黑色开放获取分为三个层次:不
经意的犯规者、网络钓鱼者、抢劫者.例如,ACAＧ
DEMIAedu、ResearchGate就属于第一层次,科研

人员在上述平台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似乎并不是

蓄意违反版权或违反作者与出版社签订的协议.科

研人员通过推特等社交网络索取或提供他人的研究

成果属于第二层次,虽知违反版权或协议,但仅限于

很小的范围之内.第三层次的黑色开放获取以SCIＧ
HUB、LibraryGenesis２M等为典型代表,其非法整合

内容资源,并通过面向用户提供文献服务进行大范

围传播.蒂娜拜希指出,黑色开放获取凭借其方

便、易用的特点,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将其视

为首选的文献信息获取渠道.图书馆对这一现象应

予以充分重视,对可能带来的图书馆采购成本加大

和馆际互借服务需求降低的风险、用户真实需求的

误判等进行认真研究,并积极制定应对之策.如将

开放获取资源发现与图书馆发现系统进行全面整

合,同时将图书馆资源发现全面整合到用户经常访

问的网络空间[１４].
非营利组织 OpenAccessButton的领导者、研

究权利联盟(RighttoResearchCoalition)的助理主

任约瑟夫麦克阿瑟(JosephMcarthur)在题为“将
开放获取融入馆际互借”的报告中,介绍了 Open
AccessButton如何为科研人员访问开放获取论文

提供免费、快速、合法的工具和服务.如嵌入用户浏

览器,提供检索框,用户可通过文章篇名、URL 或

DOI检索定位所需文献,一旦开放获取论文未查到,
还可自动生成文献申请表单,用户点击提交即可将

申请发送到作者邮箱.他谈到当下网上需付费的文

章中约有６％是可以免费、及时并合法获得的.此

外,有更高比例的文章可通过联系作者本人而获得.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免费资源主要来源为绿色开

放获取资源、全球５０００多家机构知识库和混合型出

版的期刊论文.对比发现,机构知识库中的文章通

常与正式发表的期刊论文相似度极高.约瑟夫麦

克阿瑟还在报告中分享了OpenAccessButton在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中的应用.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图
书馆年平均处理馆际互借申请约８０００笔.通过将

OpenAccessButton工具整合到图书馆发现系统

ExＧLibrisPrimo,用户点击“OpenArticle”按钮,即
可获得开放获取论文.如未查获全文,系统将自动

生成馆际互借申请表单[１５].

５　电子资源服务中的版权保护问题

新信息环境下,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服务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例如,电子图书与

电子期刊是否可以进行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电子

资源订购协议中是否包含了对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的限制性条款? 是否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证

服务的合法性又将限制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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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萨大学图书馆(DeLaSalleUniversityLibrarＧ
ies)的 玛 丽 安  拉 莫 斯  伊 克 利 维 亚 (Marian
RamosＧEclevia)、爱墨瑞得出版集团的卡洛斯伊

克利维亚和菲律宾众议院法律图书馆的劳伦斯安

东尼G纳瓦艾斯(LaurenceAnthonyG NarＧ
vaez)合作,在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到９月２０日,调研

了３６４家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的网站,
并向其中８８家订购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图书馆

发放了调查问卷,问题涉及订购电子资源的类型、是
否提供电子资源的馆际互借或文献传递、是否制定

了相应的服务政策等多个方面.４０家图书馆返回

了问卷(其中３７家为高校图书馆).调查发现,４０
家图书馆均提供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的馆际互借和

文献传递,其中１９家(４７５％)制定了相应的服务政

策.高校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员对电子资源订购协议

中的有关条款比较熟知,通常申请合理的数量且不

用作商业用途都被视为允许,有的出版商或数据库

商授权并允许图书馆进行整本电子图书或图书部分

章节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另外,有一些允许图书

馆打印电子书或章节进行文献传递,还有一些仅允

许在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传递,仅有三份订购协议

是对此完全禁止的.针对影响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服务的最大问题与挑战的调查显示,订购协议限制、
版权限制、资源不足和服务费用排在前几位.根据

２００３年的一项调查,完成一笔借入申请的平均费用

为１８３５美元,借出费用为９４８美元.到２０１２年,
完成一笔返还式借入申请的平均费用降低为３８５
美元.菲律宾版权法中明确了合理使用的四个判断

标准,即:使用目的、版权作品的性质、使用量、对作

品潜在市场和价值的影响.图书馆应对不同电子资

源订购协议中的馆际互借相关条款进行对比分析,
争取应有的权利[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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