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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回顾与前瞻

———写在CALIS项目建设２０周年之际

□肖珑∗

　　摘要　从单馆探索、CALIS引领发展、DRAA 推动体系成熟三个阶段,对高校图书馆自１９８６
年以来的数字资源引进建设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论述了资源共建共享在其中发挥的不可磨灭的

历史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即将到来的数字资源主导时代,图书馆数字资源发展面临的挑

战,阐述了数字资源发展的九大趋势,以及共建共享将如何贯穿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的全生命周

期并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数字资源引进　集团采购　共建共享　CALIS　DRAA
分类号　G２５３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引进数字学

术资源的图书馆之一.从１９８６年只读光盘的采购

和应用算起,迄今已有３０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如今

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发展中,数字资源的地位已经从

非主流资源转变为主流资源,其应用也从只有少数

图书馆员使用到广大用户须臾不可离开,可以说是

走过了一个探索、发展、成熟的历程,因此有必要总

结、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对高校图书馆未来文献资源

发展和图书馆史研究都大有裨益.
从定 义 上 讲,图 书 馆 所 说 的 数 字 信 息 资 源

(DigitalInformationResources)就是指常用的电子

资源(ElectronicResources),即一切以数字形式生

产和发行的信息资源.其信息包括文字、图片、声
音、动态图像等,其媒介包括硬盘、磁带、光盘等介

质[１].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２０１２年发布

的«电子资源馆藏发展的关键问题:图书馆指南»
(KeyIssuesforeＧResourceCollectionDevelopment:

AGuideforLibraries)中的定义是:“电子资源是指那

些需要通过计算机访问的资料,无论是通过个人电

脑、大型机还是手持移动设备.他们可以通过因特

网远程访问或在本地使用.常见类型有: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全文(集成)数据库、索引文摘数据库、参

考数据库(传记、词典、指南、百科等)、数值和统计数

据库、电子图像、电子音频/视频等”,可以看作是广

义电子资源的完整定义[２].
而图书馆引进的数字资源,通常包括由出版社/

数据库商正式出版发行、需要图书馆购买/租用的商

用数字资源,以及可以开放获取的网络学术资源.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有同行认为国内电子

资源的发展应该从联机检索如 Dialog等算起,但笔

者认为,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Dialog等联机数据

库的使用,只是按检索服务交费,并没有真正按照馆

藏资源发展、纳入图书馆资源体系并设立专人专项

经费建设,也没有任何资源的拥有权或使用权,因此

只能算作是服务,不应该看成是数字资源的引进.

１　起步:从单馆的探索中认识数字资源的作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

１９８６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引进美国国会图

书馆的机读目录BiblioFile光盘数据库,并开始在西

文编目工作中使用[３].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的

第一种书目类只读光盘(CDＧROM)数据库,被视为

北京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起点.
在此之前,图书馆西文编目可以借鉴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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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卡片目录、缩微平片目录、
磁带目录,以及大英图书馆的书本式目录«英国国家

书目»(BritishNationalBibliography,BNB).书

本式目录检索不便,也无法直接拷贝、存储 MARC
记录,只是作为手工编目的参考.引入BiblioFile光

盘后,随着对其逐步熟悉和了解,西文编目组开始对

其系统 BiblioFileCatalogProductionSystem 进行

全面研发,终于在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０日正式开始机读

目录编目.从套录开始到原始编目,至１９９１年北京

大学图书馆自行开发的 PULAIS自动化系统投入

使用时,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批西文机读目录数据.
从１９８６年引进BiblioFile数据库,到１９９０年１１

月西文书刊全面实现计算机编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引

进的第一种电子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使检索、
编目、建库直至打印卡片的全部日常工序逐步脱离手

工,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也培养了一支专业队伍,西文

编目工作因此一举跻身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前列.

１９９０年起,北京大学图书馆又陆续购进“美国

在版书目”(BooksinPrint)[４]、“乌利希期刊指南”
(UlrichsPeriodicalGuide)等光盘数据库,前者几

乎涵盖了美国所有出版社和世界著名出版集团在美

国分公司所出版的图书目录,后者则是期刊采访和

编目的重要参考工具,两个数据库均丰富了西文书

刊采访的信息来源,为图书馆的西文书刊资源建设、
核心期刊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北京大

学图书馆的现代化工作水平.
随着光盘数据库在内部工作中作用的发挥,北京

大学图书馆看到了电子资源的作用和发展前景,开始

陆续引进更多的光盘数据库用于读者服务.自１９９１
年１１月起到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共引进光盘数据库２７种,
其中绝大部分是文摘索引型数据库(见表１)[５].
表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光盘数据库简目(截止到１９９６年)

数据库中文名称 数据库英文名称/缩写/内容起始年更新频率

国外数据库

１商业信息数据库 ABI/INFORM１９８７~ 月更新

２期刊文摘数据库

(图书馆版,研究版)

PeriodicalAbstracts(PA)

Library１９８６~１９９４,ResearchII

１９８６~

季更新

３博士论文数据库

(人文科学版,综合

版)

DissertationAbstracts(DA)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Ondisc　

季更新

４社会科学数据库 SocioFile ３次/年

５ 公共事务信息数

据库
PAISInternational１９７６~ 季更新

６彼得森指南

(研究生版,大学生

版)

PetersonsGuide１９９４~
(Petersons Gradline,Peterson

CollegeDatabase)

年更新

７经济学文献库 EconLit１９６９~ 季更新

８报纸文摘数据库
NewspaperAbstract(NA)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１

９ 美国国家图书馆

医学库
MedLine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５

１０ 生 命 科 学 数

据库
LifeScieceCollection１９９３．１~９

１１ 资 料 档 案 新 闻

数据库
FactsonFileDigest

１２学术文摘 AcademicAbstracts

１３ 自 然 科 学 综 合

数据库
GeneralScienceSource

１４ 社 会 科 学 资

料库
SocialScienceSource

１５ 人 文 科 学 资

料库
HumanitiesSource

１６ 社 会 科 学 索 引

(全文)
SocialScienceIndex(SSI)/Full

text１９９４．１~
月更新

１７ 科学引文索引/

文摘版

ScienceCitationIndex/withabＧ

stracts(SCI)１９９４~
季更新

１８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引

SocialScience CitationIndex(

SSCI)１９９５~
季更新

１９科学文摘(物理

学 版,计 算 机 科 学

版)

INSPECOndisc１９８９~
(Physics,Computing & ConＧ

trol)

季更新

２０ 污 染 毒 理 数

据库
POLTOXI１９８１~ 季更新

２１期刊篇名题录 CurrentContents１９９５~ 周更新

２２ 心 理 学 文 献 资

料库
PsycLIT１９７４~ 季更新

２３ 数 学 文 献 资

料库
MathSci１９８１~ 半年更新

国内数据库

２４ 中 国 化 学 文 摘

数据库

ChineseChemicalBibliographicＧ

Database(CCBD)１９８３~１９９３

２５ 中 国 教 育 信

息库

China EducationalInformation

Database(CEID)

２６ 中 国 贸 易 与 投

资指南

China Trade &

InvestmentGuide

２７ 人 民 日 报 全 文

数据库
１９４６~１９９２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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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光盘检索服务主要以单机形式开展,读
者需要到图书馆来使用光盘数据库.初期利用率最

高的是“彼得森指南”,大学生从这个数据库里可以

找到美国和加拿大大学研究生院的详细介绍,按专

业了解录取率和奖学金相关信息,比起学生们写信

四处索取相关资料而言,大大节省了寻找海外留学

目标学校的时间.不仅北京大学的学生,兄弟院校

也有很多学生前来检索.

１９９４年,为了更好地服务本校的教学科研,北
京大学图书馆成立了信息咨询部,并随之开始探索

电子资源服务.初期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仅有３位工

作人员,他们有计划地开展数据库宣传工作,向院系

发送材料,组织数据库的演示、试用和评估,与教师

合作开展专业文献检索利用的现场教学,甚至尝试

性地将文摘索引数据库与全文数据库之间建立链接

关系(例如 ABI和PA数据库),方便读者获取全文.
由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的北京大学图

书馆查新站也归属于新成立的信息咨询部,并利用

INSPEC等光盘数据库以及Dialog联机检索,在１９９４
年１２月１７日完成了第一份查新课题 “强碳化物形成

元素衬底上生长金刚石薄膜物理机制的研究”.
随着SCI和SSCI光盘的引进,信息咨询部又开

展了依托光盘数据库(以及 Dialog联机检索)的查

收查引服务,这项服务比之前的手工检索服务提高

了效率,比联机检索降低了费用,可为用户提供性价

比更高的服务;此后又与学校社会科学研究部和自

然科学研究部合作,对北京大学教员的发文及引文

情况逐年进行统计,提高了学校科研管理的量化水

平,之后也逐渐成为国内高校科研水平评估的重要

指标之一.
到１９９７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建设已

逾１０年,其发展代表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的

第一个探索阶段,总结这段时间的特点如下.
(１)北京大学图书馆充分认识到了电子资源对

未来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性,适时开展建设、探索服

务,积累了电子资源发展的经验,受到了师生的欢

迎,部分从海外回国的老师积极推荐光盘数据库,例
如:生命科学院的老师推荐了 MedLine和BA 数据

库,地空学院和城环学院的老师推荐了POLTOXI
数据库等,这些老师也成为光盘数据库的早期用户.

(２)在内容和学科分布上,充分认知北京大学

是综合性研究大学的特点,文理并重,既有如 ABI/

INFORM、PA、DA 社科版、SocioFile、PAISInterＧ
national、EconLit、SSCI 等 社 科 类 数 据 库,也 有

MathSci、Life Sciece Collection、PsycLIT 和

INSPECOndisc、CA(ChemicalAbstracts,化学文

摘)、SCI等理科数据库,以及 DA 综合版,Newspaper
Abstract和CurrentContents等综合性数据库.

(３)在文献类型和媒介上,受技术条件限制,以
文摘索引等单机版光盘数据库为主,因而读者主要

是到图书馆使用数据库服务,人多时需要预约.到

后来随着光盘数据库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开始使用

小型塔式光盘驱动器,增加了访问光盘的并发用户.
(４)资源和服务并重.特别是改变了等待读者

上门的传统服务模式,例如咨询部对各类数据库的

宣传推广,有针对性地开展用户培训,推广定题检索

服务,尝试性地开展查新、查收查引服务等,开启了

信息服务主动走出去的先河,实际上也构成了后来

逐步制度化并成为服务品牌的“一小时讲座”及学科

馆员制度的雏形.
(５)经费投入不稳定.图书馆经费有限,每年用

于购买数据库的除本馆经费外,还经教育部批准使

用了高校文科图书引进项目专款(即现在中国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前身);另外购买国外数据

库需要使用外汇,外汇额度非常有限,因此维持数据

库订购的经费投入并不稳定,更遑论增长了.
(６)带动了图书馆员的培训和发展.无论是内

部工作还是对外服务中对光盘数据库的使用,都经

历了一个从业务骨干自我学习、不断探索到对相关

人员进行培训,最后延伸至其他用户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图书馆员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例

如:BiblioFile、BIP和UlrichsPeriodicalGuide的引

进和使用,直接导致了对 USMARC格式的学习和

计算机编目工作流程的推广.

２　发展:CALIS集团采购数据库的建设引领作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成熟,特别是互联网

的高速发展,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也进入了快

速发展阶段.１９９７年,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代

表到访北京大学,希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科
学»杂志电子版中国服务器.经北京大学及北京大

学图书馆与多方探讨协调,最终采取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为首、国家教委与国家科委及中国科学院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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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助、北京大学承担服务器运行维护的形式,在
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科学»杂志电子版中国服务

器,并作为正在筹备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

统(CALIS)资源建设的新模式进行尝试.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２日,«科学»杂志中国服务器开

通仪式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联合资助引进«科学»
杂志电子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教委、国家

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参加了开通仪式,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任校长、著名的华裔科学

家田长霖教授、美国«科学»杂志社主编埃利斯鲁

宾斯坦(EllisRubinstein)博士,及美国斯坦福大学

图书馆馆长迈克尔凯勒(MichaelKeller)博士专

程来京参加活动,参加开通仪式的还有北京大学校

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陈佳洱教授及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６].
«科学»杂志是世界顶级的科学类期刊,其中国

服务器的开通使国内读者能以最便捷的方式充分利

用国际前沿的创新成果和信息,标志着中国读者使

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形式的变化,也成为北京大

学图书馆开启网络版电子资源引进的标志性成果.
此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网络版电子资源的步伐

越来越快.
同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牵头１０家工科院校图书

馆,引进了“工程索引”(EngineeringIndex,Ei)数据

库[７].至此,«科学»和«工程索引»两个数据库成为

我国高校图书馆率先引进的网络版数据库.

１９９８年,CALIS的经费下达和正式启动(９月

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１２月经费下达,１９９９年１月

召开启动大会)[８],集团引进数据库成为 CALIS最

早开始共建共享的三大重要工作之一(另外两项工

作是联合目录与联机编目、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CALIS为此投入了相当数量的专项经费,大力推进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发展.其中“九五”(CALIS一

期)期间投资９００万元人民币,“十五”(CALIS二

期)期间投资约１８１０万元;“十一五”(CALIS三期)
期间则达到约３０００万元左右.这些经费主要由

CALIS工程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CALIS文理中

心(北京大学图书馆)、CALIS医学中心(北京大学

医学图书馆)、CALIS农林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图书

馆)等全国中心牵头负责使用,主要用于数据库的引

进补贴和服务.由于 CALIS的支持,CALIS工程

中心、文理中心、医学中心、农林中心积极组织高校

图书馆,通过集团采购的方式引进国外数据库.
“２１１工程”伊始,长期的外文资源匮乏现状和

中国急于追上发达国家教育科技水平的雄心,用“嗷
嗷待哺”四个字来描述高校科研人员对国外高质量

学术数字资源的渴望是毫不过分的.CALIS集团

引进数据库工作开始后,受益于此,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从渐进到跨越,进入了规模化

建设和快速发展阶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征.

２．１　CALIS引领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快速发展

CALIS的集团采购数据库工作对高校图书馆

电子资源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一是带动了地方政

府投资,如上海市教委通过“上海高校网络图书馆”
项目增加投入,支持上海交通大学牵头全国及上海

市的集团采购数据库工作.二是影响了很多图书馆

的投入,这些图书馆或带头或紧跟 CALIS的发展,
逐步增加电子资源投入,分期分批引进数据库.如

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９９年用于购买电子资源的经费

为约２００万元,到２００９年增长为７００万元(校本部

图书馆,不含捆绑印本资源的费用);再如Ei数据库

集团采购,１９９８年组团时为１４家成员馆,到２００９
年时已经达到１４６家成员馆.

在投资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由于北京大学图书

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牵头图书馆对用户需求的重

视以及精心选择评估,高校引进了大量国外的重要

学术电子资源,支持了科研发展的需要,解决了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因不再出版影印书刊

而造成的资源匮乏状况.如:
(１)１９９８ 年,引 进 美 国 Ingenta 公 司 的

“UnCover期刊目次数据库”、美国联机图书馆中心

(OCLC)FirstSearch平台１４个文摘索引类数据库.
(２)１９９９年,引进美国 EBSCO 公司的“学术期

刊全文数据库”(AcademicSearchElite)、“商业资源

全文数据库”(BusinessSourceElite)、美国科技信息

所(ISI)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enceCitation
Index)、“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ProQuestDigital
Dissertations,人文社科 A 版和理工科 B版)、美国

“科学文摘数据库”(INSPEC,网络版光盘),以及第

一个网络版中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使用网

络版光盘发行的“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３)２０００年,引进世界最大的期刊出版商荷兰

爱思唯尔(Elsevier)公司的“SDOS电子期刊数据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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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引进统计(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

注:以上各年度的统计均为累计总量,数据均来自本馆各类统计及年度报告,含中文数据库,部分年代的数据缺失.

美国 ProQuest公 司 的 “商 业 信 息 全 文 数 据 库”
(ABI/Inform)、“学术期刊图书馆”(AcademicReＧ
searchLibrary)、香港“中国资讯行数据库”(China
InfoBank)、美国“剑桥科学文摘数据库”(Cambridge
ScientificAbstracts)、美 国 电 气 电 子 工 程 师 协 会

“IEEE/IEE电子图书馆数据库”(IEEE/IEEElecＧ
tronicLibrary).中文方面,则普遍增加了维普公司

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网络版光盘)等若干中文数

据库.
(４)此 后,又 逐 步 引 进 世 界 著 名 的 «自 然»

(Nature)网络版电子期刊、Springer电子期刊、John
Wiley电子期刊、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美
国化学会(AmericanChemistrySociety)电子期刊

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枚举,图１和表２两个图表可

见端倪.

图１　CALIS集团引进数据库增长情况(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

２．２　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水平逐渐提高,内容质量

上乘

从资源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不断探索资

源建设内容与体系构成,在多个方面有所成就.
(１)内容大多源于印本出版物的精华,如基于四

大印本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
(Ei)、«化学文摘»(ChemicalAbstract,CA)、«科学

文摘»(ScienceAbstract,SA)的数据库、两大顶级期

刊 Science、Nature 在 线 版、三 大 期 刊 出 版 商

Elsevier、Springer、JohnWiley的电子期刊、JSTOR
等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的回溯性数据库,等等.这些

内容在印本时代就已经为读者所熟悉,所以一俟数

据库上线,立刻受到广大师生科研人员的好评与

欢迎.
(２)学科以理工科资源居多,符合理工科用户使用

数据库偏多的特点.以２００９年集团采购的９５个数据

库为例,包含人文社会科学内容的综合类数据库、纯人

文社会科学内容类数据库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
(３)媒介从光盘数据库向网络数据库发展.以

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还同时采购光

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有些数据库甚至只发行光

盘版.后来则逐步减少光盘数据库,到２００９年时,
基本上就只订购网络数据库了.

(４)资源类型从二次文献向一次文献发展.由

于存储容量有限,光盘数据库基本是以文摘索引类

数据库为主,而引进网络版数据库以后,全文数据库

逐渐增多.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电子期刊在

１９９９年为约４０００份,到２００９年为４８０００份,增长了

１１倍;CALIS集团引进数据库,１９９８年时大多为文

摘索引类数据库,到２００９年时,在全部９５个数据库

中,文摘索引类仅占１７％.
(５)加强服务建设,强调资源与服务的结合.与

印本时代资源与服务是业务流上下游关系不同,数
字资源强调资源与服务的紧密结合、同步进行,例如

购买 UnCover数据库,就是为文献传递服务提供了

基础性的检索平台;再如普遍开展电子资源整合服

务,开发统一检索平台等等.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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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逐步开展数字资源的计量与评估.随着数

字资源数量与经费的日益增加,数字资源建设已成

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数

字资源的计量和统计纳入整个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

建设的统计工作就成为必要.为此,CALIS设计了

若干研究项目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并与高校图工委

合作,在２００４年制定了«高等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计量指南»,又在２００７年进行了修订,对全国各高校

图书馆的统计/计量工作起到了规范和指导作用[９].
(７)数字资源引进工作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采购和服务一体化的模式逐渐演变

为采购与服务脱钩,增加专职人员以保障工作量需

要.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从２００５年之后,开始

把电子资源采访岗位从原来负责电子资源整体建设

工作的咨询部拆分出来放到采访部,其工作流程和

分工也做了很大调整.

２．３　集团引进数据库协同共建模式的探索创新

２００９年前的１２年间,CALIS不仅引领了高校

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建设工作,而且积极探索,创新了

集团引进数据库协同工作模式,为电子资源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建立了完全不同于印本的电子资源采购的

基本工作流程,从一个数据库的评估开始,到车轮式

谈判、反复审核采购方案、组织集团、签署协议、与进

出口代理商接洽和付款、日常咨询服务、建立镜像服

务器和数据存储、引进后评估等等工作,每个环节都

是创新与挑战,需要不断探索.
(２)根据用户和高校图书馆的需求、数据库和资

金情况等,创新了俱乐部模式、中央资金模式、合作

购买模式等多种集团合作模式,并灵活地分为全国、
学科、地方等多种组织架构,以期最大范围地引进更

多的数据库[１０].
(３)创建了基于电子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无论

是使用CALIS经费补贴采购数据库(如早期参加购

买Ei数据库的集团成员可以享受价格３０％的补贴)
以吸引更多成员,还是全额购买保障性文献后提供

全国性服务(如 UnCover数据库集团),抑或是组织

学校购买不同的品种然后彼此共享(如被教育部领

导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建共享”的 PQDT 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集团)[１１],都使更多的学校拥有了更

多的电子资源,保障了更多用户对电子资源的使用

权,成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新共建共享模式.

(４)建立了集团引进数据库的协调机制.２００３
年,成立了由教育部高教司李晓明处长担任组长的

CALIS引进资源工作组,起草并应用了“CALIS引

进资源工作规范”,对内建立了沟通机制;对外则吸

纳更多的馆加入集团引进工作,针对不同数据库的

引进成立了不同的谈判组,以最大范围地保障成员

馆的利益.
(５)积极开展多种方式的电子资源服务.例如:

CALIS先后开发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电子

资源导航系统、统一检索系统,整合资源与服务;要
求数据库商提供专线访问或者建立本地服务器,以
减少网络访问费用,提高数据库的使用量,减低使用

成本;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策划举办引进数据库培训周,
组织数据库商集中培训图书馆员,以更好地利用辛

苦买来的国外数据库;这项工作得到了高校图书馆

的热烈 欢 迎,引 进 数 据 库 培 训 周 后 来 发 展 成 为

CALIS的著名服务品牌,参加的馆员逐年增多,达

４００~５００人,以至于后来不得不控制规模;加强对

最终用户的信息素养培训,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从

１９９９年开始举办“一小时讲座”系列服务,对数据库

进行分门别类、分学科/院系/年级等等的个性化培

训,每年使用该服务的读者达数千人次.
(６)开始重视知识产权问题.CALIS一方面在

成员馆和读者中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宣传要合理使

用、避免恶意下载;同时图书馆也加强用户教育和管

理,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学甚至还专门下发«北京大学

校园网电子资源使用管理办法»(校发[２００８]４号)
等文件管控此类现象.另一方面,针对某些数据库

商的过度处罚措施(如因为个别用户恶意下载而停

止整个校园网的使用等),也不断与数据库商谈判协

调,保障广大用户的使用权益.

３　成熟:DRAA推动新时代的引进数字资源共建共

享(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年,随着CALIS三期建设结束,数字资源引

进从高峰期进入平稳发展、逐年增长、精细化建设的

成熟阶段.一方面是国外出版社大范围转型数字出

版,有些出版物甚至逐步只保留数字形式(EＧonly),开
放获取运动发展等带来数字资源的大量涌现,另一方

面,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不再是印本补充,而是与印本

共同成为图书馆资源发展的主体,某些高校图书馆的

数字资源经费已逐步超过印本资源经费.

３２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引进回顾与前瞻———写在CALIS项目建设２０周年之际/肖珑
RetrospectandProspectofDigitalResourceDevelopmentinAcademicLibraries—For２０thAnniversaryofCALISProjectConstruction/XiaoLong　　　



2
0

1
9

年
第3

期

同时,高校图书馆在引进国外数据库方面遇到

了大量前所未有的问题.一是国外出版社普遍认为

中国市场已经成熟,加之我国 GDP不断增长,是收

割和提高利润的时候了,因此纷纷大幅涨价.二是

类似数据库购买招标、合同文本、法律、仲裁等财务

法律问题不断涌现.三是高校图书馆希望数据库商

提供更多更个性化服务、以便全面深度整合数字资

源的要求也不断提出.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 CALIS三期和 CALIS引

进资源工作组使命的结束,２０１０年４月,由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２６家高校图书馆在原有引进资源工

作组基础上,联合发起成立了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

采购联盟(DigitalResourceAcquisitionAllianceof
ChineseAcademicLibraries,DRAA),抱团取暖,共
同解决上述问题.DRAA 的工作目标,就是团结合

作开展引进数字资源的采购工作,规范引进资源集

团采购行为,通过联盟的努力为成员馆引进数字学

术资源,谋求最优价格和最佳服务.联盟成立了理

事会,首批理事共３１人,共同推举北京大学图书馆

朱强馆长为联盟首任理事长,通过了«联盟章程»«联
盟工作规范»«联盟委托协议»等文件.联盟秘书处

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２].

３．１　引进数字资源进入全面成熟的发展阶段

一是高校图书馆在引进数字资源方面的投入不

断增加,资源数量逐年稳步增长,特别是人文社科类

资源渐渐增多,占全部数字资源比例有所加大,引进

数字资源的学 科 渐 趋 全 面.以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数字资源增长情况(表３)和２０１７年

通过DRAA引进的数据库学科分布情况(图２)为
例,可见一斑[１３].

图２　２０１７年DRAA引进数据库学科分布情况

　　二是数据库类型比较完整,引进数字资源体系

形成.早期引进的数据库以文摘索引等二次文献为

主,后来电子期刊快速发展位列第一,事实型数据

库、电子图书等渐渐跟上,最近几年,各类型资源占

比渐渐平衡、科学合理,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１７年DRAA引进数字资源类型分布

三是购买数据库的价格模式越来越多元化、精
细化.如包括全库价格＋学科库价格、现期数据价

格＋回溯数据价格、全库价格＋单品种价格、数据库

价格＋印本价格等在内的多重价格模式,包括印本

捆绑、新品种捆绑、内容重复产品捆绑的捆绑价格模

式以及歧视性价格模式(按图书馆所在学校或者机

构规模大小分级定价、按图书馆现有订购量多少划

分级别、按用户使用统计为标准划分级别、按用户使

用需求划分级别定价)等,数据库商因此可以得到利

益最大化,图书馆也尽可能多地引进数字资源[１４].
四是对数据库引进的相关服务要求越来越高,个

性化逐渐增多,以达到用户一站式使用电子资源的目

标.例如,要求出版商能够提供:(１)用于本馆发现系

统的书目记录、期刊目次并及时更新;(２)二次文献与

一次文献之间的引文链接;(３)与本馆书目系统、馆际

互借系统的整合;(４)用户认证的统一;(５)与其他数

据库的集成链接,等等.此外,高水平的售后客服、内
容上乘的用户培训、符合 COUNTER标准的使用统

计数据及其自动收割、有效的中文本合同、数字资源

的长期保存等等也都是普遍提出的要求.

３．２　DRAA 推动新时代的引进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随着上述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体系的壮大和成

熟,DRAA的作用也与过往的 CALIS引进资源工作

组有所不同,除了既往的资源采购工作外,工作范围

表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数据库年度累计数量增长情况(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

电子资源类型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数据库总量(个) ４８６ ５００ ５０４ ５０８ ５１５ ５２１ ５４４ ６４６

电子期刊(份) ５２２６８ ５４１２１ ５１００２ ５１２１０ ５２４５０ ５５０９２ ６０６８０ ６２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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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进一步扩大,推动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全面发

展,发挥了引领、组织、协调、填补空白的全方位作用.
(１)本着为国家节约经费考虑,对数据库采购谈判

进行了全面调整,以数据库集团为单位,增加了由理事

单位牵头的谈判工作组,集体讨论决定是否接受集团

采购方案.对于某些涨价过高的数据库,联合国内其他

机构共同应对.例如２０１０年,Elsevier公司的Science
Direct电子期刊数据库提出了大幅涨价的采购方案,

DRAA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NSTL)、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共同发起了

全国性的抵制,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开展工作,不仅最终

迫使对方让步,大幅下调了价格,还与中方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为今后２０余年采购ScienceDirect数据库奠

定了合理涨幅的基础.此后在这个基础上完成并实施

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Science
Direct集团采购方案,为国家节约资金约３１００万美元.

(２)本着为成员馆合法合规引进资源着想,进一

步规范了合同文本和采购工作流程.如:与数据库

商一家家谈判,迫使数据库商的采购合同在资源描

述、适用中国法律、在中国仲裁、中文文本等方面全

面改进;增加了对进口代理商招服务“资格标”的环

节;采购方案由谈判组专家集体签字生效;要求数据

库商提交采购方案到DRAA备案;等等.
(３)要求数据库商提供规范化的售后服务,如:

提供符合 COUNTER标准、可以按SUSHI协议收

割的使用统计报告;提供与数据库配套的数据服务,
如 MARC格式的书目数据、用于电子资源导航的刊

名数据、基于内容的元数据;及时更新数据库最小订

购单元、资源总量和内容列表等相关信息;加强培训

和走访;设专人做售后客服;等等.
(４)建立了 DRAA 集团采购平台,为高校图书

馆、谈判工作组、数据库商等提供标准化和实时服

务[１５].这些服务包括:数据库信息查询 (资源百

科),谈判组工作平台,高校图书馆加入集团成为成

员,采购服务和采购方案查询,培训服务和报名系

统,数据库商上载标准化的数据库使用统计,成员馆

下载本馆使用统计,数据库评估及其评估报告使用

下载,各类用户调查如满意度调查,标准规范提供,
发布通知并查询,等等.平台由深圳大学图书馆开

发维护,实现了在线集团采购,便利了集团采购工

作,团结了参加集团采购的高校图书馆.
(５)开展了大量数据库使用培训工作.从２００２

年开始的 CALIS引进数据库培训周,到２０１０年与

DRAA理事会合作举办,每年一度,形成了引进数

据库的培训服务品牌,广受欢迎,影响力遍及国内

外.截止到２０１８年,引进数据库培训周已累计举办

１６届,每年接受培训的馆员都有数百人.最近几年

开始培训周大会报告的线上直播以后,参加培训的

馆员更是增多.
(６)积极参与数字资源的国家长期保存工作,特

别是 国 家 数 字 科 技 文 献 资 源 长 期 保 存 体 系

(NationalDigitalPreservationProgram,NDPP)的
建设,在包括北大图书馆在内的三个机构节点保存

了 Springer、Nature、John Wiley、Emerald、PQDT
等５０多个中外文数据库的数字资源,有效解决因自

然灾害、人为破坏、地缘政治、经济因素等各种潜在

危险导致数字资源在我国无法长期可靠利用的问

题,为国家科技信息安全提供战略保障,也填补了高

校图书馆这方面的工作空白.
为支持以上工作的开展,DRAA 理事会不仅有

秘书处、数据库谈判组常年负责集团采购运行工作,
还设立了百科工作组、统计工作组、门户工作组、业
务咨询工作组、DRAA 研发团队、规范化建设工作

组、资源开放获取工作组、资源长期保存工作组、资
源深度利用工作组支持各类研究和具体实施.

DRAA以新的工作方式,从采购、资源整合、培
训、评估、长期保存等多方面创新了引进数字资源共

建共享的内容,推动了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共建共享

模式的深度发展.DRAA 的工作得到了高校图书

馆、数据库商、进出口代理商的广泛认可,截止到

２０１７年底,DRAA 集团采购的数据库累计达到１６５
个,２０１７年有效期内数据库为１３４个,参团成员馆

８７５４馆次;在“２０１８年引进数据库满意度调查”中,
成员馆认为 DRAA 集团采购是引进数字资源的首

选途径(如图４),满意度７４％,为历年新高.

图４　DRAA“２０１８年引进数据库满意度调查”报告之

“数据库资源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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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未来:即将到来的数字资源主导时代

４．１　数字资源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导,知识成

为数字资源主体

在经历了数字资源为印本资源的补充、印本资

源与数字资源互为协调建设的过程之后,数字资源

将逐步发展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导,EＧonly模式

成为常态———当然纸质文献(特别是图书和特藏)也
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这种主导不仅仅是表现在经

费的使用和数量的增加上,也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资源基础发生变化,书、刊、数据库等资源集

合形式虽然仍旧存在,基于内容的知识却可以打破

其界限,按用户需求重新组织为更多的新集合.
(２)对数字资源的整合与揭示需要更加准确、实

时,现有的、基于印本书刊的采编模式会消失或者成

为辅助.
(３)数字资源的服务不仅仅限于检索下载,内容

分析、引文链接、数据整理分析、图表衍生、智能翻

译、数字人文工具、团队合作分享等以往看来只是附

属产品的服务将变得同等重要.
(４)如同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一样,使用基于数字

资源与服务的数字资源管理系统,但这个系统最大

的特点不是集成,而是在标准规范基础上的耦合.
(５)数字资源的使用统计与评估成为必须和实时.

４．２　商业出版资源不再一统天下,数字资源体系将

融合多种来源的出版物

在印本时代,图书馆以收藏出版社正式出版的

书刊为主;在数字资源建设的初期,商业出版物为主

要信息资源来源的模式仍然被沿袭.但随着开放获

取出版、独立出版、自主出版等网络出版新模式的发

展,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高等教育双一

流的建设对特色馆藏信息的需要,高校图书馆数字

资源体系将演变成为融合商业出版物、开放获取出

版物、独立出版物、特色馆藏、教学资源(如教学演

示/课件、实验数据)等多种来源出版物混合构成的

多元化体系.而随着出版物来源的增加,单一购买

模式已经被突破,捐赠、租用、链接、采集加工甚至自

动获取都将成为重要的资源建设模式.

４．３　学科化建设使数字资源更深入地满足用户需求

在数字资源建设初期,一般高校图书馆都沿袭

了印本文献的采访分工模式,即按照大学科(文科、
理科、工科等)、文献类型(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

书等)、载体(印本、电子资源、多媒体资源等)、语种

(中文、西文、日文等)、来源(采购、捐赠交换、自加

工)等分工.而今后,由于数字资源数量增加很快且

不断打破传统文献资源的界限划分,与内容深度融

合,以及学科的创新发展和交叉,高校图书馆的采访

分工模式开始变化,不仅转化为按学科分工的学科

化资源建设,且一级学科、甚至某些重点的二级学

科、交叉学科都会成为分工的基础.学科采访馆员

可以与用户直接对接,了解其需求,更好地满足其

需求.

４．４　馆员导向与用户导向模式在数字资源采购中

协调应用

馆员主导采购是印本时代的主要采购模式,这
种模式可以使图书馆资源建设成体系化进行,强调

资源的保障能力和提供能力.而在数字化资源建设

时代,仅仅靠这种模式是不够的,无法满足用户的个

性化或急需解决的需求,因此,包含购买、临时租用

和循证采购三种 方 法 的 需 求 驱 动 采 购 (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DDA,也 称 用 户 驱 动 采 购,

PatronDrivenAcquisition,PDA)模式[１６],将和馆员

导向模式共同应用,在数字资源采购中互为协调和

补充,以保证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完整性,体系化与个

性化、长远发展与实时满足需要共同发展.

４．５　数字资源服务向知识化、个性化、精细化发展

早期的数字资源服务,基本上满足数字资源的

连接畅通、检索准确、全文获取便捷即可.而随着用

户对数字资源和网络平台的要求度和依赖度越来越

高,深入资源内容的知识服务将成为图书馆的重要

服务,一些以往看似只是附加值的服务也渐渐成为

用户的主流需要.如:内容分析服务并生成咨询报

告,精准的引文链接,对发现下载的数据随时可以进

行整理分析,可以把检索到的信息衍生成新的图表,
按需应用的智能翻译,数字人文等跨学科工具,团队

合作分享等.在这个过程中,资源与技术深度融合,
以充分地、精细化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要.

４．６　标准规范的可见度、应用性增强

标准规范是数字资源发展、服务的软性基础设

施,各类标准规范的最佳应用会保证数字资源的可

发现、易用性、复用性、互操作性、共享性及其可持续

发展.而数字资源数量的迅猛增长,数字化服务的

普遍性普适性加强,都带来了标准规范的发展和更

多应用要求.因此,标准规范在数字资源的建设中,
可见度将大大提高,部分相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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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荐标准成为强制性标准.

４．７　数字资源评估会更加全面科学、实时准确

早期的数字资源评估,虽然强调数量、结构、内容

与质量、检索与获取能力、服务、信息组织能力、可持

续发展能力、基础设施、使用数量、文献保障率、成本

评估、共享能力等多方面都要进行评估,但由于数据

获取不够便捷和实时,因此全面评估很少甚至没有,
日常评估主要在内容与数量、使用统计与成本评估等

关键点.今后,随着数据获取越来越规范化、实时化、
便捷化,数字资源评估将会粒度更细(例如电子期刊

的评价可以到刊)、完整、科学准确、实时更新,从资源

建设的起点开始,伴随数字资源发展的全流程.

４．８　长期保存成为刚需,常态化发展

近几年,图书馆越来越重视数字资源的长期保

存,无论是灾难防备、资产管理还是政治经济因素,
长期保存渐渐成为刚需,不可或缺,保存机制和保存

体系也在逐步完善.长期保存所涉及的存储技术、
资源标识、服务触发、仿真再现、知识产权、安全认证

等诸多问题,解决方案将逐渐成熟.长期保存必然

会像印本书刊存储一样,成为必需和常规.

４．９　合作共享将贯穿数字资源建设的全生命周期

图书馆之间的共建共享会深度融合到图书馆数

字资源发展中,进一步贯穿于数字资源建设的全生命

周期,包括但不限于过往的资源合作共享会发生在以

下环节:(１)数字馆藏的联合采购;(２)基于数字资源

之间的、数字与印本资源之间的资源统一整合;(３)馆
际之间合作开展深度数字化服务;(４)开展联合长期

保存;(５)共同合作培训与馆员发展;(６)联合开展资

源评估;等等.也就是说,共建共享将在数字资源建

设中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全方位的重要作用.

５　结语

在我国高校图书馆３０多年的数字资源引进建

设中,图书馆与图书馆联盟 CALIS、DRAA 都进行

了可贵的探索,合作协调、创新发展直至体系成熟,
为用户提供了大量高水平数字学术资源.在这个过

程中,资源共建共享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图书馆资源建设会面

临更大挑战和更多不确定因素,用户需求也会出现更

多变化,图书馆唯有继承过往优秀传统,联合应对,抱
团取暖,方能顺应态势发展,迎来又一个新时代.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沈

正华、李晓东、章琳、艾春艳、李浩凌、李莹、刘娟娟等的

大力支持并提供各类文字和数据,在此特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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