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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2>6841:4<;F6:06AB4B@48< R8D7BF45678 /@E5;F! 简称210R/' 共

享服务的机制与基础! 从资源采集" 资源发现" 资源提供" 联合问答" 培训服务" 技术服务" 保存服务等

方面介绍210R/提供的共享服务并说明服务所取得的成效! 指出 210R/ * 期服务的主要思路就是同时提供

面向最终用户和面向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服务机制( 共享服务( 服务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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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R/ 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2>684

1:4<;F6:06AB4B@̂ R8D7BF45678 /@E5;F, 的简称! 是

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 %"%% 工程& 总体规

划中 * 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 作为国家经费支持的

中国高校图书馆联盟! 210R/ 的宗旨是) 在教育部

的领导下! 把国家的投资$ 现代图书馆理念$ 先进

的技术手段$ 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

起来! 建设以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教

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 实现信息资源共建$ 共知$

共享! 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中国

的高等教育服务#

经过 %九五&$ %十五& 的建设! 210R/以系统

化数字化学术信息资源为基础! 以先进的数字图书

馆技术为手段! 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2W_N

3W=, 为依托!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科

技创新和教育创新! 初步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开放式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的框架! 使之成

为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之一#

$%-D,M0共享服务的机制

$J$%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的特点

+%, 标准与规范建设!在数字图书馆标准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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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设方面! 210R/ 建立了符合国际主流$ 与未来

的国家标准保持同步衔接的 210R/ 标准规范体系!

形成了包括数字资源加工与存储$ 数字对象分类与

描述$ 元数据标准与互操作$ 系统模式与互操作$

服务模式与规范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 为建设开放

式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技术保障#

+", 资源建设!210R/ 重点建设中外文图书$

电子期刊$ 学位论文$ 经典专著$ 教学参考用书和

其他重要文献等全文数据库" 联合书目$ 现刊目

次$ 重点学科导航等二次文献数据库" 中国工程技

术史料$ 古文献等 )# 个跨学科专题特色数据库以

及部分工具性数据库! 同时通过引进国内外数据库

资源! 形成以数字化图书期刊为主$ 覆盖所有重点

学科的学术文献资源体系#

+*, 技术支撑环境建设!210R/ 建立了具有数

字资源管理$ 组织$ 存储$ 访问$ 服务等功能的分

布式数字图书馆系统# 该系统支持商业性文献资源

的代理服务与收费结算! 具有与国际国内重大数字

图书馆合作计划的应用接口! 成为国家信息资源共

享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服务体系建设!在 %九五& 建成的 210R/

* 级保障体系的基础上! %十五& 期间! 210R/ 进一

步加强了 + 个全国文献信息中心$ ' 个地区文献信

息中心的建设! 加强了它们的服务和协调能力! 并

增设了 %) 个省级文献服务中心# 同时! 为了吸纳

一批资源和服务能力雄厚的非中心馆加入 210R/ 核

心服务体系! 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建设和提升数字

化服务能力! 在全国高校建设了 "" 个数字图书馆

基地# %十五& 期间参与 210R/ 项目建设并提供服

务的高校馆达 "(% 个馆 '## 多馆次! 平均每个馆参

加了 "[) 个子项目的建设#

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在标准和规范方面$ 资源

方面$ 技术保障支撑环境和服务体系方面的建设!

为210R/大规模$ 多角度$ 深层次的共享服务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J!%-D,M0共享服务的机制

+%, 全方位共享! %十五& 期间! 直接参与

210R/项目建设的高校成员馆达到 "(% 个! 通过各

中心馆间接参与或获取 210R/ 服务的馆则达到了

(#$ 个# 以各子项目建设和 210R/ 服务项目为基础

形成的高校图书馆共建共享联盟! 在推进高校文献

资源的合理配置$ 培育图书馆新型专业人员和促进

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基本实现高校图书馆

之间的资源共享$ 设施共享$ 系统共享和人力共

享! 显著提高了图书馆文献信息保障和服务水平!

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信息化进程#

+", 以贡献换服务!通过210R/建设和购买的

资源分布在众多成员馆! 由各馆本地系统与各级中

心门户系统共同构成分布式数字图书馆体系# 21N

0R/目前的服务主要面向高校和教育机构! 秉承各

馆自主$ 自由加盟$ 促进共享的原则! 实行会员

制# 这些单位加入210R/ 后! 作为210R/ 的成员馆

严格遵守210R/的服务规范! 合理地利用 210R/ 提

供的服务" 在本单位读者中积极宣传推广 210R/ 服

务! 做好本单位的文献保障服务工作" 参加 210R/

共享系统建设! 积极创造条件向 210R/ 提供馆藏目

录等数据" 积极配合210R/ 的各项工作! 积极参加

业务培训! 提升业务水平#

+*, 多方投资支持!在210R/地区中心和省中

心建设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省

级文献保障系统# %十五& 期间 210R/ 管理中心建

立了 %) 个省中心# 加上 %九五& 期间建设的 ' 个

地区中心! 全国 "" 个省 +区市, 的地方建设纳入

到 210R/ 体系中! 成为 210R/ 的重要组成部分#

210R/通过少量投资! 大大加强了 210R/ 服务的整

体性和面向全国的辐射作用! 为 210R/ 成果的广泛

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宣传与推广途径! 也为进一步建

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J&%-D,M0共享服务的基础

+%, 标准与规范建设是210R/共享服务的基础

!210R/建设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 难度极大的系

统工程# 不同于单馆建设的数字图书馆! 要建成一

个开放的$ 分布式的$ 多馆协作的数字图书馆! 涉

及到众多参建馆的互联和众多应用系统的集成# 为

此! 210R/投入大量人力! 抽调众多图书馆的骨干

力量! 编纂了包括 '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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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范($ '210R/联机合作编目手册($ '引进资源

工作规范($ '高校馆际互借业务规范($ '210R/ 服

务协议( 等在内的标准$ 规范和协议#

+", '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

!是为各个 210R/ 子项目建设负责人$ 技术负责

人$ 数据质量管理负责人以及负责子项目应用系统

开发或招标的负责人而编制的! 用于指导和规范中

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下的各个 210R/ 子

项目的建设与服务! 以保证各 210R/ 子项目建设成

果能够成为210R/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引导

高校图书馆自身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和为高校馆服务

的主要数据库商$ 系统商$ 软件商们所提供的产品

与解决方案走上标准化与规范化的道路! 最终建立

真正开放的$ 分布式的$ 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高等教

育数字图书馆#

+*, 数据标准与规范!是提高书目数据质量!

保持书目数据库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10R/ 联合

成员馆编纂了包括 '210R/ 联机合作编目手册( 在

内的一系列标准$ 规范和培训资料等业务文件! 与

联合书目数据库建设配套! 作为联机合作编目人员

编制书目数据的统一规定和参照依据! 凝聚了高校

图书馆编目专家们巨大的心血! 推动了我国文献资

源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 引进资源工作规范!%# 年来! 210R/ 引进

资源集团采购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 为成员馆节省

了经费$ 增加了资源! 最终用户受益匪浅# '210R/

引进资源工作规范( 用于明确 210R/ 引进资源的工

作流程! 规范 210R/ 的集团采购$ 成员馆的参团$

数据库商的服务等! 加强对 210R/ 集团采购国外引

进资源的管理#

+),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业务规范!是图书馆

开展资源共享的重要形式之一! 近年来得到了快速

发展# 210R/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网和21/V0文献

传递服务体系共同构架了全国性的高校馆际互借网

络! 对于推动和协调高校的馆际互借工作起到重要

作用# 为进一步推动高校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规

范化运行! 指导高校图书馆更好地开展馆际互借和

文献传递! 210R/管理中心与21/V0管理中心联合

制定了 '高校馆际互借业务规范(#

+&, 服务协议!为促进210R/建设成果的推广

利用! 扩大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范围! 营造更有益

于教学科研的信息服务环境! 210R/ 管理中心$ 省

中心和成员馆联合签署 '210R/ 服务协议(# 协议

中明确规定210R/提供给省中心和成员馆的各项服

务! 省中心的职责和成员馆的权利与义务# 210R/

希望通过 * 方协议对成员馆的服务进行保障! 也希

望成员馆履行应尽的义务#

上述标准$ 规范和协议! 对指导 210R/ 项目的

共建! 实现210R/服务的共享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D,M0提供的共享服务

!J$%资源采集

+%, 集团采购!210R/ 引进资源集团采购工作

的服务对象以高校图书馆为主! 兼顾部分科研机

构# 服务内容包括前期联络工作$ 数据库评估$ 数

据库谈判$ 组织集团采购$ 集团采购方案审核$ 组

织培训$ 数据库商售后服务的监督等# 引进的数据

库以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资源为主! 以海外的网

络资源为主" 在资源分布上! 要保障重点学科需

要! 兼顾其它学科分布情况" 在类型分布上! 要兼

顾二次文献型数据库$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事实

型数据库等完整体系的建设# 所购数据库一般能够

以专线$ 镜像或本地的方式提供服务! 以使用户能

够方便快捷地访问资源为目标# 凡是和 210R/ 签署

了 '210R/集团采购委托协议( 的成员馆都可以参

加210R/组织的集团采购#

+", 协调订购!210R/ 协调订购工作的服务对

象为210R/各共享域内的图书馆# 共享域的协调订

购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合理分配! 降低资源的重复采

购!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目前文专图书订购$ 外语

联盟图书订购等都采用 210R/ 的资源联合订购系

统# 服务内容包括) 在设定的范围内查重 +210R/

联合目录数据库作为基础库," 经费额度可按年$

按馆$ 按共享域等条件控制" 揭示订购信息" 新书

目录报道等# 目前免费提供给各共享域使用#

!J!%资源发现

+%, 联机编目!服务对象为高校图书馆$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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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中小学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科学院所情报

机构$ 图书流通机构等# 210R/ 联机编目工作主要

是为各类藏书及书刊流通机构提供检索$ 套录编

目$ 原始编目$ 编制规范记录$ 加载馆藏和下载书

目记录等# 服务费用采用按年费$ 按条目两种收费

方式! 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 费用收取标准不同#

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条件下! 将实行免费服务#

+", 西文现刊目次!服务对象以高校图书馆为

主! 兼顾部分科研机构# 西文现刊目次系统能揭示

国内订购的大部分馆藏期刊! 服务内容包括数据整

合$ 系统整合$ 各类期刊服务整合等# 图书馆员利

用系统可以导航本馆的纸本期刊! 也可以导航电子

全文刊! 读者利用该系统可以最大可能地查到所需

文献! 尤其是西文期刊# 从 "##$ 年开始 210R/ 西

文现刊目次数据库对成员馆免费服务#

!J&%资源提供

+%, 210R/学位论文数据库!提供高校学位论

文的目次报道以及部分论文的前 %& 页! 并在作者

授权范围内提供在线浏览$ 文献传递等全文服务#

该数据库面向全国免费开放# 如所需的全文以馆际

互借与文献传递方式提供则要另外收费#

+", 210R/教学参考书数据库!包括教学参考

信息库和教学参考书电子全文书库服务# 210R/ 教

学参考书数据库提供了一个集中式的$ 包含 )# "%%

条记录的可供全国高校师生检索和浏览的高校重点

学科中文教学参考信息库! 及集中式的在 )" 个参

建馆范围内免费检索的$ 解决了版权的 &+ #)) 种教

学参考书的全文电子书库#

+*,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由资源丰富$ 馆际

互借工作开展较好的高校馆组成! 除了加强相互间的

双向传递服务外! 每个成员还依托文献传递网的丰富

资源和服务能力! 向其他高校馆提供服务# 服务内容

包括部分图书的馆际互借服务$ 论文的文献传递服

务$ 代查代检服务等! 特种文献的服务由各服务馆根

据各馆情况自行制定#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是收费服

务! 210R/对成员馆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J'%联合问答

210R/联合问答服务对象为高校图书馆以及其

他使用数字图书馆的最终用户# 咨询员可不受时

间$ 地点的限制! 在网上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问# 由

中心级咨询系统和本地级咨询系统两级架构组成!

充分发挥各个成员馆独特的咨询服务作用! 也能通

过中心调度系统实现各成员馆的咨询任务分派与调

度! 共同为读者的各类问题提供回答和咨询服务#

210R/联合问答服务目前是免费的#

!J(%培训服务

培训是210R/积极推广的一种服务# 目前的培

训主要是图书馆员! 包括编目员$ 咨询馆员$ 采访

馆员$ 系统管理员等# 服务内容包括引进资源培

训$ 编目业务培训$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培

训$ 系统培训$ 针对西部院校的培训等# 其中部分

服务是免费的! 如引进资源培训$ 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服务培训$ 针对西部院校的培训等" 编目业务

培训$ 系统培训需收取费用支付教师讲课费#

!J)%技术服务

210R/采取自主研发和合作开发的方法! 遵循

统一的 '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

组织开发了一系列的数字图书馆应用系统! 构成完

备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支撑体系# 21N

0R/利用这些软件为各级中心和成员馆提供数字图

书馆解决方案! 帮助其构建数字图书馆及相关应用

系统# 由于服务能力所限! 210R/ 数字图书馆应用

系统在各级中心免费部署! 为成员馆提供服务# 但

成员馆如需单独部署! 需要收费#

!J*%保存服务

对于数字图书馆而言! 数字资源的保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费#

210R/目前的侧重点是引进资源的保存! 通过本地

保存$ 镜像$ 光盘$ 出版商存档$ 国家级存档等多

种方式对以 210R/ 名义集团采购的资源进行保存!

并根据和出版商达成的协议对参加集团采购的成员

馆提供服务#

&%-D,M0共享服务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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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给出部分共享服务的服务情况和参加建设

或者享受服务的成员馆数量# 成员馆一致认为!

210R/的共享服务! 建立了全国高校合作提供资源

和服务的规范化平台!促进了高校馆藏的合作化发

展! 为中国的科研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保障! 加大外

文信息资源的推广使用! 缩小小馆与大馆之间的差

距! 节约了成本! 保护了成员馆的利益#

!表 $ -D,M0部分共享服务的成效

服务名称 服务成效

集团采购

!

!

!

%十五& 期间! 购买 "+ ### 种$ 约 +## 万份全文电子期刊" ( )'' 种$ 约 *# 万份会议录" %+) #)" 种$ 约 %"# 万册电

子图书# 平均回溯年限大约 %) 年左右# "##( 年210R/集团采购的电子报刊全文下载量近 % 亿篇" 电子图书全文下

载量近 * 千万篇" 文摘索引数据库的访问量超过 & 千万篇# %# 年间! 210R/共组织了 +*$ 次集团采购! ") *%+ 馆次

参加了集团采购

协调订购 服务惠及参加文专图书订购$ 外语联盟订购$ T̀Z=学位论文集团采购的 %"# 多家成员馆

联机编目

!

书目记录 ")' 余万条! 馆藏信息 " (## 万余条! 各类型规范记录 () 余万条! 月平均增长量约 " 万条" 提供书目数据

下载服务 " (## 余万条! 现月平均下载量约 +) 万条# 目前有 &#* 家成员馆使用此项服务

西文期刊目次 * 万多种西文期刊的篇名目次数据! 其中有 "" ### 种现刊的篇名目次每星期更新一次# 目前有 ))' 家成员馆! "##(

年访问量达到 "## 多万次

学位论文数据库

!

$(家成员馆建设的 ") 万余条学位论文目次和摘要信息免费在全国范围内检索! 其中 ) 万余条带有前 %& 页! ) 万余

条为全文

文献传递服务 %十五& 期间! 210R/文献传递网的 *$ 个成员馆文献传递总量近 )# 万篇! 受益馆达 (## 余家

编目业务培训 %十五& 期间! 210R/联机编目中心共举办各种培训 "& 次! 共有 " %*+ 人次参加了培训

编目员资格认证 "##+ ,"##$ 年! 共组织中$ 西文考试 & 次! 总计 %"" 家图书馆$ * 个商业公司共 *#& 人取得了 * 级编目员资格

引进资源培训 "##" 年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的 %210R/引进数据库培训周&! 共举办了 ' 届! % '#& 人次分别参加了 %($ 场培训

文献传递服务培训 %十五& 期间! 各中心举办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培训 %) 次! 共计 )(% 人次参加

其他业务培训 各中心共举办了其他业务培训 "% 次! 如元数据应用$ 虚拟参考咨询服务培训等! 共计 " ##) 人次参加

系统培训 %十五& 期间! 共举办了 %+ 次应用系统培训! 共计 (&' 人次参加

西部培训

!

为了支持西部图书馆建设! 加强对西部高校馆员的培训! 210R/ 开展了西部培训! 共有 )"# 人次$ *%+ 馆次从中受

益

'%-D,M0& 期服务的思路

从服务体系的角度来看! 210R/ 是一个由众多

高校成员馆$ 各级信息共享机构和其他各类信息服

务机构 +以下统称信息机构, 组成的联合服务体

系# 210R/ * 期将和信息服务机构互为前后台! 互

相支持# 如图 % 所示! 210R/ 将通过各信息服务机

构资源与服务的整合! 形成 210R/ 的共享资源与服

务! 再以自身的服务门户直接向最终用户 +读者,

提供服务# 这种模式下! 210R/ 在 %前台& 直接面

向读者提供服务! 各信息服务机构在 %后台& 提供

具体的服务支持#

!!对高校来说! 读者通常都会去访问本校图书馆

门户主页! 各图书馆希望能将 210R/ 整合的服务集

成到自身的门户之中! 以加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210R/也希望通过这种 %间接 &的模式 !把210R/

图 $%-D,M0与信息机构联合服务示意图

整合成的共享资源与服务通过各个信息机构推送到

最终用户面前! 即210R/必须能向信息机构提供服

务集成与嵌入的功能# 这种模式下! 各信息机构成

为直接面向最终用户的 %前台&! 而 210R/ 成为他

们的 %后台& 支持# 所以! 210R/ * 期的建设将同

时包含对最终用户的服务和对信息机构的服务#

*)%*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 !&'()*+,'-./012+,1*-').+3124!"#$#!5678%$!*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