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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eijing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BALIS）
的原文传递服务已开展十年，为保证BALIS原文传递服务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BALIS原文传递服务十年发展状

况进行全面总结、回顾与思考，对目前发展中仍存在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进行客观、多维评估，并提出BALIS原文传

递服务未来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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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S原文传递服务十年发展与思考

1 BALIS原文传递服务简介

BALIS原文传递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北京

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下设的五个分中心之

一，现有96家成员馆，其中包括92家北京地区高校图书

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3家合作公共

馆，以及1个团体成员馆（即北京地区医院图书馆协会，

中心办公室设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2007年12月，

中心正式启动服务，为BALIS成员馆的注册读者（包括

教师、学生、科研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纸本期刊

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和电子

全文数据库的原文传递服务。十年来，BALIS原文传递

服务稳步发展，系统逐步完善，管理日趋成熟，与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y，CASH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等

全国性资源保障体系均开展了友好合作[1]。

2007年12月1日—2017年6月30日，BALIS原文传递

本地系统总服务量为172 075条，满足量142 169条，满

足率82.62%，平均每条申请完成时间1.86天，共注册人

数62 114人；2013—2016年，BALIS/CALIS融合系统

中，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总服务量为271 540条，满足率

为82.25%，平均每条申请完成时间4.07天，共注册用户

32 343人；2014—2016年，CASHL系统中，北京地区高

校图书馆总服务量为15 269条，满足率为87.88%，共注

册用户8 103人。

2 BALIS原文传递服务发展历程

回眸十年的工作，中心历经了四个阶段的探索、发展

和思考，总结出“以读者为中心，以资源和系统为保障，

以提升服务、宣传培训、拓展合作为重点”的发展战略，

如今正朝着“读者满意，广泛利用”的方向稳步迈进。

2.1 服务与检索平台搭建

2.1.1 读者服务平台建设

2007年，中心研发创建了BALIS原文传递读者系统

与管理系统，并在2008年、2010年分别进行了两期改

进优化工程，搭建自身服务平台。

（1）平台搭建。平台建设期间，考虑到平台运行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服务器使用sola r i s操作系统的

TOMCAT5版本作为网站发布平台，降低病毒对平台运

行的影响。平台开发语言使用JAVA（JDK1.5版本），充

分利用JAVA语言的强大功能和稳定性。考虑到平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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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量大及运行过程中数据量增长速度快，数据库采用

ORACLE9i版本。稳定的服务器发布平台、先进的软件

开发语言和数据库为平台运行保驾护航。

（2）平台测试修改。平台测试阶段通过大量测试数

据发现一些问题。突出问题是中文字符乱码，ORACLE
数据库采用GBK字符集，solaris操作系统默认显示英

文，网页间传递参数通过8859_1字符集，使得在提交中

文文献信息时会出现乱码。通过对程序修改完善，将参

数进行统一编码转换为GBK字符集，彻底解决乱码问

题。在平台管理系统测试过程中发现统计功能显示结果

速度慢，因而对ORACLE数据库表结构进行优化，增加

索引列，优化SQL语句，使统计结果显示速度明显提升。

（3）平台开始运行。平台正式运行时发现在集中

访问的时间段易出现访问速度变慢的情况，影响平台

正常使用。通过对程序和数据库的排查分析，发现是因

程序占用过多数据库连接数导致的。通过优化程序，减

少调用数据库连接数；使用数据库连接池，增加数据

库并发连接数等相关修改，解决访问变慢的问题，使平

台能够稳定运行。

2.1.2 资源检索平台建设

BALIS成员馆众多，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分散于

各成员馆的馆藏之中，如果不能有效整合成员馆的馆藏

与数据库资源，则不便于读者“一站式”精确检索到所

需文献。因此，除自身服务平台的搭建外，中心还积极

搭建读者检索平台。2008—2009年，中心与中国科学

院达成“全国期刊联合目录”合作协议，将BALIS成员

馆资源整合到联合目录中，将40多个成员馆的外刊纸

本资源和36个成员馆的外文数据库上载到CALIS西文

期刊目次数据库。2010年，中心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

录体系和上海图书馆馆藏目录体系整合到读者系统，至

此，中心完成借助CALIS外文期刊网、全国期刊联合目

录、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上海图书馆馆藏目录等数据

库，搭建资源检索平台的工作。

中心开展合作服务至今，读者从国家图书馆获取文

献7 153条，从上海图书馆获取文献1 256条，具体情况

如表1和表2所示。

2.2 融合系统共建

2011年，为进一步扩大读者资源的可获取范围，中

心与CALIS开启系统融合服务，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

服务质量为目标，在维护BALIS品牌的前提下，分阶段

逐步实现与CALIS系统的融合。2012年底结算统计，系统

请求约3万条，结算费用148 455元，约5.0元/条。2013年1
月1日，融合系统正式服务，使得当年服务总量上升，服务

成本却有所下降，约为1.8元/条。

2013年底，为充分利用CASHL建设成果，让BALIS
原文传递成员馆经常使用CASHL的免费服务，BALIS
与CASHL自2013年11月1日起开展合作服务。

合作以来，BALIS/CALIS融合系统与CASHL系统

服务数据如表3和表4所示。

2.3 建立统一检索平台

2014年，BALIS管理中心主持建设北京地区高校文

献资源统一检索平台，全面整合和揭示北京地区88所高

校图书馆的纸本文献和数字资源，实现北京地区高校文

献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

在先后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合作后，鉴于首

表 1 国家图书馆服务情况统计

时  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总服务量/条

314

1 705

1 134

864

745

797

669

925

满足量/条

219

1 224

669

540

517

550

465

659

2.36

4.14

1.78

1.93

1.63

1.84

1.12

2.17

69.75

71.79

58.99

62.50

69.40

69.01

69.51

71.24

满足率% 平均完成
时间/天

表 2 上海图书馆服务情况统计

时  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总服务量/条

77

246

280

160

100

100

154

139

满足量/条

75

214

244

136

82

78

122

124

1.01

2.41

2.07

2.91

3.55

2.56

2.93

2.22

97.40

86.99

87.14

85.00

82.00

78.00

79.22

89.21

满足率% 平均完成
时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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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图书馆的资源特色与影响，2014年底，中心与首都图

书馆正式签约合作。BALIS成员馆以6家学科服务馆为

节点向首都图书馆提交原文委托请求；而首都图书馆作

为北京市公共图书馆的节点，向BALIS提交原文委托

请求。

2015年1月1日—2017年6月30日，首都图书馆总服

务量403条，其中接收请求164条，满足39条；发送请求

239条，满足146条。注册用户94人。在BALIS成员馆中，

首都图书馆接收请求量排名18，发送请求量排名36。
双方的合作尝试对各自的馆藏资源均形成有益互

补，便利了读者，也实现了服务双赢。而在合作的初期阶

段，由于双方对彼此馆藏不了解、系统磨合等问题，造

成读者的请求不能被满足的情况发生。

2.4 与NSTL合作

目前NSTL是我国最大的科技文献保障和服务机

构，其资源能对BALIS形成有益的补充。因此，为更好

地满足读者文献需求，经过充分调研与多次交流商讨，

BALIS与NSTL于2016年底正式签订合作协议，达成合

作意向：（1）BALIS在NSTL各成员馆馆藏范围内请求

文献传递，执行NSTL收费标准的50%；（2）为NSTL在
BALIS系统中建立账号，分配相应权限；（3）NSTL各
成员单位负责为BALIS提供文献传递服务，并由NSTL
用户服务中心统一协调双方服务人员对接及联系；（4）
NSTL配合完成与BALIS系统对接工作，并配合做好技

术维护。

2017年初，BALIS与NSTL正式完成对接并上线运

行，读者可通过BALIS统一检索平台直接检索到NSTL
的资源并提出申请。截至2017年6月30日，BALIS成员馆

读者向NSTL提交1 967条申请，成功1 828条；其中，普

通申请675条，代查代检申请1 153条；最终共满足申请

1 455条，其中普通申请满足670条，代查代检申请满足

785条。

3 BALIS原文传递服务特色

历经四个阶段的资源、系统建设与拓展合作，BALIS
原文传递服务形成四种特色发展模式。

3.1 民主集中式管理

BALIS原文传递系统采取民主集中式管理体制。

其管理中心设立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主要负责协调

各馆资源及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统计各成员馆的经费

使用、补贴发放情况，对各馆服务进行评估和奖励，实

现管理集中监控、资源集中配置与系统集中共享。

除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外，中心还下设4个委员

馆，即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北京农学院图书馆、首都

医科大学图书馆和和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其中，北京

理工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农学院图书馆侧重技术方面问

题的收集与反馈；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医科大

学图书馆侧重服务方面问题的收集与反馈。重要政策的

出台和重大活动的开展必须先经过委员馆会议讨论通

过，再由中心或委员馆负责落实。为规范原文传递服务

管理，中心还先后起草和修订《BALIS原文传递服务评

估办法》《BALIS原文传递服务规范》《BALIS原文传

递经费补贴方案》等各类管理性文件，以期更好地指导

和开展工作[2]。

为更好地服务读者，中心连续十年每年都会举行

年终总结大会，公布各种服务统计数据和排行榜，对年

度工作进行评估和总结，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

国内各大文献传递服务机构及BALIS联盟中，中心率

先提出并始终坚持举办评估总结表彰活动，不仅凝聚

了团队力量，促进了经验交流，还运用激励机制调动各

成员馆文献传递人员积极性。在每年年终总结大会上，

中心还组织成员馆就上一年度服务中发生的问题进行

讨论和解决，要求各成员馆严格执行服务规范。在实际

工作中，如果通过中心系统发现有成员馆出现问题，就

表 3 BALIS/CALIS融合系统2013—2016年服务数据统计

时  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服务量/条

50 327

75 725

87 973

57 515

注册用户/人

7 426

8 089

9 292

7 536

4.61

3.73

2.04

5.89

81.60

84.46

84.06

78.89

满足率% 平均完成
时间/天

表 4 CASHL系统中BALIS成员馆2014—2016年服务

数据统计

时  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服务量/条

6 539

5 021

3 709

注册用户/人

4 732

2 001

1 370

89.78

87.25

86.60

满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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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决。如2008年，发现很多成员馆满足率较低，完

成请求时间较长，针对该问题将满足率和平均完成时

间纳入下一年的年终考核，激励成员馆更快、更好地为

读者服务。

3.2 多层级便捷服务

3.2.1 分布式业务体系

BALIS原文传递的具体服务和读者由成员馆各自

分散管理。成员馆既是请求发出者，又是请求的满足

者。成员馆读者的申请可以直接提交至任意成员馆，并

由该馆文献传递人员直接进行处理[3]。该服务模式与

CALIS等文献传递服系统需要文献传递人员作为“中

介”转发本馆读者申请的模式不同，能够实现以最低的

成本、最高效率的满足读者需求。具体业务流程如图1
所示。

3.2.2 多层级服务体系

为让广大读者共享系统外文献资源，中心特构建

多层级的服务体系，即一般成员馆提供本馆馆藏文献

传递服务，学科服务馆接收系统读者的委托申请。学科

服务馆有6家，即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北京交通大学

图书馆、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2016年，

NSTL也加入BALIS原文传递学科服务馆行列。多层级

服务体系的建立，使读者在统一检索平台无法定位馆藏

时，不需要二次“转发”，可直接自助提交请求到学科服

务馆进行代查代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馆资源更新

不及时的不足，提高服务的满足率，缩短申请的完成时

间。此外，学科服务馆也是BALIS原文传递与CALIS、
CASHL、NSTL、首都图书馆等机构进行系统融合与合

作服务的重要节点[4]。

3.2.3 合作服务体系

BALIS原文传递作为区域高校资源共享系统，只有

积极探寻合作服务之路，打破相对狭小的地域壁垒，才

能充分满足读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文献需求。十年来，

中心始终秉承“合作服务，探索前行”的发展战略，不

断深化与国内外其他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各

图 1 BALIS原文传递服务流程

类型图书馆联盟的合作，不断拓展为读者服务的广度

与深度。如在发展初期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

国科学院合作，2011—2015年与CASHL、CALIS合作，

2015年与首都图书馆合作，2016年与NSTL合作等。通

过与这些机构间资源、系统的共享共知，使读者享受到

BALIS原文传递服务十年发展与思考徐飞，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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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方便、快捷、丰富的文献传递服务。

3.3 特色宣传培训体系

宣传培训对文献传递工作而言任重道远，中心在

BALIS联盟中率先尝试开展宣传月活动，经过十年坚

持形成独有的三大特色：方案清晰，评估及时；宣传培

训，齐头并进；统一部署，各显神通。

每年宣传月由中心制定统一计划，进行统一部署，

制作宣传页、宣传展板，促使保障活动按计划有序进

行。如2013年重点推广BALIS/CALIS融合系统服务，

2014年重点推广BALIS与CASHL的合作服务，2016
年着重宣传BALIS与NSTL的合作服务等。成员馆则

结合实际情况，分别开展本馆特色活动。在宣传月活

动前期，中心会事先向成员馆公开评估办法；在宣传

月活动期间，中心会对3家以上成员馆的读者进行培

训，而各成员馆每年针对不同类型读者组织的培训活

动达上百次；在宣传月活动结束后，及时按评估标准

汇总各项数据并进行评分，推举出先进代表并介绍成

功经验。

此外，要做好读者服务，文献传递人员自身素质提

升必不可少，因此，中心每年定期组织针对文献传递

人员的各类服务培训与交流活动，帮助文献传递人员

提升自身素养。中心还十分重视实时交流，先后建立

BALIS原文传递邮件群组、qq群、微信群以及BALIS原
文传递各类业务讨论群。各类型交流群的建立，方便中

心与成员馆之间、成员馆之间、文献传递人员之间实现

不同层面的培训、交流和沟通。

3.4 “走出去”发展战略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为比较地域性文献资源

保障体系的发展特点，把握地域性资源共享的发展趋

势，中心始终坚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与联盟

成员馆开展调研工作，学习对方先进工作经验，取长补

短促进自身成长。如2014年，BALIS原文传递中心和馆

际互借中心各委员馆馆长在BALIS管理中心带领下前

往FULink、厦门大学图书馆、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

绍兴图书馆、温州大学图书馆进行相关调研、交流和学

习。2016年，中心组织所属委员馆馆长调研陕西省的5
所高校图书馆。

4 BALIS原文传递服务效益分析

4.1 满足海量需求

BALIS原文传递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搭建北京

地区高校图书馆间的统一检索与管理服务平台，将分

布于北京地区各大高校及公共馆的文献信息源连接起

来，无形中扩大了各成员馆的文献资源，方便快捷地满

足用户对本馆未收藏海量文献资源的需求。

从表5可见，BALIS北京地区各成员馆本地系统服

务量于2012年达到高峰；由于2013年BALIS与CALIS
共建融合系统，2014年BALIS与CASHL开展合作服

务，部分读者请求分流至融合系统与CASHL系统，因

此本地系统服务量略有下降；但BALIS/CALIS融合系

统服务量在2013—2016年逐年上升，服务总量有了明显

的飞跃；2016年之后，由于CALIS取消了对融合系统中

文献传递申请的费用补贴，融合系统的读者申请量有所

下降，本地系统的读者申请量有所回升。

表 5 BALIS原文传递历年服务总量情况统计

时  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BALIS本地系统
服务量/条

2 180

12 123

18 918

26 245

27 337

23 458

19 645

15 017

14 592

12 560

BALIS/CALIS融
合系统服务量/条

CASHL
服务量/条

-

-

-

-

-

50 327

75 725

87 973

57 515

-

-

-

-

-

-

-

6 539

5 021

3 709

-

由表6可见，在满足率方面，经过对资源的不断扩

充以及对系统的不断完善，BALIS本地系统满足率从

2008年开始逐年上升，2012年以后均超过80%。BALIS/
CALIS融合系统的满足率也一直稳定在80%左右（见表

3）。由于CASHL系统中北京地区各高校成员馆自身资

源揭示的准确率高，资源满足率均超过85%（见表4）。
从每条申请平均完成时间看，BALIS本地系统服

务平均完成时间从2008年开始逐年呈下降趋势，2009
年以后基本稳定在2天以内（见表7）。BALIS/CALIS
融合系统的平均完成时间在2013—2015年呈逐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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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分别为4.61天、3.73天、2.04天，但2016年由于

CALIS补贴取消，代查代检订单量较多的原因，使平均

完成时间升回到5.89天（见表3）。

据库。以Elsevier为例，其刊物价格在1986—2000年上

涨226%，而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62%，Elsevier 的
盈利在32%—35%，甚至更高[5]。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

同层次成员馆的文献资源经费分配始终存在落差，部

分中小型高校图书馆越来越难以负担高昂的学术期刊

和数据库订购费用。因此，网络环境下的原文传递服务

成为实现资源共享最有效的服务方式之一，也是满足读

者个性化信息需求最有效的途径。

十年发展，中心以较少的成本支出构建了一个完备

的资源保障体系，对所有读者始终秉承免费服务的原

则，对提供文献服务的成员馆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和

奖励。这样的策略既能解决各馆在某一领域文献短缺

与读者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的矛盾，又能提高各馆馆藏

利用率，实现不同层次高校图书馆间资源的共享共建，

节省文献经费。

本地系统中，从单篇文献的申请频次看，查重后统

计得出文献125 706篇，单篇申请频次大于等于20次的

文献有42篇，占比0.03%；大于等于10次的有141篇，占比

0.11%；大于等于5次的文献有1 459篇，占比1.16%；大于

3次且小于5次的文献有1 672篇，占比1.33%；而申请频次

不超过10次的文献有125 565篇，占比99.89%；申请频次

不超过3次的有122 575篇，占比达97.51%。从单本期刊或

图书申请频次看，申请来源期刊或图书总数为59 257种，

单本申请频次大于500次的有3种，大于100次的有82种，

大于等于15次的有1 425种，大于等于5次的有6 196种，而

小于5次的有53 061种（占比89.54%）。从语种与资料类

型看，读者需求主要集中在更难获取、单篇或单个数据

库购买价格更高的外文期刊论文方面。按语种划分，本

地系统中英文文献申请量共140 172篇，其中中文31 447
篇；此外，还有日文306篇，俄文126篇，其他语种24篇。

按资料类型划分，期刊论文申请量为146 974篇，图书部

分章节申请量11 026篇，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12 127篇，

其他（如标准、专利、古籍、科技报告、缩微胶片等）申请

量均不足2 000篇。

因此，BALIS原文传递服务申请大部分是个性化、

零散的外文期刊论文需求，虽然每篇文献或每本期刊

的申请量不大，但所有需求的总量非常庞大，正如“长

尾效应”中“小利润大市场”原理，虽然这些需求零散，

但如果要全部满足，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却是巨大的。一

般情况下，传统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目标是保障重点文

献及大多数读者的文献需求，很难顾及“长尾数据”。

BALIS原文传递利用联盟的特性，实现北京地区所有

表 7 BALIS原文传递本地系统历年平均完成时间情况统计

时  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平均完成时间/天

6.29

1.59

1.16

1.59

1.15

1.50

1.28

1.15

1.09

1.80

表 6 BALIS原文传递本地系统历年满足请求情况统计

时  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满足量/条

1 531

8 743

14 310

20 745

22 950

20 244

17 583

13 151

12 547

10 365

满足率/%

70.23

72.12

75.64

79.04

83.95

86.30

89.50

87.57

85.99

82.52

在本地系统中读者学历与所属专业方面，BALIS原
文传递在十年间满足了各学历层次、各专业领域的读者需

求。从学历看，本科生56 093人，硕士生3 869人，博士生

1 822人，大专生330人；从专业看，工学学科读者占比最高

（39%），文献/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学科读者占比13%，其

他如理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农学、哲学、医学、管

理学等各学科读者均有涉及，但占比均不超过10%。这说

明BALIS文献传递服务在十年来不仅促进教学发展，也

为北京地区各高校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4.2 优化资源配置

随着科学研究和出版技术的发展，出版物不仅数

量激增，价格上涨幅度也很高，尤其是各类外文期刊数

BALIS原文传递服务十年发展与思考徐飞，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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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乃至公共服务馆间的资源互补，用较少的补

贴投入，丰富各成员馆馆藏资源的“长尾”，满足读者对

“长尾数据”的需求。十年来，如表8所示，BALIS本地

系统总补贴费用达1 035 101元，满足申请量142 169条，

平均每条成本仅7.28元，相比从数据库商手中单篇购买

动辄几十美元的成本而言，费用低廉。

本科、高职高专及民办学院、其他院所进行分类统计，

从表9数据可以发现，“985”和“211”高校及科研院所

的各项指标均优于高职高专及民办学院。成员馆中注

册用户排名前10的除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与北京联合大

学应用文理学院，使用人数排名前10的成员馆除北京

信息科技大学外，全部为“985”和“211”院校。这说明

重点高校读者对“长尾数据”的需求量更大，需求人数

也更多，BALIS原文传递服务很好地保障高校“长尾文

献”需求，节约高校对非本校重点学科文献资源保障建

设的投入。 
最后，从表9的分类统计中还可以发现，“985”和

“211”高校及科研院所接收的请求量超过发送的请

求量。发送请求量排名前10名的高校中除“985”和

“211”高校外，还有北京农学院、北京服装学院、首都

医科大学3所普通本科院校，而接收请求量排名前10的
高校均为“985”“211”高校或科研院所。这些数据都

表明，服务馆更多为经费充裕、馆藏丰富、资源量大的

重点高校或科研院所，而享受原文传递服务的更多为普

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及民办学院。

中心根据各馆服务量，给予相应的补贴和奖励。对

中小型高校图书馆的读者而言，通过BALIS原文传递

服务，使其免费共享“985”和“211”高校图书馆的资源

与服务；对于重点高校而言，其所购买的数据库既得到

更好利用，也获得部分经济收益。

表 8 BALIS原文传递本地系统历年补贴和奖励费用

时  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1—6月

补贴费用/元

15 867

71 836

136 806

156 015

142 342

138 419

116 944

96 422

91 673

68 777

奖励费用/元

3 062

17 486

28 620

41 490

45 900

40 488

35 166

26 302

25 094

17 858

4.3 凝练科研成果

以科研促宣传、促工作，十年来，中心科研成果丰

富，在业界发挥重要的宣传作用。以“BALIS原文传递”

或“BALIS文献传递”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

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中文期刊服务平台、百度学术进

行检索，截至2017年，已发表的各类期刊、会议论文共29
篇。此外，中心还主持完成北京高校图书馆2010—2011
年科研基金项目“面向区域高校原文传递系统的比较研

究”；申报并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内项目“BALIS

原文传递尝试社会化服务研究”“BALIS原文传递可持

续发展研究”。

5 BALIS原文传递服务面临的挑战

（1）资源建设的挑战。资源建设是文献传递服务

的基础与重心，从平均满足率看，BALIS原文传递服务

十年的总平均满足率为82.25%，仍有提升空间。一方

面，由于BALIS统一检索平台目前虽然已整合北京地区

88家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但每年只有30余家能提供及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BALIS原文传递服务比商业

化文献传递服务更经济，比传统馆际互借效率高，比图

书馆为满足读者的“长尾需求”而从数据库商处购买

特定书刊或特定文献划算。

其次，按照“985”和“211”高校及科研院所、普通

表 9 BALIS本地系统学校分类数据统计

学校性质

“985”和“211”高校、科研院所

普通本科

高职高专、民办学院

其他

学校数量/所

33

41

12

10

注册人数

42 711

16 893

2 210

300

使用人数

19 650

5 521

353

150

发送请求量/条

120 291

50 305

779

700

接收请求量/条

155 580

11 534

860

4 101

满足率/%

83.81

70.04

89.16

77.74

平均完成时间/天

1.31

2.69

2.53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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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新服务，系统中庞大的文献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

维护，导致读者在检索时常因为馆藏定位不准确等原

因而无法获取所需文献。另一方面，虽然BALIS原文传

递已经整合了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但与

CALIS、CASHL、NSTL及第三方服务商（如百链、读

秀、百度学术等）相比，资源体量仍相差甚远[6-7]。因此，

如何与更多的机构进行合作，拓展可利用的资源范围，

并对数据及时进行更新维护，保障读者一站式检索的准

确率，是BALIS原文传递服务面临的一大挑战。

（2）技术瓶颈的挑战。2010年以后，CALIS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单点登录与联合认证服务，读者通过本校一

卡通账号，可直接登录文献传递系统，享受文献传递服

务，用户个人信息会通过一卡通自动导入，改善用户体

验，文献传递服务由此进入以用户为中心的时代[8]。目前

BALIS原文传递服务除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少数图

书馆与本校一卡通系统对接外，其他学校的读者注册

仍需手工注册，提交申请与接收申请过程也相对复杂。

此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移动服务迅速占领市场，新型

商业模式不断出现，用户体验的需求不断提升。因此，

BALIS原文传递服务在异构环境下，亟待优化整个服务

流程，创新服务方式，真正提高用户体验。

（3）服务空间的挑战。目前从国内外各大文献传

递服务平台的研究报告可以发现，文献资源的数字化

浪潮正导致全球性文献传递服务需求量下降。梁南燕

等对CASHL的服务进行分析，2009年以后，CASHL文
献传递数量呈下降趋势[9]；Munson等在2011—2015年
开展的面向五大洲国际文献传递服务的调查统计显示，

以OCLC为代表的国际大型文献传递服务网的服务量

在该期间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同期，亚洲、欧洲的馆

际互借服务量（如大英图书馆）也呈现下降趋势[10]。

2015年以来，BALIS原文传递总服务量出现增长

乏力的现象。截至2016年，BALIS原文传递本地系统仍

有部分没有服务量的“睡眠馆”。十年来，服务量为0的
高校有6所，服务量仅有1—9篇的高校有21所，服务量

为10—99篇的高校有30所，服务量达100—1 000篇的

高校有23所，而服务量超过1 000篇的高校仅有16所。

即使在有服务量的成员馆中，服务量的差距也非常巨

大，高职高专院校在使用单位数量、比例、最大请求量

以及年度平均请求量等数据上都低于本科院校，有服

务量的高职高专院校仅占高职高专院校总数的10%，覆

盖面远低于本科院校。

因此，如何开拓服务的空间与范围，提高更多“睡

眠馆”读者的利用率，乃至扩展社会化服务的范围，是

亟待思考的问题。

（4）资金运转的挑战。BALIS是由北京市政府支

持的区域图书馆联盟，定期获得政府财政支持，面向所

有读者提供免费服务，而提供馆可以稳定地获得服务

补贴及服务奖励。但随着未来服务量的拓展，系统需要

不断优化，各类合作服务和社会化服务也需要不断地

深化，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如何获取更多的资

金支持，以及是否需要开放向社会读者收费的窗口，也

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思考。

（5）外部运行商的挑战。随着技术不断创新发

展，目前期刊文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有50%—60%
来自网络上可免费获得的文献[11]。此外，文献传递服务

的市场逐渐被第三方服务商侵入，因其拥有资源与技

术优势，是图书馆用户的有力争取者。如读秀、维普、中

国知网、百链云图书馆等，直接面向用户开展原文传递

服务；百度文库、360doc、豆丁网等也逐步融入用户的

生活与学习。这些新型文献服务能够实现查询、下载、

支付，以及PC端、移动端、第三方平台各个环节的融

合，便捷程度更高，对当代社会的年轻人更具吸引力。

与商业化的公司相比，在抓住用户需求和提高用户体验

方面，图书馆以及如BALIS一样的区域资源保障联盟

体系始终处于劣势。

6 BALIS原文传递服务未来展望

（1）全面推广，普遍使用。“以读者为中心”是BALIS
原文传递服务的永恒主题。在今后的发展中，力争使北

京地区的读者广泛使用该项服务，持之以恒地做好全面

宣传推广工作，积极探寻该项服务与资源建设、参考咨

询、学科服务、机构库建设相融合，实现资源内容和传递

渠道的扩展，使服务深入教学、深入科研、深入人心。

（2）夯实基础，提高水平。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是

BALIS原文传递的追寻目标，服务的提升有赖于充分

的资源保障体系、方便快捷的服务系统和服务人员的整

体素质。BALIS原文传递应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国

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NSTL等文献机

构资源，夯实基础保障性工作，紧跟技术潮流与服务前

沿，向外部服务商如百度学术、百链云图书馆、读秀等

平台学习，建立移动端服务平台。同时，有针对性地做

好馆员培训工作，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3）创新合作，推进发展。合作服务是资源共享联

BALIS原文传递服务十年发展与思考徐飞，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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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共同发展的大势所趋，BALIS原文传递更有必要打

破区域壁垒，积极探寻更多合作机会，成为全国乃至全

球文献资源共享网的有机节点。

（4）服务区域，服务社会。服务区域、服务社会是

高校图书馆联盟的社会职能所在。BALIS原文传递应

该逐步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利

用长期积累的服务推广经验、优势及地域号召力、凝聚

力，为区域建设和社会发展尽绵薄之力。

（5）扶贫帮困，凸显公益。资源扶贫、信息扶贫可进

一步凸显BALIS原文传递的公益特点，BALIS原文传递

服务今后将尝试选择西部等贫困地区的1—2所大学作为

对口扶贫单位，积累经验，将扶贫工作逐步推广。

综上所述，BALIS原文传递服务十年来，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形成完善的管

理机制、科学的服务体系以及自身独有的特色，但仍然

存在建设不足与日益增长的外部威胁。在未来发展中，

BALIS原文传递服务将正视挑战，继续深入发掘自身优

势，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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