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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寄语

2018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

项目正式启动建设20周年，也是CALIS完成“211工程”三期建设后从项目建设机制向非营利可持

续发展机制转型取得重大成果的一年，标志着CALIS已步入“成年”，进入一个新时代。

20年来，CALIS管理中心和各全国中心、地区中心和省级中心一起组织数百个高校成员馆总

共进行了三期“211工程”建设，建立了印本资源共建共享系统、分布式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体系

和“云上的”“普遍服务”体系等。印本资源共建共享系统包括多语种联机编目系统、文献传递

网、名称规范数据库、高校书刊联合目录、外文期刊目次数据库，以及学位论文联合目录、教参数

据库、高校特色库等；分布式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体系制订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实现数字资源

与印本资源的整合；“云上的”“普遍服务”体系把CALIS的共享服务部署到1 300多个成员馆，从

资源、数据、软件、应用平台多个层次全面地支持图书馆基础业务的各个环节，建立了协同服务

网络基础架构，实现服务中心调度，一个账号，全国获取。CALIS还开创和建立数字资源集团采购

模式，并通过年度数据库培训周规范和指导高校图书馆的外文数字资源深化利用。因此，2013年1

月，CALIS顺利通过财政部组织的项目评估获年度运维经费支持，转入运维服务阶段。

回首20年，CALIS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日常业务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共享信息平台，

成为国家教育事业公共服务基础条件和国家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之一。为此，CALIS在

2018年12月4日举办的“从共建共享走向融合开放”学术研讨会暨2018 CALIS年会上，特设“中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项目建设20周年杰出贡献奖、突出贡献奖和专项贡献奖，31家参建单

位获奖。

面对新形势、新目标，通过多年的“转型”实践和探索，高校图书馆更加明确了发展方向。

但面对当前图书馆对其信息服务系统的发展几乎无话语权、系统与数据开发商对数据库和系统垄

断，与高校图书馆发展目标和革新信息服务系统的强烈需求严重脱节的局面，高校图书馆需要组

成更广泛的、更有效的新型高校图书馆联盟，探索新形势下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建设运营新机

制，自主研发信息服务系统，加大自主权和议价权，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尤其是信息服务系统

的发展现状。

走进新时代，CALIS将在发展模式、解决方案、应用产品、基础平台、服务政策等方面持

续推动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快速发展，构建文献、数据、设备、软件、知识、人力等全方位共享机

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践行由纯粹的公益服务向公益性、非营利、市场化服务的多元组

合发展路线，促进高校图书馆与信息产业界的开放协同发展，建立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信息协同

服务体系，通过携手相关行业的优秀企业，共同建立助力图书馆发展的新业态，进而建立高校图

书馆发展新模态，开创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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