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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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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区域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呈现出多样化模式，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建设

中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是首要，政府的决策和支持是保证，共建共享模式的选择是关键，完善的运行机制是保障，操作性

强的评估体系是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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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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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versified regional literature resources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odels exis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m,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understanding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s essential. The guarantee comes from the government policy and support. The key 
lies on the selection of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odel. The safeguard is an excellent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finally, a highly oper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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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南省于 2001 年启动河南省高校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HALIS），2002 年始建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河南省分中心，2008 年投入使用河

南省科技文献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前两个共享平

台仅在各自系统内独自共享资源，交叉少，受益

面窄。只有后者能向高校、公共、科研、企业等

图书情报单位提供信息服务，且是单向有偿的，

主办单位河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由于只是牵头单

位，没有任何政府职能，所以在资源协调、利益

分配、数字版权等方面还有诸多困难亟待解决。

大范围的资源共享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发展

趋势，更是普通公民对资源获取的迫切愿望，因

此，建设跨系统、纵横交叉、齐全完备的河南省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是必然的选择。河南省虽

有学科资源丰富的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独特的

公共图书馆、科技资源突出的科研（科技）图书

馆、资源权威可靠的政府（机关）图书馆、行业资

源有特色的企业图书馆以及其他信息服务机构，

作者简介：刘巧英（1977-… ），女，硕士，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2009 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保障体系的建设研究”（B333）。

收稿日期：2010 年 5 月 20 日。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43 卷第 2 期  2011 年 3 月

─ 54 ─

但若将这些资源全部融入一个共享体系，选择什

么样的模式，采取何种措施至关重要。本文通过

对国内外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分析研究，以期

对构建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有所促进。

2  某些国家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
纵观国外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可划分如

下：

（1）按共享区域范围划分

国际性共享模式：如美国 OCLC，堪称当今

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网络，拥有 400 多种语言的文

献资源，每年以 200 万条的数据记录速度递增，

使成员馆 95% 的编目数据实现了网络套录。其开

展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输服务，每年向全球图书

馆传输的文献多达 500 万份 [1]，实现了全球范围

的共建共享。

全国性共享模式：如日本文部省学术情报中

心（2004 年后变更为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是

一个高度组织化、制度化和有序化发展的日本全

国性的共建共享组织 [2]，为日本境内所有的图书

馆提供服务。英国公共图书馆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

开始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探索。它以“国家中

央图书馆”和“地区图书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协

调各馆的分工入藏，开展全国特别是地区性的图

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 [3]。

地区性共享模式：如美国俄亥俄州图书馆与

信息网络（简称 Ohio…LINK）。它是由该州的大学

和公共图书馆组建的图书馆联盟，联盟成员包括

17 所公立大学图书馆、38 所私立大学图书馆、23

个社区与技术学院和公共图书馆 [4]，为该州所有

用户提供极快的检索和文献传递服务。

（2）按共享组织结构划分

政府主导型共享模式：如成立于 1995 年的

GALILE0 是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全州性的图书

馆联盟，有政府主导，经费全部来自政府彩票收

入，融合了本地区所有图书馆系统以及其他职业

和教育机构，全州教育机构几乎都属于其服务的

成员 [5]。…

政府参与型共享模式：如德国图书馆，与

许多国家不同，德国没有一个国家性的机构或私

人机构对图书馆进行统一管理，是由州、地区乃

至教会、私人机构或基金会提供经费并负责营

运。其资源共享是在政府的参与下多层次、多系

统进行的，如柏林暨勃兰登堡合作图书馆网络

(KOBV)、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图书馆服务中心

(HBZ)、黑森州图书馆信息系统等 [6]。

自由联合型共享模式：如成立于 2000 年的

印度 IIM（Indian…Institute…of…Management），它的成

员由分散在印度 6 个城市的 6 个国家级管理学院

自由联合，协商采购电子期刊，商议数字资源保

存以及与出版商商谈数据的存档等问题 [7]。

（3）按共享资源划分

中心型资源共享模式：如华盛顿研究图书馆

联盟 WRLC 是由 8 所大学合作建立的一个图书馆

联盟实体，这个联盟在远离华盛顿中心的郊外盖

了一片小规模的建筑群，建立了独立的图书馆联

盟馆舍。建有一个仓储式高层书架的三线书库，

为 8 个大学图书馆提供三线资源的存放空间和使

用管理 [8]。

联合型资源共享模式：如美国的机构协作

委员会 ( 简称 CIC)…，由分布在美国中西部 7 个州

的 13 所大学组成。CIC…虚拟电子图书馆由美国教

育部资助和 CIC…成员共同出资开发，通过 HTTP/…

Z39.50…协议，将分散的系统和数据库“虚拟”地

结合在一起，同一界面，同一检索式，用户界面

个性化，可跨 OPAC…检索 13 个成员馆的资源。读

者以 ISO…标准向其他任何 12…家 CIC…成员馆提出馆

际互借请求，无需馆员干预 [3]。在日本，区域性

图书馆联盟大多也采用这种模式。

（4）按共享内容划分

主题型共享模式：如芬兰的国家图书馆建立

的音乐资料联合目录 VIOLA 是芬兰全国性的音

乐唱片分类目录以及活页乐谱参考目录，包含 13

家芬兰音乐图书馆馆藏的外国材料参考，涵盖从

1977 年至今的芬兰活页乐谱以及从 1901 年至今

的录音资料 [9]。主题型共享模式的目标在于发展

基于共享的专题馆藏，将同一主题的文献资源集

中在一起，方便用户从专题角度查找文献。

专业特色共享模式：如按医学专业建立的意

大利郎巴德生物医学图书馆系统 [10]，近似于特色

数据库，但其使用功能要优于特色数据库，建设

起来相对容易，使用便捷，利用网络互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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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利用某一专业的资源，就可以直接进入查询。

3 国内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
我国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1957 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

案》，确定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全国性以及其他 9 个

地区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11]，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期，各种图书馆协作网络联盟有近百个，其中

大多数为区域性的网书馆协作网络。上世纪 90 年

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共享进程有了实质性的

成果。全国性的、地区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共享系

统逐步建立和完善，共享模式也呈多样化发展。

（1）按层次划分

国家级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有中国高等教

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

心…（NSTL…）…和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它们都是由

国家级的部门牵头，将一些具有较强实力的文献

信息中心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组织，具

有雄厚的购置信息资源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

展开全国性服务。

省市级模式：湖南省早在 2004 年 7 月就由

三大系统图书馆签署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

协议》，优化文献信息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全省图

书情报机构的文献资源优势、信息技术优势和人

才优势，提高本省文献资源保障力。再如江苏省

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省级中心建设已有一

定规模，数字资源加工量达到 667.3G，基层服务

点351个，面向全省企事业单位开展服务活动[2]。

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等省份均已提出联合

共建、资源共享的信息资源建设方针，正在逐步

实施。

地区级模式：为全面实现科技资源平台共享

建设，浙江、江苏、上海两省一市政府已经共同

签署了《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共建协议

书》，开通了…“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

网”…[2]，以加快构建和完善长三角区域体系。北京

北三环—学院路地区高校图书馆联合体，成立于

2002 年岁末，由北京市北三环沿线及其周边的大

学图书馆组成，开展各成员馆之间的馆际互借和

文献传递服务，实现地区小范围共享。

（2）按系统划分

系统内共享模式：如 2002 年 5 月公共图书

馆系统成立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中

心。目前，文化共享工程自建、合建各级中心和

基层服务点超过 61.4 万个，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建

设总量达到 69TB，28 个省级分中心已接入电子

政务外网，日均资源传输量最高可达到 100GB，

实现了大量音视频资源的传输下载 [12]。另外，

高校图书馆系统内的共享更是比比皆是，成绩突

出的有广东网络图书馆、天津市高校数字化图书

馆、北京高校网络图书馆等。

跨系统共享模式：跨系统共建共享的代表当

属 1994 年启动的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

网，由上海地区公共、科研、高校、情报四大系

统的 19 家图书情报机构组成。目前已实现上海市

图书馆之间文献资源的全面联网，成为我国区域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中影响最大、成员最多、覆盖

面最广的保障体系 [13]。

（3）按体系结构划分

中心辐射型共享模式：此模式的代表如由上

海图书馆牵头，组成的一个由44所大学图书馆、

情报所文献馆和 28 个区县图书馆联合建设的中

心馆，向周边若干图书馆辐射，发挥中心图书馆

的区域扩散和辐射作用，发挥中心辐射型共享模

式在提高、优化、均衡区域文献资源配置方面的

作用。

综合交叉型共享模式：如江苏徐州地区的 7

所高校图书馆建成的“徐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合

体”与徐州市图书馆（市级公共图书馆）开展了较

多的合作共享项目，成为地区性的区域图书馆联

合体 [14]，这种综合交叉共享模式能扩大共享用户

的覆盖面，提高整个区域文献资源的保障力。

矩阵耦合型共享模式：此模式是一二维矩阵

模式，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多腿走路”的构建

思路，既可发挥图书馆的行业特色，也可体现其

区域特征，同一个图书馆可以在不同的联合体中

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同时也可吸纳共享到更

多图书馆资源，更能充分地体现区域图书馆联合

体的构建目的。如江苏省多个地市图书馆联合体

与江苏省各个系统的图书馆联合体组成的矩阵耦

合型共享模式，使每个成员馆都具有多重身份和

角色，更能广泛地利用多方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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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外共享模式对河南省的启示
上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均有自己的特

点，如美国因为有政治、经济的支持，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模式多样化，走在了世界前沿，对全球

资源共享事业起到了引领作用；以政府及协会为

主导的日本图书馆共享组织走的是高度组织化、

制度化的共享发展道路；德国是多层次、多系

统的模式，共享十分开放，北欧四国（芬兰、丹

麦、挪威和瑞典）发挥着共享活动中区域小馆的

特色作用。跟国外相比，我国共建共享模式更多

是从利益平衡出发，考虑各馆的发展规模、水

平、财力、大小等差异，并结合地缘优势，构筑

着不同的共享模式。从国内外现有的共建共享模

式及发展来看，组织管理的保障及运行机制的制

约是共享良性发展的关键，这对建设河南省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4.1 达成共识是首要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省域内跨系统的共建

共享合作存在的障碍，主要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

题，而是观念、制度等各种人文、社会因素。河

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还需突破观念和领导潜在

的思想阻力，需靠政府和各级领导超前的思想意

识，以此凝聚人们对“共建共享”的共识，形成

共同愿景，激发参与热情，引领各级情报机构全

体人员树立和推行全局观念、资源观念、合作观

念、双赢观念、创新观念和服务观念，提高人们

对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

识，使共建共享理念真正深入人心，为共建共享

的顺利实施扫清思想障碍，使共建共享成为大家

自觉又自愿的行为。

4.2 政府的决策和支持是保证

河南省各个系统虽有这样那样的学会、协

会、工作委员会等，但都是没有行政职能的学术机

构，无法制定强有力的资源共享政策、法律和管理

制度，不能给共建共享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

证。所以，要靠河南省政府牵头，省教育厅、省科

技厅、省文化厅、省财政厅等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参

加，联合各系统主要负责人共同组织跨系统的协调

管理组织机构，并拥有一定的人权、财权和统一调

配信息资源权。由组织机构进行统一领导、统一规

划、统一布局，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在经费上、

人力上给予极大的支持和保证，切实保障河南省文

献资源共建共享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组织机

构虽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但应有政策或法律赋予他

的权威性，使其能有效地发挥资源共建共享的协

调、监督、控制和管理作用。

4.3 有效的模式是关键

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可借鉴超星、

万方数据库商业运作的集成模式及技术支持进行

尝试。采用统一检索平台，将全省数字资源的二

次信息集成在同一个检索系统内，系统集中对数

字资源进行有效、完备的揭示，用户通过安装在

自家单位服务器上的统一检索平台检索后按照揭

示的馆藏地址进行文献传递申请进而满足需求。

此模式符合投入小、好布局、较实用、易共享的

原则，不仅有利于全省资源的充分利用，便于中

小单位有机会获取大资源，更便于资源丰富单位

通过文献传递收费补贴建设数据库时的财力支

出，便于全省资源在区域系统内合理和有效流

动，使各类资源都“活”起来。

4.4 严谨完善的运行机制是保障

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无论采取何

种模式，都离不开稳定的保障环境，如果保障机

制不健全，很难保证资源主体的合理互动和资源

自身的持续流动，共建共享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意

义。所以，建立良好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运行保

障机制至关重要，它是共建共享运行的基础环

境。运营机制可以分为利益平衡与制约机制、行

政干预机制、纵横合作协调机制以及人才凝聚机

制等 [15]。缺乏利益平衡机制就无法保证每个共

建共享成员对信息资源共建的投入能得到应有的

回报和补偿，从而丧失联盟成员将共享理念付诸

实践的积极性。缺乏有效的行政干预机制就无法

保证政府部门在财力、物力等方面的积极支持与

协调。缺乏纵横合作协调机制就不能确保隶属不

同部门、长期条块分割的图书情报机构之间进行

有效合作。缺乏人才凝聚机制就无法形成推动力

量。所以，要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为河南省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建设保驾护航。

4.5 评估体系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通过评估使共建共享进入规范化管理和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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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阶段，利用评估结果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

投资人、成员单位、用户和第三方机构等提供共

建共享绩效的各种客观信息，利用这些信息促进

管理优化和科学决策，以提升共享活动的整体绩

效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江苏省高等教育文

献信息保障系统建立的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体系离不开多样的评估方法和多层次的评价

体系。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评估体系可采用

政府评价、成员单位评价、用户评价和第三方评

价，从宏观微观多角度多方法进行，保证评价结

果的客观性。从组织层、系统层、成员单位层和

读者层多层次设立评价指标，确保评价结果的可

靠性。最后将评价结果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如

果评价结果好，可引起广泛的关注，为进一步发

展赢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为其他地区资源共享体

系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如果评价结果不好，

可及时进行审核，通过信息反馈纠正信息政策，

完善共享体系结构，提高共享能力，促进共享效

益的最大化发挥。

5  结语
河南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建设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依靠众多机制和政

策的保障才能最终建立起一个完整和谐的共享体

系，各个政策和机制形成一个“群”，群里的各种

政策在整体目标下相互联系，相互协调，互为补

充。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力量不可忽视，

毕竟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各图书情报部门的

合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合作

关系稳定性不强，很容易受到损坏，所以，需靠

政府的行政力量和政策导向来引导图书情报部门

之间的合作，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案例，避免走

弯路，探求一个适合河南省省情的共建共享模式

和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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