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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1年我国图书馆联盟研究综述

王学琴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

摘  要：就2006-2011年间国内有关图书馆联盟发表的研究论文进行检索、统计和分析， 对图书馆联盟概念、建设

和管理、区域图书馆联盟、与国外图书馆联盟的对比以及数字图书馆联盟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指出我

国图书馆联盟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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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Library Consortium Research in 2006 to 2011
Wang Xueq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retrieved and statistics the domestic library consortium studies in 2006 to 2011 , and then 
summarized the library consortium in Chin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namely the library 
union overview,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of library consortium,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comparative 
study, foreign libraries alliance ,digital library and other fields. Then puts forward the own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onsor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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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书馆联盟是为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

的而组织起来的，受共同认可的协议和合同制约的

图书馆联合体。19世纪后期，“图书馆合作”已被提

及并开始实施，可以说是国外图书馆联盟的雏形。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开始了图书馆联盟的相

关研究。从1998年以来，我国以CALIS、NSTL、
CASHL等为代表的图书馆联盟相继出现。2006年

左右，Web2.0、Web3.0技术及云计算等新的网络技

术的涌现给图书馆联盟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网

络环境下，我国的图书馆联盟取得了迅猛发展。

根据当前国内最大的数据库提供商“CNKI”
的数据库检索平台，按“主题”检索字段“图书馆

+联盟”、“图书馆+合作体”、“图书馆+同盟”进行

检索，检索出2006-2011年期间有关图书馆联盟的

相关研究论文1032篇（其中包括从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中的期刊论文985篇、中国硕士论文数据库的

学术论文46篇以及博士论文数据库中的博士论文1
篇），如表1和图1所示。可见，有关图书馆联盟文

献资料发表的数量较多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本文对近6年（2006-2011）间我国图书馆联盟

的研究作一梗概论述。

2 主要研究内容

2.1 图书馆联盟概念 
对图书馆联盟的定义、类型、特点、范围、

目标宗旨、建设的意义、可行性分析等部分的概述

性研究。例如，2007年周慧芳在其《图书馆联盟研

究》一文中从图书馆联盟自身、信息需求、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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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及国际组织推动等角度论述了我国图书馆联盟的

发展动力，并提出了图书馆超联盟的发展趋势 [1]。

赵东在《论图书馆联盟》一文中阐述了图书馆联盟

的内涵，并从经费、读者需求、数字时代服务模式

转变、网络技术的发展、共建共享的成果等几个方

面分析了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

论述了图书馆联盟的运行机制、组织文化以及数字

时代图书馆联盟的主要任务和建设策略 [2]。2009年

刘传玺和董真对联盟战略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阐

述，并探讨图书馆战略联盟的发展策略 [3]。王丽华

在《图书馆联盟理论基础探寻》一文中认为资源共

享理论、系统论、组织行为学理论以及博弈论构成

了图书馆联盟的理论基础，在图书馆联盟的发展过

程中，这些理论正在并将进一步发挥指导作用 [4]。

2.2 图书馆联盟的建设和组织管理

图书馆联盟建设和组织管理的研究集中在图

书馆联盟的技术、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共享机

制、绩效评价、知识产权等方面，从多个方面阐

述了图书馆联盟建设和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例如，

朱李瑾和刘子忠分析了图书馆联盟的技术特征，提

出了基于多智能体的图书馆联盟构建方案，分析了

各智能体的功能及基本结构 [5]。2006年杨艳红等探

讨了几个图书馆联盟的实例，并提出了图书馆联盟

健康发展的若干因素 [6]。2007年叶宏首先对运行机

制的概念和作用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图书馆联盟建

设中应该具备的几项机制，包括目标机制、决策机

制、激励机制、学习机制及联盟文化等相应的运行

机制 [7]。该文的撰写，让读者对图书馆联盟的运行

机制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刘光容和王

真分析了图书馆联盟扁平化、学习型、虚拟型、网

络型与动态型等组织结构，提出了图书馆联盟的竞

争、协调、决策、激励、奖惩及产业经营等管理制

度，对图书馆联盟的组织结构作了较全面的概括，

并提出了几项有效的管理制度 [8]。2008年张学福从

ICOLC、CALIS、OCLC、NSTL等图书馆联盟的管

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入手，提出了3种管理模式，即

理事会模式、实体组织机构模式、协议联盟模式，

并对联盟的服务现状进行概括，描述了3种模式对

于联盟管理的重要作用 [9]。

此外，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理以及图书馆联盟

绩效评估也是近年来的研究课题。孔繁超、周奇志

指出，在图书馆联盟中，联盟成员所面临的知识产

权风险会影响联盟的运作，需从图书馆联盟组织特

性、知识特性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出发构建图

书馆联盟风险防范体系 [10]。也有多数学者从图书馆

联盟的绩效评价角度进行了研究，旨在探讨绩效评

表1  2006-2011年期间图书馆联盟研究论文发表数

                                                  年份

数据库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计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71 116 158 173 261 320 985

中国硕士论文数据库 2 8 5 7 13 11 46

中国博士论文数据库 0 0 0 1 0 0 1

总数 73 124 163 181 274 331 1032

图1  2006-2011年期间图书馆联盟研究论文发表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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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图书馆联盟进一步发展的积极作用。2007年谢

春枝和燕今伟认为，可从政府部门、出资方、联盟

成员、最终用户等层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联盟绩

效评价策略 [11]。

2.3 区域图书馆联盟

区域图书馆联盟是指以某一区域为单位构建的

图书馆联盟，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

馆以及以地域为单位的图书馆联盟都可以归属为区

域图书馆联盟。其中，以高校为单位的图书馆联盟

是当前学界研究的主要对象，我国的图书馆联盟兴

建就起始于高校图书馆联盟，CALIS是其中比较成

功的例子。王洵论述了高校图书馆联盟的现状、优

势及其积极作用，高校图书馆可以由此接触到更广

阔的外围环境，获知更丰富的信息资讯，争取更多

的发展机会 [12]。2009年马轶群等从读者、资源配

置、技术角度阐述了高校图书馆联盟的优势，对大

学城区域内各个大学间的资源融合、服务等进行了

思考 [13]。2010年郭效从政策、资金、标准化数字化

平台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新时期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

策略 [14]。2011年高新陵等以江苏省为例，阐释了高

校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的构建策略和网络化建设，

如 JALIS等，反映了高校图书馆联盟新的发展方

向 [15]。

专业图书馆联盟也是我国图书馆联盟发展的重

要方向。黄燕阐述了专业图书馆联盟的定义，并描

述了其建设服务体系的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 [16]。

将当地的图书馆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构

建，服务广大用户，是区域图书馆联盟构建和运行

的要素。2008年，常红等分析了合作馆藏成功的要

素，包括合作群体间有共同的目标、领导人员和用

户观念的认知、有效的书目检索、信息高效传递、

参与者间积极的交流等，并从合作馆藏的角度，给

区域图书馆联盟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17]。2010年陈

会谦着重对区域图书馆联盟具有的功能、效应以及

区域图书馆联盟的发展趋势、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分

析 [18]。

2.4 与国外图书馆联盟的对比研究

2006年高凡等从图书馆联盟的概念及作用、

组建联盟的原因、组建联盟应考虑的因素、联盟管

理、影响联盟成功的因素等5个方面总结了国外对

图书馆联盟研究的进展 [19]。2007年陈华描述了国外

包括美、德、英等国的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模式和

特点 [20]。2009年孙琼指出，加拿大图书馆联盟除了

其领导性、数字性和规划性等先进性值得我国图书

馆联盟学习外，其存在的行政划分非集中化、地区

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需要客观正视 [21]。2010
年孙颉等分析了日本大学图书馆联盟的建设的特

点 [22]。同年，王爱国介绍了印度这一发展中国家的

图书馆联盟的主要现状 [23]。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

法律保障、组织结构等角度对美、日等国家的图书

馆联盟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2008年黄星亮比较了美国华盛顿地区研究图书

馆联盟和我国广州石牌地区高校图书馆协作组在联

盟历史、联盟形式、合作项目等方面的优劣，以期

对我国区域性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发展有所启发 [24]。

2009年吴南雁介绍了我国大陆、港台地区区域性大

学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实践，并从联盟形成的动因、

运作模式和类型、合作内容和特点等方面加以比

较，以期促进内地图书馆联盟的发展 [25]。同年，徐

敏对OCLC和CALIS两个联盟进行了比较研究，分

析了两者在管理体制、服务、技术、标准化、人员

等方面的不同 [26]。

2.5 数字图书馆联盟

2006年，赵莉阐述了数字图书馆联盟的基本概

念、特征及功能，并对国内当前数字图书馆联盟现

状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27]。2007年郭一平和王亮按照

集中式、分布式、混合式的划分，对3种数字图书

馆联盟的基本建设模式进行了分析和举例介绍，并

结合湖北省高校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的建设实践，对

其中的联盟模式选择、相关的建设原则、系统构架

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28]。2010年范艳芬以辽宁省高校

数字图书馆联盟建设为例，阐述了辽宁省图书馆联

盟的建设模式，以政府主导与财政投入为主要资金

来源，以云计算基础设施理论为思路，构建数字图

书馆联盟平台，以自购、集团购买和买断3种形式

构建信息资源 [29]。

3 结论

总的来说，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联盟研究

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处于不断上升阶段。虽然目

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如图书馆联盟建

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数字化建设的技术层面问题

等，但仍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联盟的发展较为成

熟， 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3.1 数字图书馆联盟是当前以及今后的一大热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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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图书馆联盟逐渐成为图书馆联盟的主要方

式，图书馆联盟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都依托于

网络和虚拟化手段而存在。由于数字图书馆资源丰

富、服务范围广泛，且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等一系列

优势，使得数字图书馆联盟将会成为未来联盟的主

流。

3.2 社区图书馆联盟得到重视   
社区图书馆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图书馆联

盟服务空白的较大部分，将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

馆融合，并结合社区图书馆，发展而成社区图书馆

联盟，真正与人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推动着人

民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3.3 图书馆联盟与新技术相结合

2006年提出的“云计算”也开始在图书馆联盟

建设领域出现，通过云计算的理论和技术可以丰富

图书馆联盟的构建方式和效果，由于云计算概念出

现不久，因此，学界对于云计算在图书馆联盟领域

的应用仍旧处于探讨阶段。各种新技术的涌现给图

书馆联盟建设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挑战，可以确定的

是，图书馆联盟与新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如何

将新技术应用在联盟建设上，是学界在不断研究和

探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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