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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属高校图书馆科技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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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上海市属20家高校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情况进行调研，结论显示：各高校图书馆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

种类都是极其丰富和庞大的，部分高校图书馆资源还颇具特色。为了把这些资源真正做到共建共享，上海市主要采取

了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和组建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两种模式，一定程度上为广大用户提供了信息资源

共享服务。但另一方面，上海市属高校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中存在资源拥有重复率高、共享仍有屏障等问题，阻碍了

上海市属高校图书馆资源的进一步共建共享。在此基础上，从资金投入、技术、人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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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d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co-sharing and co-construction of the 20 Shanghai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concluded display: Each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are extremely rich and vast 

in both quantity and species, some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is also distinctive. In order to put these resources 

truly sharing, Shanghai has mainly taken two modes of Shanghai literature resources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n Shanghai area and Yangtze River university library alliance, to some extent,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 in 

Shanghai have repeat rate and still barriers to share problems in the co-sharing and co-construction proces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capital investment, technology, talen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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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资源实现共建共享可以整合部门、行

业和地方的科技资源信息，形成合理分布的信息

管理和服务架构，为广大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

提供高校的信息服务。国内外学者对科技文献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1-7]。近年

来，在我国，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进

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1999 年初由教育部设立，

拉开了我国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序

幕，实现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发挥了最大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0年6月成立了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2000年12月开通了中心网

络服务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地方科技

文献共享平台建设。如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已经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文献数

据库，形成了辐射全国的网络化科技文献信息

服务体系，促进了科技文化事业方面的发展与

繁荣。

在文献信息开发过程中，信息资源共享的重

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利用中实

现合作共享能够提高信息服务的效率；二是避免

文献信息资源的重复开发，降低成本。事实上，

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决定了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

程度。图书馆在进行馆藏建设时，迫切需要采取

合作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方法，适时地加强对高校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可以及时、全方

位地为各类型使用者提供信息服务。各高校图书

馆在海量信息时代实行联合，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有利于采集共享全面的文献信息资源，从而

提高图书馆信息服务效率，满足读者的需求。对

资源进行共享可以抵减信息资源的稀缺性本质，

其利益宏观上惠及国家、社会、图书馆，微观上

惠及读者。

对于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现

状，文本将对上海市属高校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共

享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

 2 上海市属高校图书馆资源

笔者通过上网检索，整理了上海市属高校图

书馆馆藏情况，搜集了其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相

关产生与发展资料。其中的样本数据是上海市属

公办本科院校，共计20所高校。经手工整理，具

体馆藏资源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高校之间对于图书期

刊资料及电子数据库的统计口径并不尽一致，

所以在数据整理中，笔者按常规的分类标准进

行了统计，即纸质资源（含中外文期刊、报纸和

图书）和电子资源（含中外文电子数据库、电子

图书、视频库）。在数据整理统计过程中笔者发

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源共享中有馆际互借、

通用阅览、文献传递、开放存取、CALIS期刊、

上海文献信息服务中心成员、长三角高校图书馆

联盟成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网页很精美，其

网页上有弹出窗口“图书馆在线交流吧”，实时

更新，读者的使用问题咨询可以及时得到解决，

是该网站的一大亮点。上海大学利用图书馆联盟

的资源进行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来补充图

书馆的文献资源，是实现文献资源共享的一种有

效途径。上海大学文献传递服务站通过CALIS、

CASHL以及其他合作图书馆为本校教师和研究生

提供其收藏的文献原文。上海中医药大学由于专

业特色，其图书馆网上披露的资源是古籍36663

册件，包括特藏善本1110部6196册。未查询到

上海戏剧学院对于图书馆藏资源的相关披露。从

中外文数据库的拥有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科

技文献共享平台资源在文献类型上涵盖了科技期

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文献、专利文

献、科技成果、法律法规、图书等多种资源，在

数据类型上包含了全文、文摘、题录，在文种上

包括了中文和外文资源。可以说，为科技文献信

息进一步的开发利用打下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3 共建共享体系

3.1 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

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使信息资源共建与共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6卷第1期  2014年1月

─60─

享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1999年5月，“上海市

文献资源共建与共享工作会议”在上海市举行，

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建与共享工作

领导小组，并制订了《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建共

享计划》，要求真正实现上海地区各个系统图书

馆之间的联网。协作网的成立是资源共享和共建

的良好典范之一，标志着上海地区科研、高校、

公共和情报等四大核心系统联手对图书馆建设传

统观念进行改革，实现上海市数字环境下的信息

资源共享共建 [8]，实现了上海市数字环境下的信

息资源共享共建。计划实施以来，上海市各个图

书馆都为协作网的发展做出不少努力，从而使资

源共享的形式实现从文献共享到网络信息资源共

享的转变，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信息资

源共享服务 [9]。成员馆名单见表2。

3.2 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

根据2011年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研讨会形成

的共识，2011年4月8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共同签署了“长三

角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框架

协议”。为贯彻落实“框架协议”的精神，两省一

市教委（教育厅）高教处和高校图工委本着“优

势互补、相互开放、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

则，就具体合作项目和内容进行了多次协商，达

表1  上海市属公办本科院校馆藏资源

高校名称 中文期刊
外文

期刊
报纸 纸质图书 电子图书

中文

数据库

外文

数据库

期刊

合订本

视频

库

1．上海理工大学 964 57 104 120万 325万 15 11 81735 3

2．上海大学 2500多种 489 　 360万 　 32 132 　 　

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000 　 　 100余万 　 11 13 　 7

4．上海中医药大学

（特色）

古籍36663册
件，包括特藏善

本1110部6196册
　 　 　 　 　 　 　 　

5．上海师范大学 　 　 　 300万 　
各类数

据库46
48 　 　

6．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1000 100 132余万 80万 27 23 　 　

7．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146.06万 67.39万 9 14
其他数

据库8
9

8．上海海事大学 2738 　 371万 　 34 46 　 　

9．上海电力学院 　 　 　 　 　 17 15
试用数

据库20
　

10．上海海洋大学 　 　 　 　 　 15 15 　 　

11．华东政法大学 　 　 1564 170万 46万 15 11 　 　

12．上海体育学院 　 123 　 　 　 15 2 　 　

13．上海戏剧学院
网站未查询到

数据
　 　 　 　 　 　 　 　

14．上海音乐学院 90 　 　 　 　 3 2 　 　

15．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1037 134 　 103万 　 14 8 　 　

16．上海电机学院 711 　 93万 42万 21 10 　 　

17．上海金融学院（数据

截至2011年12月底）
437 　 　 474640 4750 13 4 　 　

18．上海政法学院 1300 135 70万 15万 3 3 　 　

19．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15万 120万 13 13 　 6

20．上海商学院 677种 　 100万 　 32 14 　 3

  注：数据来源于各高校图书馆网站公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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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共建一个集数字资源为主体的包括印本

资源在内的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服务共享平台，以实现长江三角洲地区高校文献

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

该联盟的服务主要包括电子书、光盘云服

务、西文期刊概览和 INTECH几部分。其中，电

子书是将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

资源通过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实现跨区域的网

络查询和传播。其实现形式是新华e店数字图书

馆，是可扩展的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知识

网络系统，是没有时空限制和没有围墙的图书

馆。光盘云服务采用云计算技术，已覆盖整个长

三角地区，为读者提供全面、及时的非书资料

网络服务，已经拥有7万多张光盘资源，20T的

数据容量，并以每年近1万张的数量递增，涵盖

理、工、农、医等所有学科；长三角地区的主要

西文期刊馆藏分布都集中在985及211高校，普

通院校馆藏较少。全面提供重要外文学术期刊的

馆藏分布情况和期刊的详细记录，可以避免各高

校文献资源的重复建设，长三角地区图书馆联盟

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是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实现地

区内外文期刊资源的共知、共建、共享。InTech 

是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医药领域学术内容供

应商。目前已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术机构

的7万多名专家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超过1700

本的学术书籍已出版。

同时，还将积极为两省一市高校特别是高职

高专院校图书馆的专业人员提供各类进修，培训

的机会，迅速提高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馆员的

整体专业水平和实际能力。长三角大学图书馆联

盟的建立，有助于完善和提升三地现有的文献信

息资源服务能力。

4 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各样本高校对于电子资源数据库的拥有重

复率高，且电子资源不像纸质的那样具有唯一

性。其使用的便捷性、可兼容性使其共享具有

可行性。其中，各样本高校（除了上海戏剧学

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个别专业性

强的院校）都已购买使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字化期刊库和

Elsevier公 司 的Science Direct电 子 期 刊、IEEE/

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数 据 库、Springer 

Link全文电子期刊等。但各高校图书馆现存的主

要弊病是文献信息资源的重复采购与低利用率。

为了解决校外用户访问校内资源的问题，各

样本高校建立了代理服务器和SSL VPN服务器，

使得校外用户可以使用代理或者VPN两种方式来

访问校内资源。其中VPN是非校园网 IP入口，即

虚拟专用网络（VPN）。为了确保只有本校师生通

过上述方式访问校内资源，使用时都需要进行用

户名和密码认证。用户名和密码认证都采用校内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所以各高校在文献信息资源

共享上仍有一道自设的屏障，不能完全共享流通。

不能完全共建共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资金方面的原因。投入大量的资金能

保证资源共享前期工程顺利展开，但各类图书馆

的资金情况不尽相同。资金不足表现为缺乏文献

表2  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成员馆一览表

上海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科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东华大学图书馆 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上海体育学院图书馆 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 同济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上海大学图书馆 上海电视大学图书馆

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图书馆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

上海水产大学图书馆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书馆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科技图书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图书馆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图书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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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购置费。第二，技术方面的原因。高校图

书馆发展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层次不同，技术上

的推进也存在问题。高校图书馆之间的著录标准

不同、规范不同，不利于数据库的建设和发展，

也制约了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开

展。各个图书馆计算机模块的开发和使用也千差

万别，有些图书馆自己开发的软件与共建共享系

统的网络不兼容。第三，人才方面的原因。图书

馆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普及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

将走向数字化和高科技的发展道路，其对人才素

质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与高标准的。如果交

叉性和跨学科的人才不具备也会阻碍网络环境下

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事实上，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决定了文

献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程度，共享可以避免文献

信息资源的重复开发，降低成本。对于上海市属

高校图书资料、科技数据库等资源的共享，笔者

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各高校方作为参与主体，在共享体

系当中都首先要明确责任与义务，这是文献信息

资源共享的基础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各共享成

员馆都可以互惠，即参与各方在文献信息资源共

享的活动中都可以获得平等的利益，并同时最

大限度地满足用户信息需求。这样，可以逐步建

立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理论的“5A 理论”，即：任

何用户（Any user）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

地点（Anywhere），均可以获得任何图书馆（Any 

library）拥有的任何信息资源（Any information 

resource）。

第二，结合理论界对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

集中式、层次式和网络式3种模式构建相应的体

系。采取集中式，即将各下级馆与中心馆相连，

利用中心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在各个层级间进行组

织协调进而达成共享的模式；采取层次型模式，

运用条块结合式的组织模式将各高校图书馆组织

起来；采取网络型模式，使所有成员馆直接相互

联结，相互使用彼此的文献信息资源。

第三，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兼容板块体

系，这是保证数字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良好

发展的基础。按照国际标准对资源的格式、内容

标准化处理，实现跨馆检索时口径一致，实现信

息与资源的共享。尤其是一些特色数据库的建

立，对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的信息收集、分析、

评价、处理、存储，也按照一定标准和规范将其

数字化，构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信息资源库。

第四，平衡馆藏资源互补取舍 [10]，使纸质资

源电子化。目前，图书馆文献资源是电子资源和

纸质资源并存的，二者在一定时期内优势互补。

纸质资源的限制性使其在检索与用户共享方面有

缺憾，就国内高校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现状来看，

纸质资源仍然有较大的读者群，可以采取现代扫

描和影像技术使其电子化，扩大读者使用范围。

由于共享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在共建过程中要

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可以促

进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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