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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与云存储构建区域图书馆共享域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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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ALIS在2010年云计算的基础上，构架了一个基于联合编目、联合采访、资源共建、统一门户、借阅优

先、联合咨询等方面的共享域。文章通过该共享域与区域图书馆中心的契合，在对SaaS与云存储在区域图书馆共享域

的服务和建设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区域图书馆共享域的设想，并对区域图书馆共享域如何应

用SaaS与云存储进行探讨，有助于区域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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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SaaS and Cloud Storage Applied for the Regional Library Share 
Domain 
Zhu Lin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Huainan 232038)

Abstract: Each library has its own advantages of collection, but large integrated systems which are used in the 

library installed locally, if a reader want to do a special study, he only can use local library resources. Therefore 

in 2010, CALIS builds a joint cataloging, joint interview, unify resources, borrow priority, of joint advisory and 

other aspects share doma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aS, cloud storage, and the serv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library shared domain, then propose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storage to the 

regional library shared domain,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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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图书馆业务更多的是利用共享域平台进行

业务协调，最终目的是实现图书馆文献资源的

多层次共享，以消除读者“文献匮乏”感为最终

目标。而目前大多数图书馆使用的集成系统都是

基于本地安装的。读者要想进行某项专题研究，

只能通过本地图书馆来获得此项服务。从长远发

展趋势来看，未来图书馆学科服务将是基于联合

编目、联合采访、资源共建、统一门户、借阅

优先、联合咨询等方面的共建共享。利用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和云存储构建区域图书馆

共享域，为各图书馆之间进行文献资源传递提供

一种新的共享，为教学、科研提供保障，实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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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资源共享，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所谓“共享域”，是指为了进行资源共享，

多个图书馆根据学科或者地区而共同建立的合

作联盟，其目标是共享资源和彼此协作 [1]。中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构建的共

享域、跨区域学科联盟共享域、外语院校共享

域、五星联盟共享域和大连、宁波与重庆等区

域图书馆共享域就是此定义的典型实践。CALIS

共享域是在一期、二期工程的基础上，基于云

计算在图书馆领域的理论研究的总结，按照区

域划分和学科分类进行文献传递服务实践的结

果。CALIS共享域包括虚拟共享域和实体共享

域 [2]：“虚拟共享域是图书馆按服务或学科组建联

盟，不需要使用云平台，在数据和服务层面实

现共享的一种共享域；实体共享域是指利用云

计算技术构建某种服务平台，实现为本区域的

高校图书馆提供各种云服务，如云存储、SaaS

等的共享域”。如图1所示。CALIS共享域的构

建为基于区域图书馆共享域云平台进行文献资

源共享提供了理论依据。

区域图书馆共享域是为了资源共享和彼此协

作，由某个地区或重点城市的具有学科带头导向

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重点高校图书馆领导，通过

动员本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按照自愿、互惠和平等

的参与机制，将各自的文献资源统一存储在共享

域平台的“云”中，各高校图书馆以会员单位身

份实现共享本区域的文献资源。通过区域高校图

书馆利用共享域云平台，各图书馆无需购买和建

立本地系统就能获得整体性的服务效应。本文在

分析SaaS和云存储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基础上，提

出创建区域图书馆共享域的设想，并以安徽省各

高校文献资源业务管理系统的使用情况为例阐述

实现共享域的可能性，以促进图书馆的合作与发

展。

2 理论支持和实践意义

2.1 应用云计算技术的设想

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与服务的交付和

使用模式，SaaS和云存储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传统

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和文献资源的存储方式以及图

书馆使用的基于本地进行安装的文献资源管理方

式。迈克尔·史提芬在其撰写的《图书馆如何使

用云》一文中，对图书馆如何应用云计算开展文

献服务做出初步的设想和探索 [3]。杰尼佛·盖滕

比认为，“图书馆对自身拥有馆藏资源的数据，

供用户自由地访问和获取，并不取决于运行这

些馆藏资源数据的管理集成系统，而是取决于

图书馆对云计算技术的掌控能力”[4]。这是云计

算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初步设想。斯蒂芬

妮·巴克在其《许多人对云计算的定义仍然不确

定》一文中指出，“美国的许多公立图书馆经过

与OCLC的友好协商，共同使用图书数据和在线

目录。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使传统图书馆供应商也

开始转变观念，为图书馆提供SaaS和云存储服

务”[5]。 “数字图书馆在为用户带来极大便利时，

其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显现，项目开发的多头性，

难以制定统一的标准，文献资源内容只能部分获

取”[6]。基于云存储技术，SaaS服务试图降低图

书馆永久保存文献资源数据的压力，从而有效降

低了图书馆开展业务服务的难度。SaaS服务和云

存储技术将图书馆从数字图书馆的模式中彻底解

放出来，集中精力关注文献资源运行在云端的服

务和共享能力。总之，国外图书馆对云计算的理

解，关注的是云计算技术对于图书馆的意义——

使图书馆的数据和业务管理突破实体图书馆的地

域限制，但难以制定统一的共享服务标准，如存

储数据格式标准。数据使用是采用一次性许可服

务，还是采用租用服务模式，目前还没有好的解

决方案。图1  各成员馆与共享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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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云计算的研究

国内图书馆对云计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3个

部分。

（1）图书馆云计算研究。刘炜、陈臣、王长

全、李惠琴等学者提出：从基础设施方面来解

决图书馆的终端设备、软硬件共享、数据安全；

在服务方式上，云计算使图书馆突破了信息资

源的共享局限，提高图书馆服务能力，让服务

更加方便快捷 [7-10]。但总体来说，研究仍存在

一些不足，如何借助云解决联盟的共建共享问

题，其对云技术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层次上，

对中、微观层面的文献资源如何获取缺乏深入

研究。

（2）基于CALIS三期工程的图书馆云服务研

究。王文清、陈凌提出CALIS图书馆云战略即设

计和开发CALIS云服务平台，构建多级CALIS云

服务中心，为高校用户提供各种类型服务，同时

为图书馆提供本地化的云服务解决方案 [11]；肖小

勃等针对CALIS 一期、二期工程中在服务方面存

在的局限性，提出在CALIS 三期共享域平台上

开通云服务，为成员馆提供联合资源检索服务、

元数据联合编目服务、文献联合订购服务等 [12]。

CALIS共享服务平台已在全国400多家图书馆得

到广泛应用。

（3）图书馆共享域建设研究。杨新涯等根据

CALIS三期建设并结合重庆大学图书馆系统整合

进行实践研究，认为CALIS共享域和地方图书馆

系统之间，利用单点登录、资源交互、统一身份

认证等功能，提高了CALIS共享域与各个图书馆

的服务联系 [2]；杨振力结合CALIS大连共享域的

前期规划，对共享域服务体系、服务内容、环境

支持、馆员培训等进行分析 [13]；张海霞以旅游院

校五星联盟院校图书馆共享域平台为例，提出实

现完善书目数据的质量和服务内容的建议 [14]。

综合上述可以看到，目前的研究和项目

实践主要是围绕资源与服务的联合保障，从软

件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这两个方面体现在硬件

环境云共享、文献资源云建设、人力资源云共

用、用户服务云体验，为实现图书馆的云服务

和云共享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缺乏对云存储在

共享域的研究。

2.3 应用现状

理论研究的突破给图书馆提供了一个新的

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为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整合

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新动力。由美国高校为主参与

建设的Hathi Trust[15]系统对云环境下为用户提供

服务。这种合作共建共享的模式对其他国家高

校图书馆在云环境下开展用户服务提供了积极的

范例。协作共享平台针对高层次读者的需求进行

包括图书馆业务和环境支持两部分的服务内容。

OCLC 公司推出基于全球书目数据的“通过互联

网合作共享图书馆文献资源”改良版的全球分享

系统，主要包括 [16]“通过互联网对图书馆的文

献资源进行远程控制，各个图书馆可以通过自身

拥有的服务器，共享全球分享系统所带来的各种

便利，而这种新型服务机制，将不再受制于某几

家核心图书馆或垄断的数据提供商，只要是网络

能到达的地方，任何图书馆都可享受这种新型服

务”。全球分享管理服务提供基于网络的环境，

使图书馆的编目、获取、权利许可和流通业务都

采用SaaS服务。此外，系列解决方案的网络规

模管理可为用户提供所需文献资源内容的多样化

提取服务，而阿尔玛产品基于云服务环境的云计

算系统，以艺术的手法进行个性化藏书系统的建

构、存储、服务，确保其能够通过SaaS方式满足

各种类型的用户需求。

马歇尔·布瑞德 [17]基于上述公司的研发产

品，撰文指出“云环境下的图书馆业务集成管

理系统将采用SaaS方式提供服务，同时，更多

地采用年费的方式，而不是传统使用的一次性

缴费方式”。此外，全球两大开源软件Fedora和

DSapce公司在原来联合开发的杜拉云 [18]基础上

进行产品升级，增加了面向云服务提供商跨多个

平台的信息归档，功能包括云存储多服务器备份

存储、数据安全等级、可视图像的云加载以及软

件开发交流平台等。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等

大学通过签约的方式，利用杜拉云来保护其托管

的文献资源数据。此外，日本基于SaaS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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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RIM和基于云存储的TopNet系统，则有效解

决了文献资源内容的获取服务和数据存储的安全

性。

云计算给图书馆带来高效节能、扩展性强、

节约成本及实现更大范围的数据共享和更高的数

据挖掘价值，但也不乏失败案例，如华盛顿大学

医学院图书馆应用云计算服务开展图书馆指南和

在线参考服务。此外，当机风险、数据安全与隐

私、数据所有权等，应引起图书馆的高度重视。

对于存储在云端的数据，图书馆和服务商各有哪

些权利？如果图书馆选择放弃云服务，哪些数据

需要收回？以何种形式收回？如果服务商倒闭退

出市场，图书馆的数据将如何迁移到新系统上？

这些都是图书馆面临的新问题，应对这些风险有

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应急准备。

天津高校图书馆联盟为适应云共享服务环

境，从美国集体引进图书馆文献资源集成管理系

统，这种引进模式也为我国其他图书馆进行此项

服务提供了参照依据。CALIS基于云计算的三期

共享域工程为我国区域图书馆共享体系进行结构

再造带来契机。

3 创建区域图书馆共享域的依据

云计算是指用户利用因特网从公用或共用机

器的仓库中获取存储在“云”中的资源或服务，

并且可以通过任何的端口设备获取与使用这些资

源。云计算技术对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业务管理系

统的再造，转变了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哈默对

“业务流程再造”的解释为：“再造，不是自动化

改造而是推倒重来。[19]”哈默的这一观点，对我

国图书馆基于云环境下的文献资源业务集成管理

系统的再造，在CALIS三期工程的基础上再造区

域图书馆文献资源协作共享平台提供了理论与实

践依据。

SaaS是当前最为普遍的一种云计算类型．其

基本理念是将软件置于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

由服务商对其进行维护与管理，使用软件的用户

只是购买了该软件的使用权，且并不在本地安

装。目前，这种云计算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实际

上是Web2.0在图书馆中应用，主要是在图书馆服

务中应用Conduit在线服务生成的浏览器即时通

讯工具等提供即时在线服务 [20]。高校图书馆如何

利用自身资源来开发和创造自己的特色馆藏文献

资源？如何使本馆特色文献资源与本地区高校相

同或相近学科的用户进行共享？如何做到与这种

特色文献资源相互吸收、互相借鉴、共同提高？

基于CALIS三期工程再造区域高校图书馆文献资

源共享域平台，将SaaS技术与云存储技术嵌入到

各高校图书馆本地系统中，实现无缝衔接，减少

重复建设，且使运行维护费用达到成本与效益的

最优化，同时方便文献资源的获取。

云存储是指通过集群应用、网格技术或分布

式文件系统等功能， 将网络中大量各种不同类型

的存储设备通过应用软件集合起来协同工作，共

同对外提供数据存储和业务访问功能的系统 [21]。

CALIS从主要面对“211”院校开展服务（一期工

程），逐步扩展到所有高校（二期工程），目前正

处于三期工程（又称共享域工程）验收阶段。三

期共享域工程是针对一、二期工程服务能力所限

以及不能将社会服务列为重点的现状，以“资源

共享”为目标，以“普遍服务”为指导方式，以

“云计算”为技术手段，以“多级保障体系”为骨

干，构建覆盖全国各类高校的图书馆共享网络。

三期工程的建设为区域图书馆提供最稳定可靠与

最安全的数据存储平台。这种平台存储了不同成

员馆的大量数据，配置了大量的存储设备，因此

区域图书馆共享域云存储平台就转变成为一个云

存储系统，所以云存储是一个以数据存储和管理

为核心的云计算系统。图书馆不必再担心系统被

病毒黑客入侵、数据信息的丢失等问题。同时，

在云存储的条件下，由于资源都是存储在共享域

平台上的“云”中，读者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其

所需的资源。

4 共享域创建的实现与管理机制的创新

现以安徽省各高校文献资源业务管理系统的

使用情况为例，阐述共享域的实现与管理机制的

创新。这些系统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本地安装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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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校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为基础，同时吸收

了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建设中的部分成功

经验，构建基于CALIS三期工程模式并以SaaS

与云存储等主要技术支持的文献资源业务协同平

台，如图2所示。

这种平台采用的是基于Portal技术的服务集

成和基于SaaS技术把各高校图书馆的资讯文献管

理系统集成为联盟共享域，以区域发展需求和应

用为导向的学科资源保障体系，资源的完整、连

续、创新是实现联合服务的基础 [22]。高层次读者

关注的焦点是核心资源、核心机构、核心作者、

核心期刊、前沿趋势和热点，所以共享域的资

源与服务的架构应紧紧围绕读者的需求，即以读

者为中心构建资源服务体系协作共享平台针对高

层读者的需求进行包括图书馆业务和环境支持两

部分的服务内容。其中图书馆业务支持又包括协

调采购与资源建设（如成员馆协调采购、共享式

资源与保障式资源建设和自建特色数据库）、公

共检索与资源导航（如学术资源搜索引擎、外文

期刊网、中外文学位论文和专题特色库）、文献

传递与原文获取（如图书、期刊、学位论文、古

籍）和互动问答与课题服务（如MSN、QQ、表单

等）4方面的内容，还可以实现成员馆之间的人

力资源共享，及时满足各成员馆读者的需求；图

书馆环境支持则采用SaaS服务模式，CALIS 系

统和服务部署在协作共享平台上，为成员馆提供

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有利于辅助成员馆开

展科研工作，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学校学科

建设。

协作共享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多技术、多应

用与多服务合作协同的共享资源池，成员馆的

资源是按照统一部署、集中管理、按需分配、

分布使用的原则进行管理与调度，提高对各成

员馆系统资源统一划分、综合管理、弹性分

配、全面优化的能力。在保证业务协同平台管

理系统具有较高管理、运营效率的前提下，减

图2  协作共享平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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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各成员馆资源部署时间，根据用户需求而自

由、弹性、准确、快捷地分配，为读者需求开

展提供资源供给服务。

这种平台的资源管理可分为资源信息收集、

资源信息更新、资源发现、资源调度、资源定

位、状态监控等部分，通过对该平台资源池资源

总量和正在使用的资源数量进行统一的管理、分

配、调度。依据资源分配与用户需求实际，采

用高效的资源管理策略，按照成员馆资源使用时

间、内容、数量、权限等进行分配。同时，依据

资源的属性描述获得成员馆资源拥有的物理地

址，实现资源分配在资源请求、分配、使用、释

放过程进行监控，确保业务协同平台安全、高

效、可控、便捷。

该平台是云计算时代相同学科领域内进行

学术研究与交流的理想平台，其实现的前提就是

要有稳定和切实可行的机制、统一构建的平台、

规范的元数据格式与标准。区域图书馆共享域还

应及时采购、上传、收集和保存各个成员馆的特

色学科资源和知识成果，并提供有效的共享和利

用。这将对业务协同平台的资源共享、数据共享

等基础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业务协同平台具有对成员馆文献资源进行

调度和依据读者需求而变化周期的特点。当成员

馆进行文献传递服务时，读者群数量对文献资源

需求的不确定性，会造成文献资源需求海量激增

以及可供分配的文献资源迅速减少，致使成员馆

文献资源管理、利用效率快速下降和读者需求满

意度降低。因此，该平台具有针对成员馆文献资

源需求量大、资源分配适时性强、调度高效与快

速、突发性调度需求事件发生概率高等特点，设

置较高的分配权限，当所分配的资源数量影响成

员馆开展服务活动时，优先将资源池资源进行分

配，或者从其他适时性与资源分配级别低的应用

上进行调度。

成员馆在符合业务协同平台相关规则的基

础上，平台为成员馆提供统一的管理接口和用户

界面，对异构性高的成员馆具有较强的综合管理

能力。此外，在业务协同平台构建中，采用以

SaaS服务模式管理为对象的模块化设计方法，确

保该平台管理模块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和独立性。

使用户直接利用协作共享平台来检索其他成员馆

的文献资源，当然也可以借助云存储技术，基于

SaaS 服务架构把高校馆的数据存储在共享域平台

的资源池中，依据平台预先设置而实现对各成员

馆资源的配置和调度。当某个成员馆的部分服务

器出现故障时，高校馆只需对关键数据进行备份

存储，这些关键数据基于安全性考虑，防止存储

在服务器上的关键数据损坏，应在平台的资源池

中和各备份中心之间实施资源池资源的统一管理

和调度，当某一成员馆负载量过大时，能够从其

他成员馆的备份中心进行资源调度和迁移 [23]，确

保读者需求的不间断性，保证成员馆系统数据传

输的安全与畅通，及时将调度控制数据传输至控

制器 [24]。此外，通过SaaS 服务在物理上按一定

的规则，构成一个统一的逻辑整体，使得每个成

员馆服务器上的数据存储相对均衡，从根本上解

决海量数据的存储、冗余、集成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缓解各成员馆的存储压力。这不仅拓宽了平

台的应用范围，也降低了用户的应用门槛，使各

成员馆更加专注于各自的服务领域。

5 结语

地方高校图书馆由于技术、设备、人员、能

力等因素的限制，还有诸如各高校图书馆所在地

域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资本投入） 、基础教育结

构（影响服务对象） 、原有文献馆藏结构（影响

共建共享与资源整合模式）等都会影响区域图书

馆共享域建设的具体形态。因此，建设区域图书

馆共享域能够实现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统一

集成和管理，促进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长期、

有效、完整保存，是加快传播和共享文献资源的

重要途径，对本区域的学科资源的开发、利用具

有现实意义。区域内高校图书馆之间可以从联合

编目、联合采访、资源共建、统一门户等方面进

行合作，有效解决各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资源、

设施、服务、经费等因素的影响，使各高校图书

馆的馆藏文献资源初步形成“集中资源、分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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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均衡负载、用藏结合”的服务体系，后期工

作仍然需要着力完善应用系统改进和集成，采编

流程与CALIS联机编目中心整合等工作，累加更

多的共享版应用，如特色学科资源库共享版、教

参管理系统共享版等，强化协作共享平台云存储

体系的建设力度，为成员馆及高校读者提供更加

便捷的文献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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