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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共建共享方式述评

摘要：CALIS成功地在国内高校开展了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活动，它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高效的项目管

理机制，在资源共享的同时更注重资源共建与集成。文章从管理、资源和服务三个角度考察与评价了CALIS的
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其成功经验，并给出未来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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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LIS发展概述

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的“211工程”为我国高

校图书馆开展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即建设“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创造了条件。与以往不

同，这个系统不是由高校图书馆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国

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组建的，拥有严密的组织

结构和专门的建设经费，可以说是我国政府直接主管的

第一个成功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项目。

到目前为止，CALIS建设已经开展了三期：（1）
1998年11月至2001年1月为第一期建设的时间段。124个
成员馆通过“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互联，创建了联合目录数据库、中文现刊目次库、高校

学位论文数据库、重点学科专题数据库和重点学科网

上资源导航数据库。除了学位论文数据库只有7万条文

摘记录外，其余数据库记录数都在百万以上[1]。（2）
2002年9月至2006年8月，第二期建设与“中英文图书

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L）”一期合并。CADAL
是中美两国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发起的一项国际合作计

划，其目标是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万册图书规模

的数字化文献资源[2]。合并后的项目名称调整为“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

馆”（China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DLIS），CALIS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子项目。

第二期除了继续扩大原有数据库的建设外，还加大了

全文数据库的建设，主要目标包括3万种电子期刊、30
万篇学位论文和3万种教学参考书[3]。（3）2010年4月至

2011年底的第三期建设，侧重于服务建设，即通过整合

各个信息机构的资源与服务，提供面向最终用户和面向

信息机构的服务。面向读者的服务包括资源查找、代查

代检、原文获取、课题咨询、联合问答等；面向信息机

构的服务包括建立标准规范服务平台、业务培训、数据

服务、业务服务、接口服务等。

CALIS建设项目从1998年启动以来，不仅在高校图

书馆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全国信息资源的合

理布局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我国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的典范。本文将从管理、资源和服务三个角度

考察与评价CALIS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其成

功的经验，并给出未来发展的建议。

2 CALIS的管理机制

CALIS为了让文献保障体系顺利实施，在建设过

程实行了严格的项目管理，以确保各个子项目及时有效

地完成。项目管理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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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的建设由教育部高教司直接领导，高教司

成立了项目管理委员会，采取“项目管理委员会领导下

的法人负责制”[4]的方式实施管理。

（1）“项目管理委员会”兼有监督和决策的职能，

即监督项目的执行情况，对项目建设中的重大事宜作

出决策，偏重于项目的宏观管理。（2）“CALIS管理中

心”是项目管理委员会之下进行项目管理的具体执行机

构，负责项目建设的管理实施，协调项目建设中的有关

事宜，监督检查项目执行的情况。（3）“子项目建设责

任单位”，顾名思义，是承担子项目的单位，一般为高校

图书馆或企业。从总体来看，CALIS的项目管理实行的

是二级管理机制，即由CALIS管理中心和各子项目的承

建单位构成。CALIS管理中心专设“项目管理部”对子

项目群实施综合管理，与承建单位签署协议或合同，并

派专职的子项目联系人保持与子项目管理组的沟通。

在子项目创建、实施过程中还有三类组织在起作

用：①决策组织——中心负责人联席会议和管理中心

办公会议。中心负责人联席会议成员由CALIS管理中

心、全国中心、地区中心和省级中心的负责人组成，帮

助CALIS管理中心协调项目建设，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

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而管理中心办公会议的成员

相对较少，只包含了CALIS管理中心和全国中心负责人

在内，它只负责在中心负责人联席会议休会期间项目管

理的决策。由于中心负责人联席会议在之前都已对重

大决策问题讨论通过，所以管理中心办公会议在事实

上获得决策的机会已经不多。②咨询组织——专家委

员会和专业工作组。专家委员会由CALIS管理中心聘请

的图书情报、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行业专家组成，负责

图1 CALIS项目管理结构

技术咨询，协助CALIS管理中心审核工作

方案、技术路线和工作计划等。但在实际

执行时，专家委员会的职责通常由常设的

专业工作组与临时成立的“专家组”配合

完成。临时成立的“专家组”在子项目论

证中更具针对性，更能发挥咨询作用。专

业工作组由CALIS管理中心聘请的业内

相关专家和高校图书馆业务骨干组成，

负责协助管理中心实施项目管理。专业工

作组并不针对某个子项目，而是对某一业

务领域开展工作，如联机编目、馆际互借

之类的业务领域。③子项目具体管理组

织——招标工作组、监理工作组、子项目管理组和子项

目联系人。招标工作组由CALIS管理中心选派的专职

人员、相关“专业工作组”代表和专家组成，主要负责

招标工作，在子项目签订合同或承建协议后自动解散，

后续工作由监理工作组接任。监理工作组主要由CALIS
管理中心专职人员、相关“专业工作组”代表、业内专

家和高校图书馆业务骨干组成，主要负责子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监理，发现与解决问题，组织完成验收工作。

子项目管理组一般由承建单位的人员组成，并指派馆

长助理（含）以上人员出任组长。对于多馆参与的子项

目，子项目管理组也有其他参建单位的成员，并有3-5名
专业馆员参与。子项目联系人由CALIS管理中心指派，

负责监督和协调子项目建设，同时他也自然成为了“监

理工作组”的成员。

从以上所述可看出，CALIS围绕项目管理设置了健

全的组织架构，从子项目的招标、实施、验收到项目的

决策都有相应的管理组织参与实施与指导。

除了针对项目实施的管理架构外，CALIS还有横

向的业务领域执行机构，这主要体现在CALIS管理中

心内部机构的设置上。CALIS在设置管理层、中心办公

室的同时，另设有联机合作编目中心、技术中心、信息服

务部、资源数据部、系统部。其中，技术中心主要承担

CALIS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是管理中心人数最多、

最关键的部门；而系统部的工作主要是计算机应用系统

的管理与维护，包括选择系统与设备、规划网络体系、管

理与维护管理中心的各类设备等；资源数据部负责管理

CALIS的资源建设和所有数据资产，如书目数据、用户

数据、购买的各类数据库等。这样的横向机构设置保证

了资源共建共享具体业务的创建与发展，方便业务的实

施与规范化，同时也有利于各个子项目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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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组织架构看作管理机制“硬”的方面，那么

CALIS也注意在“软”的方面——制度的建设上下力

气。仅CALIS二期就有《CALIS“十五”建设项目管理

办法》、《CALIS“十五”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项目

管理细则》和《CALIS“十五”建设子项目经费管理办

法》等制度，对各类子项目的立项、招标、检查、验收等

都作了明确规定[5]。业务方面的标准更多，如《中国高等

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其中包含CADLIS
总体架构和基本技术标准与规范、各个子项目专用的

技术标准与规范和有关产品认证等多方面的内容[6]。

CALIS还把标准规范建设作为子项目之一，CALIS三
期包含的标准规范类子项目共16项，内容涉及元数据

规范、联合目录规范、数据加工规范和资源的组织、存

储、发布、评估规范等。这些管理制度与标准规范使项

目实施做到了有章可循，使项目建设有条不紊。

3 CALIS文献资源建设

CALIS作为文献保障系统，一直把文献资源作为建

设重点。2009年至2010年这方面的投资共1亿元，占三

年总投资（2.1亿）的47.6%，在所有子项目中比例最大。

CALIS三期完成资源建设类子项目27项（不包含被取

消的子项目“网络资源导航数据库建设”），主要内容

包含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特色

数据库建设、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建设、西文期刊目次数

据库建设、高校名师数字特藏数据库建设等。有些子项

目，如联合目录数据库、学位论文数据库和特色数据库

的建设具有连续性，在三期之前就有相当的基础。资源

建设类子项目除了建设文献实体资源外，还有一些研究

性质的子项目，如“特色数据库建设策略研究”、“高

校科学数据管理机制及管理平台研究”，充分体现了

CALIS资源建设与相关研究同步进行的特点。

3.1 资源内容

CALIS的资源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4]：目录数据

库和全文数据库。

目录数据库包括联合目录数据库、学位论文文摘

数据库、西文期刊目次数据库。截至2012年5月31日，

CALIS书目数据总量达到5,343,815条，并且部分书目数

据配有文献的封面、内容提要、目次、书评等内容，数据

量近300万页。参与联机合作编目的成员单位有960家，

95%为高校图书馆。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已发布454.2
万条记录，包括国内学位论文和国外学位论文。其中，

国内学位论文数据240.3万条，国外学位论文数据213.9
万条，国内学位论文数据内容包含文摘、前16页、参考

文献和全文索引。西文期刊目次数据库现有期刊篇名目

次条数约8000万条，有目次的期刊共4.5万种。

CALIS的全文数据库建设稍显不足，但也数量可

观。按照计划，在CALIS三期建设全部结束后，CALIS
系统中至少要存档80万篇全文文献，包括中外学位论

文25万篇、中外电子书10万册、45万篇（册、件）其他文

献。从子项目的完成情况看，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收录的

电子书总量已有8.3万册；教学参考全文数据库在三期

共新增119538种全文电子教学参考书，其中有54675种
是高校现在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含教材），其余为出版

社推荐的教学参考书；高校特色专题数据库已建成220
个，CALIS三期新增数据总量达到563万余条，新增全

文数据358万余条，达到整个新增数据量的63.59%，超

过了项目的预期目标。

3.2 建设方式

首先，CALIS资源建设按各馆的馆藏基础进行分

工，形成了三级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第一级由文理、工

程、农学、医学4个全国性的文献信息中心构成，分别

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农业大学

图书馆、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第二级包含7个地区性

文献信息中心，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西北地区

中心）、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地区中心）、武汉大学图

书馆（华中地区中心）、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北地区

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华东南地区中心）、四川

大学图书馆（西南地区中心）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

地区中心），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建设了东北地

区国防文献信息中心；第三级则由其他高校图书馆或

社会信息服务机构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级中，

有一些高校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联盟作为省级文献信

息中心加入CALIS。例如，浙江大学图书馆是CALIS浙
江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是

CALIS天津市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由此可看出，CALIS
的文献资源布局有向全国蔓延之势，更注重地域的均

衡分布。

其次，资源的具体建设方式包括引进、自建和即用

即付三种。引进分两种情况：对于一些适用面较广的文

6



http: // www.dlf.net.cn

2013年第1期（总第104期）

CALIS专刊

献资源，CALIS采取自身投入与高校资金相互配套的

方式完成集团采购，参与的单位越多，吸纳的配套资金

越多，购买的文献资源也越多；对于一些适用面较窄的

文献资源，CALIS采取至少购买一套的策略，但采购单

位必须把相关书目数据和目次数据提交给管理中心，

使之在CALIS中心系统得到统一揭示。自建的资源是指

高校自身产生的一些原生数字资源，如学位论文库、机

构库等，CALIS也注意吸纳此类资源。CALIS目前已组

织10所院校探索并搭建了高校机构库的建设与共享平

台，为今后高校机构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即用即付

方式是通过与数据商合作的方式，将其文献资源纳

入CA LIS文献保障体系，成员馆以较低的成本付费

购买所需文献。例如，CALIS和维普资讯公司合作，

成员馆可以用每篇1元的价格下载维普资讯的中文期刊

全文。

3.3 技术使用

在资源建设中，CALIS十分注意先进信息技术的

使用。CALIS三期使用了分布式统一数据交换系统，采

用了基于“云计算”的三级分布式架构，能在中心节点、

分节点和本地节点自动完成数据的相互交换，即通过

与成员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和其他本地系统集成，能

将多种资源数据依次汇集到分中心和管理中心。同时，

CALIS管理中心也可通过统一数据交换系统实现数据

的自动收割，然后自动分发给分中心和成员馆。这种可

热加载的智能适配器技术大大提高了节点之间的资源

传递效率，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

4 CALIS的服务方式

CALIS在“十二五”期间的建设分为三个阶段[7]：

2011至2012年，全面调研与评估已建成系统的运行服

务；2012至2014年，启动并完成所有项目建设，之后

全面进入试运行服务；2014至2015年，评估试运行服

务，完善与提升系统。目前正处于“边建设，边服务”阶

段，距离2014年底开始的全面试运行服务还有大约两

年时间。

4.1 服务架构

CALIS是由众多高校图书馆以及其他信息服务机

构组成的联合体，文献资源的整体由各个信息节点联合

构成。因此，CALIS三期采取了CALIS与信息服务机构

互为前后台的方式提供服务[8]：一方面，CALIS通过整

合各个信息服务机构的资源与服务形成直接面向用户的

服务门户，这时CALIS在“前台”，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在

“后台”；另一方面，CALIS也可以定制、嵌入的方式向

各个信息服务机构推送自身的服务，这时其他信息服务

机构在“前台”，CALIS在“后台”。嵌入信息服务机构的

方式扩大了CALIS的用户可见度，体现了利用的灵活性。

CALIS采用“云计算”技术实现了上述服务架构

方式。首先以“统一认证/联合认证”系统为核心，运用

各种接口模块，把成员馆的资源与服务集成于一体，

形成一个虚拟的“数字图书馆基础系统”，然后使用

带有共享性质的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和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应用服务模式供成员馆选

择与调用所需功能模块。CALIS的云服务平台命名为

Nebula平台，它运用云联邦服务平台将不同的图书馆本

地服务、CALIS公共服务以及第三方公共服务集成，形

成统一的数字图书馆系统，然后通过CALIS的SaaS平
台面向成员馆提供应用服务[9]。目前CALIS开通的云服

务有e读、外文期刊网篇名目次库（CCC）、统一认证系

统（UAS）、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ILL）、虚拟参

考咨询系统（CVRS）和统一数据交换系统（UES）[10]。

运用“云计算”技术，成员馆还可按区域、学科或共同

兴趣组成共享域，在更小范围内分享资源与服务。“云

计算”技术的运用使图书馆不需要购买或建立本地系

统，也免去了系统维护，让图书馆以较低成本就能实现

资源与服务共享。

4.2 服务功能

CALIS包含了两方面的服务功能：面向用户的服务

和面向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4]。面向用户，CALIS提供

的服务有：①资源查找：e读学术资源搜索引擎能查找

的资源量达到96,584,470册（篇），文献资源包括中外文

图书、中外文期刊、中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古籍、其他特

色资源等。②代查代检：CALIS管理中心依托“馆际互

借工作组”建立了代查代检队伍，用户可通过e得原文

获取平台提交代查代检请求。③原文获取：用户可通过

文献传递、馆际互借、下载等方式获得原文。④课题咨

询：CALIS已建立联合课题咨询与联合查新服务平台，

可提供查收查引、科技查新、定题服务、课题咨询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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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⑤联合问答：CALIS的联合虚拟参考咨询平台拥有

虚拟参考咨询工具、FAQ和Q&A系统，并整合了维基

百科、百度知道等知识解答系统。⑥统一认证：CALIS
建立了“统一认证”和“联合认证”两种用户信息管理

模式，每个用户通过一个帐号就能获得CALIS的所有

服务。⑦个性门户：CALIS向用户提供iGoogle模式的

组件服务，用户以此可建立自己的个性化服务。面向信

息服务机构的服务包括标准规范服务、业务培训服务、

数据服务、注册服务、业务服务和接口服务等。这些服

务为成员单位在资源建设、人员培训、业务管理等多个

方面起到了支撑作用，成员单位可站在较高的起点上构

建自身的资源与服务。

5 CALIS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及建议

5.1 成功经验

（1）高效的项目管理方式

CALIS的共建共享服务体系是建立在众多信息服

务机构基础之上的，但其模式却不同于以往图书馆资

源共享体系的模式——图书馆之间仅以资源共享协议

为基础的松散模式。它有实体的管理机构，运用项目管

理的方式建立服务体系，并且有数量可观的专项资金

保证。子项目的建立有专门的招标、论证、咨询指导、验

收等环节，保证了项目高效有序地进行。这在我国文献

资源共享中具有鲜明的特色，也对我国其他共建共享

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2）注意吸收先进技术

CALIS的宗旨是要以“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导思

想，以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入挖掘、整合全球各类机构

拥有的学术信息资源，促进用户对这些资源的广泛利

用。正是借助于先进技术，CALIS才有可能建立如今庞

大的服务联盟。如前所述的统一数据交换系统和“云

计算”技术就是典型的例证。CALIS管理中心设有技术

中心，专门负责软件的开发与维护，保证了CALIS的数

字图书馆建设拥有雄厚的技术支撑。

（3）及时制订各种标准规范

标准规范的建立对于共建共享体系的形成是十分

重要的。这些标准规范相当于CALIS共建共享体系的

“接口”，各个信息服务机构通过这些“接口”集成而

形成CALIS服务体系。CALIS在面向信息服务机构的

服务中设有“标准规范”模块。此模块不仅及时发布相

关标准，而且提供应用指南和标准认证服务，方便标准

的使用。在编目方面，为推广相关标准，CALIS开展了编

目员培训和编目员资格认证。另外，CALIS设有“标准规

范建设”子项目，其研究成果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

广泛应用于CALIS总体项目建设、各个子项目建设。

（4）积极的合作意愿

虽然建立CALIS初衷是为了配合“211工程”的实

施，但它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211”高校的图书馆，其

他高校图书馆也可自愿加入。另外，CALIS还积极与其

他信息服务机构或联盟合作，如上海图书馆、NSTL和
CASHL等。这些合作扩大了CALIS的影响力，提升了自

身的文献保障能力。

5.2 建议

（1）保证资金投入的连续性

由于CALIS以项目管理的形式建立，其建设资金

在项目运行期间有保证。但是，在前一期结束与后一期

开始之间往往有一个间歇期，此时的资源建设与服务

仍在继续，如果没有资金投入是不利于CALIS持续发

展的。因此，建议在CALIS建设的全过程建立持续的

资金保障机制，保证项目完成之后仍有后续资金投入。

这也是CALIS长期发展的保证。

（2）不断提升用户使用的友好性

CALIS的形成总体上是“自上而下”的模式，通过

项目管理的形式积极推进。这种形式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与用户的使用需求出现错位。在实际的服务过程中确实

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收费标准偏高[11]，资源开放程度

不够[12]。当然，按照规划，CALIS在未来几年会继续改

进服务。但服务的改进本身是无止境的，因为用户的需

求随时间而改变。CALIS必须在使用的友好性方面保

持与其他共建共享组织的比较优势才会对用户具有吸

引力。

（3）对潜在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

CALIS是一个庞大的资源与服务体系，本身的任

何变动都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而

CALIS面临的信息环境是复杂多变的，CALIS只有不

断调整自身才能更好地满足信息环境的新要求。因此，

只有对未来的发展保持敏感性，积极对潜在问题开展

研究才能保证调整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建议在CALIS
的管理中心设立“发展研究中心”，对CALIS潜在的问

题设立相关课题进行专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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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Way of Co-constructing and Sharing in C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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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LIS succeeds in carrying out the co-constructing and sharing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The main reason for its success is that it has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constructing and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during resources sharing. This paper inspects and evaluates the 
state of CALIS development, sums up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n this basi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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