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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年 10月 , 美国国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与保

存项目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reservation Program , NDIIPP)发布了年度报告《软件保

存的国家战略走向》 [ 1] ,建议美国国会图书馆尽快建立

国家战略整体实施软件资源的长期保存 。2013年 11

月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 JISC)、英国数字保存中心 (Digital Curation

Center , DCC)等机构资助发起了一个以 “数字资源保

存的国家行动方略” 为主题的研讨会 , 旨在推动国家

层面乃至跨国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合作 [ 2]。这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通过国家层面整合资源和规划实施数

字资源长期保存正在逐渐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事实上 ,早在 2011年 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

通过《数字资源保存莫斯科宣言》 ,号召各国政府将数

字资源长期保存作为社会信息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支持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各方面的研究与合作 [ 3] 。

由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无论

是单个机构或其联盟都难以长期承受数字资源长期

保存的重大经济 、技术 、法律和管理负担。因此 ,通过

国家层面全面规划和主导推进国家范围数字资源长

期保存体系建设成为高效率和可持续实施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的必由之路。正如曾执掌数字馆藏服务业务

的 OCLC原副总裁 Bishoff女士所言 , “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需要地区层面 、国家层面 ,乃至国际间的合作 ,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合作有利于共同分担风险 , 更好地达成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公共服务目标” [ 4]。

尤其对于我国这样高度依赖国际数字科技信息

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 通过国家层面主导建立国家

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 (以下简称 “国家保

存体系”), 协调和动用国内主要文献情报机构的力

量 ,系统 、全面 、可靠实施数字科技文献资源的本地化

长期保存 ,将有效解决因自然灾害 、人为破坏 、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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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各种潜在危险导致数字文献资源在我国无法长期

可靠利用等问题 ,为国家科技信息安全提供战略保障。

但国家保存体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 , 需要预先

准确 、全面地了解目前国内主要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采

购与使用情况 、长期保存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参与国

家保存体系建设的意愿。同时 , 尤其需要了解国内主

要图书馆对国家保存体系在责任分担机制 、 授权机

制 、经济投入机制 、公共认证机制 、可信赖管理机制等

方面的要求。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 , 在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NSTL)的资助下 , 2013年 9月 ,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 (以下简称 “国科图”)通过问卷调查

和专家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内主要图书馆展开了

调查 ,以有效推进国家保存体系的尽快建立。

2 调查过程

2013年 9月 9日 , 国科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调

查问卷。调查内容集中在三大问题 ,即:数字资源采购

与使用的基本情况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现状 、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的意愿与要求。调查对象包括数字资源比

较丰富的部分公共图书馆 、“985”高校图书馆 、主要国

家级专业图书馆。本次调查并非对全国范围进行随机

抽样 , 但覆盖了有代表性的图书馆 , 保证了调查结果

具有较好的揭示意义。本次调查共向 23家机构发放

问卷 ,发放问卷 23份 ,回收了 17个机构的 17份问卷 ,

回收率 73.9%;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17份 ,如表 1。
表 1 被调查机构情况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有关情况 , 2013年 9月 13日 ,

国科图组织召开了 “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

体系建设研讨会” , 通过现场研讨的方式对 11家国内

主要图书馆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3 调查结果

3.1 数字资源采购与使用的基本情况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紧迫性与数字资源在被调

查机构服务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我们对这些机构

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的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 ,

数字资源的采集已占据相当大的规模 , 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所有机构均已采集了相当数量的全文电

子资源 ,且所采集的数字资源类型比较丰富 ,其中 ,全

部的机构(17家)都采集了全文电子期刊 , 88.2%的机

构(15家)采集了全文电子图书;二是 47.1%的机构(8

家)2012年的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在文献资源采购经费

中的比例已超过 50%。

同时 , 调查也发现 ,数字资源保障方式比较单一 ,

主要依赖资源供应商提供的访问服务。对于已采购的

数字资源 , 在调查的 17家机构中 , 所有的机构都表示

超过 90%的内容直接通过访问资源供应商服务站点

获取 , 通过建立镜像提供访问或获取本地数据内容后

自建服务系统的内容不足 10%。

3.2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现状

鉴于数字资源采购合同直接关系着机构对数字

资源的长期保存安排 , 本次调查主要是通过调查机构

的数字资源采购合同相关条款或规定来揭示当前机

构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现状。

3.2.1 关于不可抗力情况下的资源访问保障

数字资源采购合同执行过程中 ,资源的访问可能因

自然灾害 、人为破坏等不可抗力造成中断 , 对于此种情

况下 , 数字资源采购合同有无规定补救服务措施。

64.7%的机构(11家)表示合同中未规定任何补救措施 ,

仅有 11.8%的机构 (2家)提及合同中有规定具体的补

救措施。这表明绝大多数机构的数字资源采购合同都难

以为不可抗力情况下的资源访问提供实质性保障。

3.2.2 关于永久使用权利的诉求

对于在数字资源采购合同中 , 是否有对机构永久

使用所采购资源 (包括在停止采购后仍然对以前采购

的资源的使用权)的规定和措施 , 70.6%的机构(12家)

表示合同中有比较具体的措施。例如 , 资源停订后 , 是

否可以永久使用订购期间的资源 , 以及是否收取平台

费或维护费等。这说明大部分机构都已开始将资源的

永久使用权作为资源合同的组成部分或必要条件。

3.2.3 关于长期保存权利的诉求

对于在数字资源采购合同中 , 是否有支持机构对

所采购资源进行永久保存的规定和措施 , 仅有 41.2%

的机构(7家)称极少部分资源(所占资源比重均低于

20%)的采购合同中有比较具体的措施。上述 7家机

构提及的具体永久保存措施主要有第三方保存 、镜像

备份和光盘备份等。此外 , 针对是否向资源提供者提

出长期保存要求及对方意见如何的问题时 , 29.4%的

机构(5家)表示从未提出过此种要求 , 另有 23.5%的

机构(4家)表示提出过此种要求 , 但对方未回应或者

不承认采购者的保存权。上述数据表明 , 目前绝大多

数的机构将光盘备份、 镜像服务等简单的备份措施视

为长期保存 , 并且对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重视不够 , 或

者在采购过程中提出的长期保存权利诉求遭到资源提

供方的忽视或拒绝。同时 ,这也充分揭示了当前大部分

被采购的数字资源缺乏可靠的长期利用保障。

3.3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意愿与要求

3.3.1 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考虑

(1)对保存资源范围的考虑。对采购资源而言 ,被

调查机构认为首先需要长期保存那些对本机构来说

属于核心的数字资源(47.1%, 8家)。其次 ,是需要长

期保存所有采购的数字资源(41.1%, 7家)。而对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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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长期保存的资源的数据类型 , 被调查机构认为除必

须保存全文外 , 还要争取保存支持深度利用文献的数

据 , 而其中参考文献链接 、附属数据链接等被置于首

要地位(82.4%, 14家)。

(2)对保存机构的考虑。所有机构都表示应首先

考虑由国家建立专门长期保存体系进行长期保存。对

于国内图书馆联合长期保存 、由各机构进行长期保存

等方式 ,也被作为可考虑的选择 ,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保存机构的选择

(3)对保存权限的考虑。对保存权限的要求 ,被调

查机构认为 , 首先必须要求资源的永久保存权

(perpetual copy)(70.6%, 12家),其次应要求资源的合

作保存权和异地防灾备份权(64.7%, 11家), 然后是

应要求资源的继承保存权 (即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其他

机构继续保存自己曾经保存的内容的权利)(41.2%, 7

家)。此外 ,对于被长期保存的资源 , 76.5%(13家)的

机构认为 , 在自然不可抗力 、运行灾变和合同终止导

致服务终止时 ,都应同时提供服务。

(4)对保存安排的考虑。针对是否制定了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具体政策 ,仅有 11.8%(2家)的机构表示已制

定相关具体政策 , 并已有部分实施。76.5%的机构(13

家)仅表示已有考虑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策略。而对于在

实现长期保存中遇到的困难 , 76.5%的机构(13家)归

结为难以从出版社获得长期保存的权利和支持。

3.3.2 关于参与国家保存体系的意愿

(1)关于参与国家保存体系的意愿。对于是否愿意

委托国家保存体系长期保存自行采购的数字资源 ,

94.1%的机构(16家)都给出了愿意委托的肯定回答。

(2)关于承担责任。对于一旦委托国家保存体系

保存所采购的数字资源 , 所有机构都强调会与体系内

的其他图书馆共同争取长期保存权。其次 , 是会在谈

判和规范出版社服务时将长期保存纳入必备要求 , 具

体见表 3。
表 3 愿意争取的长期保存权利

同时 , 所有机构都表示愿意积极参加国家保存体

系建设。关于愿意承担的责任 , 全部机构都表示愿意

参加国家保存体系政策规则和管理机制的制定。其

次 , 是愿意参加国家保存体系保存与服务的可靠性检

验 ,具体见表 4。
表 4 愿意承担的长期保存责任

3.3.3 对于国家保存体系的要求

(1)对于保存资源的要求。对于希望被国家保存

体系优先或重点保存资源 , 几乎所有机构都认为国家

保存体系应优先保存国际数字资源(94.1%, 16家)。

而其中期刊资源及学位论文资源是首要关注的资源

类型 ,具体见表 5。
表 5 对保存资源的要求

(2)对于国家保存体系权限安排的要求。对于国

家保存体系下的保存权限安排 , 被调查机构认为获得

永久数据权 、合作保存权和继承保存权 , 以及获得公

共服务权等同等重要 ,详见表 6。
表 6 对保存权限的要求

(3)对于国家保存体系的基础保障要求。对于国

家保存体系的基础保障要求 , 所有的被调查机构都认

为国家保存体系的基础保障须保证所保存资源安全

和完整保存。作为有效支持 , 保证得到国家或承担保

存单位的可靠资金支持 、拥有可靠的技术设施等都是

必备条件 ,具体见表 7。
表 7 对保存基础保障的要求

(4)对于国家保存体系下具体保存单位的要求。

对于国家保存体系下具体保存单位应承担的责任 ,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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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的被调查机构都认为具体保存单位必须保证

所保存资源的安全和完整保存 , 保证建立可靠的技术

设施 、管理流程和人员队伍 , 保证建立公开透明的管

理体制及其服务政策 , 这三个方面的责任应优先承担

且同等重要 ,具体见表 8。
表 8 对具体保存单位的要求

4 调查总结

从调查结果看 , 数字资源已经成为我国科研教育

机构获取与利用信息的主要来源 , 并在逐步成为支撑

我国科技与教育创新发展的基础战略资源。这主要表

现在当前主要科研教育机构的数字资源采购规模持

续增长 ,在经费比例上基本与印本资源相当。显然 ,数

字资源的普及有利于极大提高用户获取信息的能力 ,

但也带来了可靠使用和永久利用方面的严峻挑战。一

方面 , 数字资源的永久使用面临严重的技术危机 , 数

字介质本身的不稳定性 、必须依赖的技术条件 、技术

条件本身的不断变化等 , 都可能造成数字资源无法利

用;另一方面 , 数字资源的永久使用面临严重的使用

机制危机。目前 , 国内外图书馆基本采取购买网络使

用权 、为用户提供远程访问的方式提供数字资源服务 ,

资源采购与长期保存权被强制分割 ,当采购合同终止后

已采购数字资源的使用权难以保障 ,即使在合同执行期

间也很容易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用户的网络使用权被强

制剥夺。因此 ,如何确保基于系统性投入构建的数字资

源馆藏能够被用户永久利用成为图书馆界必须重视的

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科研教育机构高度依赖数字资源

的情况下 ,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已成为事关国家信息资

源保障与服务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但调查也表明不少机构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

重要性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 这表现在长期保存

权利意识薄弱 , 以及仍未制订长期保存政策等方面。

一是长期保存权利意识薄弱。要想可靠地进行数字资

源的长期保存 , 必须首先解决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权利

问题 ,这是所有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活动的起点。目前 ,

为保证采购数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资源采购方一般

通过采购合同要求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权利 , 包括数据

存档权 、数据处理权 、数据服务权和合作保存权等权

利 , 而且这些权利不受资源权属转移或资源提供方法

律地位变化等的影响 [ 5]。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约有 3

成的机构从未向资源提供方提出长期保存权利方面

的要求 , 这表明不少机构对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仍然重

视不够。二是制订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政策的意识不

足。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政策是有效推动实施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的管理上的保证 , 包括为实现数字资源长期

保存目标而制订的长期保存方针 、长期保存原则 、长期

保存策略和长期保存措施等 [6]。根据本次调查结果 , 超

过 7成的机构尚未制订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政策。这说明

绝大部分机构在通过制订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政策 , 进

而推动实施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方面的意识不足。

通过调查也看到 , 当前国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

实施状况堪忧 , 大多数机构尚未实施针对被采购数字

资源的长期保存。目前 , 国内仅有个别图书馆系统实

施了对采购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以国科图为例 , 截

至 2013 年年底 , 国科图已完成了对 7 家出版社

(Springer 、IOPP 、BMC 、RSC 、NPG、NAS和维普)的 16 105

种重要科技期刊文献 、2家出版社(Springer和 RSC)的

26 493种电子图书 、1家出版社(Springer)的 30 000种

实验室指南的长期保存 , 为中科院和国家科技创新提

供了重要的战略性保障。

但需要指出的是 , 现阶段国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缺乏统一的国家战略规划。主要表现在国家层面和多

数机构尚未建立起相关的规划 、政策 、责任体系 、经济

技术支撑机制和保存系统 , 大多数数字资源仍然处于

无明确保存政策 、无长远经济保障 、无可靠保存系统 、

无有效恢复与保障服务机制 , 这也是导致国内数字资

源长期保存实施状况堪忧的主要诱因。因此 , 几乎所

有参与本次调查的机构都强烈支持通过国家层面建

立国家保存体系整体实施对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 , 以

全面改善和促进国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实施状

况 。这也印证了 11家国内主要图书馆负责人在现场

研讨会上的呼吁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4.1 建立国家保存体系非常必要且极为迫切

与会者一致赞成由国家层面主导建立国家保存

体系 , 并一致肯定此举将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资源 , 特

别是外采数字资源的本地化长期可靠保存 , 有效解决

因自然灾害 、人为破坏 、地缘政治等各种潜在危险导

致数字文献资源在我国无法长期可靠利用等问题 , 为

国家科技信息安全提供战略保障 , 因此 , 具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与会者认为 , 数字资源规模 、比例持续大幅增长 ,

但在我国长期可靠地访问普遍缺乏保障 , 特别是花费

巨大经费购买的国外数字资源 , 面临极大的危险。光

盘备份 、镜像服务等措施不能实现数字文献资源的可

靠长期保存和利用 , 个体机构难以实现数字科技文献

的系统 、全面 、可靠保存 ,通过国家保存体系整体实施

长期保存势在必行。

4.2 建立健全保存机制是建立国家保存体系的关键

与会者普遍强调 , 国家保存体系的建立应充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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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长期保存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以确保国家保存体系

发挥实效和健康发展。

一是应建立高效的长期保存组织管理机制。国家

保存体系应由若干具有技术实力 、公共服务能力和承

诺参加长期保存必要条件的图书馆实体组成 , 在国家

平台主导下由组成国家保存体系的图书馆共同建立

具有公共约束力的管理机制 , 同时 , 国家保存体系应

注意吸收其他未承担保存职责的图书馆参与管理机

制的建立 ,使国家保存体系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二是应建立透明的长期保存合作权益机制。国家

保存体系应建立透明化和具有约束力的长期保存合

作权益机制 , 对国家保存体系各成员馆的权益诉求和

责任义务做出合理安排 , 最大程度维护国家保存体系

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

三是应建立体化的长期保存政策规范机制。国家

保存体系应建立系统性的长期保存政策机制 , 以高效

推进并确保长期保存的规范实施。例如 , 国家保存体

系应制订规范的长期保存资源遴选机制 , 依照轻重缓

急策略逐步保存国家保存体系成员馆关切的数字资

源;国家保存体系应提供具有普适性和指导意义的长

期保存协议范本以及具有指导作用的长期保存政策

文件。

4.3 建立国家保存体系务必重视基础支撑条件

与会者指出 , 图书馆在获取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权

利和实施长期保存过程中面临普遍难题 ,主要是缺乏国

家层面政策规范的保障、必要的经费支持和技术支撑。

在建立国家保存体系过程中 ,应尽快落实以下措施:

一是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权利诉求经常

遭到资源供应商的拒绝。国家层面应公开发布长期保

存联合声明 , 对于国家公共资金支持的数字资源的采

购利用 , 要求将本地化长期保存权利作为此类资源采

购协议的组成部分或必要条件 , 为此类资源的本地化

长期保存创造积极的政策支撑条件。

二是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本质上是完全公益的事

业 , 但需要必要的启动资金投入和可持续的运行维护

经费支持。国家层面应给予充分的经费支持 , 以保证

国家保存体系的整体建设和可靠持续运行。

三是数字资源长期保存要选择可行的技术系统

和安全保存方案 , 为国家长期保存系统的统一 、规范

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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