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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是全国性文献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区域性文献传递网服

务模式的演变有助于厘清文献传递服务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趋势。通过对文献传递服务之中介与

非中介模式、手工与自动模式、集中与分散模式的分析,探讨目前区域性文献传递服务存在的主

要问题。结合国内外文献传递服务的相关经验,为区域性文献传递服务提供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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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献传递服务是实现文献资源共享最有效的方

式之一, 服务内容一般包括返还式的馆际互借与非

返还式的原文传递两种
[ 1]
。区域性文献传递服务是

地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要手段。区域性文献传

递网一般是由省内各图书馆或地理位置邻近的图书

馆构成。由于基本上同属于一个行业系统,有共同

的上级管理机构和资金来源, 规模较小且具有较强

的适应能力, 区域性文献传服务已经逐渐成为全国

文献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从 20世

纪 50年代文献传递服务出现至今,区域性文献传递

网的服务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研究区域性文献传

递网服务模式的演变过程, 有助于我们判断文献传

递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并科学优化现有的服务模

式。笔者对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
[ 2]
、天津高等教育

文献信息中心 [ 3]、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

会[ 4] 、浙江省文献服务中心[ 5]、苏北地区文献服务站

点
[ 6]
等若干家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文献传递服务模

式进行分析, 着重研究区域性文献传递服务模式的

演变和目前文献传递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借

鉴国内外文献传递服务的实际经验,为区域性文献

传递服务提供优化对策。

2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构成概况及文献获取途径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主要是由区域管理中心、区

域服务馆和区域成员馆组成。区域管理中心负责监

管文献传递网的发展运作、政策导向, 与更高一级的

文献传递体系保持联系, 并在更高一级文献传递体

系中代表区域的利益。区域服务馆负责为各个成员

馆提供文献传递服务, 收集文献传递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并及时反馈给区域管理中心。区域管理中心一

般也是区域服务馆之一。区域成员馆负责本校的服

务推广、收集问题与反馈意见(见图 1)。

图 1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构成

笔者对上述几家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服务模式

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文献获

取方式分为依靠区域服务馆提供服务的垂直供给方

式和依靠非中介文献传递服务( NSTL 或 CA SHL)

的水平供给方式。

3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服务模式的演变

文献传递的服务模式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

按服务流程的组成环节可以划分为中介模式和非中

介模式,按后台运作方式可以划分为纯手工模式、半

自动模式和全自动模式, 按组织管理模式可以分为

集中式、分散式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7]。

下面主要阐述区域性文献传递网服务模式的演变

过程。

3. 1 由中介模式向非中介模式过渡

文献传递服务模式按照服务流程的组成环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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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为中介模式和非中介模式。中介模式是指用

户、图书馆和文献提供机构三者共同组成文献供应

链的主体,图书馆员担任用户与文献提供机构之间

的转发环节。用户提交请求给图书馆员,由图书馆

员根据文献所在地和费用限制等因素判断将请求发

往哪个提供机构,图书馆员收到文献后再转发给用

户。非中介模式是指用户直接提交文献请求到文献

提供馆, 并直接收取文献,图书馆员只负责初期账号

分配、用户验证、经费管理、服务监控及问题解决,并

不担任发送与传递的中介作用。

早期的文献传递服务主要采取单一的中介模

式, 由图书馆员负责文献收发。2000年国家科技图

书文献中心( NSTL )的成立以及 2004 年中国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中心( CASHL )的成立使文

献传递的服务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N ST L 和

CASHL 提供非中介的文献传递服务, 区域性文献

传递网中的成员馆和服务馆均可在 NSTL 和

CASHL 内注册用户, 直接利用 NST L 和 CASHL

的馆藏获取文献。文献传递模式由单一的中介模式

转变为中介和非中介并存的模式。

3. 2 由手工模式向自动模式演变

文献传递服务模式按照后台运作方式可以划分

为纯手工模式、半自动模式和全自动模式。纯手工

模式是指文献传递的整个流程全部由手工操作。半

自动模式是指采用了独立运作的文献传递系统, 可

以管理用户信息和收发申请,通过复制或扫描, 使用

传真、电子邮件或专用文献传递软件将文献传递给

用户。全自动模式是指采用遵循国际馆际互借协议

ISO10160/ 10161的文献传递系统, 系统可实现与联

合目录和馆藏 OPAC 的集成。用户查到需要的文

献信息后可直接点击文献传递链接,发送文献传递

请求,工作人员可在系统内进行文献扫描和发送,具

有很高的时效性。

20世纪 90年代以前,通讯技术尚不发达,区域性

文献传递服务主要以纯手工方式为主。90年代中后

期,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中科院、中国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CALIS)、国家图书馆等单位都开

始设计本系统内的文献传递系统。CALIS 遵循国际

标准 ISO10160/ 10161协议设计了分布式文献传递系

统,于 2004年在全国几十家图书馆推广使用, 成为高

校图书馆普遍使用的文献传递系统。这时的文献传

递系统仍然是独立的系统, 没有与联合目录及馆藏

OPAC互连,因此属于半自动的运作模式。

近几年, 中科院联合目录集成服务系统、NSTL

和 CASHL 都将联合目录与文献传递系统连接起来,

用户查找联合目录,定位需要的文献资源后, 经过统

一认证体系, 可以直接转到文献传递界面填写申请

单,发送申请。统一认证、联合目录与文献传递系统

的一体化建设使文献传递服务进入了全自动的运作

模式。但目前只有中科院系统以及 NSTL 和 CASHL

的用户才能享受全自动的服务模式, 其余大部分区域

性文献传递网仍然处于半自动的服务模式。

3. 3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文献传递根据文献传递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可

以划分为集中式、分散式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

理模式。集中式指以区域服务馆为服务提供馆, 区

域服务馆凭借自身馆藏或通过转发请求从他处获得

文献后提供给用户馆。分散管理模式指的是文献传

递服务由各馆自行协调, 每一个图书馆都可以是文

献输入馆,也可以是文献输出馆。

早期的文献传递服务主要局限于馆际印本资源

的互借,也就是馆际互借。馆际互借对系统和设备

的要求不高,区域性文献传递网在馆际互借服务上

往往采取分散的管理模式。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及

通讯技术的发展,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原文传

递服务逐渐兴起。原文传递服务需要复印机、扫描

仪等基本设备,而且一份原文传递申请包含的信息

较多,使用文献传递系统会较为方便。目前很多区

域成员馆没有文献传递系统, 硬件设施也不齐备。

因此,原文传递服务主要还是依赖区域服务馆,采取

的是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区域性文献传递网根据各

自的实际情况,视不同的服务项目和需要,采取集中

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4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服务模式的优化对策

4. 1 因需而变,提升自动化能力

在区域性文献传递网中,一般只有区域服务馆

才有文献传递系统, 区域成员馆只能接受用户的纸

本表单申请和到馆申请。再加上繁琐的身份认证和

收费程序, 导致很多用户在申请初期就望而却步。

如何改善和提高文献传递服务的自动化能力是区域

性文献传递网亟待解决的问题。提高自动化能力应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使区域成员馆拥有配

套的文献传递系统, 第二是改进现有的文献传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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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功能,主要包括统一认证、联合目录和文献传递

系统的一体化建设。国内外的一些区域性文献传递

网在提高自动化能力方面有可借鉴的经验。

4. 1. 1 充分利用服务馆的文献传递系统

天津大学图书馆是天津市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工

程中心,针对成员馆自动化程度低、文献传递员对文

献传递服务的认识和服务水平不高的情况, 采取了

模拟服务馆 模式
[ 8]
,将成员馆的文献传递员升级为

本馆文献传递系统的管理员。成员馆用户可以在天

津大学图书馆的文献传递系统中注册账户、提交申

请,成员馆的文献传递员可以进行用户认证、处理申

请等操作。此举大大提高了成员馆的自动化程度, 成

员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 1. 2 积极采用 CAL IS共享版文献传递系统

CALIS 管理中心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项目组

基于 SAAS 理念构建的共享版文献传递服务平台从

2009年初已经开始在部分区域文献传递网中试

用
[ 9]
。共享版系统由省中心维护,区域文献传递网

的成员馆可以免费租用该系统, 向其他拥有该系统

的图书馆发送文献传递请求。这也成为提高区域性

文献传递网自动化水平的解决方案之一。

4. 1. 3 设计可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交互的文献传

递系统

设计可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互连的文献传递系

统会带给用户极大的便利。中科院联合目录集成服

务系统
[ 10]
具有独特的情景敏感功能, 方便用户在查

找联合目录的同时提交文献传递申请。超星公司的

读秀知识库集成统一认证、联合目录、文献传递和参

考咨询等功能模块于一体, 用户只需要通过一个入

口, 就可以获取不同的资源和服务[ 11]。美国常春藤

盟校的馆际互借业务 Borr ow Direct 和俄亥俄州图

书与信息合作网 OhioLink 可实现文献传递与流通

系统直接交互功能和图书借阅管理功能
[ 12]
。如何

改善文献传递系统的功能以及提高与其他系统的互

操作能力是未来文献传递系统改造的趋势。

4. 2 充分利用与合理控制非中介服务

非中介服务模式具有方便直接、耗时短的特点,

既减少了文献传递的成本和工作量,也给用户更大

的自主性,自出现以来发展十分迅速。但非中介文

献传递服务无法控制用户行为, 用户很可能在没有

查找本馆馆藏的情况下就提交申请,造成不必要的

浪费。国内很多区域性文献传递网在权衡利弊后采

取了较为保守的做法: 他们虽然都使用了 NSTL 或

CA SHL 这类非中介文献传递服务系, 但提交申请

的权利仍然掌握在图书馆员手中。用户在 N ST L

和 CASH L 的目录中找到需要的文献信息后, 将文

献信息提交给图书馆员, 由图书馆员先进行本馆查

重, 确定本馆没有馆藏后再提交申请到 NST L 或

CA SHL,这实际上还是属于中介模式。如何既能充

分利用又可以合理控制非中介的服务模式, 很多图

书馆做出了各种尝试。

4. 2. 1 限制用户提交本馆馆藏文献

丹麦奥尔堡大学图书馆从 1996 年开始使用非

中介文献传递服务系统 U nCover ,为了有效利用与

合理优化该服务,奥尔堡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个实验:

以一年为限,完全开放给用户使用并监控用户行为,

一旦发现滥用立即制止。UnCover 公司每月向图书

馆提交使用报告,内容包括订单号、日期、文章题名、

期刊题名、卷期、页码、用户姓名与传真号码、价格

等。实验发现,用户提交的文章中有 35%是本馆馆

藏。综合考虑经费使用情况和用户反馈意见, 奥尔

堡大学图书馆决定购买客户端软件来防止用户提交

本馆既有的馆藏, 并提供本馆馆藏的扫描传递

服务
[ 13]
。

4. 2. 2 限制文献请求数目或费用

为了充分发挥非中介模式的作用, 又不至于造

成浪费。一些图书馆采取与用户建立协议约定的方

法来控制用户的行为。通常有以下几种做法: 限

制费用:图书馆在用户账户中预存一定的保证金,用

户用完保证金后,需再向图书馆提出申请,图书馆视

经费使用情况确定是否再次增加保证金; 限制文

献请求数目:在一段时间内只能提交一定数目的申

请,超过该数目的申请需要用户自行付费。利用协

议约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用户的行为。

4. 3 合理优化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的结构

目前区域成员馆多半依靠区域服务馆的馆藏、文

献传递系统和文献传递网络获得服务。成员馆过分

依赖服务馆的这种垂直供给模式不仅会使服务馆的

工作压力过大, 而且成员馆也会逐渐丧失积极主动

性。如果出现经费不足或服务馆人员调整等情况,将

不利于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优化区域性文献传递

网的结构,充分发挥文献传递网各个组成部分的作

用,将会保证区域性文献传递网持续健康的发展。

为此,区域服务馆与区域成员馆都应当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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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协议单位,利用方便获得的资源为区域性文献

传递网服务。以 CALIS 福建省文献传递网为例,厦

门大学图书馆积极与台湾、香港、韩国、美国等地区

的图书馆建立联系。福州大学图书馆、福州师范大

学图书馆分别与福建省图书馆, 以及福建省内的高

职高专院校建立联系。因此, 福州的大学图书馆可

以通过厦门大学图书馆从国外获取文献,厦门大学

图书馆也可以通过福州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获取福建省图书馆的文献。CALIS 福建省

文献传递网就从垂直供给的结构变成了网状供给。

发展的协议单位越多, 各个成员馆之间的互补效应

也就越大,不仅拓展了文献获取渠道, 而且可以扩大

获益面, 带动整个区域文献传递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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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ervice Model of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Network

Yang Wei

Abstract: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netw ork is an important po rt ion of national document deliv ery

netw ork. T he study on the service model evo lut ion of reg ional document deliv ery netw ork w il l help to clar-i

fy it s development contex t and trends. The mediated and non-mediated mode, manual and automat ic mode,

cent 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mode an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 vice

have been discussed. T he optim ized solu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w ith the exper iences of reg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in local and foreign countries.

Keywords: Reg ional Document Delivery Netw ork; Document Deliv ery ; Ser vice M odel

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管理办法 正式颁布
日前,北京大学正式公布了 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管理办法 。该办法从起草、修改、试行到正式

颁布,历经两年。2008年 10月 28日第 697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该办法的颁布使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

源体系的建设、发展、管理和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图书馆相关工作有了更明确

的操作办法。该办法的正式颁布成为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该

办法指出: 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由学校多个不同规模的图书馆组成, 包括总馆、学科分馆(含医学部

图书馆)、院系分馆(含研究中心分馆, 以及尚未成为分馆的资料室)等不同规模的图书馆,共同为用户提供文

献信息资源的各项服务。它是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公共服务体系, 是学校学术竞争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沈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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