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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发展思路
———以 Fulink 为例

林 杨，戴鹭涛

( 厦门大学图书馆，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以福州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为例，分析我国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现状并提出联盟建设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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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分析

图书馆联盟是图书馆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生存

模式，它是基于各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上，

合作开放、利益互惠、遵守统一的协议要求而形成的

一个联合体，它的主要服务功能有信息资源共建、集
团购买、联机编目、文献传递、期刊交接、参考咨询

等。它的出现是网络社会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

可以很好地将传统图书馆与数字虚拟图书馆、纸质

资源与电子资源进行整合; 它的出现使传统图书馆

的传统服务项目在网络社会得以延伸与深化; 它的

出现使图书馆能更高效率地使用资源，更合理地分

配资金，使图书馆建设资金最优化。
我国图书馆联盟建设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近

年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如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文

献保 障 系 统 ( CALIS ) 、国 家 科 技 图 书 文 献 中 心

( NSTL)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全国性图书

馆联盟; 一些地区行业性图书馆联盟，如江苏高等

教育数 字 图 书 馆 ( JALIS ) 、湖 南 高 校 数 字 图 书 馆

( HNADL) 等也相继组建，它们大都根据所属系统行

业的文献传递与利用特征来组织规划其资源共建共

享模式。这些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出现往往与当地

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与政策导向有关，更具可操作

性，服务项目更加具体，可持续性更强。本文以福州

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以下简称 Fulink) 建

设为例，探讨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架构与服务

模式，试图探索一条适合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发

展的道路。

2 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现状分析

2． 1 Fulink 简介

Fulink 的建设是在福建省教育厅组织领导下推

进的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一个

项目。它是福建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的先行项目，目前由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农林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工

程学院、福建江夏学院、闽江学院 8 所高校和厦门大

学共同参与建设。该项目以文献信息的联合保障体

系建设和资源共享为主要任务，整合各馆资源、发挥

联合优势，为大学城共享域内的广大师生提供校际

文献提供、文献传递、馆际互借、联合借阅等高水平

便捷的信息资源“一站式”服务。它的发展具有示

范性和指导性，为未来福建省的省际地方区域性图

书馆联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截至 2012 年 12 月，

Fulink首页的访问量已达到 2 168 654 人次( Fulink
的读秀统计) 。
2． 2 大部分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的共同特点

2． 2． 1 资源共建与共享。建立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

盟最终目的是通过统筹规划本地区各图书馆文献资

源收藏的范围和重点，分工协调，使无序的文献资源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成员馆之间相互提供服务。具

体体现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联合采购等方面，联

盟内成员馆需要在共同协议的框架下，合力完成经

费、决策、服务、组织等诸方面的工作，实现共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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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2． 2． 2 政府主导与推动。Fulink 作为福建省最具影

响力的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由福建省教育厅、
CALIS 福建省中心、CALIS 福州大学城共享域中心、
专门工作组和各高校成员馆组成，共同承担整个文

献联合保障系统的运行与管理，具体工作内容由福

建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协调委员会决

定，下设 4 个专业工作组和 1 个特别工作组，共同对

联盟事务进行决策与组织。经费投入以省教育厅专

门项目经费投入为主，各高校投入为辅。
2． 2． 3 地理、人文相近。地方性图书馆联盟的形成

必然与地理因素及人文因素有着重要关系。随着现

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实际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是

影响图书馆联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一组地理

位置相近的图书馆群，能够面对相同性质的读者群，

且沟通与交流更加无障碍，甚至有些因为同属同一

行业系统，有着共同的上级管理机构和资金来源，因

此在文献资源建设协调和共享服务方面都容易取得

实质性的合作成果。Fulink 的发起正是基于福州大

学城的建立、福州及东南沿海各高校数字图书馆的

发展而应运而生的。
2． 3 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

完善之处

主要表现在: 联盟形式单一，多以省内联盟为

主; 利益平衡机制不完善，由于联盟组织结构较为松

散，联盟内各成员馆实力相差迥异，要做到利益均

享、风险共担有一定实际操作困难; 联盟提供的服务

过于单一，大部分集中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联合

采购等，需要进一步开发联盟的复合功能，深化联盟

所带来的服务功能。
在一项针对 Fulink 平台的问卷调查中，涉及资

源共享问题时，有 60． 2% 的读者认为大学城图书馆

资源基本没有共享; 针对资源共享的支持度调查结

果表明，有 91． 23%的读者赞成大学城图书馆资源

共享，其中非常赞成的有 44． 29%，只有 3． 68%的读

者表示不支持。涉及共享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时，调

查结果表明，管理问题最为突出( 90． 61% ) ，其次是

馆 际 协 调 问 题 ( 86． 53% ) ，再 次 有 观 念 问 题

( 62． 45% ) 、成 本 问 题 ( 59． 39% ) 、服 务 问 题

( 55. 92% ) 、技术问题( 54. 08% ) ［1］。以上几个简单

的统计数字充分说明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发展的

必要性与现实不足，其未来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3 完善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建设的思路

3． 1 发扬区域图书馆联盟文化

任何一个团体要良性生存，文化是最大的凝聚

力。图书馆联盟是一种非正式组织，对联盟内各成员

馆没有行政约束力，而联盟建设却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与人力，需要馆员用富有激情的工作态度和职业使命

感来完成大量工作。可通过建设联盟文化来调动各

成员馆的积极性，提高合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良性的联盟文化应该具备以下要素: 首先是公

平，成员馆无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是平等的，公

平的实现有赖于合作协议的完善。如 Fulink 在成

立之初，制订了《共享平台服务机制创新试行条例》
和《高校文献信息公共服务运行办法》等管理文件，

各成员馆只有在协议的框架内合作，方可做到真正

公平。其次是信任，联盟各成员馆之间的利益是互

相依赖的，只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才能

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存，而信任程度取决于联盟内

管理制度的完备程度，拥有健全的制度方能有效地

平衡利益以达到最大的信任。最后是沟通，成员馆

之间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只有沟通，才能消除差

异，只有沟通，才能互相理解与包容［2］。
3． 2 努力提高联盟内各成员馆的核心竞争力

图书馆联盟的实质是一组相关核心能力的组

合，只有联盟成员馆都拥有了核心竞争力，才可以同

合作伙伴实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否则，即使短期

内实现了联盟合作，也难以取得长远的发展和成效。
联盟内的各成员馆都必须各具特色和优势，这能为

联盟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还必须尽可能地培育

并突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单位，建设特色

馆藏就是充分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每个

成员馆应当认真审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找准定位，

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最擅长的某一点或几点上，形

成极具竞争力的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图书馆联盟中

各高校的不同特色馆藏能够有效减少资源浪费、避
免重复建设，还能提高资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获得

战略联盟所必备的优势能力，也才可能充分利用联

盟获取竞争优势，使联盟做强、做大。
福建省东南沿海的高校图书馆也在陆续建设各

自的特色馆藏，如集美大学水产科技特色库、华侨大

学的华文教育专题数据库及馆藏港台图书全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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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厦门大学的东南亚及闽台研究数据库、漳州师院

的漳州文库及闽台生态农业库，等等。这些特色馆藏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还远远不足，建议在 Fulink 的

资源整合建设中，引进海西特色概念，为福建省打造

一个具有海西地方特色的区域地方性图书馆联盟，与

福建省发展海西经济相呼应，以现有的特色馆藏建设

为主导，鼓励和发展海西特色文献资源库的建设。
3． 3 重视联盟间协作

必须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建设的局面。要让地

方性图书馆联盟可持续发展，除了要注重联盟内成

员馆的沟通与协作之外，更应该积极主动与 CALIS
等大规模的图书馆联盟以及其他行业性、区域性的

图书馆联盟加强合作，实现联盟间各项服务功能的

有机嵌合，拓展联盟的服务深度。
以福建省各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工作为例，

它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原始模式。即成员

馆内负责文献传递的馆员通过 e-mail、QQ 或电话等

方式联系文献收藏馆，亲自到文献收藏馆办理借阅

手续，负责登记和催还，整个流程全部手工操作。第

二阶段为集中模式。省内有 3 所高校购买了 CALIS
文献传递系统，各成员馆可在这 3 家服务馆中的一

家或多家的文献传递系统内注册用户，发送文献传

递请求。服务馆馆藏的文献通过复印、扫描、邮寄等

形式发送给协作网成员馆，无馆藏的文献通过其他

CALIS 文献传递成员馆或协作单位获取后传递给协

作网成员馆。第三阶段为分散模式。2009 年基于

SaaS 技术的 CALIS 共享版文献传递系统开始在省

内推行试用，协作网成员馆利用共享版文献传递系

统，可以实现独立向 CALIS 成员馆和其他租用馆互

相发送文献传递请求的功能。在分散模式下，协作

网成员馆成为网络的一个节点，独立承担文献输入

输出的双重角色，成为文献传递网络中富有生命力

的节点，促进文献传递网持续健康发展［3］。这三个

发展阶段进一步证实了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要保

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必须综观全局，上下承启。
因此，Fulink 作为福建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资

源共享体系的先导项目和示范项目，其平台建设必

须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将在福建省文献资源建

设共享建设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 Fulink 的

建设也必须与 CALIS 福建省中心和 CALIS 福州大

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工作并行。
3． 4 重视联盟内信息资源的标准化建设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包含书目数据库、纸质馆藏

的数字化资源、各种电子出版物、商业数据库、自建

特色专题数据库等。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在信息

资源的标准化建设中必须制定统一的业务规范及操

作规程，如各成员馆的文献加工标准、数据接口标

准、数据格式、文献流通规则和业务流程，以保证各

馆数据的兼容性，实现各种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联合目录建设是联盟信息资源标准化建设的重

点，它是实现联盟内资源共享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通过对 Fulink 目前的 19 家成员馆( 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等 19 所学校

图书馆) 的联合目录工作的调查分析显示: 首先是

自动化管理系统各不相同，有 5 家成员馆使用 ILAS
系统和汇文系统，3 家成员馆使用妙思系统，2 家成

员馆使用北邮系统，余下的成员馆分别使用博菲特、
重庆图腾、深大、金盘系统; 其次是联机编目程度不

同，在这 19 家成员馆中，只有 11 家成员馆已完成

CALIS 中心对其馆内书目数据的收割工作，实现与

CALIS 省中心联合编目中心的连接。但目前由于种

种原因，许多成员馆并未能成为 CALIS 的成员馆，

或因为编目业务外包等原因，其书目馆藏数据的实

时更新与收割仍是问题。以上这些会严重影响未来

福建省地方性区域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因此，应尽快

依托 CALIS 省中心的联合目录工作建设，促进各成

员馆的联机编目与资源共享工作的发展。
Fulink 下设元数据库建设专业工作组，其主要职

能之一就是负责全省联合目录数据的整理、质量控制

及数据库建设的管理等。就 Fulink 的现实情况来看，

联合目录工作以 CALIS 联机编目为重点来开展，参照

CALIS 的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必须加强各成员馆的

教育培训工作，充分发挥中心馆的技术及业务优势，

带动成员馆提高规范建设的意识与能力。
3． 5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合理规避各类法律风险

文献资源建设永远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

图书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守护者，理应在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严格自律。在建设地方区域性图书馆联盟

时，从单一馆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到联盟数字图书馆建

设，其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更为复杂，如信息资源

共享是否影响合理使用原则，资源建设多样化是否存

在侵权风险，等等。这些在联盟建设时首先必须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深入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法的相

关知识; 其次在项目建设时要有预见性，对可能产生

的法律风险进行合理规避; 最后，加强技术保障与支

持，防止著作权的恶意滥用，如防止作( 下转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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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http: / /www． nn． xinhuanet． com /2012 － 11 /06 /c _
113618954． htm / ．

［收稿日期］2012 － 12 － 21
［作者简介］李秀娟( 1978—) ，女，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

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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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35 页) 品被非法复制，使用技术手段有效控

制文献的扩散范围等。

4 结 语

图书馆联盟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最大限

度地开放获取。基于这个信念，Fulink 作为福建省

文献资源共享系统的先行者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但其未来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吸取

与借鉴全国其他图书馆联盟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

地方区域特点及各成员馆发展水平，努力在管理制

度、协调机制、服务机制和服务理念等方面有计划、
分步骤地进行联盟实践，以期在未来实现广泛的全

省文献资源服务体系和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格局。

［参考文献］

［1］易耀森，林端宜． 福州大学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共享问卷调查分析［J］． 情报探索，2010( 3) : 46．
［2］阳国华，余 侠． 图书馆联盟合作中的囚徒困境

［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 4) : 137—139．
［3］杨 薇． 区域性文献传递网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及

对策研究—以福建省文献传递协作网为例［J］． 图书馆杂

志，2011( 6) : 34—37．

［收稿日期］2012 － 12 － 24
［作者简介］林 杨 ( 1970—) ，女，副研究馆员，厦门大

学法律系毕业，厦门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发表论文 6 篇，

主要研究方向: 联合编目及图书馆相关著作权的保护问题;

戴鹭涛( 1967—) ，女，馆员，本科，厦门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发

表论文若干，主要研究方向: 读者服务工作及信息资源建设

理论研究。
［说 明］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 2011 年度科学研究项目

之重点项目“Calis 与 Fulink 间的服务协同研究”( 项目编号:

JB11569S)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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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报》［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 5) : 33—34．
［2］王知津，樊振佳．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图书馆核心价

值［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 5) : 53—58．
［3］于佳璐． 试论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的定位与建构

［J］． 图书情报工作，2008 增刊( 2) : 13—15，92．
［4］ 刘秋让，燕 辉． 论阅读社会构建中的图书馆价值

定位［J］． 图书与情报，2011( 3) : 37—40．
［5］ 燕 辉． 图书馆价值与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的

关系研究［J］． 情报杂志，2010( 10) : 180—188．

［收稿日期］2012 － 11 － 23
［作者简介］廖冰冰( 1976—) ，女，馆员，大学本科，湛江

师范学院，研究方向: 图书情报学。
［说 明］本文系 2012 年湛江市科学技术局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 项 目“高 校 图 书 馆 社 会 价 值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2012C3104025) 的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