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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源在高校图书馆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由于技术、法律、经济和人才

等方面的限制，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从技术标准不统一、法律和知识产权问题、资源

建设成本高昂及人才短缺等方面，系统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资源共建共享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新兴技术的应

用、版权保护的优化、经济支持与高校合作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可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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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age,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due	to	limitations	in	technology,	law,	economy,	

and	 talent,	 the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face	many	

challeng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from	aspects	such	as	non-unified	technical	standards,	

leg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high	cost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shortage.	 It	also	

proposes	feasible	strateg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optimization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economic	support	and	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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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速，数字资源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获取和传播的枢纽，其功能早已从传

统的馆藏管理转变为数字化资源的整合与服务。面对日益增长的学术需求，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实现高校图书馆间数字资源的共建共

享，已成为推动学术交流和科研进步的重要课题。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管理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长。相比于传统的纸质资源，数字资源具有检索便捷、传

输迅速、共享范围广等优势 [1]，这使得它们在高校教学、科研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然而，数字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共享不仅依赖于技术的

进步，还需要完善的合作机制和政策支持。在实践中，虽然各高校在数字资源建设上各有侧重，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享机制，导

致许多资源无法在高校间流通，资源的重复购置和利用率低的问题依然存在 [2]。

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可以在高校间形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不仅降低了资源建设的成本，也有助于缩小高校间在学术资源方

面的差距。尤其是对资金有限的中小型高校而言，共享大型学术数据库和其他昂贵的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其学术竞争力和科研能力。因

此，推动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高校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一、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现状

随着数字资源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资源形式已从传统的纸

质书籍和期刊转向电子书、电子期刊、数据库等多样化的数字资

源。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涵盖了多种信息形式，包括电子书

籍、电子期刊、数据库、多媒体资源和开放获取资源等，能够为

学术研究、教学和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当前高校图书馆数字

资源共建共享实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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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家级资源共享平台，其通过整合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

源，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建共享。这类平台不仅提供学术文

献、期刊数据库，还提供科技报告、专利、标准等多种类型的资

源。例如，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便是国内最大

的高校文献资源共享平台之一，它为高校提供了馆际互借和文献

传递服务，大大提升了资源的共享效率。

二是区域性图书馆联盟，通过联盟的方式，区域内的高校可

以联合购买、整合和管理数字资源，避免资源重复购买，减少高

校图书馆的运营成本 [3]。这些联盟往往由政府或教育机构主导，通

过制定统一的采购标准和管理规范，实现资源的共享。

三是开放获取平台与公共数据库。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发

展，高校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性的开放获取资源平台

中。这些平台为学术界提供免费的学术资源，降低了高校数字资

源的获取成本。

四是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通过这类服务，高校图书馆可以

为用户提供其他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打破了单个高校资源有限的

限制，扩大了用户的资源获取途径 [4]。

二、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面临的问题

尽管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

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涉及技

术、法律、经济和人才等多个层面，限制了资源共享的效率和范

围。以下是四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分析：

（一）技术障碍

技术障碍是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

之一。不同高校在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的选择、建设和维护上存在

很大差异，这导致了技术层面上的不兼容性问题。例如，部分高

校使用的资源管理平台是自行开发或采用不同版本的商业系统，

导致资源数据格式、文献标引和检索系统存在较大差异，无法实

现数据的无缝对接 [5]。

同时，由于高校图书馆采用的系统和技术标准不一致，系统

的兼容性问题频频出现。某些老旧的图书馆系统难以支持现代化

的资源共享功能，尤其在与其他高校合作共享资源时，系统可能

无法承载大规模的跨平台操作。例如，有些图书馆平台对外接口

设计不完善，无法与其他图书馆的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导致共享

流程复杂且低效 [6]。

最后，高校图书馆的技术团队通常规模有限，尤其在技术维

护和更新方面，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来保障系统的长期运作 [7]。数

字资源共享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包括系统维护、数据管理、检

索功能优化等，但很多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系统经常

出现问题，影响资源共享的连续性和可靠性。

（二）法律与知识产权问题

数字资源作为知识产品，受到版权法的严格保护，如何在保

证版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共享，是高校图书馆必须解决

的问题。这里主要包括版权授权复杂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难题 [8]。

一方面，学术期刊、数据库等资源通常由商业出版商掌控，图书

馆购买这些资源时，只是获得了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因此，很

多资源的共享范围受到出版商的严格限制。例如，某些数据库只

允许在购买的高校范围内访问，禁止跨校或跨地区使用，严重限

制了资源共享的可能性。此外，出版商对于资源的共享授权往往

带有附加条件，要求支付额外费用，这进一步增加了共享的难度

和成本。

另一方面，数字资源共享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问题。高

校图书馆在共享自有资源时，必须保证不侵犯作者的版权。尤其

是在开放获取资源的管理上，在开放获取的同时保护原作者的利

益需要进一步的机制设计。

（三）经济限制

数字资源的购买、维护和共享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特别是

在购买商业数据库和维护共享系统时，许多高校图书馆面临资金

不足的问题。具体包括：高昂的资源采购费用、资源维护与更新

成本和共享平台的建设和运营费用。

第一，商业数据库、电子期刊等学术资源的订阅费用极为昂

贵，特别是某些国际知名的数据库，其订阅费用远超多数高校图

书馆的预算。尽管通过联盟或合作可以降低部分成本，但对于很

多资源有限的高校来说，资金压力依然巨大。

第二，数字资源的维护与更新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数字

资源需要不断更新，意味着高校图书馆必须持续投入资金来维持

资源库的正常运行。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源的存储和

管理系统也需要定期升级，以满足新的使用需求。

第三，高校图书馆之间实现资源共享，通常需要建立统一的

共享平台。其建设和运营成本高昂，包括技术设备的投入、网络

基础设施的搭建以及系统开发和维护等。尽管高校可以通过政府

项目等渠道获得资金支持，但仍难以承担这样的大规模建设费

用，从而导致资源共享平台的普及率不高 [9]。

（四）人才短缺问题

人才短缺是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中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源的管理和共享工作变得越来

越复杂，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然而，

很多高校在这一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影响了资源共享的效

率和质量 [10]。

三、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应对策略

针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中存在的技术、法律、经

济和人才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制定全面、系统的应对策略。通过

优化现有的资源共享机制，并借助新兴技术和法律框架的支持，

可以有效提升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共享能力。

（一）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

高校图书馆应建立涵盖数据格式、元数据管理、文献标引系

统、检索协议等技术环节的数字资源技术标准，确保不同图书馆

使用兼容的资源管理系统。此外建立跨高校的标准化共享平台，

通过支持不同格式的文献数据和检索系统，实现资源的自动转化

和共享。最后，推动系统集成与互操作性测试，定期组织高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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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系统互操作性测试，确保各系统在技术层面能够顺畅衔接，

特别是在数据交换、资源检索等关键功能上，提升跨平台的共享

效率。

（二）优化法律框架和知识产权保护

一方面要建立灵活的版权授权机制。高校图书馆应与出版商

和学术资源提供商协商，设计适合于高校图书馆的灵活版权授权

方案。例如，可以通过谈判引入灵活的授权模式，使得图书馆在

付费订阅的同时，也可以合法共享一部分资源给其他高校使用。

此外，出版商可以根据高校的使用需求，提供按需订阅、分级收

费等多种订阅方案，降低高校图书馆的资源采购成本，同时扩大

资源的使用范围。

另一方面也要推动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与共享。针对开放获

取资源，高校应通过立法或政策推动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与共

享。例如，可以推广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版模式，鼓励高校研究人

员将其科研成果发布在开放获取平台上，使得更多的高校能够共

享这些资源。同时，政府部门可以出台针对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确保在共享过程中不侵犯作者的权益。

（三）经济支持与合作

高校图书馆应建立联合采购机制，共同购买学术数据库和电

子期刊资源。通过联合采购大幅降低单个高校的采购费用，同时

增加资源的覆盖范围。例如，多个高校可以组建区域性或全国性

的图书馆联盟，按比例分担资源采购费用，从而提高资源的可获

得性和共享程度。

此外，政府应在高校图书馆资源共享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

资金资助、政策优惠等方式支持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例如，

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高校图书馆购买关键学术资源

或建设资源共享平台。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高

校之间的资源合作和共享，促进区域性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数字资

源共建共享。

最后可以积极寻求与企业、社会组织的合作，通过引入社会

资金来弥补资源建设中的资金短缺。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赞助的

形式支持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企业的技术平台也可以为高校

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共享的解决方案。社会基金会或公益组织也

可以提供资助，帮助高校图书馆购买数字资源或进行资源共享平

台的建设。

（四）加强人员培训与人才引进

高校图书馆应为现有的工作人员提供定期的专业培训，特别

是在信息技术、数据管理和版权保护等方面。通过系统的培训，

图书馆工作人员能够掌握最新的数字资源管理技能，提升其对共

享平台的操作能力。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与外部培训机构合

作，定期邀请信息技术专家进行专项培训，帮助图书馆员提升技

术水平。

高校图书馆应重点引进具备图书馆学、信息科学和法律知识

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能够在资源管理、数据安全、版权保护

等多个领域提供专业支持，确保数字资源共享机制的顺利实施。

例如，高校可以通过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引进相关领域的专家

担任图书馆的技术顾问，帮助图书馆建立更加安全、稳定的资源

共享平台。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涉及技术、法律、经济、人才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只有通

过多管齐下的策略，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推动高校图

书馆资源共享的高效化和持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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