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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割标准 ＳＵＳＨＩ 是一个为自动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格式的使用数据而制订的数据采集与

传递的标准协议，于 ２００７ 年成为 ＮＩＳＯ 标准。 目前，图书馆和数据库商对如何使用 ＳＵＳＨＩ 仍比较迷茫，并不清楚

各自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以实现利用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使用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

盟倡议实现组团数据库使用数据按月自动化收割与规范化管理，重新引发国内图书馆及数据库商对 ＳＵＳＨＩ 的关

注。 为加深国内图书馆及数据库商对 ＳＵＳＨＩ 的理解与认知，并推进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本文梳理国内外 ＳＵＳＨＩ 的实

施与应用现状，从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两个层面解析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应用的具体流程与步骤，并通过剖析英

国 ＪＵＳＰ 和中国 ＤＲＡＡ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模块两个联盟的应用案例，呈现 ＳＵＳＨＩ 应用的具体操作细节，揭开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应用的神秘面纱。 意识层面、技术层面和标准层面的因素推动或阻碍了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建议

要基于利益相关者来推动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 参考文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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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ｕｓ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ＬＳ ／ ＥＲ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ＵＳＨＩ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ｍａ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ｅｄ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ＨＩ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ｉｔｓ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ＵＳＨＩ．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ＳＯ ＳＵＳＨＩ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ＳＵＳＨＩ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ＵＳＨＩ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ＵＳＨＩ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ａｉｓ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ＵＳＨＩ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ｒａｉｓ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ＳＨＩ ａｎｄ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ｓ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ＲＭＳ ／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ｒ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ＨＩ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ＳＵＳＨＩ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 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ＵＳＨＩ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２９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ＳＨＩ．　 ＣＯＵ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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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割标准 ＳＵＳＨＩ （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是为图书馆更为高效地收集符合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标准的使用数据而推出的数据采集

与传输标准协议。 自 ２００７ 年成为 ＮＩＳＯ 标准至

今已有 １０ 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是图书馆还是

数据库商对如何使用 ＳＵＳＨＩ 仍比较迷茫，并不

清楚各自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以实现利用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使用数据。 目前，国内图书馆界

对 ＳＵＳＨＩ 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仅杜莹琦［１］ 、
阎晓弟［２］ 、刘芳［３］ 、张静［４］ 等对 ＳＵＳＨＩ 的内容、
结构及工作原理进行过研究，介绍基于 ＳＵＳＨＩ
构建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ｓ 使用统计收集整合平台，
研究 ＳＵＳＨＩ 对电子资源规范化管理所产生的影

响。 现有研究较少涉及 ＳＵＳＨＩ 的具体实施与应

用环节，亟需对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操作层面进行研

究。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

购联盟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ＤＲＡＡ）发布《关于开

通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 ＤＲＡＡ 成员馆使用统计服务

的通知》 ［５］ ，倡议实现组团数据库统计数据按月

自动化收割与规范化管理，这标志着国内图书

馆界历史性地迈出了实施与应用 ＳＵＳＨＩ 的重要

一步。 ＤＲＡＡ 对 ＳＵＳＨＩ 的推动重新引发了国内

图书馆及数据库商对 ＳＵＳＨＩ 的关注。 在此背景

下，研究 ＳＵＳＨＩ 的具体实施与应用，对国内图书

馆及数据库商加深对 ＳＵＳＨＩ 的理解与认知，推
进 ＳＵＳＨＩ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简要介绍

ＳＵＳＨＩ 的发展历程，侧重梳理国内外 ＳＵＳＨＩ 的实

施与应用现状，及 ＳＵＳＨＩ 实施的具体流程与步

骤；剖析 ＪＵＳＰ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ｒｔａｌ） 和

ＤＲＡＡ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模块两个联盟的应用

案例，以呈现 ＳＵＳＨＩ 应用的具体操作细节；最后

总结推动与阻碍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应用的因素，建议

要基于利益相关者来推动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

１　 ＳＵＳＨＩ 产生背景与最新发展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作为一项国际首创计划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启动，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数据库商向图

书馆提供的数据格式、内容、术语等，使各数据

库商生成的使用数据具有一致性、可靠性和相互

兼容性，并且方便记录和交换［６］ 。 但是，图书馆

需要登录多个数据库商的网站下载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

用数据，获取、存储及整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迫切需要一种高效收集与整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的方式。
利用一种自动化方法整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

的想法由 Ａｄａｍ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和 Ｔｅｄ Ｆｏｎｓ 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的查尔斯顿会议上首次提出。 Ｆｏｎｓ 是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公司电子资源管理系统的产

品经理，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是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

与技术服务部服务设计小组的协调负责人，曾
积极参与美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电子资源

管理首创计划（ＥＲＭＩ）。 他们俩商议利用一个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协议来处理 ＸＭＬ 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 华盛顿大学的 Ｔｉｍ Ｊｅｗｅｌｌ 和 ＥＢＳＣＯ 公司

的 Ｏｌｉｖｅｒ Ｐｅｓｃｈ 在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举办美国图书馆

协会会议时被招募进来，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概

念。 一个项目小组由此成立，并吸纳其他成员

加入。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项目小组开始草拟协议要

求及规范说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ＮＩＳＯ 同意资助

该项计划，项目小组正式命名为 ＳＵＳＨＩ，研发该

项标准的工作从 ２００６ 年正式开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ＳＵＳＨＩ 成为 ＮＩＳＯ 标准（ＡＮＳＩ ／

ＮＩＳＯ Ｚ３９．９３－２００７，第一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ＮＩＳＯ
发布最新版本（ ＡＮＳＩ ／ ＮＩＳＯ Ｚ３９． ９３－ ２０１３，第二

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ＮＩＳＯ 发布 ＳＵＳＨＩ 修订版

（ＡＮＳＩ ／ ＮＩＳＯ Ｚ３９． ９３ － ２０１４ ） ［７］ ， 该 修 订 版 在

ＳＵＳＨＩ 请求中增加了多种过滤器及报告属性，以
更准确地定义所请求的报告。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ＮＩＳＯ 发布了 ＳＵＳＨＩ 的轻量级版本 ＳＵＳＨＩ－Ｌｉｔｅ：
Ｄｅｐｌｏｙｉｎｇ ＳＵＳＨＩ ａｓ ａ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ｕｓａｇｅ ｖｉａ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ＮＩＳＯ ＴＲ－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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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Ｄａｑｉｎｇ， ＹＥ Ｌａｎ ＆ ＤＩＮＧ Ｐｅｉ：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ＵＳＨＩ）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

２０１Ｘ） ［８］ ，该文档只是一个技术报告，还未成为

一项新标准。 该技术报告描述了如何利用新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方法（ ＨＴＴＰ ／ ＲＥＳＴ、ＪＳＯＮ） 交换单

篇文章 ／ 单种期刊 ／ 单本图书等片段式的使用数

据以及完整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它并不是要取代

ＳＵＳＨＩ 标准，而是作为 ＳＵＳＨＩ 标准的补充，提供

另一种请求与交换使用数据的方法，未来将成

为 ＳＵＳＨＩ 标准的一部分。
ＳＵＳＨＩ 之前利用简单对象访问协议（Ｓｉｍｐ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ＯＡＰ）传递 ＸＭＬ 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ＳＯＡＰ ／ ＸＭＬ），ＳＵＳＨＩ－Ｌｉｔｅ 可利

用遵循 ＲＥ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架

构的服务传递 ＪＳＯＮ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格式 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 告。 它 并 不 是 要 取 代

ＳＯＡＰ，而是为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提供另一种方式，
提高 ＳＵＳＨＩ 的灵活性及实施的易用性。 两种架

构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 ①ＲＥＳＴ 架构使

用我们熟悉的 ＨＴＴＰ 及 ＵＲＬ 形式发出请求。 以

下是一个使用 ＲＥＳＴ 请求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ＪＲ１ 报告的

简单示例［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ｍ ／ ｓｕｓｈｉｊｓｏｎ ／
ＪＲ１？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１２３４＆Ｂｅｇｉｎ ＝ ２０１３ －
０１＆Ｅｎｄ＝ ２０１３－ ０２。 利用这个简单的 ＵＲＬ，即
可识别请求的报告类型（ ＪＲ１）、统计数据的所

属机构（该机构代码为 １２３４）、统计数据的日期

范围（ ２０１３． １ － ２）。 ② ＪＳＯＮ 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可供人阅读，以基于文本的方式展示简单

的数据结构及网络之间的数据传输排列，而之

前 ＸＭＬ 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只是机器可读

的。 因此可以说，“ＲＥＳＴ＋ＪＳＯＮ”模式将非常有

利于推进 ＳＵＳＨＩ 在出版商与内容提供商中的

采纳与应用。

２　 ＳＵＳＨＩ 实施框架

ＳＵＳＨＩ 标准定义了一个利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框架收割电子资源使用数据的自动请求与响应

模式，这个模式代替人工来收集使用数据的统

计报告，该标准基于 ＳＯＡＰ 来传输请求与响应消

息。 在该协议中，客户端向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发送

请求者的身份识别、所请求使用数据的所属用

户的身份识别，以及所需具体统计报告的请求，
作为数据提供方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以 ＸＭＬ 格式

提供包括请求者和用户信息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统计

报告或者相应的报错消息。 ＳＵＳＨＩ 工作原理具

体可参考阎晓弟［２］ 和张静［４］ 的文章，在此不再

重复。 从其工作原理可看出，ＳＵＳＨＩ 作为一项通

讯或消息传输协议，其运行需要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和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两个层面的传输与对话。 ＳＵＳＨＩ 客

户端是运行在图书馆服务器端的软件程序，通常

与电子资源管理系统（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ＲＭ）或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整合

服务平台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结合

在一起。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则通常由数据库商提供。
因此，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需要从客户端和服务

器两方面考虑。

２．１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的实施（主要是图书馆 ／图
书馆联盟 ／ ＥＲＭ 销售商）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层面的实施主要涉及图书馆 ／
图书馆联盟 ／ 系统提供商（主要是 ＥＲＭ 销售商）
等利益相关者对 ＳＵＳＨＩ 的支持与应用。 图书

馆 ／ 图书馆联盟 ／ ＥＲＭ 销售商在实施 ＳＵＳＨＩ 时主

要需要完成以下几个步骤与流程。
（１） 选择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

为有效利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图
书馆 ／ 图书馆联盟首先必须拥有一个 ＳＵＳＨＩ 客

户端应用程序以向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发送消息。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应用程序有两种选择［１０］ 。

①使用具有使用数据管理功能的系统，包
括 ＥＲＭ 系统或专门的使用统计收集与整合服

务平台。 如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公司的 ＥＲＭ、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原为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的 Ｖｅｒｄｅ、ＰｒｏＱｕｅｓｔ（原

为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的 ３６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等

ＥＲＭ 系统，以及 ＥＢＳＣＯ 的 ＥＢＳＣＯ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ｎ⁃
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的 ＵＳｔａｔ 和 ３６０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Ｐ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ｓ 等使用统计收

集与整合服务平台。 这些商业性 ＥＲＭ 系统或

使用统计收集与整合服务平台通常内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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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可辅助使用数据管理与分析。 此

外，还有一些图书馆自主开发的开源 ＥＲＭ 系统

或使用统计收集与整合服务平台，如受英国信

息系统委员会（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ＪＩＳＣ）资助由英国三所大学联合开发的 ＪＵＳ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ｒｔａｌ）、深圳大学图书

馆自主研发的 ＵＳＳＥＲ（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都支持 ＳＵＳＨＩ 协议自动收割使用

数据。
②使用开源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 开源 ＳＵＳＨＩ 客

户端功能较为简单，通常只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

而不提供使用数据的分析、展示与保存功能。
ＳＵＳＨＩ 官网列出了一些可供图书馆使用的开源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工具［１１］ 。
• ＭＩＳＯ：Ｓｅｒｉａｌ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推

出的开源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或基于命令行驱动，在实施时对技术要

求较高。
• ＳＵＳＨＩ Ｓｔａｒｔｅ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ＵＮＴ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公司与克兰菲尔德大学基于

ＪＩＳＣ 资助的 ＪＵＳＰ 项目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期间利用 ＰＨＰ 合作开发的

基于 Ｗｅｂ 的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便于用户对

ＪＵＳＰ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的连通测试。
• ＳｏａｐＵＩ：由 ＳｍａｒｔＢｅａｒ 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推

出，该工具可作为一个简单的 ＳＵＳＨＩ 客

户端，还可用于快速测试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
• ＳＵＳＨＩ 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Ｗｅｂ Ｃｌｉｅｎｔ：由宾夕法尼

亚大学图书馆开发，是较早提供使用数

据下载的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之一。
• Ｐｙｃｏｕｎｔｅｒ：由匹兹堡大学健康科学图书

馆开发，支持使用数据导入至电子资源

管理系统中。
不过，ＭＩＳＯ、ＳＵＳＨＩ Ｓｔａｒｔｅ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ａｐＵＩ、

ＳＵＳＨＩ 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Ｗｅｂ Ｃｌｉｅｎｔ 等这些早期推出的

开源客户端程序很多已经停止更新。
（２） 配置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

一旦选择好了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则需要对 ＳＵ⁃
ＳＨＩ 客户端进行参数设置以使其正常运行。 ＳＵ⁃

ＳＨＩ 客户端需要配置的参数包括：①ＳＵＳＨＩ 服务

器的 ＵＲＬ；②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 ＩＤ，是由数据库商分配的

用于识别使用数据的请求者；③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用
于识别代为收割的使用数据的所属用户（注：
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 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可能并非同一机构，如某

图书馆使用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的使用数据整合系统 ３６０
ＣＯＵＮＴＥＲ，这时，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是 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该图书

馆则是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④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的名称，需
使用规范的缩写名称，如 ＪＲ１、ＢＲ１ 等；⑤日期范

围，代表使用数据的起始与结束日期。 其中，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的 ＵＲＬ、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 ＩＤ、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
等客户端配置所需的信息可通过以下三种方法

获取。 ①从数据库商的网站或其使用数据管理

网站获得。 图书馆需要由数据库商提供账号以

登录获取某一数据库或平台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信

息，这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②查找 ＳＵＳＨＩ 服

务器注册表（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ＳＵＳＨＩ 网

站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注册表提供了每个数据库商

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的配置信息。 ③利用第三方平

台。 很多出版商授权第三方组织托管其内容及

处理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用数据。 目前提供这类使用

数据服务的第三方组织主要有 Ａｔｙｐｏｎ、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ＭＰ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ＩＱ、 ＳｉｌｖｅｒＣｈａｉｒ 等。 这意味

着使用同一使用数据服务提供商的出版商的

ＳＵＳＨＩ 配置过程具有相似性，如使用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ＩＱ
的出版商平台有 １１ 个［１２］ ，这 １１ 个平台基本都

将采用相同的 ＳＵＳＨＩ 配置。
（３） 利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

在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配置好后，即可使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 图书馆登录 ＥＲＭ 系统，通
过专门的使用统计收集与整合服务平台或开源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选择所需使用数据的平台、使用数

据的日期范围等条件以利用 ＳＵＳＨＩ 获取使用

数据。 所获取的使用数据为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ＸＭＬ
格式。

２．２　 服务器端的实施（主要是数据库商）
ＳＵＳＨＩ 使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框架利用 ＳＯＡＰ

消息协议检索 ＸＭＬ 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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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而言，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

将 ＸＭＬ 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从数据库商传输

至图书馆，该项任务由数据库商完成。 ＳＵＳＨＩ 官

网列出了一些可供数据库商或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的

开发者利用的应用工具。
• ＳＵＳＨＩ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ＳＵＳＨＩ 服

务器端的应用工具，由 ＥＢＳＣＯ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开发的免费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ｃｃｅｓｓ 应

用，与开源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 ＭＩＳＯ 配合使

用， 帮助联盟自动收集所有成 员 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用数据。
• ＳＵＳＨＩ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ｉｔ （ＳＤＫ）：

由 ＥＢＳＣＯ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开发，既可作

为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也可作为服务器端的

应用工具。 它提供的样本客户端可请求

与浏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不需要 ＭＩＳＯ 客

户端所要求的认证与故障处理。 它提供

的样本服务器仅是提供代码，并不是一

个成品工具，但可为快速开发一个服务

器成品提供框架。
一般而言，开发一个 ＳＵＳＨＩ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需

要完成八项工作［１３］ ：①收集用户所需的符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的使用数据；②使用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ｓｃｈｅｍａ 生成 ＸＭＬ 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③部

署与应用安全认证模式，对请求者的 ＩＤ 或 ＩＰ 进

行验证；④开发 ＳＵＳＨＩ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用于用户提

交请求，如利用以上提及的 ＳＤＫ 等工具；⑤开发

可分析用户请求并授权其访问（如果允许其访

问）相关数据的程序，如检查用户是否有访问权

限，用户代码是否有效，服务器是否能提供所请

求的报告，请求报告的日期范围等；⑥开发一个

报告服务（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去获取所请求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⑦整合 ＳＵＳＨＩ 响应，该响应包

含了所获取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⑧发送 ＳＵＳＨＩ 响
应至请求的客户端。

３　 国内外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应用现状

３．１　 国外各利益相关者对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情况

被各参与方接受与使用是检验一项标准成

功的重要标志。 在国外，ＳＵＳＨＩ 得到了图书馆、
图书馆联盟、数据库商、系统提供商 （主要是

ＥＲＭ 销售商）、标准组织等的支持与应用。 这些

利益相关者在 ＳＵＳＨＩ 研发与推广初期（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 成立 ＳＵＳＨＩ 项目启动与研发小组，对
ＳＵＳＨＩ 的测试与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其中包括图书馆代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和康

奈尔大学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也是美国数字

图书馆联盟电子资源管理项目 ＥＲＭＩ 的推动者，
以及 ＥＲＭ 销售商代表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和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公司，数据库商代表 ＥＢＳＣＯ、Ｓｗｅｔｓ 及汤森

科技等。 各利益相关者对 ＳＵＳＨＩ 的推动具体

如下。
（１）系统提供商与数据库商。 系统提供商

（主要是 ＥＲＭ 销售商）与数据库商在 ＳＵＳＨＩ 的

研发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和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负责 ＳＵＳＨＩ 协议客户端程

序的代码撰写，ＥＢＳＣＯ 与 Ｓｗｅｔｓ 负责 ＳＵＳＨＩ 协议

服务器程序的代码撰写，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取

得实质性研究成果，即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和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开发的客户端程序成功测试 ＥＢＳＣＯ
与 Ｓｗｅｔｓ 开发的服务器程序，实现客户端从服

务器获取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用数据，标志着 ＳＵＳＨＩ
协议开发取得初步成功［１４］ 。 汤森科技在 ２００６
年初 加 入， 努 力 使 产 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ＪＵＲ）既能作为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又能作为客户端。
之后，ＥＲＭ 销售商代表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公司积极探索在其 ＥＲＭ 中嵌入 ＳＵＳＨＩ 功
能。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发布了

一个支持 ＳＵＳＨＩ 的 ＥＲＭ 版本［１５］ ，成为首个为

图书馆搭建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的 ＥＲＭ 销售商，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公司紧随其后，在 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 Ｖｅｒｄｅ３．０
版本开始支持 ＳＵＳＨＩ。 不少系统提供商和数据库

商还开发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整合服务平

台等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应用工具，如
ＭＰ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推出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ｓ，ＥＢＳＣＯ 推

出的 ＥＢＳＣＯ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ＨＩ Ｈａｒ⁃
ｖｅ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 ＳＵＳＨＩ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ｉｔ （ＳＤＫ）等工具。 目前在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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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中注册遵循 ＳＵＳＨＩ 标

准的数据库商有 ３２ 家（检索日期：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８） ［１６］ 。

（２）图书馆 ／ 图书馆联盟。 华盛顿大学、墨
尔本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韦恩州

立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是首批实施 ＳＵＳＨＩ 的图

书馆，这些图书馆主要通过使用开源或购买商

业的电子资源管理系统或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平

台来实现对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 因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公司

的 ＥＲＭ 是首个内嵌 ＳＵＳＨＩ 功能的电子资源管

理系统，ＭＰ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ｓ（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推出）是首个为图书馆提供一站式使用

统计数据整合与管理的服务产品，因此，这两个

系统产品获得国外大多图书馆的青睐。 如华盛

顿大学图书馆利用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公司的 ＥＲＭ 通过

ＳＵＳＨＩ 收割来自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ｓ 的使用数据，同时

因为 ＥＲＭ 与 ＩＬＳ 系统的采购模块关联，可获取

来自 ＩＬＳ 系统的资金成本等数据。 通过订购资

金与使用数据的结合，ＥＲＭ 即可呈现资源的平

均使用成本数据，大大方便了其采购决策［１７］ 。
国外图书馆联盟也积极应用 ＳＵＳＨＩ 规范与管理

使用数据，如英国的电子资源采购联盟 ＪＩＳ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开发 ＪＵＳＰ 探索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

（详见下文介绍）。
（３）标准组织。 ＮＩＳＯ ＳＵＳＨＩ 常务委员会作

为 ＳＵＳＨＩ 的专门维护机构，主要负责 ＳＵＳＨＩ 宣

传与推广、支持服务（包括培训与技术支持）及

标准持续维护等，包括：①建设 ＳＵＳＨＩ 网站，提
供 ＳＵＳＨＩ 相关的报告、文章及新闻报道；②利

用会议宣传与推广 ＳＵＳＨＩ；③负责 ＳＵＳＨＩ 标准

的解读；④建设 ＳＵＳＨＩ 开发者列表，为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与服务器开发者提供问题交流与解决

的平台；⑤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注册列表，列出

ＳＵＳＨＩ 服务的数据库商及说明如何使用其

ＳＵＳＨＩ 服务；⑥推出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ＵＳＨＩ 实施纲

要，为 ＳＵＳＨＩ 服务端及客户端应用的开发者提

供指南；⑦制定 ＳＵＳＨＩ 标准的持续维护流程和

技术评审指南，实施不间断的维护和管理，每
隔四至五年完成标准的升级与更新，确保 ＳＵＳＨＩ

标准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以应对需求的变化和

技术的发展。

３．２　 国内各利益相关者对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情况

ＳＵＳＨＩ 在国内的应用远没有国外广泛，具体

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在标准层面，国内目前尚

处于研究与探索性阶段，还没有类似 ＣＯＵＮＴＥＲ
和 ＳＵＳＨＩ 这样统一的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标准。
②在数据库商层面，各中文数据库商在使用统

计方面仍各行其是，没有可供遵循的统计标准

和一致的统计报告格式。 对于国际通用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和 ＳＵＳＨＩ 标准，目前只有 ＣＮＫＩ 遵循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 ＣＮＫＩ 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通过

ＣＯＵＮＴＥＲ 审核，可提供 ＤＢ１、ＰＲ１、ＪＲ１ 和 ＢＲ２
等 ＣＯＵＮＴＥＲ ４．０ 报表，并正在准备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务，但还未在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注册列表中注册。
③在图书馆 ／ 图书馆联盟层面，国内正努力推进

使用数据的管理与利用，但是囿于标准、技术等

因素，ＳＵＳＨＩ 应用探索之路较为曲折。 ＳＵＳＨＩ 的

实施与应用需要 ＥＲＭＳ 的配合，因国内图书馆

对于 ＥＲＭＳ 的应用几乎处于空白，导致其缺乏

实施 ＳＵＳＨＩ 的基础。 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图

书馆自主研发电子资源使用监控与统计系统，
但是这些系统主要通过分析用户访问电子资源

的本地日志文件自行获取使用数据，并不是基

于数库据商提供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用数据，因而对

基于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用数据的 ＳＵＳＨＩ 标准的利用

探索较少。 目前只有深圳大学图书馆基于数据

库商提供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用数据研发使用统计

平台 ＵＳＳＥＲ（２０１３） ［１８］ ，并探索利用 ＳＵＳＨＩ 自动

收割使用数据，实现国内图书馆应用 ＳＵＳＨＩ 零

的突破。 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ＤＲＡＡ）在 ＵＳＳＥＲ 的基础上委托深圳大学图书

馆研发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模块，探索利用 ＳＵＳＨＩ
规范与管理联盟采购电子资源的使用数据，真
正开启了国内图书馆界实施与应用 ＳＵＳＨＩ 之旅

（下文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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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庆　 叶　 兰　 丁　 培：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割标准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研究
ＣＨＥＮ Ｄａｑｉｎｇ， ＹＥ Ｌａｎ ＆ ＤＩＮＧ Ｐｅｉ：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ＵＳＨＩ）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

４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案例剖析

４．１　 ＪＩＳ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联盟应用 ＳＵＳＨＩ 开展电

子资源使用统计服务的探索

　 　 ２００４ 年，ＪＩＳ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在对来自 ＮＥＳＬｉ２
（一种许可模式）所合作的出版商的使用统计数

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英国高等教育领

域建设一个使用统计门户的需求，并于 ２００８ 年

着手研究建立使用统计服务的可行性。 ２００９ 年

初，ＪＩＳ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曼彻斯特大学 Ｍｉｍａｓ 数据中

心、伯明翰城市大学评价与咨询中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克兰菲尔德大学合作推出使用数据服务的

原型系统 ＪＵＳ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ｒｔａｌ），
为图书馆提供一站式浏览、下载来自 ＮＥＳＬｉ２ 所

合作的出版商的使用统计报告［１９］ 。 自 ２００９ 年

推出以来，ＪＵＳＰ 迅速发展壮大，目前已有共计

２５２ 家大学图书馆及机构、８６ 家出版商参与 ＪＵＳＰ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１２）。 ＪＵＳＰ 目前提供十一

种报告类型。 最初只提供 ＪＲ１、ＪＲ１ａ、ＪＲ１ ＧＯＡ，
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起提供电子书的使用统计，包括

ＢＲ１、ＢＲ２ 及 ＢＲ３ 报告，２０１６ 年夏增加 ＪＲ２ 和 ＪＲ５
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提供 ＤＢ１、ＤＢ２ 及 ＰＲ１ 报告。

ＪＵＳＰ 研发团队积极探索应用 ＳＵＳＨＩ 开展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服务，对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主要

涉及以下方面。
（１）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软件的开发

随着 ２００８ 年第三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提出支持

ＳＵＳＨＩ 的 要 求， ＪＵＳＰ 研 发 团 队 即 开 始 推 动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 在推动 ＳＵＳＨＩ 实施的初期，
ＪＵＳＰ 研发团队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缺乏可用的

或合适的标准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软件。 在 ２００９ 年，
仅有的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软件是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环境下

运行或使用 ＪＡＶＡ 开发，运行非常复杂且 ＪＵＳＰ
研发团队缺乏相应经验。 另一个是很多加入

ＪＵＳＰ 的出版商并不支持 ＳＵＳＨＩ。 尽管很多出版

商 使 用 第 三 方 数 据 服 务 平 台 （ 如 Ａｔｙｐｏｎ、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等） 收集并提供使用数据，但是更多的

出版商在 ＳＵＳＨＩ 应用方面没有显著进展，很多

出版商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未经过任何测试，也未

曾被使用过。 于是，ＪＵＳＰ 研发团队决定自主开

发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软件 ＳＵＳＨＩ Ｓｔａｒｔｅ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并
测试与 Ｏｘｆｏ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联通，成
功获取 Ｏｘｆｏ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的 ＪＲ１ 报告［２０］ 。

（２）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的开发

在使用自主开发的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收割使用

数据后，考虑到作为图书馆与出版商之间的中

介及维护 ＣＯＵＮＴＥＲ 的责任，ＪＵＳＰ 决定开发 ＳＵ⁃
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以利用服务器实现使用数据的二次

输出，进而作为使用数据的提供者，而不仅仅是

使用数据的消费者。 ＪＵＳＰ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利用

ＰＨＰ 语言开发，允许图书馆或授权第三方使用

数据整合平台（如 Ｅｘ Ｌｉｂｒｉｓ 的 ＵＳｔａｔｓ） 从 ＪＵＳＰ
收割使用数据。 在认证方面，在 ＪＵＳＰ 站点安全

范围内使用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 ／ ＯｐｅｎＡｔｈｅｎｓ 认证，对于

通过 ＳＵＳＨＩ 实现机器之间交互的，除了使用请

求者的 ＩＤ 认证外，还使用 ＩＰ 进行验证。 参与图

书馆需要注册机器的 ＩＰ 地址，以获许向 ＪＵＳＰ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发 送 请 求。 ＪＵＳＰ 还 提 供 ＪＵＳＰ
ＡＰＩ，可实现与 ＵＳｔａｔ、 ３６０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ＢＳＣＯ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等第三方使用数

据整合平台的互操作。 使用第三方使用数据整

合平台的图书馆可直接在 ＪＵＳＰ 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

器管理与授权页面授权第三方平台访问 ＪＵＳＰ，
即可实现第三方使用数据整合平台收割 ＪＵＳＰ
的使用数据。 ＪＵＳＰ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的开发使得图

书馆仅需从一个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而不用重复登录

多个出版商的服务器就可以下载使用数据，大
大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效率。

（３）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的配置

ＪＵＳＰ 首先需要获得图书馆的授权以收割其

使用数据。 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图书馆都可免

费参与 ＪＵＳＰ，只需签署 ＪＵＳ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并授权

ＪＵＳＰ 代表图书馆获取其使用数据。 之后，ＪＵＳＰ
团队联系图书馆以获取所采购资源涉及的出版

商列表，并发送登录详情及每一出版商的使用

数据收集的处理过程（可能的话需要提供账号

或 ＳＵＳＨＩ 认证等信息），最后将图书馆加入参与

０５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四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４

列表［２１］ 。
其次，需要数据库商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务相关

信息。 数据库商参与 ＪＵＳＰ ＳＵＳＨＩ 服务应满足

以下三个条件：①ＪＵＳＰ 参与图书馆所请求或推

荐的；②至少提供一种可利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包括 ＪＲ１、ＪＲ１ａ、ＪＲ１ ＧＯＡ、ＪＲ２、
ＪＲ５、ＢＲ１、ＢＲ２、ＢＲ３、ＤＢ１、ＤＢ２、ＰＲ１）；③签署数

据库商参与协议，并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务相关信息。
ＪＵＳＰ 在收集使用数据前还将对数据库商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进行验证与测试。 ＪＵＳＰ 鼓励数据库

商将 ＪＵＳＰ 设置为第三方代理而不是联盟，以代

表各成员馆获取其使用数据。 数据库商可通过

两种方式允许 ＪＵＳＰ 代表各成员馆获取其使用

数据。 ①为 ＪＵＳＰ 分配一个中央的 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 ＩＤ，
并授权该账户收集所有参与 ＪＵＳＰ 的图书馆的

使用数据，ＪＵＳＰ 再使用这个 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 ＩＤ 与具

体图书馆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获取该数据库商的使

用数据。 ②为 ＪＵＳＰ 提供所有 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 ＩＤ 及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ＩＤ，ＪＵＳＰ 再使用这两者下载使用数据。
ＪＵＳＰ 推荐使用第一种方式［２２］ 。

（４）利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使用数据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配置好后，即可使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使用数据。 每个使用数据文件的下载所花

费的时间因出版商或平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平均下载时间约为 ３１ 秒。 对使用数据的质量检

查由机器自动检测并辅以人工审核完成。 使用

ＳＵＳＨＩ 大大节省了馆员的工作量。 以 ＪＵＳＰ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为 １４０ 多个图书馆收集的 ２ ８０９ 份

使用数据文件为例，每月收集一次这样数量的

使用数据，完全使用人工需要 １８０ 个工作日

（包括下载与审核的时间，每份文件平均下载

时间和审核时间分别为 １５ 分钟），意味着每月

需要 ８ 个全职馆员去完成这些使用数据的收集

与处理工作，而使用 ＳＵＳＨＩ 时每份文件的平均

下载时间约为 ３１ 秒（总计花费 ２４ 小时），机器

自动检测每份文件平均约 ５ 秒（总计花费约 ４
小时），再加上人工审核这些文件约花费 ５ 小

时，总计仅需大约 ４ 个工作日，节省了近 ９８％
的时间。

４．２　 ＤＲＡＡ 联盟应用 ＳＵＳＨＩ 开展电子资源使

用统计服务的探索

　 　 ＤＲＡＡ 是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

盟，截至 ２０１７ 年，共计 ６４５ 家成员馆。 为促进组

团数据库合理化利用，节省图书馆的经费和技

术投入，ＤＲＡＡ 委托深圳大学图书馆的技术开发

团队研发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模块，利用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告，为成员馆免费提供方

便及时、高效精确的“一站式”统计数据获取工

具。 ＤＲＡＡ 门户的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于 ２０１３ 年初投

入使用。 ＤＲＡＡ 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和 ３ 月两次倡议

实现组团数据库统计数据按月自动化收割与规

范化管理，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正式成立资源使用

统计工作组，梳理 ＤＲＡＡ 数字资源使用数据收

集与统计工作的现状及问题，敦促数据库商配

合使用数据收集工作，对使用数据质量进行抽

查与验证，目的是建立使用数据收集的长期监

督保障机制。 目前，ＤＲＡＡ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模

块支持如下格式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的使用统计

报告：①ＸＭＬ 格式，第三版及第四版 ＣＯＵＮＴＥＲ
定义的全部单馆报告格式，暂时不支持联盟报

告；②Ｅｘｃｅｌ 格式，支持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Ｅｘｃｅｌ ９７—
２００３ 的 ＪＲ１、ＤＢ１ 报告类型；③ＣＳＶ 格式，支持

ＪＲ１、ＤＢ１ 报告类型。 ＤＲＡＡ 对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探

索过程如下。
（１）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的配置

ＤＲＡＡ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的配置首先需要获得

成员馆的授权以收割其使用数据。 ＤＲＡＡ 联盟

要求成员馆登录 ＤＲＡＡ 门户“机构管理”菜单下

的“本馆的服务列表”，完成对 ＤＲＡＡ 收割各馆

ＣＯＵＮＴＥＲ 统计报告的授权工作。 具体授权内

容为：允许数据库商把本机构已购库的使用统

计报告及其相关信息（如 ＳＵＳＨＩ ＩＤ 等） 提供给

ＤＲＡＡ，委 托 ＤＲＡＡ 为 本 机 构 收 割 （ 含 通 过

ＳＵＳＨＩ ＩＤ 自动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统计报告，允许

ＤＲＡＡ 将本馆的统计数据用于集团对数据库使

用的评估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已有

３０２ 个成员馆完成在线授权。
其次，需要数据库商的支持与配合。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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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收割与规范化管理使用数据的前提是数

据库商要为成员馆统一 开 通 ＳＵＳＨＩ 服 务。
ＤＲＡＡ 联盟要求数据库商登录 ＤＲＡＡ 门户，依次

点击：我的 ＤＲＡＡ＞统计管理＞管理 ＳＵＳＨＩ 服务

器，填写数据库商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信息和各成员

馆 ＳＵＳＨＩ 账户信息。 开通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的数

据库仅需要数据库商定期维护成员馆的 ＳＵＳＨＩ
ＩＤ 列表，ＤＲＡＡ 统计平台即可实现按月自动收

割成员馆的最新 ＣＯＵＮＴＥＲ 统计报告［２３］ 。
（２）使用数据获取模式

ＤＲＡＡ 统计平台已实现使用数据从手动上

传到 自 动 收 割， 在 ２０１４ 年 之 前， 无 论 是 对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格式的还是非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格

式的使用数据，ＤＲＡＡ 门户主要采取手动上传模

式，且主要采用 ＤＲＡＡ 扩展统计规范格式上传

报告。 ＤＲＡＡ 扩展统计标准是 ＤＲＡＡ 为了兼容

非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格式的使用统计数据而定制

的一种统计标准。 原则上在数据库商不能提供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格式的使用数据时使用 ＤＲＡＡ
扩展统计标准，但是由于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格式统

计报告需要单馆分别上传，ＤＲＡＡ 扩展统计规范

支持批量上传多馆多月统计报告。 因此，大多

数据库商选择采用 ＤＲＡＡ 扩展统计规范格式上

传报告。 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发布《关于 ＤＲＡＡ 开展

统计数据自动化收割与规范管理的通知》 ［２４］

后，对于组团数据库提供的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格式

报告，已实现利用 ＳＵＳＨＩ 按月自动化收割，对于

非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格式的使用统计数据仍可采

取手动上传。
（３）使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使用数据

在 ２０１６ 年完成的 １４０ 个 ＤＲＡＡ 组团数据库

中，大部分组团数据库厂商已经支持 ＳＵＳＨＩ 协

议。 其中 ３０ 个数据库通过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统

计数据，统计可以达到内容级别；１０５ 个数据库

使用 ＤＲＡＡ⁃Ｅｘｔｅｎｄ 格式上传统计数据（含 ４５ 个

已实现 ＳＵＳＨＩ 收割但由于多库无法分割使用统

计的数据库），统计只能达到库级别；５ 个数据库

由于无用户、软件库等原因不能收割［２５］ 。
ＤＲＡＡ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模块解决了使用

数据的规范与收割问题，支持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格式报告和手工上传 ＤＲＡＡ⁃Ｅｘｔｅｎｄ
格式报告，以获取联盟成员馆的使用数据；同时

提供更加灵活的统计分析及统计报告，包括统

计对比分析、生成各类排行榜、基于单库或单馆

的各类统计等；便于成员馆在一个平台下查看

本馆多个组团数据库的统计报告，并能查看到

本馆在集团中的使用情况，促进资源更好地利

用。 此外，还注重保护成员馆的隐私，ＤＲＡＡ 保

证所收割的各馆 ＣＯＵＮＴＥＲ 统计报告仅用于本

馆和集团对数据库使用的评估分析，各个成员

馆只能看到本馆统计报告，无权查看其他馆的

统计报告。

５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应用的推动与阻碍因素
分析

从 ＳＵＳＨＩ 的国内外应用情况来看，其成功

实施与应用离不开标准组织、图书馆、图书馆联

盟、数据库商、系统提供商等各方的相互合作与

支持。 图书馆的需求是标准研发的源动力。
ＳＵＳＨＩ 的研发源于图书馆对自动化获取使用数

据的渴求，在没有 ＳＵＳＨＩ 之前，图书馆面临统计

数据获取依靠手工方式费时费力、统计报告格

式混乱、统计数据更新不及时等困境，图书馆期

望及时获取更新的使用统计数据，实现更多的

统计分析对比数据，以期为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建设提供更多的依据。 标准组织 ＮＩＳＯ 联合图

书馆、数据库商及系统提供商共同研发解决图

书馆使用统计收割问题的 ＳＵＳＨＩ 标准，提供 ＳＵ⁃
ＳＨＩ 相关的支持与推广服务，并不断完善标准。
ＳＵＳＨＩ 的推出离不开数据库商与系统提供商的

技术支持，他们积极参与 ＳＵＳＨＩ 的研发与实施，
为图书馆提供具有 ＳＵＳＨＩ 功能的 ＥＲＭ 系统及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收集与整合服务平台，研发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与服务器的应用工具。 图书馆联

盟作为图书馆的联合组织，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可对数据库商遵循标准的情况进行审核，还可

对数据库商提出统一要求，如要求其在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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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支持 ＳＵＳＨＩ，推动数据库商积极配合联

盟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 以上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了

推动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应用的主要因素，但是在 ＳＵ⁃
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阻碍其广

泛应用的因素，具体如下。
（１）意识层面

图书馆对 ＳＵＳＨＩ 的认知度不高。 虽然图书

馆已意识到使用数据对采购决策与管理的重要

性，但是在具体执行时，一般仅在续订时简单分

析单篇使用成本。 此时，使用统计数据的获取

通过向数据库商索要或自行通过数据库商给的

账号下载即可满足，并未形成持续收集、下载与

整理使用数据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各图书馆也

没有一个用于存储所有订购数据库的使用统计

数据的平台或系统，使用数据的管理与保存分

散、不连续。 尽管有的图书馆开发了电子资源

使用统计平台，但平台主要用于监控本地日志

服务器信息，并不是收集数据库商的使用数据，
因而对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认知不强。

数据库商对遵从 ＳＵＳＨＩ 的响应不积极，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目前遵循 ＣＯＵＮＴＥＲ ４
的数据库商有 １０６ 家（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但是 遵 循 ＳＵＳＨＩ 的 数 据 库 商 只 有 ３２ 家。
②ＳＵＳＨＩ客户端配置信息的准确性问题：遵循

ＳＵＳＨＩ 的数据库商除了在 ＣＯＵＮＴＥＲ 网站列出

外，他们还可以在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注册表中注册，
向图书馆提供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配置所需的信息。
但是，部分数据库商并未在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注册

表中注册，或提供的信息不准确、不完整。 而通

过数据库商网站查找其支持 ＳＵＳＨＩ 的信息也并

非容易，部分数据库商并没有提供实施 ＳＵＳＨＩ
服务的相关支持服务。 这不仅影响新的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的开发，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已有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的配置。 ③各数据库商在方案中未明确

说明提供 ＳＵＳＨＩ 收割访问且提供 ＣＯＵＮＴＥＲ 报

告。 以笔者负责采购的 ４８ 个数据库为例，其中

中文数据库 １１ 个，外文数据库 ３７ 个。 通过调查

最新合同期内的采购方案及合同（合同期限基

本在 ＤＲＡＡ 发布利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使用统计的通

知之后），发现外文数据库基本都在 ＤＲＡＡ 采购

方案 中 明 确 提 出 向 各 成 员 馆 提 供 符 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的使用统计数据，但是其中只有

５ 个（包括 ＡＣＭ、ＡＰＳ、ＡＩＰ、ＩＥＥＥ ／ 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在方案中提出同时

会配合 ＤＲＡＡ 门户实现对集团用户的使用统计

数据的收割，并定期维护集团成员馆的相关信

息（如 ＳＵＳＨＩ ＩＤ 信息）。 而中文数据库在方案

或订购合同中基本没有对使用数据的任何

说明。
（２）技术层面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必须通过 ＥＲＭＳ 或使用统计

数据整合产品实现，而商业 ＥＲＭＳ 或使用统计

数据整合产品通常定价较贵，如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ｓ 根

据平台数量定价，按照 １—９ 个平台 ／ １０—２４ 个

平台 ／ ２５—３９ 个平台划分为三个级别，大部分图

书馆被划分至级别 ３，价格非常昂贵，即使是在

级别 ２，价格也不便宜。 汤森路透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ＪＵＲ） 基于机构大小与研究产出定价，
还取决于图书馆需要上传的报告数量，价格也

不菲［２６］ 。 对于经费有限的图书馆来说，根本没

有能力去购买这些商业系统。 同时图书馆限于

技术力量薄弱也难以自主开发 ＥＲＭＳ 或使用统

计数据平台，而利用开源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也存在

一定的技术困难。 没有 ＥＲＭＳ 或使用统计整合

平台等客户端软件的技术支持，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图书馆对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 此外，数据库

商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变动频繁，有时因更换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导致图书馆无法正常收割使用数据。 还

有数据库商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在认证方面非常复

杂，对于刚接触 ＳＵＳＨＩ 的新用户来说，使用较为

困难。
（３）标准层面

任何标准的推出对于行业行为的规范都有

重要作用。 ＣＯＵＮＴＥＲ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使

用数据的格式、内容及术语等，ＳＵＳＨＩ 解决使用

统计 数 据 的 自 动 化 收 割 和 管 理 问 题。 但

ＣＯＵＮＴＥＲ 和 ＳＵＳＨＩ 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存在

诸多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 如 ＣＯＵＮＴＥＲ 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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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检索、浏览和下载行为等方面并未给出明确

的定义。 以检索行为为例，ＣＯＵＮＴＥＲ 第 ４ 版对

初步检索结果进行筛选、排序、改变显示顺序，
翻页和结果中检索行为没有相应的定义，这些

行为全部或者部分是否应该纳入相应检索统计

计数无法确定［２７］ 。 再如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应用，
ＳＵＳＨＩ 客户端在请求的消息中需要提供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元素的 Ｎａｍｅ 属性，以确定请求的具体

报告名称，但是 Ｎａｍｅ 属性仅是一个简单的字符

串，ＳＵＳＨＩ 标准并未提供统计报告名称的具体规

范。 如某客户端请求 ＪＲ１ａ 报告，但如果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只认 ＪＲ１Ａ，则该客户端的请求可能会遭

到拒绝［２８］ 。 因此，标准是否完善，是否推出权威

的实操指南，也是影响标准广泛应用的重要因素。

６　 基于利益相关者推动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
应用的建议

鉴于 ＳＵＳＨＩ 实施与应用中存在的意识、技
术、标准等层面的阻碍因素，未来标准组织、数
据库商、图书馆、图书馆联盟应继续分工与合

作，各自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努力推进 ＳＵＳＨＩ
的实施与应用。

６．１　 标准组织角度

标准组织在标准研发过程中起着主导作

用。 因此，ＣＯＵＮＴＥＲ 组织和 ＮＩＳＯ ＳＵＳＨＩ 委员

会未来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①不断促进标准的

更新发展与完善。 标准推出后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标准组织应根据需求的变化不断推动标准

的更新与发展。 ＣＯＵＮＴＥＲ 组织和 ＮＩＳＯ ＳＵＳＨＩ
委员会在这方面都已做得非常不错。 ＣＯＵＮＴＥＲ
和 ＳＵＳＨＩ 是目前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标准中发展

更新最快最好的标准。 ＣＯＵＮＴＥＲ 自 ２００３ 年推

出以来，经历了四次升级与改进，目前正在推出

第 ５ 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每一次版本的变化都实现

了新的突破与发展，如第 ４ 版 ＣＯＵＮＴＥＲ 集成了

在线期刊、数据库、在线图书及多媒体内容等电

子资源的使用统计规范，在文档结构、术语、测

量指标、数据元素、使用报告及审核等方面发生

了许多变化，第 ５ 版 ＣＯＵＮＴＥＲ 简化了报告类型

与测度指标，消除了相同测度指标或报告的不

一致性。 ＳＵＳＨＩ 自 ２００７ 年成为 ＮＩＳＯ 标准以来，
经历了两次修订，并随着替代计量学、ＣＯＵＮＴＥＲ
期刊使用因子、机构库等的兴起，推出轻量级

ＳＵＳＨＩ⁃Ｌｉｔｅ 以满足图书馆实时交换片段式使用

数据的需求。 未来 ＮＩＳＯ 和 ＣＯＵＮＴＥＲ 组织仍需

要不断推动标准的改进与完善工作，确保标准

的实时性与有效性，以应对图书馆需求和技术

的发展。 ②推出标准的应用指南。 在标准的具

体应用过程中，不同的人对某一项标准具有不

同的解读，这也是有的标准需要推出权威应用

指南以指导具体实施的原因。 目前 ＣＯＵＮＴＥＲ
推出了图书馆 应 用 ＣＯＵＮＴＥＲ 的 友 好 指 南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Ｇｕｉｄ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并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推出中文版，为图书管理员利用使用数据制定

决策提供信息［２９］ 。 ＮＩＳＯ ＳＵＳＨＩ 委员会推出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ＵＳＨＩ 实施纲要，相当于 ＳＵＳＨＩ 实施

应用的指南，为服务端及客户端的应用提供具

体操作细节规范，保证了 ＳＵＳＨＩ 在服务端及客

户端的可利用、可互操作和可持续发展，极大推

动了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 ③推动各标准的配合使

用。 标准的使用并不是孤立的，ＳＵＳＨＩ 标准除了

需要 ＣＯＵＮＴＥＲ 的配合使用外，还需要其他标准

的支 持。 如 图 书 馆 利 用 ＳＵＳＨＩ 自 动 收 割

ＣＯＵＮＴＥＲ 使用数据至 ＥＲＭ 中，收割的使用数

据必须对应至 ＥＲＭ 中所属的资源下，这需要关

联 ＥＲＭ 的知识库，其涵盖图书馆所订购的电子

资源。 而 ＥＲＭ 知识库来源于数据库商，为保证

图书馆 ＥＲＭ 知识库与数据库商知识库之间的

一致性，需要应用 ＫＢＡＲ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ｏｌｓ）标准。 使用数据与具体资源对应

之后，图书馆成本分析所需的成本数据需要通

过 ＣＯＲＥ（Ｃｏｓｔ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标准从 ＩＬＳ
系统中获取。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ＵＳＨＩ、ＫＢＡＲＴ、ＣＯＲＥ
等标准的配合使用将资源、使用数据、成本数据

等数据相关联，帮助图书馆完成使用统计分析。
因此，ＳＵＳＨＩ 标准的应用还有赖于其他标准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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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ＮＩＳＯ 组织需要关注 ＳＵＳＨＩ 相关标准的发

展，推动实现各标准之间的互操作。

６．２　 数据库商角度

数据库商首先应该意识到规范使用统计数

据所带来的效应是双向的，并不仅仅是图书馆

单方面受益，使用数据对于数据库商分析用户

需求、规划公司发展、推进资源开发、优化平台

功能、开展竞争对手比较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

作用。 因此，数据库商应积极配合图书馆 ／ 图书

馆联盟，为其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务所需的信息和技

术支持。
鉴于目前 ＣＯＵＮＴＥＲ 和 ＳＵＳＨＩ 是国际上影

响力最大、使用最广泛的电子资源使用统计标

准，对于已遵循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但还未支持

ＳＵＳＨＩ 的数据库商而言，必须在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

注册列表中注册其 ＳＵＳＨＩ 服务器，并提供准确

的 ＳＵＳＨＩ 配置信息，如有变化，及时更新。 同

时，在网站上向图书馆员提供详细的 ＳＵＳＨＩ 客

户端配置信息及配置指南。 对于还未遵循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的数据库商，应尽可能按照该标

准规范自身的使用数据，确保使用数据的准确

性、可靠性与一致性。 这点对于中文数据库商来

说任重道远。 目前只有 ＣＮＫＩ 遵循 ＣＯＵＮＴＥＲ，并
正在准备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务。 ＣＮＫＩ 为国内数据

库商遵循 ＣＯＵＮＴＥＲ 和 ＳＵＳＨＩ 标准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开头。 如果国内其他数据库商均能像

ＣＮＫＩ 一样遵循 ＣＯＵＮＴＥＲ，并遵循 ＳＵＳＨＩ 向图

书馆提供使用数据，中文数据库的使用统计数

据问题的解决将指日可待。

６．３　 图书馆角度

图书馆应提高利用 ＳＵＳＨＩ 自动获取使用数

据以更充分利用使用数据的意识。 对于单个图

书馆来说，加入联盟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是最理想与

经济的方式。 如果本国已有联盟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

务（如 ＤＲＡＡ、ＪＩＳＣ 等），应积极参与并授权联盟

获取本馆的使用数据。 同时，还应积极鼓励数

据库商提供 ＳＵＳＨＩ 服务或参与图书馆联盟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 对于大多数据库商来说，他们并未

强烈感受到来自图书馆要求其支持 ＳＵＳＨＩ 服务

的愿望与需求。 因此，让数据库商了解到图书

馆对于其加入图书馆联盟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的强烈

需求，对于数据库商的参与具有重要作用。 在

日常工作中，图书馆如有机会接触数据库商代

表或联系数据库商索要使用数据时，可向其介

绍图书馆联盟的 ＳＵＳＨＩ 服务，并鼓励其参与。
此外，对于经费充裕、技术力量强大的图书馆来

说，可考虑引进或自主开发 ＥＲＭＳ 或使用统计数

据整合产品，积极探索 ＳＵＳＨＩ 的应用。 如深圳大

学图书馆自主开发 Ｏｐｅｎ ＥＲＭＳ 及使用统计平台

ＵＳＳＥＲ，探索利用 ＳＵＳＨＩ 自动收割使用数据。

６．４　 图书馆联盟角度

图书馆联盟的主要作用在于协调、监督与

制约，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单个图书馆，可充分利

用联盟的力量，督促各数据库商在方案中明确

说明提供符合 ＣＯＵＮＴＥＲ 标准规范且能应用

ＳＵＳＨＩ 协议自动收割的使用数据。 同时图书馆

联盟还可利用通报方法对数据库商施压，如

ＤＲＡＡ 联盟利用每年的培训周向各成员馆及数

据库商通报上一年引进资源集团采购情况及用

户满意度调查，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副馆长每

年都会对各评估项下做得好的数据库商提出表

扬，对表现不好的提出点名。 如 ２０１７ 年培训周

即列出了按时提交使用数据的 ２２ 个数据库及逾

期提交的 ３ 个数据库。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推动数据库商改善其服

务并遵守联盟的要求。 此外，图书馆联盟还应

定期开展使用统计相关的培训，如 ＤＲＡＡ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针对来自 ３０ 家公司的 ３７ 位数据库

商和代理商学员举办第一届集团采购业务培训

班，对 ＤＲＡＡ 统计规范和相关操作等进行培训，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数据库商对使用统计的认识

与重视。 最后，图书馆联盟还需加强宣传与推

广，向成员馆宣传使用 ＳＵＳＨＩ 收割使用统计数

据的重要性及效用。 ＤＲＡＡ 的成员馆有 ６４５
家，目前只有 ３０２ 个成员馆授权 ＤＲＡＡ 为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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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收割使用数据，这说明还有很大一部分成

员馆并未加入 ＤＲＡＡ ＳＵＳＨＩ 服务，也预示着

ＤＲＡＡ 未来还需加大宣传力度，督促各图书馆

积极参与。

７　 结语

ＳＵＳＨＩ 是继 ＣＯＵＮＴＥＲ 之后图书馆界与出

版界合作展开协作、共同制定并维护电子资源

使用统计标准的又一成功案例。 相信随着图书

馆 ／ 图书馆联盟和数据库商对 ＳＵＳＨＩ 认知度的

提高，随着 ＥＲＭＳ 及相关使用统计整合与管理

产品和技术工具的成熟与应用，以及 ＣＯＵＮＴＥＲ
和 ＳＵＳＨＩ 标准自身的不断完善，ＳＵＳＨＩ 将得到

更广泛的应用，从而促进图书馆电子资源使用

统计规范化管理与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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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李洪．新版 ＣＯＵＮＴＥＲ 的特征及未来发展［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２（１１）： ２９－３７． （ Ｌｉ Ｈｏｎｇ．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 （ １１）：
２９－３７．）

［ ７ ］ ＡＮＳＩ ／ ＮＩＳＯ Ｚ３９．９３－２０１４ ＳＵＳＨＩ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 ／ ａｐｐｓ ／ ｇｒｏｕｐ＿ｐｕｂｌｉｃ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ｐ ／ １４２１７ ／ Ｚ３９－９３－２０１４＿ＳＵＳＨＩ－１＿７．ｐｄｆ．

［ ８ ］ ＮＩＳ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ｄｒａｆ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ＵＳＨＩ ｌｉ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ｐｒ ／ ｖｉｅｗ？ｉｔｅｍ＿ｋｅｙ ＝ ６７７ｃｂ４７７５ｅｂｂｅ８１２０ｆ６ｃｅｂｆａ３７ｂ４７１７２７００４５５２９．

［ ９ ］ Ｐｅｓｃｈ Ｏ．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ａｔｓ ｎｅｘｔ ｆｏｒ ＳＵＳＨＩ［Ｊ］ ．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２０１３，６５（１）： ２５－３１．
［１０］ Ｐｅｓｃｈ 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ＳＨＩ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 ｐｒｉｍｅｒ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Ｊ］ ．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５，６９ （２）：

１０７－１２５．
［１１］ ＳＵＳＨＩ ｔｏｏｌｓ ＆ ｏｔｈｅｒ ａｉｄ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４－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 ／ ｗｏｒｋｒｏｏｍｓ ／ ｓｕｓｈｉ ／ ｔｏｏｌｓ．
［１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ｉＱ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０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ｉｑ．ｃｏｍ ／ Ｓｕｓｈ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ｓｐｘ．
［１３］ Ｓｈａｈ Ｂ． ＳＵＳＨＩ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ｅｒ ｓｉｄ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１，２３（１）：

２０－２２．

０５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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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Ｙｕ Ｈ， Ｂｒｅｉｖｏｌｄ 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 Ｈｅｒｓｈｅｙ， ＰＡ：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０１．

［１５］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ＳＨＩ［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ｓｏ． ｏｒｇ ／ ｗｏｒｋｒｏｏｍｓ ／ ｓｕｓｈｉ ／ ｉｎｆｏ ／ ＳＵＳＨＩＷｅｂｉｎａ⁃
ｒｓｌｉｄｅｓ０５１５０６．ｐｄｆ．

［１６］ ＳＵＳＨＩ 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４－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 ／ ｗｏｒｋｒｏｏｍｓ ／ ｓｕｓｈｉ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ｅｒ．
［１７］ Ｌａｇａｃｅ Ｎ． ＳＵＳＨＩ：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ｏ ｒｅａｌ ｕｓｅ［Ｊ］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９，３５（１）：５０－５１．
［１８］ 陈大庆，叶兰，杨巍，等．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平台 ＵＳＳＥＲ 的设计与实现［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１）：１０６－

１１２． （ Ｃｈｅｎ Ｄａｑｉｎｇ， Ｙｅ Ｌａｎ， Ｙａｎｇ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５（１）：１０６－１１２．）

［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ｒｔａｌ［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１５］．ｈｔｔｐ： ／ ／ ｊｕｓｐ．ｍｉｍａｓ．ａｃ．ｕｋ．
［２０］ Ｍｅｅｈａｎ Ｐ， Ｎｅｅｄｈａｍ Ｐ，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Ｒ． ＳＵＳＨＩ：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ｏ ＪＵＳＰ［ Ｊ ／ ＯＬ］． Ａｒｉａｄｎｅ， ２０１２（７０）

［２０１７－０６－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ｉａｄｎｅ．ａｃ．ｕｋ ／ ｉｓｓｕｅ７０ ／ ｍｅｅｈａｎ⁃ｅｔ⁃ａｌ．
［２１］ Ｊｏｉｎ ＪＵＳＰ ｆｏｒ Ｕ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１０］．ｈｔｔｐ： ／ ／ ｊｕｓｐ．ｊｉｓｃ．ａｃ．ｕｋ ／ ｊｏｉｎ ／ ｕ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
［２２］ Ｊｏｉｎ ＪＵＳＰ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１０］．ｈｔｔｐ： ／ ／ ｊｕｓｐ．ｊｉｓｃ．ａｃ．ｕｋ ／ ｊｏｉ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３］ ＤＲＡＡ 联盟配置 ＳＵＳＨＩ 信息的操作指南［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ｉｂ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ｅｄｕ．ｃｎ ／ Ａｃｑｏｔｈ⁃

ｅｒｎｏｔｉｃｅ ／ 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 ＝ ０６ｄ０２４ｅｃ－９ｃ５０－４１ａｂ－９５ａ６－８０３５６２０８ｆｃ５９．（ＤＲＡ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ＨＩ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ｂ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ｅｄｕ．ｃｎ ／ Ａｃｑｏｔｈｅｒｎｏｔｉｃｅ ／ 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 ＝ ０６ｄ０２４ｅｃ－９ｃ５０－

４１ａｂ－９５ａ６－８０３５６２０８ｆｃ５９．）
［２４］ 关于 ＤＲＡＡ 开展统计数据自动化收割与规范化管理的通知［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ｉｂｃｏｎ⁃

ｓｏｒｔｉａ．ｅｄｕ．ｃｎ ／ Ａｃｑｏｔｈｅｒｎｏｔｉｃｅ ／ 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 ＝ ３７７９ｃ０９ｃ－ｂｄ６ａ－４１ｄ２－８４２ｆ－３４ｃ０９９ｂ９７４１０． （ Ｎｏｔｉ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ｈａｒ⁃
ｖｅｓｔｉｎｇ ＤＲＡＡ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ｉｂ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ｅｄｕ．ｃｎ ／ Ａｃｑｏｔｈ⁃
ｅｒｎｏｔｉｃｅ ／ 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 ＝ ３７７９ｃ０９ｃ－ｂｄ６ａ－４１ｄ２－８４２ｆ－３４ｃ０９９ｂ９７４１０．）

［２５］ 肖珑． ２０１６年高校引进资源集团采购状况暨２０１７用户满意度调查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 ｃｏｎｆ１５ ／ ｈｙｚｌ ／ ｐｄｆ ／ ０５１７ ／ ０１．２０１６年高校引进资源集团采购状况暨２０１７用户满意度调查．ｐｄｆ． （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ＤＲＡＡ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１７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０２］．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 ｃｏｎｆ１５ ／ ｈｙｚｌ ／ ｐｄｆ ／ ０５１７ ／ ０１．２０１６年高校引进资源集团采购状况暨２０１７用户满意度调

查．ｐｄｆ．）
［２６］ Ｘｕ Ｆｅｉ．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１０，４４

（４）：３７４－３９２．
［２７］ 张计龙，殷沈琴，汪东伟．基于 ＣＯＵＮＴＥＲ 的电子资源使用统计中的标准问题探讨与研究［ Ｊ］ ．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６（５）：９５－９９． （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ｌｏｎｇ， Ｙｉｎ Ｓｈｅｎｑｉｎ，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ｗｅ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２０１６（５）：９５－９９．）

［２８］ Ｐｅｓｃｈ 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ＳＨＩ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１，６１
（３－４）：３５３－３６５．

［２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ｇｕｉｄ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ｎｏ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 ３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ｏｒｇ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ｇｕｉｄｅ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ｎｏ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陈大庆　 深圳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叶　 兰　 深圳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丁　 培　 深圳大学图书馆馆员。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４）

０６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