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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L C 网络化发展道路的启示

摘　要　OCL C 给我国网络化发展以下启示: (1) 政府的支持是关键; (2) 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是

基础; (3) 紧跟时代信息技术发展步伐是动力; (4) 正确认识自动化发展的最高目标是思想基础。参

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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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化是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资

源共享则是网络化发展的最高目标。我国图书馆自

动化建设自 1974 年“748 工程”开始实施算起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 虽在硬件设备配置、自动化系统软

件开发与利用及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 但由于缺乏长远的规划和统一的规范, 至今仍处

于一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 无法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整体性的网络化, 并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

费。吴慰慈、许桂菊先生指出:“我国的图书馆自动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主要在于网络化建设和利

用”, 可谓一矢中的。

1998 年 11 月, 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俄亥俄大

学图书馆馆长李华伟博士在广州暨南大学图书馆作

了“展望 21 世纪的图书馆”的讲座, 对比国内图书馆

自动化发展的有关现状, 笔者对其所介绍的OCL C

网络化发展道路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OCL C 这一

世界公认的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成功模式至少能为

我们提供 4 点值得借鉴的启示。

1　启示一: 政府支持是图书馆网络化

发展的关键

众 所周知, 覆盖世界范围的 OCL C (O nline

Computer L ibrary Center, Inc. ,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

中心, 1981 年改为现名) 是由建立于 1967 年的O 2
CL C (O h io Co llege lib rary Center, 俄亥俄大学图书

馆中心) 发展而来的。1967 年以前的俄亥俄州图书

馆自动化发展状况是: 全州各系统 17 家图书馆各

自使用 7 套系统, 另有几家正在选择新系统, 各系统

之间无法互联。在一次每月馆长会议上, 一位州高等

教育董事会副主任委员向到会的 13 位馆长许诺:

由 13 个馆带头, 选一个最好的系统, 由州政府出钱

为每馆购买这个系统, 条件是必须联网提供给全州

使用。此后各馆馆长立即开始制定计划和招标, 州政

府依约为每馆购买系统, 很快建立起 OCL C 的雏

形。其他各州因州政府无法拿出这一启动资金, 待

OCL C 建立后, 便纷纷加入到其中。

我国目前的状况与美国 1967 年的状况十分相

似。我国的图书馆自动化是在缺乏网络环境的情况

下起步的, 由于条块分割, 业已形成的各种自动化系

统存在着模式不同、标准不同、数据库结构不同的情

况。仅以广东省为例: 全省目前各类型图书馆使用

着 ZSL IA S、ILA S、SUL CM IS、金盘等多种自动化系

统, 各馆正使用各自的系统努力建设自己的数据库,

却无法互联。公共图书馆系统分为使用 ZSL IA S 的

省中山图书馆 (包括佛山市图书馆、中山市图书馆

等) 和使用 ILA S 系统的广州市图书馆 (包括广州各

区县图书馆和深圳市图书馆等)两大阵容。高校系统

—65—



图书馆则更为混乱: 1994 年广东省政府把“广东省

高校文献信息网络”作为省“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投

资, 共投入 700 万元, 建成了N ulog 联机编目网络并

实现了因特网广域网下的连接。全省虽有 80% 的高

校馆联入该网并统一使用深圳大学开发的 SUL 2
CM IS 系统, 但参加馆多为类似广东省外语外贸大

学图书馆这样的中小型图书馆, 书目资源数量不大。

因种种原因, 属国家教育部的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于 1998 年引进了美国Am eritch 公司的 Ho rizon 系

统, 同属国家教育部的中山大学图书馆正计划引进

国外另一系统, 属国务院侨办的暨南大学和属农业

部的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目前移植使用的是 ILA S

系统, 汕头大学、广东医学院图书馆等则使用自行研

制的系统, 它们都未加入到N ulog 网络中。据我们的

了解,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出现在广东一省。要改变

这一局面, 借鉴OCL C 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由政府

部门统一规划、协调和出资, 选定符合标准化要求和

各方面功能较为齐全、较为稳定的一种开放式系统

加以强制推广使用, 是实现我国图书馆网络化的关

键, 否则必将陷入一种投入越多、浪费越多的恶性循

环中, 重走美国图书馆早已走过的弯路。

2　启示二: 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是图

书馆网络化发展的基础

实现图书馆网络化不仅需要启动资金, 还必须

用大量资金来保证其不断更新和扩充。OCL C 从其

组织形式上说是一种非营利性的企业组织, 它所以

能从成立之初仅包括 54 所图书馆的州内图书馆网

像滚雪球般发展为一个连接全球 64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7000 多个图书馆、年数据更新量达 210 多万条、

经费达 1. 5 亿美元的巨大网络, 其成功的经验之一

还在于它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良好的运行机制。

以联合编目为例: 尽管只需缴纳 350 美元即可成为

OCL C 成员馆, 但加入的条件是必须同意对其成为

OCL C 成员馆后收到的所有西文图书资料使用O 2
CL C 编目系统进行编目。成员馆使用一条OCL C 书

目记录的费用是 1. 5 美元 (相对于OCL C 成立前美

国国会图书馆一条书目记录成本 75 美元, O h io 大

学图书馆 30 美元来说已大大降低) , 但若是输入一

条其W o rldCat (OCL C 联机联合目录) 中没有的新

记录则可获得 2. 5 美元的偿付金 (不是付现金) , 用

以抵销部分系统使用费。对于各成员馆而言, 除可获

取一部分原始记录偿付金外, 它所节约的人工费更

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数额。如O h io 大学图书馆 1967

年前共有 15 名编目人员, 每年处理约 215 万种图

书, 而实行联机编目后编目人员减至 5 人, 每年可处

理约 5 万种图书。以每名工作人员年薪 5 万美元计,

每年就节约 50 万美元人工费, 而即使其全部记录均

使用OCL C 数据也仅需 7. 5 万美元。OCL C 通过提

供这种廉价数据达到了吸引更多图书馆使用的目

的, 所集资金也不断增加, 从而进一步降低费用吸引

更多的利用。再以馆际互借为例: 当成员馆中求借

馆和出借馆同意通过OCL C 馆际互借费用管理服

务来管理馆际互借费用后, OCL C 便代表出借馆来

收取费用, 并为求借馆预付馆际互借费用, 同时, O 2
CL C 在发给出借馆的发票中减去相同的数目作为

抵偿。

反观我国现已运行的几种图书馆网络则不然。

系统开发者在售出系统后就不愿再费力去维护和更

新系统; 成员馆中各大馆因无利益驱动大多不愿将

自己的书目记录提供给他馆下载使用; 小馆仍须自

建数据库, 又难以通过联机查询吸引更多的读者利

用, 同样缺乏入网的积极性。因此, 如何建立起一种

类似OCL C 的运行机制, 使网络经营管理者与参加

的成员馆互惠互利, 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管理层在制

订网络化发展规划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3　启示三: 紧跟时代信息技术发展步

伐是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动力

早在 1967 年,OCL C 就在世界上率先开始了一

场图书馆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革命, 研究和开发了整

套的联机计算机系统。此后的 30 多年现代信息技术

飞速发展, 而OCL C 则一直紧跟世界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满足用户新的需求, 不断改革创新, 不断扩展服

务领域。我们可以从 4 个方面看到OCL C 的不断变

化。

3. 1　从集中式到集中—分布式网络结构的

变化
诞生于 60 年代的OCL C 本是典型的大型集中

式网络, 当这种结构逐渐暴露出过于集中、不利于充

分利用各成员馆资源的缺点并逐渐被新兴的分布式

网络代替时, 它又发展了诸如O h ioL IN K (1990 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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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M ELV YL、C IC 等一批地区性网络, 较好实现

了集中—分布式网络结构的结合。

3. 2　提供因特网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检索
OCL C 联机系统主要通过由OCL C 设计运行的

联机通讯网向成员馆及其他组织提供服务。随着 90

年代国际互联网的兴起, OCL C 又及时提供了因特

网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检索服务。从 1991 年 10 月开

始推出其著名的 F irstSearch 第一检索服务, 仅用了

3 年多时间即发展为全世界所有联机检索系统中使

用量最大的系统, 到 1998 年 7 月已有 61 个国家和

地区的 1. 1 万个图书馆使用该系统, 日均检索约 10

万次, 该服务本身也经历了从 T T Y (T elnet) 检索方

式到万维网检索方式的发展, 读者可通过OCL C 参

考服务的主页 (h t tp: öwww. ref. oclc. o rg: 2000) 或

OCL C 主页 (h t tp: öwww. oclc. o rg) 进行访问。1996

年OCL C 又开发了 SiteSearch 全文检索软件及检索

引擎, 利用该软件的核心技术W ebZ, 可以同时查找

不同地点、不同系统的书目资料或文献摘要数据库

等。此外,OCL C 的 ECO 服务 (E lectron ic Co llect ions

O nline service) 可使图书馆通过万维网查阅大量的

全文学术电子期刊, 包括图表、图像和方程式等。

3. 3　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应用
OCL C 历来重视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建设与应

用。其书目数据除依照U SM A RC 标准数据格式和

AA CR 2 标准著录规则外, 在提供书目数据的同时,

还联机提供规范档, 以实现规范控制。OCL C 还是较

早采用 Z39. 50 协议即《图书馆应用信息检索服务定

义和协议规范》提供服务的组织之一, 这一标准使用

户可以通过同样的检索界面去访问任何遵循该协议

的目标数据库, 目前不仅成为美国的国家标准, 而且

已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3. 4　进行各种信息检索开发性研究
OCL C 设有专门的研究部 (OCL C O ffice of re2

search ) , 其核心部门“研究和特别项目组 (R SPD ) 现

有成员 33 人, 另有一个“研究咨询委员会”(RA C) 负

责指导和评估研究部工作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从

1991 年 10 月开始,OCL C 就在美国教育部的赞助下

对国际互联网信息资源数目控制的可行性进行了研

究, 接着又开展了“给国际互联网编目”(Cataloging

the In ternet)的研究计划, 通过成员馆对网络资源应

用U SM A RC 格式和AA CR 2 进行标准化编目的可

行性进行了调查和实验。目前进行的项目是“联机资

源合作编目”(Cooperative O nline R esource Cata2
log, 简称CORC)项目。

网络化发展的技术问题同样是发展我国图书馆

网络化时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首先, 在网络结构方

面, 根据我国国情, 采用类似于OCL C2O h ioL IN K 这

种分布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较为适宜, 由国家图书

馆等数家大馆建立起国家级大型集中式图书馆网

络, 其他图书馆遵照统一的标准参加合作, 同时维持

自己的数据库以备其他成员馆查询。各馆所采用的

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互联性, 能够提供因特网环境

下的信息检索服务。为此, 又必须大力加强各项标准

化技术工作。目前, 我国在信息处理标准化方面虽有

相当大的进步, 但在网络与通讯方面与国际标准的

接轨仍然不够, 如许多图书馆的软硬件配置不支持

目前通用的 TCPöIP 网络协议, 自行开发的软件系

统至今还没有一个采用 Z39. 50 网络信息检索标准

等。这些问题都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启示四: 正确认识自动化发展的最

高目标是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思想基

础

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

资源共享。OCL C 正确树立了这一观点, 将其存在目

的定位于“扩充存取世界信息的途径, 降低存取信息

的费用”上, 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奠定了其不断发

展的思想基础。OCL C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书目数据

库, 提供文献记录和馆藏地点信息, 以帮助数万家用

户更好地进行联合编目和资源共享。W o rldCat 数据

库含有 4000 多万条不重复的文献记录 (含美国国会

图书馆所有的机读记录, 占总数的 14% ) , 覆盖所有

主题范畴和文献类型, 还收录有 7 亿多条馆藏代号,

指明在世界各地的资料收藏地点。在读者利用方面,

OCL C 的 F irstSearch 服务提供了自己开发的 8 个

数据库和购买的 80 多个商业数据库, 包含有 200 多

万篇文献的A SC II 全文, 可通过因特网检索; 系统

以最终用户 (教师、大学生等) 为设计对象, 界面友

好; 使用费用低廉, 各成员馆联机检索一次平均仅须

0. 7 美元 (查阅A SC II全文须另收 4 美元或按检索 5

次计算) , 这部分费用一般由所在馆支付, 图书馆可

自由选择按次购买 (以每组 500 次检索为单位)、年

订 (以同时登录数量和选择的数据库而定) 以及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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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与年订购买相结合 3 种方式订购; 可联机显示

馆藏信息及各馆馆际互借收费标准供用户选择 (成

员馆将首先显示本馆是否拥有该文献) , 并在馆际互

借联机请求单上提出请求。1997 年OCL C 的联机馆

际互借次数达 810 万次, 是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实用

的馆际互借系统。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我国于 1996 年 2 月由清华

大学与OCL C 协商成立了“清华大学OCL C 服务中

心”, 推广 F irstSearch 在中国的服务。因通讯费用高

昂, 使用效果不佳。OCL C 又出面租用了一条国际专

线与清华大学相连, 并设立了 20 个月的免费试用

期。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 20 个月内, 属于国家教育

部“211 工程”的 61 所院校可在CERN ET 上免费检

索OCL C F irstSearch 的 14 个数据库, 允许 20 个用

户同时登录。

我国图书馆界因多年来深受书刊价格上涨、经

费严重短缺、数据库发展缓慢等诸多因素困扰而早

已提出资源共享的要求, 但是, 当图书馆网络化这一

实现资源共享的最佳手段来临之际却裹足不前。我

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实用的联机馆际互借网

络, 使馆际互借始终停留在手工服务阶段。众多图书

馆将实现自动化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编目、采访、馆内

读者检索、流通等内部业务工作领域, 目的是提高本

馆的工作效率和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而对系

统的开放性、数据格式的标准化、著录的完整性和规

范化却未给予充分重视, 甚至为加快建库速度有意

忽视, 这都为自动化向网络化的发展埋下了隐忧。这

种现象说明, 除了经费、管理、技术等客观原因外, 思

想观念的落后是我国图书馆网络化不能迅速发展的

重要的人为因素。因此, 牢固树立资源共享的观念是

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思想基础。

从上面的 4 点启示和对比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在图书馆网络化发展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正视这种差距并加以研究, 找出

问题之所在, 继而根据我国的国情制订适宜的发展

战略, 是使我们少走弯路并快速赶超所应采取的正

确态度。

当本文即将成文之际, 获悉“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体系 (CAL IS)”已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正式

批准, 作为“211 工程”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于 1999 年初正式启动, 又悉“全国文献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已于 1999 年 1 月 15 日正式启动, 倍感

兴奋。我们盼望着这些项目的实施能迅速地将我国

图书馆网络化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提高到一个

崭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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