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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图书馆联盟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资源共建共享方

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探索和构建了较好的共建共享机

制,这对我国学位论文共建共享建设有较大的借鉴意

义。 图书馆联盟共建共享机制有多种形式,考虑到学

位论文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学位论文产出、收藏的实际

情况,应从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服务机制等方面构建

博硕士学位论文资源的共建共享机制。

1摇 管理机制

1. 1摇 共建共享联盟管理框架

共建共享联盟的管理框架如图 1 所示,由董事

会、执行办公室和成员单位组成。 我国博硕士学位论

文产出、收藏单位比较分散,论文产出单位包括高等

学校、科研机构等,高等学校分布在全国范围,科研机

构包括中国科学院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各部

委下属科研机构、各省、自治区所属科研机构、军事科

研机构(院校)、港澳台科研机构(院校)等。 法定论

文呈缴单位包括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均分布在北京。 由于

学位论文自身的特点,这些产出和法定单位都收藏学

位论文,也就都是学位论文服务的提供者。 构建全国

性学位论文共建共享服务体系应该把所有这些成员

都包括进来。 但这样构建的联盟比较大,一次构建成

功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采用分步走的策略。 可以

分成两步:第一步以现有国家法定呈缴机构和 NSTL
成员单位、CALIS 构建第一期联盟(简称联盟 A),参
见图 2;第二步在联盟 A 的基础上,逐步把其他单位

纳入联盟 A,形成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共享联

盟,参见图 3。

图 1摇 我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共享联盟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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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共享联盟第一期框架

图 3摇 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共享联盟第二期框架

摇 摇 第一步之所以选择现有国家法定呈缴机构和

NSTL 成员单位、CALIS 作为联盟成员,是基于如下

考虑:
(1)现有法定呈缴机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

家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从《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文件颁布起就开

始收集各学位授予单位呈缴的学位论文,积累了一百

多万的印本学位论文,前两家单位已经建立了文摘数

据库和部分全文数据库。 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目前正在进行文摘数据库和部分全文数据库建设工

作,有望在近期完成。 这些文摘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

为学位论文的集成揭示和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NSTL 成员作为第一批成员,它除了包括中

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外,还包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等,它们收藏了科学院系统、农科

院系统、医科院系统等产出的学位论文,同时这些机

构与相应系统的学位授予机构关系密切,有助于解决

学位论文版权问题,它们也不同程度的建立了学位论

文文摘数据库。 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NSTL 经过

6 年多的建设运营,证明它所采取的虚拟管理模式是

可行的,各个成员单位在该模式下运行良好,这种联

盟式的管理模式为建立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共

享联盟提供了借鉴。
(3)把 CALIS 作为第一批成员,是因为 CALIS 作

为高校的一个图书馆联盟,集成了 211 院校和部分非

211 院校的学位论文文摘信息,形成了 25 万条的元

数据信息和论文全文的前 16 页信息,具有较好的学

位论文文摘数据库基础。 同时 CALIS 以联盟形式运

作,联盟管理机构与成员之间协作机制已经形成。 另

外,高等学校是学位论文的主要产出群体,可为进一

步与著作权人解决版权问题打下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第一批成员构成联盟

各项基础条件都比较好,容易获得成功。 进而,以此

为基础,逐步推进并实现第二批成员加入联盟,实现

我国学位论文共建共享服务体系的建设,满足我国教

育、科研工作者的需要。
1. 2摇 以董事(理事)会为主导的混合管理模式

我国的学位论文产出单位和收藏单位隶属于多

个不同的系统,同时它们又存在于多个不同类型联盟

中,协调、管理难度比较大,因此从联盟的形式上看可

以参照综合型图书馆联盟模式。 为保证联盟管理的

可行性,根据图 1 所示的学位论文管理框架,学位论

文联盟的管理模式可采用以董事(理事)会为主导的

协议联盟模式。
具体方案为:第一步组建学位论文联盟高级理事

会,理事会成员由国务院学位办、NSTL、CALIS、国家

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部门、联盟

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科技专家、文献信息专家共同组

成。 借鉴 NSTL 的管理体制,成立高级理事会下的学

位论文管理中心(该管理中心可以挂靠在 NSTL 管理

中心),管理中心主任直接由理事会任命,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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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向高级理事会负责,并受高级理事会的委托,主
持中心的日常工作。 管理中心是学位论文联盟的执

行机构,它实行机构虚拟和工作现实相结合的管理体

制。 这里机构虚拟是指管理中心本身不设专门的学

位论文资源建设和服务部门,而是只设一个办公室

(或挂靠在 NSTL 中心办公室),由该办公室负责按照

规范加工、集成揭示、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组织

推进各成员单位学位论文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 工

作现实是指该办公室在共建共享业务上的实际组织、
协调和管理各成员单位的学位论文的资源建设和服

务工作,即中心和成员单位之间是一种业务和合作的

关系,不是行政领导关系。 根据理事会章程,要求各

个成员单位要把相应的学位论文建设和服务工作纳

入到各个单位的具体工作中,使各个单位从国家学位

论文共建共享整体角度融入到联盟中。
第二步,以第一步建立的联盟 A 为主体(联盟 A

采用高级理事会管理模式),然后以协议的形式与图

3 中除联盟 A 外的待发展成员联盟,联盟 A 与待发展

成员之间根据双方协议规定联盟具体管理事宜。 这

样高级理事会可以根据联盟的整体发展目标,制定联

盟的整体运作策略、具体实施方案等,通过联盟 A 成

员单位的努力,保证学位论文的集成揭示,通过整个

联盟成员的努力,提高我国学位论文全文服务保障的

水平。

2摇 运行机制

2. 1摇 运行模式

针对以董事(理事)会为主导的混合管理模式,
在运行模式方面,采用以董事(理事)会为主导的混

合运行模式。 由于管理中心采取机构虚拟和工作现

实的管理模式,运行模式也必须围绕它展开,采用理

事会、管理中心办公室、成员单位的运行模式,即理事

会是联盟的决策机构,负责整个联盟的整体规划,通
过严格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对重大事项组织有关专家

进行评审,保障整体规划的实施;管理中心办公室组

织、协调由成员单位组成的学位论文资源建设组、资
源服务组等进行相应的工作;成员单位具体负责应承

担部分的资源建设和服务。 联盟 A 和第二期成员之

间根据双方协议规定具体按照协议实现联盟的运作。
2. 2摇 运行保障机制

由于管理中心办公室和成员单位之间是一种业

务和合作的关系,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为了保障

联盟正常运行,必须有相应的运行机制作为保障,一

是建立联合、开放、共享的运行机制;二是从国家争取

相应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三是制定规范、合理的联盟

规章制度。
(1)联合、开放、共享的公益性运行机制。 联合

是指把联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联合起来,根
据不同的需求,合理使用各种资源,使联盟的资源建

设和服务发挥最大的作用;开放是指学位论文的资源

在全国范围内,在合理使用和作者有效授权的范围公

开使用;共享是指在联盟范围内,遵照互惠互利的原

则,共享联盟的学位论文资源和服务。 联盟的整体运

作体制是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
(2)相应的政策和经费支持。 由于没有行政上

的隶属关系,联盟整体上还是比较松散的,同时联盟

的管理又是机构虚拟和工作现实的结合,要想保证联

盟的正常运行,保障联合、开放、共享的公益性运行机

制的实现,国家的政策和经费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在

政策方面,国家学位办、科技部等有关部委,可以根据

我国学位论文资源建设、服务需要制定一系列相应的

制度和政策,有了这些制度和政策作保障,我国学位

论文资源建设、服务就会有法可依。 在经费方面,采
取资金混合筹措方式,即先由国家提供启动资金和一

期运营资金,在一期运营期间,积极争取各种赞助基

金,以及利用国家的政策环境,通过合法手段影响国

家进行政策性投入。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非盈利性的公司化运作。
(3)制定规范、合理的联盟规章制度。 在国家有

关部委制定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基础上,再制定一系

列相关的规范、规章制度,如《学位论文元数据加工

管理办法》、《学位论文元数据加工标准规范》、《学位

论文服务管理办法》、《学位论文服务提供规范》等。

3摇 服务机制

3. 1摇 联盟服务框架

根据学位论文共建共享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以及

学位论文自身的特点,笔者设计了如图 4 所示的联盟

服务框架。 该框架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针对用户

的服务部分,含元数据集成检索平台、原文传递获取

全文、通过全文数据库系统获取全文;另一部分是信

息服务的后台支撑部分,由 NSTL 成员单位、国家图

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 CALIS 负责

学位论文元数据的加工,由元数据虚拟中心对这些单

位的元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及时更新元数据数据库;
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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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高等学

校图书馆或档案馆、各部委下属科研机构、各省、自治

区所属科研机构、军事科研机构、院校、港澳台科研机

构、院校等学位论文法定呈缴机构和实际学位授予机

构负责通过全文传递或建设全文数据库,提供学位论

文全文服务。

图 4摇 学位论文共建共享联盟服务框架

3. 2摇 服务模式

在公益性服务的大前提下,博硕士学位论文共建

共享联盟的服务模式,首先应该定位在非盈利性,然
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三层服务机制。 第一个层次是由

图 4 中负责学位论文元数据数据库建设的成员单位

编制学位论文联合目录,通过学位论文集成检索平台

向全国的教育和科研用户免费提供服务。 在这个层

次中,用户利用联合目录除可以获得相关元数据信息

外,还应该在每条信息下面标出论文原文出处及提供

原文传递的信息。 第二个层次是根据第一个层次提

供的信息开展原文传递服务,联盟成员内部用户使用

原文传递时联盟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和互惠(如每

年年终结算一次,由联盟计算其成员在一年中提供原

文传递和使用原文传递情况,根据差额来决定是补偿

还是上缴原文传递费用)。 第三个层次是争取版权

所有者的授权,凡是获得授权的学位论文,直接在元

数据相关信息的下面提供全文开放链接,这样用户利

用联合目录过程中,可以直接通过该链接在全文数据

库中获取学位论文全文。
鉴于学位论文版权管理的复杂性,学位论文共建

共享联盟的服务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

段通过原文传递途径提供全文服务,第二个阶段通过

全文数据库提供全文服务。
(1)第一步:完成元数据集成揭示 + 原文传递途

径提供全文服务。
我国学位论文经过 20 多年的累积,已达 136 万

篇,这么庞大的学位论文资源并没有有效的揭示出

来,致使用户无法比较全面、及时了解我国博硕士研

究生的研究情况,建设学位论文元数据集成揭示系统

成为重中之重。 而建设元数据集成系统涉及 NSTL
成员单位、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和 CALIS 等成员单位,它们之间又没有行政上的

隶属关系,采用统一、规范的元数据交换标准是必由

之路。 NDLTD 作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经费支持的学位论文共建共享国际联盟,所
提供的学位论文元数据交换标准,可以作为参考。 在

NDLTD 学位论文元数据交换标准中共包括 22 个元

数据元素,其中 dc. title、 dc. creator、 dc. subject、 dc.
date、dc. type、dc. identifier 等 6 个是必备元素,其他均

为可选项。 为了保证我国的学位论文共建共享联盟

能够与国际接轨,在制定元数据交换标准时必须考虑

这一点。 可以采取如下原则:淤新制定的元数据交换

标准中包含 NDLTD 学位论文元数据交换标准中的 6
个必备元素;于根据我国国情,选择部分 NDLTD 学位

论文元数据交换标准中可选元素作为必选元素,如学

位授予机构;盂根据成员单位隶属系统的不同需求,
确定部分可选元素;榆根据统计需求(电子信息资源

服务便于统计)确定一些可选或必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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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学位论文全文服务方面,涉及到著作权人

授权的问题,直接进行数据库开放链接式服务不太现

实。 这一阶段主要是建设好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
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高等学校图书馆或档案馆、各部委

下属科研机构、各省、自治区所属科研机构、军事科研

机构、院校、港澳台科研机构、院校等学位论文法定呈

缴机构和实际学位授予机构的原文传递服务工作,在
联盟内部制定统一的原文传递价格和相应的互惠互

利政策。 同时由这些单位解决学位论文全文服务的

授权问题。
(2)第二步:完成元数据集成揭示 + 原文传递途

径提供全文服务 +开放链接全文提供。
在完成学位论文元数据集成揭示系统的建设、学

位论文法定呈缴机构和实际学位授予机构的原文传

递服务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实现学位论文全

文开放链接获取的相关问题。 这里主要是解决以下

几方面的问题:淤在学位论文法定呈缴机构和实际学

位授予机构建立相应的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把数

据库中的信息与元数据集成揭示系统通过 OPENURL

技术链接起来;于需要学位论文法定呈缴机构和实际

学位授予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以相关优惠政策

和版权保护措施争取论文的作者授权;盂通过技术手

段,限定用户只能在线浏览,不能下载、打印和编辑;
或者限制用户可以下载到本地计算机,但不能复制、
打印和编辑,下载文件 14 天后自动失效等方式保护

学位论文的版权。 通过对上述关键问题的解决,实现

元数据集成揭示 + 原文传递途径提供全文服务 + 开

放链接全文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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