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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调、共享、绿色、开放

一 新格局、新趋势、新需求



把握新理念 构建新格局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412/c219544-32075766.htmlhttps://www.nsd.pku.edu.cn/sylm/gd/513848.htm

新发展阶段核心特征：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共享、绿色、开放

• 创新：涵盖科技、产业、制度、规则

• 协调：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

• 共享：国际、国内、区域、行业

• 绿色：碳中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开放：合作共赢

http://www.nopss.gov.cn/n1/2021/0412/c219544-32075766.html
https://www.nsd.pku.edu.cn/sylm/gd/513848.htm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人才培

养体系

优化教育

布局结构
提升创新

服务能力

形成创新教

育评价机制

完善大学

治理结构
开拓开放
合作局面

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FURNJB0516RJ0M.html
https://rihe.cidp.edu.cn/info/1043/1455.htm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FURNJB0516RJ0M.html


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趋势：安全、去中心化、沉浸式

https://mailchi.mp/e58fd9b71a08/collective-intelligence-on-solving-the-megacrisis-12519164

2027年 通过区块链、量子计算与加密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实现
互联网安全性的概率约为60%。

2030年 通过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
物识别和物联网等，实现互联网去中心化
的概率约为60％。

2032年 通过区块链技术、虚拟现实与
增强现实、体感游戏、物联网和脑-机接
口技术，实现互联网沉浸式交互体验环境
的概率约为70％。



区块链为数字资产创新提供新范式

https://www.tisi.org/18251

NFT：全称为 Non-Fungible Token，
即非同质化代币，具有不可分割、不可替
代、独一无二等特点。

应用领域：数字资产发行、登记、存储和交易

变革：资产形式、数字资产化、资产通证化



创作者经济改变内容创作生态

概念

 凯文·凯利（（Kevin Kelly））

 1,000个铁杆粉丝

 Li Jin

 100个超级铁杆粉丝每人支付

$1,000美元，即可让你毫无生活

压力地创作。

世界上有超过5000万人认为自己是创作者。

一项调查发现，更多的美国孩子长大后想成为

YouTube明星(29%)，而不是宇航员(11%)。

https://www.camelliayang.com/blog/happy-birthday-kevin-kelly-68-bits-of-advice


理想与现实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https://tech.sina.com.cn/i/2020-04-18/doc-iircuyvh8417831.shtml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数据隐私保护
想要便利，交出数据。

数字鸿沟
互联网未能缩小社会格差，网络普及使信息格差增加

“三级数字鸿沟”：对同一媒介不同使用方式的鸿沟。

互联网对于原本就处于经济弱势的人群来说，正面作用远没有负面作用来的
显著。

信息茧房
与传统的人与群分不同的是，算法驱动的人以群分很容易让人忽视“群”以
外的世界，在信息和社交层面上的茧房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误解自己所
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1. 构建高校图书馆高质量发展体系
2. 优化服务结构，支持高校教学、科研创新
3. 加强共建共享，推动开放合作
4. 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建设终生学习教育体系
5. 基于新一代互联网，重构学术交流生态



二 CALIS发展回顾与展望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 “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
• 全球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共享联盟

• 1998-2012年建设

• 2013年起运维服务

• CALIS管理中心设在北京大学
北大提供人员编制和场地

• 教育部高教司直接管辖
提供建设与运维经费

CALIS组成
• 4个全国中心
• 7个地区中心
• 30个省级中心
• 多个职能中心和联盟
• 1831多个高校图书馆成员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CALIS管理中心

全国中心 地区中心 省中心

文理中心
北京大学

工程中心
清华大学

医学中心
北京大学医学部

农学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

东北地区中心
吉林大学

华东北地区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南地区中心
南京大学

华南地区中心
中山大学

华中地区中心
武汉大学

西北地区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地区中心
四川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中国人民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天津市高等教育文
献信息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 辽宁大学

海南大学

燕山大学

郑州大学

厦门大学

重庆大学

兰州大学

浙江大学

宁夏大学

新疆大学

山东大学

山西大学

广西大学

西藏大学

青海师范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内蒙古大学

CALIS的组成

• 深圳技术中心（深圳大学） • CALIS高职高专信息素养培训基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 CALIS外语院校联盟（北外、上外、广外）



CALIS的历史与发展



愿景: 在已经建成的高等教育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基础上，CALIS进一步发展为：

CALIS的定位与愿景（2015）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已
成为高校图书馆日常基础业务一日不可或缺的
公共基础设施和共享信息平台。

CALIS是目前国内担负着促进高校图书馆整
体发展重任的机构。

CALIS应该将项目建设形成的服务与技术成
果应用到整个教育领域，包括基础教育、成人
教育和终生学习。

-- 教育部对CALIS的定位

国家教育事

业公共服务

基础条件之

一

国家公共信

息服务体系

基础设施之

一



CALIS的角色定位

引领者

与图工委合作，开展前沿

研究，提出各级各类图书

馆发展方向

教育部领导下的高校图书

馆联盟（共建共享、协同

发展、开放融合）

支撑高校图书馆日常业务

运行与馆际协同协作的国

家级、保障性公共基础设

施

组织者 服务者

三位一体，不忘初心，服务为本



联机编目体系 新一代图书馆平台

共享软件体系

资源发现体系

ILL 服务体系

图书馆业务服务转型

高职高专行动计划

联盟发展与合作

支撑高校图书
馆创新发展

CALIS核心服务框架
支撑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 ｜ 稳运维 ｜ 促发展

稳运维 促发展



01

02

03

04

联机编目体系
中、西、日文联机合作编目；小语种联机编目；古籍

联机编目；名称规范控制；书目质量控制

资源发现体系
e读；e得；外文期刊网（CCC）;

学苑汲古；学位论文；

高校教学参考资源库……

CALIS
服务
体系

ILL体系
服务类型：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按需出版……

合作网络：高校系统、外系统

CALIS服务体系
联机编目 |  资源发现 |  ILL |  共享软件服务

共享软件服务体系
统一认证系统；馆际互借系统；数据交换系统；特

色数据库系统；编目客户端；考试系统……

工作内容

 服务运行与推广

 数据维护与更新

 系统维护与升级

 硬件维护与安全

 技能交流与培训

 工作管理与评估

 业务研究与发展



公办普通本科院校签约率：94.8%；

民办普通本科院校签约率：71.2%；

公办专科院校签约率：52%；

民办专科院校签约率：28.4%；

独立学院签约率：35.8%，

成人高校签约率：6%

建设成果

全球最大的高校图书馆联盟
服务范围惠及58%教育部高校，94.8%公办普通本科院校



建设成果

CALIS
成员馆

参考咨询系统
租用馆

统一交换系统
租用馆

统一认证系统
租用馆

特色库
成员馆

E读
租用馆

1834家

1390家

607家

1095家

68家

553家

元数据资源
总量

联合目录书
目数据总量

年度书目数
据下载均量

年均馆际互借
与文献传递量

3.4亿条 785万条 4万笔左右1000万条次

公共基础设施和共享信息平台保障

• 发挥价值，支撑高校图书馆业务和服务持续开展，资源数据种量
和成员馆数量持续增长，持续推动高校图书馆快速发展。

• 全力保障与高校图书馆基础业务密切相关、服务面最广的联机合
作编目、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统一认证、资源发现（e读与外
文期刊网）、应用软件云服务（SaaS）等主要服务与运维工作



总计：7,851,290条

2020年新增数据：237,320条

建设成果
高质量学术资源数量不断增加，为高校师生教学科研提供信息资源支撑



建设成果
高质量学术资源数量不断增加，为高校师生教学科研提供信息资源支撑

资源数量
元数据总量



发挥CALIS协作价值，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弥补各高校自有资源不
足，以成员馆合作服务满足全国高校师生资源需要

建设成果



公共基础设施和共享信息平台为1400多所高校图书馆提供无需软硬件和
技术人员投入的共享服务，高校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建设成果



序号 时间 地点 培训名称 参加单位数 参加人数

1 7月22-24日 北京+线上
NSTL科技文献信息开放服务云论坛暨国家科技文献保障
模式研讨会

1198 2415

2 10月13-16日 北京+线上
数字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研讨会暨CALIS第十八届引进数
据库培训周

248 585

3 10月19-24日 合肥 CALIS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 127 219

4 10月26-30日 北京 CALIS外文书刊RDA编目业务培训研讨会 85 164

5 10月29-30日 徐州+线上 第十三届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论坛 600 1000

6 11月25-27日 杭州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2020年年会；高校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第三届培训研讨会

101 300

……

35 12月5日 线上 “万方杯”2020年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全国决赛 247 639

36 12月6日 线上 “万方杯”2020年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颁奖典礼 247 639

总计 5196 14862

学术引领，提升能力



建设成果：

• 馆际互借与文
献传递

• 中文名称规范
数据库联合检
索系统

• 古籍著录
系统

• 新一代图书馆
服务平台

• CALIS外
文期刊网

• 编目员资
格认证考
试系统

• e读

• 编目前置编
目客户端

秉承“共建共享、开放互联、不断创新”理念，坚持创新发展，不断迭代和升级软件，提升
服务能力



保障效益

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服务支持图书馆员在线协作办公

编目前置完成的书目数据有2.5万条

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以成员馆协作机制，充分保障教学科研所需资源

部分高校图书馆通过CALIS馆际互借系统做本馆图书借阅服务，解决读者

远程借阅服务

e读、CCC等为高校读者提供在

线资源发现服务，随时随地无障

碍使用学术资源。

发挥资源服务保障价值

经费减少，CALIS支持DRAA，发

挥联盟组织作用，订购数据库特

别方案（降价、零涨幅、增值服

务等）

发挥联盟组织协作效
益，促进上下游合作

CALIS“共建共享”和“协同发展”高效益建设模式，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中
国特色”成功模式，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建设模式。



三 CALIS发展规划



1. 建设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成为高等教育的
发展目标

2.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国家发
展战略

4. 教学信息化智能时代的教
育创新、服务创新

5. 探索教育质量和学术评价改革，构建
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
价体系

6. 信息资源和服务保障面临新挑战3. 建设高水平公共服务平台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
育体系

7.开放科学重构学术交流新生态

十四五规划教育重点领域



CALIS发展定位

一流高校图书馆联盟，多
级保障体系，覆盖全国高
校的信息服务网络体系。

公共基础设施和共
享信息平台保障

高校信息
资源保障

图书馆信息服务开
发基础设施保障 学术引领

开放协同服
务体系



CALIS在新时期的三大任务

持续推动高校图书馆整体快速发展

发展模式、解决方案、应用产品、基础平台、服务政策

建立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信息协同服务体系

“文献资源、数据、设备、软件、知识、人力”等全方位共享机制

全球信息服务机构协同服务平台

促进建立高校图书馆与信息产业界的开放协同发展体系

促成图书馆发展相关行业“新业态”

建立高校图书馆发展“新模态”

1
2

3



CALIS项目使命：三个引领

引领学术
研究

引领转型
发展

引领产业融合

组织与推动图书馆发展的学术研究

信息时代的高校图书馆
关键技术

研发与推广新一代图书馆应用

新型服务为引导，应用平台为
支撑，共享协同为保障

以高校图书馆的整体意志，开展
与相关行业、产业的合作、互动
与融合



01 02 03

资源保障 业务保障 平台保障

CALIS项目使命：三个保障



030201

完善全资源联合保障体系

革新国内高校资源整合机制

与路径；深化与公共图书馆

、科研院所图书馆的资源保

障合作；拓展国际合作。

建设新型资源联合保障体系

OA资源（含机构库）、科学

数据等。

探索特色资源开发路径

围绕“双一流”有意识地开

展特色主题资源建设。

01

02

03

三个保障之一：资源保障
资源保障：由文献保障向全资源类型保障扩展



业务
保障

馆际协同协作

资源共享、学科服务、评估服
务、资源共建等

图书馆评估咨询

构建多维评估指标体系，进行

诊断式评估，组织行业专家提

供战略与建设咨询。

外包评估与担保

• 制定业务与服务标准
• 外包商资质认证
• 外包商服务水平评估
• 外包服务担保

馆员培训与认证

• 专项培训与认证：编目业
务培训、数据馆员培训、
开发者培训等

• MOOCs培训平台
• 人员交流、挂职

三个保障之二：业务保障



01. 支持图书馆新业务

的发展

02. 提升图书馆的协
作能力

03. 提高图书馆传统
业务质量

04. 推动图书馆整体
发展。

可热插拔应用模块（WebApp)
统一的数据与资源管理（DaaS）
图书馆业务支撑平台（PaaS）

CALIS共享服务云平台（图书馆）
CALIS融合服务云平台（跨行业）

三个保障之三：平台保障



CALIS发展规划目标

信息资源
保障体系

建设

• 资源保障
• 联合目录、馆

际互借、海量
元数据发现

信息协同
服务体系

建设

• 用户增长、服
务增强、加强
成员馆交流、
合作

智能图书馆
信息服务开
发基础设施

建设

• 新一代系统、智
能化采编业务服
务

高水平国
际一流图
书馆联盟

• 前沿研究、馆
员培训和认证
、资源和服务
评价体系、开
放科学、学术
交流新生态



一、加大建设高校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加快建设信息服务网络体系

以联合目录服务为基

础，建设全国联合目

录资源共享合作服务

系统。

以海量元数据和文献共享服

务为基础，建设全球资源共

享服务网络。

1 2

规划任务



完善信息协同服务体系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促进建立高校图书馆

与信息产业界的开放

协同发展体系。

加强推广和宣传力度

，扩大建设成果普惠

性服务受益面。

二、构建新一代CALIS云服务体系，建立可持续服务与发展机制

1 2 3

规划任务



规划任务

三、开发建设新一代图书馆平台，推广智能图书馆信息服务开发基础设施

推广应用新一代高校

图书馆系统基础研发

平台，建设图书馆信

息服务开发社区。

建设新一代采编业务平台，

重构图书馆业务流程，提供

智能化采编业务服务，提升

图书馆资源业务质量和效率

。1 2



加强前沿研究，不

断探索资源组织新

技术，引领专业发

展方向。

构建馆员业务培训

与认证体系，提升

成员馆馆员队伍专

业能力。

建设高校资源质量

评估和评价体系。

1 2 3

进一步加强开展国际

业界合作与交流，提

升中国高校图书馆的

国际影响力。

4

规划任务

四、建设高水平高校图书馆联盟，发挥引领学术价值，建设高校学术交流新生态



尼尔森图书馆
的主楼层区域

“即使他们有更新
的方式利用这里
的藏书进行教学
，你仍然身处一
个书屋。我仍然
能感受到书籍的
美，我仍然相信

那种美。”
- 林璎

这个世界会一直存在，直到在一本书中终结

The world exists to end up in a book.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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