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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ALIS

[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简称CALIS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 大陆教育部投资建设的面向所有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过构建

“共建共享”云服务平台——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制定图书馆协同工作

的相关技术标准和协作工作流程、培训图书馆专业馆员、为各成员馆提供各类

应用系统等，支撑着高校成员馆间的“文献、数据、设备、软件、知识、人员”

等多层次共享，并担负着促进高校图书馆整体发展的重任；

[ 目前注册成员馆逾1800家，覆盖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地区，

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校图书馆联盟。



[ 发展历程

- 1994年，在前期酝酿的基础上正式开始规划

- 1996年8月，“211工程”部署CALIS项目立项

- 1997年5月，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成立CALIS管理中心

- 1998年5月，国家批复CALIS项目建议书，标志CALIS正式成立

- 1998年11月，国家批复CALIS项目可研报告

- 1998-2001年，CALIS“九五”建设

- 2004-2006年，CALIS“十五”建设

- 2010-2012年，CALIS“三期”建设

- 2013-今，常规运维与创新发展

关于CALIS



[ 建设成果

           CALIS“九五”建设（第一阶段）：自动化时代印本资源共享体系

1. 建成联机编目与联合目录服务体系

    CALIS自行设计研发联机合作编目系统与联机公共检索（OPAC）系统，用于
CALIS中外文书刊联合目录（含古籍）的建设，实现广域网的联机共享编目、书目
数据检索与数据下载功能。

2. 开创数字资源集团采购模式

    CALIS从1997年开始协助高校图书馆开展电子资源采购，是大陆图书馆界引进资
源集团采购工作的开拓者。

3. 建成全国中心-地区中心-成员馆三级文献保障体系
    分别负责全国范围、地区范围和学校范围的资源协调与联合建设、文献信息共
享服务、工作人员培养与读者培训、应用系统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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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成果

            CALIS“十五”建设（第二阶段）：分布式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

1. 建成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开放分布式多馆协作平台建设中，技术规范、数据与应用接口的标准化至关重要。
研制编撰《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技术标准与规范》应用于CALIS所有子项目建设。

2. 建成分布式文献传递网

    CALIS文献传递网（遵循ISO10160/10161国际标准）基于所有成员馆的馆藏资源，
共同面向全国高校读者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3. 启动名称规范库建设
    中文名称规范联合数据库检索系统整合了两岸四地中文名称规范数据，实现了中国
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中文名称规范资源的统一检索。

4. 启动省级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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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成果

            CALIS“三期”建设（第三阶段）：“云上的”信息服务协作网络

1. 建成“云上的”“普遍服务”体系

    利用云计算技术建成覆盖全国各类高校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协作网络。将各项成果嵌入到众多
高校图书馆本地服务的流程之中，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整体服务能力。

2. 建成协同服务网络基础架构

    全国高校三级统一认证体系，“一个账号、全国漫游”；以资源调度和服务调度为核心的分
布式原文获取体系，“一个帐号，全国获取”；高校联合资源订购体系，集成书商和OPAC数
据，为各馆提供资源的自主采购和协调采购。

3. 开始跨系统、跨国界的文献传递合作

    与国图、上图、NSTL、香港JULAC、韩国KERIS、OCLC等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4. 在全部建成省级中心的基础上启动共享域建设
                   大连城市共享域、福州大学城共享域、外语联盟、五星联盟等共享协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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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体系

- CALIS管理中心（北京大学）

- 4大全国中心（文理中心—北京大学，工程中心—清华大学，农学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医学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部）

- 7大地区中心（东北—吉林大学，华东北—南京大学，华东南—上海交通
大学，华中—武汉大学，华南—中山大学，西南—四川大学，西北—西安
交通大学）

- 31个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

- 5个共享域中心（外语联盟共享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旅游院校五星
联盟共享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大连城市共享域—大连理工大学，
民族文献共享域—内蒙古大学，开放大学共享域—国家开放大学）

- 2个外设中心（深圳技术中心—深圳大学图书馆，高职高专信息素养教育
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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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

    模块化的应用程序，建立在开放、可扩充的平台上，使传统的封闭的图
书馆系统走向开放、多元与个性化的图书馆服务平台；

      数据自管：数据与应用分离，单独管理，多种业务应用可通过接口调用
同一数据源，更换应用无须进行数据迁移。

     业务自组：支持所有系统商、图书馆或个人开发者开发的各类图书馆应
用功能模块，图书馆可自由选择、灵活搭配。

      模式自选：支持高校图书馆采取“自营业务+联盟协同+市场外包”等
不同组配模式开展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和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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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编一体化服务平台

     整合图书馆、出版社、馆配服务商的传统业务流程，专为高校图书馆开
展采访与编目业务设计的互联网平台，提供征订书目、馆藏查重、在线选
书、下单审核、资源收登、资源编目、费用结算与发票管理的全流程服务。

     功能：完整的采访流程；CALIS征订全目录和智能推荐；多馆协同采访；
本地系统无缝对接；编目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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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目服务

      包括联机合作编目、小语种文献联机合作编目、古籍联机合作编目、名
称规范控制、书目质量控制、编目业务咨询与培训、编目员资格认证等服
务。联机合作编目系统提供联机套录编目、原始编目、加载馆藏和检索下
载书目记录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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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发现

       包括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发现平台—e读、外文期刊综合服务平台—外文期刊
网、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汲古、学位论文数据库、高校教学参考资源库等。

        e读学术搜索：旨在全面发现全国高校丰富的纸本和电子资源，它与CALIS文献获
取（e得）、统一认证、资源调度等系统集成，打通从“发现”到“获取”的“一站式
服务”链路，为读者提供全新的馆际资源共享服务体验。

        CALIS外文期刊网：外文期刊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揭示了高校纸本期刊和电子期
刊（10余万种），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期刊论文检索及获取全文服务。

        学苑汲古：汇集高校古文献资源的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数据库：收集大陆高校学位论文、PQDT、NDLTD学位论文数据。

        高校教学参考资源库：提供对全国高校教参电子全文书、国内课程信息、国外课
程信息等特色资源的多种分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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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e得）

       e得为读者提供了一站式的全文文献获取门户，它集成了电子全文下载、
文献传递、馆际借书、单篇订购（PPV）、电子书租借等多种全文获取服务，
结合专业馆员提供的代查代检服务，帮助读者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查找并
索取中外文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等各类电子或纸
本资源。

       e得提供1300多所高校图书馆以及NSTL、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香
港JULAC联盟、韩国KERIS联盟、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
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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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软件服务

        利用云计算技术构建了“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向高校图书馆
提供应用软件云服务；帮助各类高校图书馆联盟搭建联盟级SaaS平台。

[ 查收查引系统

        基于查收查引业务流程设计，内置多种先进检索与过滤技术，具有高
标准的查全率与查准率，支持WOS系列、EI、Scopus、CSCD、CSSCI等数
据库。

[ 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以北京大学核心期刊评价研究为基础研发，目前提供《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历史各版的核心期刊收录情况以及3万7千多种中文期刊的基本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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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协作联盟

-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
        联盟宗旨：团结合作开展引进数字资源的采购工作，规范引进资源集团采购行为，通过联盟
的努力为成员馆引进数字学术资源，谋求最优价格和最佳服务。

-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CHAIR）
        联盟宗旨：推进全国高校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推动学术成果的开放获取，促进学术成果的广
泛应用。

 -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联盟
        联盟愿景：汇集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产业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合作创新构建一个持续支持
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开放平台。

- 馆社融合战略合作联盟
        联盟宗旨：促进图书馆与出版社的融合发展，打通产业信息壁垒，形成长效的高层对话和协
同合作机制，打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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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设立

[ 主要职责

− 创立CALIS全国高校医学图书馆联盟，并负责运营管理；

− 组织成员馆参与CALIS各项建设项目和行动计划；

− 面向医学图书馆联盟成员，开创新的建设项目和服务内容；

− 通过组织协调医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活动，不断提高全国医学图书馆
生物医学文献的保障率；

− 推动和促进医学图书馆协同创新服务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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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医学中心工作总结
[ 组织成员馆参与CALIS子项目建设

[ 牵头组织全国医学电子资源集团采购

[ 积极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 开设CALIS全国医学图书馆员继续教育网络课堂

[ 开展CALIS基础医学、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

[ 设立CALIS医学中心科研基金支持图书馆科研

[ 组织协调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 组织成员馆参与CALIS子项目建设
− 重点学科学术资源导航库

− 专题特色资源数据库;  获得一等奖

− 教学参考资源数据库

− 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

− 虚拟参考咨询

− 联机合作编目

−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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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组织全国医学电子资源集团采购
− 自2002年以来，牵头组织全国90多个医学图书馆集团采购了20余个

医学电子资源数据库产品，总馆次达到800余次；

− 每个产品的引进都要经过试用、评估、多轮谈判、购买，订购后的
使用评估等多个阶段；

− CALIS三期保障式全文数据库9个，向全国提供服务

CALIS医学中心工作总结



[ 积极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始终是CALIS项目重点建设的内容；

− 工作平台：CALIS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系统、BALIS文献传递系统、
CALIS全国医学文献共建共知共享网（简称三共网）（2010-2012）；

− 服务对象：校内外读者、CALIS成员馆、BALIS成员馆、全国高校医
学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等；

− 立足本馆资源，协调海内外各种文献服务机构的文献资源，努力提
高校内外读者的文献保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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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设CALIS全国医学图书馆员继续教育网络课堂
− 2007-2010年底，CALIS全国医学图书馆员继续教育网络课堂项目运

行4年来，共举办专家讲座34场，约有801馆次，约15,000人次参与了
网络课堂的学习，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演讲者不仅有国内顶尖大学的馆长、权威学者、医学馆馆长，还有
来自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同道；

− 2009年申请成为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演讲者和听众均授予国家级
继续教育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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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CALIS基础医学、药学二级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
− 2009年开始，每年牵头在全国医学院校开展；

− 从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和教学成果三个方面加以评价；

− 建立了基础医学、药学学科专家鉴定的评价指标体系（32项指标）；

− 2009年开始每年推出基础医学12个二级学科、药学6个二级学科的竞争
力评价结果；

− 建立学科评价网上协作平台、每年出具竞争力评价报告；

− 提供学科建设发展的决策信息；加强了与学科院系教师的双向交流与合
作；提高了图书馆的影响力和作用；在全国医学院校基础医学、药学领
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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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CALIS医学中心科研基金支持图书馆科研
− 2015年开始设立，面向全国的医学图书馆员征集科研项目，经过CALIS医学

中心学术委员会评审后，给予立项和适当资助；

− 目的是鼓励和支持全国医学图书馆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医学图书馆
的转型和发展；

− 2015年，收到来自30家图书馆的64份科研基金项目申请。经过学术委员会
的评审，共选出30项课题开展研究。

− 2016年，21项课题全部通过结题，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 该项目一直持续进行中，每年都有几十项课题申请，研究期限为一年，每
年都会对前一年的课题进行评审，结题通过后才能参与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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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协调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 自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CALIS全国高校医学图书馆学术年会暨两岸三地

医学图书馆馆长论坛”，邀请台湾、香港的同行参加；

− 自2006年开始，每年组织大陆医学图书馆馆长代表团赴台湾，参加台湾医学
图书馆学会年会活动；

− 不定期组织大陆医学图书馆馆长参加美国医学图书馆学会（MLA）年会和国
际医学图书馆大会（ICML）；

− 在CALIS医学中心的带动和影响下，大陆多家高校医学图书馆与台湾多家高
校医学图书馆建立了“姐妹馆”关系，在此关系下，已开展互赠图书、馆员
交换学习、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共同举办学术活动等深度交流与合作，为
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做出了贡献。

CALIS医学中心工作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