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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中 

特色数据库建设的调查分析 

冯小桓 

【摘 要】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是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浙江地域文

化、经济及高校学科特色。该研究首次对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及各联盟高校特色库的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探析其

特点、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高校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及信息资源共享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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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 ( CALIS) 专设 “全国高校专题特色数据库”，大力提倡建设特色数据库
［1］

。长三角

地区各高校已逐步开始收集特色资源，建立了相关特色数据库，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这类特色数据库仅限于向本校用户开放，

难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违背了全国高校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方针。 

长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 ( Yangtze River Delta Library Alliance) 的建设，有望发挥上海、浙江和江苏地区高校信

息资源的综合优势，实现该地区乃至全国高校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与共享
［2］［3］

。其中，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 Zhejiang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ZADL) 为联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托 CALIS，自建了众多特色资源，已基本形成覆盖浙江

省高校的分布式数字资源网。这种开放式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文献信息保障与服务
［4］

［5］［6］
。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安徽、江西相连，北与上海、江苏、安徽接壤，并

有太湖资源。浙江素有 “鱼米之乡”之称，是农业和渔业高产区域，传统的丝绸工业闻名遐迩; 其主体文化为吴越文化。这种

地域文化、经济特色赋予其高校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拥有丰富的特色文献资源，在特色库建设方面得天独厚。本文首次全面

以浙江省各联盟高校图书馆为例，通过互联网逐个访问其主页、搜索引擎、电话采访以及实地采访等方法，对 ZADL 及各联盟

高校的特色库目前建设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为数字图书馆大联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中特色库概况 

目前 ZADL 自建库专题涵盖中医、纺织、历史人文、音乐、文学、旅游、商业、民俗等，其项目承担者为浙江省各高校联

盟
［7］

。截至 2012 年 10 月，浙江省主要有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等教育部认可的高校 37 所。其中参与 ZADL 特色库建设

的有 24 所，其中，比较成熟、具有一定学术代表和影响力的数据库如表 1 所示。 

浙江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科研实力强，图书馆数据库涵盖各学科。浙江大学以经济学、理学、医学为特色，图书馆购买

的中文数据库有 39 种，外文数据库有 157 种; 宁波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库以工程力学、水产养殖学、国际贸易学为主，购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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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据库 80 种，外文数据库 93 种; 温州大学和台州学院均拥有中文及外文数据库各 2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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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主要理工类高校馆特色库建设，以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为主，各有特色。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以机电工程为重点，浙

江理工大学图书馆以纺织服装类数据库为主
［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以电子工程数据库建设为主，中国计量学院图书馆以

计量标准数据库为核心，而宁波工程学院结合地方产业以化工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理工类高校图书馆数据库数量不均衡，如浙

江工业大学图书馆中外文数据库达 97 种，而中国计量学院图书馆数据库仅为 30 余种。 

6 所主要师范、农林、财经及医药类高校图书馆紧扣专业特色，数据库建设力度大且具有专业权威性。绍兴文理学院和杭

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外文数据库分别达 213 种和 109 种，尤其重视教育类数据库的购买及自建; 浙江财经学院图书馆的浙商

文化特色数据库成为商界学习工具;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中医药信息电子版和中医药古籍数据库领先中医药界。 

此外，4 所艺术、语言及政法高校图书馆均自建了重点专业数据库，如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皮影数字博物馆自成一体、

浙江外国语学院的外语学科资源博客成为信息交流平台，浙江警察学院的警务信息成为警务人员获取专业信息的首选。 

3 联盟中特色库的特点 

3. 1 吴越区域特色突出 

浙江省高校图书馆特色库选题着眼于吴越区域。浙东文化数据库 ( 宁波大学) 、浙江丝绸文化特色库 ( 浙江理工大学) 、

民俗学文献与温州地域文化特色资源数据库 ( 温州大学) 、天台宗数据库 ( 台州学院) 、畲族研究资料索引 ( 丽水学院) 、

浙商文化特色数据库 ( 浙江财经学院) 和浙江慈善文化特色资源数据库 ( 宁波工程学院)是浙江历史文化的结晶。湖州师范学

院和丽水学院分别自建了反映浙江名人信息的数据库，如朱熹和茅盾题录库、沈行楹联艺术馆和湖州历史人物数据库、陶行知

和刘基研究资料索引。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和自然资源数据库有港口物流特色库和宁波帮自建库 ( 宁波大学) 、纺织服装特色

库 ( 浙江理工大学) 、宁波市化工产业特色数字文献资源库 ( 宁波工程学院) 、海洋水产特色库 ( 浙江海洋大学) 和竹类数

据库 ( 浙江农林大学) 等。 

3. 2 联盟门类齐全 

ZADL 各联盟高校所购买及自建的特色库涵盖 12 个学科门类。其中，财苑文库 ( 浙江财经学院) 和学科资源导航 ( 浙江

工商大学) 反映了经济学成果; 古代及近现代文学赏析 ( 浙江万里学院) 为文学学习提供了工具; 超声理论与工程应用数据

库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和宁波市化工产业特色数字文献资源库 ( 宁波工程学院) 是工学与区域产业的结合体; 海洋水产特

色库 ( 浙江海洋大学) 与竹类数据库 ( 浙江农林大学) 为农学提供了服务; 音乐学特色数据库 ( 杭州师范大学) 和皮影数

字博物馆 ( 中国美术学院) 是教育学与艺术学的完美组合。专业门类齐全的特色库成就了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推动着

高校学科全面发展。 

3. 3 紧扣优势学科 

ZADL 各联盟高校馆在购买或自建时，能有针对性地选择与本校重点学科结合度紧密的数据库。比如，浙江大学图书馆有 50 

余种经济、理学和医学类数据库，中国计量学院图书馆有标准文献电子阅览室，台州学院图书馆的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中

心的重点学科数据库，浙江科技学院图书馆以机械工程为首选的重点学科导航系统，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有 30 余种教育类数

据库。 

3. 4 彰显科研成果 

大部分联盟高校馆建有本校学位论文数据库。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台州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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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分别建有浙大文库、南师文库、宁波高级别论文索引库、台州学院人著述文库、工大文库、中医大文库等，这些数据库彰

显了各校科研成果。 

3. 5 标记明显 

笔者访问 ZADL 及各联盟图书馆主页来调查特色数据库，发现 24 所自建特色数据库的院校中有 15 所在馆主页上标有特

色数据库或自建数据库，除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学院、宁波工程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中

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及浙江警察学院外。这些院校把特色数据库列表置于主页的明显位置，一目了然，体现了领导及相

关工作人员对特色库的重视度。 

此外，浙江省各联盟高校图书馆均对随书光盘进行建库。特色馆藏资料的数字化也较广泛，如浙江大学图书馆利用馆藏资

料自建了古籍文献和民国文献，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基于沈行、朱熹和茅盾渊源创建相关数据库，中国美术学院创建了皮影数

字博物馆，这些自主品牌或为 ZADL 特色库项目，或为其子项目已融入该体系。 

4 联盟中特色库存在的问题 

4. 1 专业性不深入 

虽然 ZADL 的特色库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多数自建数据库的学术深入度不够，难以体现相关专业的权威性。如浙

江大学经济学、理学、医学方面具有权威性，然而只建立了相关专业学科导航库，在科学性方面不够深入，未能真正实现引领

作用，与其优势专业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不相符，难以推动重点专业的良性发展。 

4. 2 联盟的结构失衡 

部分学科的特色数据库存在不同高校馆重复购买现象，而一些学科却缺乏自建数据库。比如，无一高校馆在哲学和法学方

面自建特色数据库，特色库的学科结构有待调整。 

4. 3 联盟的质量有待提高 

跟其他图书馆一样，ZADL 自建库的主要手段仍是承担项目的高校图书馆从本馆藏纸质期刊、纸质文献中收集与主题相关的

文章进行筛选和著录，利用扫描仪将资料进行数字化后录库。大部分自建特色数据库停留在扫描纸质文献及拷贝电子文献的水

平上，以书目、题录为主，采用全文、图像及视频等综合性手段建设的数据库很少，整个数据库难以真正成为读者的查询工具

和资源利用平台。 

4. 4 联盟缺乏社会服务 

ZADL 项目已开通统一检索、参考咨询、馆际互借等应用系统，为用户提供异构数字资源检索的统一检索平台，并无缝集成

资源获取方式。然而目前用户仅为全省 80 余所高校百万师生，对于社会其他人员仍进行封锁，这种保守的服务方式，违背了 

ZADL 的最初建设方针，难以为浙江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还未能成为全省或全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5 ZADL 特色库未来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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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升华联盟理念 

ZADL 特色库建设的各高校都乐于承担任务，但缺乏较好的理念，有的馆意识模糊，有的馆浅显模仿。各承担馆需提升特色

数据库建设理念，从 “原始构建”升华到 “发挥价值”，树立为浙江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方便快捷的

信息服务的理念。为此，各馆应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重视用户利用信息情况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进一步完善特色数据

库。 

此外，在二期、三期及更多期的 ZADL 特色库建设方面，各承担高校需以该理念为基础，选题或传承人文价值，或服务建

设、或发掘文化遗产、或适应未来需要等; 自行设计的界面要精妙，能反映其内容内涵，风格、韵味、意境和格调等需别树一

帜。 

5. 2 联盟的制度化 

ZADL 及各联盟高校应设立特色库专项基金并制度化。每年所注入的基金只能用于特色库的建设、更新、系统软硬件维护等。

此外，市场化应用所获得的面向社会服务增加的收益应充入该专项基金，保证特色库发展的持续性。各高校需引进专业多元化

人才或通过在岗培训和进修深造以提高各馆信息技术部门业务水平，培养一支既比较熟悉图书馆业务又熟悉掌握信息数字化的

复合型技术人才队伍，以保证 ZADL 特色库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上述资金和人才培养制度化后，ZADL 的特色库才不会因领导

层的更替、理念差异等主客观原因导致其难以持续发展。 

5. 3 联盟的市场化 

在商品经济环境下，特色库若脱离市场，就只能成为建设者一时兴起的 “豆腐渣”或 “政绩”工程，难以实现其价值共

享。ZADL 在确保数据库专利性前提的基础上，应加强特色库的宣传，面向浙江省、长三角区乃至全国社会大众，以所获得的收

益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目前只服务于师生的保守状况，从而既服务于各联盟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又能为社

会的文化、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目前 ZADL 特色库的第一批项目已经全部可以在网上运行，第二批项目正在建设中。各联盟高校在各自数据库及 ZADL 的

第一批特色数据库项目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及不足，将为 ZADL 的进一步建设及长三角高校图书馆大联盟的实现提供有益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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