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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人文社科文献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回顾与前瞻

———“CASHL服务启动二十年·外文人文社科文献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综述

□高冰洁* 姚晓霞

  摘要 2024年4月25日,“CASHL服务启动二十年·外文人文社科文献保障体系高质量

发展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领导、全国94家高校以及合作机构的嘉

宾、学者、馆长与馆员代表等1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CASHL廿年历程与经验,分析

人文社科学科的变化与需求,探讨文献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寻求外文人文社科文

献保障体系建设的新范式与新路径。文章综述了本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与前沿思

考,为外文人文社科文献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启发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 CASHL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共建共享 高质量发展 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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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
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

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

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1]。中国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CASHL),别称“开世览文”,就
是打造了20年的外文分布式学术资源库和集成式

学术资源信息平台。

2024年是CASHL服务启动20周年。2024年

4月25日,在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两周年之

际,CASHL管理中心在复旦大学举办“CASHL服

务启动二十年·外文人文社科文献保障体系高质

量发展研讨会”,邀请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领导、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以及图书馆界专家,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

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探讨学术资源信息平台

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人才培养、学科服务创

新发展以及数字化转型等重要议题,深入研究外文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路径与

举措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外文文献保障的热点与

难点问题。

2 CASHL项目历程、成就与建设经验

2.1 应运而生,打造外文人文社科学术资源信息

平台

  CASHL管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建龙以“应运而生、勇毅前行”概括CASHL发展

的历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本影

印外文报刊停止订购,高校图书馆外文报刊订购转

向原版外刊,平均价格上涨20余倍[2],文献保障能

力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这一状况,2002年教育部

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司前身)

提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期刊建设计划,确定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为全国中心,开始筹建CASHL项

目。经 过 紧 张 的 筹 备 工 作,2004年3月15日,

“CASHL服务启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

图书馆召开,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北京大学

811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 通讯作者:高冰洁,ORCID:0000-0001-9187-6160,邮箱:gaobj@lib.pku.edu.cn。



2024

年
第3

期

校长许智宏等出席启动仪式。袁贵仁副部长亲自按

动CASHL服务启动按钮,开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文献服务的新篇章。2006年,在教育部指导

下,设立于1982年的“高校文科外文图书引进专款

项目”(以下简称“文专项目”)纳入CASHL体系。

文专项目是1981年我国实行学位制后,为适应高等

学校文科各专业培养学位研究生的需要,在季羡林、

任继愈等一批文科著名学者的建议下,国务院批准

设立的用于购买文科外文图书资料的外汇专款项

目。文专项目纳入CASHL后,实现了人文社会科

学外文图书与外文期刊保障的统筹管理。2006年,

CASHL启动外文电子资源建设工作,开展保障数

据库的遴选、谈判与订购工作,自此成为集印本图

书、印本期刊与电子资源于一体的外文人文社科学

术资源信息平台。

2.2 保障有力,有效支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

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钱海红在欢迎辞中充分肯

定了CASHL的建设成绩。她认为,CASHL秉承

共建共知共享的理念,实现高校图书馆馆际文献收

藏与服务的分工与合作,建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最高水平、最全面的文献资源中心,并且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益,成为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源保障组织。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二级巡视员梅红在讲话中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CASHL是开拓国际视野、提升国际化水平、加

强国际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国外哲学社会科

学的跟踪研究与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陈建龙以“保障有力、服务开新”概述CASHL
的建设成就。CASHL一方面开展“共建”,通过实

施协调采购、限制副本采购,大幅增加文献保障品

种。项 目 累 计 采 购 外 文 印 本 图 书 约 140 万 种

(1982-2023年),外文印本期刊4万余份(2005-

2023年),保障全文数据库36个。另一方面强调

“共享”,采用“增量”带动“存量”的原则,盘活图书馆

的存量馆藏与服务。截至2023年底,CASHL拥有

可服务的外文印本图书357.64万种,外文电子图书

299.28万种,外文纸质期刊5.13万种,外文电子期

刊25.24万种,远超项目经费购置的资源数量。

CASHL服务启动以来,累计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142万笔,平均满足率90.63%,文献提供时间

平均2.05天。在2020年教育部组织的绩效评价

中,获得“(CASHL)项目实施在扩大我国人文社科

外文图书和期刊的建设规模、强化高等教育教材建

设质量、提升文献传递与保障能力、支撑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高度评价。

2.3 多方协同,开创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文献保障新

格局

  陈建龙以“勇担使命,多方协同”归纳CASHL
的建设经验。他认为CASHL的成功经验主要归结

为两点:一是项目各方,包括教育部社科司、CASHL
管理中心、中心馆、服务馆与成员馆,都在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中勇担使命,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二是项目依托基础设施与信息化建设,通过构建协

同共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文献管理与服务平

台,实现了管理方、服务方与使用方的多方协同,形
成了高校外文文献订购统筹规划、协调采购、联合服

务的新格局。

3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新趋势与文献保障新

要求

3.1 关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优化外文资源建设与

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虽是立

足中国,但不是闭门搞研究,而是立足于全人类文明

基础上的开放研究,外来思想文化的融入是中华文

化自我建构的重要推动力,人类创造的优秀的理论

观点和学术成果,都有吸收借鉴的价值。这需要图

书馆配合做好外文文献引进与服务工作,切实为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助力。

梅红指出,CASHL要聚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持续做好外文文献保障体系建设工作。外文

文献资源建设要有全球视野,不要局限于西方哲学

社会科学,还要充分关注多元文化中的世界学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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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文献引进地域的广泛性、主体的丰富性与文化的

多样性,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多元的全球

参照。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斌表示,支持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高校图书馆的新使

命。高校图书馆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基

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作用,是自主知识体系成果的保

存者、组织者和传播者。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

程中,学术资源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

能够整理、组织、聚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理论创新成果,同时广纳体现世界各种文明

的经典文献,为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文献

支持。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薛

洁教授表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当前政治

学学科建设的重心,关注重点包括:对新一代学人的

培养、议题的自主把握与设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探索与讨论、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培育四个方面,期
待图书馆以及CASHL提供更为专项、专业、专能的

文献与服务,助力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张大伟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库及数据库”以

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为例,介绍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发挥

思想传播平台和研究服务平台以及响应总书记“努

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要
求的具体实践。

3.2 关注新学科与新领域,强化基于学科的文献

保障

  近年来,教育部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2023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

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3],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

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同时提出要加快新

文科建设,推动文科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交叉融

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

造升级。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随之而变,

快速响应学科专业增加与调整的文献需求和服务

要求。

梅红指出,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尝试突破传统

的学科设置,新增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比如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国家安全学、区域

国别学等,这些都已经成为一级学科。高校文献资

源建设要关注新学科,加速为其构建完善、系统、有

价值的文献资源体系。

陈建龙指出,CASHL要注重优化学科结构。

不仅要根据学科发展及时调整文献保障的学科类别

设置,还要研究和做好学科映射这一基础工作,实现

文献与学科的科学匹配。与此同时,要开展基于学

科的文献采购决策和绩效评估工作,科学处理不同

学科文献建设中的中文与外文、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教授以其亲身经历讲

述了古典文献学学科的高速发展过程。他表示,30
年来,复旦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团队持续壮大,研究

领域也随之迅速扩大,当前已经涉及古希腊历史、文

学、宗教、哲学、思想史、史学史,罗马史、拜占庭研

究、早期基督教史、埃及学、两河流域文明、古波斯和

中亚研究、古代以色列研究等多个领域,教研人员均

具备国际化的学习与研究背景,对外文文献的需求

成倍增长,期待CASHL以及图书馆能够加强相关

领域文献引进,加速提升文献保障能力,支撑学科专

业发展。

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冯东指出,CASHL资

源与服务要更多向学科服务与精准化服务倾斜。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从面向学校层面的资源“泛推

广”服务向针对院系科研团队和重点用户的深层次

学科服务转变,更好地发挥文献收藏和服务中心的

作用。

3.3 关注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文献保障的提质

扩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

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

口[4]。教育部从2022年开始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大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和普及共享。聚

焦数字 资 源 共 建 共 享,开 展 数 字 化 协 同 创 新 是

CASHL的重点工作。

梅红表示,今年是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的

第3年,也是数字教育“扩优提质年”。CASHL一

方面要开展自身的提质扩优行动,做好高质量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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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建设和高质量的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关注

教育普惠和优质均衡的国家大计。教育部正在开展

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重要抓手的教

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解决教育发展在区域、校际、

群体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希望CASHL也

能够积极参与其中,贡献高质量、多类型、体系化的

优质文献资源,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指出,信息化进入智慧时

代,图书馆提供的资源共享越来越数字化、越来越依

靠数智化的“态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在做好传

统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的基础上,发现新需求,

运用新技术,通过不断试错来探寻创新转型之路。

陈建龙表示,CASHL要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确保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文献保

障这一场景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让学术资源、数

据资源服务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性和

战略性支撑[5]。

张斌表示面向数字化变革,积极转型是出路。

图书馆转型包括四个方向:一是支撑教学与科研,

以服务未来学习与新型科学研究范式为导向;二是

加强特色资源建设,学术资源建设不仅要引进来还

要走出去;三是拥抱 OA出版与开放获取,由学术

资源组织者转变为生产者与协作者;四是发挥新技

术在学术资源收集、组织、揭示、发现、共享中的

作用。

在CASHL数字化建设与服务方面,陈建龙强

调要强化平台整合功能。CASHL平台要聚焦主责

主业,加强基于分类与主题的基础研究与应用,持续

优化数据管理与服务。在平台建设与服务中要处理

好自主与开放、国际与国内等的关系问题。冯东建

议加速 CASHL 与中国高等教 育 文 献 保 障 系 统

(CALIS)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的融合,为读者

提供更为便利的提交申请渠道,方便读者享受不同

平台的各类补贴政策。以更多的资源、更短的等待、

更低的费用提升文献服务能力和用户满意度。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新表

示,在实施数字化战略过程中需要配置高质量的安

全策略,从根本上保证内容安全、数据和信息安全、

内容意识形态安全。他以爱教材(Itext)、爱学术

(Iresearch)、期刊镜像平台、Socolar文献导航四个

境外文献服务平台为例,说明如何采用多种措施强

化数字平台资源供应的稳定性、长期可使用性以及

维护资源内容的意识形态安全。
 

4 外文文献保障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4.1 文献价格持续上涨,文献评价仍待发展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指出,外文文献价

格长期保持上涨态势。期刊方面,2005-2023年,

CASHL 外 文 期 刊 单 刊 均 价 上 涨 超 过 150%。

Library
 

Journal发布的期刊价格调研报告显示,原
版外文期刊的美元价格年涨幅在5%-7%。近年

来涨幅稍有回落,2024年纸本期刊涨幅为4%-
5%,电子期刊涨幅为3%-4%,电子期刊库涨幅

2%-3%[6]。图书方面,2019年以来外文纸质图书

单价上涨7.7%。电子资源方面,年涨幅普遍在3%
以上,最高涨幅超过10%。学术图书馆面临的主要

挑战仍然是预算和资金问题。陈引驰指出,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需要打破惯性,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张斌表示,建设高质量的学术资源保障体系需

要解决无限的学术资源需求与有限的经费之间的矛

盾,不仅要考虑不同学科的学术资源配置,还要加强

对资源的绩效评价以提升经费使用效益,包括新书

的学术性评价、“零借次”馆藏的长尾评价以及数值

事实型资源的使用绩效评价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验证。

4.2 文献提供出现新势力,文献共享服务竞争加剧

陈超指出,近年来文献提供出现新势力、新模式

并且发展迅速。国际方面,陆续出现ReShare、CCC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Get
 

It
 

Now、

Reprints
 

Desk等文献共享服务,从事该项服务的

Research
 

Solutions公司甚至在美股上市且股价获

得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图书馆馆际互

借与文献传递服务量普遍呈现下滑态势,以大英图

书馆为例,2001年以来下降了60%。未来,文献共

享服务“生态圈”可能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

产品长期共存的状态,图书馆需要思考资源共享服

务的创新发展与竞争策略。

冯东表示我国也呈现类似态势,但危中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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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华南区域中心2004-2023年的文献服务

统计数据显示,华南区域文献服务量在2008-2009
年抵达峰值,2010-2019年逐年下降,2020年后趋

向平稳发展。在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后发现,CASHL
文献服务量下降主要集中在电子文献传递上,原书

传递服务比重逐年增加,纸质图书申请量在稳步提

升,尤其是小语种文献的需求开始逐步凸显。虽然

以超星百链云、百度学术文献互助平台为代表的网

络文献互助机构,因具备便捷灵活、服务广泛的特

点,发展迅速,但图书馆依旧具备原书传递与多语种

文献服务的鲜明优势,未来的文献保障发展应予以

重视。
 

4.3 共建共享意识与能力参差不齐,服务推广任重

道远
 

  冯东表示,CASHL华南区域中心涵盖广东、广

西、海南三省。在实际的宣传推广工作中发现,虽然

很多高校读者对人文社会科学类外文文献有需求,

但CASHL华南区域中心实际用户申请量在全国一

直处于偏低的状态。部分图书馆加入成为CASHL
成员馆后就成为“僵尸馆”,并未开展实际业务。究

其原因,主要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所致。作为共建

共享的最佳受益群体,文献相对缺乏的图书馆却常

常因意识、人员、技术、经费等原因缺乏开展馆际互

借与文献传递业务的动力。

5 外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保障的范式变革与路径

探索

5.1 探寻文献保障新范式,创新图书馆建设与服务

理念

  陈超表示,以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为特征的人类

知识创造范式变化以及以全媒体出版、开放获取为核

心的出版模式变化正深刻影响着图书馆的资源建设

与资源共享。图书馆作为关键知识基础设施,需要推

进理念变革与范式转型。从馆藏(Collection)到连接

(Connection),从连接(Connection)到创造(Creation)

的新范式正在得到广泛认同。“连接”并不是简单地

将人与人、人与知识、人与空间、人与书等连接起来,

这种“连接”必须要高效、有成效,其目标是为了培育

和提升人的创造力[7]。

5.2 探索文献保障新路径,做好发展战略规划与战

术计划

  陈引驰表示文献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规

范、特色、创新、协调、合作、共享,旨在实现文献保障

高水平、高效率、可持续发展。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书馆需要做好战略规划和战术计划。战略规划层

面,要科学制定长期的《馆藏发展政策》、中期的《图

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短期的文献资源建设

年度计划。战术计划层面,他以馆藏(Collection)、

连接(Connection)、合作(Collaboration)为核心,提

出要建设高质量的文献馆藏,多主体共同推动外文

馆藏建设以及扩大朋友圈,强化文献保障。

5.3 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进深,以细节优化提升文献

保障水平

  与会专家认为CASHL未来发展要从粗放式向

精细化进深,以细节优化提升文献保障水平。

梅红在讲话中要求文献保障要加强意识形态风

险防控,在文献建设与服务的各个环节,包括采购环

节、存储环节、使用环节,都要把好政治关。图书馆要

确保每一本在架图书都能够经得起推敲,要有通畅的

问题文献的信息获取与反馈渠道以及快速的响应措

施,受限阅读的文献要有特定的阅览区域并且有完善

的管理措施。同时,她要求CAHSL要进一步加强数

字安全,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强化项目评估,将项目建

成开放平台,逐步建立合理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贤金提出要通过扩充旧

书回溯补藏目录、加快文献购置速度来加强馆藏建

设,通过提高联合目录信息的全面性与准确性来优化

资源揭示,通过提升系统反应的速度和效率、改进系

统功能设计来完善系统平台,通过改进服务机制、提
升业务水平来提升用户体验,通过吸纳国内文献提供

馆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来促进共建共享。

6 结语

CASHL作为教育部为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繁荣发展而设立的外文文献保障项目,二十年

来,为推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双一

流”建设,提升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及哲学社会科学软实力作出重要贡献。对于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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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陈建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

学考察时的讲话以及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是

图书 馆 未 来 发 展 的 重 大 命 题 和 重 要 战 略 方 向。

CASHL要坚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共建共享、同心

同行”的方针,优化学术资源结构、强化平台整合功

能、深化信息服务体系,融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培养和学科建设,融入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融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再谱新篇、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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