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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电子资源管理综述

• 电子资源管理相关项目和标准

• 电子资源管理内容

• 国外商业ERMS系统

• 国外开源ERMS系统



电子资源管理相关项目和标准

• DLF ERMI报告：美国数字图书馆联盟ERMI项目

• 统计数据相关:  COUNTER 标准和SUSHI协议

• 在线信息交换标准ONIX：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

• 共享电子资源谅解备忘录SERU：Shared e-Resources 
Understanding

• KBART：Knowledge Base and Related Tools

• NISO Z39.95 - 20XX CORE ：Cost of Resource Exchange

• Transfer： Transfer Code of Practice 

• 机构唯一标识符I2：Institutional Identifiers Working Group



DLF ERMI

• 美国数字图书馆联盟(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 DLF)和美国国家信息标准
组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NISO）2002年联合发
起的项目。

• 项目目标：发展电子资源管理的统一规范及工具；描述电子资源管理
所需架构；促进电子资源管理系统发展(特别是商业系统)；倡导最佳实
践及标准。

• 项目一期成果：《DLF ERM项目电子资源管理报告》，包括总体开发

指南、功能需求说明、工作流程图、实体关系图、数据元素字典、数
据结构和XML调查7个部分，2004年8月发布。

• 项目二期成果：《关于图书馆集成系统中的采访模块与电子资源管理
系统的互用性问题的白皮书》，2008年1月发布。报告总结陈述了图书

馆集成系统和电子资源管理系统互用性的综合价值，并列举了达到互
用性目标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 项目报告得到了众多ERMS系统的遵循。



项目主站

一期报告

二期报告



COUNTER & SUSHI

COUNTER（Counting Online Usage of Networked Electronic Resources）

出版界和中间商共同发起的研究项目，其目的在于为在线信息服务商和用户提供可靠的、一
致的、兼容的使用统计标准和方案。

三类标准：电子资源（R4版）、期刊和数据库（R3版）、 书和参考文献（R1版）

六种报告格式：CR1、CR2、JR1、JR2、BR1、BR2

COUNTER报告的使用，为图书馆客观评价数据库使用情况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依据，对于数据
库能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支持SUSHI可能会成为COUNTER依从的必要条件。

SUSHI（(NISO Standardized Usage Statistics Harvesting Initiative Z39.93 )

电子资源利用与统计数据获取协议，是一个数据采集、传递的标准协议，为图书馆提供了更
加高效、方便的获取本馆电子资源利用统计数据的手段。

目标：从日益增长的数据资源提供商那里解决和实现使用统计数据的收割和管理问题，完善
了使用格式的一致性并能对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

被设计为与COUNTER报告一起使用，也可被扩展到其到其它类型的使用报告。



ONIX（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

• http://www.editeur.org/85/Overview/

• ONIX是针对数字出版物制定的在线元数据信息描述和元

数据交换标准。为电子出版物的传递和交换提供了丰富
的元数据描述规范。

../../../../www.editeur.org/85/Overview/default.htm
../../../../www.editeur.org/85/Overview/default.htm


• 共享电子资源谅解备忘录：http://www.niso.org/workrooms/seru/

•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化组织(NISO)将没有许可协议就完成了电子资源销售的最佳实践编

成案例，在网站上可免费获取，通过允许在一个共同理解和信守的框架内进行操作，

SERU 为出版商和图书馆员节约谈判和签署许可协议的时间和成本提供了可能。

• “SERU 是图书馆员和出版商共同努力来创造一个电子资源交易的新选择的成功案例，……，

通过采用 SERU，图书馆员可以避免长期谈判所造成的时滞，同时减少他们必须获得的许

可协议的数量。”——ARL学术交流办公室主任 Karla Hahn

SERU (Shared e-Resources Understanding) 

../../../../www.niso.org/workrooms/seru/default.htm
../../../../www.niso.org/workrooms/seru/default.htm
../../../../www.niso.org/workrooms/seru/default.htm


KBART (Knowledge Base and Related Tools)

• www.uksg.org/kbart 或www.niso.org/workrooms/kbart

• 2008年1月启动的 UKSG(UK Serials Group)和NISO联合创新项目，探索与
OpenURL相关的数据问题并推荐最佳实践。

• 2010年发布项目报告，提供了关于及时更新的准确的元数据对于知识库链接解析
重要性的指南，同时提供了一组推荐的元数据转换最佳实践。

• 推荐的最佳实践都非常易于内容提供商和知识库开发者应用和实现。

../../../../www.uksg.org/kbart
../../../../www.niso.org/workrooms/kbart


CORE (NISO Cost of Resource Exchange ) 

• NISO Z39.95 - 20XX CORE (Cost of Resource Exchange)

• http://www.niso.org/workrooms/core

• 通过该标准的应用，用户能方便、快捷地将电子资源采购费用及相关财
务信息从ILS系统采访模块导入到ERMS系统中。

• CORE标准不仅可用于ILS->ERMS的数据转换，任何两个商业系统都可运用
该标准简单高效地完成数据转换。

../../../../www.niso.org/workrooms/core


• http://www.uksg.org/transfer
• 迁移实践规范（Transfer Code of Practice）旨在出现内容迁移的情形下，

协助出版商确保图书馆员及用户能保持容易地获取其期刊内容，同时尽
可能地降低迁移过程的资源损失。

• 目前已逐步成为自发遵守的行业规范，要求出版商公开遵循此规范。

Transfer(Transfer Code of Practice )

../../../../www.uksg.org/transfer
../../../../www.uksg.org/transfer
../../../../www.uksg.org/transfer


I2( Institutional Identifiers Working Group)

• http://www.niso.org/workrooms/i2

• 应用于信息供应链，全球唯一的、可扩展的机构唯一标识符

• 可用于电子资源管理、机构知识库、图书馆馆藏管理等

• 相似研究：OCLC Networking Names

../../../../www.niso.org/workrooms/i2
../../../../www.oclc.org/research/activities/idresource/default.htm
../../../../www.oclc.org/research/activities/idresource/default.htm
../../../../www.oclc.org/research/activities/idresource/default.htm


ERM相关的标准及最佳实践规范



电子资源管理内容

• 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管理

– 对电子资源评估、选择、评价、采访、使用到续订停订及维
护的整个电子资源生命周期的管理

• 电子资源信息管理

– 资源URL、IP地址、许可授权信息、采购协议等

• 电子资源使用管理

– 电子馆藏采访/续订、电子资源使用维护、一站式检索等

• 电子资源评估管理

– 各类统计报表、成本分析、预算管理等



国外商业ERMS系统

• Verde：Ex Libris公司研发

• ERM：Innovation Interfaces公司研发

• VERIFY：VTLS公司研发

• 360 Resource Manager：Serial Solution公司研发

• e-Resource Manager：TDNet公司研发

• EBSCOhost EJS：EBSCO公司研发

• Summon™：ProQuest公司研发

2005年，ERMS系统成为主流；ILS商和数据库商纷纷推出ERMS。





国外开源ERMS系统

• CORAL ：美国圣母大学图书馆研发

• Gold Rush：科罗拉多研究图书馆联盟研发

• ERM as a Service：Swets公司研发

• ERMes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图书馆研发

• CUFTS：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图书馆研发

• E-Matrix：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图书馆研发

• SMDB ： SemperTool公司研发

• FreERMS ：美国托罗大学

• OLLARA ：费里斯州立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研发

因商业ERMS购买和系统维护成本高，开源ERMS受到关注。



系统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日期 目前版本 网址

CORAL University of Notre Dome 2010年
部分模块V1.0
部分模块v1.1

http://erm.library.nd.edu/

Gold Rush Colorado Alliance 2003年 http://www.coalliance.org/grinfo/

ERM as a Service Swets 2009年 http://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ERM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la Crosse

2008年 V2010.05 http://murphylibrary.uwlax.edu/erm/

CUFT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Burnaby,B.C. 
Canada

2007年 V1.0 http://researcher.sfu.ca/cufts

E-Matrix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2005年 V2.5.0 http://www.lib.ncsu.edu/e-matrix/

SMDB SemperTool 2009年
http://www.sempertool.dk/?func=loadTemplate&templ
ate=smdbMore

FreERMS TOURO College 2009年 https://github.com/yitznewton/freerms

OLLARA

Ferris Libr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t Ferris 
State University

2010年 v1.1 http://ollara.ferris.edu/

../../../../erm.library.nd.edu/default.htm
../../../../www.coalliance.org/grinfo/default.htm
../../../../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www.swets.com/swetswise/erm-as-a-service
../../../../murphylibrary.uwlax.edu/erm/default.htm
../../../../researcher.sfu.ca/cufts
../../../../www.lib.ncsu.edu/e-matrix/default.htm
../../../../www.lib.ncsu.edu/e-matrix/default.htm
../../../../www.lib.ncsu.edu/e-matrix/default.htm
../../../../www.sempertool.dk/@func=loadTemplate&template=smdbMore
../../../../www.sempertool.dk/@func=loadTemplate&template=smdbMore
../../../../https@github.com/yitznewton/freerms
../../../../ollara.ferris.edu/default.htm


二、引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 现状及问题

• 反馈意见摘录



现状及问题

• 历年累积的引进资源数量多，但资源基本信息分散杂乱
且不规范，缺少有效的更新维护和集中展示平台。

• 引进资源集团采购由牵头馆各自开展，采购过程参与多
方（数据库商、代理商、成员馆、牵头馆）主要通过Email沟通，
缺少整体的统筹和信息披露，不利于后期的统计评估。

• 引进资源的统计评估问题：缺少统一的评估规范指导、
统计数据获取困难、统计报告格式混乱、统计评估主要
依靠手工方式费事费力、统计数据更新不及时、缺少灵
活的统计对比分析用于指导资源采购。

• 现有引进资源评价体系不完善；采购各方信息传递不畅
或不及时，缺少评价及反馈信息的交流空间。



反馈意见摘录

• 希望DRAA集合各方力量对现有的外文库资源进行系统、全面的整

理和规范；对各类外文协议、条款的书面形式提出指导意见，如中

英文对照等。

• 希望门户网站上的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和详尽，资源的使用统计指标

能保持及时更新，为成员馆提供更多的统计分析对比数据，以期为

各馆的电子资源建设提供更多的依据。建议每年能定期发布数据库

引进和数据库利用价值分析等相关报告。

• 希望有一个平台，能集中各个采购数据库的培训课件，也可以对所

有采购数据库中图书和期刊有一个统一的检索功能。同时各个数据

库的变动信息及数据库介绍情况都能体现在平台上。



• 加强资源评价。近年来资源引进呈现出多元化、分学科、
多层次的趋势，由此也导致了数据库评价涉及面更广、更
细、更深且专业性更强，这对于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估能
力都是一个挑战。建议CALIS加强对引进资源的评估工作，

使现行的评估机制更加科学，评估指标更加完善，评估结
果更加权威。

• 关于DRAA已经完成集团采购方案的数据库进行全国范围
通知的过程希望能更规范一些，往往一次收到来自DRAA、

代理商和数据库商的多个邮件。一年内可能会有一两次未
收到DRAA的组团订购通知。



三、DRAA引进资源的规范化管理

• DRAA新门户

• DRAA引进资源规范管理策略

• 引进资源信息的规范化

• 成员的规范管理

• 集团采购流程的规范化

• 统计评估规范化

• 引进资源评价



DRAA新门户

2012年4月1日正式上线试运行！



DRAA引进资源规范管理策略

• 总策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章程》

• 业务规范：《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工作
规范》（草案）

• 对集团采购原则、引进资源工作流程、资源评估
内容、统计数据及报告、数据库商/代理商售后服
务要求等的规定





引进资源信息的规范化

• 联合18家单位（引进资源牵头馆、DRAA理事单位等）

• 研制《引进资源评估大纲》

• 系统梳理所有引进数据库（自1997年以来）

• 形成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完善、规范的“资源百
科”（Wiki方式编辑、显示）

• “数据库商+牵头馆+成员馆”三方维护审核机制



百科实现

《引进数据库评估大纲》



资源百科内容完善规范，界面友好易用，已收录200+个数字资源，15家数据库商正式入驻百科。

百科记录



341份签字盖章版集团采购方案（2007年~至今），摘取规范
字段，内容更详尽，结合资源百科内容，供成员馆采购参考。



成员的规范管理

• 规范DRAA成员馆加入流程

– 成员馆唯一标识（CALISID）、《委托协议》签署、协议编号、
审核机制

• 规范的代理商准入

– 代理商唯一标识（CALISID）、代理商招标程序

• 规范数据库商准入及行为

– 数据库商唯一标识（CALISID）、数据库商行为规范、数据库
商准入流程（待定）



成员馆（CALISID、协议编号）

数据库商（CALISID）

代理商（CALISID、协议编号）

成员（唯一）标识符号



成员馆加入流程

截止到2012年4月，签署委托协议的DRAA牵头馆共计419家



集团采购流程的规范化

试用和订购/续订流程优化及规范；运用“团购”理念实现全程在线采购（即将开始）



集团采购流程的规范化

集团采购模块给出数据库、牵头馆和谈判组的信息，集团采购的现状，成员馆可在线
报名参加集团采购或试用



• 支持SUSHI服务器自动收割、COUNTER格式报告和
DRAA-Extend格式报告手工上传，获取联盟成员馆
的使用数据

• 统计对比分析、生成各类排行版、基于单库或单
馆的各类统计

• 引进资源评价体系及在线评价中心

统计评估规范化



统计数据格式及收取



跨库跨馆统计

灵活的统计分析及统计报告：跨库跨馆统计

统计对比分析



灵活的统计分析及统计报告：单馆统计



灵活的统计分析及统计报告：单库统计



评价中心（即将开放）

•评论中心

可对数据库商、管理中心、牵头馆、代理商发表评论

•评分中心

数据库的内容与质量；

数据库商服务：走访用户、使用统计、问题反馈解决、培训、主动通报；

购买价格和方式：数据库购买方式、数据库的采购成本、永久使用与存档；

检索平台：检索界面、系统性能、平台稳定性。

（准备以用户满意度调查报告调查项目做试点构建）

评论 评分 评价



下一步计划及展望

• 修订和完善引进资源统计评估各项指标，使其具备更高的实
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 建立成熟的“多方维护+有效质量控制”更新维护模式，建

成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全面、完整、权威的电子资源集成百
科信息；

• 规范引进资源采购行为，将逐步推动所有的引进资源集团采
购均通过系统进行和管理，以利于引进资源的管理和后续评
估工作；

• 进一步完善和优化DRAA门户功能，将其建设成为电子资源

采购的实用评估工具，切实帮助成员馆进行引进资源的评估
和决策。

• 探讨与ERMS系统互操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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