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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没有订购该产
品”——很多数据库的提示
语，折射了各高校图书馆电
子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这
也是很多人花钱租买账号的
原因。

清华大学数据库导航系
统显示，截至 2021 年 8 月 10
日，清华大学提供991个电子
数据库，而东北某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收录的数据库总
量仅有6个。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
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发布的《2019 年高校图书馆
发展报告》指出：“高校图书
馆电子资源购置费的离散
程度大，馆际差别明显，而
且差距在逐年增大。电子
资源购置费最小值仅为970

元 ，最 大 值 达 到 5203.9 万
元。”

“最近几年，包括数据库
在内的电子资源价格每年都
在上涨，有的年涨幅在 10%
以上，对部分高校确实压力
较大。”一位985高校负责电
子资源采购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
协会秘书长陆雷表示，高校
电子资源不均，是一个客观
现实。“一方面要尊重各个学
校积累的知识财富，另一方
面，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基
础平台，抬高高等教育服务
的底线。”他建议，教育部门
牵头建设面向所有在读大学
生的公共数据库，“每个学校
都提供一定数量的电子资

源，放到公共数据库中。只
要是在读大学生，就可以访
问这个数据库。”

“开放共享是未来高校
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的方
向。”郭晶说，但考虑到各校
购买电子资源的经费来源不
一，还涉及权益管理与分
担、用户需求差异等诸多问
题，开放共享的体制机制没
有完全理顺。她认为，现阶
段一是可以推广已有文献
资源共享网络，并探索校际
电子资源帮扶合作。二是
加强用户信息素养教育，用
好公共图书馆等资源。“不少
公共图书馆也订购了很多数
据库，凭读者卡账号登录就
能查阅。”

为高校提供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在教育部牵头下，中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简称CALIS）和中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简称
CASHL）相继成立。其中，
CALIS 注 册 成 员 馆 逾 1800
家，可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服务。

2020年底召开的教育部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
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指
出：“没有图书馆的高质量
发展、高质量服务，就没有
高等院校的高质量发展。
图书馆只有在服务中继续
加大开放共享，才能有光明
的前景。”高校图书馆的资
源共享和协同进步，仍处于
进行时。

（据新华社）

高校电子资源分布不均 开放共享是未来方向

租借账号、代下文献——

高校电子资源隐现“另类生意经”

写论文、做研究，都需要查
阅各种专业文献。在高校，查
询下载文献是一个刚需。

就读于复旦大学的章涵表
示，经常有高中同学找她帮忙
下载文献。“大部分是下载知网
上的论文，也有同学找我帮忙
下载英文文献。”章涵说，“大家
互通有无，我也曾拜托交大的
同学帮忙查询期刊。”

一般而言，这种文献获取
方式受限于人脉资源。去年，
在浙江杭州念大学的毛琪琦想
要进北大学位论文库查询两篇
硕士论文。她没有北大同学，
在微博上联系了好几个自称在
北大就读的学生，试图租借北
大电子资源校外访问账号，“但
大家防备心都很强，被拒绝了
好几次”。多番尝试后，她最终
联系到一个愿意借她账号的

“北大妹子”，进入北大图书馆
数据库找到了想要的论文。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毛琪琦
那样幸运。在安徽大学读书的
田静凝，因为学校停止了某经
济数据库的校外访问权限，暑
期在家感到很不便。“现在什么
文献都看不了。个人购买数据
库的话，包年要五位数，只能找
免费文献苟活了。”

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郭
晶告诉记者，每所高校根据学
科和研究需求，都订购了一些
电子文献和数据库资源。一般
来说，只有通过校园网的IP地
址才能访问这些资源。但出于
方便的考虑，不少高校通过
VPN（虚拟专用网络）等方式提
供了校外访问权，疫情期间这
种现象更是普遍，这也使得以
租借账号的方式校外登录成为
可能。

写论文、做研究
查文献是刚需

在强烈的需求面前，部
分商家打起了买卖账号的歪
脑筋。

“各类985/211图书馆基
本都有”“正品保证，对接官
网 ，独 享 账 号 ，高 效 稳
定”——在淘宝、闲鱼等交易
平台，部分商家公然出售高
校电子资源校外访问权限或
提供代下文献服务。在这些
商品的评论区，已有上百个
好评，“很好用的工具”“开启
了学术新世界”。

记者联系了一家售卖高
校电子资源校外访问权的店
铺，其客服表示，不同高校价
格不同。若购买 3 个月服
务，清华北大 180元、复旦交
大 170 元，包年特价分别为
360元、330元。该客服还提
醒：“账号只能自己使用，不
可以分享他人使用，重复登
录将导致前一用户退出系
统。”

据了解，该商家提供两
种校外访问方式：一类是短

期使用，通过商家提供的虚
拟专用网络访问内网资源，
但存在连接不稳定的情况；
一类是长期使用，商家直接
出售高校学生账号和密码，
可通过“正规渠道”访问高校
数据库资源。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回复
记者邮件时表示，此前遇到
过出售账号的问题，也曾和
淘宝上的商家联系过，但未
得到回应，目前的做法是封
禁违法账号的访问权限。

租借高校校园卡账号、
代下文献等行为，涉嫌侵犯
出版者的知识产权，为各高
校明令禁止。例如《北京大
学校园网电子资源使用管理
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均
属违规：以营利为目的将所
获得的校园网电子资源提供
给校外人员；将校园网电子
资源的合法使用权限提供给
其他非合法用户使用，包括
将校园网账号出租给校外人
员使用。”

租售校园电子资源访问权限属于侵权行为

“需要一张北大校
园卡登录论文系统，长短租均

可以。”“想请复旦在校生帮忙查询
文献，也就 10多篇，有酬谢。”在清北复

交等高校的“豆瓣”小组中，有这样一类特
殊的求助帖。

租借账号的目的，是查阅各类电子资
源。当前，包括论文数据库在内的高校电子
资源分布不均是一个客观现实。专家建
议，对待这类需求宜“疏堵结合”，一方面
打击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加快高校图

书馆开放共享的步伐，让更多的
学子能够享受高质量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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