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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 / 

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CADAL) 



CADAL (項目一期) 

• 高等學校中英文圖書數字化國際合作計劃 (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 CADAL) 

• 2002年，列入“十五”期間“211工程”公共服務體系建
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 與“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CALIS) 一起，共同構成國
家高等教育數字化圖書館的框架 

• 建設100萬冊數字資源 

• 國家投入7000萬元，美方合作單位投入約200萬美元 

• 由浙江大學及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牽頭，“十五”期間己
經完成 



CADAL (項目二期) 

• 易名為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 (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 2009年正式立項，由浙江大學牽頭 

• 在一期百萬冊的基礎上，完成150萬冊數字資源 

• 建立分布式數據中心和服務體系，實現數據安全和全球服
務 

• 國家投入1.5億建設資金，項目仍在進行中 

• 現約有100個合作夥伴，分佈在亞洲、北美、歐洲和非洲
的九個國家 

• 訪問CADAL門戶網站的機構，遍及全球 



香港高校圖書館參與該計劃概況： 

2014年6月問卷調查結果 



參與單位 

圖書館 數量（冊） 語種 參與年份 

 

香港大學 30,124 英語為主 2005-2007 

香港中文大學 4,224 英語 2005-2006 

香港浸會大學 776 中英各半 2005-2007 

香港城市大學 773  

中英各半 

 

 

2013- 

 

嶺南大學 117 

珠海學院 18 



目的 

• 參與計劃 

• 資源共享 

• 維護館藏 

• 方便利用 

• 優化讀者服務 

 



選書準則 

• 以無版權書籍為主，如1923年前出版的英文書籍，民國書
籍等 

• 個別單位向版權持有人申請授權，但期間遇上不少困難，
如： 

 -  不知版權誰屬 

    -  無法追踪版權持有人聯絡資料 

    -  版權持有人不回應查詢 

• 查重以避免重複掃描 



受訪圖書館認為，參與CADAL合作
計劃對該館提供服務，有所裨益 



參與CADAL合作計劃：
以香港大學圖書館為例 



緣起 

• 2004年底，獲浙江大學圖書館邀請，為合作計劃提供英文
書籍 

• 同年12月，應邀到位於深圳福田的掃描中心參觀 

• 參訪報告對掃描中心的技術水平、質檢要求和操作經驗等
等，評價甚高，但不建議將破舊書籍送往該中心掃描 

• 2005年初，與浙江大學圖書館商討及落實合作細節 

• 2005年5月，雙方簽訂合作協議 

• 2005年7月，再一次訪問掃描中心 



合作協議 

• 至2006年底，香港大學圖書館為CADAL提供6萬冊香港政
府刋物、香港大學學位論文、1923年前出版的英文書籍和
其他無版權限制書籍 

• 浙江大學圖書館委託位於深圳的圖書掃描中心，為港大書
 

• 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負責書籍往返深港的運輸費用 

• 香港大學圖書館提供之數字化產品供浙江大學圖書館納入
CADAL項目的數字資源庫，並提供網絡發佈服務 

• 香港大學圖書館校園網用户可免費瀏覽CADAL項目建設
并發佈的數字資源 



尋找六萬冊 … 

 



1. 1923年前出版的英文書籍 

• 館藏不少書籍符合上述選書準則 

• 兩個準則以外，館方再為學科館員訂立選書指引 

• 送書前，學科館員需要逐一檢查書籍，確保符合指引的書
籍，方可送到深圳掃描 

• 數字化超過8500冊1923年前出版的英文書籍 

• 當中包括本館特藏部歷年徵集有關香港之英文書籍 

 



選書指引 

送深圳數字化 不送往深圳數字化 

保存和利用有銷毁危險的內容，
例如紙質脆弱的書籍 

有歷史或文化價值的書籍，如
著名作家之初版書籍，避免它
們在數字化過程中受到破損 

方便使用存放在校外書庫的資
料 

著名學者之個人藏書，避免它
們在數字化過程中受到破損 

減少員工在日常工作中處理易
破損書籍 

電子版不能提供與印刷版相若
之閱讀體驗，例如彩色插圖，
大型摺頁等 

方便學生使用課堂資料 



A Letter from Hong-kong, 1845 

 

免費向校內外人士開放 





2. 香港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 

• 自2000年起，香港大學推動學位論文數字化，要求新入學
博碩士生在畢業時向圖書館呈交電子學位論文 

• 之後，絕大部份新收學位論文為電子版 

• 將過去數十年入藏的學位論文數字化，為當務之急 

• 根據大學知識產權指引，作者持有學位論文的版權 

• 2005年初，圖書館發信給所有學位論文作者，要求他們授
權圖書館數字化他們的學位論文 

• 與浙大簽訂補充協議，CADAL會應港大的要求，從資料
庫移除學位論文 

• 數字化超過11,000冊學位論文 



3. 香港大學刋物 

• 先後在2006年6月及2007年6月發信給各院系、研究中心
、行政部門和學生組織，要求它們授權圖書館將館藏香港
大學刋物數字化 

• 過半數單位回應，反應頗為理想 

• 數字化超過1,100冊獲授權刋物 

 

 



4. 政府刋物 

• 特區政府各部門自行處理版權事宜 

• 於2005年先後兩次發信給各部門，要求它們授權圖書館將
館藏政府刋物數字化 

• 涉及161個單位，約9200種書刋 

• 超過100個單位回覆，大部份接受圖書館的要求 

• 數字化超過8,100冊政府刋物，其中不少是期刋合訂本，
實際掃描冊數實遠超8,100冊 

 

 



  書籍以外 

    2005年至2007年底，香港大學圖書館分五批，共運送
30,000冊書刋到深圳的圖書掃描中心，進行數字化加工。
期間港大圖書館投放不少人力資源於： 

 - 從館藏中選出可掃描書刋 

 - 與校內外單位及校友處理版權事宜 

 - 與內地合作單位組織送書、還書、查重等等 

 - 校內宣傳和與讀者的聯絡工作 

 - 將數字化產品納入香港大學圖書館的數字資源庫，並
 提供網絡發佈服務 

 



雙贏局面 

• 參與計劃 

• 資源共享 

• 維護館藏 

• 方便利用 

• 優化讀者服務 

 



還有： 

•圖書館有成本效益地數字化了一大批書刋 

•檢查藏書時重組了許地山藏書和韓惠和（William Hornell

香港大學第四任校長）藏書 

•館員積極投入計劃，提昇了他們對數字化工作的認識和技
術水平 

•數字化大量香港大學刋物，為打造本校的機構典藏「香港
大學學術庫」，創造有利條件 

• 30,000冊書刋當中，地方文獻為數不少，也許這些數字資
源，可以通過CADAL，為內地學者瞭解和研究香港，以
至香港大學，提供一些幫助 



港大圖書館為 CADAL 數字化了多少冊書刋？ 

30,000冊書刋當中，
不少是合訂本，將八至
十冊書刋釘裝為一冊 

三萬冊？ 還是六萬冊？ 

我也弄不清了！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