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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算者”（ＣＯＵＮＴＥＲ）与“使用度”（Ｕｓａｇｅ）
　　人们对在线信息资源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这种使用应
该可测度和量化是广大信息生产者、销售商和消费者达成的共

识。出版商需要更清楚地知道用户怎样使用他们的信息产品，

图书馆希望更好地了解其购买的信息产品被使用的程度。要

满足这些要求，必须要建立国际间的一致标准和协议，以使信

息的在线使用度（Ｕｓａｇｅ）数据的记录和交流规范化、统一化。
“计算者”的问世正是迎合了这一现实需要。

“计算者”计划的英文全称为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ＵｓａｇｅｏｆＮｅＴ
ｗｏｒｋ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即 “网络电子资源在线使用度计
算”，ＣＯＵＮＴＥＲ是其首字母缩写，意为计算者［１］。该计划产生

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３年在英国正式注册了非盈利公司———“计
算者在线评价体系”（Ｃｏｕｎｔｅｒ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ｔｒｉｃｓ）。它有自己的董
事会和执委会；其国际顾问委员会由出版界、图书馆界和媒介

的顶级专家组成。计算者的服务对象是图书馆、出版商、销售

商和媒体机构。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市场调查。加入计算

者系统成为其成员，或使用其数据规范，可直接从系统中获得

自己出版的刊物、图书或经营的数据库的使用度统计报告。计

算者对使用度的测算力求在国际水平上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统

一报告口径，同时设置了多种审核程序和去重复加工，因此统计

结果具有横向可比性和可靠性。图书馆参考使用度统计，比较

不同来源的文献资源的受欢迎情况，而确定下年的文献资料购

买计划和设施添置计划；数据库和期刊出版者从统计结果中了

解消费者所需要或青睐的信息内容、界面类型、数据格式、传播

渠道等；通过分析统计数据，了解用户的网络使用行为模式。

计算者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其所创立的《实用代码》工具。

该工具建立了开放的国际标准、协议和规则，使期刊、图书、数

据库和其他信息资源的在线使用度，如下载、点击、浏览等的统

计能以固定、可信、一致的规范进行记录、交换和解释。已建立

的标准、协议和规则涉及以下内容：１）测度的数据元素类型；２）
数据元素的定义；３）使用度统计报告的内容、格式；４）数据加工
的必须条件；５）复核数据的规则要求；６）避免重复统计的指导
规程等。使用这个统一的数据处理规范，无论哪个国家哪种期

刊或数据库的网络信息资源，都可以进行其信息产品的使用度

统计，并可在统一的尺度上作横向比较、先后比较。表１列举
了《实用代码》中提供的术语名词定义的若干例子［２］；表２为计
算者所提供的期刊“使用度报告”举例［２］。

表１　《实用代码》中使用的相关名词术语定义表举例

类别

分类数据

页面类型

访问权限

术　　语 举例／格式 定　　　义
出版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Ｗｉｌｅ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合法地代理、创作、收集、制作和发行在线或印刷信息产品的组织

信息销售商（ｖｅｎｄｏｒ） Ｗｉｌｅ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Ｐｒｅｓｓ

　对普通消费者或签约消费者发行自己获得许可的内容的出版商或其他在线
信息提供商

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 　发表于期刊或其他连续出版物的自身独立的原创作品
目次表（ＴＯＣ） 　在一期刊物上刊登的所有论文的列表
摘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论文主要内容的简短概要，通常包含文章的结论
允许访问（ａｃｃｅｓｓｇｒａｎｔｅｄ） 是或否 　用户被允许访问在线信息集或数据库或它们的子集，访问权限由销售商授予

表２　期刊使用度报告举例：成功获取全文数据的月报告

刊名 出版商 网络平台 印刷版ＩＳＳＮ 在线版ＩＳＳＮ ２００９０１ ２００９０２ ２００９０３ 年总计 年总计（ＨＴＭＬ）年总计（ＰＤＦ）
Ａ Ｘ Ｚ １２１２－３１３１ ３２２５－３１２３ ４５６ ５２１ ６６５ １６４２ ５２２ １１２０
Ｂ Ｘ Ｚ ９８２１－３３６１ ２３１２－８７５１ ２０３ ２５１ ２７５ ７２９ ２９０ ４３９
Ｃ Ｙ Ｚ ２４６４－２１２１ ０１５４－１５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Ｄ Ｙ Ｚ ５３５５－５４４４ ０１６５－５５４２ １１３ ２００ ２２５ ５３８ ２２０ ３１８
合计 Ｚ ７７２ ９７２ １１６５ ２９０９ １０３２ １８７７

　　目前加入计算者在线评价体系的成员有以下类型：国际大
型组织１０余家，如国际出版者协会、英国期刊联合会、国际科
技信息学会、学术图书馆协会等；大型图书馆联盟６０余个，如
许多大学图书馆联盟、俄罗斯国家电子信息联盟、加拿大学术

图书馆联盟、加州数字图书馆等；图书馆近百家；出版集团、发

行商近百家，如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众多著名的大学出版社、斯

普林格、爱思维尔等。

计算者不断从服务对象那里搜集反馈意见，对《实用代码》

进行改进、调整，以提高其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已先后发布了３
个版本，其统计范围已扩大延伸到网络图书和其他文献资源。

由于越来越多的信息销售商采用了该实用代码，计算者统计系

统的规模在迅速扩大。数据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逐渐催生了

与使用度相关的研究工作，他们首先提出了在线信息的“使用

度”和“期刊使用因子”（ｊｏｕｒｎａｌｕｓａｇｅｆａｃｔｏｒ）概念，致力于建立

基于使用度的信息价值评价体系。围绕“使用度统计”，计算者

已获得了多项研究资助计划和合作计划，其中关于“期刊使用

因子评价体系”的研究颇具挑战性，在他们的预测中“期刊使用

因子”将与“期刊影响因子”在期刊的质量和价值评价中起到同

样的作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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