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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
*

  摘  要: 资源共享本质上是利益共享, 关键在于处理利益矛盾。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存在着两类利益矛

盾, 即同一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和不同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应构建包括资源有效配置、利益激励约束、

共享协同监管、共享技术支撑在内的利益协调机制, 发挥市场运作方式、政府运作方式和社会运作方式各

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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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s sharing is benefit sharing in essence1 Its key is to pro cess bene fit contrad iction1Books and

info rm ation resources shar ing has tw o types of bene fit con trad iction, nam e ly the benefit contrad iction among the -i

dentica l sharing bodies and the benefit contrad iction am ong the different sharing bodies1W e shou ld construct the ben-

efit coordination m echanism inc lud ing the effective alloca tion of resources, the benefit prom pting and constra int, the

coord inated superv ision o f sha ring, and the support of the sharing techno logy, and play s the respective ro le o fm ar-

ke t operation, governm ent ope ration and social ope ra 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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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的利

益协调机制研究 0 的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 Y200804904。

目前, 有关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问

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如邢星从市场角度, 研

究了用利益驱动方式达到文献资源共享非功利主义的目

标; 陈华研究了利益机制与信息网络组建的关系; 彭玲玲

从用户的角度研究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各图书馆之

间的利益平衡; 白君礼、李志俊从博弈论角度研究了如何

达到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各主体的利益均衡问题; 楼

靖华分析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利益平衡机制模式的

特征, 提出建立包括市场平衡机制、政府平衡机制和社会

平衡机制在内的利益平衡机制体系。本文试图在借鉴以上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图书情报资源共享本质及其理论依

据、利益矛盾进行系统分析, 提出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利益

协调机制的构建原则、内容构成和运作方式。

1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本质及其理论依据

11 1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本质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是指某个图书情报机构资源为其他

图书情报机构共同享用的活动 , 实质上是图书情报机构以

图书情报资源为工具 , 按照互惠互利、互补余缺的原则进

行的一种信息传播与交流活动。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经济

实质主要表现在: 信息资源共享是一个信息资源产权包括

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等的转让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

同产权主体的信息资源成为共享资源并实现增长和增值。

因而,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实际上也是一种图书情报资源的

间接生产过程。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

置方式, 即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下对一定范围内的图书情报

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 以提高图书情报资源的利

用效率 [ 1]。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包括图书情报资源内容、技

术、设备、人员、机构、政策法规等的共享, 它包括各个

层次 (如全球、国家、区域、机构、个人等 )、各种类型

(如公共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和非公共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等 )、各种形式 (如无偿共享和有偿共享等 )、各学科专

业、各行业领域等的共享。

11 2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理论依据

从共享内容和性质角度, 可以把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划

分为两类, 即公共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和非公共图书情报资

源共享。

1) 公共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理论依据。公共图书情

报资源是指带有公益性、非营利性质的图书情报资源。这

类图书情报资源具有两方面经济特性 [ 2] : 一是公共物品特

性。公共物品的典型特点就是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

性。信息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同时具备公共物品和半

公共物品的特性。二是边际成本低, 尤其在网络环境下其

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使共享便利而实惠。

因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 而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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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情报资源的边际成本低 , 其共享性范围越广社会价

值就越大, 其共享便利而实惠。所以, 属于公共物品性质

的公共图书情报资源应该实现无偿共享。

2) 非公共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理论依据。非公共图

书情报资源是指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具有营利性的图书情

报资源。与公共图书情报资源共享不同, 非公共图书情报

资源共享是一种交易行为。任何资源开发都需要相应的成

本投入, 其他经济活动行为者要拥有这些资源就必须付出

相应代价。具有营利性的图书情报资源和进入市场进行交

换的图书情报产品都属于非公共图书情报资源。非公共图

书情报资源共享是一种交易行为, 这种交易行为应该遵循

经济活动规律,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有序进行。当然, 政

府应当适度加以干预, 保证非公共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在市

场机制的作用下有效实现。

2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矛盾分析

所谓利益, 就是客体在满足主体需要时, 在各相关主

体之间进行分配时形成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形式。信息资

源共享是一种互利交换, 也属于交易范畴。交易的基本前

提之一是能带来总收益 (社会效率 ) 的增加 [3]。图书情

报资源共享的利益矛盾可分为两类, 即同一共享主体的利

益矛盾和不同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

21 1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中同一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中同一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主要表

现在, 主体对图书情报资源所有权的利益矛盾, 主体对图

书情报资源使用权的利益矛盾 , 主体对图书情报资源占有

权的利益矛盾, 知识产权保护与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

矛盾, 图书情报资源专有与共享的利益矛盾, 图书情报资

源政策导向产生的利益矛盾, 公平与效率的利益矛盾, 图

书情报资源垄断与共享的利益矛盾, 个人隐私与图书情报

资源共享的利益矛盾, 国家机密与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

益矛盾, 企业和组织秘密与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矛

盾, 信息安全与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矛盾, 等等。当

前, 在知识经济兴起、新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 图书情

报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当代信息领域两大难题。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建立在信息开放扩大交流传播范围的基

础之上, 要求图书情报资源无偿或低成本使用。而知识产

权则是基于个人的智力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所产生的权

利, 为权利人所独占或垄断, 具有专有性、排他性, 保障

社会知识创新, 表达社会发展利益。显然, 二者对立统

一、相互促进, 同时内在地存有一定的矛盾性和关联

性 [ 4] , 这些都要求通过利益协调机制解决图书情报资源

共享中同一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 以促进图书情报资源共

享事业的发展。

21 2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中不同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

具体来说, 图书情报资源的共享主体主要有政府、企

业、个人与公众。共享主体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在: 图书

情报资源拥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图书情报资源拥有者与

非拥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独占与共享、垄断与共享 ),

图书情报资源非拥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政府、企业、个

人与公众的利益矛盾, 个人、企业与国家的利益矛盾, 机

构、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 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

盾等。

3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原则

所谓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 就是以物质

利益为基本驱动力, 通过协调参与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

相关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 使各相关共享主体产生一种积

极参与共建共享的驱动力, 从而实现对各相关共享主体思

想行为的引导与控制, 实现共建共享目标的调节过程和方

式。从某种意义上讲, 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事业的发展

与成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利益协调机制的健全和完

善。构建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利益协调机制应遵循兼顾公平

与效率、政府干预与市场导向相结合、自愿与协商的原

则。

1) 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 公平与效率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 [ 5]。构建图书情报

资源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一方面,

要充分体现公平的价值取向。在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实

践中, 公平主要体现为投入与有效产出相适应。各参与共

享主体如能获得与其投入相适应的回报, 就能维持乃至增

加他们继续参与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的信心。另一方

面, 也要充分体现效率的巨大杠杆作用。在图书情报资源

共建共享中, 只有效率提高了, 资源增加了, 有效产出增

大了, 才能提高各参与共享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政府干预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原则。在图书情报

资源共建共享中, 政府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 6] , 它是图书

情报资源共建共享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 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 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导向关系要按照 /尽可能市

场, 必要时政府干预0 的原则来确定 , 凡是市场能够解决

的, 或者既可以采用市场形式, 又可以采用政府方式来办

的, 但市场方式更加有效的, 则尽可能利用市场方式来

办 [ 7]。

3) 自愿与协商原则。在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中,

各相关主体都是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 它们是否参与共建

共享是各自的自主行为, 开展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 首

先要尊重它们的需求和选择, 它们愿不愿意实行共建共

享, 采用何种形式共建共享, 都应该由各利益主体独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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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决定。实行共建共享后, 要求各参与方必须在充分协商

和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签订协议并付诸实施。在图书情报资

源共享利益协调规则的制定上, 应尊重各相关主体的意

见, 包括规模小、基础弱的图书情报单位的意见。

4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内容构成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活动是由共享主体 (图书情报资

源的需求者、提供者 )、共享中介 (共享制度、机制、法

律法规、方式、渠道、技术、知识等 )、共享客体 (图书

情报资源 ) 三大要素构成的。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在一定

意义上是不同的, 共享主体通过多种形式共享中介作用于

多样化共享客体的过程。图书情报资源共享活动中存在着

不同产权的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 存在着资源所在方、中

介方和需求方, 存在着资源所有者、经营者与使用者, 存

在着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存在着

基于网络环境的共享相关技术支撑, 从而构成了复杂的利

益矛盾。因而, 资源有效配置机制、利益激励约束机制、

共享协同监管机制、共享技术支撑机制就成为图书情报资

源共享利益协调机制的构成内容 (见表 1)。

表 1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构成内容

构成内容 主要解决的问题 建立原则

资源有效

配置机制

 围绕产权, 确立图书情报资

源的共享地位, 盘活存量资

源, 带动增量资源投入

 产权清晰, 充分

利用

利益激励

约束机制

 协调图书情报资源所在方、

中介方和需求方的利益, 协调

资源所有者、经营与使用者的

利益, 在降低资源共享交易成

本的基础上, 提高共享效率

 兼顾效率与公益性

 谁开放、谁受益;

 谁使用、谁受益;

 谁服务、谁受益

共享协同

监管机制

 对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

图书情报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进

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监管责

任的设计, 建立共享管理体系

 政府主导; 多方

协同

共享技术

支撑机制

 寻求基于网络环境的图书情

报资源共享相关技术支撑, 包

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网站

建设、接口连接、仪器操作和

维修等

 信息化; 标准化;

开放性; 科学性; 安

全性

41 1 资源有效配置机制

图书情报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 是根据图书情报资源

的价值属性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尽管图书情报资源可以

通过政府协调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但其经济价值的最大

化, 则需借助市场机制。图书情报资源产权明晰了, 才能

促使权益人提供其参与共享, 才能保证使用者放心享受共

享服务。产权配置越清晰, 对主体有效利用图书情报资源

的吸引力就越大, 这是促使图书情报资源高效共享的基

础。资源的有效配置, 实际上决定了图书情报资源共享的

效率。

因此, 应按照产权清晰、充分利用的原则, 明晰图书

情报资源产权, 包括建立图书情报资源产权分解制度, 通

过制定相应法规或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明晰图书情报资源产

权主体 , 确立其共享主体地位; 建立图书情报资源整合制

度, 制定和出台强制或鼓励各类图书情报资源参与共享的

有关法规、政策, 盘活存量资源特别是公共图书情报资

源, 带动其他增量资源投入共享。

41 2 利益激励约束机制

利益激励约束机制就是通过对图书情报资源所有者、

占有者、中介服务者、需求者与使用者的利益调整, 建立

利益分配制度, 保障资源共享各方的合法权益, 在降低资

源共享交易成本基础上, 提高共享效率。利益激励约束机

制要求按照兼顾效率与公益性, 谁开放、谁受益, 谁服

务、谁受益, 谁使用、谁受益的原则, 制定图书情报资源

共享过程中所得收益分配的办法或指导性意见。建立共享

协作制度, 确立产权主体投资规则、运行主体经营规则以

及参加单位责、权、利的分配规则等; 建立资源利用补偿

制度, 制定图书情报资源折旧与耗减核算办法、政府补贴

的基本规则和承担单位与参加单位的经费保障规则等; 建

立资源利用的收益再投入制度等。

41 3 共享协同监管机制

共享机制的作用过程, 是共享参与各方权利、责任、

义务的再分配和转移的过程。如果权利、责任、义务的合

理再分配和转移实现不了, 共享相应环节缺乏协调, 机制

不畅,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就难以持续。目前, 在图书情报

资源共享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运作情况下, 完全依靠各共建

单位之间的自觉协作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 要通过政府

以及有关部门的宏观调控和引导, 从法律法规、政策、管

理办法不同层面相互协调配合, 建立起共享的制度性框架

并协同实施。共享协同监管机制要求按照政府主导、多方

协同原则, 对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图书情报资源整

合与共享进行宏观调控与监管, 建立共享运行的管理体

系, 包括组建共享机制建设的相应组织, 协调跨部门的工

作, 制定政策、明确目标、整体规划、统一部署; 根据不

同类别的图书情报资源, 建立不同层次的工作机构, 明确

责任, 确保共享制度的落实; 建立由相关专家组成的委员

会, 为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制度的建立等提供研究、评议、

论证和咨询, 保证制度设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41 4 共享技术支撑机制

共享技术是基于网络环境下按照图书情报资源整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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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规则促进资源共享的手段 , 是实现共享的必要保障和

重要支撑。图书情报资源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共

享, 要建立在资源使用者和资源拥有者对共享资源有着规

范的描述与操作的基础上。已建、在建和未来新建的图书

情报资源能否顺利地互相交流、共享, 以及一些资源能否

实现共建, 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应的技术规范。因此, 共享

技术支撑机制要按照信息化、标准化、开放性 、科学性、

安全性的原则, 建立共享平台运行的各种技术规范和服务

规范, 包括制定数据采集、数据存储、网站建设、接口链

接、仪器操作和维修等相应的共享技术规范; 针对不同类

型文献信息资源的特点, 在总的共享技术规范下, 制定不

同类型资源相应的技术和服务规范。

5 图书情报资源共享利益协调机制的运作方式

51 1 市场运作方式

所谓市场运作方式, 是指在政府间接调节下由市场发

挥图书情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一种利益协调方式, 其

主要表现为各图书情报资源主体在满足用户需求过程中所

获得利益按照市场交换原则分配, 实行有偿共享。

一个合理的资源共享体系 , 要在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

下, 通过资源适当地有偿共享, 带动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

高拥有者及其合作者的竞争力。对共享主体来说, 有偿共

享可保证共享的后续运行资金, 并提高共享效率, 控制整

个共享系统的运行成本; 有偿的资源共享, 可以实现资源

和成本管理的科学化 , 使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更好地保

障这种合作的顺利进行; 有偿的资源共享, 可以帮助合作

成员更经济、更高效地实现各自的目标, 使资源得到最大

程度的开发和利用, 使各自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使

整体效益大于部分效益之和。市场运作方式的作用在于通

过向市场提供图书情报产品和服务满足现实的需求。市场

机制是推进图书情报资源有效开发利用, 推进图书情报资

源共建共享, 推进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走向深化的现

实性机制。市场运作方式的关键在于制定有关的规则和协

议来规范有偿共享各方的行为, 保证各方的利益。规则和

协议的具体内容应包括成员馆的评估和吸纳、成员馆权利

和义务、共建共享规划、共建共享标准的确定和监督实

施、共建共享活动的组织和调控、重大事件的决策程序、

成员馆纠纷的仲裁、共建共享经费的预算和决算等。

51 2 政府运作方式

所谓政府运作方式, 是指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目标的要求, 采取各种手段

直接影响和改变各种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和全社会利益总

格局的一种综合调控方式, 主要采用经济的、法律的、行

政的 3种手段, 这些手段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由于图书

情报资源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其外部效应的存在, 往往使

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资源未能达到最优配置。因此, 在没

有相应补偿的条件下, 正的外部效应的存在会导致图书情

报资源供应不足, 当个体图书情报单位在共建共享中的投

入大于产出又没有相应的补偿时, 多数图书情报单位往往

会放弃共建共享。为此, 要想使全社会参与图书情报资源

共建共享, 达到社会信息福利最大化, 政府部门必须对参

与单位给予相应的补偿和平衡。

51 3 社会运作方式

所谓社会运作方式, 是指社会运用其道德伦理、价值

观念和行为准则, 对图书情报资源共建共享相关主体的利

益关系进行调节的方式。社会运作方式通过对图书情报资

源组织开发与利用行为进行社会规范, 有了这些社会规

范, 在从事图书情报活动时人们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

该做、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这些社会规范一旦为社会

所接受 , 就会形成社会道德观、社会行为习惯和社会文化

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规范人们文献信息行为的准

则, 同时也就成为图书情报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 这一手

段能起到其他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社会运作方式实际上

更多的是以一种自愿性、自发性和随机性的形式表现出

来, 如各种无偿提供使用、地区间的无偿互借、各种资源

协会的自发调节等。

尽管上述 3种运作方式各有其不同的具体特点、职能

和功用 , 但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市场运作方式是政

府运作方式和社会运作方式的基础, 而政府运作方式和社

会运作方式则是重要补充, 三者构成了统一的图书情报资

源共享利益协调机制的运作方式体系。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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