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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下资源配置理论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启示

刘　燕

（廊坊师范学院图书馆　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最省力法则理论、成本效益分析理论三种资源配置理
论出发，剖析信息资源的天然公共品属性，论述资源配置理论对于信息资源配置的实践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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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资源不仅成为社会

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且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是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信息资源已经

成为现代 社 会 最 重 要 的 资 源 之 一。信 息 资 源 的 配

置需要相 关 理 论 的 指 导。在 经 济 学 视 角 下 剖 析 了

信息资源的公共品特性后，本文论述了三种资源配

置理论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启示。

１　资源配置理论

１．１　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
按照庇古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信息资源作为人

类的财富，应 当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地 流 通，从 而 最 大 程

度地实现 其 价 值 和 效 益。但 是 对 于 信 息 的 生 产 者

和所有者而言，这种无限制的信息流动损害了他们

的利益，从而 打 击 了 其 创 造 的 热 情，最 终 是 不 利 于

创新进而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协调信息生产者、所有者与用户

之间的利 益 平 衡。帕 累 托 对 庇 古 福 利 经 济 学 进 行

了批判，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

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

境况变得 更 好 而 不 使 别 人 的 境 况 变 坏。按 照 这 一

规定，一项改 变 如 果 使 每 个 人 的 福 利 都 减 少 了，或

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

就不利，这种情况称为帕累托无效。如果使每个人

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

福利不减少，这 种 改 变 就 有 利，这 种 情 况 称 为 帕 累

托改进。

１．２　最省力法则理论
在人的信息行为中，总有一种以最小努力去获

取最大效益的心理倾向。１９４９年，齐普夫博士在他

出版的专著《人类行为与最省力法则———人类生态

学引论》中，强调了运动和道路的概念。他认为，每

一个人在各种运动中，都有意无意地去选择一条最

省力的途径，都受这个简单的基本法则制约［１］。

１．３　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成本—效益概念首次出现在１９世 纪 法 国 经 济

学家朱乐斯·帕 帕 特 的 著 作 中，被 定 义 为“社 会 的

改良”。其后，这 一 概 念 被 意 大 利 经 济 学 家 帕 累 托

重新界定。到１９４０年，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

尔德和约翰·希克斯对前人的理论加以提炼，形成

了“成 本—效 益”分 析 的 理 论 基 础 即 卡 尔 德—希 克

斯准则。成 本—效 益 分 析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通 过 比 较

项目的全部 成 本 和 效 益 来 评 估 项 目 价 值 的 一 种 方

法，成本—效益 分 析 作 为 一 种 经 济 决 策 方 法，将 成

本费用分析法运用于政府部门的计划决策之中，以

寻求在投资 决 策 上 如 何 以 最 小 的 成 本 获 得 最 大 的

收益［２］。

２　信息资源的经济特性分析

２．１　信息资源的公共品特性
信息资源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征，

即信息资源 从 市 场 调 研 到 投 入 研 发 再 到 产 品 生 产

这一流程所需投资巨大，但此后对信息资源的复制

成本却非常低廉。恰似现在的电影市场，制片人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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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上亿拍摄 的 电 影 在 公 映 之 后 不 久 就 可 以 很 容 易

地通过网络下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

因在于信 息 资 源 具 有 公 共 品 的 某 些 特 性。判 断 公

共品与一般 商 品 区 别 的 两 个 关 键 标 准 是 非 竞 争 性

和非排他 性。非 竞 争 性 是 指 一 种 商 品 在 给 定 的 生

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该商品的边际成

本为零。这意味着共享消费的可能性，即一个个体

的消费不 减 少 其 他 个 体 可 获 得 的 消 费 量。非 排 他

性是指无法 将 这 种 商 品 据 为 己 有 或 者 排 除 别 人 消

费的成本非常巨大，而不能将其他人排除在消费之

外，这意 味 着 不 能 或 很 难 对 人 们 消 费 这 种 商 品 收

费，从而任一消费者都可以免费消费公共品。虽然

没有明确信息资源是公共品，但是信息资源具有成

为公共品 的 天 然 优 势。当 然，人 们 通 过 法 律、技 术

等手段的控 制，消 除 部 分 信 息 资 源 的 公 共 品 特 性，
使其像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希望通过市场

这只“看 不 见 的 手”来 调 节 配 置 信 息 资 源。信 息 资

源具有的高 固 定 成 本 低 边 际 成 本 的 特 征 加 上 法 律

和技术的保护导致了自然独占和柠檬市场的出现。
根据波特的五力模型，这种高固定成本无疑为期望

进入该领域的人制造了进入壁垒，但已进入者却又

拥有低边际成本的优势。另外，信息资源低边际成

本的特征催生了盗版和次品市场，进而出现劣质品

驱逐优质品的现象，从而导致了柠檬市场的出现。

２．２　体验性消费的信息悖论
信息资源具有体验性消费的特征，所谓体验性

消费是指消费者对产品体验在先，对产品的价值判

断在后。对于一般的信息资源，人们可能愿意消费

它却不愿意拥有（拥有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消费的成

本），所以人 们 愿 意 租 借，不 愿 意 购 买。毋 庸 置 疑，
图书馆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所以人们经

常会到某一个图书馆或者查阅资料或者借阅文献。
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可以看出图书馆存在的一个

原因恰恰是 它 可 以 满 足 人 们 关 于 信 息 资 源 的 体 验

性消费的需求。

２．３　信息资源的外部效应
信息资 源 具 有 非 常 明 显 的 外 部 效 应。外 部 效

应包括两种 情 况，一 种 是 消 费 外 部 效 应，是 指 一 个

消费者的消 费 直 接 影 响 到 另 一 个 经 济 行 为 人 的 生

产或消费。由 于 信 息 资 源 消 费 具 有 非 竞 争 性 和 非

排他性，一个人购买的信息产品可以被多个人共同

消费，这样的结果是消费者的消费产生一定的社会

效应。图书 馆 购 进 的 信 息 资 源 可 以 为 其 合 理 用 户

提供使用，也 可 以 馆 际 互 借 或 资 源 共 享，从 用 户 和

图书馆的角度看，很明显这是正外部效应。信息资

源的正外部效应有助于消除数字鸿沟，并且有助于

实现信息资源的公平、有效配置。
通过对信息资源这些经济特性的分析，不难得

出信息资源天然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特性，

也就是信 息 资 源 具 有 天 然 共 享 的 属 性。而 对 于 信

息资源 这 种 特 殊 的 商 品，人 们 更 倾 向 于 体 验 性 消

费，而体验之后人们又不愿意再去购买。图书馆提

供的借阅服务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但是

随着信息资源的急剧增加以及用户需求的多元化，

如何使图书 馆 在 有 限 资 金 的 情 况 下 实 现 信 息 资 源

的优化配置 是 图 书 馆 在 进 入 信 息 社 会 必 须 认 真 考

虑的问题。建立在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

术以及通讯技术基础之上，在信息的搜集、整理、存

储、加工和 流 通 方 面，图 书 馆 有 了 长 足 的 进 步。在

这里，人们真 正 打 破 了 时 空 的 限 制，既 能 够 即 时 将

信息发布到世界各地，又能够瞬间获取大洋彼岸的

信息。数字 图 书 馆 特 有 的 运 作 方 式 提 高 了 信 息 资

源的配置效率。首先，图书馆借助网络优势实现了

全天候且不受距离限制的服务模式，节省了一部分

的操作成本，也节省了用户的时间和费用成本。其

次，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资源大都是公共品或

准公共品，加 之 公 共 借 阅 权 的 授 予，可 以 消 除 所 有

权、经营 权 和 使 用 权 无 法 分 离 所 带 来 的 高 交 易 费

用。于用户 而 言，节 省 了 购 买 费 用。第 三，数 字 图

书馆对于信 息 资 源 的 不 同 层 次 的 即 时 揭 示 能 够 满

足不同层次 用 户 对 于 一 次、二 次 信 息 资 源 的 需 求，

从而避免了柠檬市场效应的出现。基于以上分析，

信息资源配 置 的 高 效 和 公 平 可 以 通 过 数 字 图 书 馆

实现。

３　资 源 配 置 理 论 对 信 息 资 源 配 置 的 指 导

意义

３．１　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对信息资源配置的指导
意义

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在不考虑法律与技

术限制的情况下，由于信息资源在一人拥有的情况

下，另外人对相同信息资源的拥有并不会剥夺或者

损害之 前 人 的 拥 有，所 以 对 于 信 息 资 源 的 配 置 而

言，不存在帕累托最优状态。而信息资源作为人类

的财富，应当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地 流 通，从 而 最 大 地 实

现其价值 和 效 益。但 是 信 息 资 源 的 无 限 制 流 通 会

影响到信息所有者与信息生产者的利益，出于对信

息所有者和信息生产者的利益保护，产生了信息产

权制度。而 信 息 产 权 制 度 的 出 现 限 制 了 信 息 资 源

的自由流动，又 可 能 影 响 信 息 用 户 的“信 息 福 利”。

·２４·



所以在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信息所有

者、信息生产 者 与 信 息 用 户 的 利 益，平 衡 三 者 之 间

的福利关系，保证信息资源配置的合理合法性。

３．２　最省力法则理论对信息资源配置的指导意义
在实施具体的信息资源配置行为时，信息资源

生产者（出 版 商、数 据 库 生 产 商 等）、信 息 资 源 提 供

者（各类型图书馆）、信息资源使用者（信息用户）以

及信息资源 配 置 宏 观 调 控 者 四 方 基 本 都 存 在 以 最

小的努力 获 取 最 大 效 益 的“最 省 力”心 理 倾 向。信

息资源配置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为 了 最 大 程 度 地 满 足 用

户的信息需 求，所 以 在 信 息 资 源 配 置 过 程 中，信 息

资源生产者、信息资源提供者和信息资源配置宏观

调控者不能忽略最省力法则，需从信息用户的角度

出发，以用 户“最 省 力”为 原 则，使 信 息 资 源 配 置 的

结果是用户容易接受和习惯使用的。

３．３　成本效益分析理论对信息资源配置的指导
意义

通过对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的研 究，我 们 可 以

把信息资源配置看做一个动态的、连续的、相对的、
不断合理 化 的 过 程。任 何 合 理 化 配 置 都 不 可 能 是

绝对的，它只 能 是 逐 步 逼 进 理 想 状 态 的 极 限，却 永

远达不到 这 个 极 限。即 使 信 息 资 源 配 置 开 始 阶 段

所设立的合理化配置具体目标实现了，也会因用户

信息需求、信息资源条件状况和信息资源配置效益

构成等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新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合理化配 置 问 题。为 了 解 决 新 的 信 息 资 源 非 合 理

化配置问题，又需要制定新的合理化配置具体目标

和方案。因此，信息资源合理化配置是一个连续不

断的过程。对这一动态连续过程的有效控制，可以

加快每一轮合理化配置具体目标实现的步伐，从而

使配置过程不断向理想状态靠近。

４　结束语

正如维纳所言：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

不是能量。所 以 信 息 资 源 不 同 于 物 质 资 源 和 能 量

资源，信息资源的公共品天然属性表明图书馆是其

合理配置的 恰 当 环 境，随 着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社 会

的持续进步，图书馆在信息资源配置方面会做得越

来越好，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也不再是不可实现的

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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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用户需求

图书馆服务价值的最终体现、图书馆赖以存在

与发展的 根 本 就 是 满 足 用 户 需 求。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用户需求 也 从 信 息 需 求 上 升 为 知 识 需 求，并 呈

现网络化、综合化、专业化、个性化、多样化等特点，

为此图书 馆 要 加 强 与 深 化 知 识 服 务 工 作。图 书 馆

要将用户需求放在第一位，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以 先 进 的 信 息 技 术 为 手 段，通 过 提 升 馆

员的服务意识、专业水平、业务素质与知识技能，达

到为用户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的目的。

４　结束语

科学、真实、理 性 地 构 建 基 于 知 识 转 移 的 图 书

馆核心价 值 体 系 是 时 代 对 图 书 馆 的 要 求。它 既 明

确了图书馆 的 发 展 方 向、服 务 理 念 与 功 能 定 位，加

强了图书馆的竞争优势，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理性

发展，又赋予 了 馆 员 强 大 的 精 神 动 力，为 更 好 地 实

现图书馆服务社会的终极目标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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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带来的机 会 与 挑 战［Ｊ］．图 书 馆 建 设，２０１２，（１）：８５－

８６，８９．
［６］孙丽霞．隐性知识视角下高校图书馆三维知识创新机制

研究［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０，２８（１２）：１８１６－１８１８，１８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９－２９　责任编辑：孙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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