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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条件下图书馆资源共享的

成本核算及补偿原则
摘　要　成本核算是图书馆资源共享的经济驱动力。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成本由系统硬件成本、网

络通讯服务成本、软件成本、培训及教育成本、设备更新及维护成本、内容扩展成本及程序设计、编

制、管理成本构成。其资源共享的资金补偿手段主要有吸取外来资金、收取参加者订阅费及转向

使用图书馆现有资金。资源共享的收费可采用对图书馆资源划分级别 ,然后按不同级别确定不同

的收费标准的方式来进行。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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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st accounting is an economic impetus of library resources sharing. The costs of library

resources sharing include the cost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computer systems , network communica2

tions ,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equipment maintenance , management , etc. The compensations of the re2

sources sharing include external funds , membership subscription fees and existing funds of libraries.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s also propose a fee2charging pattern for library resources sharing. 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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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服务体系 (CAL IS) 是目

前全国高校图书馆广泛积极参与的一个系统工程 ,其

最终目的是促进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文献资源共

享 ,增强高校图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 ,为国民

经济发展做贡献。该体系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了许

多经济问题 ,本文仅就网络条件下图书馆资源共享中

的成本核算及补偿原则问题予以研讨。

1 　成本是图书馆资源共享的经济驱动力

过去 ,我国的图书馆间缺乏合作 ,资源基本上不

共享 ,各馆习惯于尽量实现文献资源的自给自足。这

是有其经济学原因的 : ①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资源类型

单一 ,大多为印刷型 ,且价格不贵 ; ②图书馆员的工资

较低 ; ③读者对服务的要求低 ,容易满足。这些因素

导致资源收藏及服务成本低 ,图书馆有可能凭本馆的

经济能力满足读者的需求 ,馆际资源共享反而增加成

本。

近年来 ,馆际合作和资源共享被提到重要日程上

来 ,也是有其经济学原因的。从成本的角度分析 ,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①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发

展 ,文献资源的类型趋向多样化 ,出现了许多非印刷

型资料 ,这使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类型由传统的印刷型

扩大到非印刷型 ;同时对这些非印刷型资源的阅读、

检索均需特定设备 ,大大增加了图书馆的成本 ,国内

许多中小图书馆根本无力支付相关费用。通过资源

共享 ,可以使成员馆间分工协作 ,提高信息产品的生

产加工能力与效率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更有效地利

用各成员馆相对有限的资源。②印刷型资源的价格

上涨。我国公共图书馆所购新书按每册平均价计算 :

中文图书 1993 年比 1988 年价格上涨 171163 % ;外文

图书 1993 年比 1988 年价格上涨 114177 %。期刊上

涨幅度也是一样 [1 ] 。同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购书经

费上涨幅度为 41. 04 %。这使得许多图书馆被迫减

少图书复本 ,出现某些馆藏复本断代的状况。期刊价

格上涨导致多数颇有价值的刊物被排除在馆藏之外。

资源共享可以使各成员馆联合起来 ,促使出版发行商

提供较为优惠的条件 ,从而降低信息产品的采购成

本。③科学发展迅速 ,科研的跨学科性逐渐增强 ,这

使得文献老化加快 ,书刊出版发行的数量和品种大

增。一方面使图书馆出现“多余馆藏”,另一方面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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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急需的专业书刊图书馆买不起 ,图书馆的馆藏跟

不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图书馆的这种馆藏发展状况

就只能反映馆员所理解的科学技术收缩型发展模式 ,

而不能反映科学技术扩张型发展模式 ,对国家和科学

技术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破坏性。通过资源共享 ,可以

使各成员馆“互享”信息 ,保障每个成员馆都能以更多

的信息资源满足本馆读者的需求。

由此可见 ,在现代 ,图书馆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文

献资源自给自足已是个神话 ,而在成本这个经济驱动

力作用下 ,图书馆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成为必须。

2 　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成本核算

在经济学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源共享 ,涉及各行

各业。图书馆资源共享是把信息商品或服务当作可

以在读者中共享的公共物品使用 ,每个消费者或读者

都可以从独立商品的共享中获益 ,所以读者的联合收

益是这一公共物品的共享收益 ;同样的 ,每个消费者

或读者在共享公共物品时都有成本付出 ,所有读者的

联合成本是该公共物品的共享成本。要核算图书馆

资源共享的成本 ,必须清楚其运作模式。

无论在传统技术条件下还是现代网络技术条件

下 ,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基本运作模式只有四种 : ①物

物交换 (batering) 。该模式在图书馆中最典型的是馆

际互借。这种形式很大部分是自愿行为 (也有少数是

要附加一些费用) ,成员馆之间相互提供帮助是无条

件的。②货币交易 (monetary exchange) 。即对某种服

务直接付款 ,如文献递送服务。该模式中的交易价值

通常是该业务市场价值的货币体现。③特许服务。

即由一方免费向另一方提供某种特许。这种方式通

常是对某些独特的群体 ,他们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图书

馆读者 ,但由于特殊原因 ,图书馆允许他们免费使用

图书馆的馆藏及服务。④共享中心。这种模式是指

依照协定或章程 ,各成员图书馆将某些分散的资源集

中放到一个中心去 ,由该中心指导对这些资源的再分

配和再利用。图书馆使用这种共享合作方式时 ,各成

员馆都向中心支付一定费用 ,以便中心能开展工作。

表面上看 ,这种模式是有计划的、稳定的状态 ,但实际

运作中没有任何有效措施能使所有的成员馆受到中

心规则的约束。

从上述四种模式可以得知 ,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成本

核算主要包括两部分 :图书馆成本核算和读者成本核算。

资源共享的最佳模式就是使两部分成本都最小。

在目前的网络条件下 ,信息技术的飞速变化 ,以

及图书馆对电子信息和数字交互应用给图书馆资源

共享的成本核算带来了许多困难。图书馆传统的成

本核算概念和标准必须扩展到能包含电子媒体和网

络服务 ,用基于电子商务的新测度方法来核算网络条

件下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成本。

2. 1 　图书馆的成本核算

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的总成本主要由以下几方

面的成本构成 : ①系统硬件成本 ———本地集成系统硬

件、终端、桌面计算机、各种服务器、打印机及扫描仪

等的购置费用。②网络通讯服务成本 ———电线、路由

器、调制解调器等网络基础设施的费用 ;支付 ISP (网

络服务提供商) 的服务费 ;支付局域网管理费等。③

软件成本 ———购买操作系统软件费用 ;获得站点授权

的费用 ;各种应用软件的购买费用 ;软件升级费用 ;用

户认证软件及网络安全软件 (如信息过滤软件等) 的

购买费用等。④培训及教育成本 ———馆员培训、用户

教育、提供相关文献、用户支持服务等的费用。⑤设

备更新及维护成本 ———为适应网络化需求而进行的

馆舍改建费 ;网络结构化布线的各种配套设备费用

等。⑥内容 (或资源)扩展成本 ———馆藏扩展、增加图

片、文献记录格式变化、图书馆网站设计及维护、商务

管理等的费用等。⑦程序设计、编制及管理成本 ———

招收新程序员费用 ;项目预算的费用 ;程序分析、计划

及结果测试的费用等。

网络环境下 ,图书馆资源共享意味着各成员馆都

必须从网络的角度重新考虑本馆信息资源体系的建

设与发展问题 ,每个成员馆都必须承担向其他成员馆

提供资源的义务 ,也必须分担网络运行和管理的费

用 ,这样才能融入一体化的信息资源体系中。

2. 2 　读者的成本核算

对于读者而言 ,通过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各种模式

获取资料和服务都是免费的。因此有些观点认为 ,在

资源共享模式下读者付出的成本为零。但是我们必

须认识到 ,读者为获取资源和服务付出了时间代价。

图书馆的成本只是图书馆资源共享总成本的一部分 ,

读者投入的时间价值也是需要考虑的一部分成本。

经济学中 ,用在某活动上的时间价值就是在那段

时间内错过了的机会的价值。例如 ,我们在睡眠时 ,

就失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做工作的机会 ;睡眠的时间价

值就是这个工作的机会的价值。在图书馆资源共享

中 ,读者的成本就是他为获取资源和服务而消费的时

间价值。

测算时间价值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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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时工资 ,时间成本就是消费信息商品的时间乘以

消费者的小时工资。例如 ,如果一位读者每小时能赚

20 元 ,而他通过馆际资源共享获得一篇文献全文花

了 30 分钟 ,则在该图书馆资源共享中 ,该读者的成本

为 10 元。

3 　图书馆资源共享的资金补偿

在讨论了图书馆转向资源共享的原因及其成本

核算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样的共享合作有实际意

义。这涉及资金补偿原则、手段及费用收取。

3. 1 　资金补偿原则和手段

国家政策鼓励和提倡资源共享的核心是对任何

科研人员而言 ,高校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及国家图书

馆的馆藏的存取、使用都是免费的。但是如果某些图

书馆为实现资源共享服务带来了额外成本 ,则可以给

这些图书馆相应的资金补偿。例如 ,我们都同意由一

个图书馆买资料而几个图书馆共用。那么这个负责

购买资料的图书馆可能被迫买一些本不需要的资料。

因此 ,该馆肩负了额外的责任 ,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支

撑它。纯粹利他主义的馆际资源共享在经济上讲是

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图书馆资源共享的资金补偿至少有三种可采用

的财经手段 : ①外在基金 (最好是来自国内或国际的

资金) ; ②对参加者征收每年的订阅费等 ; ③图书馆现

有资金转向使用。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 ,都必须兼顾

公平原则。因为任何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基本目的都

是为用户服务。任何对资源共享的管理应是公平的 ,

且收取费用的效力是为了兼顾公平原则。资源共享

的各成员馆必须在平等、互利、互惠前提下 ,采用“无

偿共建”、“有偿共享”的经济性原则 ,加强合作与协

调 ,才能更好地共享资源 ,提高整体效益。

3. 2 　费用收取方式

要使图书馆资源共享得以持续发展 ,必须对享受

共享服务的用户适当地收取费用。这一方面是对资

源提供者的一种资金补偿 ;另一方面可能以通过费用

的高低来调控资源的利用 ,同时也对资源使用者起到

约束作用。但如何确定费用的高低及收取方式是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收费高 ,资源的利用率低 ;收费低 ,

利用率虽高 ,资源的拥有者却要自己支付相当高的服

务费用 (如网络连接费用、服务人员劳务费用、资源维

护费用等) ,造成入不敷出 ,共享服务必然不能持久 ;

如果无偿提供资源 ,自己的资源就会被过度地利用 ,

失去对资源的控制 ,失去本馆的藏书特色。笔者认

为 ,可以通过对图书馆的资源划分“共享级别”的方式

解决这一问题 :不同级别的资源可以被不同的共享用

户使用 ,且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另外 ,共享资源的费用可以由代理图书馆承担、

由读者承担或代理图书馆与读者分担。

对代理图书馆而言 ,支付这笔费用是有益的 ,即

使这种费用超过其获得的资源的原定价也是值得的。

首先 ,它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其次 ,它可能获得一个

资源复本 ,并且这一资源“已经”被利用过 ,比之现有

馆藏中那些从未被利用的资源 (这类资源在图书馆大

量存在)发挥了更好的效益 ,而这正是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的目的之所在。

有偿共享也能改善代理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

通过共享服务的收费 ,给读者一种制约 ,使读者不会

“滥用”图书馆的共享服务 ,并且更加珍视图书馆及图

书馆人的劳动。读者对代理图书馆及服务者也形成

一种制约 ,迫使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

对读者而言 ,有偿共享也是可以接受的。前面讲

共享的成本核算时 ,提到过时间的价值 ,时间也是要

计算成本的。有偿资源共享的费用 ,与不能获得资料

或花费大量的差旅费和时间后才能获得相比 ,当然是

前者更划算。此外 ,用户为获得资料所付出的代价与

利用资料后产生的效益相比 ,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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