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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将中国知网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在国内供用户免

费使用。乍看来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政府购买中国知网服务，会忽视

相关公司如万方、维普和超星等企业的利益，有失公平，必将助长行业垄断、遏制行业竞争，从

而扼杀行业创新力，继而损伤大众知识获取权益，引发知识内容领域的分化，导致知识产业链的

断裂。

在数字出版高速发展、语义组织即将到来，而各种知识分享网站、网课、微课层出不穷的

今天，如何更好地满足社会各阶层对知识分享的需求，建立知识普惠机制，提升市场对文献资

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政府文献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一直是全民关注的核心议题。借鉴消费券

和创新券的方式，将论文浏览和下载功能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激励知识获取的普惠服务；激励

企业向深度服务（如论文查重、论文引用检索、大数据服务等）转型升级，应该是数字化企业

的发展选择。

近来很多城市开启疫后经济复苏模式，推出电子消费券，以促消费、扩内需、保增长。企业

发放消费券作为扩大市场的促销手段，政府发放消费券以增加民众购买力来提振消费热情，带动

生产端的回暖，从而稳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近年来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需求为目标，各地科

技部门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研发人员购买科研服务，科研服务人员持创新券到政

府部门兑现，以此带动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投入，成为推动社会企业创新的良好举措。

为此，建议设立类似于消费券、创新券的知识券，针对文献信息的获取，以统一的价格或

成本，让有文献信息或知识需求的用户利用知识券向相关信息机构，包括图书馆、情报所、数据

公司、出版机构等购买服务，一方面可以激发和满足大众信息知识需求，解决信息服务中受经费

限制出现的不平衡矛盾；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各相关服务机构开展竞争，更好地提升服务产品和功

能，从而提升资源的使用价值。

要提升知识券政策效果，需要完善相关标准、规则、程序、办法；明确知识券发放对象、支

持范围、主要用途、工作程序、保障条件等内容。在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同时，推动知识分

享，促进知识学习，并带动大众的知识付费意识，让大众自主选择服务体验好、服务质量高的相

关平台和机构，同时也带动信息机构提升服务意愿、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活跃科技信息市场，

促进文献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合作竞争，实现信息供给与知识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

消费券、创新券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