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9 ─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1 年 5 月	 第 43 卷第 3 期	 29-32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3 No.3  29-32， May. 2011

科技信息资源管理的长尾现象

王云峰

（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江苏南京　210093;

2. 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29）

摘要：在网络时代，长尾的影响逐渐显现。“去中心化”、网络信息的增长以及信息获取的多样化对于传统的科技信

息资源方式提出了挑战。从长尾的影响范围、管理方式、实现方式、实现方法等各个角度探讨了长尾现象本身以及其对

科技信息资源管理的影响。并初步从思维方式的转变、社会化工具以及管理模式的变化等方面讨论了相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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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he impact of long tail gradually spread. "decentralization", growth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varieties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is a challenge for traditional management way. In this paper, scope of 
impact,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long tail are discussed. Social application, changes of 
thinking method and management aspect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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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是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

科技物力资源、科技信息资源及科技组织资源要

素的总和。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

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资源的数量、质

量、配置和开发、利用的效率。进入 21 世纪，

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作为科学研究和

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和基础条件，科技信息资源

是整合、管理和协调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达国家均十分重视科技信息资源建设和管

理活动，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推动科

技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般而言，决定科

技信息资源配置的多为二八定律（也称帕累托定

律），但随着网络时代到来，一种被称为长尾理

论的新事物开始出现。有研究认为长尾理论是对

二八定律的彻底颠覆 [1]，也有学者认为长尾理论

只是二八定律在网络时代的另外一种形式表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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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长尾理论的确为科技信息资源管理

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式。

1 二八定律与长尾理论
“二八定律”也称为 20/80 法则，是意大利经

济学家菲尔弗雷多 • 帕累托在 1897 年归纳出的一

个统计结论，即 20％的人口享有 80％的财富。

二八定律认为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关

系，往往 20% 的投入可以得到 80% 的产出。因而

人们往往对重要的 20％予以重视，而忽视其余的

80％。而“长尾”则由《连线》杂志的主编克里

斯 • 安德森在 2004 年的一篇同名文章中提出。长

尾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

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

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

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从本质上讲，长尾意指无

限小众市场的价值总和超过那些热门商品 [3]。长

尾实现的基础是网络时代出现的丰饶经济学，电

子数据可以用几近忽略的成本进行复制和传播，

从而出现了无限多样的选择性。在长尾理论中，

最关键的两个词汇是“小众”和“去中心化”。因

为有无穷的选择，原先不为人重视的小众市场开

始显现，又因为选择的多样性，原先的高度集中

开始转为扁平化和多中心化。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在图书情报、科技管

理、高校管理以及经济管理等各个领域，均有学

者进行长尾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认为，二八定

律是传统经济时代的产物，以“稀缺”为常态，

追逐大规模生产的“短头”，而长尾理论则以网

络经济为基础，以“丰饶”为常态，追求多种生

产的长尾 [4]。二八定律的基础是资源的稀缺性，

因为稀缺，因而有必要进行取舍，而长尾定律的

基础则是丰饶经济学，重要的是实现规模效益。

丰饶经济学创始人克里斯 • 安德森认为，在互联

网上通过一个成本几乎不计的工具来创造资源，

无数生产者的劳动成果——“数字资源”就造就

了一个“丰饶经济”。表面看来，长尾理论是对

二八定律的颠覆，实际上是在互联网环境下，

对主流模式的补充与完善，核心是借助网络的便

捷，加强协调与组织，激发边缘化、沉默化的众

多潜能，实现规模效益。有案例说明，即使作为

长尾理论典型例子的 Youtube 网站中，上传视频

的也仅为小部分用户，大部分用户仍然只是浏览

而已 [5]。这足以证明，二八定律并未过时，但长

尾定律也确实带来了网络时代信息资源的变化。

2 长尾对科技信息资源管理的影响
在传统的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中，由于信息

资源多为纸质，较为稀缺，故而采用二八定律方

式，即在部分领域进行部署，争取实现局部突

破，加大 20％左右的重大、重点项目的监督管

理。因而往往关注重点在曲线“头部”的单位和

项目，而忽视处于曲线“尾部”的大多数单位或

项目 [6]。

进入网络时代，科技信息资源飞速增长，

且多为数字资源。信息来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期

刊、图书以及电子数据库，以博客、微博、网络

百科全书为代表的全新信息资源开始出现。除传

统的结构化信息外，大量的非结构化乃至碎片化

的信息大量涌现。信息资源不再局限于单一数据

库，互联网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资源。随

着 3G 时代的来临，信息获取的方式多种多样，

移动终端成为获取科技信息的新途径。原有资源

建设方式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渐出现

了长尾现象。

2.1 对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

长尾理论产生于网络。随着科技信息资源数

字化，在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中出现了长尾现象。

信息资源除科技文献如期刊、图书等外，还包括

科学数据及专利标准、科研共用信息、行业专业

信息等。科技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各类信息在

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

目前多数纸质信息资源已转化为数字资源并可通

过互联网进行检索，二八定律的取舍原则在信息

资源管理中已不能满足需要，因而长尾现象在数

字型的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中表现更为突出。

2. 2 对科技资源管理方式的影响

在网络时代之前，科技信息资源集中在某一

核心领域或者某一核心单位，这是二八定律的体

现。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相关费用迅速

降低，资源不再集中，而是分散在网络世界的各

个角落，这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克里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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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曾明确指出，随着各种成本的持续降低，

科技发展得到了持续的动力 [7]。受此影响，科技

信息资源需要改变现有的管理与配置资源的模

式。就这点而言，长尾则可以从体制外对科技信

息资源管理方式进行一次改变。

利用全新的社会性软件，充分挖掘用户的潜

在能力，在互联网这个新型的信息环境中发挥作

用。大众具有一定的信息筛选、组织、传播、评

价和选择的能力，因而长尾意味着高度集中控制

向分布集中控制转变，简单地说就是世界更加扁

平和多元 [8]。由此可见，长尾实现的方式为自下

而上，或称为“去中心化”，从而改变科技信息资

源的管理方式。

3 长尾的实现方式与方法
3.1 长尾的实现方式

长尾的实现方式为“积少成多”，前提是几

乎可以忽略的传递以及配置成本，这样的方式为

现行的科技资源管理指出了一条新路。在利用长

尾理论进行商业活动的互联网企业中，较为注重

的是销售的数量，而不是单位产品利润。这是因

为互联网企业销售的是虚拟产品，在固定成本之

外，支付和配送成本几乎为 0。一般而言，最理

想的长尾商业模式是：成本是定值，而销量可以

无限增长。为了更好地发挥长尾的作用，需要提

高用户的兴趣。通过鼓励用户尝试，将众多可以

忽略不计的零散流量，汇集成巨大的价值。如

Google Adsense 通过在小网站上发布相关广告，

带给站长们一种全新的低门槛的盈利渠道，同时

把众多小网站的流量汇集成为统一的广告媒体。

3.2 长尾的实现方法

从微观角度而言，长尾得以实现，多借助于

各种社会化工具，如博客、RSS、社交网络服务

（SNS）网站以及微博等。在科学研究中，这些工

具也有所体现，如利用 RSS 工具来长期关注某

些特定的专题或期刊，使用各种知识管理软件如

Endnote Web 实现在线知识管理的功能，专业性

的社交网络有助于学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总而言

之，长尾的作用在于改变信息搜集、整理和使用

的方法，提高效率。

4 对策
4.1 形成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

长尾建立在“去中心化”的基础上。用户不

再仅仅是使用者，还可能是信息的创建者与传播

者。信息也不再拘囿于“信息孤岛”，而是分布在

网络世界的各个角落。将分散的、多种形式的信

息资源进行整合，实行自下而上，充分发挥个人

潜能的管理方式是可行性方案之一。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而是

中心不再固定不变。这也给科技信息资源管理工

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4.2 加强信息挖掘与知识管理

传统的科技信息资源管理注重核心资源的利

用，导致大量“尾部”信息被湮没。我们应利用

新技术将这些信息挖掘出来并加以开发，提高资

源的利用率。统称为 Web 2.0 的技术在过去几年

中已经在互联网中获得广泛应用。其中应用最广

泛的是博客、维客、播客、标签以及社交网络服

务。其共同特点是“互动”，有助于信息的整合、

挖掘和使用。而这些技术的实施并不复杂，不需

要复杂的技术整合。这种社会化工具还可以提高

工作效率，纽约大学副教授 Clay Shirky 把企业中

未获得充分利用的人力潜能称为大量的“认知剩

余”，并认为可以使用参与式工具来开发利用此类

潜能 [9]。除此之外，目前的社会化工具能够广泛

吸引大众的参与，通过社交网站的形式，可以将

世界各地的用户融合在一起，畅所欲言，将隐性

知识转化为显性。科技信息资源管理可以借鉴这

样的工作方式，实现知识管理的目的。

4.3 建立“用户创新”的管理模式

社会化工具目前在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中的

实际应用较少，企业则对其在日常工作中的使用

有相关研究，可以作为借鉴。麦肯锡公司的研究

就提出 Web 2.0 在企业中的运行方式，主要为：

（1）向自下而上的文化转变需要来自高层的推动；

（2）最佳用途由用户决定，但需要企业来推动它

们的规模化；（3）将所使用的技术纳入日常工作流

程中；（4）满足参与者的自我实现愿望和需求，而

不是仅仅提供金钱激励；（5）正确的解决办法来自

正确的参与者，要锁定能够形成大规模参与并创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 43 卷第 3 期  2011 年 5 月

─ 32 ─

造价值的用户；（6）平衡运用对风险的自上而下的

控制和自我管理 [10]。

科技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科技创

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Eric von 
Hippel 根据一份企业调查指出：在企业的利润增

长中，技术创新因素占 40%，资源因素占 20%，

人 均 资 本 增 加 因 素 占 15%， 规 模 经 济 因 素 占

13%，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占 12%。以前人们认为

规模经济和人均资本的增加是创造利润的主宰。

但在当前，两者之和也只有 28%，而创新和劳动

者素质的提高却占了 52%[11]。Hippel 据此创立了

“用户创新”的理论，提出生产者为中心的创新

模式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转变。美国

《连线》杂志记者杰夫 • 豪甚至以此为基础提出了

“众包”的概念，即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

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

定的 ( 而且通常是大型的 ) 大众网络的做法。其

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这也正是长尾理论所提

示的那样，注重尾部，挖掘出不为人知的潜力。

以上所述虽然是企业对于社会化工具采取的态

度，但对于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5 结论
长尾只是一个表象，真正对科技资源管理起

到影响作用的是外围环境的变化以及以 Web 2.0
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的兴起，当然，最核心

的还是理念的改变。理念在变化，网络在变化，

技术在变化，处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应

当适应全新环境，推进科技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

发展。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适应“去中心化”，

实现自下而上的资源管理模式，并成功地利用以

SNS 为代表的社会化工具实现“用户创新”，将

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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