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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目前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现状，引出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基

础，将经济学中的知识溢出机制引入到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从知识溢出的构成要素、实现过程等角度提出我国

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设策略，包括分布式建设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和科学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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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 taking the CALIS as an example, the 
problems of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 in China have been put forward. Then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mechanism 
in economics is imported into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 resource and servic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roblems 
stated abo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academic digital library including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models,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ele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re finally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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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数字图书馆是高校建设之重，如何充分

协调、利用这些资源、技术和人才，改进高校数

字图书馆服务模式，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

要课题，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设已经成

为影响高校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因素 [1]。就现

阶段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现状而言，高等教

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属于比较成功的项目。

CALIS 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 工

程”、“九五”、“十五”总体规划中 3 个公共服务

体系之一。CALIS 管理中心设在北京大学，下设

了文理、工程、农学、医学 4 个全国文献信息服

务中心，华东北、华东南、华中、华南、西北、

西南、东北 7 个地区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和 1 个东

北地区国防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从 1998 年开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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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以来，CALIS 管理中心引进和共建了一系列国

内外文献数据库，包括大量的二次文献库和全文

数据库。迄今为止，参加 CALIS 项目建设和获取

CALIS 服务的成员馆已超过 500 家 [2] 。
纵观以 CALIS 为代表的我国数字图书馆建

设，特别是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建设的实践经

验，目前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存在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管理、建设机制方面，涉及国家统一领导、

机构合作发展、资金多元渠道、事业实体建设的

相互关系；可行的、符合我国当前数字图书馆事

业发展实际的、科学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体

系；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政策环境和制度机

制；资源与服务分布布局，资源与服务浪费现象

严重 [3]。基于以上研究需要，笔者将经济学中已

经得到成功应用的知识溢出机制引入我国高校数

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设中，合理布局我国高校

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设。

2 知识溢出相关概念
（1） 知识溢出的提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 Mac.Dougall 提出，

最初作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一个重要现象。

知识溢出和知识传播一样，都是知识扩散的一种

方式，两者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知识传播是知识

的复制，而知识溢出则是知识的再造。也就是说

溢出的知识被其他主体所占有和使用，并创造出

新的知识和技术。因此，一般来讲，知识溢出主

要是指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和交易过程中的

知识外泄现象 [4-5] 。
（2）知识溢出的作用：知识溢出从本质上讲

就是一种知识依附寄生形式。这种形式的知识依

附，一方面扩大了知识的现有价值，扩展了知识

的受益面，实现了更广泛范围的知识共享，促进

了社会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节约了

社会资源，降低了知识开发和技术革新的成本，

提高了知识创新的积极性，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

赢机制。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企业降低创新成

本与风险，提升创新效率 [6] 。知识溢出有利于集

群整体提高知识积累水平，激发集群内部的创新

活动，从而提升集群的创新能力。由此来看，知

识溢出这种充满活力的理论，对于一个组织的发

展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3） 知识溢出过程的三要素：一个完整的知

识溢出过程包含知识溢出源、知识溢出途径和知

识溢出接受者 3 个要素。其中，知识溢出源，即

知识溢出的来源，一般由比较成熟的、具有一定

规模的组织或者有经验的个人来承担。知识溢出

源又可以分为组织或集群内部知识源和集群外部

的知识源；知识溢出途径是指知识溢出实现的途

径，知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从知识溢出者流向知

识溢出接受者。通常是指人力资本流动、产品流

动、组织衍生及非正式交流渠道等途径；知识溢

出接受者是溢出知识的接受者，可以分为主动接

受溢出知识和不知情下接受溢出知识。

3 知识溢出机制的实施可行性
首先，从空间距离看，对显性知识的溢出

可以借助网络实现，对隐性知识的溢出，则寄

希望于其寄生体，也就是人的正式或非正式交

流来实现。高校占据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

对交流工作进行适当的引导，就能实现知识的

交流。从组织规模来看，各个高校图书馆的规

模存在差距，这也为知识溢出的产生提供了条

件，各个图书馆之间存在互相交流和吸收的必

要性。其次，从知识溢出的接受者的接受能力

来看，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人员一般都受

过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知识理解和吸收消化

能力较强，这也为知识溢出实现提供了有力的

条件。最后，从社会网络因素来看，高校之间

交流频繁，每年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和讲座等

活动的举办、科研项目的合作等都为知识溢出

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社会网络，高校为知识溢

出提供了其他领域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

知识溢出机制引入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建设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知识溢出机制

为构建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事业基本框架，推

演以发展模式为核心层，以建设机制、管理模

式、发展环境之间的合理配置和和谐关系构建

为 基 础 层， 以 方 法 机 制、 研 究 机 制、 事 业 机

制为应用层，以政策、规章、制度、条例、人

员、经 费为环境因素的多维事业建设框架提供

理论参考。以此为基础，笔者提出了基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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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机制的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

设策略。

4 知识溢出机制策略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机制包括数字资源建设

机制（包括数字资源的发展、保存和评价体系建

设）、数字图书馆服务建设机制、数字图书馆运行

机制、数字图书馆管理机制。其中以资源建设为

基点，以服务应用为中心，以运行管理为手段，

以制度规范为保障，使我国数字图书馆从规范控

制和管理上得到统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最优化，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本文将从资源与

服务的分布式建设机制、市场化运行机制和科学

管理机制等 3 个方面对在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与

服务建设中引入知识溢出机制进行论述并提出相

应的发展策略。

4.1 分布式建设模式

分布式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产生的原因是海

量数字资源及资源的多样性、异构性，因此要采

用统一的平台。分布式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体现

了现代数字图书馆个性化、多样化和主动化的特

点。

分布式主要是指资源和服务的分布式建设。

分布式数字图书馆建设具体是指将资源、服务、

设施、人才等按照国家、省市、馆界、大学各级

分布式建设，然后再将分布的资源和服务整合起

来，并采取统一的检索机制、统一的认证、调

度、结算。主要通过网格技术实现分布式检索、

分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和智能化服务。网格技

术是继 Internet 和 Web 之后的第 3 次信息技术浪

潮，分为资源层、中间层（即协议、接口、软件

等）、应用层等 3 层。

根据知识溢出理论，一方面将高校数字图书

馆的资源和服务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建立高校数

字图书馆联盟，分布式建设资源和服务，通过各

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溢出渠道，促进联盟内和联盟

间的知识溢出，从而促进知识创新，使得资源和

服务的使用效率发挥到最大。另一方面将知识溢

出和吸收再创新后的产物，即统一出力后的资源

和服务集成起来，通过统一的检索平台和服务界

面，提供给用户使用。

4.2 市场化运行机制

在运行机制上，徐引篪提出将公私合作引入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在政府资金支持有限的情况

下，充分吸收来自社会各界的资金，整合公共机

构和私人机构资源，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共同服

务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 [7] 。目前，知识溢出机制

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其强调的竞争机制。只要

不同的知识主体之间存在知识差，并且知识主体

有强烈的知识获取欲望，即竞争意识，就会产生

知识溢出。因此知识溢出机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竞争和垄断对于知识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波

特经过研究发现，是竞争而不是垄断促进创新的

发生和应用，从而促进发展。单方面的政府或个

人的垄断行为，只会造成组织和个人的懒惰，只

会贪图安逸，不愿意进行创新，这一理论也适用

于高校图书馆建设。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数字图

书馆资源与服务建设，在大联合的基础之上，转

变传统的等、靠、要的传统思想，借鉴国外先进

的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设经验，结合自身的

特点，通过与各行业的强强联合，吸收其优势，

创新自身体制，走市场化运行道路，刺激高校图

书馆之间的知识竞争意识，促进知识溢出的产

生，提升企业和高校图书馆资源和服务水平 [8] 。
4.3 科学管理模式

管理主要涉及范围包括相关的规章制度、人

力资源的管理和资源建设过程中涉及法律问题，

如版权问题等。高校数字图书馆管理要在一定的

社会和法律环境之下，处理好图书馆发展和国家

法规之间的关系，保障图书馆高效发展、运作。

特别是关于数字资源的版权问题，数字图书馆要

积极促进行业法律法规的形成，保障作者和图书

馆共同的利益，即在保证知识产权的条件下实现

知识溢出 [8-10]。

在管理模式的选择方面，我国主要采取企

业式的管理模式，即借鉴企业成功的管理理念和

经验管理图书馆，这种方式是将成熟的企业管理

理念直接应用到高校图书馆，没有考虑企业与高

校图书馆的具体差别，因此在应用条件上也存在

一定的差别。从知识溢出的要素和环节来看，一

方面要建立大型、高素质企业和高校图书馆之间

的亦合作亦竞争的关系，为两者知识溢出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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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图书馆自身建设，提高图书

馆员的素质，提高知识溢出的吸收效果 [11]。

5  结语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一直都是我国信息化进

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其重要性一直受到社会广

泛的关注，然而长期以来，传统思想一直禁锢着

其发展。本文将一种极具活力、并且在经济学领

域得到很好应用、成熟的发展机制知识溢出理论

引入到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当中。通过分析知识

溢出机制引入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

设中的可行性，并从知识溢出的构成要素出发，

提出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未来资源和服务发展策

略，为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建设注入

新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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