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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经 济 与 图 书 馆 产 业 化

ABSTRACT　Wit h t he coming of a knowledge economy , knowledge

is becoming a real capital and source of t reasure . Wit h such kind of t rea2
sure , libraries are among basic indust ries of a knowledge economy. There2
fore , library indust rialisation is a major way of library develop ment . We

should change t he present condition in which libraries are separated f rom

production , research and market s , an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 he p roduc2
tion and consumption of knowledge , realising and expanding t he property

of libraries. By macroscopic regulation , t he government should lead li2
braries into activities of a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Knowledge economy. Library. Indust rialisation . Ba2
sic indus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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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赋予图书馆以新的内涵

和地位 ,从而决定了图书馆将成为知识经济的基础

产业之一。

1 　图书馆发展的新概念 :知识经济的

基础产业

1996 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 ECD) 在

《1996 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提出 :“人

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 (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

产和使用 (消费) 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1 ] 。明

确定义了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

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2 ]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同的生产要素

构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类型 ,其逻辑关系依

次为资源型经济、劳动型经济、资本型经济、技术型

经济和知识型经济。后一种类型是前一种的演进和

变革 ,正如资本和资源在 300 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

力一样 ,目前的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

资本和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以下有关

知识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值得我们深思 :

1. 1 　知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理

论模型均注重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能源 ,强调资

本的投入与组合 ,技术的优势 ,资源的禀赋等。而在

知识经济时代 ,脑力、智慧和知识将成为生产要素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劳动将由体力变为智力。

当今社会 ,知识累积的速度呈爆炸性增长。据

测算 ,全世界 60 年代信息总量为 72 万亿字符 ,80

年代为 500 万亿字符 ,到 1995 年的知识信息总量为

1985 年的 2400 倍[3 ] ,大批科技成果很快转化为生

产力和商品 ,人们已无法用传统方式来查全论文和

科技成果 ,因此科学、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和社会

各个领域都在呼唤一个新产业的诞生。

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据统

计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20 世纪初为

20 %左右 ,五六十年代为 40 %～50 % ,现在则上升

到 80 %左右[4 ] 。从 1900～1990 年的 90 年间 ,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ross Do2
mestic Produet ,简称 GDP)的比为 8 :1 [5 ] ,国际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 GDP 的近 50 %是来自

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 [6 ] 。以往的传统经验已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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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当今不断创新与变革的时代。高科技的分类

不再以探索系统知识为标准 ,而是以追求效用为标

准。如信息科学就是以光电子学、大规模集成电路

和计算机科学来加快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输为目

的的多学科的综合运用。知识进步已成为当今经济

发展的主要增长点。1997 年 9 月 29 日 ,美国《福布

斯》杂志公布的全美富豪排行榜上 ,微软公司总裁比

尔·盖茨 以 398 亿美元位居第一 ,比上一年增加了

213 亿美元 ,并连续 3 年位居首富 ,目前其资产仍以

平均每周 4 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微软公司的股票

市值超过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 3 大汽车公司股

票市值的总和[7 ] ,由此可见 ,在现代经济中 ,知识正

逐步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财富。

1. 2 　人才竞争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市

场竞争的焦点
知识本位的经济意味着知识分别作为生产要

素、媒介和产成品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中 ,它要求参

与生产的劳动者都必须是该领域的知识分子 ,由此

导致人才竞争在知识经济市场竞争中的主导作用。

美国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在 1993 年指出 ,泰勒

时代 10 名工人中有 9 名干体力活 ,即 9/ 10[8 ] ,50 年

代大致如此 ,90 年代 1/ 5 ;到 2010 年只占 1/ 10[9 ] 。

由于人力资本“不像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 ,它们能够

通过累积而扩张 ,从而能够依所有权而保持高度的

集中 ,人力资本在任何规模上的扩展即必然会涉及

在人口间的更广泛的分配”[10 ] ,因此不断学习已成

为工作的必需 ,教育尤其是继续教育 (终生教育) 就

显得更为重要。在普通社会成员中 ,就业率和富有

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受教育的程度越高 ,更有

其内在动力 ,其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随

着时间的推移 ,人力资本的贬值比智力资本的贬值

要快得多。总之 ,技术进步 ,经济结构转换的加速 ,

经济和市场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人才的竞

争 ,因此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会越来越

高 ,这就增加了高素质劳动力接受继续教育的需求。

1. 3 　信息产业日益成为主导性产业
随着知识和人才资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 ,人才及其知识 (智力) 占据了经济的主导

地位。目前美国许多高技术企业中 ,知识、智力等无

形资产已超过有形资产的 60 %[11 ] ,信息产业也日益

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人们通过对信息

产业的投资 (如各类咨询、网络及大众传播等) 获得

更新的知识、信息和人才 ,进而获得相应的市场和利

润 ,从而改善产业结构 ,又更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

迅猛发展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

80 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产值以平均

15 %的速度增长 ,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的 3～5 倍。全世界信息产业的销售总额 1980 年为

2370 亿美元 ,1983 年达到 3300 亿美元 ,1990 年增

至 6490 亿美元 ,并以每年 8 %～10 %的速度递增 ,

美国信息服务业总营业额 1990 年比 1981 年增长了

60 %以上[12 ] 。这些都预示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将明

显超越传统产业而成为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

1. 4 　知识创新要求将图书馆作为基础

产业之一优先发展
江泽民主席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知识经济时代竞

争的实质就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竞争 ,归根结

底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潜力的创新人才的竞争 ,

也就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这就决定了教育成为整

个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基础 ,确立了教育的战略产业

地位。鉴于“到 2020 年人类所应用的知识有 90 %

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 ,今天的大学生在毕业时 ,其所

学知识就有 60 %～70 %已经过时”[13 ] ,因而 ,人们终

生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了解新情况 ,适应新的环

境的挑战。教育的过程已不仅仅集中在传统意义上

的学校 ,特别是继续教育和各种形式的教育 ,应成为

全社会的行为。图书馆是进行这种教育的重要机构

和场所。

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将知识分为 4 类 :1.

关于事实和现象的知识 ( Know2what ) ;2. 关于自然

规律和原理方面的科学理论 ( Know2why) ; 3. 关于

技能和诀窍方面 ,了解怎么做的知识 ( Know2now) ;

4.知道是谁知道怎么做的人力资源的知识 ( Know2
now) [14 ] 。上述分类主要是从技术角度或自然科学

角度、从对社会发展的效用来区分的 ,如果从全社会

的角度看 ,第一类知识也应包含社会规律和原理方

面的知识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部科学知识。而这

些又以文献的形式收藏于各类图书馆中。因此知识

经济时代 ,图书馆实际上蕴藏了大量的资本。但是 ,

知识的利用程度取决于个人对知识的吸取、加工 ,现

代信息技术越发展 ,知识资源越丰富 ,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劳动对于知识资本的积累和配置 ,对于人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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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掌握新知识就越显得重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 ,图书馆已不可能仅仅是一个

服务性的文化事业 ,它应该成为整个国民教育的重

要部分 ,成为获取知识、加工知识、配置知识资源的

基础产业 ,承担起生产、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重任 ,

它的发展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源的培养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962 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

马克卢普在《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中提出了

知识产业 ( Knowledge Indnsty) 的概念的外延包括

传播业和信息服务。美国经济学家、信息学家马克·

波拉特也根据每种职业的信息服务和它们的经济价

值 ,将图书馆工作列入“第一信息部门”[15 ] 。所以 ,

图书馆事业应该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优先发

展。

2 　非产业运行 ———图书馆发展的主要

障碍

1949 年以后 ,我国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 ,然而 ,经费的短缺 ,设施的落后 ,又是目前许多图

书馆无法否认的现实。国家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事

业发展的需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图书馆事业的非

产业化运行。

2. 1 　图书馆事业的投入和运转被视为单纯的消费 ,

没有建立起图书馆事业自身的投入产出机制和图书

馆整体效益的经济观念 ,以致无法形成“以图养图”

的良性循环 ,每年大批人才通过图书馆取得大量的

知识成果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成果在投入社会

时 ,却没有使图书馆得到相应的价值实现或补偿。

由于投入图书馆的资本不能发生增殖 ,连其自身的

生存也必须依赖于外界的再注入 ,因而使图书馆始

终表现为非生产性。

2. 2 　图书馆始终被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 ,其行为

被作为政府行为 ,单纯地依赖政府过问和财政拨款。

作为只讲服务和奉献的公益事业 ,政府投资是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唯一来源。然而 ,随着出版等各项事

业的改制 ,各项业务及行政费用的上涨 ,政府对图书

馆事业的投资越多 ,负担越大 ,再投资的能力相对来

说就越萎缩。

2. 3 　传统的国家投资与管理体制割断了图书馆与

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联系 ,从而导致了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失衡和停滞 ,带来了以下不良后果 :

(1) 图书馆事业缺乏必要的资本供给 (欧美图

书馆尚可通过自行筹款来解决) ,从而缺乏动态的经

济支撑 ,与其它事业比发展相对萎缩。

(2) 由于强调服务和奉献 ,长期以来图书馆信

息资源和信息加工的成本一直没有界定 ,因此一直

被社会无偿地使用。

(3) 图书馆发展失去市场引导而无视环境和发

展的需要 ,造成办馆方针、藏书和服务手段大量雷

同 ,低水平重复建设。

(4) 没有理顺图书馆事业的经济关系 ,违背了

“谁受益 ,谁负担”的基本经济原则。人们利用图书

馆的过程结束后 ,最终的直接受益者纯粹是使用者

个人及其被服务的部门。作为受益者 ,应该支付相

应的代价 ,然而 ,长期以来 ,图书馆的成果却被隐形

化了 ,致使图书馆工作者的劳动得不到其价值实现 ,

社会地位得不到相应的承认 ,图书馆的投资得不到

正常的回收和增殖 ,从而制约了图书馆事业的健康

发展。

长期以来 ,图书馆始终是通过牺牲自己来供养

别人 ,长期的无价值观导致了经济学中图书馆经济

学研究的空白 ,使图书馆缺乏造血机能 ,经常出现供

血不足 ,图书馆人面对的仍然是“低谷”和苍白无力

的拨款呼吁 ,现在 ,一些新兴的信息产业部门 ,如咨

询业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费 ,作为知识经济基础产

业的图书馆事业也到了应该引起人们应有的承认和

重视的时候了 !

3 　图书馆产业化 ———建立图书馆事业

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根本途径

图书馆产业化就是要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和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为导向 ,以促进图书馆事

业向信息产业迈进为目的 ,通过总体布局、重点突破

构建图书馆内在的投入与产出机制 ,理顺投资者、经

办者和受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 ,加强网络体系和信

息构建 ,建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体系。

3. 1 　图书馆事业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这

是图书馆生存的前提。图书馆工作的对象和服务内

容应该转到加强信息处理以适应人力资本增殖的需

要上来 ;另一方面 ,图书馆事业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

产业 ,其运行机制应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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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必须建立图书馆内在的投入与收益的运转机

制 ,这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在市场

经济大环境中 ,图书馆应以经济效益为核心 ,通过建

立产业化机制使图书馆逐步走上以信息产品养活图

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而不再仅仅依靠政府的

拨款。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无偿提供信息和服

务的窘困境地。

3. 3 　建立新型的经济关系 ,投资者获得社会平均投

资收益率 ;图书馆管理者获得平均利润 ;使用者个人

或相关部门根据受益程度支付相应的费用 ,从而形成

一个完善的运行机制 ,使图书馆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知识经济要比信

息经济、信息社会更加宽泛 ,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

事信息处理工作 ,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 ,既是资本 ,也是决定分配的主要因素 ,这就

为图书馆产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运转的社会环

境。其次 ,国有企业、科研系统体制的改革 ,也为图

书馆产业化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再者 ,新兴的与图

书馆相近的信息服务和咨询业的产业化 ,也为图书

馆产业化和图书馆资本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例证。

3. 4 　鉴于图书馆的公益性和人们的传统习惯 ,走图

书馆产业化的道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首先应做好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向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大力宣传图书馆

是“第一信息部门”,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的思想 ,

以期转变观念、解放思想 ,为图书馆的产业化扫清障

碍。

(2) 积极推进图书馆的体制改革 ,创造新的组

织管理体系 ,搞好资源配置 ,推进图书馆的数字化改

造 ,使图书馆从传统的以文本形式进行信息服务 ,转

为以计算机处理和数据库开发经营为主的信息服务

和咨询产业。打破旧有的图书馆与生产、科研及市

场分割的封闭格局 ,形成信息的获取、加工、使用、配

置和传播的产业链 ,积极参与知识的生产、消费和收

入分配活动 ,使图书馆的产权得到充分的实现和适

度的扩展 ,促进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

(3) 加强对图书馆生产性劳动和图书馆工作价

值合理评估的研究 ,促进图书馆产业化机制的形成 ,

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国家有关部门 ,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 ,通过

宏观调控和监督 ,制定并实施图书馆作为基础产业优

先发展的政策 ,规范政府及其它部门的投资行为 ,明

确投资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 ,保证图书

馆产业在实现其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效益。

当然 ,由于图书馆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发

挥着特殊的作用 ,在许多人的思想中已形成一种思

维定势 ,其产业化的道路将会十分艰巨 ,而实现产业

化的途径和具体形式与社会其他生产部门必定会有

许多差异。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 ,随着传统的工业社

会被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所取代 ,人们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必将发生变革 ,图书馆是知识

经济的基础产业的观念 ,必然会植根于人们思想中 ,

我们更应该看到 ,在知识已成为资源 ,人力成为资本

的知识经济时代 ,图书馆必须进行产业化改造 ,才能

适应知识就是商品 ,知识的转移就是商品的交换的

新形势 ,才能切实改善图书馆的形象及其经济、社会

地位。要充分认识到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图书馆培

养人才 ,因而使人力资本增殖 ;图书馆配置和传播知

识 ,因而它拥有和创造知识 ,并通过扩散来实现其价

值 ,所以它才成为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知识经济的

基础产业。正因为此 ,图书馆的产业化也必将大大

加快我们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 ,并将大大缩短

我国与世界经济大国在知识创新上的距离 ,加快我

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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