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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研究∗

傅文奇　 吴小翠

摘　 要　 近年来图书馆使用电子书版权的方式发生较大的变化，根据图书馆电子书平台的管理主体，可以将电子

书的版权授权链划分为集成商主导、出版商主导和图书馆主导三种授权链模式；图书馆电子书的版权授权模式分

为单用户、多用户和混合用户三大模式七个类型，不同模式和类型有各自的特征。 调研发现，当前图书馆电子书

版权授权模式主要由电子书提供商推行，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对图书馆电子书资源建设和服务产生了

不利影响；建立合理的版权授权模式需要各利益主体树立生态观的思维，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相互妥协。 优化图

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的策略有：政府牵头完善电子书版权授权机制，充分发挥图书馆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

与不同利益群体共赢合作的关系，健全电子书市场竞争机制。 图 ４。 参考文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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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ｂｏｏｋｓ ｍａｒｋｅｔ． ４ ｆｉｇｓ． ３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ｏｏｋｓ．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２０１１ 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图书馆

电子书服务在数字资源需求和信息技术发展的

双重驱动下，得到快速发展。 获得电子书提供

商的授权许可是图书馆获得作品使用权的依

据，也是图书馆用户使用电子书的前提条件。
不少电子书提供商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益，
改变原有的、较为单一的版权授权条件，减少了

无时间期限、无次数限制、无并发用户限制的买

断方式，增加电子书许可使用的限制条款，影响

了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服务的发展，加剧了图书

馆和电子书提供商之间的冲突。
近几年学术界对于图书馆电子书的版权授

权许可研究越来越重视，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

成果。 Ｓｏｏｋｍａｎ 和 Ｇｌｏｖｅｒ 从版权法与许可合同的

角度分析图书馆借阅服务与纸质书时代的区别，
概括许可协议给图书馆借阅服务带来的新特

点［１］ 。 Ｍａｓａｎｇｏ 探讨了印刷媒体版权法和公平交

易豁免的起源，论述了包含公平交易豁免的数字

许可协议对图书馆采购和学术图书馆用户的影

响［２］ 。 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探讨了在数字化与民主化的社会

背景下，亚马逊许可协议内容对图书馆带来的可

能影响［３］ 。 Ｏｊａｌａ［４］ 和 Ａｒｃｈｅｒ［５］ 均以哈珀柯林斯

（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出版商电子书借阅政策的变化

为例，论述许可协议给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带来的

新挑战。 Ｂｕｌｏｃｋ 调查 １０８ 个高校图书馆馆员对于

电子资源永久访问的态度，认为图书馆员应该不

断跟踪永久访问的电子资源和调整馆藏信息资

源［６］ 。 朱榕认为电子书内容的授权存在严重的

权利瑕疵，电子书著作权授权存在许多障碍，如
权利人对电子书的信任危机、电子书著作权授权

渠道不畅、出版社授权的数字作品数量少和电子

书著作权利益关系不清［７］ 。 严玲艳和傅文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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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不同利益群体在电子书借

阅服务中的利益关系，提出合理的版权许可使用

协议应由大型图书馆联盟联合主要出版商共同

制订双方认可的标准模板［８］ 。 刘靖雯分析了电

子书提供商的营销模式，指出电子书版权授权障

碍的本质是利益失衡［９］ 。 刘骁和魏来认为，电子

书借阅服务过程中的版权问题使版权所有人与

社会公众的利益出现了矛盾，阻碍了图书馆为读

者提供电子书阅读的深化服务，建议图书馆加强

版权管理，审核电子书供应商所拥有版权的有效

性，合理使用通过合法渠道购买的电子产品［１０］ 。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该领域关注较

早，研究更加深入，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图书馆电

子书授权的内容或某个具体条款，以及电子书授

权协议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国内研究则主要集

中在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服务中的许可使用问题。
目前，国内外虽然有很多文献从总体上探讨图书

馆数字资源许可使用问题，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

电子期刊，但电子书的授权许可与电子期刊有很

大的不同。 鉴于此，本文在疏理图书馆电子书版

权授权链的基础上，探讨授权模式的类型和特

点，并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分析两国授权模式的应

用现状，提出改善现有的不合理授权模式的策

略，期望对促进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和壮大电子书

产业生态系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１　 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链分析

电子书的出版、销售和利用三个环节涉及

作者、出版商、集成商、自出版公司、批发商、代
理商、图书馆和用户等多个利益群体的利益。
通常，作者将作品的电子出版权授权给出版商，
出版商再通过集成商或者自己的平台将电子书

销售给图书馆。 出版商、集成商、自出版公司、
批发商和代理商统称为提供商，前两者可以将

电子书存储和整合到自己的电子书服务平台，
图书馆用户通过图书馆主页访问提供商的平

台；而后三者没有自己的服务平台，只是直接或

间接向图书馆销售电子书。 根据图书馆电子书

平台的管理主体，我们可以将版权授权链划分

为三个主要模式，即集成商主导模式、出版商主

导模式和图书馆主导模式。

１．１　 集成商主导模式

集成商主导模式在三种授权链模式中应用

最为广泛，采取该模式的国内集成商有方正、超
星，国外主要有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 和 ＥＢＬ
（ＥＢｏｏ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等公司。 对于图书馆来说，电子

书集成商的作用是两面的，一方面，集成商整合

各出版商资源到统一平台，供图书馆用户查询

和获取电子书；另一方面，其实施的许可使用限

制规定和应用的 ＤＲＭ 技术又限制了图书馆电

子书服务的开展。 对于出版商来说，通过集成

商强大的管理平台可以迅速占据图书馆电子书

市场， 节省营销成本。 例如， 企鹅兰登书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哈珀柯林斯等全球五

大出版商均通过集成商向图书馆销售电子书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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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集成商主导的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链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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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 Ｗｅｎｑｉ ＆ ＷＵ Ｘｉａｏｃｕｉ： Ｔｈ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７

　 　 图 １ 为集成商主导的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

权链模式，描绘了电子书版权授权的路径和电

子书资源传播的路线。 从图 １ 可以看出，集成商

主导模式的授权链较为复杂，涉及的主体较多。
该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１）作者向出版商授权出版电子书。 对于

作者来说，电子书出版与纸质书出版有较大不

同，作者在与出版商签订出版合同时，就将纸质

书的复制权、发行权等以专有出版权的形式授

权给出版商，但电子书的出版属于作者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 各国法律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数

字版权权利，一般要求在出版合同中特别约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 例如，我国版权局颁

布的《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第 ２２ 条规定：
“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许可第三方出版上述作

品的电子版的，须取得乙方的许可。 乙方出版

上述作品电子版或者许可第三方出版上述作品

电子版的，须另行取得甲方书面授权。 乙方取

得甲方授权的，应及时将出版上述作品电子版

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将所得报酬的若干比例交

付甲方。” ［１１］ 美国标准的图书出版合同中也规

定，作者仅授予出版商非专有出版电子书的权

利［１２］ ，这意味着作者可以和其他出版商或集成

商合作出版电子书。 显然，作者应该从其电子

书出版中获得主动权和应得的版权收益。 但在

实践操作中，出版商往往以其强大的垄断地位

要求作者将作品的电子出版权也纳入专有出版

的范围。 除了传统的出版模式外，现在出现越

来越多的作者为了争取更多的权益，选择自出

版公司出版自己的电子书。
（２）出版商、批发商和自出版公司向集成商

转授权传播电子书。 如果出版商或自出版公司

从作者手中获得独家出版电子书的权利，其就

有权利分许可第三方———集成商许可使用电子

书。 集成商在法律上有义务遵守与授权商签订

的许可协议条款，许可图书馆使用电子书的权

利限于出版商或自出版公司授权的范围内。 拥

有强大销售能力的批发商从众多出版商手中买

断电子书，如果其被授予分许可的权利，也可以

向图书馆销售电子书。 例如，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经营

电子书阅读器 Ｋｉｎｄｌｅ 的亚马逊公司与全球最大

的集成商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合作，推出 “ Ｋｉｎｄ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ｎｄｉｎｇ”服务，向与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合作的全美 １ 万

多家图书馆提供 Ｋｉｎｄｌｅ 电子书，引发用户对电

子书的巨大需求［１３］ 。
（３）集成商向图书馆授权传播电子书。 图

书馆是集成商销售电子书的最大机构用户，集
成商的商业利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图书馆。 集

成商和图书馆签订的电子书许可使用协议一般

规定图书馆用户范围、使用电子书的方式、价格

和统计功能等条款，如规定授权用户是指办理

图书馆读者证的注册读者或学校全职的教职

工、学生等固定人群，防止受版权保护的数字资

源被非法传播。 此外，集成商每年向图书馆收

取一定的平台使用费。
（４）图书馆向用户授权使用电子书。 图书

馆对本馆的注册用户采取默认授权的方式，允
许用户通过校园网、ＶＰＮ 通道或身份认证方式

访问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资源。 图书馆要在主

页上发布关于数据库使用的版权公告，提醒用

户合法使用数据库，禁止用户恶意下载和传播

数字资源，从而保护广大用户的正当利益。

１．２　 出版商主导模式

图 ２ 为出版商主导模式下图书馆电子书版

权授权链模式。 可以看出，出版商掌握电子书

出版和传播的控制权，直接将电子书许可给图

书馆使用，用户则通过图书馆主页链接到出版

商电子书服务平台上获取资源。 作为销售商的

代理商将电子书出售给图书馆，并为出版商提

供技术支持，但是电子书平台服务还是由出版

商来管理。 出版商主导模式主要存在于学术出

版商与高校图书馆、大型公共图书馆之间。 一

些大型学术出版商，如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Ｗｉｌｅｙ
和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等拥有垄断学术资

源的学术出版商直接向图书馆授权使用电子

书。 图书馆每年还要向提供商支付一定的平台

维护费，如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每年收取购买资源的 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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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台使用费。 出版商开发的电子书平台通常

比集成商更符合图书馆的需求，在开放获取、统
计功能和 ＭＡＲＣ 记录完整性方面强于集成商。
如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为图书馆提供每本电子书每年 ／ 月 ／
日的使用次数剖视图，对电子书某章节、词典的

某一条目或某一参考书目的 ＰＤＦ 或 ＨＴＭＬ 格式

的下载次数和在线浏览次数进行详细的统计。
据 出 版 产 业 研 究 公 司 辛 巴 信 息 （ Ｓｉｍｂ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４ 年全球学术

和专业类电子书销量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了 ７ ７％，并
预计学术型电子书市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６ ４％ ［１４］ 。 由此可见，乐观的市场

行情将促使学术出版商加强与高校图书馆的合

作，并为其提供更为优质的电子书服务。

�)
�'


�'
*�
����	

��N

�5

*�

*����@	
*��B#��

图 ２　 出版商主导的图书馆电子书

版权授权链模式图

１．３　 图书馆主导模式

图书馆主导的授权链模式目的在于建立由

图书馆主导的电子书服务平台，突破出版商和

集成商对图书馆许可使用的限制。 图 ３ 为图书

馆主导的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从图中可以看

到图书馆与作者、出版商和自出版公司的紧密

关系强于前两种模式，图书馆通过这三个版权

主体获得电子书使用权，并自建电子书服务平

台，直接向用户提供电子书资源。 但该模式实

施难度较大，需要付出的平台建设费、资源采购

费及技术人力不是单个图书馆能承受的，需要

图书馆联盟开展共建共享计划。 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的 Ｅｎｋｉ 电子书平台、科罗拉多州道格拉斯

县图书馆（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是该模式实施

的代表。 Ｅｎｋｉ 平台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由加利福尼

亚州公共图书馆联盟（ Ｃａｌｉｆ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 建

立，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该平台已拥有 ６ 万

多册永久获取的电子书，８１ 个公共图书馆在使

用该平台［１５］ 。 图书馆主导的授权模式通过中小

出版商、自出版公司和当地作家直接取得版权

使用的授权许可，拓宽了图书馆采购电子书资

源的渠道，极大提升了图书馆的议价能力与谈

判空间，对建立符合图书馆价值观念的电子书

商业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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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图书馆主导的图书馆电子书

版权授权链模式图

２　 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的类型

通常情况下，电子书的版权授权链越复杂，
图书馆使用电子书的限制就越多。 理解电子书

版权授权链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

掌握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根据图

书馆用户是否可以同时使用电子书，可以将图

书馆使用电子书版权的授权模式划分为单用

户、多用户和混合用户三种。 每种授权模式因

为授权许可条件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２．１　 单用户授权模式

单用户授权模式类似纸质书的借阅模式，
即在一个时段内某本书只能借给图书馆的一个

用户使用，如果用户未归还该书，其他用户不能

借阅。 当借阅时间到期，电子书自动地从用户

帐户归还到图书馆。 根据其利用限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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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用户许可使用模式又可分为永久获取型、流
通次数受限型、使用期受限型、流通次数和使用

期双限型四种类型。
永久获取型指的是图书馆从电子书提供商

获得电子书的永久获取权，这类电子书如同纸

质书一样成为图书馆永久馆藏。 因此数据库提

供商必然要求图书馆支付更高的版权许可使用

费，如企鹅兰登书屋销售给图书馆的此类型电

子书是同类纸质书价格的 ３—４ 倍。 这类电子书

既可存储在电子书提供商的服务器内，也可以

存储在图书馆服务器内。 前者需要图书馆每年

向提供商支付平台维护费，如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每年收

取图书馆平台使用费 ２ 万美元；后者则需要图

书馆自建功能强大的服务器，图书馆可以利用

本馆服务器更好地整合数字资源，通过了解用

户的信息使用行为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流通次数受限型是指图书馆采购的电子书

有利用次数限制，超过规定的最大次数，授权使

用的电子书就无法继续使用，且可能从图书馆

馆藏记录中消失。 此类型最早由五大出版商之

一的哈珀柯林斯提出，之后得到很多出版商的

响应。 出版商通过测算得出，图书馆一本纸质

书流通 ２６ 次后，将因为破损而被剔除。 如果图

书馆要向读者提供该书，就要重新购买。 他们

认为电子书应当参照纸质书规定流通次数的

限制。
使用期受限型又称订阅型，指的是图书馆

采购的电子书有时间利用限制，通常为一年。
如果电子书版权使用的许可期限到期，而图书

馆又不再续费，已订阅的电子书即自动失效，从
图书馆动态馆藏中清除。 该类型与流通次数受

限型一样，也是提供商担心图书馆电子书借阅

服务影响其图书销售而采取的许可限制措施。
企鹅 兰 登 书 屋、 西 蒙 与 舒 斯 特 （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和我国的方正就是该类型的代表。

流通次数和使用期双限型指的是图书馆采

购的电子书既有利用次数限制，又有使用时间

限制，一旦其中一个限制条件达到，图书馆就不

能再使用该电子书。 如出版商麦克米伦（ Ｍａｃ⁃

ｍｉｌｌａｎ）规定图书馆购买的电子书有两年的许可

使用期限或者 ５２ 次的流通次数。 这种模式对图

书馆的使用限制程度比前两种模式更为严格，
显然更不利于图书馆开展电子书借阅服务。

单用户许可模式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方

面。 ①延续了纸质书的借阅模式。 传统的纸质

书借还程序、复本数量仍然延续在电子书借阅

过程中，用户容易理解和接受。 ② 有利于出版

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出版商沿用纸质书销

售的运营机制，能够更好地控制市场和了解作

品的销售情况，并通过电子书借阅服务扩大营

销渠道。 ③抑制电子书优点的发挥。 出版商人

为地制造出电子书“复本”，提高了图书馆采购

成本，限制了电子书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容易使

用户对图书馆电子书服务产生不满情绪。
显然，图书馆并不太愿意接受单用户许可

模式，但电子书提供商却凭着垄断资源的优势，
主导电子书授权模式，迫使图书馆签订苛刻的

许可协议。 例如，２０１１ 年哈珀柯林斯提出一本

电子书借阅次数不能超过 ２６ 次的主张得到几大

出版商的支持，虽然该主张遭到图书馆界的抵

制，但由于主要出版商陆续拒绝或者限制向图

书馆销售电子书，大部分图书馆被迫接受限制

借阅次数的做法［１６］ 。

２．２　 多用户授权模式

多用户授权模式指的是图书馆多个用户可

以同时获取某本电子书的模式。 根据其利用限

制的不同，该模式又可分为永久获取型、使用期

受限型和按次支付型三种类型。
多用户永久获取型既满足多个用户同时获

取资源的需要，又增加了图书馆馆藏数量，因此

最受图书馆和用户的欢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ＥＥＥ －
Ｗｉｌｅｙ、Ｇａｌｅ、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等大型学术出版商均采用

这种授权模式与图书馆合作，原因在于学术图

书的受众群体一般是高校科研院所的师生，人
群固定，数量不多。 出版商采取这种模式可以

促进学术交流，培养忠实的用户人群，刺激他们

阅读电子书的意愿，而用户的阅读需求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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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促进学术电子书的出版。
使用期受限型（订阅型）与电子期刊许可使

用模式类似，允许多用户在许可使用的期限内

同时使用同一本电子书。 目前，学术电子书出

版商与高校图书馆签订的许可使用协议普遍采

用这种模式，协议通常规定授权用户为全时学

生和学术教学人员，授权地点限于学校的 ＩＰ 地

址。 授权用户根据许可协议的规定可以在线阅

读、借阅或下载电子书，下载的图书无需归还，
但每次下载有页数或章数的限制。

按次支付型与使用期受限型不同，后者需

要支付高昂的年度许可使用费，但并不是所有

的电子书都能被用户利用；而前者支付的许可

使用费比后者低得多，图书馆根据用户利用电

子书的次数支付许可使用费，电子书属于图书

馆的永久馆藏，这类电子书多数是百科全书、年
鉴、词典等参考工具书。 例如，Ｂｒａｉｎ Ｈｉｖｅ 要求

图书馆为用户每次借阅支付 １ 美元；Ｆｒｅａｄｉｎｇ 则

要求图书馆先支付 １５０ 美元启用费，以后再为用

户每次借阅支付 ０．５—２ 美元［１７］ 。 “台湾云端书

库”每月赠送图书馆用户 ６ 点用于借阅电子书，
超过点数额度，用户要付费购买点数［１８］ 。

多用户授权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 ①充分发挥电子书的优势，加快数字资源

的传播速度。 该模式满足用户求快、求新的期

望，用户无需排队等候，就可以跨时空快速获取

电子书。 ②降低图书馆采购电子书的成本。 该

模式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电子书，提高了电子

书利用率，能有效地降低图书馆采购电子书的

平均成本。 ③增加图书馆采购电子书的预算。
多用户授权模式下的单本电子书许可使用费必

然比单用户授权模式高得多。 如果电子书利用

率不高，电子书的平均采购成本反而可能比后

者高。 ④不同类型出版商的态度不同。 由于该

模式扩大用户同时使用的范围，对图书的销售

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学术电子书出版

商更倾向采用这种模式，有利于加快学术信息

的交流和传播；而大众电子书出版商则担心采

用这种模式后，用户不再购买同类纸质书或电

子书，导致作品的市场销售收入减少。

２．３　 混合用户授权模式

混合用户授权模式指的是电子书提供商同

时提供单用户和多用户两种不同的授权模式，
图书馆可以自主选择。 该模式取决于提供商的

营销策略，如 ＥＢＳＣＯ 向图书馆提供“单用户”
“三个用户”“无限量用户”等不同的定价模式；
ＪＳＴＯＲ 和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均提供单用户和多用户两

种不同的定价模式［１７］ 。 不同的模式，许可使用

费有较大的差异。 通常来说，提供商对新书采

用单用户许可模式，对旧版书采用多用户许可

模式，通过价格差异满足图书馆的不同需求。
而图书馆根据其服务用户和预算经费的数量，
灵活地选择不同的授权模式。 例如，芬兰国家

图书馆推出的电子书平台提供了三种许可使用

方式：①单用户、无限制使用次数；②２０ 个并发

用户、无限制使用次数；③无并发用户限制，一
年内只有 １００ 次的借阅次数［１９］ 。 德国 Ｄｉｖｉｂｉｂ
电子书平台也有三种不同的授权使用方式：①
单用户、无其他限制；②最初采购时采用单用户

模式，使用 ２ 年以后转换成多用户模式，无其他

限制；③对于畅销书，可选择购买 ２０—２５ 次的许

可使用次数受限类型，许可使用费是该书市场

价的 ３ 倍，当使用次数用完，授权方式自动转为

第一种方式［１９］ 。 总之，混合用户授权模式较为

复杂，理论上讲，单用户的四个类型都可能与多

用户的三个类型相互组合，由于上文已对七种

类型作了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此外，模式内

部的类型也有可能转变，最常见的是使用期受

限型（订阅型）向永久获取型转变。 一些电子书

提供商为了吸引图书馆用户，规定电子书订阅

期达到一定的年限后，自动转为永久获取；有的

提供商为了细分图书馆市场，将电子书产品分

为永久获取型和订阅型，如 Ｏｘｆｏｒｄ 工具书提供

永久获取和订阅两种不同的许可使用模式［１７］ 。
总之，混合用户授权模式的选择和应用取决于

电子书提供商的销售策略和图书馆的服务策略

之间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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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用户授权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 ①电子书资源利用率更高。 相对于单用

户模式来说，混合模式更加灵活，用户可以根据

不同的许可使用方式利用电子书。 ②图书馆可

以根据本馆情况采取适合的授权模式。 图书馆

根据自己的用户数量、经费预算、馆藏政策等具

体情况选择较为灵活的模式，能够提高采购资

源经费使用效率，优化馆藏资源配置。 ③对电

子书平台管理系统要求高。 由于不同许可使用

模式出现变化，使许可使用费的计算较为复杂，
加大了平台服务器运行的难度，这需要提供商

提高系统平台的管理功能，增强模式转变中的

应对能力，防止数据出错。

３　 中美两国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
的应用现状

３．１　 美国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的应用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电子书产业最为发达的国

家，电子书产业的迅猛发展带动图书馆电子书

服务的发展。 以美国为案例分析图书馆电子书

版权授权模式的现状，可以把握全球图书馆电

子书资源建设和服务发展的趋势。
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和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向其国内

团体订户发放有关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

Ｋ—１２ 学校（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以下称为

“中小学”）图书馆电子书利用的问卷调查。 根

据调查数据，２０１２ 年底，９５％的受调查高校图书

馆提供电子书服务［２０］ ，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１００％ ［２１］ ；
２０１５ 年底，９４％的受调查公共图书馆［２２］ 和 ５６％
的受调查中小学图书馆提供电子书服务［２３］ 。

２０１１ 年以后，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图书馆

普遍开展电子书服务，电子书提供商加强对图

书馆使用电子书的版权授权限制，出现新的授

权模式。 ２０１５ 年，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考虑电子书版

权授权模式发生较大的变化，在调查图书馆电

子书利用的问卷中设置一个有关电子书采购和

版权授权的问题，即“贵馆在采购电子书时采用

哪种采购或授权条款？”问题下设 １３ 个选项，其
中 １ 个是其他项。 笔者选取 ７ 个与本文主题有

关的授权条款选项结果，制作成图 ４。
由图 ４ 可见，美国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

馆采用的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有单用户永久获

取等七个类型。 计算两种不同类型图书馆授权

许可条件的比例之和，可以发现：“单用户永久

获取”（１２２％）、“多用户永久获取” （８９％）分别

排在第一和第二位，采用前者的公共图书馆比

例更多，而中小学图书馆更多选择后者；“同时

使用 ／ 获取” （ ７４％） 、“ 流通次数受限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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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图参考《２０１５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利用的调查》 ［２２］和《美国中小学图书馆电子书利用的调查》 ［２３］

图 ４　 ２０１５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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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使用期受限的许可” （ ７１％）分别排在

第三至第五位，除第一个模式两种类型图书馆

选择的比例接近相同外，后两种模式都是公共

图书馆占绝对优势；按次付费的许可应用最少，
绝大多数中小学图书馆不采用该授权类型。 虽

然图中七种类型名称与上文归纳的授权模式名

称并不完全对应，但根据单用户型和多用户型

授权模式的特点，我们认为图中的“流通次数受

限的许可”“使用期受限的许可”“次数与时间双

限制许可” 属于单用户模式，而“同时使用 ／ 获
取”“按次付费的许可”属于多用户模式。 由此，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在采购电子书时选

择的授权条款有明显的差异。 单用户模式在公

共图书馆中应用广泛，四种单用户类型均达到

４０％以上，说明电子书提供商对公共图书馆的授

权许可限制比中小学图书馆严格得多，反映出

提供商担心数量庞大的公共馆用户群体借阅电

子书后，会对图书的销售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授权给公共馆的许可条件多以单用户模式

为主。 而中小学图书馆用户主要是学生，他们

本身没有太多的购买力，对图书的销售影响不

大，而且学生阅读的文献类型和书目较为相同，
因此，电子书提供商从培养用户的角度考虑，给
予学校图书馆的许可条件更为宽松，以多用户

模式为主。 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高校图书馆

中。 ２０１６ 年，５５％的被调查高校图书馆电子书

的版权授权模式是多用户模式，而单用户授权

模式为 ３４％ ［２１］ 。
（２）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较明显地

反映了电子书供应商的意志。 图 ４ 出现的授权

类型中，有多个是近几年才刚刚出现。 虽然许

可使用协议是图书馆与电子书提供商相互妥协

的文本，但从实际上看，图书馆明显处于弱势地

位，能够讨价还价的余地并不多，许可协议往往

是强势的电子书提供商施压图书馆的结果。
（３）图书馆对授权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 在电子书提供商提供的授权类型中，
图书馆根据自身情况，会排除许可限制多、经费

支出预期不可知的类型，如选择三种单用户非

永久获取型和多用户按次收费型的中小学图书

馆比例很低，公共图书馆选择按次收费型的比

例也不高，而永久获取和同时获取电子书是图

书馆满意的授权模式，这说明图书馆充分考虑

电子书的利用率和经费支出的可控性，最终采

用的授权模式总体上说具有合理性，仍然倾向

选择“购买图书即成为本馆永久馆藏”的资源建

设模式。

３．２　 我国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的应用

现状

近年来，我国电子书的市场规模呈现快速

增长态势。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

度报告》显示，电子图书产品规模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０ 万种增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７０ 万种，增长率为

７０％，收入规模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５ 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９ 亿元，其中超星电子图书超过 １２０
万种，在国内电子书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２４］ 。
从数据可以看出，超星电子书数量占市场总量

的 ７１％。 超星开发的读秀搜索、歌德电子书借

阅机等产品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图书馆销售电子

书的垄断地位。 然而回顾我国电子书提供商的

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

式经历由松到紧、再由紧到松的阶段。
２１ 世纪初，超星、中国数字图书馆公司、书

生之家都曾向全国各地图书馆大规模销售旧版

的或已进入公共领域的电子书，允许图书馆设

置镜像服务器，授权图书馆可以多用户永久获

取所采购的电子书资源，以满足图书馆快速增

加馆藏和提高电子书服务的评估需要。 那个阶

段属于电子书提供商的初创阶段，基本上对电

子书的版权不重视。 在 ２００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 （简称《著作权法》） 修订前，我国

对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司

法实践均将作品的数字版权认定为作者所有。
当时的超星在取得作者版权授权上比其他公司

占领先机，其业务员深入各高校科研院所，采取

赠送读书卡的营销方式吸引大批作者签署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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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版独家授权协议，甚至作者之后撰写图书

的数字版权也可能归属超星。 这种从作者手中

获得数字版权的作法虽然程序复杂，存在耗时、
谈判成本高等问题，但能较好地解决电子书版

权问题，避免向图书馆授权许可过程中潜在的

版权风险。 方正采取向出版商征得作品电子版

权的做法，但出版商通常只有 １０ 年的专有出版

期，一旦超出，作品的电子版权又回归作者所

有，方正就不能再向图书馆销售此类电子书。
因此，超星积累电子书资源的数量和速度远远

超过其他电子书提供商。 当然，超星也存在将

不少未授权电子书非法传播的问题。
２００１ 年，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赋予作

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少出版社与作者签订图

书出版合同时要求作者让渡此项权利。 电子书

提供商开始与出版商合作，向其征得作品电子

版的授权许可。 同时，版权人保护数字版权的

意识增强，开始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２００２
年之后，中国数字图书馆公司、超星、书生之家

等主要电子书提供商陆续被众多著作权人起

诉，案由主要是提供商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而通

过网络传播版权作品，法院通常判决提供商败

诉，赔偿原告的损失。 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主要电子

书提供商加强版权资源运作工作，对图书馆授

权使用电子书采用两种不同的授权许可策略，
一种是采用订阅方式向图书馆销售版权来源清

楚的新版书，满足图书馆注重质量的需要；另一

种是仍采用“打包销售” 方式继续销售旧版图

书，满足图书馆追求数量的需要。
２０１５ 年，我国电子书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出

版社、代理商和集成商争夺图书馆市场的竞争

日益激烈，出现更多的版权授权模式。 一些出

版社加快数字出版的转型进程，如人民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等较大型出版社直接向图书馆授权

许可使用本社出版的电子书。 传统的纸质图书

馆配商也开始涉足图书馆电子书市场，人天书

店推出“畅想之星馆配中文电子书平台”，三新

书业推出“田田网”电子书平台，授权图书馆永

久获取所购的电子书。 集成商的实力在这阶段

开始分化，书生之家等逐渐退出图书馆市场，出
现一些针对特定用户群的集成商，如中华连环

画数字阅读馆、点点书库、天天有声图书馆，这
些集成商通过整合动漫、图画或音频资源，满足

公共图书馆少儿或老年用户的需求。 移动互联

网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推动电子书市场的发展，
超星的歌德电子书借阅机和中文在线的云屏电

子书借阅机都实现了用户通过移动设备扫码下

载图书的功能。 超星还与多个图书馆合作，在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中推广电子书阅读。 例如，
超星支持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发起

的“扫码看书，百城共读”数字阅读推广活动，用
户只要关注参与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免费在线阅读电子书，还可以将图书存入微信

的收藏夹中随时打开阅读，甚至可以发到朋友

圈推荐朋友阅读。 显然，这种传播电子书的方

式与原有的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大不相

同，表明图书馆经超星的授权可以跨区域传播

指定的电子书。 虽然这些电子书数量不多，但
这种版权授权模式无疑是个创新，既有利于图

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的发展和全民数字阅读的推

广，又有利于电子书提供商开拓图书馆市场。

４　 优化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

４．１　 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对中美两国图书馆电子书版权授

权模式应用状况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图书馆

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存在两大问题。
（１）当前的电子书授权模式主要由电子书

提供商主导确立，对图书馆电子书资源建设和

服务均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图书馆最愿意采

用的授权模式是多用户永久获取型。 这种模式

不仅能使购买的电子书成为图书馆的永久馆

藏，而且不限制用户同时获取同一本电子书，充
分发挥了电子书的优势。 但这种模式的应用不

断受到挤压。 以企鹅兰登书屋为首的五大大众

出版商凭借垄断资源，迫使图书馆签订不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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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许可协议，即使是选择单用户永久获取型，
所购买的图书也是同类纸质书价格的 ３—４ 倍，
大大增加了图书馆的经费压力。 如果图书馆想

减少经费支出，就不得不选择许可限制更多的

模式，这又对图书馆馆藏建设和数字服务带来

消极影响。 虽然不少国家出台政策支持图书馆

电子书建设，还有一些国家的图书馆或图书馆

联盟自建电子书平台，但在资源的采购方面仍

受到主流出版商的限制，无法获得优质、广泛的

资源。
（２）当前的电子书授权模式不够成熟，与用

户的使用需求相距甚远。 电子书与电子期刊同

是数字资源，但在用户使用次数和用户使用便

捷方面，前者与后者相距很大。 目前，国内外主

要电子期刊数据库提供商实行较为成熟的多用

户使用的授权模式，数字资源整合程度高，阅读

格式统一，允许用户下载利用，不少刊物的数字

出版与纸质出版同步，满足用户查新求全的科

研需要。 而电子书的版权归属问题比电子期刊

复杂，同时电子书出版商担心图书馆的电子书

服务损害其市场利益，对图书馆采取过多的许

可使用限制和僵硬的销售策略，这都导致电子

书资源整合程度偏低、新版电子书少、阅读格式

不统一、使用限制多等问题，用户利用电子书的

障碍太多，从而抑制了图书馆电子书服务的发

展。 与此相反，亚马逊推出的每月 ９．９９ 美元的

无限制电子书服务，允许用户之间借阅电子书，
吸引大量用户参与。 公益性和商业性电子书借

阅服务的差异正说明了当前电子书的供需方面

并不存在矛盾，主要问题还在于电子书提供商

对图书馆的授权模式和销售政策，提供商的供

应不足导致了图书馆的用户需求下降。 调查数

据也显示，２０１５ 年以来，美国公共图书馆和学校

图书馆电子书利用的增长势头明显放缓。 近年

来，虽然我国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电子书

服务发展较快，但中小学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发

展缓慢。 主要原因在于电子书提供商在对中小

学图书馆电子书的授权使用方式上存在问题，
提供商将重点放在电子书借阅机的营销推广方

面，而很多中小学校不允许学生携带移动设备，
学生仅在学校的课余时间很难体验到电子书阅

读的优势，而且通过电子书借阅机可阅读的电

子书数量并不多。 美国电子书提供商一般仅要

求用户身份认证，中小学生凭着个人帐号和密

码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电子书资源。 因此，先
进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带来好的效果，重要

的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服务用户，培养使用电子

书的忠实用户。

４．２　 优化的策略

版权问题是电子书产业发展的瓶颈，其中版

权授权问题既是该问题的核心，又是影响图书馆

电子书资源利用的关键。 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
我们认为建立合理的版权授权模式需要各利益

主体树立生态观的思维，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相互

妥协，在电子书生态系统中保持各主体之间的利

益平衡。 具体的策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４．２．１　 政府牵头完善电子书版权授权机制

从当前电子书产业发展来看，电子书授权

许可协议的内容主要由出版商和集成商来主

导，图书馆和用户缺少足够的话语权，这使得电

子书提供商的商业利益与版权使用方的社会公

共利益之间出现失衡，从而可能导致“双败”的

局面。 因此，在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应当

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规范电子书提供商的生

产、定价、销售和版权政策。 在这方面，英美两

国的作法值得借鉴。 ２０１２ 年，英国文化、媒体和

体育 部 （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
Ｓｐｏｒｔ，ＤＣＭＳ）启动“英国公共图书馆电子借阅独

立审查”项目，邀请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测试电子

书借阅的商业模式和用户利用行为的试验，为
建立一个透明的电子书借阅运行机制提供依

据［２５］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奥巴马宣布了旨在缩小数

字鸿沟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开放

电子书计划（Ｏｐｅｎ Ｅｂｏｏｋ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投资 ２．５ 亿

美元，组织主流出版商和 １６ ５００ 个美国公共图

书馆合作，将各种畅销电子书免费提供给家境

困难的本国青少年阅读［２６］ 。 我国《信息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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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权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了通过网络向农村

提供特定作品的准法定许可，全国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根据该条款将全国优秀的文化资源

传播到农村。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开

放电子书项目，建议政府充分发挥行政职能，借
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先进经验，建
立多方主体共建的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电子书平

台，由教育主管机构和图书馆联合采购电子书，
提供商则采取多用户、永久获取的版权授权模

式，中小学生通过图书馆主页登录电子书平台。
三方合作能有效推动电子书阅读活动，培养新

一代群体的电子书阅读习惯，为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打开新的认知渠道。 对于一些电子书提供

商不合理的版权授权条件，国家版权局应当提

出改进建议，根据适当的条款和协议要求提供

商放开许可限制，完善电子书版权授权机制，从
总体上促进我国电子书产业的发展。
４．２．２　 充分发挥图书馆行业协会的作用

各国图书馆界应对图书馆转型变化的挑战

时，图书馆行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
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当推美国图书馆

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 面对

电子图书市场的新变化，２０１２ 年 ８ 月，ＡＬＡ 发布

了《公共图书馆电子图书业务模式》（ＥＢｏｏｋ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用以指导公共

图书馆与出版商协商有关电子书许可使用协

议［２７］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ＩＦＬＡ）发布《图书馆电子借阅原则》 （ ＩＦＬＡ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Ｌｅｎｄｉｎｇ），用以指导图书馆专业

人员与提供商就电子书许可问题进行复杂的谈

判，其中第一原则指出图书馆应当在并发用户

数量、借阅时限、永久获取、借阅总次数等方面

争取有利于图书馆及其用户的条款［２８］ 。 同年 ８
月，ＩＦＬＡ 又发布《图书馆电子借阅原则》 修订

版，再次指出图书馆必须有权利在不受限制的

情况下获得任何市场销售的电子书的使用许可

权 ／ 购买权。 我国图书馆学会积极响应 ＩＦＬＡ 文

件精神，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发布

数字阅读系列白皮书，其中《图书馆电子书服务

宣言：原则与最佳实践》在整理了 ＩＦＬＡ 与 ＡＬＡ
的相关文件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图书馆界应遵

守和参照的基本原则和最佳实践［２９］ 。 图书馆的

社会责任在于保障图书馆用户的社会权利，寻
求合理的电子书授权机制也是图书馆行业不可

推卸的责任。 黄国彬指出，当前的资源许可协

议对我国图书馆可适用的著作权例外造成挤压

与限制，要求修订国际或国内著作权法，明确许

可协议不应超越法定的可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

权例外之上［３０］ 。 我们认为提出修法建议前应做

好充分的调研工作，建议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

专家调研电子书提供商提供的格式合同和具体

协议，重点研究许可协议中的使用、传递等限制

条款以及适应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条款，并
在其网站发布电子书许可协议模板，为各图书

馆争取合理的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提供指南。
４．２．３　 加强不同利益群体的联系与合作

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涉及利益主体较多，一
方面，提供商要追求商业利益的实现；另一方

面，图书馆要履行提供信息资源的社会公共责

任，保障用户获取知识的权利。 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存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利益失衡将是

阻碍电子书生态系统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追
求利益制衡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最终目标。 例

如，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曾拒绝出售电子书给

图书馆，后于 ２０１４ 年重新与图书馆合作。 该公

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Ｒｅｉｄｙ 表示：“自

从我们再次向图书馆提供电子书，我们从图书

馆界的合作伙伴那里得到了热烈反响以及有价

值的反馈，对此我们很满意。 为了把我们的电

子书带给更多读者，我们非常期待能为图书馆

提供最大范围的服务。” ［３１］ 又如，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加拿大城市图书馆委员会（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ＵＬＣ）和出版商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ＡＣＰ）下属的非营利性数

字服务组织 ｅＢＯＵ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 以及一些提供基础

设施的赞助商，共建“加拿大公共图书馆电子书

借阅平台”，平台运行 １ 年以来，至少 １ 万种的

电子书被 ４００ 万用户利用［３２］ 。 可见，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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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提供商与图书馆的关系是共生的生态关

系。 虽然一些提供商试图通过更严苛的限制条

款阻碍图书馆对电子书的传播和利用，但图书

馆作为信息交流与知识传播的重要中介，应当

承担起捍卫用户合理使用权利的责任，积极与

提供商协商与合作，达成双方共识的版权授权

模式，在信息利用和版权保护中找到利益平衡

点，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４．２．４　 健全图书馆电子书市场竞争机制

如果从 １９９８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开始向公众

提供免费的电子书服务计算，全球图书馆电子

书市场已发展近 ２０ 年。 在这 ２０ 年间，全球电子

书的内容、质量、格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电子

书提供商围绕图书馆市场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

产业链。 从美国的现状看，电子书提供商根据

不同的用户人群细分市场，在儿童读物、成人大

众书、学术图书、教科书等不同图书类型中都有

较大规模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提供商。 不同类

型的提供商给予图书馆的电子书版权授权条件

差异很大。 而我国图书馆电子书产业链与美国

相比，存在两大不足：一是电子书出版的数量

少，表现为新版电子书少、畅销电子书少、学术

电子书少；二是细分市场不够，提供商销售给图

书馆电子书的重合度过高，浪费采购经费。 我

国电子书出版数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出版

社仍然将经营业务放在纸质图书上，数字出版

转型慢，数字出版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集成商

手中。 新兴的馆配商人天书店和三新书业加强

与出版社的合作，依靠现有的营销网络向图书

馆积极推销新版的、永久获取的电子书，虽然两

家营业收入仍依赖传统业务，但对超星等集成

商构成强有力的竞争。 而我国自出版尚处于起

步阶段，作品以网络文学为主，其中有代表性的

自出版平台主要有“京东出版”、豆瓣阅读、起点

中文网以及“来出书”。 国内自出版公司与图书

馆合作的代表性案例有上海图书馆与盛大网络

文学联合开展电子借阅。 总体上看，我国自出

版公司很难在图书馆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

在图书馆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的集成商继续采

取低价策略挤压竞争者。 大量的低价电子书进

入图书馆馆藏，降低了图书馆电子书的整体质

量，也影响了用户的阅读需求。 很多图书馆盲

目地关注各级图书馆评估标准中对电子书数量

的要求，却忽视了电子书的利用情况。 因此，我
们建议在图书馆评估标准中增加电子书利用的

考察力度，从导向上转变图书馆采购电子书重

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引导电子书提供商开展健

康有序的市场竞争，为图书馆争取有利的授权

许可模式创造条件。

５　 结语

在全球数字出版大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馆

电子书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不同的利益主体为

实现各自的利益要求，极力争夺有利于自身发

展的电子书版权授权模式。 当前以电子书提供

商为主导的授权模式未能充分考虑图书馆和用

户的利益诉求，实践中出现的利益失衡问题损

害了图书馆电子书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 因

此，代表用户利益的图书馆应当站在公共利益

的角度，秉持信息自由获取的理念，促进用户无

障碍使用电子书。 成熟的版权授权模式需要多

个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和尝试，在市场机制和社

会机制的共同协调作用下，实现利益平衡、多方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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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１，２３（４）：４０４－４０８．

［１４］ Ｓｔｒｅｍｐｅｌ 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ｂｏｏｋｓ ｏｕｔｇｒｏｗ ｍｏｒ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ｂ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ｕｓｉｎ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０２ －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ｂｏｏｋｓ－ｏｕｔｇｒｏｗ－ｍｏｒｅ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ｂｌｅ－ｔｒａｄｅ－ｃｏｕｓｉｎｓ．

［１５］ Ｅｎｋｉ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１０］． ｈｔｔｐ： ／ ／ ｃａｌｉｆａ．ｏｒｇ ／ ｅｎｋ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 １６］ Ｋｅｌｌｅｙ Ｍ．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ｌａｔｅｒ，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２６－ｌｏａｎ ｃａｐ，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ｈｉｆ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２ ／ ｅｂｏｏｋｓ ／ ｏｎｅ－ｙｅａｒ－ｌａｔｅｒ－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ｔｏ－

２６－ｌｏａｎ－ｃａｐ－ａｎｄ－ｓｏｍｅ－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ｒｅｔｈｉｎｋ－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７］ Ｒｏｎｃｅｖｉｃ Ｍ．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ｂｏｏ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３，４９（３）：１４－３４．

［１８］ 台湾云端书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ｂｏｏｋ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ｗ ／ ． （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ｌｏｕ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ｂｏｏ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ｗ．）

［１９］ Ｍｏｕｎｔ Ｄ．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ｌ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ｍｂａ．ｌ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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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九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９

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Ｌ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ｐｄｆ．

［２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Ｕ．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ｋａｎｓａｓ．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ｂｏｏｋ－Ｕｓａｇ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ｄｆ．

［２１］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Ｕ．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２６］． ｈｔｔｐ： ／ ／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 ／ ＷｅｂＶａｕｌ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ＬＪ＿２０１６＿ＥｂｏｏｋＵｓａｇ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ｐｄｆ．

［２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 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２６］．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ａｄｅｒ．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ＬＪＳＬＪ＿ＥｂｏｏｋＵ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５．ｐｄｆ．

［２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ｂｏｏｋ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Ｋ－１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５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ｓ３．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 ／ ＷｅｂＶａｕｌ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ｃｈｏ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５．ｐｄｆ．

［２４］ 魏玉山．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Ｊ］ ． 印刷杂志，２０１６（ ８）：８ － １２． （ Ｗｅｉ Ｙｕｓｈ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Ｊ］ ．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６（８）：８－１２．）

［２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ｉｅｇｈａｒｔ ｔｏ ｃｈａｉｒ ｐａｎ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 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ｅｇｈａｒｔ－ｔｏ－ｃｈａｉｒ－ｐａｎｅｌ－ 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６］ Ｂｕｌｌａｒｄ 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ｏｐｅｎ ｅ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ｌｓ．ｇｏｖ ／ 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ｂａｍａ－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ｏｐｅｎ－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２７］ ＥＢｏｏ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ａ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８０７５５ ／

Ｅｂｏｏｋ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ｓ．ｐｄｆ．

［２８］ ＩＦＬＡ． ＩＦＬ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Ｌｅｎｄｉｎｇ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７４１８．

［２９］ 刘炜，谢蓉． 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宣言：原则与最佳实践［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４（ ２）：１０－ １３． （ Ｌｉｕ Ｗｅｉ，Ｘｉｅ

Ｒｏ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ｂｏｏ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２）：１０－１３．）

［３０］ 黄国彬． 许可协议对我国可适用于图书馆的著作权例外的挤压研究［ Ｊ］ ．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４）：４３－

４６．（Ｈｕａｎｇ Ｇｕｏｂ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４）：４３－４６．）

［３１］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ｄｒｏｐｓ “Ｂｕｙ ｉｔ Ｎｏｗ”ｌｉｎｋ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ｂｏｏｋ ｂｏ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ｈｏｌｄ ｐａｇ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２－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ｆｏｄｏｃｋ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０ ／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 － ｄｒｏｐｓ－ ｂｕｙ － ｉｔ － ｎｏｗ － ｌｉｎｋ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 ｆｏｒ －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ｅｂｏｏｋ－ｔｉｔｌｅｓ．

［３２］ ＡＬＩＡ． ＥＬｅ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ｉａ． ｏｒｇ． ａ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ＡＬＩＡ－Ｅｌｅｎｄ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４＿０．ｐｄｆ．

傅文奇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吴小翠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助理馆员。 福建 泉州 ３６２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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