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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机构在空间数据共享中的作用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与共享探讨

1 引言

空间数据是指通过各种测绘

调查、监测、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

等手段获得的各种地理资源数据。

从获取手段上，主要包括卫星遥感

空间数据、航空遥感空间数据和测

绘调查空间数据三大类。从获取数

据的成像载荷上，主要包括可见光

波段的空间数据、红外波段的空间

数据、雷达空间数据等。从数据保

存格式上，包括矢量数据、影像数

据、格网数据、数字高程模型以及

结构化文档等多种形式。空间数据

被广泛地应用于自然资源开发、经

济建设、污染防治、生态安全、防

灾减灾、疾病预防、生活优化等多

个方面。对于不同的应用，其对空

间数据时、空分辨率需求不同，不

同需求环境下对数据格式的要求亦

不相同。面对应用任务时，依靠单

一分辨率和数据格式的空间数据往

往不能满足应用的需要。我国是一

个自然灾害多发、经济快速发展的

国家，国家急需建立空间数据集成

获取与共享服务体系，通过协调各

种军、民卫星和航空遥感资源，及

时获得多种应用需要的各种空间数

据，实现不同部门空间数据资源之

间的协同共享，提高空间数据的汇

集和共享服务能力。[1-3]

2 空间数据公共服务
的交易成本分析

威廉姆森[4]认为，影响交易成

本的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关

于交易主体的人性假定。包括有限

理性假设和机会主义假设。有限理

性假定指交易主体在努力最大化个

人未来效用的同时，会实施一定的

投机行为。机会主义指交易一方向

对方提供歪曲的信息，使签约的难

度加大。第二类影响交易成本的因

素主要包括交易频率、不确定性、

资产专用性等。交易频率指交易量

的多寡，这会影响交易方式的选

择，同时影响有限理性、机会主

义、不确定性等因素。当不确定性

很高时，交易双方很难准确预测到

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故，因此很难签

订达成交易的契约。资产专用性指

为了某一种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

久投资，一旦形成便难以转移到其

他用途上去。专用性越强，进行市

场交易的费用就越高。在现实中不

存在完全理性的人；机会主义行为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也不会消失；资

产的专用性也由于产品的差异永远

存在，因而交易费用就不可避免。

2.1 空间数据公共服务

体系架构

空间数据公共服务体系指面

向国家空间数据的重大需求，建立

的贯穿空间数据汇集、存贮、管理

与共享的空间数据获取与共享跨部

门合作网络，提高空间数据的汇集

和共享服务能力。该体系的结构模

型如图1所示。在这一体系中，以

空间数据共享服务中心为核心，各

个空间数据生产者把生产加工完成

的空间数据产品汇集到共享服务中

心，该中心根据数据分析者的需求

把这些数据分发给数据应用者。从

交易成本的角度，这样的服务体

系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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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增加数据分发和使用的便利

性。

2.2 采取公共服务体系

使资产专用性降低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空间数

据共享服务体系可以降低四方面资

产的专用性。

（1）降低场所专用性。对于

空间数据的公共服务方式来说，大

型机房和数据设备保存的场地这类

场所的专用性由各空间数据资源采

集机构和空间数据资源服务机构资

源互补，包括场所资源的互补，使

得原来由多家机构重复承担的场所

建设和维护费用在资源采集机构和

服务机构之间重新配置，从而降低

了这种资源的专用性。

（2）降低物质资产专用性，

如大型存储设备、网络安全设备、

数据库集群等。这类费用同场所专

用性一样，可以在数据资源采集和

服务机构之间互补而减少购置、管

理和维护费用。

（3）降低人力资产专用性。

比如数据任务分析人员、数据采

集和加工人员、数据分发与服务

人员、数据分析人员等都可以构成

一种专用性的人力资产。在信息技

术高度发展和电子商务系统大量使

用的情况下，这类专有技术拥有者

不再象过去那样只能为一家单位工

作，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为任何

组织提供服务，这样就会减少这种

人力资源的专用程度。

（4）信号资产。也可以理解

为无形资产，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服

务者各自无形资产的叠加和交互使

用，可以使共享体系成员间共享原

有的优势信号资产，同时使自己的

信号资产增值。

2.3 采用公共服务体系

可以使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

没有空间数据公共服务体系，

需要数据的机构就需要自行寻找数

据提供者，自行进行谈判和交易，

数据生产者和数据用户之间就形成

了一种复杂的网状结构，这样的交

易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

对称性。如果建立了共享服务中心

这种运营体系，数据生产者和数据

用户都只面向共享服务中心就可以

了，无需进行多次谈判和议价，降

低交易所需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

称性，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数

据生产者和数据分析者的范围、交

易对象的数目都在增加，生产者与

用户的可选择性和信息公开性不断

增加，从而使机会主义倾向有所改

善。如图2所示。

图1 应急空间数据公共服务体系架构

图2 两种交易体系的复杂度对比

 

2.4 采用公共服务体系

可以使交易的频率绝对降低

交易频率将时间因素引入了交

易费用理论。如果交易双方的交易

量很大且正常地不断地进行，那么

就很值得交易双方花费资源去做一

个特殊的契约安排，因为此时单位

交易所承担的交易费用有减少的趋

势；反之，如果双方的交易是一种

偶尔的交换关系，那么专门设计一

套为双方服务的交易机制就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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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国各类机构对空间数据的需

求量十分巨大，仅仅是MODIS的接

受装置，全国已有30台套，还有80
台套的购买计划，而美国全国才仅

仅16台套[5]，就达到了能够较好地

满足国内需求的程度。究其原因，

还是我国的空间数据共享程度低造

成的。如果能建立空间数据的公共

服务中心，不仅可以大大缩减了每

次交易都要进行的寻找交易对象、

谈判等费用，还可以有效减少对国

外类似MODIS这样的数据接受装置

的购买安装等等费用。

3 图书情报机构在提
供空间数据公共服务中的
优势分析

图书情报机构作为传统的信息服

务机构，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在

信息资源服务方面有很多经验和优

势，适合承担空间数据公共服务的

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专业、完善的信息

服务基础设施

图书情报机构在近十几年的

发展中，国家、部门、地方投资对

其网络环境、基建环境、计算机环

境等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网

络服务能力方面，多数单位都拥有

了百兆以上的Internet出口带宽，一

些单位甚至有千兆带宽[6]。在数据

存储、灾备、检索等方面，都建有

庞大的数据存储系统、灾备安全系

统、强大的资源搜索系统，并建有

数百台终端的公共服务机房，以及

对外提供服务的信息门户和服务平

台。这些基础设施对于提供空间数

据公共服务也是必须的。

3.2 专业的信息服务队伍

图书情报机构的业务特点决

定了其人员构成一直以信息技术人

员、信息资源管理人员、信息资源

服务人员为主，这些人员在长期的

文献服务中形成了专业化的信息资

源管理、检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

的能力，而且在近些年信息服务电

子化的进程中，图书情报队伍通过

对外交流、自我培训、新员工选择

等方式对人员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

调整，在现有的信息服务人员更适

应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工作，是

快速、准确、高效服务的保证。通

过近几年的信息化建设，专业用户

在使用专业化信息的时候，已经更

倾向于使用图书馆，而不是搜索引

擎[7]。

3.3 中立的公共服务立场

图书情报机构是我国信息公

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单位的发展

战略和目标就是为公众提供优良的

公共信息服务。对本机构拥有的信

息资源只拥有分发权，与信息生产

者无著作权和版权方面的冲突，在

空间数据的应用分析方面不具有特

长，不会对空间数据资源生产者和

空间数据用户产生不良影响。图书

情报机构与空间数据生产和用户的

关系和图书情报机构与出版社和文

献用户的关系是一致的，这是空间

数据生产者与用户愿意与图书情报

机构合作的根本保证。

3.4 提供增值服务的潜

力大

图书情报机构已经拥有了大量

的数据库，如国内外期刊论文数据

库、国内外会议论文数据库、经济

数据库、学位论文数据库、电子图

书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与空间数

据资源存在着多种联系，比如大量

预测分析论文的数据基础来源于空

间数据[8]，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数

据、分析文章等又能对空间数据的

应用分析提供数据和观点支撑，这

些资源的有效汇集和整合可以产生

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更加方便用

户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数据

库的集成服务也会成为图书情报机

构新的信息服务增值业务。

3.5 图书情报机构参与

空间数据共享服务的角色和

地位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作为空

间数据的采集和应用，大量还是政

府机构的行政职能，因此，空间数

据的共享服务必然需要政府机构的

介入。图书情报机构不可能代替政

府部门发布行政命令，也不可能代

替政府部门行使公共管理的职能，

图书情报机构在空间数据共享服务

体系中可以作为空间数据的保存机

构、空间数据信息系统的维护机

构，以及可公开使用的空间数据的

目录和部分原始数据的服务机构。

其与政府机构和空间数据生产机

构、数据用户可以形成如图3所示R
的关系。 

事实上，苏州图书馆已经在尝

试帮助规划政府公开信息的元数据

结构和公开信息的加工工作，这可

以作为图书情报机构参与政府空间

数据共享与服务的一种组织模式。

4 图书情报机构承担
空间数据服务中需要进一
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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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政府机构、空间数据生产机构与图书情报机构三者的关系

美国图书馆研究调查表明，

公众在十个问题对于利用政府平台

和图书馆平台利用上取得了积极的

评价，在可信赖性上也是排在第一

和第二的。这表明图书情报机构承

担空间数据的公共服务有极大的优

势，但这种合作并不能一蹴而就，

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从现有空

间数据生产、存储和服务的基础来

看，急需针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

入研究和有效实践：

（1）图书情报机构与空间数据

生产者的合作机制问题。我国多数空

间数据生产者是国家政府投入，部门

独立使用。跨部门应用现有一定的渠

道，如购买、数据交换等，但仍然

存在部门间壁垒，如何打破这种封

闭现状，采用何种方式，使数据生

产者愿意将自己所有的数据资源提

供到公共服务中心进行数据交换，

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多源空间数据检索、生

产、传递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问

题。尽管空间数据资源的生产与管

理已有很多标准，但是多种来源的

空间数据资源的集成管理还没有现

成的系统可以使用，特别是空间数

据资源的分级分类管理、空间数据

资源的统一标识管理、空间数据资

源跨系统集成检索、空间数据资源

传递与服务系统建设都需要进一步

研制。

（3）如何利用图书情报机构

现有人力资源、存储能力、服务场

地、信息基础设施等条件，还需要

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和管理方案，

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空间数据知识产权的相

关研究。虽然图书情报机构与空间

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不存在知识产

权方面的利益冲突，但关于空间数

据知识产权的相关研究仍是阻碍空

间数据共享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因此，对空间数据生产者、加工

者、分发者、分析者权利和义务的

研究和界定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只

有对利益关系有了较为清晰和统一

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空间数

据的共享，从而提高空间数据共享

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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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专家视角（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级顾问孙卫先生）

在今年开始实行政府信息公开以后，图书馆在如何利用政府信息，为政府信息采集和平台建设服

务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

（1）政府各个部门的公开信息是否可以利用图书馆的信息平台进行共享和利用。本文的就是在如

何利用政府的各种信息在图书馆进行共享、整合、服务提出的一个观点。

（2）政府的信息采集、信息平台支撑是否可以委托给图书馆来帮助加工和提供。在2008年9月底

对苏州图书馆的访问考察中，苏州图书馆已经在尝试帮助规划政府公开信息的元数据结构和公开信息

的加工工作。

（3）政府公开信息的长期保存是否可以利用图书馆的保存体系进行。政府需要资金、人力、地

点来对这部分信息进行保存，是否可以利用图书馆的地点、人力来进行这个工作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问题。

（4）政府的信息化办公室的合并，对于原来大量外包维护的信息平台是否可以利用图书馆的地点

进行信息平台维护和存放，利用图书馆的人力等也是政府对外公开信息平台发展的模式之一。

（5）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使得图书馆对于公众、学者、研究者的信任度进一步提高。2007年12
月，美国图书馆研究调查表明，公众在十个问题对于利用政府平台和图书馆平台利用上取得了积极的

评价，在可信赖性上也是排在第一和第二的。最近一期的数字图书馆论坛的文章中，统计数据已经可

以看到图书馆通过最近几年的信息化建设，使得使用者在专业化的时候离开了互联网通用搜索引擎，

转向利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平台。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是图书馆可以与政府进行信息共享、信息加工

服务、信息采集服务、信息保存服务、存放与维护政府信息平台等方面展开合作的契机之一。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stitution in Spatial Data Sharing

Zhao Hui /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xchange cost, the paper deems that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 have the strength when they are a part of spatial data sharing system. 
They can afford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fessional people and integrat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services. Puts forward a framework of spatial data sharing system.

Keywords: Data sharing, Spatial data sharing, Information institution, Exchange cost， Digital library
                                                                                                                                                                                                    （收稿日期：2008-10-29；责任编辑：贾延霞）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