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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买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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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委托—代理关系贯穿了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购买全过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买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并
以高校图书馆、集团组织者、数据库提供者为主体,研究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采购过程中存在的几种主要委托—代理关系、业务特点和

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和分析,合理把握电子资源采购的规律,可以部分解决高校电子资源购买中由市场信息不平衡

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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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Electronic Resources Purchase Proces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Gui Jun, Wu Dongman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Beiijng 100084

Abstract: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is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electronic resources purchase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the issue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in the purchase process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analyzed. The major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group organizers and the database providers are studied.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urchase process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also discussed.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attention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existed in the electronic resources purchas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authors 
hope to solve som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market information 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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