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产业化之我见 

文/谢 艳 

   图书馆产业化是近些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赞成者欢呼雀跃，反对者义愤填膺。欢呼者认为，
图书馆应该像企业一样进行产业化商品经营。作为信息产业组成部分的图书馆, 应把分散的信息工
作转变成集中的信息产业,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 将信息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的各个环节重新调整组合, 实现经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产品商业化。反对者认为，产业化、商
品化、市场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图书馆改革的必由之路，图书馆产业化会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的性
质和发展方向,实际上是取消图书馆的存在。图书馆具有公益性、文化性和社会教育功能,图书馆的
文献信息资源主要集中于公共性、基础性、学术性领域,因而其不能实行“产业化”。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核心议题就是图书馆能否产业化运作。因此，正本清源十分必要：到底
什么是产业化？产业化有哪些特征？图书馆产业化应该具备哪些特征？或者说，图书馆具备哪些条
件才能产业化运作？目前各图书馆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自已的观点。 
   1、 “图书馆产业”概念的界定 
   关于“图书馆产业”的概念,林汉城先生在《产业化∶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点》一文
中做了明确而详细的阐述。认为图书馆产业是一种非商品化和商品化兼容的产业。其构成要素包括
三个方面:第一,图书馆本体产业。包括:(1)收集、处理、存储和流通物质形态的文献信息产品的服
务业。这部分的服务是非商品性的无偿服务;(2)文献信息的生产及其技术的咨询服务和经营业。如
二、三次文献的开发利用,数据库服务,技术设备的开发、维护与市场营销,联机和脱机等信息处理
服务和系统集成服务,咨询、培训、多媒体阅览及服务等。这部分的服务主要是商品性的有偿服
务。第二,图书馆相关产业。即以劳务形式出现的图书馆文化服务行业。如书店、展览、文房四
宝、书字画销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印、印刷等。第三,图书馆附属产业。即向其他商品
提供文化附加值和以图书馆文化为依据的行业甚至跨越图书馆文化的其他行业。如音乐茶座、歌舞
厅、戏剧舞蹈演出、服装业、设计、装潢、旅游业、照相业等。同时该文还指出图书馆产业的主要
构成是公益型的无偿服务部分,而办好本体产业还要争取政府增加拨款。 
   目前,虽然理论界对信息产业的概念和范畴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一般认为,信息产业是一
个包括信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产业、通讯业和信息服务业等在内的庞大的产业群。图书馆信息服
务工作属于信息开发服务范畴。因此，正确认识图书馆与信息产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冷静地分析
图书馆产业化的现实可能性。 
   2、图书馆要产业化必须具备的条件 
   2.1、“产业”和“产业化” 
   “产业”和“产业化”都是近20年才流行开来的很不确切的、很中国化的概念。产业化的
“化”字—lization，从英文原义上看，指的是“使……处于某种状态，或处于某种过程”，如现
代化等；从中文字义看，产业化，“化”为“幻化”的意思，即原本不属产业、但一借鉴产业方式
经营，就变成（或者开始变成）了产业，如文化本不是产业，可一旦放开按照产业模式运作，就
“比产业还产业”，如今已“产业化”程度很高了。因此，对图书馆，不是看它是否已经产业化，
或者产业化到什么程度，关键要看它是否具备产业化运作的天资。 
图书馆既隶属于文化产业又隶属于信息产业。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的产业化特
征来考察图书馆能否产业化的问题。简单地说，文化产业就是将文化转变为商品的行业；信息产业
就是将信息转变为商品的行业。图书馆既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也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它是把文
献信息服务转换成有形或者无形的商品从而满足社会需求的行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鲁志强认为，产业化就是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
材料通过商品化、市场化、规模化达到实用，并获得回报。实现产业化的标志就是商品化、市场
化、规模化。商品化是指：技术达到成熟，具备技术可行性、工程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可以以商
品形态提供给客户，是一个产品创新的过程。市场化是指：具有市场需求，具备价格竞争力，可以
获得效益，是一个需求创新、开拓市场、创造需求和供给的过程。规模化是指：具有大批量生产、
销售和售后服务能力，可以可靠、稳定、低风险地进行大批量生产，是一个管理创新、组织规模生
产、创造利润的过程。生产、服务、经营一体化是产业化的前提条件，而把生产、服务、经营方式
规模化、科技化则是产业化的标志。因此，“图书馆产业化”的定义应是，图书馆利用自身的信息
资源优势和服务优势，依托高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把信息
资源、信息服务甚至信息技术转换成可以量化出售的产品，实现产品的市场化、生产的一体化、经



 

营的规模化，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质量，发挥图书馆在
信息经济时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支柱产业作用的活动和过程。它包括：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
加工销售，如基于互联网的各种专业资源数据库服务，为出版、企业、政府等提供专门信息服务；
数字技术设备的开发；信息处理服务和系统集成服务；讲座、培训、出版、书店、展览、字画销
售、电子出版、复印、印刷、茶座、歌舞厅、戏剧舞蹈演出、服装业、设计、装潢等。 
   2.2、图书馆要产业化必须具备的条件 
   根据我国图书馆发展的实践，本人认为，信息处理的专业化程度；技术层面的数字化程度；
产品层面的商品化程度；生产层面的企业化程度；商品层面的市场化程度；整个活动的规模化程
度。是图书馆进行产业化运作必须具备的六个条件。其中，“专业化程度”是图书馆产业化的前
提。专业化就是具有高素质的图书信息管理人员，把图书馆知识信息资源科学分类，按照最便利的
方式排列组合，便于用户检索和利用。专业化是数字化的基础。数字化是技术层面的基础。就是将
全部信息资源电子文本化，把实际资源转换成虚拟网络资源，便于共享。商品化是在专业化和数字
化的基础上，把经过分类加工的图书信息资源，按照市场的需求，制成适合各类信息消费者需求的
信息产品。企业化同样也是在专业化和数字化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企业运作模式，对信息资源实行
策划、生产加工、管理组织、销售与售后服务一条龙，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市场化就是图书信
息资源产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信息消费者的需求，占市场份额多少，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和发达的市
场经济时代，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增值的重要途径。规模化就是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三大信息支
柱之一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及产品，由于网络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可以在整合兼并优胜劣汰的基础
上，实行全球范围内信息资源产品服务，并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图书馆产业化必须具备的六个条件缺一不可。没有专业化就没有服务的便捷，即使勉强实现了数字
化，也难以发挥信息资源的作用，就谈不上产品化、企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数字化是技术层面
的基础，与专业化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没有数字化就没有便利的产品生产加工，也无法进行产品
的销售，更无法进行集约化经营；商品化、市场化是图书信息资源的价值以及附加价值实现的重要
方式。而规模化则是信息社会中图书馆价值实现最大化的必由之路。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实现了
规模化经营，使得信息资源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才是最终实现了产业化。 
   3、图书馆产业化运作已具备的基础 
   3.1、信息需求市场逐渐发育并走向成熟，价值实现空间逐步拓展。 
   需求市场在逐渐发育。知识信息时代催生了学习化社会，知识生产周期缩短，知识更新加
快，终身学习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因而，信息需求市场正在发育。信息需求市
场的存在，将极大地推动图书馆的社会化、产业化进程。 
价值实现空间逐步拓展。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逐步发育趋向成熟，为图书馆产业化提供了
可以依赖的客观环境；图书馆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服务等转化为信息产品并实现其价值和增
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经过市场中转。 
   3.2、技术条件已完全具备，人力资源逐步优化。 
   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为图书馆产业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产业化运行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已经具备。信息资源日渐丰富，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再加上网
络资源共享，作为产业化重要特征的规模化运作成为可能。 
人力资源逐步优化。图书馆内部改革深化，组织管理上的岗位责任制，人员素质逐步提高，图书馆
产业化程度提高，为信息资源转化为信息产品，以及进行大规模信息产品生产和销售，奠定了劳动
力基础。 
   3.3、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成为图书馆产业化运作的参照、依托和拉动。 
   数字化技术的巨大进步，是这个时代制高点，也是我们判断图书馆产业化有辉煌未来的根本
依据。 
   为早日占领世界文化产业资源和信息产业资源市场，世界各国纷纷从战略角度开始将一些有
特别保留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例如各民族文化遗产，转换成可以编码的数字化形态。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为此开始“世界的记忆”项目，意在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永久保存，以便最大限
度地适应信息化时代资源共享的要求。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为标志，也于
1996年启动，仅以国家图书馆为例，该馆目前已完成6380万页图书、近2000部影片、22万首音乐作
品、4000页馆藏西夏文资料、8000幅金石拓片、180万拍民国期刊、近8万篇博士论文等多种类型资
源的数字化工作。全球迄今为止最大的中文知识信息资源库《中文知识资源总库》，计划在三年内
使中国知识资源总量的８０％通过互联网实现社会共享，并将其中８０％的知识元素提炼、加工成
知识元数据库。该库除了将大量的知识资源进行数字化外，最重要的是将信息进行了专业的挖掘和
处理，使人们能更加方便、有针对性地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所需内容。 
   大势所趋，各图书馆在做好传统服务的基础上，纷纷把目光转向具有极大发展前景的信息市
场。基于社会需求，加大了信息资源的开发力度和推广力度，各种特色资源的开发服务如雨后春
笋，蒸蒸日上。图书馆产业化指日可待。 

 



   4、图书馆目前尚未完全具备产业化的条件 
   4.1、外部环境尚未成熟。 
   图书馆产业化虽然已有些基础，其中有些也已十分成熟，例如数字化技术，但总体上看，图
书馆产业化运行所要求的现实条件，无论从外部环境看，还是从内部环境看，都还不充分。就外部
环境而言，与知识经济在中国的发育、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育都还很不充分的状况同步，图书馆产
业化运行需要的外部环境也还没有形成。主要包括：终端消费市场发育不足，源头生产内部动力缺
乏；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产品化和市场化；市场经济运行的配套环境如版权问题
等尚未妥善解决等。 
   信息消费市场没有完全发育。目前，国民的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有待培育和提高，再加上图
书馆本身的制度壁垒、信息资源及所开发产品的匮乏、社会化服务尚未充分展开等现实，图书馆信
息产品生产的潜能，因为缺乏消费市场的拉动，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这样，（社会）终端消费和
（图书馆）源头生产，各自为营，缺乏沟通，信息需求者没有把图书馆作为获取信息的主渠道，而
图书馆无法把自己的信息资源送到真正需要信息的消费者手中。生产和消费脱节，井然有序的市场
供求关系没有形成，图书馆作为信息时代三大信息资源之一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4.2、图书馆管理体制的纯粹事业化是图书馆产业化的最大制度壁垒。 
   在整个信息产业中，图书馆比较特殊。它既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又有特定行业性，还有信息
安全等意识形态特性。因此，国家进行严格管理是必要的。但图书馆目前纯粹的“国营”性质以及
相应的纯粹“公益”性质，限制了民间资本名正言顺的进入，图书馆内在巨大的潜力得不到有效开
掘。一方面国家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没有合法渠道注入，国家背负图书馆包袱，图
书馆缩手缩脚举步维艰。因此，图书馆产业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制度的创新。 
   4.3、数字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是制约图书馆产业化的重要因素。 
   图书馆的数字化程度不高，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图书馆专业化程度不高。图书馆专业化程度也
就是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分类整理加工的程度。专业化因其科学便捷的信息分类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
利用率大大提高，它不仅是传统图书馆服务的基础，也是未来图书馆数字化产业化的前提。传统的
特色服务，例如手工剪报服务等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数字化图书馆的网络漫游：鼠标轻轻一点，
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就整齐有序地排列你眼前。但目前图书信息资源产品的加工能力还比较原始，资
源本身又严重匮乏，各图书馆各自为政，有限的信息资源又几近雷同，资源的共建共享还没有完全
展开，加上图书馆工作人员总体素质还有待大幅度提高等因素，因而，图书信息资源的专业化程度
还比较低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数字化的进程，限制了图书馆的社会化进程。因而，也就限制了图
书馆产业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图书馆产业化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但目前的现实条件还不
完全具备。因此，应理性地看待图书馆产业化问题，既不能因为目前现实发展不足就否定它，也不
能不顾目前的现实而盲目乐观。要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并举。既要大胆探索
和借鉴产业化运作的经验模式，促进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调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逐步改变图
书馆举步维艰的尴尬局面，使之发挥出信息时代图书馆应该具有的作用，又要坚持图书馆服务社会
的办馆宗旨，努力用好现有资源提高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质量，大力提高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专业化和
数字化水平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管理和专业素质，为未来图书馆的产业化做好准备(作者单位：
焦作师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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