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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how to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booksellers, improve their information decision syste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ook purchased. Through analy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booksellers is 
bidirectional,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trustful. It also points that they carry out information sharing 

in two aspects: information sharing main bodies and object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At las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establish fair principles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enhance the 
inclusivenes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sharing such as strengthening trust syste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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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目标是研究如何加强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的信息共享，完善他们信息决策系统，切实提高图书采购质量。通

过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指出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信息共享具有双向性、互利性、信任性的特征，及他们在信息共享主体和

信息共享行为对象两方面开展信息共享的驱动力。提出应从加强信息共享网络构建、完善冲突解决机制、构建公平的利益分

配原则、提升组织文化的包容性、强化信任体系建设等方面构建信息共享的对策，推动信息共享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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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信息共享是指根据图书采购需要，经二者协商一致所构建起的信息共享渠道和共

享方式，为双方的采购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保障。研究图书馆与馆配商的信息共享研究，对于促进双方相

互交流、理解、吸收、整合各自所拥有的信息
[1]
，提高双方图示采购决策运行效率，为图书馆采购计划的

实现和馆配商经济效益的获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 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信息共享的驱动力 

对于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而言，他们之间的信息共享驱动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

行为主体是指参与信息共享的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因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从而驱使

他们主动开展信息共享。行为对象就是共享的信息，即由于信息自身的特点，促使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共

享信息，而且这种驱动力往往能在更深的层次上驱使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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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息共享行为主体的驱动力 

1.1.1 是完善各自信息系统的必然要求 

在信息社会，信息已成为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但对于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而言，仅凭借自身

的努力，都难以获取自己所需的全部信息，信息不足已成为制约各自工作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2]。而通

过信息共享，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可以识别、获取、吸收、使用和挖掘对方的信息，将对方信息整合到自

己的信息系统中，使得高校图书馆能充分掌握与图书采访有关的信息，采购目标也越容易实现；馆配商则

能更加准确地掌握高校图书馆需求信息，把分散的高校图书馆需求信息整合到自己的信息系统中，并借助

数据挖掘等技术对高校图书馆的需求信息进行分析，逐步构建起不可模仿的和难以被超越的信息优势，为

自身经济利益的充分实现提供有效的信息保障。因此说，对于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而言，信息共享已成为

完善各自信息系统，有效解决信息不足的问题，以提升决策效率，实现各自目标的必然举措。 

1.1.2 是降低采购成本的必然要求 

高校图书馆高校解决读者需求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多、图书出版发行渠道多元化等因素给图书采购工作

带来的压力，已成为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图书采购质量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馆配商解决高校图书馆多样

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对提高其业务水平和经济效益也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解决各自问题，高校图书馆和馆

配商都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相关信息的搜集、加工、整理等工作，成本支出也在迅速增

加。而信息共享工作的开展，就可以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的信息搜集、整理、加工优势，通力合

作，有效避免信息搜集、加工、整理等工作中的重复投入，切实降低采购成本支出，实现高校图书馆与馆

配商双赢。 

1.1.3 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必然举措 

在图书采购工作中，信息共享的开展，对于实现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业务流程协同，有效提高工作效

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3]。信息共享不但可以使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在充分了解对方所拥有信息的基础

上开展决策，实现决策信息的协同。而且能有效提高图书馆需求信息与馆配商采访信息之间的契合度，提

高图书采购进度，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1.2 信息共享行为对象的驱动力 

1.2.1 信息的异质性 

由于专业化社会分工的存在，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在图书采购工作承担不同角色，他们所拥有的信息

也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非均衡分布状态，在拥有同质信息的同时还拥有异质信息，而异质信息的存在就

使得在他们之间开展信息共享成为可能[4]。因为异质信息的存在，造成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的信息系统

均存在不完善之处，信息共享则为他们获取对方异质信息来弥补各自的信息缺陷，完善各自信息系统，实

现科学决策成为可能。 

1.2.2 信息的外部依赖性 

随着图书出版渠道的多样化、馆配环境的变迁、高校图书馆需求的多样化等因素的影响，高校图书馆

和馆配商仅靠自身努力难以获取图书采购所需全部信息[5]，他们都存在着信息的外部依赖性，从外部获

取信息已经成为他们完善自身信息系统的重要举措。信息外部依赖性的存在就促使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不

得不参与信息共享，唯有如此，才能实现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之间的信息转移、整合与配置，才能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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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信息系统的完善，才能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1.2.3 信息匹配的流畅性 

图书采购的核心环节之一是图书馆需求信息和馆配商采访信息之间的匹配[6]，而信息共享则是满足

这一匹配机制需求的最佳途径。通过信息共享能在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构建起一条有效的信息沟通机

制，通过该机制，一方面能实现满足匹配机制所需的信息能在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顺畅流动，使他们

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其所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能能切实提高馆配商书目数据与高校图书馆需求信息之间的

契合度，从而确保信息匹配流畅性目标的充分实现。 

1.2.4 信息价值实现的协作性 

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其价值往往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来实现，协作性对于信息价值的

实现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信息价值实现的协作性就决定了在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必须开

展信息共享，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所拥有的信息整合成为一个紧密的信息系统，并通过他们共同协作，最

大限度实现信息的价值。反之，必然会因为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信息系统中的缺陷，影响信息价值的实现

程度，最终造成大量信息难以在其生命周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 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信息共享的特征 

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之间虽然存在信息共享的驱动力，但由于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他

们之间的信息共享呈现出以下特征。 

2.1 双向性 

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之间的信息共享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他们根据既定的目标，同时承担着信息

提供者和信息接受者的角色，不但要将吸收、整合对方的信息，同时要把自己的信息提供给对方
[7]
。 

2.2 互利性 

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信息共享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双方共赢，即高校图书馆能全面实现既定的采购目

标，完善馆藏建设；馆配商则能够提高销售额，降低成本支出，确保经济利益的充分实现。如果在信息共

享中不能实现互利，而只有一方获利，就必然会导致另一方放弃信息共享，信息共享也就无法进行，因此

说互利性实现信息共享的重要基础。 

2.3 信任性 

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信息共享的频度和深度主要由双方的信任度所决定
[8]
，信任度高，双方共享

信息的主观意愿就越强，信息共享就越容易实现；信任度低，双方就必然处于一种猜忌状态之中，信息共

享的主观意愿必然不高，信息共享也就无从谈起。 

3 高校图书馆与馆配商信息共享对策 

3.1 加强信息共享网络建设 

信息共享网络是由多条信息共享链构成，集信息共享、信息创造等功能为一体的网络体系
[9]
。信息共

享链是指以参与信息共享的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为主体，以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创造为目的，通过信息在

参与信息共享与创新活动的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的流动而形成的链式结构。合理的信息共享网络和信

息共享链的构建，为信息共享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实现信息在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安全、合

理、快速流动和共享，确保信息共享的充分实现。在构建信息共享网络和信息共享链时，应充分考虑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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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明确信息共享内容，实现信息使用价值在参与共享的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的让渡，使得双方对

信息共享所可能取得的成果形成一种现实的预期的前提下，开展信息共享网络和信息共享链建设，实现信

息共享。 

3.2 完善冲突解决机制 

由于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所追求的利益存在不同，造成他们在开展信息共享时，可能会因双方的利益

差异产生冲突，阻碍信息共享的正常进行
[10]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构建起完善的冲突解决机制，及

时解决参与信息共享各方的冲突，就成为促进信息共享重要保障。在构建冲突解决机制时，应以互利共赢

为出发点，以双向沟通、公平公正为基本原则，确保该机制能在充分考虑参与共享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为

公平解决共享各方的冲突提供解决方案，以提高各方参加信息共享的主动性，确保信息共享的长期深入进

行。 

3.3 构建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对于参与信息共享的馆配商而言，能否实现他们对公平机会的追求，建立并实施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

对他们是否参与信息共享具有重大的影响
[11]

。因此说，为了给馆配商创造公平的信息共享环境，构建起完

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并以各方参与信息共享的程度为依据，确定信息共享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及因信息共享

所衍生出的新的信息资源和利益等的分配与归属原则，确保参与各方公平地分享信息共享成果，就成为提

高馆配商参与信息共享的主观愿望的重要措施。 

3.4 强化信任体系建设 

维系信息共享的因素除了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对信息的追求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相互之间的高度

信任，信任程度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信息共享实现的结果
[12]

。因为信任作为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

的润滑剂，它的存在对于降低信息共享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对信息外溢，构建良好的信息共享环境与

氛围，促进信息共享深入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伴随着高校图书馆和馆配商之间信任度的不断提高，信

息沟通渠道也会变得更加顺畅，信息共享程度也必然会随之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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