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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语境下的知识价值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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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公共物品供给的悖论现象 ,博伊索特的知识价值悖论和巴泽尔产权的不确定性

讨论了图书馆图书情报配置的公平性效用最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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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图书馆的公平性悖论
公共图书馆是在某一范围内向所有人平等提

供图书情报服务的一种公共组织或制度。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 》中明确规定

了图书馆服务的平等性质 :“公共图书馆提供无私

的服务 , 不因年龄、种族、性別、信仰、国籍、语文及

社会地位而有差异。”

但是 ,在图书馆的实际服务过程中 ,平等的服

务产生不平等的享用。有的人进图书馆 ,有的人不

进图书馆 ,有的人进图书馆的时间多 ,有的人进图

书馆的时间少 ,同样进图书馆的人 ,有的人获得的

收益大 ,有的人获得的收益小。不平等的结果看似

破坏了平等的供给。这是一种悖论现象 ,在公共物

品的供应中普遍存在 ,是正常的。公共经济学对此

已有定论。

最优的公共资源配置是按照个人的需要来配

置资源。同时 ,在向私人供给公共物品时 ,又必需

假设“社会福利函数是相同个人函数之和。因此 ,

最优供应是均一的 ⋯⋯”[ 1 ]。在公共物品的私人

供给中 ,就是这样 ,一方面 ,预设平等 ,以均一的供

应为最优供给 ;另一方面 ,按照个人之间不同的需

求进行配置 ,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平

等的供给和个人间按需的配置看似矛盾 ,但是 ,公

共物品确实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它的公平性。

二、知识价值悖论
本文并不是要简单重复这个公共物品的悖论。

本文要做的是将博伊索特的知识价值悖论引入图

书馆情报图书服务的语境中来 ,讨论图书馆如何能

够在公共服务中更好地实现它的公平性 ,同时提高

它的服务效用 ,并从公平和效用的角度认识图书馆

制度安排的性质。

博伊索特 (Max H. Boisot)是巴塞罗那 ESADE

商学院的战略管理系的教授 ,在我国工作了 5年。

他在 2004年出版了《知识资产 ———在信息经济中

赢得竞争优势 》一书。讨论的是如何实现对知识、

这一特殊资产的有效管理。其中讨论了知识价值

的特性 ,提出了知识的价值悖论。我们将他的知识

价值悖论简述如下。

博伊索特教授采用的价值概念是经济学中的

传统观念 ,价值由商品的效用性和稀缺性两个方面

组成 [ 2 ]。但是 ,在他的知识价值中这两种要素是

对立的。知识的效用越是发挥 ,它的稀缺性就随之

变弱。完全的知识是信息。在信息的传递中有两

种方式 :复制和繁殖。复制是直接的传递 ,繁殖是

间接的传递。信息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在某个给定

时点上的扩散程度 ,还在于它的可扩散程度 ,可扩

散性是衡量它未来价值的更好标尺。能够建立秩

序的扩散 ,可以增加扩散的速度 ,这样 ,秩序就有了

价值。有秩序的扩散是快速的扩散 ,快速的扩散降

低了信息的稀缺程度 ,反而减少了它的价值。这就

是博伊索特的信息或知识价值的悖论 [ 3 ]。

这个知识价值悖论是一个问题方式。知识的

价值悖论决定了知识价值是不确定的 ,是模糊的。

既然是模糊的 ,这个价值就有最大化的可能性 ,也

有最小化的可能性。如何避免知识价值的最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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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消失 ,而使它最大化呢 ? 就博伊索特而言 ,这

是当代战略管理的课题。

三、理论迁移中的几个意义要点
把博伊索特的这个提问式价值悖论迁移到图

书馆语境中 ,有几点是值得注意 ,很有意义的 :

(1)他所讨论的知识和信息与图书馆的服务

内容 ———图书情报 ,在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 ,

在功能性质上是一致的 ,所以他的价值悖论对图书

馆的制度安排同样具有课题意义。

(2)图书馆是他所说的信息扩散的一种秩序

( constitution)或制度 ,不同的是 ,图书馆是一种公

共制度 ,它没有价值最大化问题。尽管图书馆没有

价值最大化问题 ,但是却有效用最大化问题。

(3)信息的传递有两种方式 :直接的复制和间

接的繁殖。这种方式的划分和功能作用的区别提

示出图书馆在公共服务中产生着社会的经济效用。

(4)由知识的价值悖论产生的价值模糊性 ,给

图书馆服务提出的问题是 :图书馆可以因为这种模

糊性增加服务的公平性效用吗 ?

四、几点更多的讨论
现在 ,我们在图书馆的语境下 ,讨论这四个要

点。先把它们的顺序颠倒一下 ,即不从第 1,也不

从第 4点 ,而从中间的第 3点开始 ,首先讨论传递

方式 ,然后 ,第 2点、第 4点的公平性效用 ,最后再

看看知识价值悖论迁移进图书馆公共性语境的意

义。从实际的操作的功效 ,到制度的作用 ,再到理

论的认识。

1. 图书馆的制度安排 :从传递方式到公平性

效用

从传播知识的角度来说 ,图书馆的工作是传递

图书情报。在图书馆的读者中 ,有的只是学习知

识 ,做简单的接受而已 ;有的是加工知识 ,进行研

究。图书馆的图书情报服务在这两种读者群中的

功能是不同的。把信息的传递分类为复制和繁殖 ,

提示我们从图书情报传递的结果上去进行区分。

这样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一种是知识的单纯的

扩散 ,另一种是扩散中的知识增量。

政府以公共制度的形式 ,向私人提供产品 ,一

是 :“为了限制该产品的使用量 ”,二是“为了实现

社会公平的目的 ”[ 4 ]。图书馆提供图书情报 ,使得

图书情报能够得到反复的利用 ,减少了图书情报使

用所需要的量。人们知识的增加可以提高他们经

济收入和享受生活的能力。一个人拥有一本书 ,一

个人看 ,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知识。如果这本书放在

图书馆里 ,就有可能两个人、三个人 ⋯⋯n个人去

看 ,就会增加两个、三个 ⋯⋯n个人的知识。这就

是图书馆知识的传播作用。用博伊索特的话说是

“复制 ”。这种复制使得人们的能力得到更为普遍

的增加 ,实现着社会的公平性。

在有的读者那里 ,图书情报的扩散不仅仅是单

纯的复制 ,还会产生知识的繁殖。知识增量 (繁

殖 )的出现凸现了图书馆的社会经济效用 ,是我们

更清楚地看到 ,图书馆的公平性不是与社会经济效

用相对立的公平性 ,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经济效

用。一个人格化的例子是富兰克林 ,他是美国现代

公共图书馆的创始人 ,他也是一名大发明家。知识

帮助他产生很多的发明 ,因此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享有更多的知识。

图书馆的平等性不是指所有的人都在平等地

利用图书馆所拥有的图书情报 ,而是指所有的人都

有平等地利用图书情报的权利。图书馆的公平性

在于 ,愿意并需要图书情报的人可以利用图书馆所

拥有的图书情报 ,实现图书情报的效用。平等供

给 ,是图书馆扩大图书情报传播面的最佳手段 ,在

尽量大的范围内实现它的效用 ;按需配置 ,是图书

馆促进图书情报增量 (繁殖 )的最佳手段 ,在尽量

大的程度上产生它的效用。在范围和程度两个方

面提高图书情报的效用 ,在提高效用中实现它的公

平性 ,这是“知识价值悖论 ”从结果上分析知识传

播效用给图书馆工作的一个启示。

图书馆是图书情报的公共传递制度。扩大传

播面 ,促进知识增量 ,可以争取图书馆公平性效用

最大化。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第 2个要点的讨论。

2. 从知识价值模糊性到产权不确定性的制度

安排

第 4点是知识价值的模糊性问题。按照博伊

索特的思路 ,知识的价值越高 ,它的扩散就越快 ,扩

散得越快 ,它的稀缺性就越弱 ,价值反而越低。这

样 ,知识处在自身价值的悖论运动之中 ,具有难以

确定的模糊性。如果仔细探究他的思路 ,可以看到

他的思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和一个没有阐明的性

质。他为知识扩散预设的前提条件是市场 ,因为是

在市场条件下 ,所以才有知识的价值增加和减少。

没有阐明的是知识扩散的经济性质。

知识扩散的经济性质是知识的产权转移。知

识价值模糊性的原因是知识产权难以界定。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巴泽尔对产权问题有创造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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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产权理论可以加深我们对知识价值模糊性的

讨论。

巴泽尔认为任何资产的产权都无法完整的界

定 ,因为一般的商品都具有多种属性 ,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个人“拥有同一商品的不同属性 ”。有的

属性甚至无法完全地分离 ,它们“成为公共财产 ,

进入公共领域 ”[ 5 ]。有的资产具有“各种潜在有用

性 ”,是不断地被发现的 [ 6 ]。巴泽尔认为 ,具有很

多属性的资产完全由一个人占有往往不是有效的

产权安排 [ 7 ]。他对产权的这些阐述为我们认识知

识资产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引导。

3. 答案的课题性质

图书情报的属性决非是单一的 ,各种知识几乎

都具有无尽的潜在有用性 ,所以它们才能在不同的

时间 ,不同的地点 ,为不同的目的 ,由不同的人反复

使用。面对图书情报的这种性质 ,我们不禁要问 :

图书情报是否具有天生的公共性质呢 ? 知识的价

值悖论是否是知识的公共性质对它的市场性质的

挑战呢 ? 公共性的制度安排 ,如图书馆 ,是不是传

播知识和利用知识的最佳形式 ,因此 ,能够最大限

度地实现它的有用性呢 ? 这些自然引发的问题倾

向于正面的答案。我们采用这种方式 ,是用问题的

方式给出讨论的正面回答。同时 ,问题的方式又意

味着这是未完成的正面回答 ,是一个具有课题性质

的答案。

我们从图书馆的公共制度安排定位 ,到公共物

品供给的悖论现象 ,到博伊索特的知识价值悖论 ,

到图书馆公平性中的社会经济效用 ,到巴泽尔产权

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要求 ,然后对图书馆公共性制

度安排的必然性进行了诱导性提问 ,完成了这次有

结论而无定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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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Va lue Paradox in the Con text of L 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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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brary of Children’s Hospita l of Chongqing M edica l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A discussion, in light of the paradox in public good distribution, knowledge value paradox byMax

H. Boisot and a theory on uncertainty of p roperty right by Y. Barzel, was offered on justified utility maxim iza2
tion of collocation of books and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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