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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的价值关系分析*

摘要：科技信息资源是国家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条件，在其共享各环节间

形成了较复杂的价值关系。文章在分析了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中的价值主体和客体的构成和特征的基础

上，对价值主体之间（包括信息的提供者与提供者、提供者与使用者、使用者与使用者）以及价值主

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协调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中价值关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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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资源是国家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

支撑和基础保障条件，其在生产、加工整理、储存、

使用和共享服务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资源价值的流动

和传递。价值提供了实践的目的[1]，正是基于科技信息

资源拥有的价值属性以及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价值实

现，才使得科技信息资源的建设与共享服务成为可能
[2]。同时，在科技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各参与要素之间

形成了较复杂的价值关系，包括科技信息资源的主体

与客体、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等之间的关系等。

不同共享阶段其主体状态和客体存在状态是不相同

的，价值关系也有所变化。可以说，明晰科技信息资

源共享中的价值关系，对于进一步找寻价值传递和价

值增值的特征和基本规律，探索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

务的动力要素和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中价值主体与客
体的辨识

依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

泉[1]。由于科技信息资源的产生是经过科技工作者的

不懈劳动而创造出来的，因而科技信息资源是有价值

的。科技信息资源的价值实际上是指特定科技信息资

源满足于科学研究、创新和社会发展等客体活动需求

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具备的潜力[3]。科技信

息资源的价值流动存在于资源的生产、保存、传递和

使用服务的全过程中，并以各种形式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过程中的价值流动轨迹

示意见图1[4]。

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与利用中的价值流动过程主要

包括生产过程、加工分析过程、存储维护过程以及共

享服务过程，通过科技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让更多的

用户（包括资源的部分生产者、传递者和全部资源使

用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科技信息资源，而各用户端

也会将信息的利用情况和进一步的需求反馈给平台，

甚至直接反馈给科技信息资源的建设过程，以指导科

技信息资源的生产、加工和存储。

可见，科技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的价值要素包括

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信息管理者和用户以及信

息资源本身。同时，信息共享中依托的实体机构，如

实验基地、观测中心、数据中心、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等，以及信息共享平台（可能为实体，也可能为虚

体）等，在价值要素间各种正负反馈关系形成的过程

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1 价值主体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的价值主体主要包括科

技信息资源生产者、传递者和管理者（统称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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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以及科技信息资源的用户（即科技信息

资源使用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科技信息资源主

体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

信息资源的生产者负责开展对科技信息资源进行

采集、加工、分析、保藏和维护，传递者承担着信息

传输和服务的功能，而管理者将对信息生产、传递与

服务的全过程进行监督、评估和管理。上述信息提供

者应熟悉和掌握现代化图书情报知识，对科技信息具

有较强的开发能力并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现代化设

备的操作技能，他们决定了信息资源的积累和深度开

发效率，直接影响到科技信息资源对科技创新能力的

支撑作用。

用户的信息需求是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机

构开展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实现信息资源价值增值

（殖）的根本动力。从创新过程来看，用户需求可以

划分为工作前的信息需求、工作中的信息需求和工作

后的信息需求。从信息需求的类型结构来看，可以划

分为用户对信息客体的需求、对信息检索工具与传递

工具和系统的需求、用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等。用户

信息需求的心理行为可能符合穆尔（Mooers）定律、

齐普夫（Zipf）最小努力原则、马太效应与罗宾汉效

应、信息吸收极限等规律[5]。信息用户要求信息应具有

前沿性，即考察科技信息能否反映本学科或本专业的

前沿领域或热点问题；及时性，即应能够迅速汇集、

及时提炼、便捷地传递科技信息；创新性。此外，用

户对新发表的论文、专著、会议资料、学术动态、科

学数据、新兴交叉学科等信息可能有着特别浓厚的兴

趣，并对所需要的科技信息强调准确、完整和连续，

尤其对内部汇报、专题报告、数据统计、动态分析等

信息有着特殊的需求，对信息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要求极高。

1.2 价值客体

价值客体是价值被利用的对象，即科技信息资

源本身。根据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同理解，对信息资源

大致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狭义的解释为：信

息资源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过加工处理、有序

化，并大量积累起来的有用信息的集合；广义的解释

为：信息资源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

息、信息生产者、信息技术等信息活动要素的集合。

这里采用狭义的概念界定，且限定在科学技术领

域。对于科技信息资源的定义也存在多种理解，如

有专家认为，“科技信息资源是人类从其活动中所

获得的一切与科技有关的信息的总称”。而在国家

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则定义为“人类社会科技

活动所产生的基本科学技术数据、资料，以及面向

不同需求加工整理形成的各种科学数据产品和各种

载体的科技图书、期刊、报告、论文、专利等科技

文献”[4]。本文认为，科技信息资源通常是指在基础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资

源，以及科技活动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信息资

源。科技信息资源主要包括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据

库资源、网络资源等。

图1 科技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过程中的价值流动轨迹示意

72



http: // www.dlf.net.cn

2011年第8期（总第87期）

  迈向知识服务
——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ICSTI）2011年夏季大会专刊

2 科技信息资源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由于主体的获取和认知能力的不同，科技信息资

源在流动过程中主体与主体之间，即科技信息资源使

用者与使用者、信息提供者与提供者、使用者与提供

者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存在竞争的复杂的正负

反馈关系（图2）。

2.1 提供者与提供者

提供者与提供者之间将以竞争形式的负反馈关

系为主。为了最有效率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势必存

在着信息的开发技术、开发的组织管理等诸方面的竞

争。另一方面，因为科技信息资源的互补性很强，因

此需要信息提供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科技信息资源，使

得提供者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开展信息资源生产与

服务，即形成正反馈关系，从而产生更高的效益。

2.2 提供者与使用者

在科技信息资源刚刚生产出来之时，生产者拥有

其全部的价值（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但随着资源

的传递，其价值由生产者流向传递者和管理者，进而

流向信息的使用者，这时价值的流动只是最初价值的

流动，也是价值形式的最初表现。当科技信息资源在

各使用者之间流动，达到充分共享，这时使用者们可

能将从不同的角度并以不同的方式对科技信息资源进

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科技信息资源的价值将得到充

分的体现和发挥。其价值流动的一般形式为：生产者

→传递者→使用者→使用者。科技信息资源的价值既

有隐性价值，也有显性价值，其中显性价值一部分是

直接表现出来的价值，一部分是各使用者不断利用科

技信息资源的过程中隐性价值转变而成的显性价值。

而且随着科技信息资源的价值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流

动，将会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提供者对用户利用信息的影响——从事科技信息

资源采集、加工整理、信息传递、信息整合、对外服

务等价值增值（殖）过程的工作者，使信息在提供者

之间、使用者之间，以及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传递，

使科技信息资源能够及时应用于各个行业和各个领

域，为社会的科技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他们直接决定

了信息类型对用户需求的可适用性、信息采全率、信

息采准率、信息及时率、信息使用便捷程度、信息获

取成本等指标的状态，因此，提供者对用户利用信息

的影响是正反馈。

用户对信息提供者的反馈——一方面，生产者

生产出的科技信息资源，对于不同的使用者来说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进行利用，使其价值不断得到丰

富；而目前中国用户的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普遍较

低，对科技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难以奏效。中国目前

网络信息消费者仍然存在着较严重的地域分布不平衡

状态，从而从量的方面直接制约用户从网上获取信息

资源的价值实现量；而受用户本身的知识、智力和信

息表达能力差异的影响，主要依靠信息管理部门的人

工信息检索服务等方式获取信息的价值实现也将受到

不同程度的限制[6]。另一方面，使用者也可以将使用

信息的意见和需求再次反馈给生产者、传递者和管理

者，促进信息提供者在信息加工和服务过程中能够不

断改进信息产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用户对信息

提供者的影响是正反馈作用。

科技信息资源的使用者和生产者/传递者也是相互

转变的，任何科技信息资源生产者/传递者本身往往也

是其使用者，而且，生产者生产的新科技信息资源可

能是在原有科技信息资源的基础生产出来的，即使用

者成为了生产者，并进一步可能成为信息的传递者。

这是科技信息资源流动中最为复杂的关系，而任何生

产者/传递者和使用者都是相对于其所拥有的科技信

息资源来说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在科技信息

资源的流动和传递过程中，资源价值在其中所起到的

重要作用。因为科技信息资源的流动和传递过程中，

使用者和生产者/传递者是在利用其所拥有的价值，一

方面利用本身原有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并传递新的价

图2 科技信息资源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正负反馈关系

73



http: // www.dlf.net.cn

2011年第8期（总第87期）

            迈向知识服务  
——国际科技信息委员会（ICSTI）2011年夏季大会专刊

值，这也是科技信息资源价值增值的根本所在。这时

的科技信息资源的价值一是在原有价值基础上的新增

价值，二是其价值内涵可能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原价

值内容更丰富。

2.3 使用者与使用者

使用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流动可以使科

技信息资源的隐性价值显性化，也可以使横向价值与

纵向价值[7]的表现更加清晰（图3）。使用者间的竞争

性来源于信息的稀缺性[8,9]。在信息产生后初期，由于

受信息传递的方式和技术所限，信息的稀缺性使得使

用者与使用者之间具有竞争性的负反馈关系。而信息

的时效性，以及信息资源在空间和时间分布上的不均

衡性在客观上加剧了资源使用者间相互竞争的格局。

随着信息接受者的范围的扩大，使用者之间则可能会

从竞争关系逐步演化为共享合作的正反馈关系。

3 科技信息资源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科技信息资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信

息的提供者、使用者与科技信息资源本身的关系。

3.1 信息对资源主体的影响

科技信息资源有利于提高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提高

信息资源主体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发现的能力，既包括信息

资源生产者加工生产的能力、资源组织的能力和对外服务

的能力，也包括用户获取和深度挖掘信息的能力。

科技信息资源在共享流动过程中其主体是不断

变化的，而客体也在共享过程中其价值内容越来越丰

富。对科技信息资源本身来说，从生产、加工、储存

到共享服务阶段，其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

科技信息资源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时时刻刻都

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能够使科技信息资源的使用

者和生产者更好地利用信息并使其价值得到更大程度

的发挥。而且，同一科技信息可以为不同时期（或时

代）所利用，也就是前一时代生产利用的科技信息可

以为后一时代科技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是后一时

代使用者利用的基础，即体现出科技信息资源具有的

“代际性”特征。由于科技信息是信息的一种形式，

因此科技信息的开发利用也是一种学习和积累的过

程，信息在其开发利用过程中不断获得丰富，也使得

科技信息资源依赖型的经济能够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所

面临的物质资源束缚，实现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3.2 资源主体对信息的影响

受资源主体本身的知识、智力和信息表达能力差

异的影响，对于使用者而言，不同的使用者对于同一

科技信息资源的利用也是不同的，他们能够从科技信

息资源的各个角度并通过不同方式来利用，从而影响

到资源价值（包括价值质和价值量）的效用；对于信

息提供者而言，不同的资源生产、加工、储存、传递

和对外服务能力，直接影响到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从

而使得在科技信息资源流动和传递过程中，信息资源

价值将获得正（负）增值。

4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中的价值关系协调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各类复杂关系的存在，

从微观角度，需要建立信息整合、组织、共享服务的

全程跟踪服务模式，在各环节的关键节点处，加强管

理和各关系要素之间的沟通反馈和协调，强化需求服

务，包括面向科技创新的情报研究服务、有效的信息

推送服务和网络智能服务等。

另一方面，从宏观和中观角度，需要开展有效的

科技信息资源配置，以人们的信息资源需求为依据，

以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为指针，调整当前的信

息资源分布和分配预期[10]。此外，创造良好的信息生

产环境、信息传播环境、信息使用环境和信息管理环

境至关重要，同时还要兼顾信息公平问题，协调人类

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图3 信息价值在使用者之间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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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Value Relationships in Shar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Zhao Wei, Qu Baoqiang / Center for Resource Sharing and Promotio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STIR) are important support and basic security fo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lex value relationships are formed during various processes of STIR sharing.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alue subjects 
(including the providers and users of value),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lue subject and value obje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and compositions of value 
subject and object in STIR sharing. Furthermore, suggestions on coordinating the value relationships during STIR sharing we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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