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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会成本理论的采编工作“去职业化”探析
李 坤

（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机会成本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人们在多个机会选择中所放弃的选项可获利的收益，其应用的范围

非常广泛。从当前图书馆采编工作的现状出发，探讨采编工作如何“去职业化”，才能使采编工作的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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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会成本

在现代经济学中，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理论常被提

及。实际上，机会成本核算广泛存在于人类的日常工作生活

中。在“欲望”无限、“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稀缺性

（scarcity）现象。因此人类必须在众多的“欲望”中作出选择，

而作出选择时所付出的代价便是机会成本。图书馆采编工作

机会成本理论的研究，就是基于采编工作去职业化时，如何

投入最少的机会成本，取得效益最大化的理论框架。

1.1 机会成本的内涵

机会成本是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常经济

学家从以下两个视角诠释机会成本的内涵。

①资源配置视角。最早独创“机会成本”的弗·冯·维塞尔

（Friederch VonWieser）就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这一概念的。任

何资源都是稀缺且存在诸多用途的，每种用途有不同的效用，

不同用途的效用被量化以后就成为其他用途的机会成本。[1]

②决策视角。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从更广阔的角度阐释了

机会成本的概念。在存在稀缺的世界上，选择一种东西就意

味着需要放弃其他一些东西，一项选择的机会成本是相应所

放弃物品或劳务的价值。可见，机会成本不仅在资源配置的

领域使用，而且也扩展到人类需要作出决策的其他领域。[2]也

就是说，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作出一个选择后所丧失的其他

选择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1.2 采编工作的机会成本

人类参与各项活动的机会成本是难以被量化确定的，但

其本身蕴涵着精力投入、时间投入以及通过刚性成本的付出

所产生的结果，实质上是一种努力积累的“结果”。若抛开可

能产生的刚性成本，各种活动的机会成本就有一个共性———

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就采编工作领域而言，工作人员选择进行采访或编目工

作时，必须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些时间和精力成

本的投入，来获取劳动成果，取得收益。工作人员放弃将这些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的活动中可能产生的收益即构成了

采编工作的机会成本。

2 “去职业化”对采编工作的冲击

2.1 “去职业化”的概念

“去…化”近年来多被用于政治领域，如“去中国化”，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去”被解释为除掉的意思，“化”多被放

于名词或是形容词尾，表示转变或是形成某种性质或是状态，

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趋势。“去…化”反映的是背离原来原有

事物存在本来性质、宗旨、价值取向的一种趋势。“去职业化”

最早于 1999 年被提出，具体是指劳动组织和劳工关系的市场

化，使原来固定的劳工关系变得越来越松散，用实时聘用原

则来代替；从另一方面看，“去职业化”还意味着有条件性地

对工作行为的自我组织。“去职业化”是指某一行业的从业人

员偏离自身专业和自身工作的一种现象。

由此可见，将“去职业化”引入到图书馆界，则是指图书

馆将大量专业工作外包，图书馆业务工作量减少，图书馆员

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非本专业人员的影响而逐渐偏离其专

业职能，图书馆学专业馆员占图书馆工作人员总数的比例逐

渐降低等一些偏离图书馆传统职能的现象。

2.2 “去职业化”的表现

图书馆“去职业化”最初是在国外图书馆“专业化”和“职

业化”的发展历程之后被提出来的，之后逐渐传入我国图书

馆界，其具体表现可以总结为 3 个方面：图书馆院系的易名；

大量非图书馆专业人员参与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业务大量外

包。[3]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和本科教学评估等任务带来经费

激增，高校图书馆按照常规的做法无法完成任务而寻求图书

供应商的帮助；另外，由于编目业务外包能够降低图书馆运

作成本，节约人力，加快文献信息传播的速度，解决图书馆在

人力、技术方面的不足，使图书馆更好地集中馆内有限的力

量完成以读者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因此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

都实施了采编业务外包。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指出：

图书馆采编业务外包可以造就双赢局面，是一种不可忽视的

发展趋势。[4]但采编业务外包实施的过程在给图书馆带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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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同时，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问题与矛盾的产生。笔者认

为采编工作“去职业化”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双赢的

局面，是我们需认真探讨的问题。

3 高校图书馆采编工作现状

3.1 缺藏现象普遍存在

所谓缺藏，就是图书馆根据自身的性质、任务和读者的

需求，应该收藏而未能收藏的图书。缺藏一方面会使馆藏资

源建设受到损失，影响图书馆的整体资源建设水平；另一方

面也会使读者和用户受到损失，不能满足读者对文献的需求。

此外，缺藏的另一不良后果就是会严重影响读者对图书馆服

务的满意度，从而影响一个图书馆的声誉。虽然缺藏是必然

的，但缺藏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要尽可能将缺藏降到最低，图

书馆应将图书的缺藏和间断视为大忌，确保馆藏的系统性和

连续性。[5]

3.2 编目业务外包成为一种趋势[6]

3.2.1 编目业务外包的内在原因

近几年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这对图书馆

的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人员投入已成为各高校图书馆的迫

切要求，编目业务外包的出现正好满足了高校图书馆的这一

需要。

3.2.2 编目业务外包的有利环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招标采购制度不断完善，图书

资料也被纳入了招标体系。激烈的竞争关系导致各供应商不

断创新，衍生了大量的服务功能。他们迅速从订单式图书提

供者转变成分编业务的服务者，使得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有

了现实基础。这些为高校图书馆编目业务外包的实现提供了

可靠的保证。

3.2.3 编目业务外包的技术基础

图书馆分编工作的标准化、自动化、规范化是高校图书

馆采编业务外包的技术背景。各种书目数据中心应运而生，

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和“211 工程”的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 CALIS 联合编目中心发展成为我国两个最大的书目中

心。图书馆和图书供应商等单位都可以成为这两大书目中心

的会员，共建共享其中的书目数据。至此，在一定范围内，图

书著录有了行业规范的指导，在图书的分类、标引、著录等方

面有了相对稳定的统一标准，为图书编目业务外包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撑。

3.3 编目外包实施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

编目外包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外包商因过多考虑经济效

益而降低了对编目质量的要求。为了求得利益最大化，外包公

司一般都实行定额管理，为了完成任务，外包编目人员不会

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图书馆的编目细则，造成编

目质量下降，经常出现的问题主要有[7]：

3.3.1 加工不规范

磁条缺漏、扭结、外漏，给图书的安全留下隐患；条码没

贴在规定的位置、歪斜、模糊，同一本书的两个条码号不一

致；馆藏章加盖位置不规范、漏盖、歪斜；书标张冠李戴、不平

整，既不美观又造成书目信息的错误。

3.3.2 查重、分类标引不规范

因疏于查重，造成书目记录重复；因分类不当，主题标引

和分类标引不一致，多卷书、丛书著录不统一，造成同类图书

归类不统一，影响书目数据的质量。

此外，还存在 MARC 数据著录、新书典藏、附件（随书光

盘）加工、图书退换问题等。所以在实行编目业务外包后，书

目数据质量与图书加工质量的控制、编目公司编目人员的培

训管理等方面所耗费的成本是我们应谨慎考虑的问题。

4 采编工作“去职业化”的效益分析

随着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采编工作“去职业化”

走进了许多高校图书馆，解决了图书馆待编图书积压的燃眉

之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编目业务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

的工作，其分编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书目数据体系的

规范、完整和一致性，影响着文献资源共享效果以及图书的

有效利用。如果编目外包数据质量不过关，图书馆就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校对和修改，那么编目外包也就失

去了“外包”真正的含义，所以图书馆的决策者在实施采编工

作“去职业化”之前，认真思考“去职业化”程度、具体实施策

略和具体细节等，争取采编工作“去职业化”的最大效益。

4.1 采编工作“去职业化”程度

采访工作关系到整个图书馆馆藏文献的质量。前苏联阿

列菲耶娃指出：“图书馆采访员是图书馆的半个当家人，是图

书馆的主导人物，因为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馆的

全部工作内容与成就。”采访人员一定要有事业心和较全面

的学科知识，只有充分了解所选专业的基本知识、主要技术

和最新进展，才能保证藏书在学科领域分布的合理性，藏书

内容的前沿性、专业性、连续性。此外，采访人员要对采访信

息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及时了解出版物的产生、传递和利用

情况，能挖掘有用信息，从多角度、多侧面对文献信息进行综

合分析，鉴别优劣，做到多中求好，好中求精。可以说，采访人

员的综合素质在文献资源建设中起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采访

工作不能“去职业化”，本馆工作人员熟悉本馆馆藏特点，并

且了解读者的借阅情况，掌握来自读者和阅览部等一线部门

的反馈信息，他们可以根据这些反馈信息来调整和修正采访

行为，最大程度地避免缺藏，满足读者的需求，使有限的资金

用在刀刃上，发挥其最大效益。

通过对目前国内高校主要编目业务外包的调查研究，我

们不难发现，采编工作“去职业化”程度与编目外包质量成反

比关系。因此我们要拿捏好采编工作“去职业化”这个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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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去职业化”程度过高，编目质量有可能下降，反而需要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校对和修改等。图书馆可根据各自

的服务对象、技术水平、自身优势等确立自己的核心工作，可

以将非核心工作外包出去。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编目实力

很强，参与了全国大型联机合作编目项目建设，编目业务是

自己的核心工作，可以将外形加工等简单的工作“去职业

化”。目前国内图书供应商的很多服务是随书配送的，其主要

目的是用增值服务来吸引顾客、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并且

提供的增值服务是免费的。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将

编目工作中的下载数据、贴磁条、加盖馆藏章、贴书标等简单

和重复的工作“去职业化”，让图书馆员充实到其他岗位发挥

更好的效益。

4.2 “去职业化”应注意的问题

4.2.1 选好书商，制定相应的外包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

书商是图书馆与出版社之间的重要桥梁，对图书馆来说，

选择书商可能是仅次于图书选择的重要步骤。选择书商不能

仅仅看价格，还要考虑信誉度、供货能力、到书率、服务等各

种因素。同时在选择好书商后，要定期进行沟通，让书商了解

本馆的性质、任务、读者对象等，以便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

务。

图书馆和书商之间签订合同时要尽可能考虑全面，如将

质量执行标准、业务完成期限、数量、人员及违约的惩罚措施

考虑周全，通过合同更好地约束书商完成业务外包。避免在

外包实施过程中造成与书商合作的不愉快。

4.2.2 注重把好质量关

图书编目业务外包主要有两种形式：外送加工模式和到

馆加工模式。到馆加工模式是图书供应商根据图书馆的要

求，派出专业的加工人员到图书馆帮助完成他们所承担的部

分任务。到馆加工模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进行全程质量监

控，有沟通迅速、错误可以随时修正、易于掌握进度等优点。

这种到馆加工模式既让部分采编工作“去职业化”，又能让更

多、更专业的图书馆员充实到其他岗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同时也保证了采编部门的图书加工质量，使采编工作“去职

业化”达到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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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员职业规划之我见
路海生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015）

[摘 要]对图书馆员职业规划的概念进行阐释，论述了图书馆员职业选择的策略，并对馆员职业发展前景进行了

展望。
[关键词]图书馆 职业再造 职业规划 职业选择 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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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馆员职业规划背景与概念透析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部分，服务二字为

立馆之本。随着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深度发展，社会大

众对于图书馆之认识与期望值也逐渐完善和提高，图书馆相

较于传统的自我，更加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和意义。新的服

务环境、服务内容方式都需要图书馆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再

上一层楼。图书馆提供服务的主体是馆员，作为组织第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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