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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电子图书提供商现有的定价模式相当多样[1]。一般而言，

电子图书的价格组成包括电子图书内容费用和电子访问费用

两部分。在某些定价模式下，购买者并不需要支付电子图书

内容费用，只需支付电子访问费用，而电子访问费用的计价

也有多种计算方式，比如，可以根据电子图书内容费用的百

分比来计算，也可以根据并发用户数和机构规模的大小来计

算。可以说，与电子期刊相比，电子图书的定价模式要复杂

得多。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当前电子资源市场上电

子图书的定价模式，力图为图书馆购买到高性价比的电子图

书提供理论指导。

2　电子图书定价模式研究

影响电子图书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可以按电子图书集成

库（ebook collection）购买，也可按本购买（single ebook），

价格可以根据机构的潜在用户（全日制相当，Full-Time

Equivalent缩写为FTE）及并发用户数来确定。具体而言，目

前国内外电子图书提供商针对电子图书提出的定价模式主要

有7种[2]。

2.1　按电子图书集成库销售

电子图书集成库主要包括三种：subject collection（单学

科电子图书集成库）；multiple subject collection（多学科电子

图书集成库）；publisher collection（按出版商汇集的电子图书

集成库）。电子图书集成库由提供商预先按上述三种类型进行

汇总，图书馆如果要购买这类集成库，只能购买整个数据库，

而不能根据需要选择单种电子图书加以订购。这一销售模式

可能使图书馆购买到本身使用率不高的电子图书。

2.2　按本购买（single ebook）

按本购买（single eBooks）使得图书馆可以不需要购买整

个电子图书集成库，而是灵活地从某一电子图书集成库中选

择本馆所需的单种电子图书，这有利于图书馆建立起完全适

合自身需要的电子图书资源体系。

2.3　逐年订购（annual subscriptions ）

逐年订购模式使得图书馆只能通过电子图书提供商的系

统平台进行访问和使用，其价格构成仅有电子访问费用，并

且需要逐年支付，一旦停止付费，资源的使用权也即告终止。

2.4　一次性购买（one-time purchase ）

一次性购买即一次买断电子图书的使用权，图书馆需要

一次性支付购买费。通过这种方式购买完电子图书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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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选择通过该电子图书提供商的系统平台为读者提供访

问和使用，通常还需要支付一定的平台维护费。当然，图书

馆也可选择自建服务系统为读者提供电子图书访问服务。

2.5　基于用户数量的定价

基于 FTE的定价模式，是根据机构的潜在用户数量和并

发用户数来确定的一种定价模式。图书馆确定同时使用某一

电子图书资源的用户数，并发用户数越大，FTE 值越高，价

格也就越高。在基于用户数量的定价模式下，提供商还会对

电子图书的复本数使用进行限制，授权各个图书馆可以像外

借一般图书那样外借电子图书，即一本电子图书只能供一位

读者借阅，如果读者期望借阅的电子图书已被借出，图书馆

管理员可以告知读者该书还回的日期，即使读者到期不归还，

系统也会自动收回借出的电子图书。所以，在此定价模式下，

如果一本电子图书的需求用户比较多，图书馆就要相应地多

购买复本来满足需求，成本也随之增加。

2.6　混合型定价模式

事实上，从目前的电子图书市场来看，很少有电子图书

提供商采取单一的定价模式。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图书馆的

购买需求，电子图书提供商更倾向于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定

价模式进行组合，与图书馆建立合作关系，这就是混合型定

价模式。目前，混合型电子图书定价模式主要有三种。

2.6.1　“电子图书集成库+逐年订购”模式　在此模式下，一

个电子图书集成库的价格相当于每一个FTE 的价格乘以机构

的FTE 总数（注：不同的电子图书集成库，其每一个FTE 的

价格是不同的）。这一模式非常适合集团采购，因为电子图书

集成库是提供商事先打包完毕的内容，在不需要考虑各成员

机构的特殊需求、且成员机构并不打算花费时间和精力对电

子图书馆藏进行筛选与清理的情况下，通过组团采购，往往

可以为图书馆带来一定的优惠价格。更为重要的是，该模式

按集团内成员机构的FTE 来计算各成员机构应付的价钱，很

公平合理的。缺点是：购买的某些电子图书可能不是成员机

构都需要的。

2.6.2　“按本购买 + 逐年订购”模式　在这种定价模式下，电

子图书提供商一般都会规定一本电子图书的价格点数，图书

馆可以根据本机构打算购买的电子图书总点数（e b o o k

points），在点数范围内选择自己所需的电子图书。如一本电

子图书的点数为3，A机构购买了3 000点，则该图书馆可选

择1 000本电子图书加以购买。当然，能够购买到的电子图书

数量还需要考虑该图书馆的并发用户数，最后由点数和并发

用户数共同决定电子图书价格与实际可购买的数量。成员图

书馆若有不同的购买需求，则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按本逐年订

购的模式，建立特色馆藏，并自行维护。这种模式的优势在

于成员图书馆可以购买自己所需的电子图书，并在合同存续

期限内根据购买的价格总点数随时调整、更改电子图书。特

别是在不准备增加价格总点数的情况下，图书馆完全可以剔

除使用频度不高的电子图书，迅速收集新出版的电子图书，更

新资源体系，提高服务能力。不过，这种销售模式的缺点集

中表现为，参与集团购买的成员图书馆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和资金去维护自身的馆藏。相比之下，“电子图书集成库+逐

年订购”的定价模式则不需要成员图书馆独立地对电子图书

馆藏进行更新，而是由电子图书提供商来维护。

2.6.3　按电子图书内容费用出售　无论是一次性按本购买，

还是一次性购买电子图书集成库，图书馆都需要支付电子图

书内容费用，即用于购买电子图书资源本身富含的知识内容

以及相应版权的价格。电子图书内容费用一般以印本订购价

格为基础（通常内容费用一般是印本订购价格的90%-95%），

同时需按FTE 和并发用户数来确定电子访问费用（access

fee）。电子访问费用是电子图书资源提供商提供电子图书资源

服务、技术及平台的价格。

2.7　其他定价模式

以上只是常见的几种定价模式。如果图书馆不仅要订购

电子图书，还要订购相应的印本图书，电子图书提供商也提

供以下定价模式供图书馆选择。

2.7.1　P+E模式:基础费+电子访问费　在P+E模式下，电子

访问费依据基础费（订购单位印本订购总码洋）的不同，按

不同比例计算。电子图书资源提供商首先核对订购单位在上

一年度订购的印本书码洋，订购单位在保证不削减合同期内

印本订购码洋的基础上，按照印本码洋的一定比例和电子访

问费支持总费用。

2.7.2　E-first + DDP模式：内容费+电子访问费+可能发生

的印本订购费　在这个模式下，电子访问费用一般是内容费

用的10%。如果需要保留印本，则需支付额外的费用用于印本

订购。图书馆可以按照印本码洋（print fee）10%-40%的折扣

价（Deep Discount Price, DDP）购买印本。

3　图书馆选择合适的定价模式

尽管电子图书提供商给图书馆在购买电子图书方面提供

了多种定价模式，使得图书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但也带来

了管理上的麻烦[3]。不同定价模式的选择与管理费用支出几乎

抵消了多种定价模式可供选择带来的益处。有鉴于此，图书

馆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本馆实际购买能力与需求的定价

模式显得至关重要。

3.1　以图书馆收藏重点为出发点

选择按电子图书集成库购买还是按本购买，这取决于图

书馆的需求。如果图书馆计划购买自己所需的电子图书，而

不愿购买提供商已打包好的电子图书集成库，可以采取按本

购买的模式。

3.2　区分电子图书的保存价值

图书馆是选择逐年订购还是一次性购买，可以根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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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保存价值加以综合考虑。虽然一次性购买可以让图书

馆永久访问购买的电子图书，但并不是所有的电子图书都要

采取这种购买方式[4]。这取决于电子图书的类型，如专著、参

考工具书等具有长期使用价值的，图书馆可采取一次性购买；

对诸如手册等这样一些生命周期短、更新快、不要求永久存

取的，图书馆可采取逐年订购模式。此外，图书馆可根据自

身的目标定位灵活加以选择。比如，若希望获得电子图书的

所有权和长期保存权利，可选择一次性购买；如果只是期望

电子图书资源能够被访问，而不希望对其进行长期保存，则

可选择逐年订购的定价模式。

3.3　注重电子图书的实际使用强度

如果采取基于并发用户数的定价模式，图书馆应该确定

同一资源在同一时间内的用户使用强度，以便确定购买并发

使用的许可（licence）数。在续订时，图书馆应要求提供商出

具详细的使用统计数据，以便获得确切的使用统计数据，从

而了解各种电子图书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并最终在续订电

子图书时调整自身所购买的并发使用许可数。比如，教科类

电子图书的使用频率较弱，在订购时图书馆可考虑使用并发

用户限制的定价模式，而对于诸如参考书等使用较为普遍、频

繁的电子图书，图书馆则应该为读者提供没有访问限制的服

务，因此可考虑一次性购买这类电子图书。

3.4　确保在自身的经费承受能力之内

图书馆根据预算，决定是否通过参与集团订购来购买电

子图书。面对如此众多的定价模式，图书馆之间可以联合起

来与提供商谈判，减少个体图书馆选择的不确定性，共同分

担定价模式选择上的风险。无论如何，集团采购应尽量使得

集团成员都能互惠互利，全力避免规模大小不一的机构在集

团采购费用分摊上出现有失公平的现象，保证各成员机构都

能购买到适合自身馆藏发展需求的电子图书[5]。

４　结　语

4.1　提供双赢的定价模式显得至关重要

电子图书的价格是图书馆最关心的主题。对电子图书提

供商而言，也有待在市场的发展中进一步制订出能够为双方

带来双赢的定价模式。电子图书的实际利用价值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许可协议规定的用户使用权限。在多数情况下，电子

图书提供商只提供有限的使用权，这使得电子图书易于传播

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尤其是并发用户使用限制的销售

模式类似于传统印本的使用限制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电子图书使用的便利性。在这一点上，图书馆和电子图书

提供商是博弈的双方。图书馆希望电子图书的定价模式能有利

于己，最好不要有并发用户限制，能够永久访问更好[6]。但对

于电子图书提供商来说，图书馆获取电子图书资源的成本降

低意味着其收益的减少。实现双赢，无疑是最佳的定价模式

解决方案。

4.2　协作是制定双赢定价模式的主要推动力

电子图书定价模式正在发展，哪种定价模式能够成为未

来的主流仍有待市场验证。尽管如此，图书馆对电子图书提

供商的定价模式、电子图书类型及用户权限等问题的发展将

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对电子图书提供商而言，时刻考虑图书馆的需求，重视

图书馆在电子图书定价模式中的角色，真正把图书馆视为他

们市场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是确定电子图书定价模式

的重要策略之一。目前，在定价过程中，电子图书提供商需

要考虑：在采购电子图书的同时，大多数图书馆也会订购相

应的印本图书，直到提供商确保电子图书完全可供读者永久

性访问，这时，图书馆才有可能考虑不再购买相应的印本图

书。这样一来，随着支持电子图书的各种软硬件技术的逐步

成熟、使用成本的降低、读者阅读偏好向电子图书的倾斜，图

书馆更有可能偏向于接受拥有所有权、没有并发用户限制的

定价模式。可以说，定价模式的逐步统一将有利于电子图书

提供商节省在此方面的管理与维护开销。

对图书馆来说，电子图书的采购给其馆藏政策及采购人

员的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在电子图书定价模式复杂多

样、一时无法采用单一模式的情况下，熟悉授权协议的法律

知识，了解当前电子图书市场上不同电子图书提供商提供的

不同定价模式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将最终影响到图书馆能否

择用到性价比更高的电子图书购买模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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