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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中的科技情报工作

陈 桂 荣

( 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杨凌 7 1 2 1 0 0)

摘 要 从思想
、

组 织和技术三方 面思考并提出一些认 识和建议
,

认为 西 部地 区图书情报 工作首先

应当 立足本地资源
,

成立跨省
、

跨部 门的 两级情报信息协调组 织和信息中心
,

实行 西部信 息资源优化

配置
,

将有限的信 息资源 集 中起来 ; 同时采用计 算机 网络技术
,

尽快 实现跨空域的 东西部信息资源 共

享
,

抓住机遇
,

使西部地 区科技情报工作 实现跨越 式的超常发展
,

为西部 大开发 当好先锋
。

关键词 西部 开发 信息资源 网络建设 科技情报工作

党中央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

是我国新世纪经

济发展的重大部署
,

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

乃至全国经

济
、

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

要成功

完成西部大开发中包含的重大任务
,

如基础建设
、

产业结构

调整
、

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
、

社会可持续发展等
,

必须以科

学技术作为指导和依托力量
。

只有依靠科学技术
,

才能把

西部地区的 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而解决各类科

学技术问题又必须以基础文献信息作为参考和重要依据
。

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是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物质基

础和技术依托
,

是科技与经济腾飞的翅膀
。

在人类进人信

息化时代的今天
,

信息已不仅仅是一种资源
,

它还可以起到

加速科技进步
、

促进经济发展的
“

加速器
”

作用
。

目前我国

西部地区信息的缺乏
,

特别是科技信息的缺乏
,

是制约该地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

可喜的是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地区

情报信息工作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
。

因此
,

必须牢牢抓住这次机遇
,

从根本上扭转西部地区情报信息

工作落后的局面
。

为了打好西部大开发这一硬仗
,

充分发

挥信息在西部大开发中的
“

加速器
”

和
“

催化剂
”

的作用
,

图

书情报工作有必要从思想上
、

组织上和技术上作好准备
,

先

行一步
,

为我国西部经济腾飞插上
“

信息翅膀
” 。

认识信息资源落后的现实
,

寻求新的信息发展出路

我国西部地区 10 省区面积为 5 2 8 万平方公里
,

占全国

总面积的 57 %
,

但国内生产总值只占 14 %
。

西部地区的优

势是丰富的自然资源
。

据统计
,

西部地区开发利用的水电

资源为 2
.

7 4 亿千瓦
,

占全国总量的 72
.

3 % ;煤炭已探明储

量为 37 9 7 亿吨
,

占全国总量的 38
.

6 % ;天然气蕴藏量为 2 6

万亿立方米
,

占全国总量的 86 %
。

但西部地区在经济
、

基础

设施和投资环境方面落后于东部
。

而就西部地区图书情报

工作而言
,

它缺少的不仅仅是资金和基础设施
,

还缺乏图书

情报工作的基础资源—图书文献
,

这恰恰和西部地区丰

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

例如
,

据成立于 1984 年

的
“

西北五省区农业图书情报协作组织
”

统计
,

该组织内共

35 个单位仅拥有馆藏图书约 365 万册
,

且大部分单位都存

在着图书经费紧缺
、

文献购买量逐年下降的严峻问题 ;而东

部地区仅北京图书馆一家就有馆藏文献 2 1 60 万册
,

是该组

织馆藏文献量的 6 倍
,

而且馆藏量以每年 60 一70 万册的速

度增长
。

另据统计
,

我国目前有 1 038 个数据库
,

其中东部

地区有 7 1 6 个
,

占69 % ;西部地区有 65 个
,

仅占 16 % 。

尽管

两例中的比较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西部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匾

乏的实际状况和全貌
,

但也可以从中管窥一斑
。

当然
,

西部

地区不仅仅缺乏的是科技信息的基本载体—图书文献
,

它还缺乏科技信息的另一 重要载体—
人才

,

以及像美国
“

硅谷
” 、

日本
“

筑波科学城
”

那样能够留住人才
,

能激发
、

产

生新信息
,

具有
“

信息发生器
”

作用的高科技园区
。

世界已

进人知识经济时代
,

知识经济时代是科技知识在经济增长

中起决定作用的时代
。

在这个时代中
,

科技信息
、

科技资金

和科技人才等要素在内的科技资源为一个国家
、

一个地区

发展的第一资源
。

因此
,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在总量
、

结构及

质量方面的落后
,

必将影响到该地区科技发展与经济体制

建设的速度和进程
。

为了尽快扭转西部地区信息资源落后

的局面
,

除了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援以外
,

西部地区科技信息工作者还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

1
.

1 在思想上立足本地
,

振奋精神
,
以 创新求出路

西部地区信息落后的局面是客观存在的
,

有其历史和

经济发展方面的多重原因
,

问题在于是无所作为
、

悲观地等

待
,

还是振奋精神
,

努力工作
,

迎头赶上? 笔者认为
,

所有扎

根西部
,

长期在落后条件下勤奋工作的图书情报工作人员

的回答无疑都会是肯定的
。

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西部地区科技情报信息工作者带来了希望
,

规划出了新

世纪发展的蓝图
。

但西部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首先需要我

们解放思想
,

转变观念
,

树立对内对外大开放的观念
,

发挥



情 报 杂 志 第 19 卷

自身优势
,

立足本地现有信息资源
,

发扬延安精神
,

艰苦奋

斗 自力更生
,

以创新的精神去工作
,

以创新的思路去求发

展
,

以创新的观念去求出路
。

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

的灵魂
,

也是西部地区情报信息工作抓住机遇
、

走出困境的

法宝
。

目前
,

应当集中西部地区图书情报工作者的智慧
,

在

以下三个方面探索创新
: a .

探索能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现有

的文献资源
,

加快该地区信息化与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方

针 ; b
,

探索符合国情的西部地区信息资源管理办法
、

运行机

制和技术方案 ; c .

研究探索符合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
,

促进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措施
。

在创

新中要贯彻
“

统筹规划
,

国家主导 ;统一标准
,

联合建设 ;互

联互通
,

资源共享
”

的指导方针
。

将西部地区现有信息资源

开发利用放在首位
,

按照西部大开发的要求
,

改变传统的文

献信息工作模式
,

瞄准国内外文献数字化
、

网络化的先进水

平
,

将工作重点调整到现有信息资源一体化
、

电子化建设和

数字化
、

网络化信息服务方面
,

以圣新的思想和全新的工作

方式去迎接此次难得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

1
.

2 组织上 实施信息资源优化重组
,

适应新形势的需求

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
,

实现西部地区大开发

的目标任务
,

有必要对西部地区有限的情报信息资源进行

优化配置和资源重组
。

人们常说
“

团结就是力量
” ,

实际上

这句话也说出了
“

集中形成优势
”

的道理
。

事实上
,

西部地

区无论是科研系统还是教学系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长处
。

例如中国科学院在我国西部地区有 5个分院
, 2 个文献信息

中心
,

25 个研究所
,

拥有大量的专业文献信息资源
。

仅以地

处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

所为例
,

自 1 9 5 8 年建所以来
,

已逐渐积累了包括土壤学
、

生

物科学
、

水利科学
、

农业科学在内的各种专业图书约 20 万

册
,

这些专业图书文献不仅对于西部地区
,

就是对全国而

言
,

也是宝贵的资源
。

但由于过去计划经济形成的条块分

割
、

各自为营的状况
,

这些宝贵的资源无法实现资源共享
,

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为此
,

建议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实

行西部地区情报信息资源优化配置
:

1
.

2
.

1 在西部地区各省区之间成立松散型的西部地

区跨省区信息资源合作协调组织
。

如可在国家信息产业部

牵头下成立
“

西部地区科技信息合作协调委员会
” ,

通过省

与省科技信息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联系
,

促成各省区之间

的科技信息交流合作
。

以西安
、

兰州
、

重庆等大城市为依

托
,

联合中科院
、

大学
、

企业
、

国防系统和省属科技信息部门

等五路情报信息大军
,

将现有的情报信息资源有机地组合

起来
,

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

1
,

2
.

2 在各部门之间(如中科院所属院所和省属科研

院所之间
、

教育部直属大学和地方各大学之间 )成立紧密型

的西部地区专业信息中心
。

在此基础上
,

由点到面地尽快

实施科技信息资源优化配置
、

资源共享
,

使分散和有限的资

源集中起来
,

形成优势
。

打破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条块分割
、

各自为战的状况
,

尽快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共

用
,

真正实现西部地区情报信息工作大开放
、

大联合
。

1
.

3 以高新技术为龙头
,

实现情报信 息工作跨跃式发展

90 年代中期
,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 I n t er ne t 等

信息高速公路设施的建成
,

引发了第二次信息革命
。

传统

图书馆已开始迈向电子图书馆
、

数字图书馆
、

网络图书馆
,

甚至是虚拟图书馆
。

文献媒体多样化
、

馆藏文献数字化
、

文

献服务电子化
、

文献检索传播网络化是现代图书馆的发展

特征
。

199 5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已正式启动
“

国家数字图书

馆项 目
” ,

共投资 6 0 0 0 万美元
,

计划 19 %一2 000 年实现其
“

任何读者都能够任意地从 自己所在地点获取所需要的新

的和重要的资料
”

的目标
。

在国内
,

清华大学已开始实施
“

清华大学信息与计算机基础设施
”

工程
,

准备建设
“

电子化

图书馆
” 。

在我国西部地区
,

中科院兰州资源环境科学信息

中心计划在今后三年内初步实现图书馆自动化
、

电子化
、

网

络化
、

虚拟化
,

建设一个面向 21 世纪的
、

现代化的资源环境

科学信息中心
。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为西部地区图书情报工

作实现跨越式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

互联网技术为

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速
、

方便
、

跨时

空的信息服务方式
,

它结合了传统的图书
、

报纸
、

刊物和广

播电视等媒体的一切优势并具有更大的交互性
。

运用互联

网充分享有本地和外地信息资源
,

最大限度地扩展情报信

息工 作的领域已成为可能
。

当前
,

利用异步传输模式

( AT M )交换技术
,

通过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B 一 IS DN )
、

微

波网
、

卫星网
、

公共电话网或有线电视网等通信系统可实现

西部地区局域网(L AN )
、

城域网(M A N )和广域网( WAN )之

间的网络互联
,

进行高速度
、

高质量的数据
、

图像
、

语言等多

种信息媒体的传输
。

这样不仅可以将西部地区现有分散的

文献资源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

实现资源共享
,

而且可以通过
“

信息镜像
”

技术
,

将东部地区的信息资源跨空域地提供给

西部地区使用
,

形成网络化下的
“

信息全息服务
” ,

使西部地

区信息工作实现跨越式的超常规发展
。

值得一提的是 19 98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院属上海
、

兰州
、

武汉
、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共同完成了中国科学院网上文献信息共

享系统工程(第一期)项 目
。

该项目工程对引进的 T O T AI 另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进行了国产化改造
,

同时拓展和增加了

许多新功能
,

可实现局域网
、

城域网和广域网上的文献信息

共享
,

使全院的信息服务网络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

获科学

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

该工程为西部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实现

网络化共享共用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障
。

为此
,

建议在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
,

由中科院和教

育部组织牵头实施
“

西部信息数字化工程
” ,

设计勾画
“

西部

数字港
”

计划
,

进行西部地区各省区信息网络化工程可行性

研究
,

并分别在西北
、

西南地区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试点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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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瞄准国内外图书馆网络化
、

数字化的先进水平和发

展趋势
,

调整结构
,

重点发展现有信息资源数字化
、

网络建

设和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
,

为西部开发提供全天候
、

跨空

间的全方位信息服务
。

事实上
,

教育部目前已先行一步
,

制

订了支持西部地区信息发展
,

建设西部地区远程教育体系

的措施
,

计划实施
“

西部教育科研网工程
”

和
“

西部高校校园

网计划
”

等项目
,

并大规模建设 C E R N ET 省级网
,

逐步构成

西部远程教育网络体系
,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确立
“

信息为先
”

的指导思想
,

为西部开发做出贡献

薄

户, 决定西部大开发能否取得成效的因素很多
,

但其中起

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人才
、

信息和科技
。

因此
,

西部开发的

指导思想应是
“

以人才为本
,

以科技为重
,

以信息为先
。 ”

其

中信息为先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西部地区信息资源

尽管总量不大
,

但就其专业科技信息含量而言也不可小觑
,

应当先于其它资源充分加以利用
。

其开发利用方式是西部

不同地区
、

不同部门所属的文献信息资源在统一的组织下

实行资源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
,

将有限的信息资源的功效

加以放大
,

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

为西部大开发之路做好信

息先行铺垫
。

二是为了迎头赶上新的信息革命
,

充分发挥

信息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

走常规的信息

发展道群是不行的
。

应当加快西部地区信息基础建设步

伐
,

如西部地区电信网
、

广播电视网
、

计算机网络
、

数字化信

息中心建设等
,

尽快引进数字技术
、

计算机技术和互连网技

术等最新信息技术
,

并由有关部门尽快制订翔实
、

可行的西

部科技情报信息工作发展规划
,

使西部地区信息服务工作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抢占信息科技高地
,

实现跨越式的超常

发展
,

为实现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开发
、

经济可持续发展
、

生

态环境建设等目标做出贡献
。

总之
,

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

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缺乏丰富的情报信息资源是西部地区信息工作发展进程中

的劣势之一
。

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

因特网已将各地区

跨时空地联接在一起的今天
,

只要措施得力
,

组织有方
,

资

金到位
,

不仅可以利用现有的高科技信息技术迎头赶上
,

而

且还具有高起点
、

高配置的后发性技术优势
,

避免走许多弯

路
,

节省时间
,

节省资金
,

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东部地区长

时间才达到的发展目标
,

改变西部地区信息工作落后局面
,

缩短和东部地区的差距
,

为西部经济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

真正起到
“

西部开发
,

信息为先
”

的先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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