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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我国社科信息事业发展的区域协调问题 3

摘　要　缩小我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信息化差距的对策有 :加快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

建立普遍服务制度 ;鼓励企业参与信息化建设 ,扩大内外开放 ;发展网络教育 ,实现网络大众化

消费 ;加大对西部等落后地区信息事业的投资力度 ,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等。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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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 ,由

此造成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经

济、文化和信息化等发展的不平衡 ,从而导致不同地

区之间社科信息事业发展的不平衡 ,以现代信息技

术为基础的网络环境的形成使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

有扩大的趋势 ,但同时又为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如何把握这一机遇 ,推动网络环境

下我国不同地区社科信息事业的协调发展 ,是一个

值得重视的问题。

1 　我国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的差距
111 　经济差距

1990年西部地区 (8 省) GDP 总量占全国比重

1612 % ,东部地区占 5319 % ,1995 年西部地区下降为

1319 % ,1999 年进一步下降为 1313 % ,下降趋势十分

明显。1992 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西部

的 119 倍 ,1995 年为 211 倍 ,1997 年为 212 倍[1 ] 。另

据调查统计 ,1986～1999 年 ,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900 元上升为 5854 元 ,增长了 515 倍。其中东部

地区增长最快 ,增长了 519 倍 ,西部地区增长最慢为

417 倍。上海增长幅度最快为 713 倍 ;青海增长幅度

最慢为 316 倍[2 ] 。

112 　文化教育差距

据 1999 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 ,西北地区文盲

半文盲占 1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为 :陕西 16152 % ,甘

肃 28165 % , 青 海 42192 % , 宁 夏 25156 % , 新 疆

11144 % ;除陕西和新疆外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其

人均受教育年限大部分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3 ] 。又据 1999 年《中国图书馆年鉴》统计 ,1998 年

全国公共图书馆新增藏量购置费排在前三位的省市

为上海、广东、江苏 ,三者合计为 1122516 万元 ,排在

后三位的省区 (海南省除外) 西藏、青海、宁夏 ,三者

合计购置费仅为 12519 万元[4 ] 。

113 　信息化差距

据 1999 年《中国图书馆年鉴》统计 ,1998 年全国

公共图书馆新购图书排在前三位的省市为广东、上

海、江苏 ,三者合计新购图书 21616 万册 ,排在后三位

的省区西藏、青海、宁夏三者合计新购图书 4 万册 [5 ] 。

又据国家统计局对 2000 年 1 季度分地区城镇居民平

均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的统计 ,每百户家用电脑

拥有量排在前三位的省市是北京 (2516 台) 、广东

(2114 台) 、上海 (1916 台) ,排在后三位的省区是青海

(111 台) 、宁夏 (213 台) 、内蒙古 (215 台) [6 ] 。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历次调查统计表明 ,全国

CN域名、WWW 站点以及网络用户的地域分布数量

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 ,而西部省区中除少数

省份以外所占比例很小。如根据 CNNIC2002 年 1 月

调查统计 ,北京 、广东 、上海三省市的域名数量

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网络环境下基于需求的我国社会科学信息系统管理研究”(00BTQ009)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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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的 5813 %、WWW 站点数量占全国的 48 %、网

络用户数量占全国的 2914 % ;而西藏、青海、宁夏三

省区的域名数量仅占全国的 015 %、WWW 站点数量

占全国的 017 %、网络用户数量占全国的 016 %[7 ] 。

2 　网络环境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社科信息
事业产生的影响
211 　负面影响

网络环境下各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 ,大大高于

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按 31 个省 (市) 区计算 ,1998 年

我国各地区相对差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是 ,人均 GDP

分别为 7212 %和 0125 ,因特网普及率分别为 38319 %

和 0156 ,人均电信业务分别为 14210 %和 0145 ,电话

普及率分别为 8817 %和 0129。若以全国平均数为

100 ,东部、中部、西部因特网普及率之比为 197∶45∶

32 ,人均电信业务之比为 182∶71∶49 ,电话普及率之比

为 141∶80∶58[8 ] 。

网络环境的发展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社科信息

事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加大了

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社科信息机构之间服务手段的

差距。在东部地区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大量购置计算

机等现代信息技术设备 ,以推动信息机构虚拟化、网

络化、数字化的情况下 ,西部一些图书馆的日常经费

开支仅够维持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 ,连续多年无分

文购书经费 ,更谈不上进行技术设备和服务手段的

更新。其次是加大了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社科信

息机构之间信息资源的差距。如果说以往是以印刷

型书刊的数量来衡量信息机构拥有信息资源多少的

话 ,网络环境下则侧重以数据库和电子书刊的数量

来衡量信息机构拥有信息资源的多少。由于商品化

数据库和电子书刊价格昂贵 ,而近年来西部省区大

多数社科信息机构的经费并没有太大增长 ,在数据

库和电子书刊方面的购买力自然很弱。

212 　正面影响

信息化与网络化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了难得的发

展机遇 ,其原因在于信息、技术和知识具有明显的外

溢性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相互作用过程中 ,落

后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外溢性 ,并借助于日益发展

的计算机网络 ,直接分享各种技术与知识的收益 ,从

而可以实现某种形式新的“赶超”。我国政府在“十五

计划纲要”中 ,把“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显著提

高”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预期目标。信息产业部

提出“十五”期间要迅速普及互联网 ,其目的就在于以

信息化和网络化促进工业化 ,以工业化支持信息化和

网络化 ,实现跨越式发展。中西部地区应抓住这个机

遇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消除各类信息隔离、数字

隔离和知识隔离 ,使人们特别是贫困人口获得既包括

基本的公用电话服务也包括移动电话、因特网等先进

通讯服务 ,从而使他们能够低成本地获取外部知识与

信息 ,进而获得各类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网络环境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社科信息事业产

生的正面影响 ,首先是有助于该地区社科信息机构

建立虚拟馆藏 ,实现资源共享。面对网上大量的免

费机构主页、政府出版物、学术信息和电子出版物 ,

中西部地区社科信息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它们来扩大

馆藏 ,补充印刷型出版物中所得不到的信息。中西

部地区社科信息机构由于经费紧张 ,迫切需要联合

起来 ,共同协作 ,实现资源共享 ,而网络环境为满足

这种需要从技术上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是有助于中

西部地区社科信息机构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广泛的信

息服务。社科信息机构可以利用网上现有的搜索引

擎 ,把与用户社科信息需求相关站点按主题或分类

方式进行集中 ,然后把这些资源分布情况提供给用

户 ,进行网上资源导航 ,从而为用户提供本机构资源

以外的更广泛的信息服务。第三是有助于促进中西

部地区社科信息机构业务工作的现代化和标准化。

长期以来 ,我国信息机构自动化系统建设基本采取

各自为政的“手工作坊”的方式 ,在开发中 ,硬件、软

件、数据和环境相互脱节 ,购买机器和利用软件随意

性很大 ,系统建设不配套 ,各个机构系统之间不兼

容 ,通用性差 ,与发达国家形成明显的差距。网络环

境的形成要求上网的信息机构必须配置支持国际通

用的 TCP/ IP协议的软硬件设施 ,采用标准的数据格

式、著录规则和检索方式 ,从而有助于促进中西部地

区社科信息机构业务工作的现代化和标准化。

3 　网络环境下促进不同地区社科信息事业
协调发展的对策
311 　加快西部等落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

普遍服务制度

一个国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因而

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成本也不同。落后的、

偏远的或欠发达的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运

营成本相对较高 ,电信公司效益较差 ,企业投资的积

极性一般不高。为解决这一问题 ,国家应扩大这方

面的资金投入 ,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网络建设的资

金投入 ,可考虑设立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专项基

金 ,缓解建设资金“瓶颈”问题。同时 ,采取多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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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解决偏远农村通信问题 ,进一步缩小与东部地

区的差距。另外 ,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通信普遍服

务基金 ,并为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出台

了不少政策和措施 ,为促进本国不同地区的信息化

协调发展发挥了很好作用 ,这些都值得我国借鉴 [9 ] 。

312 　鼓励企业参与信息化建设 ,扩大内外开放

针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网络应用

程度低的情况 ,政府应一方面积极推进“企业上网工

程”,鼓励企业加大信息化建设投资 ,提高其网络化程

度。另一方面 ,应积极引导企业关心、支持并从事缩

小“数字鸿沟”的活动。对于投入社区信息化、教育信

息化建设的企业 ,建议在项目审批、税收等方面给予

一定优惠 ,并给予信息内容服务商一定的税收减免。

应允许外商投资我国电信服务领域 ,尤其是西部地区

电信领域 ,形成多个市场主体的出现和参与竞争。

313 　发展网络教育 ,实现网络大众化消费

发展网络教育是推动落后地区信息化的战略措施 ,

而实现网络大众化消费是促进落后地区信息化的长期

目标。“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推

广计算机及网络教育 ,在全社会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

能。为此 ,建议开展“全民网络教育工程”,尽早在所有

高等、成人教育、中等专业、中小学校中开展程度不同的

网络教育。在实施这一工程中 ,应考虑对于落后地区的

学校进行重点资助 ,以培养更多的网络化人才。同时应

注重落后地区社区信息化建设 ,加快高速宽带网的建设

与普及 ,并进一步降低上网费用 ,使因特网这种信息消

费成为一种大众化、平民化的消费。

314 　加大对西部等落后地区信息事业的投资力度 ,

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如何加快西部等落后地区的

发展已有足够的重视 ,教育投资也有较大增长 ,但对

于图书馆等公益性信息事业的投资却很少。西部地

区的各级政府应从长期战略来考虑 ,从振兴西部的

高度来认识图书馆等公益性信息事业的性质和作

用 ,为公益性信息事业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经费。中

央政府在为西部增加财政支持和提供扶贫资金中 ,

也应向公益性信息事业倾斜 ,提高“智力扶贫”的比

重 ,从而为西部地区的经济腾飞提供可靠的信息支

持[10 ] 。为了保证这部分资金投入的长期性 ,有关部

门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以使其制度化。

315 　加强社科信息事业的宏观调控 ,促进西部地区

社科信息事业的协作协调

从管理体制看 ,我国社科信息事业的现状是 ,一

是缺乏强有力的宏观管理 ,表现为没有集中统一的

管理机构 ,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和手段 ;二是

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用户需求 ,没有形成自我调节

的市场机制 ,表现为一旦局部的信息需求膨胀汇集

为社会整体的社科信息需求时 ,这种分部门分系统

的管理体制不具备对整个社会提供全部信息保障和

利用的功能 ,加上地区和系统之间的不平衡 ,造成信

息供求严重脱节。因此在我国信息事业的管理格局

中 ,有必要同时加强宏观控制和引入市场机制。就

宏观控制而言 ,为了使我国不同地区和系统之间的

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事业能够协调发展 ,国务院信息

化领导小组和信息产业部必将对西部等落后地区社

科信息事业的协调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西部等不同

省区之间以及同一省区各类社科信息系统之间也应

该加强协作协调 ,以发挥群体规模优势。

316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的网络化发展要借鉴

OCLC经验 ,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国社科信息机构的自动化是在缺乏网络环境的

情况下起步的 ,由于条块分割 ,业已形成的自动化系统

存在模式不同、标准不同、数据库结构不同的情况 ,无法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化资源共享。落后地区社科信

息机构的网络化发展要避免重走发达地区已走过的弯

路。应该借鉴美国 OCLC的经验 ,一开始就由政府部门

统一规划、协调和出资 ,选定符合标准化要求和各方面

功能较为齐全、稳定的一种开放式系统加以强制推广使

用 ,同时建立一种类似 OCLC的使网络经营者和成员馆

互惠互利的运行机制 ,并重视标准化建设与应用 ,这样

才可能实现高起点的跨越式发展[11] 。

317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加

快网络化建设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

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 ,而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国家财

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从互惠互利角度去寻求

更多的合作伙伴。如在落后地区 ,高校学生由于环

境和经济条件所限 ,不能获得充分的上网机会 ,导致

许多学生到周围网吧上网 ,产生很多问题 ,而一些网

络公司又看准了高校学生这一巨大的用户群 ,愿意

投资建设电子阅览室或网络教室 ,这对于落后地区

高校图书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又如

ISP具有网络和技术优势 ,社科信息机构具有资源优

势 ,社科信息机构与 ISP合作则可以弥补其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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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概念探讨

摘　要　目前 ,关于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的概念比较混乱。不妨把管理科学中信息资源管

理概念统称为信息资源化管理 ,以强调利用信息资源进行管理 ;把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管理统

称为知识资源管理 ,以突出对知识资源的管理技术的研究。参考文献 12。

关键词　信息资源管理　知识管理　知识资源管理　概念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ere is a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 They think that we can regard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anagement science as the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as resource , and regar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s knowledge resource management . 12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 　Knowledge management . 　Knowledge resource man2
agement . 　Concept .

CLASS NUMBER　G250

　　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 ,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

新的企业管理思想 ,以期能最大限度地适应时代的

要求 ,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潜力。一时间 ,如信息

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等各种管理思想纷纷出现。国

内学者也都站在自己研究专业的立场上 ,提出种种

理解。由于专业研究侧重点不一样 ,所以这些概念

至今尚无定论。这不仅给推广、普及这些管理思想

带来很大难度 ,而且也给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不

利影响。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点 ,综述罗列了

对现代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概念的理解。但事

的不足 ,为用户提供更先进更丰富的信息服务手段。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还可以和 ICP 及众多的网站

合作 ,以形成资源互补并开拓更广泛的服务领域。

318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要加强与发达地区同行

的交流 ,并注重自身特色资源的建设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要采取“走出去 ,请进

来”等方式 ,虚心学习发达地区社科信息机构在系统

设计、网络建设与数字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发

达地区社科信息机构也应从全局出发 ,在技术手段、

管理方式以及提供免费网络信息资源等多方面支持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的网络化建设。在网络化建

设中 ,落后地区社科信息机构应充分利用本地区具

有特色的地方文献、历史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 ,逐步

建立起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数据库 ,抢占网络信息资

源的高地 ,不仅为本地 ,同时也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社

会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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