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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西部地区信息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普遍落后于东部地区。进行西部地区

信息资源建设 ,要加大资金的扶持和投入力度 ,开发特色数据库和多媒体信息产品 ,加强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表 3。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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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极其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工

程 ,不仅要有政策、资金保障 ,还要有科学、信息保

障。对西部信息资源建设现状进行定量分析 ,制定

出符合西部地区实际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对策 ,对

推动西部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西部大开发中信息资源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教授认为 ,社会

经济问题“简单地说 ,是一个在任何人都只能够得到

部分信息资源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信息资源的问

题”。由此看来 ,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一个国

家 ,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我国西部 12 个省市区地域辽阔 ,水资源、矿产、

天然气、旅游资源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开发缓

慢 ,丰富的资源未能充分利用 ,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

经济优势与产业优势 ,潜在优势未能转化为现实优

势。西部要追赶上东部 ,或者说尽量缩短与东部地

区的差距 ,建设基础雄厚的战略大后方 ,应在信息资

源开发与利用的能力上做文章 ,将自己的各种优势

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

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自然资源和一般劳动力资源的

作用相对下降 ,而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作为最重要

的战略资源被嵌入了经济结构的核心。据预测 ,到

21 世纪中叶 ,知识、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 20

世纪末的 30 %～60 %上升到 90 %以上。因此 ,提高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能力将成为西部大

开发的战略重点。

111 　信息资源可以充分挖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潜力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的燃料、原材料和初级产品

价格偏低 ,而东部地区利用西部资源所获得的加工

业产品其价格又相对较高 ,两者的产品交换过程的

剪刀差 ,使西部地区的利益流失。形成这种格局的

原因是西部地区产业开发程度较低 ,结构单一 ,信息

闭塞。如何扭转这一局面 ? 从部分西部地区 (西安、

重庆、成都等) 经济发展的事实来看 ,利用信息资源

和信息技术可以充分挖掘传统产业的生产潜力 ,创

造新的附加值。西部地区也可以依靠信息资源和信

息技术来缓解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相对不利地位所带

来的矛盾 ,提高开拓市场的能力。

112 　信息资源具有节省传统资源的功能

如果我们仍固守原有的以大量消耗物质和能源

来换取经济发展的观念 ,以西部地区现有的条件 ,很

难取得跨越式发展。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

说明 ,在相同的社会生产条件下 ,信息资源越丰富 ,

信息开发能力越强 ,传统资源的消耗就越少 ,经济发

展的速度就越快 ,经济效益的放大倍率就越大。比

如二战后的日本有形资源十分贫乏 ,就靠情报信息

3 本文系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网络环境下我国中西部信息资源开发战略研究”(00JJ Y2074)的研究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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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开发 ,再创造出人们所料想不到的奇迹 ,使得

世界各国都为之震惊。所以说 ,信息资源具有节省

劳动力、材料和能源等一切其他资源的作用。

113 　信息资源是西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

导因素

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有赖于信息的媒

介作用。科研成果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有经过加工处理 ,进行交流和传播 ,才能进入社会

的生产领域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在西

部 ,四川和陕西等省市科技力量较雄厚 ,科技成果较

多 ,但由于没能处理好优势转化问题 ,使得许多科技

成果未能在省内落根 ,而流向省外并产生了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114 　信息资源是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是西部大开

发的关键。西部开发 ,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不行 ,而阻

碍西部发展的最主要障碍 ,就是人力资源的短缺。

这既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的观点 ,

也是学术界的共同认识。信息的教育职能可以推动

教育的发展 ,而教育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公民素质

的提高。教育就是利用各种信息资源 ,使人们的知

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 ,完善知

识结构 ,提高创新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而且教育

可将人力资源及时优化 ,合理调配 ,提供不竭的知识

源泉和精神动力。

115 　信息资源是西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

西部地区生态脆弱 ,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

地。长江流域的大洪水和北方地区日益严重的沙漠

化等许多重大灾害的根治 ,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建设密不可分。而信息资源可以提高物质资源的利

用效率 ,减少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数量和强

度 ,避免自然系统产生负效益 ,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而且信息资源的传播利用 ,可提高人们的

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 ,防止环境污染产生。从建设

与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 ,重视西

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意义也十分重大。

2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建设现状分析
目前普遍采用信息资源丰裕系数对一个国家、地

区信息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进行测量。信息

资源丰裕系数是一种可操作的简单模型 ,从信息产品

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分析信息资源的发展。基本

信息资源的生产能力包括人均数据库数量、人均获得

专利和商标数量、人均图书报刊出版数量和人均视听

产品生产数量。基本信息资源的发展潜力包括信息

资源的储备潜力和发展潜力。其中 ,信息资源的储备

潜力包括人均计算机拥有量、人均文化设施拥有量、

人均新闻设施拥有量、人均娱乐设施拥有量、人均邮

电设施拥有量和人均通信设施拥有量 ;信息资源的发

展潜力包括识字率、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科

研人员数、政府部门人数和咨询机构人数。

这里 ,参照信息资源丰裕系数对西部地区信息

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进行测量。

211 　西部地区基本信息资源生产能力

参照信息资源丰裕系数定义的基本信息资源的

生产能力的含义 ,把数据库资源、专利资源、图书报

刊资源和视听资源作为信息资源的基本要素。表 1 　西部地区基本信息资源生产能力指标值

类　别
数据库

(个)
专利批准
量 (项)

图书总印数
(万册)

期刊
(万册)

报纸
(万份)

VCD
(张)

录像带
(盒)

录音带
(万盒)

激光唱片
(万张)

全　　国 1038 95236 627000 294000 3293000 78803183 711351 1112814 1032

西部地区 165 11299 126000 33000 474000 5810896 3880 23913 87

西部占全
国比重 ( %)

1519 1119 2011 1112 1414 714 0155 2115 814

　　注 :数据库数量源于《中国数据库大全》1996 年 ,其他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

　　占国土面积 70 %的西部省区 ,其数据库数量占

全国 1519 % ,专利批准量占 1119 % ,图书总印数占

2011 % ,期刊册数占 1112 % ,报纸占 1414 % ,VCD 占

714 % ,录像带占 0155 % ,录音带占 2115 % ,激光唱片

占 814 %。西部省区信息生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

西部大开发在信息资源的生产上要下功夫。

诚然 ,在西部省区中 ,四川和陕西的信息资源的

生产能力较高 ,西藏、青海、宁夏的生产能力较低 ,这

与经济发展的阶梯状成正比。信息资源的生产状况

客观反映了经济的发达程度。

212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储备潜力

参照信息资源丰裕系数定义的基本信息资源的

储备潜力的含义 ,我们把图书馆、科技情报和文献机

构、文化馆作为文化设施的主要统计类别 ,把邮电局

和邮电业务量作为邮电设施的主要统计类别 ,把电

话、电脑和互联网用户作为通信设施的主要统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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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把彩电作为娱乐设施的主要统计类别。
表 2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储备潜力指标值

类　　别
公共图书
馆 (个)

高校图书
馆 (个)

科技情报和
文献机构

(个)

文化馆
(个)

邮电局所
(处)

邮电业
务总量
(亿元)

电话
普及率

( %)

电脑 (台/
百户)

互联网用
户数

(万人)

彩电 (农村)
(台/ 百户)

全　　国 2677 1041 414 2907 70968 479217 2011 9172 2250 48174

西部地区 956 249 119 1032 17885 743139 11122 6109 39313 36174

西部占全
国比重 ( %)

3517 2319 2817 3515 2512 15151 1715

　　数据来源 :互联网用户数源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1. 1) ;其他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和

2001 年中国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其中电话普及率根据电话机拥有数量与各地区人口数推算。

　　在西部省区的文化设施及邮电设施 ,四川和陕

西较多 ,西藏、青海、宁夏较少。2000 年全国的电话

普及率为 2011 % ,而西部各省区平均比全国水平低

近 9 个百分点。计算机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全新

的手段 ,2000 年全国城镇平均每百户拥有 9172 台 ,

而西部 12 省区市除重庆市为 13167 台 ,其余均达不

到全国平均水平。2000 年底 ,西部 12 省区市网络用

户数仅占全国总用户数的 1715 %。西部地区城镇彩

色电视机普及率很高 ,与东部发达地区无太大差距。

广大农村地区彩电普及率却较低 ,当中 ,仅宁夏为每

百户农民拥有 67 台 ,甘肃为 49194 台 ,陕西为 48183

台 ,高于全国农村平均的 48174 台 ,其余各省区均达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在信息资源储备设施拥有量上 ,西部省区在全

国所占的比例较东部省区要低得多 ,而西部省区中

又以西藏、青海的拥有量最少。

213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处理潜力

参照信息资源丰裕系数定义的基本信息资源的

处理潜力的含义 ,把识字率、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科技情报和文献机构中科技活动人数、国家机关、党

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作

为基本信息资源的处理潜力主要的统计类别。
表 3 　西部各省信息资源处理潜力指标值

类　　别
识字率

( %)
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数 (人)

科技情报和文献机构
中科技活动人数 (人)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
团体从业人员 (万人)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万人)

全　　国 9313 5560900 16954 1104 19566

西部地区 88 1188016 2828 312 463317

西部占全国
比重 ( %)

2114 1617 2813 2317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 ,其中识字率根据文盲率换算。

　　识字率最高的是东部地区的北京 ,西部地区最

高的是新疆 ,其次是广西 ,最低的是西藏。西部地区

在校大学生数最高的是四川省 ,其次是陕西省 ,最低

的是西藏。2000 年底 ,在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所

属情报文献机构中 ,西部 12 省区市从事科技活动的

人员数量为 2828 人 ,仅及北京市的 42 % (北京市有

6690 人)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

数量西部地区最高的是四川省 ,其次是陕西省 ,最低

的是西藏。在西部省区中四川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最多 ,广西次之 ,西藏最少。

从统计数字来看 ,西部地区信息资源现状不容

乐观 :信息资源生产能力低 ;信息资源分布极不平

衡 ;信息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经济文化较发达

的省、市、区 ,如四川、陕西、重庆、云南 ,而经济欠发

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信息资源的覆盖率很低 ,如西

藏、青海、宁夏 ;信息基础设施较差 ,信息获取能力不

高 ,人们对信息资源的利用还很不充分 ;信息资源处
理潜力不大 ,信息人才匮乏。

3 　关于西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几点建议
311 　加大资金的扶持和投入力度

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 ,信息资源的发
展比一般生产性资源的发展更需要以原始资本积累
为基础。没有原始资本积累为先决条件 ,信息资源
的发展是不可靠的、脆弱的 ,甚至可能是畸形的。我
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工业化程度普遍不
高 ,能用于信息资源发展的资金匮乏。如果仅依靠
政府的资金投入 ,是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西部信息
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实需求的。为了切实保证资金
的投入 ,西部应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 ,建立以政府投
入为引导 ,企业投入为主体 ,社会投入和吸引外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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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来源的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发展投融资体系。
312 　大力开发特色数据库和多媒体信息产品

数据库是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地
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 ,实现资源共享的本钱 ,也可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
西部地区的数据库生产能力较低 ,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无法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 ,应加强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全国 55 个少数民
族 ,西部约占 80 % ,21 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几
千年来 ,西部各族人民用各种文字书写了内容丰富
多彩的民族文献 ,是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财富。西
部应利用自己在少数民族特色文献信息资源拥有量
上的优势 ,把这些优势生产成“含金量”更高的数据
库 ,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以录像带、录音带、VCD 视盘和激光唱片等为代
表的现代视听产品是信息资源的主导性产品 ,其生
产能力的强弱对一个地区的信息资源建设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应从西部地区的实际出发 ,大力开发服
务于西部经济建设的多媒体信息产品。
313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普及因特网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下 ,信息基础设施
的建设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西部地区
应大力发展固定和移动通信网络 ,加快电信业开放 ,

大幅度降低城乡电话入网费和使用资费 ,提高电话
普及率。应大力加强因特网建设 ,主要大中城市、有
条件的小城市和乡镇优先接入光缆 ,政府、公共机
构、学校、企业实现普遍接入 ;对少数民族家庭实行
免费或低费入网 ;对小城镇、边远地区、山区和各类
学校提供通讯与电脑网络专项补助。
314 　提高信息意识 ,加强信息人才的培养

信息意识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和接受程度 ,影响着信息需求 ,而信息需求又直接关
系到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个具有强烈信息意
识的人 ,必然对信息具有特殊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持
久的注意力 ,以及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和洞察力。
我国西部地区地处内陆 ,人们的信息意识除少数人
较强外 ,大多数人淡薄 ,对一些司空见惯、似乎微不
足道但有价值的信息视而不见 ,不善捕捉 ,就是捕捉
到了 ,也未有效地开发 ,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这
种现象更加普遍。因此 ,要通过报纸、杂志、广播和
电视等各种各样的媒体 ,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信
息中心等各种各样的信息机构 ,采取多种方式和手
段 ,广泛、持久、深入地进行宣传 ,使人们认识到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信息的重要性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
重要性 ,从而增强其信息意识。

除增强人们的信息意识外 ,最重要的是加强信
息人才的培养。信息人才的水平决定了信息资源的
处理潜力。要培养大批信息人才 ,必须“两手抓”:一

手抓普及。西部的信息技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中
小学应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 ,尽快开展信息技术
教育。对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事业、企业单位招工、招干和就
业时 ,应分别提出信息技术基本知识规范性量化要
求。还要重视在农村推广信息应用技术。一手抓提
高。要加快西部地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关键是
造就一大批信息人才。西部各高等院校要面向市场
需求 ,加快学科调整和专业设置 ,有计划地扩大信息
技术人才招生比例。
315 　以点带面逐步发展信息资源

西部有些地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云集 ,信息资
源拥有量比较丰裕。对条件好、发展快的地方 ,加以
支持和扶植 ,发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 ,由点到线 ,由
线到面 ,逐步扩展 ,不断提高 ,用信息资源的发展来
促进西部大开发。可采用信息资源增长的不平衡发
展战略 ,以经济发展迅速和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为
骨干 ,优先培植信息资源发展基地 ,即在西部地区树
立信息资源发展的龙头省市 ,带动整个西部地区信
息资源的发展。如陕西省具有承东启西的“桥头堡”
区位优势 ,有发达的科技教育资源 ,加之西安特大城
市的依托 ,经过“九五”的不懈努力 ,该省在西部 10 多
个省市区中已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信息优势 ,可考虑
将其列为西部信息资源发展的龙头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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