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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的信息资源

配置、开发与利用

———专家咨询意见的调查与分析

摘　要　对专家的咨询调查表明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的馆藏信息资源 ,最重要的是应当突出资

源特色 ;收藏信息的载体形式 ,高校馆、公共馆、科学馆和社科情报所 ,应以印刷型和光盘型为主 ,

科技情报所、信息中心、咨询和企业情报机构 ,应以网络型和光盘型为主 ;信息资源开发的重点是

经济信息和科学技术信息 ;应重点开发的资源形式是网络信息和文献信息 ;应进行信息资源的多

层次开发 ,开发方式主要是建设数据库、实现一次文献的数字化和计算机信息分析。表 8。参考

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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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认识现代信息技术对信息管理及信

息服务的影响 ,提出优化我国信息管理工作、发展我

国信息服务的有效对策 ,我们进行了专家咨询调查 ,

对国内信息管理界、图书情报界、软件开发与计算机

网络界的部分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教学、管理人员

发出专家咨询调查表 100 份 ,回收有效调查表 60 份。

现根据专家咨询中有关看法的统计结果 ,就现代信息

技术环境配置、开发及提供利用的内容范围、方式方

法作些分析。

1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的信息资源配置

1. 1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 ,信息服务机构收藏信息

资源内容的综合程度

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 ,信息服务机构收藏信息

的内容会发生改变。专家们在所提供的三种特征中

作出了选择 ,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专家对信息服务机构收藏信息内容

综合程度的看法统计

收藏信息内容情况 特色化 综合化 两者皆有

专家比例 ( %) 45 1. 67 53. 33

　　由表 1 可知 ,半数以上 (53. 33 %) 的专家认为信

息服务机构收藏信息资源的内容兼有综合性与特色

性 ;将近一半 (45 %)的专家认为信息服务机构收藏信

息资源的内容应以特色性为主 ;只有极少数 (1. 67 %)

的专家认为信息服务机构应收藏的信息内容以综合

性为主。可以认为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信息机构收

藏信息资源内容的特色化是一种发展趋势。

以前我国的信息资源配置中普遍存在着“大而

全”、“小而全”的思想 ,信息主管部门把收藏文献信息

的数量作为衡量信息服务机构工作好坏和服务能力

强弱的主要标志 ,各信息服务机构重文献的种册数、

轻信息量 ,重信息的拥有、轻信息的使用 ,在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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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内容方面具有综合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

信息的远距离传递、大范围协调共享提供了条件 ,用

户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方便地利用各信息服务机构

的信息资源的情况下 ,各信息服务机构应突出专业特

色或地方特色 ,形成具有特色的信息中心 ,保证各信

息服务机构信息资源配置的系统性 ,避免重复配置。

1. 2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 ,不同信息服务机构收藏

信息的载体形式的主次

不同的信息服务机构在收藏信息的载体形式上

也有主次之分 ,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各类型信息

服务机构也需要进行调整。专家就 8 类信息服务机

构收藏载体形式 (以印刷型、缩微型、光盘型、网络型

为主)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如表 2 所示。

专家们认为 ,在 8 类信息机构中 ,缩微型信息资

源的收藏都较少 ,而不同信息机构对其他形式的信息

资源的收藏有较大的差别 :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科学图书馆和社科情报机构所收藏信息的载体形式

以印刷型为主 ,光盘型次之 ,网络型再次之 ;科技情报

机构收藏信息的载体形式应以网络型为主 ,其次是印

刷型和光盘型 ,这两种类型间的差距也不大 ;信息中

心、咨询机构和企业情报机构收藏信息的载体形式以

网络型为主 ,其次是光盘型 ,再次是印刷型。

缩微型信息资源的阅读需要专门的设备 ,而这种

设备在信息服务机构并不普及 ,用户家中一般没有缩

微阅读设备。此外 ,存贮密度大也不再是缩微品特有

的性能 ,光盘的存贮密度已超过某些缩微品 ,而且光

盘能与计算机结合起来使用 ,图、文、声并茂 ,这是缩

微品无法比拟的。所以 ,缩微型信息资源在信息服务

机构馆藏中的比例不大 ,且会不断下降。

其他三种信息资源在不同信息服务机构的信息

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有差别 ,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

是不同类型的信息资源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二

是不同的信息服务机构有不同的任务和工作重点。

在我国 ,各类图书馆和社会科学情报机构除传递情报

信息的职能外 ,也有文化教育功能 ,一些图书馆还有

保存文化遗产的职能 ,人们也习惯于从图书馆借阅书

刊资料 ,将图书馆和社会科学情报机构作为重要的阅

读场所 ,印刷型信息资源正好便于阅读 ,便于保存 ,比

较符合其用户的利用习惯。印刷型信息资源在高校

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和社科情报所还应

占较大的比例。当然它们也应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

展和应用的需要 ,逐步增加光盘型、网络型信息资源

的比例。

表 2 　专家对不同信息机构收藏信息的

载体形式主次的看法统计

信息

机构

信息载

体形式

主次级次及认可

该级次的专家数

1 2 3 4

加权

平均分

主次

顺序

高校

图书

馆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52

0

3

5

1

3

39

17

6

5

18

31

1

52

0

7

22. 4

7. 1

16. 5

14

1

4

2

3

公共

图书

馆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55

0

2

3

1

8

33

18

4

7

24

25

0

45

1

14

23. 1

8. 3

15. 6

13

1

4

2

3

科学

图书

馆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31

0

17

12

3

6

24

27

21

8

19

12

5

46

0

9

18

8

17. 8

16. 2

1

4

2

3

社科

情报

所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33

2

12

13

6

6

31

17

19

7

17

17

2

45

0

13

19

8. 5

17. 5

15

1

4

2

3

科技

情报

所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25

2

10

23

7

7

28

18

20

9

18

13

8

42

4

6

16. 9

8. 9

16. 4

17. 8

2

4

3

1

信息

中心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10

0

18

32

4

3

32

21

32

13

10

5

14

44

0

2

13

7. 9

18. 8

20. 3

3

4

2

1

咨询

机构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12

0

5

43

7

2

42

9

34

8

13

5

7

50

0

3

14. 4

7. 2

17. 2

21. 3

3

4

2

1

企业

情报

机构

印刷型

缩微型

光盘型

网络型

12

0

16

32

10

7

26

17

25

10

17

8

13

43

1

3

14. 1

8. 4

17. 7

19. 8

3

4

2

1

　　科技情报机构、信息中心、咨询机构和企业情报

机构主要是为社会各界或本企业提供科技、经济、管

理、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信息或咨询方案 ,要求信息来

源广泛、内容新颖 ,网络信息资源正好具备这些特点 ,

所以 ,网络型信息资源是科技情报机构、信息中心、咨

询机构和企业情报机构信息资源配置的重点。由于

我国的科技情报机构已形成了较好的印刷型文献资

源建设基础 ,目前还应注意印刷型信息资源收藏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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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 ,以后逐步向电子型信息资源过渡。我国的信息

中心、咨询机构和企业情报机构既然没有系统地收藏

印刷型信息资源 ,就可以不收藏或少收藏印刷信息资

源 ,建立以网络型信息资源为主、以光盘型信息资源

为辅的信息资源收藏结构体系。

2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的信息资源开发

2. 1 　信息资源开发的主要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不断深入 ,信息资源开发必

然会在内容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专家们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专家对信息资源开发主要内容的看法统计

主要内容
政策法

规信息

科学技

术信息

经济

信息

管理

信息

文化娱

乐信息

日常生

活信息

教育

信息

其它

信息

专家比例 ( %) 70 86. 67 91. 67 70 50 48. 33 76. 67 3. 33

　　表 3 表明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信息开发的重点

首先是经济信息和科学技术信息 ,其次是教育信息、

管理信息和政策法规信息 ,再次是文化娱乐信息和日

常生活信息。

对信息资源开发内容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发展

情况。由于知识经济的到来 ,发展经济是增强综合国

力的必由之路 ,而科技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第

一生产力”,因此经济信息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的开发

应列在首位。知识经济时代 ,必须进行教育创新和管

理创新 ,重视政策法规引导和保障作用 ,因此 ,教育、

管理、政策法规信息资源的开发也应受到重视。当

然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为上述信息资源的开发创

造了条件。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 ,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 ,文化娱乐活动更加多样 ,生活、文化娱乐信息也

是人们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代信息技术

能方便、快捷、准确地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人们 ,显著地

提高广大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文化娱

乐信息、日常生活信息的开发也是不容忽视的。

2. 2 　应重点开发的信息资源形式

不同形式的信息资源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

信息技术的进展程度 ,专家对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不

同形式信息资源开发主次的看法统计如表 4 所示。

表 4 　专家对不同形式信息资源开发主次的看法统计

重点开发的信息形式文献信息脑力信息实物信息网络信息

专家比例 ( %) 80 43. 33 21. 67 93. 33

　　由表 4 可见 ,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 ,应重点开

发的信息资源形式首先是网络信息 ,其次是文献信

息 ,再次是脑力信息。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 ,网络已成为信息资源最重

要载体和传递渠道 ,网络信息资源数量大 ,增长快 ,内

容杂 ,若不加以科学的组织和处理 ,就得不到充分有

效利用 ,而且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在我国尚属薄弱环

节 ,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是信息资源开发的重中之

重。

文献信息资源是信息资源的一种重要类型 ,在现

代信息技术条件下 ,不仅传统的印刷型文献信息资源

的生产变得方便而快捷 ,而且电子出版物的数量不断

扩大 ,类型不断增加。目前 ,文献信息资源在信息资

源中仍然占据主流地位 ,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也不

可忽视。应重视对印刷型文献信息资源和电子出版

物中所含信息资源的开发。

脑力信息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 ,由于它

一般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通过声波、电话等进行传

递和交流 ,不便于积累 ,所以这部分信息资源以前往

往未得到充分地开发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使脑力信息的搜集、整理更加方便。

2. 3 　信息资源开发的深度

信息资源开发的深度与信息技术的先进程度直

接相关 ,专家对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信息资源开发深

度的看法如表 5 所示。

表 5 　专家对信息资源开发深度的看法统计

信息资源开发深度深层次开发浅层次开发多层次开发

专家比例 ( %) 28. 33 0 71. 67

　　由表 5 可知 ,大部分专家认为信息资源应实行多

层开发 ,以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信息需求 ,少数专家

认为应对信息资源实行深层次开发。

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用

户的信息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的特点 ,不同的

用户需要不同加工级次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 ,只对

信息资源进行浅层次的开发和加工 ,显然是不行的。

过分强调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 ,虽然能节省用户的

获取和利用的时间 ,同时也损失了大量的零次信息

(原始信息) ,增加了信息内容失真的机率。而且 ,深

层次的信息资源开发也要求信息服务人员有较强信

息分析研究能力和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多层次开

发信息资源不仅能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信息需求 ,与

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均衡性也不无关系 ,信息技术

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及人们接受能力的差异性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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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信息资源开发深度的不一致。

2. 4 　信息资源开发的主要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 ,信息资源开发方式产生了

很大的变化 ,专家对其看法如表 6 所示。

表 6 　专家对信息资源开发主要方式的看法统计

信息资源开发

的主要方式

传统的分

类编目

编制二

次文献

编写三

次文献

一次文献

的数字化

建设各类

数据库

计算机辅助

信息分析

专家比例 ( %) 15 51. 67 50 71. 67 90 71. 67

　　专家们认为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 ,开发信息资

源的最主要的方式是建设各类数据库 ,其次是一次文

献的数字化和计算机辅助信息分析 ,再次是编制二次

文献和编写三次文献。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 ,数据库查询是满足用户信

息需求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但数据库建设在我国还是

一项薄弱环节 ,需要重点投入。各类信息服务机构应

分工协作地开展数据库建设 ,应在发展题录型数据库

和文摘型数据库的同时 ,将全文数据库、数值型数据

库、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作为重点 ,并开展多种形式

的数据库服务。

我国的一次信息资源十分丰富 ,但大多数是印刷

型的 ,不便于计算机处理和网络传输 ,其开发和利用

受到了很大限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将印刷型一次

文献信息数字化 ,使其能够通过计算机进行处理和存

取 ,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大范围和远距离传递 ,便于用

现代信息技术对其进行二次、三次开发 ,从而提高一

次文献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益。

信息分析研究是信息资源开发的高级形式 ,采用

传统方法进行信息分析研究会限制信息资源的来源 ,

影响信息分析研究的速度 ,信息服务机构要扩大信息

分析研究中的信息搜集范围 ,利用 E2mail、FTP、Tel2
net、EL 、WWW 检索等途径搜集网上信息 ,利用计算

机辅助进行信息的分析和研究 ,以提高信息分析研究

的效率与质量。

编制印刷型二、三次文献作为传统的信息资源开

发方式 ,其效率较低且费时较长 ,只能作为辅助性的

信息资源开发方式。

3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的信息服务和信息资

源共享

3. 1 　信息机构提供的主要服务项目和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样影响着信息服务项目

和方式的地位 ,专家对信息服务项目和方式主次的看

法统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专家对信息服务业各行业主次的看法统计

信息服务

项目与

方式

印刷型

文献借

阅服务

馆际互

借服务

　

电子阅

览服务

　

电子出

版物租

借服务

面对面

直接服

务

通过电

话开展

服务

信息调

研与咨

询服务

联机检

索服务

　

网络信

息服务

　

专家比例

( %)
53. 33 41. 67 86. 67 51. 67 31. 67 43. 33 68. 33 76. 67 54. 90

　　由表 7 可知 ,专家认为最主要的信息服务项目与

方式是电子阅览服务、联机检索服务、信息调研与咨

询服务 ,其次是网络信息服务、印刷型文献借阅服务

和电子出版物租借服务 ,再次是通过电话开展的服务

和馆际互借服务。

3. 2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信息资源共享的范围

信息资源共享是信息提供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对信息资源共享产生较

大的影响。专家对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中信息资源共

享范围的看法如表 8 所示。

表 8 　认定信息资源不同共享范围的专家比例

信息资源

共享范围

国际

共享

全国

共享

地区

共享

行业

共享

单位内

部共享

专家比例 ( %) 56. 67 26. 67 3. 33 13. 33 0

　　由表 8 可见 ,大部分 (56. 67 %) 的专家认为信息

资源应在国际范围内共享 ;部分专家 (26. 67 %) 认为

信息资源应在全国范围内共享 ;少数专家认为信息资

源只应在行业范围内共享 ;极少数 (3. 33 %) 的专家认

为信息资源应在地区范围内共享。

信息资源共享的范围大小直接影响到信息资源

的利用程度和用户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信息资源

共享的范围越大 ,用户获取所需信息的来源就越多 ,

信息需求就越容易满足 ;每个信息机构和信息系统中

所存贮的信息能够被更多的用户使用 ,信息资源的利

用率也越高。但是 ,信息资源的共享范围与现代信息

技术 ,尤其是与信息网络的发达程度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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