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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发展概述与展望

摘　要　概述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历程, 特别是 1978 年以来改革创新和图书

馆自动化与网络化的成果, 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参考文献 6。

关键词　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　文献情报事业　专业图书馆建设

分类号　G258. 5

ABSTRACT　T he au tho rs describe the estab lishm ent and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system of info r2

m ation services of the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especially the refo rm , computerization and

netwo rk ing since 1978, and then p ropo se som e recomm endations fo r fu tu re p lann ing. 6 refs.

KEY WORD S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Info rm ation services. Special lib raries.

CLASS NUM BER　G258. 5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建立与

发展

1950 年建院初期, 根据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

代表会议的建议, 中科院于同年 4 月成立了图书管

理处, 1951 年 2 月图书管理处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 由陶孟和副院长兼任馆长。从此科学院的文

献情报工作一直受到郭沫若院长等历届院领导的

关心和重视。院图书馆成立以后, 陆续在上海、兰

州、成都、武汉建立了地区图书馆, 各研究所也相继

建立了所图书馆。而后, 科学院成立了编译出版委

员会, 以加强对图书馆工作的领导。1958 年 9 月, 召

开了全院第一次图书馆工作会议, 会上规定了图书

馆的任务, 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科学研究服

务, 为生产建设服务”, 开创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新

局面。1959 年冬, 在大连召开了全院第二次图书馆

工作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如何开展文献参考

和书目情报工作。会议促进了图书馆工作向深度和

广度发展。此时, 全院的图书馆已发展到 200 多个,

初步形成了院图书馆、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图书馆

的三级图书馆体系, 院馆对分院馆和所馆的领导关

系改为业务指导关系。十年动乱, 百废待兴。1978

年,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 科学院图书馆系统乘着

大会的东风, 走上了图书情报一体化的道路。就在

这一年, 科学院召开了全院第一次图书情报工作会

议, 它是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工作在“文化

大革命”前 17 年取得的成绩, 进一步明确了图书情

报工作的性质、方向和任务, 提出了“图书情报工作

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图书情报人员是科学研

究人员的一部分”, 并在全院实行了“图书情报一体

化”的管理体制。这些政策观点和发展模式的创新

和突破, 不但确立了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的地位和

作用, 而且在中国图书情报学术发展史和图书情报

事业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80 年代初起,

为了发挥全院文献情报系统的整体优势, 加强单位

之间的横向联合与合作, 先后建立了 22 个文献情

报协作网, 它们在建立全国基础学科文献情报检索

体系和推进全院文献数据库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985 年以后, 院图书馆和各地区图书馆相继改名为

文献情报中心, 逐步形成了具有科学院特色的图书

情报一体化的体系结构。同时, 科学院在文献情报

人员中实行职称评定和聘任制, 评定情报研究成

果, 调动了文献情报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6

年全院第二次文献情报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了

坚持改革, 努力创新, 加快实现文献情报手段现代

化, 更有效地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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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 标志着全院文献情报工作进入了改革和与

科技、经济更加紧密结合、现代化意识不断增强的

新阶段。随着体制改革和业务工作的发展, 许多单

位在探索新的运行机制上进行新的尝试, 如建立开

发机制, 实行部门分类和任务分级管理, 开展一定

范围内的有偿服务等。1991 年召开的全院第三次文

献情报工作会议和 1995 年召开的第四次工作会

议, 相继把自动化建设、网络建设和数据库建设列

为“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的发展重点, 为当前以

信息技术为主导, 加速实现文献情报工作网络化和

信息资源数字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 随着科

技体制改革进程,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经过深

化改革、结构改革到当前的结构性调整, 正逐步建

立起一个既满足科学研究需要,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 又符合文献情报工作自身发展规律的新

体制、新机制。

2　主要业务领域的发展与现状

2. 1　信息资源建设
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自建立开始就十分重视

文献基础工作, 积极地搜集和补充科技书刊资料,

迅速改变了图书馆的面貌。以 1956 年为例, 仅院

文献情报中心就增订国外现刊 5410 种, 过刊 4420

种, 全年的书刊入藏量高达 1711 万册, 相当于此

前 5 年总入藏量的 90%。各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

充分发挥本所出版物的优势, 广辟书刊来源, 积极

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书刊交换关系。例如理论物

理所在长期的文献交换工作中形成了具有预印本

特色的丰富馆藏, 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几十年来始

终保持着与 50 多个国家的 300 多个机构的书刊

交换关系, 搜集大量绝版和售缺资料。经过数十年

的发展, 全院现拥有各类文献 3600 万余册 (件) ,

文献购置费达 2000 万元左右, 在自然科学基础学

科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文献收藏量、品种等方面都

形成了特色和优势。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 整个图书馆界遇到

国外文献大幅度涨价, 文献购置费严重短缺的困

境。全院文献情报系统一方面大力推进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工作, 加强单位之间的文献订购协调与

合作。以 1991～ 1995 年为例, 仅北京地区就减少

不必要重复的原版期刊 132 种, 并适时开展了全

院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研究, 提出了建立全院三级

文献保障体系的指导原则和初步方案。另一方面,

各单位都调整了文献收集的范围和重点, 力求在

学科专业收藏上具有优势。目前地区文献情报中

心在几十年的藏书建设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 如上海文献情报中心成为生物科学中心; 兰州

文献情报中心改名为院资源环境信息中心; 数学

所图书馆藏书以数学和应用数学为重点, 是全国

数学文献收藏最完备的专业图书馆之一。

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迅速

发展, 院文献情报系统大力加强电子信息资源和

网络信息资源建设, 在信息资源结构方面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建设经过十几

年的发展, 目前已建成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献

数据库, 类型包括书目库、文摘库、引文库、成果

库、学位论文库和全文库等。其中一些库已出版了

光盘产品, 一些库已上网提供服务。这些库的总数

据量达到数百万条, 其中各文种图书书目数据记

录约为 75 万条, 覆盖馆藏文献约 100 余万册。中、

西、日、俄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数据库有近 6 万

条数据记录, 涵盖国内 500 多家文献情报单位的

期刊馆藏信息。11 个学科文献库的总数据量已达

60 余万条, 许多研究所也分别建立了具有本所专

业特色的文献数据库。此外, 还通过购置、交换、联

网和协作等多种方式引进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数据

库在中国科技网上向广大用户提供服务。例如, 通

过与院外其他大型图书馆合作, 在网上提供《科

学》杂志 (S cience m ag az ine)和 EBSCO 公司 15000

种西文期刊目次页数据库资源。目前信息资源建

设正朝着调整文献专业结构, 优化文献品种结构,

扩大电子和网络信息资源比例结构的方向发展。

2. 2　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建设
全院文献情报系统的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始于

70 年代末。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上

海、兰州、成都、武汉 4 个地区文献情报中心相继

研制成功了图书馆集成系统, 逐步实现了采访、编

目、流通、查询和期刊的业务自动化管理。上海有

机化学所率先将文献情报室与计算机室合并, 在

D EC VA X 小型机上开通了所图书馆集成系统。

陕西天文台和沈阳计算所开发了所级图书馆微机

管理系统, 推动了研究所图书馆业务自动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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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全院研究所图书馆目前基本都已不同程度

地实现了计算机化的管理。

为了加强对全院图书馆业务管理自动化和数

据库资源的领导、规划与研究, 1990 年举办了以

图书馆自动化为主题的全院第七次图书馆学情报

学科学讨论会, 并于会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系统计算机应用领导小组。随着我国计算机

网络建设的发展, 1995 年计算机应用领导小组改

为计算机文献信息网络领导小组。为了统一计算

机网络与数据库建设的领导与规划, 大力推进网

上信息资源的建设, 1997 年计算机文献信息网络

领导小组和文献数据库专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文献信息网络与信息建设

领导小组。1996～ 1998 年, 立项实施并成功完成

了“中国科学院网上文献信息共享系统 (一期) 工

程”, 目前系统 (二期) 工程正在积极地筹划和准备

之中。该工程的目标是建设全方位的网上文献情

报保障体系, 为知识创新工程实施提供文献信息

保障服务。这些活动和措施, 为全院文献情报系统

大规模的图书馆现代化和网络化建设作了理论方

法和组织上的准备, 也将为下一世纪建设中国科

学院的数字化图书馆打下良好基础。

90 年代中期, 院文献情报中心在北京中关村

地区中国教育与科研示范网 (N CFC) 上开通了书

目和流通公共查询系统, 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

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了中关村地区书目文献

信息共享系统, 实现了N CFC 网上对三大图书馆

的书目查询以及院内的预约借阅服务和联机编目

作业。随着中国科技网的建立和因特网在我国的

发展, 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科学院网上文献信息共

享系统的运行与服务, 使业务自动化、服务网络

化、资源数字化和人员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和水平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全面实现了院文献情报中心

和 4 个地区文献情报中心的系统互联, 并相继开

通了 telnet 方式、PCöCL IEN T 方式和因特网上的

WWW 服务系统, 形成网上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

统、数据库和因特网上资源统一界面的最新发展

模式, 为用户获取书目信息和信息资源提供了更

为快捷和方便的通道。

2. 3　文献信息服务
60 年代以前, 文献信息服务主要表现在读者

服务和书目情报服务两个方面。读者服务遵循区

别服务、主动服务的原则, 开辟和增设专门和学科

阅览室, 实行开架阅览, 开展代借、代查和送书上

门服务, 宣传和报导馆藏, 举办新书和专题书展

等, 深受科研人员的欢迎。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迅

速发展, 书目情报工作亦获得了较快的进展, 编制

的各种书目主要有新书通报、馆藏报导、联合目

录、专题目录、累积性目录和检索期刊等 6 种类

型, 为科学院情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80 年代以后, 图书情报一体化使文献信息服

务工作从单一的图书馆服务发展成为集文献服

务、情报调研、信息咨询和数据库研究为一体的综

合性服务。近年来, 全院平均每年流通文献近 300

万册次, 馆际互借约 2 万余册次, 各类文献复制和

制作 500 余万件; 完成专题咨询 4000 余个, 情报

调研报告 250 篇, 翻译近 800 万字。全院各级文献

情报单位在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科学院的科

学决策、国家重大项目和国民经济建设等方面提

供了多形式、多层次的情报服务, 共获得国家和科

学院科技进步奖 64 项; 积极拓宽服务领域, 面向

市场和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让、信息咨询和中介

服务, 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文献情报综

合服务能力大大增强, 现已在科技成果查新、统计

分析、科研绩效评价和公司信息、市场产品、经济

商情、企业竞争情报等方面开展深层次的分析研

究和咨询服务。例如, 科学院建立的中国科学引文

数据库由于其独特的引文分析功能, 使其在为科

学院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科技分析、评价、管理和决

策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 年院文献情报

中心被授予国家一级查新单位称号。

网络的发展和数据资源的增加, 给手工式的

传统服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目前全院的图

书馆服务基本是以计算机化和网络方式为主体进

行管理与服务, 用户使用计算机查询图书馆目录

已趋向于主导, 可在局域网环境下查询公共书目

系统、了解馆藏流通状况和预约登记借阅, 也可以

利用因特网在家中或异地远程进行上述事项。文

献代查代借服务通过网络查询有关单位的馆藏,

直接以传真或电子函件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有关的

文献信息需求。网上还可向用户提供美国UM I 检

索和英国大英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院文献情报

中心和地区文献情报中心还开设了电子信息服务

室, 向全国各地用户提供国内和国际联机检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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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检索和因特网服务。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可提供

包括D IALO G、STN 和DA TA STA R 大型数据库

的检索服务, 同时, 部分研究所也建立了联机检索

分终端。几年来,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和应用, 很多

单位积极开发网络资源, 开展网上服务, 例如: 武

汉文献情报中心将《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制成网

络版; 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也将 3 种资源环境

方面的情报刊物全文上网, 同时还把该中心两年

来所做的研究报告、统计数据和地学科学家数据

库上网服务; 院高能物理所、天文台、生物物理所

等所图书馆建立网络信息检索引擎, 为科研人员

进行网上信息资源的引导和下载服务。

经过 50 年来的发展, 特别是我国 20 年来改

革开放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进步, 使全院从一个

传统的图书馆体系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献情

报系统, 已经走上与国外研究图书馆的功能接轨

的道路。

3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全院有文献情报人员近 2000 人, 其中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 565 人, 具有博士学位者 7 人, 硕士学

位者 65 人。自科技体制改革以来, 人员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截至目前, 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员达

80% 以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历来重视干部培训

和继续教育工作。早在 60 年代以前, 院文献情报

中心和地区文献情报中心就积极举办图书馆业务

培训班, 使 1000 余名干部受到专业基础培训, 并

与院内有关单位合作,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办

了科技情报系, 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自 80 年代

以来, 每年都举办各种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形式

的文献情报业务、外语和管理方面的训练班、进修

班、专题研究班等。仅 1996～ 1998 年, 参加各类培

训的人员共达 843 人次。为了提高培训工作的质

量和教员的水平,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先后两次

组织全院力量编写和修订了一套《中国科学院图

书情报工作教材》, 同时, 还通过选派人员出国进

修、考察、交换馆员、举办学术会议和报告会等多

种渠道和方式, 为文献情报人员的业务提高和学

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改革开放 20 年

来, 举办了 10 次全院性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讨

论会, 共收到论文 1391 篇。还通过出版学术刊物、

会议文集、资料性书籍, 为他们的学术争鸣、研究

成果发表和宣传创造了条件, 使文献情报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为了加强对

高素质学术人才的培养和补充, 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于 1979 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 以后相

继获得了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两个专业的硕士和

博士授予权, 是我国本学科领域中少数几个研究

生学位授予权最全的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到

目前, 全院文献情报系统已培养研究生 71 人; 现

有博士生导师 5 名,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10 人; 硕

士生导师 21 人,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19 人。

4　锐意进取, 开创未来

在 21 世纪到来之际, 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的宏伟目标, 即到 2010 年前后, 将全

院建成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国际科技前沿的、具有

强大的和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

术的知识创新中心, 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

研究基地、培养和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 并成为国内外公认的

中国国家科技知识库、科学思想库和科技人才库。

作为科研支撑系统的全院文献情报工作, 要适应这

一历史性变革, 必须紧密围绕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

工程的建设目标和要求, 适应信息网络环境下世界

文献情报事业的发展步伐, 通过全面结构性调整和

加强现代化技术手段, 不断提高科技文献信息服务

面向需求的能力, 把中国科学院科技文献情报系统

建设成为开放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科技文献信息

服务体系, 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具有世界一流

水平的集科技文献信息收藏、研究、咨询、服务于一

体的现代化国家自然科学图书馆和科技文献信息

中心。为此, 全院文献情报工作应在如下五个方面

改革创新, 深化服务。

4. 1　努力为创新工程建设服务

全院文献情报系统要在文献信息资源的布局

和结构调整方面, 紧密围绕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

程基地建设, 集中经费、资源和力量, 在生命科学、

数学科学、天文观测、物质科学、信息科学、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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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高性能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地球科学、资源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学科领域建立相应的文献保

障和服务体系, 逐步形成有重点、有特色的学科文

献服务网络。

4. 2　改善服务手段, 提高文献服务的水平和

效率
面对创新基地, 全院文献情报系统要改善现

有的技术条件和服务手段, 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手段提高文献信息服务的水平和效率; 要完善信

息网络建设, 为文献信息服务工作提供纵深服务

创造更好的技术条件。在全院已完成的网上文献

信息共享系统一期工程建设的基础上, 重点加强

对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与配合基地建设相关的文献

情报机构的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支持, 以先进的网

络信息技术为依托, 充分发掘现有的文献信息资

源, 并对其进行深层次报道和揭示, 在继续加强现

有的文献数据库和书目文献库建设的同时, 对有

特色的文献资源要进一步加强报道的深度和广

度, 逐步建设中国科学院网上文献信息资源的体

系, 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4. 3　提倡奉献精神,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在加强技术服务条件建设的同时, 应继续强

调和大力提倡文献信息服务工作向社会开放, 为

社会服务, 大力提倡“一切为了读者”的无私奉献

的精神, 在全院文献情报系统开展为科学家服务、

为社会服务的活动。这不仅要求我们拓宽服务领

域, 在传统的文献服务基础上, 开展多层次、高层

次的文献与情报跟踪, 而且要改善服务方式, 努力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以更好的服务来支持全

院的知识创新工程。

4. 4　积极开展科技咨询工作, 努力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围绕国家和我院的科技体制和政策、重大科

研攻关项目以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的优先发展领域, 开展带有全局性的科技信息咨

询与服务工作, 发挥科技情报研究工作在全院科

学思想库建设中的功能性作用。在经济建设中, 积

极开展信息咨询与中介服务, 为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牵线搭桥。

4. 5　改变目前数据库的作业方式, 积极推进

数据库市场化进程
改变目前数据库分散、低效的作业方式, 进行

合理分工和相对集中, 在此基础上成立企业性质

的数据库及相关信息产品的加工、生产和营销机

构, 加大数据库信息产品市场推广和销售的力度,

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经过 3～ 5 年的运作和发

展, 使全院数据库事业发展成为以市场效益作为

其自身发展第一动力的信息产业。

当前, 国家正计划实施“中国数字图书馆工

程”, 中国科学院正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对全

院文献情报系统来讲, 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要积

极进取, 不断开拓, 创高效服务, 为新世纪我国科

学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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