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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水利科技信息发展的对策与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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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一、我国水利系统科技信息现状调研根据1997年底对水利水电系统厅局级单位文献资源建设的专题调查，水

利部属厅局级水利水电单位(含部外系统的水利水电类高校)每年文献购置经费大约在700万元上下(分布状况见下

表)，其中近70％的经费集中于水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水利系统其他部属单位的文献经费一般只在0.5

～25万元之间，各省市水利厅(局)的文献经费一般只在0.5～10万元之间，就连主管水利系统信息的水利部信息研

究所全年文献购置经费也只有25万元，可见水利系统各单位文献购置经费普遍紧缺，而且比较严重。文献购置经

费简况所调查的单位类别 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 流域机构 设计单位水利部直属系统水利系统其他部属单位 220(万

元)130(万元) 150(万元) 100(万元) 20(万元)60(万元) 加之近几年来文献价格上涨十多倍，各单位有限的经费

只能解决基本文献购置；因而各单位为了使用方便，多从本单位考虑把很有限的经费用于购置最常用的书刊文献

资料，对档次较高、价格较贵的文献大都望而却步，低水平重复配置问题相当突出。高水平信息难以得到共享。

水利行业信息现代化服务更显落后。二、水利信息现代化的对策 1. 加大特色文献共建共享的力度。文献资源共

建共享的重点在于价格昂贵的外文原版期刊与图书。水利系统内部应充分协商，根据各单位的业务重点与文献建

设基础，充分考虑各单位分布地点与经费能力，本着使用方便的原则，确定各单位的文献采购重点，以尽可能减

少重复采购，努力节省有限的财力，扩大国外进口文献的覆盖面，为水利信息行业现代化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能及

时反映国际科技先进水平的原始文献。考虑版权公约等限制，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研究知识产权制度，充分利用相

关的条款，合理合法地开展文献资源共享工作，尽可能使社会公众分享到人类文明的成果。文献资源共建的目的

在于共享，必须互利互惠、方便读者。首先，既要按市场机制办事，又要互利互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单位

文献信息有偿服务是必要的，但为了促进兄弟单位之间的文献共享，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利用价值，共享单位应

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制定一套基本按使用成本计价的非盈利性的收费办法，既有利于信息服务事业的持续发

展，又方便了读者，共建共享才有实现并顺利发展的可能。其次，要信息畅通，热情服务，方便读者。信息网络

的建设与普及为文献信息的网上查询提供了快捷的现代化手段。共建单位必须及时做好文献名录与题录数据库的

建设与充实，使数据库标准化、科学化，使读者能方便地查询最新的文献内容，才能最大限度吸引共建单位读者

广泛利用文献，真正达到扩大共享、提高文献利用率的目的。 2. 加快水利信息网建设。在国外加快信息高速公

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信息通讯网络也加快了建设步伐；国家防汛网经过几年的努力，在防汛调度指挥上已发

挥了重要作用。水利水电文献信息协作网建立十三年来，制订学会章程，要求行业内各单位将自产或自藏文献按

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进行数据化处理，实行“谁建谁得益、为共享作贡献”的原则，推动了行业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工作的发展。水利部信息所、河海大学图书馆、长江水利委员会信息中心等单位，都已全部或部分将自产文

献或自藏文献建成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把文献信息纳入通讯网络，并通过这些信息节点单位与国家其他信息网

络接通，形成纵横交叉的互联通讯网络。处于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服务机构不仅拥有本部门的信息资源，而且拥有

大量的网络信息资源。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综合处理、深度加工、分类鉴别，使大量随机的、无序的信息变为有序

的可传递可利用的信息。为此，水利行业各单位都必须为水利信息网的建设共同努力，为走进资源共享的网络环

境，不断提高快速占有信息资源的能力，直接参与社会信息系统大循环的能力、快速提供本单位资源和外单位资

源的能力和具备多种信息产品(机读目录、数据库、缩微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生产的能力，为加快水利信息现代

化的步伐，提高水利信息使用效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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