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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技术观原理 ,讨论在我国设立共享的为科学服务的属于社会支持系统的信息支

持系统和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的必要性 ,并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建立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和实

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的对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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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cessary of establishing the supporting systems of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experimental technigues and eguipments for scientif ic activities i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ature dialectics.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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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O 辩证唯物主义的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以及科学技术

与社会的关系的总看法 ~总观点[2]O 科学技术系统作

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与社会大系统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O 科学技术最强的社会组织

形式是在国家和社会直接领导下的科研组织 O 这就

是国家的各级科学院 ~研究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特别

是高等院校的研究所 ~研究室等 O 作为社会建制的科

学,它的外围(或其延伸部分)是它的社会支持系统,
主要有经济支持系统 ~信息支持系统 ~实验技术装备

支持系统和教育支持系统 O 本文运用自然辩证法的

科学技术观原理,重点讨论在我国设立共享的为科

学服务的属于社会支持系统的信息支持系统和实验

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的必要性,并在分析现状的基础

上,提出我国建立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和实验技术

装备支持系统的对策 O

1 设立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和实验技术装

备支持系统的必要性

1. 1 设立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的必要性

马克思说,科学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

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 [3]O ~前人

的劳动 主要体现在文献资料中, ~今人的协作 则包

括情报交流 O 所以,文献情报工作是科学研究的重要

条件 O 早期的科学家集研究工作和文献资料情报工

作于一身,随着科学事业分工的发展,使文献情报工

作成为社会一部分人的专门职业,并构成相对独立

的社会文化建制,这是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必然结

果 O 那些完全附属于科研机构之下的文献情报机构,
当然是科学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而那些规模巨

大 ~ 自成体系 ~ 面向全社会的文献资料情报系统,则

可以认为是科学研究的社会信息支持系统[2]O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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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系统是与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同步发展

的0 当代的科学研究离不开信息0 自从上个世纪中

叶以来9知识以爆炸性的速度迅猛增长0如果没有足

够的 及时的信息9科学研究就无从谈起0 无论是自

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9课题立项的必要程

序之一是文献信息资料的收集和查新9然后进行该

研究立项的可行性评估9从现有的信息资料背景出

发9评估课题的可能性和是否具有研究价值0如果信

息资料收集不全9就有可能在一些研究步骤甚至整

个研究工作上重复别人的工作9这是毫无意义的;只

有收集到充分的信息资料之后9才可以站在别人的

研究成果之上9高起点的从事自己的新研究0这种研

究才具有创新性 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成果0 所以9
设立为大家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十分重要和必要0
]. 2 设立共享的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的必要性

对传统的社会科学而言9拥有了丰富的信息资

源库9研究工作一般来说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开展了0
而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9随着各种技术的进步和技

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使用9只拥有信息资源库是远

远 不 够 的9还 必 须 拥 有 相 当 的 技 术 装 备9如 电 脑 系

统 通信系统 技术分析系统等等0 自然科学研究就

更不用说了0自然科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9是对自然

现象及其规律的实证性研究9离开实验技术手段和

实验装备将寸步难移0所以9科学的社会支持系统中

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0
实验技术装备是科学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特

殊劳动工具9它同文献情报资源一起构成科学劳动

资料0随着科学研究的规格和难度的提高9实验技术

装备也越来越复杂9技术环节分工极细9每一装备都

要有专门人员监护维修9每次实验都需要众多的各

类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合作9这就使科学实验环节逐

步依赖于专门的人员从事使用管理0而且9造价昂贵

的实验技术系统9如果只为某一专门机构和个别课

题服务9也会形成巨大的浪费0于是为公众服务的实

验技术设备及其人员9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就

成为非常必要了0国外越来越多的实验中心 测试中

心 计算中心等的建立9标志着科学研究的实验技术

装备支持系统的独立发展[ ]0其重要性可想而知0可

见9设立共享的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十分必要0

2 我国目前信息支持系统和实验技术装备

支持系统的现状

2. ] 信息支持系统的现状

我国的广大地区信息资源一般相对比较有限0

但很多科研机构 高校 城市都在搞 " 小而全 ' 的信息

资源库建设9这只能会造成财源更加紧张 产生重复

建设的不利局面0 目前的信息支持系统基本上仍然

是在计划经济主导下的时代逐步建立起来的9条块

分割十分明显[495]0 一些同种性质的研究机构(包括

高等院校)往往都想将自身的信息资料库充分地完

善起来0如有的城市9规模不大9科研实力也不强9但

单 是收藏有美国化学文摘 ( CA)现刊的单位就有八

九家9有属科委口的情报机构收有9属卫生口 医药

管理口 化学化工口的也收有;省级图书馆收有9综

合大学 医科药科院校 师范院校的图书馆或资料室

也收有9等等0 但是各家收藏都不齐全0 随着我国已

经加入了 WTO9知识产权法在我国的广泛实施9CA
这种庞大文摘的年度订阅费比原来的影印本贵了十

余倍0 实际上9这些单位平时查看 CA 的人次很低0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信息资源的建设上也普遍存在0

2. 2 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的现状

在这个问题上9国内不少科研单位和高校同样

存在着 " 小而全 ' 的小农意识9各单位都想有一套完

整的实验技术装备系统9以便万事不求人0这也不奇

怪9因为目前的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同样基本上

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建立起来的9也呈现条块

分割的状态[4~ 6]0 事实上9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较

落后发展中国家9要为每个较为重要的科研单位或

高校都购置配套齐全的实验技术装置是不现实的9
比较精密 尖端的先进技术装备往往都依赖进口9价

格十分昂贵;有些装备虽已有国产货9但精密度 稳

定性 先进性跟不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生产的0所以设

备购置费和日常维护管理费占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经费0不少地方比较贵重甚至是十分昂贵的同种 同

类型仪器装备由不同的单位购进数目不小的台套9
但由于平时的利用率低 疏于保养维护或保养水平

太 低9往 往 使 用 不 到 几 年 就 要 出 大 故 障 甚 至 报 废

掉0
除北京 上海等几个较发达城市之外9其他地区

的科研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比较薄弱9特别是

我国的西部地区9除了上述谈到的信息支持系统尚

待完善之外9武装起比较先进的实验技术装备也是

十分必要的9相关单位借西部大开发的有关倾斜政

策获得了较多的经费资助 陆续购进了一些较先进

的实验技术装备0 但各单位想搞 " 小而全 ' 的思想仍

然普遍存在9总是想方设法地想把自己单位装备齐

全一系列实验设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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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立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和实验技术装

备支持系统的对策

3- 1 设立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的对策

设立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 整合和集中信息资

源是十分必要的 G 首先 思想上要再来一次大解放 
构建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和思维模式;其

次 要改变以往只由政府投入和承担风险的做法 鼓
励多方投资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共享的信息支持

系统的运营机制 G 如民间资本 ~外资投资建立向公众

开放的 CA 全文电子数据库或 Elsevier 全文电子数

据库(后者目前仅在清华和上海交大建立了 Z 个合

法镜像接入点D  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 都可以做;第
三 国家各部委以及下面的厅局避免再搞那种相互

独立 ~不兼容的信息软件包 以免造成新的条块分割

(当然涉及国家安全确需保密的除外 如纯属商业秘

密则完全应该让其成为公开的秘密 以降低采购成

本D ;第四 政府宏观协调 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地区布

局比较合理的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 G
以上述收藏美国化学文摘(即 CAD现刊的单位

为例 可以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整合成两三家 让其

获得较多的资助 成为收藏较齐全的单位 甚至可以

让它们购买比较完整的电子版 G 现在国内的学术论

文数据库比较容易在网上查阅 但国外的就不那么

方便了 这只有在将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少数几家信

息资源收藏单位时才有可能建起大型的资源丰富的

信息支持系统 G 主要的目的是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

信息支持系统 G 在让社会使用时可实行会员单位制 
非会员单位及其人员要使用时收费可适当高一点 G
比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可以在南宁市建立起以广

西大学图书馆和广西图书馆为依托的一两家实力雄

厚 ~信息资源较丰富的信息资源库;另外在高校较集

中的桂林市也可以建立起以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为

核心的信息资源库 向社会各单位和个人开放;其他

该省内城市及单位就无须再搞什么小而全的信息资

源库了 仅保留保持足够的一般性日常必备信息资

源即可 G 这就是说一般单位的图书馆 ~资料室维护在

常规使用水平就足够了 而集中财力共同建设好两

三家信息资源丰富的或互补型的信息资源库 使该

民族地区构建起一个能有效地为当地科学发展服务

的共享信息支持系统 G 我国的北京 ~上海是为数极少

的信息资源丰富和发达的地区 G 北京的信息资源库

主要是以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

学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为依托的 全国

所有的单位和个人凭有关证件或者网络均可以到这

几个信息资源十分丰富的图书馆查阅资源 可以极

大地促进科学发展 G 我国的其他地区可以在中心城

市如广州 ~武汉 ~沈阳 ~昆明 ~成都 ~西安 ~兰州等建立

起先进且功能齐全(或者能够互为补充 D的 ~ 为全社

会所共享的 ~ 能较好的为当地科学发展服务的信息

支持系统 G 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其他地区或城

市没有必要再各搞各的 小而全 信息资源库建设 G
这样 各地方各单位 集中各方财力和人力建立起一

套功能齐全 ~ 与国内先进城市乃至发达国家接轨的

为全社会共享的信息支持系统 就能有利地促进整

个国家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提高全民族的科

学素质 [7]G
3- 2 设立共享的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的对策

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因不同专业 ~ 不同学科

有不同的实验需求 建立起来相对耗资巨大和管理

困难一些 G 这里提出几点对策 G 首先 改变计划经济

体制下形成的决策机制和思维 ~ 管理模式;其次 建

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共享的实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的

运 营 机 制[5] 鼓 励 多 方 投 入 谁 投 资 ~ 谁 管 理 ~ 谁 收

益 民间资本或外资都欢迎投资;第三 力戒再出现

新的条块分割局面 对原有设备资源逐步进行整合

和集中 充分利用现有设备 让其发挥尽可能大的作

用;第四 政府宏观上做好科研和经济发展规划 协

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地区布局比较合理的共享的实

验技术装备支持系统;第五 鼓励高新技术产业或跨

国公司的研发机构用先进的实验装备和测试手段为

社会提供合理的有偿服务[4]G
现在国内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 ~ 上海已逐步建

立起一些共享的实验中心 ~测试中心 ~计算中心 G 如

由国家科技部 ~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共建的昂贵的北

京质谱中心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共建的

北京核磁共振中心挂靠在北京大学 实行会员单位

制 非会员单位收费略为高一些 G 这样既可省去很多

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相同装备购置费和维护 ~保养 ~管
理费 又大大地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 很好地促进了

各单位的科学研究工作 G 科研比较薄弱的地区可以

从较高的起点向先进城市 ~ 先进国家的先进做法学

习 G 比如 广西可以将有限的财力集中在南宁建起一

个质谱中心或核磁共振中心 挂靠在科研力量较雄

厚的广西大学 在桂林建立以广西师范大学为依托

的 可以与南宁形成互补型的实验测试中心 而机械

工 业 测 试 中 心 可 以 建 立 在 有 一 定 工 业 基 础 的 柳 州

市 G 国内其他地区也可以在中心城市 如广州 ~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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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 昆明 ~ 成都 ~ 西安 ~ 兰州等建立起先进的 ~ 功能

齐全(或者互为补充)并为全社会所共享的高质量的

STM (扫描隧道显 微 镜)中 心 ~ NMR(核 磁 共 振)中

心 ~ MS(质谱)中心 ~ 医学临床检验中心 ~ 司法物 证

或商品检验中心等 
目前 一些性质相近的单位可以集中财力和人

力 组合起几个共建的 ~设备齐全 ~功能完备的中心 
向全社会各单位和个人开放 根据用户是否是共建

单位或会员单位适当拉开收费的不同档次 这样就

可以节省为数极为有限的科研经费 避免重复建设

的浪费和在使用 ~维护保养等管理上的低效率性 使
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充分的利用 很好地促进各地科

学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4 结束语

无论是建设共享的信息资源库还是共享的实验

技术装备支持系统 都需要各级人员特别是这方面

的领导层的思想大解放 需要大家具有协作精神 这
无论是对领导层还是对具体的信息资源和实验技术

装备管理人员的素质都是一项新的考验 只有具有

一批思想先进 ~ 开明的领导层人物和一大批高素质

的管理人才 这种共享 ~ 开放 ~ 管理高效的科学支持

系统才可能成功构建 并且能良好地运转起来 为科

学的发展和进步服务 盼望着有一天各地的科研人

员包括研究生们在当地就可完成所需国内外信息资

源的查阅和所需的实验测试工作 
科学要大发展 除了要有良好的经济支持系统

和教育支持系统之外 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良好的为

社会所共享的 ~ 布局合理的信息支持系统和实验技

术装置支持系统是十分必要的;研究和探索出一套

在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具 有 可 操 作 性 的 对 策 已 日 见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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