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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西部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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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材料产业具有学科交叉性强、技术密集度高、生产与市场的国际性强等特点, 是西部产业升级发展的重点领

域。针对我国西部地区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现状与问题, 结合西部地区新材料科技与产业发展阶段, 分析加强西部地区新材料

信息环境建设的必要性, 进一步从西部新材料产业环境、信息服务开展以及平台建设等方面阐述在西部地区进一步开展新材料

信息环境建设的可实现性, 最终提出建设西部新型新材料信息环境的对策与措施, 促进西部新材料信息支撑服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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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of Western

New Materi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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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aterial has been one of most important industry, because it has Strong- interdisciplinary , Technology-

intensive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refore, according to western new materi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prob-

lems, this article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western new materi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collec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ed the development of in-

formation environment in western. It was thought that western new materi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could be better because of the

western industry environment, open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At last, the new material information environ-

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would be put forth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 inform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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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也被称为先进材料, 主要是指那些新近发展或

者正在发展中的具有比传统材料更优异性能的一类材料[ 1]。

新材料已经成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之一, 是我国实现科技

革新与产业转型的重要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良好

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成为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 随着西部大开发推进, 新材料产业已经成为西部产

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但是由于西部信息环境建设一直

存在着基础落后、人力资源不足等原因, 使得新材料西部

信息环境一直落后于西部新材料研究与产业的发展, 无法

为新材料领域提供有效信息支撑。因此, 如何促进西部新

材料信息环境建设, 成为新材料产业能否在西部地区持续

发展的重要因素。

1 国内外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

由于新材料产业需要大量的信息支撑和通畅的信息交

流。当前, 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新材料

信息环境的建设与发展。美国已经建立了世界最大的Mate-

rial ConneXion ( MC新材料图书馆) , 该图书馆是世界惟一的

国际化创新材料咨询服务机构, 并且也是全球最大的创新

材料集成与应用的图书馆。在欧洲, Material Xperience 被

Materia公司在 2008 年创始于荷兰, 并快速成为欧洲极具影

响力的新型材料信息中心。同时, 欧盟也建立了欧洲技术

52

2013 年3 月

第 33 卷第 3期
现 代 情 报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Mar , 2013

Vol 33 No 3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core.ac.uk/display/148746521?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平台 ( European Technology Platforms, ETPs) 其中也涵盖了新

材料发展各领域, 主要目的是制定新材料相关路线图, 并

加强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流最终增强欧洲科技竞

争力[ 2]。日本早在 1961年就设立了专门负责包括新材料在

内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的特殊法人 新技术集团, 并制

定了 委托开发 和 开发斡旋 等制度, 为新材料产业

化、信息交流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的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在政府

的关心和支持下, 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为新材料技术和

产业的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国内主要的新材料信

息环境系统有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新材料网等。

2 西部地区新材料信息服务现状与问题

在西部虽然也集中大量的新材料科研单位, 比如四川

大学、中科院成都有机所等, 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新

材料产业发展, 但西部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一直处于较低

的水平。无法支撑整个西部新材料领域科研与产业发展,

其科技信息支撑系统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与东部沿海地区

和世界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差距。

学者一般认为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创新循环中至关重要的桥梁[3]。因此, 在

全国积极加强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同时, 西部地区也开始

建设自己的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其中建立最多的是各种新

材料相关的特色数据库, 比如四川大学创建皮革导航数据

库、西安交通大学创建了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等等, 通

过这样的特色化服务把整个学科信息资源更加细化和专业

化。西部一些地方政府也注意当地新材料知识环境建设。

四川省以高校图书馆为基础, 进行 四川高校特色数据库

建设, 将新材料作为四川高校一个重要的特色数据库来建

设, 并建立全省范围的资源共享平台, 以增强其文献资源

的保障能力。通过近几年的资源建设, 与新材料相关的普

通科技文献信息环境建设方面, 西部地区的落后局面得到

了一定的缓解。

其次, 西部地区也有大量的专业科技情报机构为新材

料研究、产业发展以及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服务支撑。国家

科学图书馆成都分馆经常为西部地区政府、科研机构、企

业等提供新材料领域的发展动态报告、专利分析等各种信

息服务。同时在西部各大新材料研究机构自身也提供大量

新材料相关信息服务。各省也有相关的科技情报研究所,

为当地的科技情报服务。

根据以上分析, 西部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已经具有一

定的基础。但是在新材料专业知识信息的集成、学科服务

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仍然不能满足西部迅猛发展的新材

料研究及产业化的需求。其主要的不足有以下几方面:

2 1 新材料相关领域的科技资源建设相对不足

新材料研究本身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研究过程

中需要利用大量的科技文献, 特别是电子信息资源。但是

由于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导致政府对文献资源

建设投入不足, 难以满足科研人员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

以西部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四川大学为例, 其只能检索 ISI

web of Science 1995 年以后的文献资料, 同时一些重要的新

材料期刊杂志, 比如 Journal of Polymer Engineering、Polymer

- Plastics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等都无法全文下载。因

此, 新材料相关领域的资源建设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西部新材料科学研究的发展。

2 2 缺少专门为新材料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务

首先, 在西部地区, 由于高水平科研机构相对较少

(西部地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只占全国总数 14% , 工程

中心占全国不到 10% ) , 导致了为其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服

务的动力不足[4]。其次, 新材料相关的信息服务种类也比

较单一, 研究动态分析、专利分析、网络咨询等定向信息

服务开展都比较少, 缺少专门针对新材料研究与产业化的

信息门户建设。例如, 虽然在西部有四川省科技文献信息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之类的信息平台的建设, 但是这些平台

基本都是通用性的, 所提供信息服务还处于提供一般的科

技动态报告的层面, 因此这些信息平台和服务难以满足新

材料领域所需要的专业化和深度化的服务要求。最终, 落

后的信息服务导致了信息资源流动不畅, 阻碍材料科研工

作和产业化的开展。

2 3 深层次学科化服务不足

随着科技情报服务的发展, 它已经不只是局限与提供

文献资源、科技动态报告等一般服务, 已经发展到科研工

作一线, 开展契合科研需求的学科化知识服务, 这种知识

服务是在原有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信息服务

方式, 其也属于情报学范畴, 并与传播学、心理学以及知

识仓库技术等紧密结合。这种知识服务注重用户问题的解

决方案, 涉及价值观问题、权益平衡问题等, 不仅需要管

理理论和信息技术为支撑, 还需要价值理论、伦理理论、

产权理论、交流理论等来共同构建[ 5]。但是在西部地区,

这些情报服务的新方式还未完全展开, 只有国家科学图书

馆开始了前期的尝试。因此如何给科研部门提供满足其实

际需求, 真正嵌入课题的深层次情报服务是西部科技情报

服务的重要发展方向。

2 4 新材料领域参与单位交流互动不畅

我国在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 2020) 中明确指出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建设基于科技条件资源信息化的数

字科技平台, 促进科学数据与文献资源的共享, 构建网络

科研环境, 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推动科学研究手段、方

式的变革[6]。在东部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利用长三角

大量的科技企业与科研单位, 很好地将生产企业需求与当

地科研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 为当地的产业转化搭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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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广阔的平台。但在西部虽然也已经集合了一部分的高水

平的新材料生产企业, 比如中石油、实德集团等。但在西

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既满足了解科研发展, 又了解本地企

业需求, 促进科研与生产参与者交流的信息服务平台。

3 西部地区进行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的必要性与

可实现性

随着新材料研究发展越来越深入以及西部地区丰富的

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 西部逐渐成为新材料研究与生产的

重要基地[7]。但是西部本身发展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导致

过去对于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力度不够, 其服务模式还停

留在传统的文献传递与借阅服务上, 一直未形成现代新型

科技服务模式 (如图 1)。进而无法形成一个专门针对新材

料领域参与者之间交流的平台, 促进新材料产学研之间转

化。因此, 专门针对西部地区新材料服务的信息集成服务

项目就拥有了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图 1 传统文献服务向新型科技服务发展转型

在西部进行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也具有很强的可实现

性。

( 1) 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能够依靠西部各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基础信息资源 , 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进行信

息资源整合, 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信息资源, 最大程度满

足科研人员与企业的基础信息服务。

( 2) 在西部地区学科知识服务在一些机构已经开展起

来, 比如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已于 2006 年就开始形成学

科馆员制度, 设计了学科化服务的各种内容。通过几年的

发展, 学科化知识服务在西部一些主要的科技单位逐渐得

到科研人员的认同。同时还有一部分信息服务人员开展地

区产业发展合作, 走进企业, 嵌入到企业实际生产中。

( 3) 西部地区新材料信息平台发展也得到各种政策的

支持。 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提出优化科技资源配

置, 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 开展国家与地方联合创新平台建设。在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2020) 也

提出建设基于科技条件资源信息化的数字科技平台, 促进

科学数据与文献资源的共享, 构建网络科研环境, 面向全

社会提供服务, 推动科学研究手段、方式的变革。

因此, 针对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 借鉴发达地区的经

验, 加强西部地区新材料信息资源集成建设, 在提供高质

量的学科化信息服务的前提下, 为西部地区新材料技术研

究发展、产业发展、配套政策的制定等提供信息支撑, 对

提高西部地区新材料技术领域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转

化、产业化发展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4 优化西部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措施

4 1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地区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一直落

后于全国。随着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程度地高低直接影响

着一个产业的发展, 因此加快西部地区新材料信息环境建

设成为促进西部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西部经济

相对还比较落后时, 要加快西部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就必

需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 从资金调配、政策规划、组织协调

等方面做好信息环境建设准备,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8]。

4 2 培养和吸引信息服务专业人才

进入新世纪, 信息服务内容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资料检

索扩展到包含数据统计、态势预测等的复合型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方式也从过去粗放型服务, 发展成为定制服务,

即针对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人, 为其量身定制符合需求的

信息服务。正是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的巨大变化, 使

从事新材料信息服务的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情报学、计算机

等专业知识, 同时还要具备与人沟通能力和一定的学科专

业知识背景。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满足新材料现代信息

服务工作的要求。作为信息环境建设落后的西部地区, 对

于这样的人才需求就更为紧迫, 因此制定人才培养和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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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西部新材料信息环境建设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4 3 加强信息资源建设

拥有丰富多样的新材料信息资源是提供优良、畅通信

息服务的前提。从新材料信息资源种类上看, 除了传统文

献外, 更为重要的资源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灰色文献

(比如多媒体资料、政策、报告等)。因此对于新材料信息

资源建设, 首先就需要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 搜集各种信

息资源, 从传统文献到其它灰色文献进行分类建设; 其次,

建立多种的信息发布渠道, 实现科研与产业、企业与研究

机构以及政府与基层的无缝衔接, 使信息能够快速、准确、

顺畅地达到所需人员和单位。

4 4 创新服务方式

新材料是一个注重应用的领域 , 科技成果转化是信息

服务的最终目的, 因此传统的信息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

新材料领域的信息服务需求。同时在西部地区, 由于经济

发展落后, 西部新材料信息环境具有起点低、资金不足、

信息复合程度低、专业性不强等特点, 其信息环境建设就

不能照搬其它地区的模式, 而应根据西部地区特点和实际

需求, 突破创新, 统筹兼顾地进行信息环境建设, 开展服

务模式的创新工作。

5 小 结

新材料作为新兴产业的重要代表, 在科学研究和产业

发展中对信息环境有着更为深刻的需求, 同时随着西部大

开发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发展转型, 对于支撑整个科研与产

业发展的信息环境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因此如何建

设一个既满足西部实际, 又契合新材料产业发展的信息环

境是促进新材料产业在西部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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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 就可以获得所有含有此关键词的信息及使用频率,

从而使信息的检索和利用更加轻松。

4 结 语

在Web2 0 的网络环境下, 将其理念与技术引入机构知

识库的建设中具有深远的意义。Web2 0 所秉承的先进的信

息传播技术和理念, 能极大促进机构知识库用户的参与和

互动,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机构知识库面临的一些问题,

推动高校机构知识库研究的进展。只要将Web2 0 的理念与

技术真正融于机构知识库的构建之中, 高校机构知识库必

将迎来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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