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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我国经济状况进行分析 ,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

部落后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差异 ,不论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进程、从业人员素质 ,还是经

费投入方面 ,差距都很大。因此 ,要平衡发展数字图书馆 ,国家应制定数字图书馆的综合发展政

策和规划 ,要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规划建设。表 2。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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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状

况比较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 A. W. 刘易斯首先提出的 ,他认为

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结构中 ,现代化领

域同未现代化的领域同时并存 ,在这两个领域之间 ,存在着

相当大的断层。现代化领域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差不大 ,

而尚未现代化的领域却处于落后的原始状态。二元经济结

构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产物 ,又是经济落后地区的主要表

现形式和形成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

现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劳动力结构、劳动力工资待遇、

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差距很大。

我国三大地区是根据三大经济地带进行划分的。将沿

海 11 个省、市、区划分为东部地区 (包括京、津、沪、鲁、辽、

冀、苏、浙、粤、闽、琼) ,把西北、西南地带划分为西部地区

(包括陕、甘、宁、青、桂、新、滇、川、贵、藏、重庆) ,其余省区

划分为中部地区 (包括黑、吉、蒙、晋、鄂、豫、皖、湘、赣) 。三

大地区部分经济指标对照如表 1。

表 1 　我国三大地区部分经济指标及相关指标对照表

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所占比
例之比

国内生产
总值 (亿元)

49610195 23974136 14085182 57 :27 :16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元/ 人)

10693 5407 4207
5217 :2616

:2017

续表

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所占比
例之比

第一产业 (亿元) 6248129 506415 3118128 43 :35 :22

第二产业 (亿元) 24146117 10829129 5781157 59 :27 :14

其中工业 (亿元) 21098117 935811 4622185 60 :27 :13

第三产业 (亿元) 19216149 8080157 4994176 60 :25 :15

财政收入 (亿元) 3321161 1330188 942137 59 :24 :17

财政支出 (亿元) 4535145 2489112 1996157 50 :28 :22

人口数量 (万人) 46394 44341 33484 37 :36 :27

城市数量 (个) 281 247 139 42 :37 :21

建立开发区的
城市 (个)

27 14 12 51 :26 :23

开发区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 (个)

11453 3328 2717 65 :19 :16

高新技术企业
总产值 (亿元)

4067179 1091171 712137 69 :19 :12

高新技术企业
出口总额 (亿

美元)
106109 8177 4122 89 :7 :4

职工工资总额
(亿元)

531716 271910 183818 54 :28 :18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0》。

根据经济学产业结构原理 ,经济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 ,第一产业的总产值呈下降趋势 ,而第二、第三产

业总产值呈上升趋势 ,且上升幅度较大。

3 　本文系哈尔滨工程大学科研基金项目《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分析与研究》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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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中东部地区的统计数据来看 ,第二、第三产业比较

发达 ,产业结构基本合理 ,高新技术企业比较发达 ,城市数

量也比较多 ,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较高 ;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产业

结构失衡 ,第一产业不发达 ,第二、三产业发展比较慢 ,城市

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这样就造成东部地区一部分现代化

工业同中西部地区大量的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的工业

同时存在 ;东部地区一部分市场关系比较发达的城市 ,同中

西部地区落后的农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同时存在 ;东部地区少量具有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

遍的中西部地区科技水平不高状况同时存在。这些都说明

我国明显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

2 　我国三大地区图书馆发展环境状况比较

经济发展决定了文化的繁荣。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现

象 ,其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与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高低、信

息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数字图书馆建设需要高新技术的支

持 ,需要大量经费的投入 ,需要较高素质的人才。以上海、广

东、江浙一带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 ,科技实力雄

厚 ,对数字图书馆建设起重要作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迅速。而中西部地区仍在进行“科教兴省”“富民强省”的“二

次创业”,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环境较差 ,发展速度缓慢。三

大地区数字图书馆发展建设环境指标对照如表 2。

表 2 　我国三大地区数字图书馆发展建设环境指标对照

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从业人员大专以
上所占比例 ( %)

711 410 314

公共图书馆数量
(个)

899 923 945

高等学校数量 (所) 483 356 232

县级以上研究开
发机构 (个)

2594 1687 1392

县级以上科技信
息和文献机构 (个)

及从业人员 (人)
177/ 16028 129/ 3306 104/ 3496

研究开发机构经
费支出 (万元)及人
均支出 (元/ 人)

3436647/ 74 913840/ 2011 102563/ 3

科技信息和文献
机构支出 (万元)及
人均支出 (元/ 人)

112832/ 2143 10442/ 0124 12554/ 0137

文体广播事业费
支出 (亿元)及人
均支出 (元/ 人)

122191/ 2615 66124/ 1419 57157/ 1712

教育事业费支出
(亿元)及人均支

出 (元/ 人)
716146/ 15414 377126/ 8511 301173/ 9011

科学事业费支出
(亿元)及人均支

出 (元/ 人)
41125/ 8189 14112/ 3118 14133/ 4128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0》　《中国图书馆年鉴 1999》

从以上统计看出 ,中西部地区除公共图书馆数量多于

东部地区以外 ,其它指标均低于东部地区 ,而且大部分指标

中西部地区相加之和都不及东部地区。可见东、中西部地

区图书馆建设的环境差距之大。

3 　三大地区数字图书馆建设现状分析

从近几年各地区数字图书馆研究发展和建设的状况来

分析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存在地

区间发展不平衡、同一地区不同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

同一系统内发展也不平衡等特点。

(1)从图书馆自动化及网络环境来看 ,东部地区发展迅

速 ,普遍水平较高。例如 :广东省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由

广东省文化厅从 1994 年开始组织实施 ,1998 年通过文化部

组织的技术鉴定 ,建立了以中山图书馆为中心的公共图书

馆自动化网络 ,已同近 30 个图书馆联网 ,实现了远程联机编

目和检索 ,是我国第一个地区性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 ,

1997 年建成我国第一个网络化的多媒体阅览室。1998 年

与北京超星电子技术公司合作 ,开发成功目前国内规模较

大的实用化数字图书馆。广东省高校图书馆在 1995 年底就

有 80 %的馆已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1998 年底全省有 20

多家高校馆实现与校园网联网 ,向读者提供因特网上的信

息资源检索。并且建成了“广东省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网

络”,通过华南理工大学这个网络中心与教科网及国际性学

术计算机网联网 ,实现了在广域网上的联机编目、联机书目

检索、数据交换和光盘检索功能。北京地区借助首都得天

独厚的地域优势 ,无论是公共馆、高校馆还是科学系统图书

馆 ,发展速度与水平也普遍较高。如国家图书馆 1999 年 2

月 11 日举行千兆馆域网开通仪式 ,是第一家使用千兆位以

太网络技术的图书馆。目前正大规模地进行大型资源库建

设。中国科学院于 1994 年开始实施百所联网工程 ,1995 年

底覆盖了中国科学院所属的 12 个分院 123 个研究所 (24 个

城市) ,1996 年初开通服务 ,提供公共书目查询、二次文献信

息检索和联机预约等 ,实现了中科院百所文献信息资源共

享。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

以“211 工程”建设为契机 ,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建设得到了

迅猛发展 ,建立了以中国教育和科研网为依托的高校文献

信息服务系统。相对发达地区而言 ,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

图书馆由于受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及信息基础产业发

展的影响 ,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缓慢 ,水平普遍不高。图书

馆自动化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基础 ,在广东省已有 65 %以

上的地县图书馆实现了联网运作 ,而西北地区情况比较好

的陕西大多数的公共图书馆却在为无购书费而苦恼 ,自动

化更是可望而不可及。西北地区高校馆状况比公共馆略好

一些 ,据 1996 年资料统计 ,当时西北高校馆拥有各类微机

450 台 ,陕西高校有 373 台 ,占 80 %以上 ,甘肃、青海两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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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近两年来 ,各馆的现代化水平得到一定改善 ,但整体

水平不可能与东部地区相比。

(2)从经费投入来看 ,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实力雄

厚 ,总体投入远远高于西部地区。据文化部 1996 年统计 ,西

北五省区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 407914 万元 , 而上海为

931017 万元 ,广东 8622 万元。近年上海图书馆拨款 1 亿元

以上。东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也比较大 ,从

而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迅速。如广东省 1993 年公共图书馆

自动化建设经费投入就已达 800 多万元 ,浙江省馆用于自动

化网络化建设的投入高达千万元 ,江苏省教委近 2000 万元

的投资在“九五”期间建成了江苏高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

而在中西部地区 ,总体上高校图书馆略好于公共图书馆 ,如

黑龙江省高校图书馆“九五”期间 ,有 23 个馆自动化建设总

投资为 1855 万元 ,1995 年昆明地区高校馆就得到 1000 万

元专款用于自动化建设 ,而好多公共图书馆仍然在为购书

费奇缺而苦恼。

(3)从专业人员的素质来看 ,东部地区差异较大。从数

据分析来看 ,东西部两个地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员占全体馆员的比例相差不是很大 ,但上等级图书馆占的

比例和实行自动化管理的比例相差比较悬殊。根据甘肃省

地县图书馆员的素质状况调查结果分析 ,在 317 人中 ,大专

以上学历的占 2718 % ,从专业结构看 ,图书情报专业、理工

专业和计算机专业各占 1311 %、514 %、1 % ,而且绝大多数

是后取得学历人员。由此可见 ,人才缺乏 ,也是西部地区实

行自动化管理比例偏低 ,数字图书馆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

原因。

(4)从数据库建设和文献数字化来看 ,东中西部地区发

展也不平衡 ,据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国家信息中心等部门

对全国数据库的调查 ,截止 1995 年底 ,全国共有各类数据库

1038 个 ,其中容量在 100MB 以上的数据库占 25 % ,但基本

处于无序状态。1996 年以后 ,数据库建设有较新的进展 ,尤

其是东部地区发展迅速。首先 ,思想认识随着中国图书馆

自动化进入网络化阶段进一步统一 ,“数据库是图书馆自动

化网络化建设的基础”的观念形成 ;其次 ,建库的方式上 ,各

系统开始注重系统规划与分工协作。如中科院已建成了近

50 万条记录的科技文献数据库 ,并可上网实现共享。截止

2000 年 11 月底 ,Calis 所属“211 工程”建设院校目前已完成

各种特色数据库 25 个 ,验收 19 个 ,还有 157 个学科导航库

通过验收 ;第三 ,数据库产业化进一步加强 ,万方公司、超星

公司等许多商业公司纷纷与图书馆联合 ,开发建设各种数

据库 ,为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增加了数据基础 ;第四 ,国家图

书馆全面完成了建国以来的中文图书书目回溯数据库的建

设工作 ,为各省级图书馆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图书馆的书目

数据建库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后 ,数据库建设有投入而

且要纳入法制轨道的认识进一步加强 ,比如 ,珠江三角洲地

区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将重要文献的开发费用特别是数据

库建设费用经主管部门批准 ,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而中

西部地区相当多的图书馆因受条件的限制至今中外文图书

书目数据库建库工作仍然没有完成 ,特色数据库更是无从

谈起。

4 　数字图书馆发展对策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而且数字图书

馆建设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思想认识、经济条

件、技术水平、人员素质等方方面面 ,所以 ,国家数字图书馆

建设要有一个长远和整体的规划 ,需要一个机构来协调 ,要

发挥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要有计划 ,有针对性 ,分层次

地进行建设。

(1)要制定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综合发展政策和规

划。各级领导要学习和领会江泽民同志视察国家图书馆的

重要指示 ,认真贯彻文化部《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文化

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精神 ,提高建设数字图书馆重大意义的

认识 ,推进中西部地区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网络体系

和数字图书馆建设 ,尽快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从

东部地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经验来看 ,只有对中西部地区

数字图书馆建设投入专项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 ,加强中西部

地区数字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建设 ,才能加快数字图书馆建

设步伐 ,要摒弃一次性投资定位思想 ,同时也要摒弃那种认

为等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了再进行建设也不迟的观念。

(2)要进行分层次 ,有针对性地规划建设。国家主管部

门要根据我国各地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具体情况 ,进行分

层次地规划建设。①从投入方面和人才培养方面 ,对那些

数字图书馆建设水平较高的图书馆 ,在保持现有水平的基

础上 ,要跟踪国际上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建设的最新发展方

向 ,同时要组织和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和解决数字图书馆建

设进程中遇到的难题 ,保持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发展 ;对那

些已经有了一定自动化网络化环境基础的图书馆 ,要实行

重点建设 ,增加投入 ,尽量缩小与发达地区图书馆的差距 ;

对那些自动化基础较差的图书馆和没有实现计算机管理的

图书馆 ,除国家要有一定的政策倾斜进行必要的投入外 ,东

部发达地区也要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采取对口支援政策 ,增

加这些地区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必需的设备 ,要让这些地区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出去参观学习 ,对自动化网络化有一个

感性认识 ,同时对这些地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进行重点培

训 ,增强自动化网络化意识 ,还要增加必要的自动化人才 ,

业务工作尽快实现计算机管理 ,逐步提高自动化管理水平。

也要吸取发达地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经验教训 ,尽量不走

弯路 ,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的跨跃式发展。②从数据

库建设方面 ,要统一规范 ,统一标准 ,除国家图书馆进行大

型的资源数据库建设外 ,其它类型和系统的图书馆要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各种专题和特色数据库建设 ,各省、

市、区图书馆要突出自己的地方特色 ,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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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出民族特色 ,高校和科研系统图书馆要突出学科特色。

在加强馆藏书目数据库建设过程中也要统一规范 ,采用国

家图书馆的标准书目数据 ,尽量避免重复劳动 ,重复建设。

此外 ,要处理好建设与服务的关系 ,建设成一个数据库 ,就

要在网络上提供服务 ,通过服务来培养和提高广大读者的

数字图书馆意识。各省级图书馆都要创造条件 ,完善网络

环境 ,国家图书馆也要对各省级图书馆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图书馆提供诸如技术上、软件上乃至数字化文献方面的帮

助 ,如吉林省图书馆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 ,网络环境与硬件

环境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国家图书馆对其在数字化文献和

软件方面再予以支持 ,就会使吉林省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迈

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各地、市、县图书馆也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 ,尽快争取省级图书馆的支持 ,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

开展工作 ,我们相信 ,只要各级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出台一

些倾斜政策 ,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

设在整体上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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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1 页)生产、发布有害信息。2000 年 11 月 6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出台的《互联网

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和《互联网电子

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可以约束一些网站对国外色情

网站的不法链接 ,打击在个人主页下隐藏黄色信息

的行径 ,以净化网络环境。再次 ,提高技术保障水

平 ,统一技术标准 ,要求技术发展进步对网络出版、

信息生产进行完善并优化。相反地 ,如果技术不成

熟、加密软件级别低 ,就易于被黑客破解以作盗版。

还要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控制信息垃圾 ,如采用分级

审查系统、过滤软件方法、搜索引擎替代法等将有害

信息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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