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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开始

的全球信息

化大潮不仅

对经济、社会

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且

改变了人们

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带来

J，管理理论

的变革，甚至

影响到全球

的政治经济格局。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地球村，信

息技术发展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推动者最初

的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世界

信息化的发展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海洋出

版社2008年出版的《信息技术应用——技术经济

及政策市场广角的探索》一书，是我国情报学专家

周智佑先生的又一部力作。全书60万字，从技术

经济的广阔视角讨论了信息化的方方面面，内容

涉及信息政策、产业与市场、信息化投入、信息基

础设施、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信息安全、信息人才培养等。全书除信息化导论外

共分8个章，即全球信息化、北美信息化、欧洲信

息化、中国信息化、日本信息化、亚洲信息化、其他

国家的信息化和世界信息化的发展前景。

在书中，作者对日本的信息化进行了重点介

绍。他认为，中国在IT应用方面发展与日本相类

似。其发展都经历了计算机产业急速增长、高级信

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领域的扩大、互联网基础设

施与应用环境整顿、网络环境的建设等发展阶

段。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某些环节可能是无法逾越

的，我们可以试图少走弯路，努力缩小和世界先进

国家的差距，但是，超越发展阶段是十分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对“数字鸿沟”问题表示忧

虑。美国商务部最早进行数字鸿沟的研究，认为数

字鸿沟是一种由于地域、种族、经济状况、性别和

身体状况等产生的差异，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或

其他信息技术和服务获取信息的差异，还有利用

信息、网络以及其他技术的能力、知识和技能的差

异。数字鸿沟包括国家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

个人差距等。造成国家间数字鸿沟的原因包括国

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科技教育水平差距、制度

因素、人才流失等诸多因素。有研究表明，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的数字鸿沟是在不断缩小的。以中国、

俄罗斯、印度、巴西为例，这4个国家信息化程度

提高很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在

信息化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已

经连续10多年均以2位数高速增长，但世界上很

多国家信息化也呈高速发展的态势，甚至许多国

家的基础比中国好，中国的信息化任重而道远。

全书贯穿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信息化进程

中“人”的作用，也是作者多年来强调“人机网库”

(人、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协调发展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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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科学数舞与知识共享环境建设砑．}寸会壁L．N GliD e—SDDC 2008—2009年实麓计捌爵讨会在沪举行

中建立e—SDDC的减灾工作平台进行了重点讨

论，国际应急管理学会主席Kare Harald Drager对

全球灾害应急响应——，I'IEMS成员及合作伙伴

网做了详细的介绍。最近中国和缅甸的巨大灾难

提醒我们要对灾难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充分认识

减灾的重要性，要对灾难做出正确的危险评估、

应急管理以及灾害管理。这些事件同样让我们意

识到加强全球交流的重要性和共同抵抗灾难的

必要性。研讨会还提出了青年科学家论坛，为青

年学者在数据共享、学习科研上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平台和机遇。e—SDDC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

联合国的一个计划，是一项长期任务，在科技界

支撑发展填补数字鸿沟，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作为青年学

者，应该在e—SDDC提供国际平台上，提高自身

的科研水平，在青年科学家的层面上开展国际合

作，促进国际交流，对科学数据共享尽绵薄之

力。

会议初步对成立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组、减灾防灾与全球变化热点地区网络委员会、

公共卫生前沿领域工作组、培训与教育网络委员

会、技术援助与技术转让工作组、智囊团网委员

会提出建议及实施方案，探讨了与国际科学技术

数据委员会全球道路工作组采取联合行动，共同

联合开发全球道路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组织协

调工作，并讨论了与国际相关计划的联合行动和

门户网站建设，新一届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的确认和高级顾问团的建设。

在闭幕式上，UNDESA GAID e—SDDC执行

委员会共同主席刘闯博士做了会议总结。她表

示，e—SDDC将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筛选若干

有迫切现实需求和战略意义且具备一定条件的

方向和项目，与国内各部门组织，以及联合国机

构、世界各组织、世界各其他国家部门组织密切

合作，使数据共享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

联合国各成员国业已达成的共识方面做出特殊

的贡献。

(戴丽君王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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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在选择信息技

术时，必须结合用户的需求，不能一味地追求技术

上的先进。新出现的技术不一定是先进技术，先进

的技术不一定是复杂的技术。技术要经过实践的

长期检验才能走向成熟，一个大工程应当采用技

术较成熟、能逐步升级的方案。作者的这些思想对

我国当今的信息化发展很有启示作用。我国是一

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在信息化进程中必须做好原

有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厉行节约，符合国情，营造

人与环境的和谐氛围。

近年来，信息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

题，如信息安全、原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不适应、个

人隐私保护、互联网的开放与管制等。作者在书中

介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针对我国信息化

发展进程中的自主知识产权问题，作者认为，在网

络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软件等核心技术方

面，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提高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

该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向世人展示了20

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世界信息化的发展

画卷，涉及29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介绍了这些

国家在信息化领域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特别对

美国、日本、中国等主要国家的信息化发展状况进

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由于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

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相差较

大，各自的信息化发展之路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

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发展对我国仍具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该书的出版，将给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我国

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与加强信息化管理起到很好的

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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