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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信息网络对高校科研管理
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赵永红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内容摘要】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网络环境为科研管理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当今激烈的科技竞争条件下�
研究在网络环境下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已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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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当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网络建设为特征的
信息技术不仅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而且也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在网络环境下�人们可
以打破时空限制�方便地实现远距离相互交往�在瞬间获取
所需的信息�利用信息处理技术可以大量节省脑力和体力
劳动�为科学管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目前向管
理要效益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和竞争的手段�在科
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生产力迅速转化的今天�能否准确地
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参与科技竞争�是关系到我国生存与发
展的重要问题。高等院校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
作为科研管理工作的要素已是迫在眉睫。

一、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网络的特征
随着信息记录、存储、转播功能的跳跃式发展�大量的

新信息可以以文字、图形、图象、声音、录像方式在网络上传
输和传播�信息容量更大、更多。我们可以突破地域、种族、
国家、信仰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全面地获得各种信息资料。
总而言之�网络给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资料宝库�在以网络为主的虚拟电子社会里�提供给我们
更加广泛的交往方式和交流范围�使高校的科研工作真正
面向世界。

高校科研信息网络化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从经济学
角度来看�需求决定供给�发展高校科研信息网络化首先是
高校科研人员有足够的科研信息需求�如果他们从网络上
就能收集到所需信息�就可以节省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科
研信息的网络化为科研提供了一个快捷、广泛、时效性强的
收集与传播的媒介�这是科研信息、管理的重要保证。在科
研信息管理网络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更快、更全的掌握信
息�居于科研战线的前列。
1．实现远距离管理。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的电于传输

方式代替以纸质为媒介的手工传输方式�并以声音、文字、
图像同步传输�迅速敏捷地实现远距离信息交换�其优势是
人工所无法比拟的。在人力、物力和时间上产生了极大的
节约�而且为实现远距离管理工作提供如下的有效手段。
（1）在立项管理、经费管理、考核评估等方面实现管理人员
与科研人员的双向机上作业；（2）技术成果的推广实现机上
作业�如技术成果的发布、技术洽谈、技术培训等；（3）科研
管理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目前网上的信息资源的数量和

质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有效利用各地方、各部门的
信息产品�有利于提高查全率利用网络可以开展不同单位
之间信息资源利用�进行学术交流�方便开展咨询活动等；
（4）有效促进国内外科技合作的远程作业管理�随着计算机
虚拟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的远程作业已成为现实�是我们
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的重
要途径。科研管理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如资源管理、
成果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它也促进科研管理工作及时同
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2．实现规范化管理。规范化管理是按照管理目标�将

管理工作中定性、定量和规律性项目加以总结归纳�形成统
一要求的管理项目。它是科学化管理的基础�是提高管理
效益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科研人员及科研管理人员按客观
规律办事�提高科研管理效率。网络环境下规范化管理具
有以下特点：（l）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客观上要求管理技术规
范化�便于实现机上作业�提高作业效率；（2）便于管理信息
的加工处理和分析�为管理人员的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3）管理工作规范化可提高计算机检索的质量�提高获
取和利用科技信息的能力�促进科技信息的交流。
3．实现动态化管理。科研管理利用网络技术的主要优

点是可执行动态化管理�它是提高科研管理能力的重要手
段：（1）能及时对项目的立项、执行情况、经费收支、成果管
理等进行跟踪管理；（2）能及时获取和提取所需信息�提高
决策、评估、信息支持等管理水平。
4．实现集约化管理。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

络环境下的科研工作的远距离管理、规范化管理、动态化管
理等基本特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人们
可以跨部门、地区�乃至国家的界限�在大范围内对全部项
目集中进行分类管理�实现管理效益的大幅度提高。

二、信息网络对科研管理工作的影响
高校科研信息管理是高校科研职能部门自觉地运用科

学的方法和手段�为有效地收集和利用科学信息资源而进
行的社会性管理实践活动。其中的目的在于解决日益增长
的科研信息需求与滞后的科研信息服务的矛盾�对科研信
息资源的管理主要包括项目的立项、申报、中期检查、验收、
成果鉴定、成果报奖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管理的目的主要
是审核项目的先进性、可行性、监督项目实施进度、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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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时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与项目合同规定的偏差�评价
外部环境大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决定项目目标的调整�同时
及时地与有关部门沟通信息�保证项目的优质完成。
1．科研管理的规范化建设
管理是按照管理目标�将管理工作中定性、定量和规律

性的项目加以总结归纳�形成统一要求的管理项目。传统
条件下�高校科研管理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在科研项目评
审、科研奖励评审等诸多方面容易暗箱操作。信息网络化
对高校科研管理的规范化可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计算
机技术的利用客观上要求管理工作规范化�实现机上作业�
便于提高作业效率�也便于管理信息的加工处理和分析�为
管理人员的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实现了管理效益的
大幅度提高�还可提高计算机检索的质量�提高获取和利用
科技信息的能力�促进科技信息交流。
2．科技计划管理方面
科技计划管理是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的重点内容之一。

面对高校多领域、多渠道的科研计划项目的不同要求�传统
科技计划管理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方面�科研工作低水平
重复在科研计划管理工作中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主要原因
是信息不灵�他人已经研究出来或者已经在十几年、几十年
前的出版物上公开的信息�管理者却不知道。另一方面�在
科技计划管理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中后期检查、验收及科技
合作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科研管理机构仅相当于“收发室”�
科研管理人员只是“办事员”�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服务状态�
无法真正行使科学有效的管理。而信息网络化则对科技计
划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了有效手段�可很好地解决上述两方
面的问题。第一�信息网络的发展为管理人员提供了广阔

的信息空间�日益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及共享�极大地减轻
了科研管理工作者的劳动。互联网所提供的强大的检索功
能�使检索文献资料极为方便快捷�从而使科技人员重复研
究的可能性大大减小。第二�网络传输以声音、文字、图像
同步传输的方式实现远距离信息交换�可以方便地实现研
究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互动�从而大大提高效率。第三�
从科技计划管理的各阶段看�信息网络化在科研立项、鉴定
验收、评奖等阶段可提高公正、公平、公开的力度�在项目执
行阶段可起到适时跟踪指导、检查评估的作用�能即时获取
和提供所需信息�及时了解各种信息数据和科研情况�提高
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3．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产业化方面
长期以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难以形成产业化已

成为制约我国高校科技水平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中推广
手段落后、信息渠道不畅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我国科技市
场建设中�常以销售一般商品的方式去销售技术�如建设大
厦式的常设技术市场�设摊位、展产品、挂展板等。实践证
明�这种商场式的销售常常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效果却
不明显。而且�传统条件下我国科技信息与产业信息的流
通不畅�造成了信息传播中的“绝缘层”�阻碍了技术信息的
交流。信息网络化则为技术成果的发布、技术投资、技术培
训等开辟了新天地�产业部门可广泛地从高新技术开发信
息中甄别、选择、开发适合自身的高新技术�以促进和发展
自己的新产品、新产业；而高校则可从信息网上广泛吸收产
业部门和社会的需求信息以确立新技术开发的方向�从而
实现高校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技术成果产业
化。

（上接第96页）其他事务缠身�无暇顾及史馆监修国史任
务�这样便不能有效地行使监修国史的职责。

刘知几对监修国史的批评一针见血�所以他感叹：“大
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〇28。

四、刘知几对于监修国史的批评过于武断。
刘知几对监修国史的本职工作给予了独到的批评。但

刘知几没有结合监修国史产生的背景�及各时期不同政治
环境来考察。而且�刘知几的批评有时过于武断。
1．监修国史是史馆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在史馆制度

下�监修国史是必不可少的。史馆大规模的修史活动�必须
做铨配工作�只有设置监修国史�史馆的修史优势才能发挥
出来�否则史馆会出现既无从下笔又各自为政的局面。
2．担任监修国史的人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

彩。由什么人来担任监修国史�这不是监修图史人员自身
能决定的。监修国史说到底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唐高祖
欲令史书“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
多识前古�贻鉴将来”〇29�唐太宗“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
身之龟镜”〇30。唐初统治集团这种以史为镜的思想�在选择
监修国史时�皇帝自然会选择优秀的人员�房玄龄可以说是
监修国史的楷模。而武则天时期任命的监修国史武承嗣、
武三思、张昌宗、张易之、纪处讷、宗处客等人是为武氏政权
服务的。这些人在史学上用“曲笔”为武氏政权造声势。刘
知几只批评了监修国史的低能�没有结合监修国史所处时
代来客观的评价监修国史。
3．制度上的原因决定了监修国史一职有许多弊端。比

如�宰相担任监修国史。同一时期有多个宰相�首先�造成
同时期有多个监修国史；其次�造成监修国史不是专职�宰
相因本职工作�不能潜心于修史的铨配工作。
4．监修国史的评价标准。

刘知几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史才三长论同样
可以用来评判监修国史。但我认为：监修国史�首先�应具
有“史德”；其次�作为史馆的一员�才是应具备“史才三长”；
当然更因其职务的特殊性�还必须具备领导才能。

监修国史必须具有“史德”。宗楚客、纪处讷�《旧唐书》
在其本传里评论他们“谗谄并进�威虐贯盈”。武三思 “立
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〇31。像宗楚客、纪
处讷、武三思等人�他们在做人方面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
可以想像�让他们监修国史�能修出秉笔直书的史书吗？
5．对各时期的监修国史不能一概否定。刘知几完全否

定监修国史的作用。首先�监修国史在修史中发挥过积极
作用。唐初修五代史�有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才保证了各史
修撰工作的顺利进展。后来的《五代史志》也是在监修国史
领导下完成的。其次�刘知几主要是针对武则天和中宗时
期的监修国史进行了批评�但这两朝的监修国史也并不是
天下乌鸦一般黑。再次�监修国史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还
是做出了些贡献。比如�引进人员时�还是引进了一些有识
之士。神龙元年（705）�魏元忠刚任监修国史�“魏元忠朱敬
则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迁
右补缺。”〇32神龙二年�魏元忠已是监修国史�“与武三思
……等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编次文集一百二十
卷”〇33。
注释：
①⑤⑨⑩〇11〇33见《旧唐书》．
②⑥⑦〇18〇31见《唐会要》．
③〇29〇32见《册府元龟》．
〇30见《唐大诏会集》奏八十一．
⑧〇12〇13〇14〇15〇16〇17〇19
〇20〇21〇22〇23〇24〇26〇27〇28见《史通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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