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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信息素质培养和受教育程度致关

重要。本文通过分析信息化社会对科技创新人才的要求, 以及信息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

结合我国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队伍人员素质现状和工作要求, 提出要切实加强信息素质教育, 提

高科技人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实现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事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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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ult ivate S&T innovation person of populat ion and fnmily planning is a kind of systemat ic

project, in this project ,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educat ion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requirement of informational society to S&T innovation person, and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of

information quality educat 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 ion person.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staff quality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T team in our country and the demand of work, we suggest that it should

strengthen informat ional quality education, enhance the informat ion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S&T staff,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al person, to implement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T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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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和转型的时

代, 知识经济已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以

多媒体、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 使人类步入了信息化社会。信

息时代的核心是知识创新, 而知识创新的关键

是需要有大批优秀人才。信息素质作为信息社

会发展优化出来的一种新品质, 是创新人才不

可获缺的素质, 既是创新人才形成的关键,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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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先决条件。

一、信息素质的涵义

信息素质一词 ( Information literacy) 最早

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则考斯基于

1974年提出的, 它包括以下几方面: � 传统

文化的素养和拓展; �受教育者达到独立自学

和终身学习的水平; �对信息源及信息工具的
了解及应用; �拥有的多种信息技能; �对检

索到的信息进行评估、信息组织及处理并做出

决策。1989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对信息素质做

了这样的定义: �要想成为有信息素质的人,

应该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 并拥有确定、评估

和有效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 1] � 因此, 概括

起来说, 信息素质是人们在信息社会中获取、

存储、评价、使用和生产信息的综合能力, 主

要指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两个方面: 信息意识

是指人的大脑对于各种信息的感知, 也是人们

对外界信息需求的程度和对信息进行利用的一

种能动反应; 信息能力是指完成信息意识的能

力, 即能用有效的方法迅速、准确而全面地获

取所需的信息, 能加工、处理、利用和创新

信息。

二、信息社会的创新人才

1�信息素质是现代人才的新品质。21 世

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人们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

的能力和效率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

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和高

素质的人力资源, 是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

条件
[ 2]
。而信息素质是人类跨入信息社会, 在

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等基础

上, 发展并优化出来的一种新品质, 是现代人

才在信息环境下获取、评价、加工和利用知识

信息必需的技能, 是信息时代对人类适应社会

发展的一种高要求。良好的信息素质是信息意

识、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 是

创新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的开放

空间下有效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技能。

2. 信息素质是创新科技的助推器。知识

经济的特征是信息化与全球化, 知识创新成为

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创新绝不是闭门造

车, 科学技术发展史早已证明, 积累、继承和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是科技发展的前提, 没

有继承, 就没有发展和创新。在信息社会中,

创新人才若想有所发展和有所发现, 除具有必

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需具有较强的信息分

析、加工、开发能力以及接受相关学科的信息

启发能力, 了解和掌握当前最新的知识。只有

这样, 创新人才才能在创新科技工作中有所借

鉴、有所思考, 同时也避免了重复开发和少走

弯路。对于创新人才来说, 拥有良好的信息素

质, 可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进而推动科

技创新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 培养高素质的

创新人才是实现科技创新的关键, 是在社会科

技发展过程中获得和保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3�信息素质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
信息素质培养应鼓励自我发挥、自我教育、自

我培养、自我认识、自我管理, 引导科技工作

者学习基本的信息学理论知识, 具有与社会信

息化进程相适应的思想意识、思维方法和心理

素质。具备一定的信息认知、评价、利用的实

践能力, 主动地运用信息技术去掌握科技信

息, 观察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形成新概念, 满足创新人才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信息素质培养

知识创新是现代科技人才的重要标准, 信

息素质作为创新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 是培养

创新人才的重要内容。日前, 国务院公布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 2020) �。实施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需要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创新人才。因

此, 创新人才的信息素质培养既是信息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与人才的自我发展的协调统一, 也

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

1�信息意识培养。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
会里, 信息意识的培养对科技创新意识具有相

当程度的影响。据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日

本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 一个科研人员在一

个研究项目中, 用于查找和阅读情报资料的时

间要占完成该研究课题时间的 50�9%, 而计

划思考时间占 7�7%, 实验和研究时间占

32�1%, 编写研究报告的时间占 9�3% [ 3]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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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许多科研实践经验看, 科研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 几乎有 95% ~ 99%需要而且可以

通过科技文献检索获得启发、帮助和解决, 仅

有1% ~ 5%的问题是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

解决的
[ 4]
。信息意识培养的目的是使科技人员

形成一种对知识信息敏锐的思维感知能力和特

有的恒久注意力。在知识创新社会里, 不论是

科学研究者和技术服务工作者, 所需的知识不

再是相对稳定的知识和经验, 而是要不断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更新知识、调整知识结构。只有

具备善于利用各种途径和工具捕捉与自己工作

和研究方向相关的资源信息的意识和能力, 持

久关注和掌握这些信息的变化和发展方向, 并

善于把书本知识和不断获取的新知识有机结合

起来, 加强信息安全意识, 才能不断掌握本学

科领域的新动向, 以新的信息知识开拓视野,

启迪科技思维。信息意识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

和培养过程, 是在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完善的

基础上, 在潜意识中逐步树立起来的。良好的

信息意识培养需要持久的关注, 只有关注某一

方面的知识, 并为之准备的人, 才能获得突破

和发展, 成为具有创新思维的科技创新工作

者。

2�信息能力培养。信息能力是人们对信
息的收集、组织、整理与交流等能力的综合,

具体体现在各种信息检索工具的使用、信息系

统使用、计算机操作以及外语等方面的能力。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 各种信息

记录的载体不再仅仅是纸张, 已发展到胶片、

磁性材料 (如缩微胶片、光盘、软盘) 等; 记

录技术已由单一印刷技术到全息技术、光刻技

术以及纳米技术; 传输手段已突破了地域限制

显得更快更便捷, 联机检索、网络技术、信息

高速公路等, 使相距数千公里的人们变得近在

咫尺。在各种科技活动中, 信息获取及组织信

息能力至关重要, 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一个科

技工作者如果具备良好的信息能力, 才能有效

利用信息资源, 同时也体现出社会公共信息资

源的价值。在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事业

中, 各级科技人员信息需求具有与其他科技工

作相同的特点, 如: 在科研立项过程中需要了

解本专业和相关学科的科研进展, 正在进行中

的科研项目及成果; 科技工作中所需的数字、

技术方法和设计方案等事实性资料; 科研完成

时总结科研成果、编写论文阶段需要参阅的有

关文献; 进行生殖健康产业科技开发、专利及

成果转让时, 对市场需求、应用前景的信息资

料等等。通过对信息资源全面客观的认识、分

析和评价, 组织、管理并利用好信息资源, 才

能正确把握科研发展方向, 定位创新主体, 促

进科技创新的实现。

四、信息素质教育

自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

育政策以来, 我国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 实现了人口再生产

类型的历史性转变,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这一

转变中起着关键作用
[ 5]
。为实现人口、资源、

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国家制定了有关

人口发展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并开始实施我

国人口计划生育事业 �十一五� 发展规划; 根

据国家信息化建设和电子政务建设的总体要

求,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积极务实地推进计划生

育信息化建设
[ 6]
, 科技事业和社会发展对人口

计划生育科技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1�继续教育。信息社会变化速度快, 继

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江

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要形成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发展继续教育, 构

建终身教育体系�。在终身教育成为时代要求
的信息化社会里, 信息素质是构成终身学习的

基础。据美国工程教育协会统计, 美国大学毕

业的科技人员所具有的知识, 只有 12�5%是
在大学阶段获得的, 而 87�5%则来自工作实
践中的不断学习和积累

[ 7]
。继续教育是采用各

种教学形式对各级各类专业人员不断进行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播新知识、新技能,

提高业务能力的一种高等延续教育。据 2001

年人事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 52万计划生育工

作者中, 大本及以上学历仅占 7�15% , 大专

学历占 35�25%, 中专学历占 35�25%。在 16

万专业技术人员中, 具有专业技术职称者 13

万, 但初级职称者占了 62�5% [ 8]
。近年来,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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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口计生委和各级人口计划生育系统加大教

育培训力度, 将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作为

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 着力提高基层科技人员

的综合素质。通过继续教育来培养科技人员的

信息意识和能力是最为有效的途径。针对目前

我国人口计划生育系统信息人才资源匮乏的问

题, 在开展人口信息化建设 � 保障体系建设过

程中, 要加强信息化工作队伍的建设, 培养一

支掌握信息应用、熟悉业务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队伍
[ 9]
。在人才培养规划时将信息知识纳入总

体培训教育课程。由于我国早期学校教育没有

设立计算机课程, 各级计划生育科技人员的信

息素质参差不齐, 所以一定要针对实际情况和

需要制定培训计划和教学方案, 将信息知识纳

入总体培训教育课程规划。同时, 要建立信息

素质教育效果追踪和奖励机制, 以保证教学和

学习质量, 激发科技人员学习和应用现代信息

技术的热情和积极性
[ 10]
。

2�自学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
口计划生育相关学科专业的日益分化, 从而使

信息需求亦趋于专业化, 主要表现为: 研究

型、创造型、管理型、求知型等。大量的知识

和技能要求科技工作者在继续教育培训基础

上, 还要依靠自学来补充和提高。因此, 在工

作实践中根据自身需求, 通过提高信息素质掌

握一定的信息知识、信息能力, 主动获取知识

和进行知识更新, 使学习不受时空的限制, 根

据实际需要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促进个

人素质的全面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和科

技的日新月异, 对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专业狭窄的书架型人才、工匠型人才难以

适应计划生育科技工作发展要求; 而素质全

面, 接受继续教育和自学能力强, 智能型、创

造型人才在时代的激烈竞争中愈来愈表现出充

分的活力。具有信息素质的科技人员, 能够打

破学科的界限, 随时按照学科领域科技发展方

向, 进行相关资料的获取、整理、研究、利

用, 实现学科的扩展和交叉, 从宏观上把握人

口和计划生育科技领域相关学科间的联系, 成

为具有良好智能结构和知识创新的高素质

人才。

2006年 1月 9日,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

为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的重要讲话。讲话中强
调, 本世纪头 20年,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认清形势, 大力推进

科技进步和创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坚

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的方针, 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积极推

进创新团队建设
[11]
。人才是国家创新的主体

和关键, 国家创新能力的基础在于人才的数

量、质量和整体作用的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关系到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

发展, 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队伍。加强

信息素质教育, 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既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也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

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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