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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是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让我们以高昂的

热情、高度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借鉴历史，认真总结经验，刻苦学

习新知识，在学习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寻求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编写本志书的目的所在。

梅花香自苦寒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建所20

年来，各项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文献收集、管理、流通及利用

等基础工作得到加强的同时，开展了咨询服务、查新检索、特色数

据库建设、镜像站点建设等工作，扩大了服务范围，提高了服务质

量；云南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的建设，极大地推进了全院信息化工

作；编辑出版的三个期刊积极采取扩大交流、改革版式、改进栏

目、办增刊等有效措施，信息量和发行量稳步增长；多渠道、多途

径寻找各类研究课题，围绕农村、农业、农民开展经济技术研究。

在科技开发工作方面，始终坚持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形成合力和

发挥整体优势的原则，把扩大对外开放与宣传、积极拓展业务、培

植支柱产业煌提升服务准入作为开发工作的重点，取得了较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由于注意加强思

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加强理论学习，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方针，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全体职工始终保持团结、向上

的精神风貌，形成了全所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云南是地处边疆、民族

众多的一个农业省份，农业情报信息工作长期滞后，成果积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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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与当今我国加入WTO、农业新阶段到来和跨越式发展的形

势要求极不相称。全所职工务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按照国家、云南省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抓住

国家推行执业制度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

业经济与信息技术学科建设的机遇，进一步依托优势，理顺思路，

突出工作重点，合理配置和优化科技资源，深化改革，切实练好内

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面向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及社会服务的

水平，加快发展速度。我们要坚持既定工作思路和发展方向，以只

争朝夕的精神，团结干事，奋发进取，加快发展，改进服务手段、

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从整体上提升本单位的形象。切实

加强农业经济研究、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和农业科技期刊编辑等学科

建设。

春风一路千树花。我们坚信，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和行政

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指导下，经过全所广大职工的共同奋斗，情报

所一定能够全面提高综合发展水平和面向全省“三农”服务的能

力，为云南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做出更大的贡

献，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全所广大职工克服了许多困难，热情支

持，通力合作，尤其是承担主要编写任务的刘星昌、杨庆贵、罗雁

等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及科技情报研究所领导

对这项工作也极其重视，为开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此书的顺利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全所职工团结协

作、求实创新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据我了解，目前其他省级农科

院科技情报所完成所志编纂和出版的并不多，本书的编纂也是一次

有益的尝试，虽然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毕竟为我们留下

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



借此机会，我们谨向_直关心和支持云南农业科技、农业经济

和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与农业科技期刊编辑的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

南省农业厅、云南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云南省委政策研究

室、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和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有关领导及专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

衷的感谢!

李学林

2004年11月20日

]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详近略远、详主略

从的原则，记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历史和发展进

程，重点记述科技情报信息业务方方面面的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

就。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体相结合的体式，以时为经，以事

为纬，述而不论，寓评于述，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

用，以志为主。志以记事本末体为主，分类按章、节、目编排，依

时序纵写史实。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年、月、日顺序排列，月份

不详者列于年末，日期不详者列于月末；“年初”、“年末"、“本年”

都表示当年。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年份、年代和世纪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标示。

四、本志文体采用规范化现代语体文，简化字、标点符号和数

字用法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有

关规定执行。计量单位则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单位或机构名

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酌情用简称。文内凡写“本

院”、“我院"、“省农科院”、“农科院”之处，均指“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写“省农科所”之处，均指“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写

‘‘本所”、“我所”、“科技情报所"、“情报所"之处，均指“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o语言文字力求简洁、精练、流畅。

五、本志时间断限，上限起自1985年3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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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情报研究所成立时，但在某些事件的记述中，为保持事件的完整

性，时间酌情上溯至发端。下限定为2004年6月底。书中凡写“目

前”、“现在"、“至今"之处，表述的均为2004年6月底的事物现

状。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本院和本所的人事档案、文书档案、科技

档案和相关文件，本院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农业大学图书

馆和云南省情报所的书刊资料，以及有关人员提供的书面材料、实

物资料和口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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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位于昆明市北郊龙头街，是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下属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保存、

研究和开发利用农业科技情报信息、文献资料，为农业科技人员提

供科研工作所需的最新知识和重要信息，为农业领导部门的科学决

策提供情报信息服务；编辑出版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农业科技刊物

和专题资料；根据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紧

密结合，围绕云南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目标开展工作，力争早

日建成全省的农业科技情报信息中心。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其机构编制方案

中，就设置了图书资料室o 1958年，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奉

迁云南，和云南省农业试验站合并成立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1959年，省农科所在行政科下设图书管理员2人，当时实际只有1

人o 1965年11月，在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下设资料情报

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保存图书资料和科技档案，编印一些

内部资料，创办农业科技刊物。1976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

后，在科研管理处下设科技情报室。根据当时开展业务的范围，科

技情报室设有图书馆、资料室、科技档案室和《云南农业科技》编

辑部。

1985年3月9日，根据云农院党字[1985]28号文件《关于成

立省农科院情报研究所的通知》，成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

研究所，所内机构设置所办公室、图书资料室(包含图书室、期刊

室、阅览室、资料室、科技档案室)、编辑室、声像室、战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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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经过了几次机构

调整。到2004年，科技情报所下设所办公室、文献资源中心、网

络信息中心、声像室、农业经济研究室、《云南农业科技》编辑部

(含《西南农业学报》云南省编辑室)、《蜜蜂杂志》社、云南省农

业工程咨询设计中心等8个部门，全所共有职工65人，其中离休3

人，退休15人，在职47人。在职的47人中，有科技人员41人，

技术工人6人。科技人员中，获得正高级技术职称的2人，副高级

职称的8人，中级职称的17人，初级职称的14人。

回顾过去，有徘徊，但更多的是前进；有挫折，但更多的是发

展。在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1

人从事图书资料管理工作，除了保管、借阅之外，无力开展更多的

业务。60年代在省农科所办公室下增设资料情报组，人员从两三个

逐渐增加到五六个，业务工作的内容也从图书资料管理扩展到科技

档案、期刊编辑方面。1976年，省农科院成立时，科技情报室隶属

科研管理处领导，除了图书资料和科技档案管理、期刊编辑之外，

也为开展其他业务进行了人员和设施条件的准备。1985年，在院科

技情报室基础上成立科技情报研究所之后，无论是单位规模还是业

务范围都在原来基础上有所扩大，在职职工当年就增加到39人；

机构设置方面，除了在图书资料室内部细分出图书室、期刊室、阅

览室、资料室、科技档案室几个小部门之外，还增设了声像室、战

略情报研究室，开始在拓展新业务方面进行探索。期刊编辑工作逐

步发展，除了出版《云南农业科技》之外，1986年又接管《蜜蜂杂

志》，1988年还与西南地区其他省(区、市)农科院(所)共同创

办了《西南农业学报》o为了开辟新的发展途径，1985年筹办了实

验印刷厂，后来虽然因为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亏损而停

办，也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随着事业的发展，建所20年间，本

所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业务方向都在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对

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近几年，调整的力度更大，1998年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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