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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科 技 图 书 文 献 中 心

（NSTL）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

程，作为一个参加了中心筹备和建

设发展的工作人员，回顾往事，历

历在目，不禁感慨万分。NSTL模
式是大智慧的建设理念，是中国文

献史上机制、体制创新的创举，也

是党中央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实

践。值此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记

录几笔，与大家共享。

科技文献是科技研发成果的主

要载体，是人类在科技创新过程中

了解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

设计、新产品……的最主要渠道。

我国科技文献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

的发展历程。建国以前，我国没有

专门的科技情报文献机构，少量的

文献工作是在图书馆进行的。1934
年中国化学学会编印的《化学》刊

物已辟有《中国化学摘要》，这是

中国近代科学文摘的开端。新中国

成立后，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发展

与科技情报事业落后的矛盾日益突

出，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

把建立专门的科技情报工作作为规

划的第57项任务，指出：“我国科

学技术情报工作基础非常落后。情

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建立机

构，培养情报工作专家，全面地和

及时地搜集、研究和报道国内外，

特别是科学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发

展情况和新的成就，使全国科学

工作能及时地了解这些发展与成

就。”1956年10月第一个国家级综

合性科技情报机构——中国科学院

情报研究所成立（现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1958年5月国务院

批准了中国第一个科技情报工作法

令性文件——《关于开展科学技术

情报工作的方案》。到1958年11月
国务院17个部门及系统建立了50个
专业情报机构，15个省市陆续建立

了一批情报机构。到1966年“文化

大革命”前，国务院已有26个部门

21个省市建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

拥有专职情报人员8000多人。全国

拥有外文期刊11000种，24个国家

的专利文献500万件，有中国和42
个国家的标准17万件，中文期刊

1000多种……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情报事

业同全国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受到了

严重摧残，80%的科技情报机构被

砍掉或拆散，科技文献订购收藏量

大幅下降，致使改革开放后，虽然

很多科技情报机构开始恢复，但是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央级39个信息

机构的文献订购量一直徘徊在3000
种左右。这造成了266个学科和主

题领域中一次文献基本满足率不足

1/3，很多重要的学科领域出现了文

献收藏的空白，严重制约了科技创

新活动。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科技文

献资源的匮乏受到科技界的高度关

注，每年人代会，全国人大代表和

政协代表关于加强科技文献资源建

设的提案纷纷分送到科技部和财政

部，引起了两部门的高度重视。从

1994年到1997年，为了解决科技文

献既不足又分散的问题，首先从当

时中央级科技情报信息39家机构中

选取了13家机构，集中财力每年增

加1000万元文献信息专项经费给予

支持，用于增加订购科技文献。在

此过程中，两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调

研，从中选择出理、工、农、医四

类共8个部门的信息机构，集中国

家财力给予重点支持，推动科技信

息经费的改革。在1997年到2007年
期间，每年新增的经费达3500万到

4000万元。新增经费主要用于4个
方面，包括文献采集、数据加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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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虚拟式的国家级专业图书文

献机构。进一步改变科技文献工作

的管理方式和转变科技信息机构的

运行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规范服务

的基础上，充分实现科技文献资源

的共建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

投资的效益。报告得到了国务院领

导的批准，科技部立刻开始组建国

家科技文献中心的筹备工作。

在研究协调组建NSTL过程中，

由于8个信息机构分属于8个部门，

各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来：

首先是部门管理权力问题。

一些单位和同志甚至质疑，是否要

通过建立NSTL的方式将8个信息机

构收归一个部门管理。为了打消大

家的顾虑，在筹备协调中反复强调

和宣传了NSTL的运行体制是行政

组织虚拟化，各个单位保留现有的

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中心不设实体

机构，理事会是中心的决策领导。

这种组建方式终于打消了大家的顾

虑，得到了各部门的认可。

其次是关于经费支持渠道问

题。许多文献信息机构产生了一些

顾虑，担心组建NSTL后，财政部统

一拨款支持文献采购与服务经费，

各部门是否会削弱对所属文献信息

单位的部门事业经费的支持。为

此，在起草中心章程时，科技部特

别让各部门将“中心成立后，各部

门应继续保障参建单位事业经费的

正常增长”写入章程，消除了参建

单位的后顾之忧。十年的建设历史

也证明了各部门对NSTL的依赖和服

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所属信息单

位的其他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

第三是关于决策权力问题。由

于NSTL是多个部门参建，为了突

出国家利益，减弱部门色彩，同时

兼顾各方权益，理事会成员除科技

部、财政部等六部门代表和著名科

学家代表以外，还增加了理、工、

农、医四大信息机构的代表。NSTL
的重大问题和每年的预决算都要通

过理事会批准决定。事实证明，理

事会的这种构成及运行机制为保障

中心的良好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

科技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一个体制

创新的范例。

在NSTL组建的过程中财政部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财政的重点

支持是NSTL发展的根本保障，财

政部把NSTL的经费作为了公共财

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在科技部

的部门预算中专门增设了“科技文

献信息专项经费”科目进行持续支

持。科技部和财政部还专门颁布了

“科技文献信息专项经费管理暂行

办法”和“科技文献信息专项经费

会计核算指导意见”。在科技部管

理的所有经费中，对于一个小专项

既发布经费管理办法又发布会计核

算办法的仅此一项，由此可见两部

门对这项改革的重视。财政部、科

技部还不断研究NSTL的社会需求

和发展。在其建设的十年中，对科

技文献信息资源的采购、网络服务

平台的建设、文献信息标准的制

定、历史文献回溯资源的建设和科

技文献信息技术的研发等方面不断

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

一、在科技文献平台经费中连

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亿经费支持后，

为了保证科技文献信息专项稳定

的增长，将这一平台经费纳入了科

技文献信息专项基数给予了持续

的支持。

二、为了解决各成员单位经

常性事业费历史遗留问题，主要

是各单位事业经费不足和自身发

展活力后劲不够的问题，从2006年
起，财政部将NSTL各单位科技文

务、网络运行补助和网络建设。同

时为了打破传统的科技文献建设模

式，科技部和财政部两部门建设国

家科技文献中心的改革工作也随着

文献经费的不断增加而紧锣密鼓地

推进中。

1998年推出了经过认真酝酿的

“科技信息机构经费改革方案”，

重点支持基础较好、实力较强的中

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科院图书

馆、农科院图书馆和医科院图书馆

等8个单位（收藏量占中央级39个
科技信息机构的80%），按照“集

中采购、分别加工、联合上网、资

源共享”的原则，进行“科技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的体系建

设试点。

1999年清华大学两院院士张维

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分别寄送了

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国际期刊中心的

建议书，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

重视。朱镕基总理批示请科技部有

关部门研究，批示说：“这是件好

事，我赞成。”张维院士在建议中

提出，利用现有资源和渠道将文献

中心建成具有理、工、农、医四大

门类的中心，其中特别可贵的是还

提出了不仅要订购现刊服务全国，

还要补订各类期刊的过刊以弥补历

史文献的缺失。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批

示，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了组建文献中心的方案和实施的步

骤，并联合国家经贸委、农业部、

卫生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向国务

院报送了“关于科技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工作的报告”，提出了组建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基本构想：

坚持以改革促进发展，避免搞新的

重复建设，充分利用重点科研信息

机构现有的基础设施、人才优势，

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联合起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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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采购存量经费（参加NSTL建设

之前事业费中购置文献的经费）留

给各单位用于事业支出，不再作为

文献专项经费管理。每年另增加

NSTL5000万元信息专项经费采购

存量经费购置的文献资源。这不仅

为各成员单位的发展后劲注入了资

金，也为中心加强统一采购、统一

管理、避免重复建设，提供了资金

上和机制上的保障。

三、为了解决我国历史上两大

历史阶段纸本科技文献的严重缺失

（第一阶段：解放前，第二阶段：

文化大革命—九十年代初期），财

政部支持NSTL以国家授权的方式

购买回溯期刊数据库，通过国家科

技文献平台为全国提供永久使用，

构建国家科技文献资源战略保障体

系，也实现了十年前张维院士向国

家领导人提出的购买过刊的设想。

十年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

心拥有的文献数量大幅增加，截至

2009年，外文印本文献订购品种2.6
万余种，占中国外文科技文献的

2/3以上，是中心成立前各成员单

位订购品种的6.8倍；NSTL文献资

源结构不断优化，基本全部覆盖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重

点任务和领域。另一方面，在数字

化信息环境下，以印本外文科技文

献资源的采集和全文传递服务为支

撑，NSTL承担起了我国科技文献

战略保障的重大责任，使得国家图

书馆、高校图书馆系统以及地方、

行业信息机构能根据自身的需求和

能力收藏更对口的文献资源，客观

形成了基础资源保障、核心资源保

障和特色资源保障的全国分工协作

体系，优化了全国的文献资源整体

机构。

回顾历史，NSTL十年走过的

每一步都印证着中国科技文献事业

的发展和体制创新，记载着中国科

技文献人的奉献与成就，让我们记

住那些为中国科技文献事业改革创

新默默耕耘的人们和那一段历史。

祝NSTL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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