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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科研工作体系构建

摘要：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与海量化使得现代图书馆的科研工作体系发生变革，信息技术成为

主要推动力，单一的数据经过分析、组织所形成的知识产品成为图书馆更重要的服务内容。在这种信息环境

下，当代图书馆需要密切追踪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加强科研工作，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开辟新的

用户群体和用户需求，创造新价值。本文结合工程技术领域资源和用户需求的特征，充分考虑公益服务宗旨

和科技信息资源国家保障的责任，确立了以资源分析与信息构建、信息组织与知识链接、数字图书馆服务与用

户研究为科研工作的三个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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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科研环境的不断

变化，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信

息资源构建、数字资源建设、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成为

图书馆业务发展的核心内容，对数字图书馆的科研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图书馆惟有加强理论与实

践结合，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构建符合业务发展规律的

现代科研工作体系，以科研工作提升资源建设品质和

信息服务品牌，才能面向未来，获得生存与发展。

1 图书馆科研工作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1.1 数字时代信息环境变革的需要

信息技术已成为数字图书馆创新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数字资源建设、信息组织、知识导航、网络信息服

务、信息共享空间、信息资源共享等业务需要相关技

术要素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1]。数字技术、知识组织技

术、数据挖掘技术、电子标签技术、网络虚拟技术、自

助借还技术、物流技术等，在促使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业

务流程不断重组和变革的同时，又在使图书馆的资源和

服务空间、时间、方式不断扩大和完善，使用户对图书

馆的利用发生了交互性、个性化、一站式、无缝链接、

无障碍等诸多变化。数字信息环境的变化和信息技术

的普遍应用对图书馆的研究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图书

馆发展需要依靠科研工作。

1.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管理的需要

图书馆要适应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

势，成为可扩展的共建共享知识网络系统，成为超大规

模的、分布式的、可实现智能检索和无缝链接的知识中

心 [2]，面临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海量数据，而且需要在

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数据中进行快速信息获取。图

书馆的信息资源构建将转变为大数据体系构建，知识

服务技术、互联数据分析、社交网络分析、用户行为预

测、文献计量学等也将在大数据环境中极大地拓展其

在图书馆的应用范围，从简单的描述性研究扩展到评

价和预测性研究。这一切都说明图书馆更加需要加强

科研工作。

1.3 图书馆专业化建设的需要

专业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相比，拥有

更专精、更深层的用户群体，对专业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首先，专业图书馆更加需

要实现基于需求导向的资源建设，注重各学科领域共

性需求和差异需求[3]，保证相应专业领域核心资源的完

整。不仅仅专注单一的全文文献，更多地聚焦于事实型

数据库、参考工具、实用手册、数据集、术语资源、分析

工具、网络学术资源等多类型资源，需要处理大量的非

结构化资源与数据，对资源建设的分析研究能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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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挑战。其次，专业图书馆需要建立学科化的服务

体系，按照科学研究而不再是按照文献来组织科技信

息，使信息服务成为具体科研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实

现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用户之间的无缝连接。同时还要

面向科技创新主体提供更多的分析型服务，包括跟踪

服务、推荐服务、主题检索服务、信息聚类服务、专题

分析服务、引文分析、实体评估服务乃至知识挖掘服务

等知识化服务[4]。专业图书馆的聚合资源组织和复杂服

务需求需要图书馆加强其科研工作。

1.4 图书馆未来生存和发展需要

2011年美国纽约州阿尔弗雷德大学图书馆辅导员

Brian T. Sullivan在《大学图书馆尸检报告2050》的文

章中提出大学图书馆已死的观点，其认为世界上几乎每

一本书已经数字化，馆藏图书无人问津；数据库使用操

作更加友好和简单，图书馆培训已无必要；信息素质教

育进入大学各院系教学课程，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

图书馆将被归入信息技术部门，馆藏资源建设变成订

购和维护数据库的简单工作。参考咨询工作逐渐被搜

索引擎、社会网络工具、信息技术服务台等工具所取代

等等。这种似乎的危言耸听，值得图书馆员深思。信息

技术变革导致图书馆的传统职能吸引力逐渐暗淡，图

书馆需要加快变革和转型，需要追踪最新的技术发展

趋势，加强科研工作，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开

辟新的用户群体和用户需求，创造新价值[5]。

2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科研工作重点

2.1 资源分析与信息构建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肩负着工程技术领域国内外

科技文献信息保障的职责，需要对相关文献资源进行

出版跟踪和分析评估，保证专业领域内容核心文献资

源采集基本齐全，相关文献资源配置相对合理，特色

文献资源收集自成体系。因此，资源分析的重心是构

建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开展科技信息资源分析评

价、遴选配置和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开展国内外学术出

版现状、规律和发展趋势研究；开展数字时代数字出

版模式、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中知识产权问题研

究，跟踪国内外著作权法律条文和实践案例；开展特色

资源建设研究工作，针对学位论文、科技报告等国家资

源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系统设计、资源构

建、共享服务体系开展理论研究和应用示范；开展信

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和国家科技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

设研究，重点研究资源共建共享、协同保障联盟、联合

保存机制、文献采集协作机制构建等研究工作。

2.2 信息组织与知识链接

工程技术领域的用户对深层次的信息组织、数据挖

掘、数据关联等知识服务具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国家工程

技术图书馆需要重点开展网络环境下叙词表的建设、维

护和管理研究，探索传统主题词表、分类法等知识组织工

具向新型知识组织系统的发展，推进叙词表在知识导航

和智能检索中应用等研究；在知识服务方面，重点研究知

识链接原理、机制、方法、构建等，同时大力开展引文分

析在学科重要性测定、学科结构研究、学术关系构建、用

户行为识别、学术人才评价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2.3 数字图书馆服务与用户研究

用户是图书馆服务的主体，长期以来图书馆在对用

户的管理和研究方面，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研究深度

都显不足，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基于海量用户数据的用

户监测不够。因此，开展数字图书馆用户分析，掌握用

户的结构分布特征、用户需求及其变化，对图书馆推进

服务领域和深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家工程技术数

字图书馆需要跟踪研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模式、发展

策略、资源模型和知识服务构建理论等，重点研究用户

数据分析及利用方法、用户信息需求特征、用户信息行

为、信息使用规律和影响因素等。

3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学术研究进展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围绕既定的学术研究发展目

标和研究方向，采取以实践运用带动学术研究，以业务

需求驱动学科发展的方式，不断凝练学科建设方向，凝

聚学术研究团队，培育学术人才队伍，强化理论研究与

实践应用相结合，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相应进展。

3.1 资源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近几年来以学位论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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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议文献、期刊、方志、专利等资源为主体，大力

开展资源体系构建研究，建设相对系统完整的国家特

色资源保障体系。开展国家学位论文资源体系和服务体

系研究，提出我国学位论文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

和实施方案，通过学位论文元数据整合和联合服务系

统建设研究，探索我国学位论文资源共建共享的基本

模式，开发基于元数据集中整合发布和全文分布分级保

障的公益服务平台。

全面开展科技报告资源体系构建研究，对科技报

告资源对象可用性研究、本质特征、产生机理研究、承

认机制、价值模型、形成模型、演化规律、类型构成、形

态特征、配置模式、集成整合方法、知识化服务等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初步构建科技报告基本理论体系。同

时，全力推动国家层面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工作，对科技

报告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标准规范、收藏服务体系进

行深入探索，参与制定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实施方

案，配合科技部推进科技报告试点工作，进行科技报

告撰写案例分析，开展科技报告培训工作。

同时，还开展了精品科技期刊服务与保障系统建设

研究，开展全国科技查新成果共享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组织制订新的科技查新技术规范，研究科技查新数据

共建共享机制，组织开展全国科技查新成果共享数据

库建设。

3.2 知识链接和知识组织研究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近年来以知识链接系统建设

和词表等知识组织体系构建为重点，强化了知识链接

原理等方面的理论探索。研究知识链接要素词典的结

构体系和标准规范、知识要素文本规范、关键要素构

成、知识要素索引建立、要素词典元数据规范标准等问

题，提出了知识评价模型，在引文链接的基础上实现以

知识要素为单位的知识导航，形成知识链接服务体系

框架，包括可获得的知识揭示、可理解的知识组织、可

视化的知识展示、可挖掘的知识标识、可比较的知识评

价、可导航的知识网络。

在知识组织研究领域，近年来开展了《汉语主题

词表》（工程技术版）编制、英文超级科技词表编制以

及两者的映射研究，并以汉语主题词表的改造修订和

英文超级科技词表编制为契机，开展了网络环境下叙

词表的编制、维护与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研究网

络环境下叙词表的总体形态、新型特征、结构体系等问

题，探索叙词表在语义网中的定位及其网络化表现方

式等，研究网络环境下的叙词选择标准、选词原则和方

法，探索了叙词表编制和应用生命周期、叙词表维护管

理模式、用户参与机制。结合叙词表的研究成果，开展

基于知识组织的术语服务研究，探索了术语服务本质内

涵、术语服务体系结构等。

3.3 数字图书馆服务与用户研究

数字图书馆标准体系的建设关系到业界资源建设

和服务的成效。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在推进全国信息

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业务渠道的同时，积极推进

我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结构体系研究，提出数字环境

下促进我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的对策和措施。组织我

国图书馆、信息机构、出版单位和档案博物馆等相关业

内机构和专家制订60多项国家标准，并付诸实施。近年

来，顺应数字时代发展，开展数字环境下国家科技信息

资源保障对策研究，分析国外期刊、会议录等学术出版

规律，提出我国科技信息资源保障应对策略。开展数

字版权许可及应对策略研究，跟踪出版商的著作权

管理动向及新技术带来的著作权问题或相关解决办

法，提出图书馆合理争取著作权利益的对策。研究OA
出版方式、自存储模式、机构知识库等对图书馆资源建

设的影响，探索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

新模式。

在数字图书馆用户与服务方面，通过对海量日志的

整理分析，构建由数据源、方法层、分析层和应用层等

组成的信息用户分析体系，研究用户特征识别、用户行

为模式、用户需求分析、用户关注和兴趣分析、资源利

用分析、服务质量评价、用户价值分析、用户流失分析

和预警等信息用户分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研究专

业数据和资源的识别、判断、抽取、复用、再组织等方

法，构建统一的文献资源导航体系，建设文献专题镜像

服务平台，推进学科化服务体系形成，极大提高了学科

化、专业化服务能力。 

4 对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科研工作的思
考

4.1 逐步形成科研工作的特色和优势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的科研工作需要凸现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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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需要借助自身资源特色、服务特色，进一步凝练

科研工作方向，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优势。下一步需要

紧跟国内外图书馆学发展的热点和前沿，结合自身当

前和未来业务发展，保持科研工作的先进性。可以借助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版）编制、英文超级科技

词表构建和英汉词表映射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强化网

络环境下叙词表编制技术、协同编表平台建设、词表应

用等方面的研究，可以以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为契

机，以国家学位论文收藏和服务体系建设为核心，大力

开展特色资源产生机理、配置模式、集成整合方法、共

建共享体系建设等方面研究。逐步在叙词表编制和知

识组织工具构建、相关特色资源体系建设等领域形成

研究优势。

4.2 注重科研成果的示范和应用

图书馆科研工作需要坚持需求驱动，与业务工作

充分结合，以业务带动科研工作，用科研成果指导实践

发展，充分考虑本馆资源建设、资源揭示、知识化服务

等需要，通过对信息资源分析评价的研究，开发建设外

文文献遴选平台，采集海量的国外文献出版信息，开

展国外期刊、会议录等科技文献的分析评价和遴选

工作，在图书馆文献采购品种的调整和新增工作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对引文链接等知识链接原理、链

接分析技术、链接方法、知识要素文本处理和规范等

问题的研究，开展大规模的引文数据加工，建立基于

引文链接的知识服务系统，实现知识链接、知识评价等

服务功能。

4.3 打造专业科研团队

图书馆科研工作主要依靠人才队伍的知识与智

慧，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才队伍的学科结构和梯队

建设。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近年来形成了以博士研究

团队为核心，硕士研究团队为梯队的科研队伍，近年来

申请到3项国家支撑计划、1项自科基金、9项社科基金

和3项博士后基金等一批研究课题，需要继续强化学术

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和行

业领军人才，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学科

领军学术人才队伍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4.4 创建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学术交流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国外著名

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人才培养中都十分注重学术交流与

学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如哈佛大学重视营造浓厚

的学术氛围，以大量的开放式学术讨论会、研讨会、报

告会、讲座等一流的学术活动带动人才培养[7]。国家工

程技术图书馆需要创建一流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开放的

学术合作氛围，建立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模式。一是要加

强业务和专业交流，形成课题组沙龙、科研团队研讨

和专题面对面等形式的学术交流制度，主要由课题负

责人、学术带头人组织。二是办好学术交流和学术报告

活动，包括每年一届的全国知识组织和知识链接学术

会议、全国科技查新工作交流会，继续提高各类会议

的学术影响力。三是加大对外交流和学习的力度，推动

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鼓励科研人员更多地参与学术

会议，并通过会议发言等方式展示学术成果和研究能

力。四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使更多的科研人员走出

国门，进入国际学术舞台，了解本领域最新研究现状和

学术成果，开拓与国外同类知名机构的交流渠道，拓展

国际合作。

5 结语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初

步建立起以资源分析与信息构建、信息组织与知识服

务、数字图书馆与用户服务等为主体的科研工作体系，

在研究能力、研究水平和学术产出方面都得到较大提

升，学术研究成果在图书馆业务工作的示范和应用也取

得成效，在业界影响力显著提高。今后，国家工程技术

图书馆还将继续凝练学术研究方向，完善学术研究体

系，注重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领军人才，推

动图书馆科研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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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n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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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igitalization and larg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libraries must chang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and knowledge service product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In this environment, libraries must trace the 
recent technology trend,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innovation service pattern and create new valu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features of resources and users' 
demands, and take public service tenet in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also established three key direc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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