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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寄语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迈入改革开放新征程

的开局时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迈向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继往开来

的里程碑意义。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文献情报领域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制订

提供了指南和向导。

首先，要认识“十四五”时期面对的新变局。新时期需要强化危机意识与规划意识，清晰

辨别时代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一是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

状况不容乐观，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要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二是我

国信息服务发展阶段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文献情报服务已经由传统

印本服务方式转化为数字资源保障模式，需要从整体上强化数字资源形态更新、信息组织特征

重塑和服务模式新旧转型。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现今我国信息资源保障的主要矛

盾转化为大众日益增长的深层次信息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强化科技信

息深层次加工组织和情报计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提升科技信息服务能力和水平；认识开放获取运动所带来的资源建设、资源配置、用户

服务的颠覆性变化。

其次，要诠释“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理念。新阶段仍然要保持几十年如一日的定力，抱

着十年磨一剑的耐力，明确自身定位，更新自身的传统角色，准确把握自身特点，研判发展趋

势，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既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又发挥市场化机制，依据图书

情报行业总体发展趋向去谋划部署馆藏全球化战略，强化数字资源的全面、系统、完整规划和

统筹，推进馆藏全球化、类型多样化、服务开放化的进程。构建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坚

定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播平台和信息交流阵地，打破科技文献服务平台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割

据，冲破国家、地区以及部门、单位间的知识壁垒，不断寻找图书情报领域新的生长点与发力

点，优化文化服务模式，提升公众数字技能，优化文献情报行业资源共建共享联盟生态。

最后，要构建“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格局。文献情报工作既是科技创新基础条件的保障

事业，又是文化传播和情报监测的前沿阵地，需要重点建设既涵盖原生数字内容资源，又包络

公开出版数字文献的科技信息基础设施，构建科研论文与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强化特色数

字资源建设，加强重要科技文献、科学数据、重要网站、音视频等信息资源的本地仓储和长期

保存，加强知识深度加工、组织、分析、挖掘和开发利用，推进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区、跨

系统、跨媒介资源的关联和深度融合，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探索数据治理共享，不断打造需求

驱动的精品资源和高质量知识服务产品，提升开放科学环境下的知识服务能力，加强科技文献

信息战略安全保障，实现国家科技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交流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流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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