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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学术服务保障平台发展思考

摘要：本文简述当前国际形势对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的影响，同时简要分析我国学术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新型科技创新大数据基础设施、智能知识服务关键技术、公益性学术服务、科技资源呈缴和长期保存、开

放学术交流5个方面，提出我国图书馆学术服务平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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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国际学术数据

库垄断不仅造成知识鸿沟，而且主导科技话语权，科

研环境的安全性已成为现在和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的问

题。最近，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等对俄罗斯采取了

限制政策[1-3]，对俄罗斯的学术交流、国际科研合作等

造成一定影响。例如，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暂停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提交的新期刊的所有评估，

并宣布停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商业活动。科睿唯安作为

国际重要信息服务商，其旗下的Web of Science已经

成为科研人员经常使用的学术服务平台之一，Web of 
Science服务的停止将对俄罗斯科研人员文献查找、学

术评价、科研活动等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CER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French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CNRS）、挪
威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RCN）
等知名研究机构相继中断或者暂停与俄罗斯大学及其

研究人员的合作；德国、英国、欧盟等冻结对俄罗斯

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我国也曾因政治原因而波及学

术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发生的IEEE禁止华为及其资助

人员参与学术编辑和审稿，以及“科技脱钩”“实体清

单”等事件，都表明国外对我国学术交流和科技交流

进行限制[5]。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或信息服务机构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大英图书

馆等）将学术资源建设与长期保存及其服务保障平台

等纳入战略规划重点，并形成了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

实践模式。

因此，着眼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和国际创

新环境发展趋势，构建自主安全可控的科技资源学术

服务保障平台，不受国际上特定国家和机构、政治和经

济因素、网络和技术条件等限制，为我国科研人员创建

适应新科学研究范式和开放知识交流的科研支撑环境

成为当务之急。

1  我国学术服务平台面临的挑战

新的国际形势对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的影响给

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科技资源及其学术服务平台保

障的国际形势和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目前，我国对外

文信息的深度利用仍主要依靠国外信息服务系统和检

索工具，如Web of Science、SciFinder、CAS、Google 
Scholar、Academic Research等。此外，我国自建的数

据资源也被国外数据商收购，如我国自主研建且广泛

应用的IncoPat专利数据库被科睿唯安收购。如果长

期使用和依赖国外的学术搜索引擎和商业数据库系

统，一方面可能因商业纠纷、地缘政治、国际制裁甚至

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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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等影响，使这些系统随时中断对我国的服务（如

Google退出中国），给科技创新带来制约和损害；另一

方面，这些系统将能通过挖掘分析我国用户检索、浏览

和下载等用户行为数据，随时掌握我国科技创新的焦

点、进展、前沿和趋势，甚至挖掘窥探出涉及国家战略

机密的科技创新战略和布局，给国家创新战略带来潜

在风险。

为突破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学术服务平台的垄断，

我国通过政府直接搭建、政府引导等多种方式形成了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科技数据中心、科技条件平台、中国

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平台，为我国学术资源的分析

和利用做出了贡献。但我国的学术服务平台仍面临严

峻的形势，具体包括3个方面。①以中文为主，国际性较

差，相对缺乏国际话语权，国际学术成果准入、评价基

本无相关数据产品。②各自为战，开放共享程度差。我

国学术服务平台多为各部门或行业自行建设，数据分

散且标准化程度不高，各平台依然存在“进不去、打不

通、找不深”的困境。③数据资源类型单一、分析工具

不足。我国学术服务平台大多停留在传统的论文库、专

家库、机构库、经济统计数据等基本数据库，同质化重

复建设现象严重，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利用不足。同

时，我国学术服务平台的生态建设较为脆弱，主要体现

在3个方面。①缺乏多样性，一方面数据拥有者通过设

置各种门槛限制数据流通，形成数据壁垒；另一方面平

台公司往往通过单一授权获得数据垄断，导致学术服

务平台提供的多为原始数据，数据增值服务少，形式较

为单一。②知识付费的利润链与知识产业链不耦合，往

往平台多，知识生产者和贡献者少甚至几乎没有，这与

数字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可持续性差。③部分学术服务

平台通过资源垄断，对知识生产方和需求方形成议价

特权，而公益类数据平台的不可使用性，进一步加剧了

这类学术服务平台的垄断，间接导致学术服务平台与

学术传播的生态恶化。

2  我国图书馆学术服务平台的发展方向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开放科学运动的兴起，

科研人员更加关注如何在科研活动中获取适用的科研

基础设施的支持、便捷地获取和管理数据以及建立新

型科学交流体系[6-7]。目前，我国很多科研人员和机构，

乃至部分学术服务平台都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开源平台

和科技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如果这些平台对我国实行

封锁，将会严重影响我国正常的科研工作。因此，图

书馆需要建立自主且安全可控的科技资源保障体系和

公益性开放学术服务平台，打破“知识垄断”“学术垄

断”，实现科技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共享。

2.1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型科技
创新大数据基础设施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

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8]。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科技信

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我国已经建设了一批科

技文献、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种质资源、科学数据等科

技创新资源，但它们之间缺乏互联，限制了科技资源间

的深度整合与集成应用。因此，构建面向科技自立自强

的科技创新大数据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书馆作为科技资源组织和支撑科研创新服务的

专业机构，一直以来都以科技文献服务为主，而在新的

信息环境下科技资源形态和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文

本、图像、语音、视频），印本、数字文献并存，富媒体

资源、开放学术资源、实验观测大数据、行业产业大数

据、事实型科技数据、术语型组织资源、软件工具型资

源等立体化、综合性科技创新大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格

局正快速形成。为充分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及新引

擎的作用，需要对各类型科技创新资源进行数据化、

关联化和可计算化处理。图书馆应充分借助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等技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创新发

展、科研模式转变，开展多模态科技创新大数据资源建

设、采集加工、汇聚融合与治理管控、互联融通共享的

技术方法研发，加快构建以科技文献为主体、其他综合

科技资源为扩展的科技创新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牢

牢掌握科技创新大数据的主权。

2.2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突破智能知识服务
“卡脖子”关键技术

科研人员的需求正由单一的信息获取向层次化、关

联化、可视化的数据分析[9]，以及向结构化、网络化、智

能化的知识探索利用转变[10-11]，构建支撑数据密集型

知识发现服务已成为当前全球文献信息行业关注的重

我国图书馆学术服务保障平台发展思考赵瑞雪，黄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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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美国、欧盟等国家或组织高度重视独立自主的知识

服务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12-13]，国外

众多出版商、互联网公司推出了语义检索、智能问答、自

动摘要、自动综述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服务，加

速向提供知识发现与洞察服务为主的服务策略转变。

我国图书馆已研发的知识服务产品中存在部分核

心资源和关键技术依赖国外服务商，在文献资源、关键

技术、服务产品等方面面临挑战，如果不独立自主构建

核心知识服务模式与技术体系，则无法适应国家创新需

求和跟上国际潮流，更无法改变被彻底边缘化的艰难

局面。因此，我国图书馆亟需突破知识服务“卡脖子”

关键技术，提供数据分析、数据发现与可视化等工具，

研发多类型、多场景、专业化的智能知识服务体系，确

保我国智能知识服务核心技术的自主安全可控和可持

续供给，才能使数据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科技信息智能

知识服务成为新时代支撑和引领我国现代科技创新、

管理决策、产业发展的新范式和新引擎。

2.3  面向大众科研用户，加强安全自主的公
益性学术平台研建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学术出版界的国际巨头（如爱

思唯尔、科睿唯安等）高度重视学术服务平台布局，并

已形成初步垄断格局，通过推出新的数据库、分析产品

等方式垄断了高端学术资源的准入、评价、传播等。商

业付费获取科技文献的方式，偏离了服务科研活动的

公益本质，制约了学术成果的共享交流。因此，加强公

益性学术服务平台建设十分必要，对于促进科技成果

交流、顺应开放获取趋势、把握科研范式变革机遇、共

享科技信息资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14]指出，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需要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

交流平台并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我国已建立了一

些公益性国家平台，如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NSTL
等，它们的资源各有侧重，但平台之间缺乏共享机制，

因此我国应整合国家级图书馆的力量，联合国内各类

型主体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科研基础设施

及科技信息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打破科技资源条块分

割，最大程度消除科学研究和知识共享上的壁垒，提

升创新资源供给能力，打造良好的学术生态，不断提升

国际话语权。

2.4  面向国家战略保障，推进科技资源呈缴
和长期保存机制实施

科技资源的战略安全和持续可用性已成为国家科

技战略保障问题，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也将成为新时期国

家信息安全和持续发展重要战略举措。美国、英国、德

国、荷兰等发达国家早在20年前就开展了相关研究[15]，

并启动了相应的国家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计划和项目。目

前，我国外文科技文献保障体系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但数字文献仍主要通过访问国外的数据库网站进

行检索和下载，存在因缺乏本地存储和长期保存所带

来的风险和隐患，从而给我国数字科技资源战略安全

和长期使用带来挑战。虽然我国已经开展了科技资源

的长期保存实践（如NSTL、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等[16]），但是推行的力度和广度还有所欠缺。

因此，需要国家统筹规划，组织和协调国内主要科

技文献机构分工合作，布局新时代国家科技资源保障体

系，推进科技资源的呈缴及全球性数字资源的本地保

存，构建“缴+采+建+存”一体化的多模态科技资源长

期保存体系。上下联动，推动数字科技资源国家长期保

存体系建设，实现对国际主要综合科技期刊出版社数

据库、主要学协会和重点大学出版社科技期刊数据库

的国内长期保存，实现原创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科

技报告、科学数据等印本或电子版本的呈缴和汇交，构

建自主、安全、可控的科技资源保障体系，成为支撑国

家宏观决策与科技创新的重大科技基础支柱。

2.5  面向开放学术交流，大力支持多途径科
研成果的发布和传播

科睿唯安对俄罗斯的服务限制再次证明，只有掌握

学术论文的发表和传播渠道，才能把握主动权。2015年
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
[17]指出，推动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

中英文期刊上发表，推进已发表科研成果在一定期限

内存储到开放的公共知识库，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因

此，科研人员应优先考虑将科学研究成果发表或发布

在我国自主研发的学术服务平台上，助力科技资源的国

家自主保障。

在开放科学新常态下，图书馆的战略目标与功能定

位需要与时俱进，不应局限于科技文献的加工、组织及

相关支撑服务，还需在更广泛意义上主动融入科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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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过程，发挥图书馆在信息和知识传播中的驱动

和引领作用，积极参与我国预印本平台的建设，主动承

担机构仓储的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倡导和支

持开放获取出版、数据出版或增强出版，积极宣传促进

以中国为主的新型学术交流体系与科学评价体系构建的

“OSID 开放科学计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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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Academic Service Guarantee Platfor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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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effect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s academic service platform.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propos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academic service 
platform on five aspects: new big data infrastructure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technologies of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public 
welfare academic services, legal deposit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ope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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