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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会议是重要的学术交流形式，会议文献是传递科技信息、交流科技成果的重要科技信息源

之一，是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

全媒体时代的高质量期刊、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迫在眉睫。系统整理和归纳期刊文献在融媒体建

设方面可借鉴的发展策略，梳理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平台的融媒体资源建设现状，指出当前学术会议交

流平台的融媒体资源建设在分类收集、整合检索、个人版权、时效和质量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推动学术会议交流平台的融媒体资源建设，并为我国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建设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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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学术会议交流平台的融媒体资源建设初探

1  研究背景

202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推动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1]，在创新内容呈现传

播方式上明确要求坚持效果导向，适应数字时代舆论

生态、文化业态、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更加注重利用

新型传播手段，加强全媒体运营推广，提升优质数字出

版内容的到达率、阅读率和影响力，鼓励加强重要领域

专业数据库建设，打造学术文献融合出版精品。全媒体

时代，学术成果的交流和出版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学者们探讨了学术期刊通过各类增强出版手段提供知

识服务的模式。例如：国内外科技期刊运营短视频平

台，旨在提升科技期刊的学术传播能力[2-4]；主办学术

会议，借助多媒体平台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5-7]。

学术会议是期刊出版之外的重要学术交流模式，

是不可替代的面对面直接互动研讨方式。通常，科研人

员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会第一时间在学术会议（正

式学术交流系统）上发表，之后形成论文在学术期刊

（另外一个正式学术交流系统）或其他载体（非正式学

术交流系统）上发表[8]。因此，会议文献是传递科技信

息、交流科技成果与经验的重要科技信息源之一，科技

情报界对会议文献资源建设高度重视。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赵志耘[9]提出，只有建设自己的高质量科技

期刊、高凝聚力学术论坛和高水平资源发现系统，才能

打破国外的信息垄断，摆脱“卡脖子”困扰。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张智雄指出，要构建科技信息高端交流

平台，需要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和会议论文资源、国际

开放获取科技资源等[10]。早在2010年，有学者在谈到学

术交流创新时提及，就学术交流而言，最有效的方法是

尽快建立学术资源共享网络信息平台，将学术报告和

讲座视频分类储存在服务器上，形成学术多媒体数据

库，全国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可以随时登录网站，通过视

频点播，查看各种学术交流活动[11]。随着新媒体传播的

兴起与发展，会议视频正式成为新的会议交流形式，可

以让研究人员更为直观地了解会议情况和与会专家的

思想与风采[12]。有学者指出利用这些文献和视频资源，

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学术交流平台，分门别类做好标

签化管理，组建学术资源库[13]已经成为信息资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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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共识。也有学者建议搭建平台召开线上学术会议，

将学术研究的成果音频化、视频化[14]。此外，将学术论

文、增强材料、会议视频等成果整合于学术交流平台的

实践[15-16]也在不断发展。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平台融媒

体资源建设现状，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推动

学术会议交流平台的融媒体资源建设，并为我国科技

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2  学术会议交流平台融媒体资源建设
现状

2.1  国内学术会议交流平台融媒体资源
建设情况

学术会议的主办方包括学术团体、政府机构、企业

和行业组织等，会议信息会在不同的交流平台上出现。

根据平台提供服务内容，可将国内学术会议交流平台分

为5种类型：会务信息服务平台、会议实时服务平台、开

放会议论文平台、会议视频数据库平台、会议论文AI解
读平台，其中，在融媒体资源建设方面，会务信息服务

平台和开放会议论文平台表现较弱，其他3种类型平台

表现较强。

（1）会务信息服务平台。常见的会务信息服务平

台有中国科学院国际会议服务平台[17]、科学网[18]、中国

学术会议在线[19]、中国学术会议报道[20]等。会议主办方

可以利用该类平台创建会议网站，功能涵盖会议全周

期，参会者可按会议时间、覆盖学科、举办城市、办会

单位进行查询浏览或在线报名。平台首页均有最新会

议和推荐会议列表、会议现场图文介绍、会议新闻等内

容，但不直接提供会议论文全文和视频。以中国学术会

议报道为例，该平台收录8 462个会议论文集，包括200
余万篇会议论文，年更新10万余篇论文。通过采访项目

初创人得知，中国学术会议报道的会议预告版块持续

更新，包括会议通知和会议主题等内容，但用户需要通

过购买或传递方式获取会议论文全文。访问其移动端

平台——“全国报刊索引机构版”微信公众号中的“约

会”栏目，发现可直接提供的融媒体资源较少，且会议

直播或回看均链接到各自会议官网，平台本身并未整合

学术会议的融媒体资源。

（2）会议实时服务平台。常见的会议实时服务

平台有中国学术会议网 [21]、学术会议云 [2 2]、知领直

播[23]、MeetConf [24]、蔻享学术[25]等，该类平台的优点

为可直播会议或回放会议实录，包含演讲人画面和

PPT。MeetConf的亮点是提供视频介绍和视频大纲；

蔻享学术提供参考文献、报告人信息、视频标签和视频

评论。该类平台的缺点是视频无后期剪辑，未分章节，

且平台不提供会议论文全文，无法实现会议论文与视频

的关联检索。以中国学术会议网为例，该平台是中国知

网（CNKI）旗下的定制化、一站式的会议平台[20]。2019
年至今收录学术会议436个，首页提供会议预告、直播、

回放和论文集4个选项。虽然累计文献总量已达360余
万篇，但文献与该平台收录的436个会议并无交集，平

台亦未提供关联检索功能。

（3）开放会议论文平台[26]。2009年，中国科学院

科学数字图书馆二期项目“重要会议开放资源采集与

服务系统”启动，该项目的建设目标是针对互联网上会

议开放资源难以全面收集、不能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制

定学术会议开放资源的遴选标准、采集方案和抽取流

程、标引规则、整合形式和组织保存计划。目前该系统

可对不同来源的学术会议开放资源采用不同的方法进

行采集，并对非结构化的开放资源进行自动识别和标

引，实现了对开放资源的登记、组织、保存和集成服务，

同时也实现了与其他资源服务和登记系统的关联[27]。经

过几年的建设，该系统已经收录超过15万篇会议论文。

电话采访项目主要负责人得知，对于非文本格式的音频

视频文件，由于容量过大，未进行采集和加工，且该项

目于2019年已不再更新。

（4）会议视频数据库平台。2011年万方数据上线

“境内高端学术会议”频道[28]，自主拍摄在国内召开的

国际会议和一级学/协会举办的全国性会议，该频道以

现场实录配合后期剪辑的方式，真实记录主旨发言、大

会特邀报告、学术沙龙等学术交流活动。共收录会议

视频6 591个，提供视频类型、清晰度、字幕、讲义下载

等选项。万方数据检索页面已实现视频资源与传统文

献的智能关联，即用户观看视频时，页面同时提供相关

文献，用户还可以灵活添加书签，对特别关注的视频片

段进行标注。学术视频资源和传统的期刊、学位、会议

文献资源互通互链，使学术成果的分享和传播更有效

率，使读者获取学术资源更加便捷。

（5）会议论文AI解读平台。AMiner[29]是清华大学

于2007年建立的一个情报挖掘平台，2020年上线AI视
频工具“秒读论文”，可自动提取一篇论文的题目及出

处、研究目的、研究路线、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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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活动发展。

美国计算机协会（ACM）是一个国际性的科技教

育组织，每年召开170多次会议和研讨会。ACM Digital 
Library[38]收录了2017年至今的799个学术会议，支持开

放获取，用户可免费获取会议论文的PDF全文。除全文

外，ACM Digital Library网站还提供了补充材料，包括

作者预先录制的PPT演示和补充视频，均为1~10分钟的

100 MB大小的MP4文件。用户在ACM Digital Library
首页输入检索词后，系统将在704 391条全文记录中检

索，也会询问是否需要将搜索范围扩展到3 539 344条计

算文献指南型记录（无全文）。网站会提供含视频文件

的检索结果集，用户可在线观看或下载，网站已将文本

与视频数据进行了关联。

美国化学会（ACS）[39]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组织之

一，每年举办两次年会，用户在其网站上可浏览2011年
至今的会议。ACS有两类比较有特色的融媒体服务：一

是ACS Science Live[40]，即在中国举办的在线研讨会，

邀请顶级专家学者做精彩报告，绝大部分报告为中文，

但录音仅对会员开放；二是ACS SciMeetings[41]，收

录了2010年以来所有ACS会议的281 923篇摘要。Sci-
Meetings支持开放获取，可以接受文本、PPT和多媒体

文件类型。SciMeetings由Morressier平台提供技术支

持，PPT文件将在上传时获得DOI和知识共享许可，并

能通过嵌入视频或音频来增强效果。上传内容经完整

索引后，用户便可通过关键词、主办机构、会议名称在

ACS出版社和Morressier平台上进行搜索。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42]是全球最

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协会，IEEEtv频道收录了3 000
余个会议视频。用户可免费观看视频，按不同主办方进

行浏览。部分视频为PPT录屏，部分为现场实录，IEEE
会员可浏览更多内容并开启字幕、下载功能。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是全球最大的技术

出版机构之一。其于2023年推出了会议视频数据库[43]，收

录2000年至今60余个会议的视频（超1 800卷），每年更

新近100卷，同样由Morressier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3  学术会议交流平台融媒体资源建设
存在的问题

3.1  采集问题

目前学术会议交流平台的资源组织方式多样且复

果。用户选择会议论文后，点击“解读视频”，可获取一

段不到2分钟的论文解读视频。“秒读论文”通过AI智
能配音在线合成视频解说，并自动生成字幕，每一部分

解说内容都配有一张论文中的相关插图，实现了对论文

数据的可视化解读。为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性，

解读页面提示“当想看人数超过20人时，会邀请作者来

解读解决的问题、实验设计的思路、重要创新、后续可

能的深入研究”，同时在“免责声明”中指出“页面数据

均来自互联网公开来源、合作出版商和AI技术自动分

析结果，不对页面数据的有效性、准确性、正确性、可

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承诺和保证”。

2.2  国外学术会议交流平台融媒体资源
建设情况

国外学术会议交流平台在融媒体资源服务方面已

有一定发展，除了提供会务信息和会议的实时服务，国

外的会议交流平台更加注重为作者提供全方位的融媒

体服务。提供融媒体服务的平台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1）出版商提供的融媒体增强会议平台。出版商

提供的融媒体增强会议平台以Elsevier Procedia[30]为

代表，它是一个不同主题会议记录的在线集合，为作

者和会议主办方双向提供快速高效的传播方式，帮助

会议论文实现最大限度的曝光。论文集将发表在世界

领先的全文科学数据库ScienceDirect的专刊上，Sci-
enceDirect在收到最终版论文后的8周内在线发布[31]。

Elsevier Procedia的AudioSlides为作者提供5分
钟PPT展示时间[32]。作者可以通过PDF或PPT及画外音

来解释他们的研究。由此产生的PPT文件与他们在Sci-
enceDirect上发表的文章一起出现，订阅者和非订阅者

都可以查看，ScienceDirect文章页面的右侧窗格中会

出现一个音频PPT演示选项[33]。Elsevier明确了对包含

在文章正文中的视频内容的要求[34]，以帮助用户搜索到

这些文件。

（2）学/协会提供的融媒体服务平台。美国先进计

算系统协会（USENIX）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出版

物Proceedings [35]提供1993年至今的会议和研讨记录

免费获取服务，用户可根据会议名称检索或按会议举

行年份浏览。进一步访问多媒体页面，可获取与会议相

关的视频[36]。USENIX在会议摄影政策规定[37]中明确，

出席USENIX活动的人员同意USENIX无限期地使用

和在各种媒体上传播与会者的形象，以促进该组织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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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采集过程覆盖的信息点较多，全面采集比较困难。

以开放会议论文平台为例，单届会议及会议录信息经

过遴选后以重要开放会议资源列表的形式提供，并上

传到系统，形成单届会议及会议录信息元数据集，其元

数据项包括会议名称、会议名称缩写、会议日期、会议

地点、会议主办者、会议学科分类、会议地域范围、会

议录名称、会议录出版/发布机构等[44]，单篇会议论文

信息则包括题名、作者、作者机构、关键词、摘要等。此

外，与会议论文对应的音视频文件的识别和标引工作

也亟需纳入整个会议交流平台的资源组织系统，以实

现演讲人信息、视频信息与会议信息的整合检索。

3.2  版权问题

在会议视频方面，学术会议交流平台只有通过与演

讲人签署个人版权协议才有权提供相关会议融媒体资

源，版权协议应作出以下约定：在本次会议以及本次会

议的后期制作、改编等活动中主办机构有权使用该演讲

人的讲义、PPT、肖像、姓名及言论进行学术宣传及文化

推广，包括但不限于以电子、网络、镜像及其他形式出版

发行和网络传播。如果版权协议不到位，学术会议交流

平台在提供融媒体服务时就会面临很大的版权风险。

在学术会议交流平台提供的AI生成的会议论文解

读媒体内容方面，AI的语义理解具有局限性，这可能导

致其难以准确理解复杂的论文内容，且AI的判断和推

断大多基于模型和算法，不同于人类对论文内容的理解

方式，这容易导致其信息内容挖掘力度不够。同时，AI
在引用和使用原始的论文数据时，是否应先取得作者的

授权，或是否应通过学术会议交流平台的审核？这些问

题均为潜在风险。

3.3  时效问题

由于能够及时反映某学科领域的新发现、新进展、

新成就、新研究课题和新设想，会议论文备受研究人员

的重视。不参考会议论文，只参考期刊论文，科研将没

有开创性[12]。如何体现会议论文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及

时的融媒体传播是关键。

一方面，获得融媒体会议资源授权需要一定的时

间；另一方面，获得授权后的后期制作也有一定的周

期。在人工制作情况下，从会议当天拍摄结束到最终

上线视频至少需要30天。AI制作使得视频的量产成为

可能，满足大部分作者对科研成果进行快速展示的需

求。但是，目前无论是采取直播方式、现场实录+后期

剪辑方式，还是利用AI技术，会议交流平台都会产生不

同的时滞，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采

取不同方式解决时效问题。

3.4  质量问题

（1）会议文献短视频基因明显欠缺。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45]，截至2022年底，短视频用户规模突

破10.12亿，短视频用户占整体网民的94.8%。会议文献

融媒体资源建设应大力发挥短视频在网络传播中的效

能，对于时长较长的会议学术报告，将主要内容剪辑出

来并在视频中加入适当的、吸引读者关注的文字说明

或配乐[15]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会议演

讲人的PPT和演讲过程上传至学术会议交流平台，传播

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专家讲授型视频摘要供给不足。由人工制作

或AI生成的有声PPT和动画视频可以将会议论文中抽象

的科研过程变得简单直观，易于受众理解，但目前学术

会议交流平台中专家讲授视频较为缺乏。该类型的视频

由研究人员面对镜头，深入讲解论文的核心问题，并在

画面上配以相应的图文辅助读者理解，让人产生一种面

对面聆听作者讲述的感觉[46]。在大力弘扬科研诚信的今

天，通过邀请作者本人来解读其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尤其是实验设计的思路、重要创新、后续可能的深入

研究等，可体现其研究独特性，让学术造假无处遁形。

（3）融媒体资源发布与反馈机制匮乏。全媒体发展

时代，传统文献与融媒体资源可实现无缝双向链接，发

布与反馈应相互融合。引用频次、点击和下载频次均成

为有效量化指标，对科研创新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47]。

目前学术会议交流平台对“引用最多”“下载最多”的

会议论文对应的融媒体资源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均

有欠缺，未能揭示两者之间的关联，也造成融媒体资源

未能完全发挥提升文献影响力的作用。

4  学术会议交流平台融媒体资源建设
的对策建议

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平台的融媒体资源建设实践表

明，无论是附加视频材料还是视频摘要，都对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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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起到了支撑作用。2021年4月《中国科学报》发表《论

文+视频：会成为学术发表新标配吗》[48]，指出科学视频

已成为新的学术传播载体和模式。针对上述学术会议

交流平台融媒体资源建设的问题，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4.1  针对采集问题的对策建议

（1）回溯数据。在元数据研究和规范方面，针对会

议文献资源可以着重提取和整合PDF、WORD、TXT、
HTML、MP3、MP4等格式文件提供给用户[49]，未来

可增加BMP、JPG、GIF、TIFF、SVG、WebP、AVI、
MOV、MPG、MKV等格式。使用网络爬虫来访问并

抓取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平台支持开放获取的回溯

数据，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会议官方网站、学术搜索引

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数字图书馆、学术社交网络（如

ResearchGate、Academia.edu等）、专业学术期刊平台

（如BMC Proceedings[50]和Web of Conferences[51] ），
尽可能全面获取各个学科经同行评审的长篇文献、口

头报告、摘要集和会议报告。通过提取网页的结构化

数据、标签或者对网页进行解析，可以获得会议预告

信息、注册信息等。对于会议专家演讲视频，可以使用

视频下载工具进行下载和存储。通过使用自然语言处理

（NLP）和机器学习等技术，从会议录信息中自动提取

关键信息，如标题、作者、摘要等，将会议录信息转化

为结构化数据，便于后续分析和利用。

（2）新增数据。引导会议论文作者在学术会议交

流平台提交信息，除了传统论文出版需要的题目、作者、

摘要和关键词等信息外，平台还提示作者提交结构化

论文内容，如研究课题的背景、研究方法、研究过程、

实验数据、研究结果等。平台将结构化知识以细粒度的

形式展示出来，快速实现脉络梳理，提高学术研究成果

的利用效率、扩大传播范围。除了将论文内容元素化之

外，平台还可以通过基于音频的论文解读、论文数据集

等对论文进行更为全面的信息支持[52]。

4.2  针对版权问题的对策建议

利用技术手段对开放获取资源中的会议信息进行

多文件格式抓取是可行的，但需要确保合法、合规和道

德。需要强调的是，数据抓取需要遵守相关法律和规

定，尊重知识产权和隐私权。抓取的数据应用于合法

和合理的用途，遵循相关道德和伦理准则。法律、规定

和协议因国家/地区和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建议深

入研究相关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如版权

法、数据保护法、开放获取相关政策和规定、伦理准则

等，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特别

是对于涉及个人信息的会议注册信息等数据，需要遵循

隐私保护原则，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法使用。

4.3  针对时效问题的对策建议

学术会议交流平台通过采用结构化信息，能大大

简化审稿流程。平台除了组建专门的团队，通过自动化

技术和工作流程管理工具来处理论文的编辑工作之

外，还可利用AI技术进一步提升平台的功能和效率。

例如，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大量的

融媒体会议文献进行分析和挖掘，开展自动化的文献

摘要和关键词提取，利用算法智能匹配评审专家，从而

大大提高论文和成果被采纳的可能性。同时平台还具

有相似文献推荐、学术脉络梳理、研究领域发展趋势分

析等功能，并可利用语音识别和图像处理技术实时进

行会议录音、自动化录像处理和内容分析，这些措施都

将提升会议信息的时效性。

4.4  针对质量问题的对策建议

可以将学术会议交流平台打造为一个集在线文献

发布和检索、虚拟会议、多媒体内容展示、数据分析和

可视化、AI辅助功能于一体的面向开放科学的知识组

织和发现平台。研究人员不仅可以通过该平台投稿、参

会、发布会议论文、全文检索、分类、引用，还可以分享

会议演讲录音、录像、PPT等多媒体资料，以便其他人

更直观地了解研究内容。在利用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

术对会议文献进行挖掘方面，除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和

算法，提供文献关键词抽取、主题分析、共被引关系分

析、研究热点和合作关系揭示、学者画像和机构画像构

建等服务，平台还可为所有音像素材提供存储、智能分

析、智能标引、智能拆条、智能管理、智能生产、智能检

索等功能，相当于打造一个具备AI功能的“智能化媒

资管理平台”[53]，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会

议文献和融媒体资源。

（1）学术短视频的建设方案。在学术短视频内容

建设方面，可引入专业制作团队进行精心的内容策划

和编排，确保短视频的结构和逻辑清晰、主题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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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上可借鉴世界领先的科学视频制作方和提供方

JoVE[54]的成功经验。JoVE是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经过

同行评审的科学视频期刊，每个月发布 100 多个新视

频。大部分视频均由JoVE负责制作；对于研究人员自己

提交的视频，JoVE则在文件格式、媒体编码器、总时长

等参数上有明确规定。在短视频资源建设上，JoVE提
供“视频章节”（Video Chapters）功能，将一个视频分

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文字概述和单独的预览，便

于用户快速定位感兴趣的内容。

（2）专家讲授型视频摘要的建设方案。平台可利

用AI技术，在后期剪辑过程中，对每一位演讲专家进行

人脸、语音、标签识别，通过与平台的数据池进行匹配

关联，将演讲专家的音视频片段与会议文献中的文字、

插图、附加资料等按时间轴自动整合，提取关键信息和

核心观点，帮助用户快速理解论文中最具价值的创新

点。同时，平台还可选择资深的领域专家就某个会议热

点进行多种形式的讲授或点评，如实景演示、实验室操

作、案例分析、互动问答等，以引发观众的兴趣并提升

交流效果。

（3）资源发布与反馈机制的解决方案。融媒体资

源发布后，平台可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对视频观看情况进

行统计和分析，包括观看次数、观看时长、点赞量、下载

量、转发与评论量等指标，同时还应无缝链接各类沟通

软件，增加学术交流的互动性。同时，平台也允许用户

根据自身兴趣浏览平台智能推荐的相关视频，并对视频

片段进行智能剪辑。

5  结语

面向学术交流的会议文献融媒体资源建设贯穿会

议的整个生命周期。一个好的学术会议交流平台可以利

用多种媒体形式丰富会议论文内容，增强可视化效果，

提升学术研究的可读性和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本文在

归纳、借鉴期刊文献的融媒体建设策略的基础上，分析

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平台融媒体资源建设现状及存在

的不足，针对采集、版权、时效、质量问题给出了积极的

建议，后续研究将聚焦于以结构化信息为驱动的智能

型学术会议交流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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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conference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nference docu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transmit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exchan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gh-e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ublis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journals and high-level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s in the era of integrated 
media has become urgen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organi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ferenc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journal litera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edia, sor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ed media resourc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nference exchange platforms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integrated media resource construction of conference exchange platforms in terms of classified collection, integrated 
retrieval, personal copyright, timeliness, and quality, and finally gives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The article aim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edia resources for academic conference exchange platform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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