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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公共知识平台的建设

刘绿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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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公共知识平台的价值除了为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共享环境，还要有针对性地满足各类创新主

体的信息需求，力争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数字公平，促进社会发展。文章从分析我国公共知识平台建设现状出发，提出

我国公共知识平台建设中存在共享网络没有完全建立、平台公益性没有从法律上确定、数字公平问题没有引起全社会广

泛关注、面向市场的信息缺失等诸多问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公共知识传播的法规政策，完善技术创

新公共服务体系，并确定促进数字公平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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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Knowledge Platform
Liu Luyin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45)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at the value of the public knowledge platform in China provides for people not 
only a mor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shar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meet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main 
types of innovation, striving to achieve digital equity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atus analysis, 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in the public knowledge platform, i.e. 
shared network not fully established, public welfare not legally determined, digital fairness not widely concerned 
and missing market-oriented inform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knowledge 
dissemana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public technical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s shouldbe improved, and the 
digital equity strategic objectives should be determined.
Keywords: public knowledge platform, information value, digital fair

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合作性，提高了

知识共享的程度，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公共

知识平台的快速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知识创

新、传播、利用的基础和重要载体。在实践中，

公共图书馆网络、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文献

共享保障系统等都是公共知识平台。公共知识平

台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将知识整合起来的知识集合

体。每个知识集合体能为各类服务对象（团体用

户、个人用户）提供信息、知识资源的检索、利

用与分析，多个知识集合体可以形成网络为服务

对象服务。而若干个知识集合体则构成网络环境

下人们可利用的知识体系。公共知识平台具有体

系的开放性、内容的可利用性、传播的广泛性等

特点。建设公共知识平台可以为人们提供较为完

善的知识环境，提高各类用户的创新水平，消除

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公平，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和进步。

随着公共知识平台的广泛建设，人们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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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平台的运行质量、效率、价值实现程度。从

平台的建设实践来看，目前对信息、知识价值的

关注主要集中于微观的信息价值，重点加强了所

搜集信息的质量建设。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公

共知识平台，乃至若干个平台链接起来的知识网

络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极大地影响

了公共知识平台的传播范围和效率，降低了平台

的整体价值实现。本文从公共知识平台宏观管理

和发展的角度，对平台的价值属性进行分析，进

而实现平台所要达到的促进数字公平和社会发展

的整体效应。

1  公共知识平台的价值体现
公共知识平台最基本的价值体现在为人们提

供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共享环境，有针对性地满

足各类创新主体的信息需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实

现数字公平，促进社会发展。

1.1  提供完善的知识共享环境

公共知识平台的建设为用户构建了一个可以

获取知识的共享环境。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

知识环境的营造。如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于 2003
年开展了“网络信息基础设施改革科学、技术研

究”。该研究认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创建了各

种形式的科学研究的知识环境，营造了知识共享

的环境，打造了公共知识平台，改变了科学研究

的传统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随着计算技

术、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进入

一个新的协作时代。如今，随着公共知识平台的

建设，整合了硬件、软件、信息、服务、人员和

机构，聚集了数字图书馆、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科学数据、工具等。在这种集成的知识环境下，

依靠计算、存储、通信等信息基础技术，通过网

络、操作系统和中间件，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

数据、信息、知识管理服务，观测、测量和制造

服务，接口、可视化服务，协同服务，从而提高

了科技创新及技术创新效率，最终形成了一个面

向科研、工程、教育、产业等不同应用的知识环

境 [1]，进一步完善了知识共享的环境。

1.2 满足创新活动中的信息需求

公共知识平台的建设改变了获取知识与信息

的方式，使科学交流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传统的科学交流方式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正

式交流是指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期刊等

进行的交流，而非正式交流是指科研人员之间

的对话、书信、研讨等直接交流 [2]。在网络环境

下，这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科学交流界限变得模

糊，创新知识将借助电子期刊、网络交谈的方式

在科技机构与科技人员之间快速传播与扩散。

公共知识平台的建设还促进了企业创新网络

的形成。随着企业竞争的日益加剧，技术创新速

度和市场变化加快，企业的创新活动已进入多方

合作的网络式创新阶段。在企业创新网络中，建

设公共知识平台可以为加快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创

造相互作用的环境，对技术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企业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对内部和外部的发

明和创新服务进行整合并灵活运用，从而使其产

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赢利达到最佳状态。

公共知识平台的建设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

创新思想的汇集场所，提供了一个创新思想传播

交流与学习的环境 [3]，从而改变了思想交流的方

式。在网络环境下，利用公共知识平台，可以非

常便利地自由交换知识和信息，满足各种信息的

需求。

1.3 实现数字公平，促进社会发展

传统的知识获取与交流的方式只能在小范

围内实现知识的传播与利用，而公共知识平台则

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知识的传播与利用。公

共知识平台的建设可以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数字

公平。目前，数字公平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

注。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各国对消除数字鸿沟、

信息贫困等问题高度重视。联合国在《琵琶湖千

年行动纲要》中倡仪缔造一个包容、无障碍和以

权利为本的社会，认为检索、利用信息是基本人

权，确保在不同条件下任何人都能够无障碍地获

取信息。建设公共知识平台可以满足不同年龄的

用户、使用不同语言的用户以及残障人士的信息

需求，使不同群体都能享受到丰富的知识，实现

不同群体和用户之间的数字公平。公共知识平台

的建设，一方面可以为用户提供丰富的知识，这

些知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能在知识生产、创新

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能动性地将

个体知识与公共知识结合起来，提升个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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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4-5]。公共知识平台

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共享的基础。

2 我国公共知识平台建设现状及存

在问题
2.1 发展现状

我国公共知识平台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取得显

著成效。如下一代网络综合实验平台构建了新一

代网络综合实验环境，依托该环境，突破了新型

网络互联设备、网络新协议与新业务、新型网络

体系结构、网络服务质量控制机制和算法等一系

列关键技术，在以 IPv6 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综

合实验网的建立与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中国

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示范网络核心网 CNGI—
CERNET2 建设项目” 设计和建设了世界最大的纯

IPv6 互联网主干网，以 2.5G ～ 10Gbps 高速连接

我国20个城市的25个核心节点，以1 G～10Gbps
接入近百所高校，并与国内外其他下一代互联网

实现高速互联，支撑着 40 多项国家级 CNGI 研
发、应用试验和产业化项目，已成为我国下一代

互联网领域的重要研发和试验平台。中国教育科

研网格（ChinaGrid）整合了位于全国 13 个省市

的 20 所重要高校的大量计算资源和信息资源，

聚合计算能力超过每秒 15 万亿次，存储容量超过

150TB，形成了资源共享、配置灵活、跨学科、

跨地域的高效网格环境，成为我国教育和科研事

业发展的重要应用支撑平台 [6]。

特别是，我国科技基础条件、科技文献等网

络化的建设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如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 [7] 于 2003 年 1 月启动，利用信息化、

网络化等现代技术，对科技资源进行战略重组与

优化，运用共建共享机制，在国家层面上促进全

社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现已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目前已建立起较完备的以高校、科

技信息及科学院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丰富的科

技文献信息为主的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基于

网络的引进数据库和自建数据库成为服务技术创

新的主要信息资源。

2.2 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共知识平台建设处于

全面建设阶段，但是知识平台的价值还没有显现

或完全显现出来。目前我国公共知识平台建设中

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共享网络没有完全建立。例如科技系统

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但没有建立统一的科技信

息资源网络服务平台，科技信息资源不能在全国

共享 [8]。在这种情况下，各创新主体之间很难形

成良性互动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信息资源的整

体效应难以显现，服务于技术创新的功能也不可

能很好完成。

（2）公益性有待进一步从法律上确定。虽然

公共知识平台的各建设单位都以公益性为目标，

但由于没有从法律上确定其公益性的地位，致使

在利用科技信息时，费用是一个关键的也是敏感

的话题。目前用户常用的中文科技信息数据库基

本上是用两种方式，包库或购买上网卡。包库是

对机构用户而言，费用由机构承担，而上网卡的

费用由用户个人承担，对于经常查找信息的用户

来讲，这笔费用还是较高的，不利于知识在社会

上的传播和利用。

（3）数字公平问题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

注。例如信息无障碍，主要是残疾人联合会等部

门在做相关工作，但从社会整体看，还没形成在

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信息无障碍的氛围和技术，数

字公平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影响了公

共知识平台在全社会的应用 [9]。

（4）面向市场和竞争的信息缺失。我国现

有的公共知识平台建设重点以科技期刊、科学

数据、网络计算等偏向理论研究的信息为主，

而与技术创新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竞争对手

信息几乎没有，与竞争情报紧密相关的知识产

权信息、标准信息开发利用得也很少 [10]。这类

竞争性的信息尤其是有关市场、产品的信息不

是一个部门所能完成的，但一些基础性的竞争

信息需要优秀的或公认的信息服务机构持续地

系统性地去完善，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

“支撑环境”。

3 政策建议
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大量有价值的知识

做支撑，国家需制订一系列政策保证公共知识平

台的顺利实施。针对上述分析的内容，提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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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与对策，以更好地体现公共知识平台价值。

（1）创造一个有利于知识传播的政策法规环

境。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公共知

识传播的法规政策，以消除和屏蔽影响知识传播

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建议有关部门合作，共

同商讨、检查阻碍公共知识传播的政策法规，采

取措施改善公共知识传播的政策法规环境；建立

有关公共知识传播的政策法规评估机制。

（2）完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知识

平台的建立要求同时掌握各种资源，在各种多样

化功能的层次上（技术、组织、商业等）对各类

公共知识资源集成，应在国家层面上，提高技术

创新的保障支撑能力和管理水平，构建跨地区、

跨学科、多层次、布局合理、体系完备的技术创

新公共服务体系，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和

条件。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体系还应包括相关的竞

争情报系统。竞争情报的收集是企业早期的一种

自发行为，但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随着经济全

球化、区域竞争、产业竞争的日趋激烈，政府帮

助企业、行业获取各种基础性的竞争情报提高企

业、产业乃至于国家竞争力，是政府开展竞争情

报工作的重要动因。建议以政府投入为主，建立

国家竞争情报与产业监测系统，促进技术创新广

泛而深入地展开。

（3）确定促进数字公平的战略目标。国家应

制定促进数字公平的基本战略，确定短期目标和

长远目标，协调各地、各系统消除数据鸿沟，建

立开放、公平、合理的网络知识与信息体系，保

障全体人民都能分享公共知识平台建设的成果，

逐步实现数字公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公共知识平台建设在我国取得了卓越的成

绩，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数字公平

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话题。尤其是在今天信息广

泛被共享的时代，研究公共知识平台的价值属

性、提高知识传播的水平将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

都会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试着对有关问题

做了初步分析，希望能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各界

对此问题的关注，让更多的人共享到信息时代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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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等协调组织是创新群

落的种群，围绕技术的商业化过程，各个种群建

立起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

的生态系统。与生物群落的特征不同，区域创新

系统中创新群落的核心是技术，种群之间的关系

是靠技术和创新联系起来的，所以，创新群落具

有鲜明的社会化特征。创新群落种群之间传递的

营养和能量不是食物，而是知识。创新群落由直

接参与创新的下层结构组织和发挥协调作用的上

层建筑组织种群构成。

本文运用群落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产

学研合作创新，把区域创新系统看作一个创新群

落，从生态位、生态因子、种群关系等方面展开

研究，并以系统和演化的观点研究了区域创新系

统的演化机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说是一种突

破。由于本人时间和能力有限，本文研究只是抛

砖引玉，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如创新群

落的边界问题，创新群落的规模问题，技术与群

落的共同进化问题，以及群落文化的形成和塑造

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笔者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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