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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科技文献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设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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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网络对27个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

平台与栏目称谓不规范、特色资源内容芜杂、获取方式参差不齐等问题。指出，可以从建立特色资源“大共享”体系、

突出区域或行业特色优势资源汇聚程度、构建以统一智慧检索平台为主的多元化获取方式等入手来提升省级科技文献

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设绩效，最大限度地为用户提供知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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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network investigate meth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27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of 

provinci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sharing services platform in domestic. The results show: services 

platform of special resources section title is not standardized, the content and type of special resources caught, 

the way to get uneven and other issues. We ca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resources "big share" system 

and prominent regional or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degree of aggregation of resources, 

build a unified search platform based diversified wisdom obtaining a bid to boost the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building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knowledge to maximiz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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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特色资源，是信息（情报）机构、图

书馆结合所处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情

况，借助自身拥有的技术、人员、信息资源等

优势，以某一学科、专题、人物、历史时期、

文化特色、地域特点等为研究对象，通过收

集、整理、存储、分析、评价，形成不同类型

的特色数据库 [1]。特色资源充分反映区域社会

经济文化科技独有的科技文献，具有显著的地

域性、独特性、垄断性的特征 [2]，有别于其他个

体、组织或区域属性的资源，更能够彰显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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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竞争优势。本文运用网络搜索引擎工

具检索，对全国27家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台特色资源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

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2 调查平台的特色资源概况

本文主要采用网络调查法，依照中国行政

区域划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

南、西北），利用百度、谷歌、雅虎搜索引擎工

具检索，顺利浏览了国内27个省级科技文献共享

服务平台网站，如表1所示。其中港澳台地区除

外，江苏省没有独立平台，而是利用加入“长三

角”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实现其服务功能，江

西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网站无法打开，海南

省、内蒙古和湖南省未找到有关科技创新文献共

享服务平台网站，有效调查为27个省级科技文献

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依次查询27个省级区域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网站“特色资源”、“特色

数据库”或类似栏目设置与运行情况，包括特色

资源称谓、内容类型、获取方式等，进行比较分

析，研究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彰显省级科技文献

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设与服务能力 [3]。调查

的时间是2014年5月5日。调查发现，各服务平

台主建单位通常以各省、市、自治区的科技信息

研究所（院）为主体 [4]。

2 存在问题

2.1 称谓不统一

（1）平台称谓各异，表现为科技文献共享服

务平台名称不一。天津市、吉林省、江西省、山

表1  27个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设栏目设置情况一览表

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台名称
特色资源称谓 特色资源内容类型 特色资源获取方式

北京科技立方 品质资源

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经省、市、部委登记认定的科技成果，

中外专利，期刊论文、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中外标准、

法律法规等科技文献，以及规模企业、对外贸易等国家统计

数据

智慧检索、智能分

析

天津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台

特色馆藏、自

建资源
NSTL天津站等 743 个

数据库导航、统一

检索

河北省科技创新与文献共

享支撑服务平台
无 NSTL石家庄服务站、河北省软科学成果等 简单检索

山西省科技文献共享与服

务平台

特色资源
成员单位馆藏联合目录、山西省科技人才、山西省科技计划

项目库、山西省科技成果等21个数据库，以及山西大学精品

课程数据库以及成员馆藏联合目录

知识获取五要素前

端导航

辽宁省科技创新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
特色资源

国研网、博看网、NSTL沈阳站、中国药都、专利检索、分

析系统、全球企业产品库等

简单检索、模糊检

索、高级检索、专

业检索

吉林省科技文献享服务平

台 
自建数据库 NSTL长春服务站

知识获取五要素前

端导航

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

享服务平台

特色资源 试车基地、迅猛崛起的鹤岗市、绿色食品产业、林业资源、

煤炭资源、石墨资源等

省数字图书馆数字

资源检索平台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上海特色数据

库

上海行业科技情报服务平台、纳米材料专题数据库、上海市

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信息系统、材料科学/化学化工专题标

准库、中国卫生技术评估数据库等

集成检索：本地和

异构数据库

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文献系统

江苏省特色数

据库

林木产品精深加工及配套数据库、 江苏省地道中药材数据

库、新能源数据库、世界上首次市新药数据库、科技致富数

据库等 
简单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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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台名称
特色资源称谓 特色资源内容类型 特色资源获取方式

浙江省科技文献共建共享

平台
特色数据库

华东地区国外科技期刊联合目录、浙江水利档案数据库、关

注长三角等

集成检索：本地和

异构数据库

安徽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

自建数据库、

特色数据库

自建数据库：安徽省科技成果数据库、安徽省科技奖励数据

库等4个数据库；特色数据库：国防与科技资源数据库、农

业病虫害图文知识库等4个数据库

集成检索：本地和

异构数据库

福建数字科技文献中心 特色数据库
台湾文献资源：台湾文献信息中心科技馆、台湾专利库、两

岸关系数据库等7个数据库；NSTL福州服务站
简单检索

山东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

平台
特色资源

NSTL济南站、万方数据G网、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山东服

务站、馆藏资源等
自定义检索

河南省科技文献信息共享

服务平台
特色资源

大型仪器、科技成果、科技专家、河南省科学技术志、

NSTL镜像站、成员数据库等

知识获取五要素前

端导航

湖北省科技文献信息共享

服务平台
特色资源 医药特色库、农业特色库、科技特色库等

统一检索平台：简

单检索和高级检索

广东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

资源库

广东省科技成果登记全文数据库、 广东省科技项目成果奖

励数据库、稳定同位素数据库、南海海洋文献资料数据库等

85个
简单检索

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

平台

资讯、专利、

标准、论文、

期刊

NSTL南宁服务站、东盟专利检索、东盟科技资讯、东盟技

术标准信息服务平台、广西重点产业及优势产业专题文献、

致富技术资料信息、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等

提供全文、摘要数

据库检索

重庆市科技文献资源共享

平台
资源中心导航

平台整合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市标准

化研究院、西南信息有限公司、重庆摩托车知识产权信息中

心、重庆理工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8个单位的所有文献资

源

统一资源检索；分

为中文检索和外文

检索

四川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

平台
特色资源

生物医药专题数据库、地方特色资源数据库、省科技信息所

网上阅览室等

统一检索：简单检索

与高级检索；分为中

文检索和外文检索

贵州省科技文献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
共享资源

贵州民族民间艺术专题视频库、贵州省地方志数据库、喀斯

特专题研究文献数据库等
统一检索平台

云南省科技文献信息综合

集成应用平台
数字资源

云南野生动物、云南蝴蝶、民国期刊报纸文献、云南农文网

培学校实用信息等
无法深度查询

西藏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

务平台
无 NSTL拉萨服务站 无

陕西省科技文献网络服务

系统
特色资源 NSTL西安镜像站点 普通检索

甘肃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地方特色资源

中外牦牛数据库、中国西部文化产业资料汇编数据库、玉米

实用技术数据库、玉米品种数据库、玉米论文数据库、西部

大开发论文精选数据库等30个数据库

关键词检索

宁夏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特色资源
NSTL银川服务站、新材料专题文献数据库、宁夏草业数据

库、宁夏马铃薯专题数据库等
统一检索

青海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

台
特色资源 青海科技成果等

统一检索、委托检

索、资源导航

新疆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

台
本地数据库

新疆企业数据库：新疆旅游资源数据库、企业产品数据库等

6个数据库；中亚数据库：中亚人才数据库、中亚科技成果

数据库等5个数据库

简单检索和高级检

索

续表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7卷第1期  2015年1月

─66─

东省、四川省以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命名；重

庆市、青海省、新疆以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为

称谓；广东省、甘肃省、宁夏、内蒙古和湖南

省（可以查到称谓，但找不到网页）则为科技文

献共享平台；山西省与广西为科技文献共享与服

务平台；河南省和湖北省为科技文献信息共享服

务平台；安徽省和贵州省为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文献系统

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仅江苏省依托该

系统，上海市和浙江省各自研发科技文献共享服

务平台，与该系统相互依存、补充；搜索引擎上

显示吉林省为科技文献享服务平台，少了“共”

字，打开网址发现名称为吉林省科技文献信息服

务平台，二者出现了漏字现象与术语表达前后不

规范的问题；北京称为科技立方，以北京科技立

方为主建单位，与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并非同

一单位。余下共享服务平台名称一一不同，术语

呈现出多样性、模糊性的特征，容易造成用户使

用时产生厌倦、抵触等消极情绪，影响平台使用

的效果。例如河北省科技创新与文献共享支撑服

务平台、辽宁省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黑

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福建数字科

技文献中心、云南省科技文献信息综合集成应用

平台、西藏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陕西省

科技文献网络服务系统等。

（2）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网址上特色

资源栏目设置不尽统一。山西省、辽宁省、黑

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四川省、

陕西省、宁夏、青海省为特色资源；福建省、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为特色数据库，后三者均

属于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文献系统，称谓高

度统一。其他均为单一的称谓，例如北京市为品

质资源，天津市为特色馆藏和自建资源，吉林省

为自建数据库，安徽省为自建数据库和特色数据

库，广东省为科学数据资源库，广西为文献资源

（资讯、专利、标准、论文、期刊），重庆市为资

源中心导航，贵州省为共享资源，云南省为数字

资源，甘肃省为地方特色资源、新疆为本地数据

库。河北省和西藏无称谓，江西省网页打不开。

以上种种现象，一方面可能给用户造成错觉，不

利于用户快捷方便地发现与利用平台系统的特色

资源；另一方面反映了各个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台建设者的工作态度，重视程度差别较大，这也

是思想认识问题。

2.2 特色资源内容芜杂

27个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

建设内容存在明显的不同，不仅体现在资源的特

色性，更主要忽视了具体什么是特色资源内容建

设。如未能统一的分类标准。北京科技立方将中

外专利、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中外

标准、法律法规等科技文献，列为品质资源，以

及依托自身地域的优势，把特色资源上升为国家

层次，如规模企业、对外贸易等国家统计数据。

个别平台系统特色资源显示内容单一，没有形成

符合区域社会发展的特色资源。截止到目前，

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5]在全国各地

已经建成了8个镜像站和33个服务站，例如吉

林省、西藏、陕西省等科技文献享服务平台仅

将NSTL各自服务站、镜像站点作为特色资源，

即NSTL长春服务站、NSTL拉萨服务站、NSTL
西安镜像站点。山东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

色资源在NSTL济南站基础上增加了万方数据G
网、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山东服务站、馆藏资源

等。这些平台特色资源内容建设给用户容易造成

敷衍了事之感觉，名为特色，实为摆设。6个省

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设内容虽然

也有各自相应的服务站，本区域特色资源内容建

设较为科学与标准。例如天津市达743 个（笼统

地统计数据）、河北省有河北省软科学成果等、

辽宁省有6个、福建省包括了台湾文献资源等、

河南省有6个、广西有7个、宁夏有4个。特色资

源重要内容在于突出地域特色性或者行业领域专

业性数据库。其他通用的数据库诸如中国知网、

万方、重庆维普、清华同方、书生之家等数据库

都不属于特色资源的范畴。在27个省级科技文献

共享服务平台系统的特色资源中，甘肃科技文献

共享平台罗列较为详尽，共计为30个，山西省科

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为24个。安徽省科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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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特色资源细分为自建数

据库4个，特色数据库为5个。长三角特色精品

数据库属于区域合作的典范，包括浙江省特色数

据库5个、江苏省特色数据库5个、上海市特色

数据库3个，实现了集成检索（本地数据库和异

构数据库），科技资源共享共知。

2.3 获取方式参差不齐

特色资源获取方式是指检索方式。根据文种

分类，划分为中文检索和外文检索两种类型。例

如四川省和重庆市。大部分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台很难发现外文数据库，特色外文资源更少。毋

庸置疑，外文数据库数量偏少并非意味着各个平

台不能提供外文文献资源，可以通过NSTL服务

站，利用NSTL的外文数据库，为用户提供足够

的知识支持。从用户的意愿角度考察，分为委托

检索和自助检索。委托检索是委托服务的一种方

式，还包括定题跟踪、原文代查等。例如青海省

在共享平台直接表明为“统一检索、委托检索、

资源导航”获取方式，山东省为“自定义检索”。

大部分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开展

委托检索和自助检索两种类型，通过服务栏目搜

寻出委托检索获取方式，例如四川省科技文献共

享服务平台“在线服务”栏目中清楚地标注“委

托检索”一栏。从检索的难易程度看，检索方式

通常为统一检索，包括简单检索与高级检索。

例如四川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为“统一检

索”、湖北省为“统一检索平台”、重庆市为“统

一资源检索”等。其他诸如长三角特色精品数

据库为“集成检索”。北京科技立方为“智慧检

索”。智慧检索包括内容丰富与方便快捷的一框

式检索、海量数据与自主挖掘的查询优选、明确

范围与聚焦需求的二次检索以及对比能力与评估

参考的优势排序。

3 对策建议

3.1 建立特色资源“大共享”体系

NSTL拥有29个省级服务站，自身又建设了

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省市平台网站为14个，业

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科技资源标准与规范。NSTL

属于国家层面，是全国性、跨行业、影响力较大

的管理、协调、指导机构，有义务参照NSTL对

资源建设和服务用语的使用情况 [6]，统一规范省

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名称（包括特色资源

的称谓）和业务术语，为用户使用特色资源提供

便利。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特色资源的建设

需要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从海量数据中自

动搜索、时序排序、智能抽取，对已有的特色资

源开展聚类分析、优化整合，根据用户的不同需

要，实施知识动态管理，并及时捕获符合本区域

社会发展和行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实到特

色资源之中。不同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

特色资源也应走出去，实现跨地域，甚至面向全

国的共享。27个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特

色资源均能够与本区域不同领域的科技资源实现

共享共知。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搭建了长三

角特色精品数据库，特色互补，是跨地域合作的

典范。缺少全国性、跨行业、跨地域的特色资源

共建与共享体系。NSTL机构可以依托中国科技

资源共享网，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指导

下，利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管理信息系

统，针对27个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特色

资源进行聚合相关优质资源，建立国家层次的特

色资源共享服务子平台，纳入到中国科技资源共

享网，构建特色资源“大共享”体系。

3.2 突出区域或行业特色优势，提高数据资源汇

聚程度

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特色资源是科

技创新中最具有核心竞争力，也是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提供强有力的知识支持。因此，特色资源建

设是精品资源建设，着重突出区域或行业特色优

势，汇集区域内不同机构、组织、专业领域具有

显著特色的科技文献，建立跨区域、跨系统、跨

行业的特色资源保障体系，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深度知识服务。省级科技

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特色资源应打破了由共享服

务平台承建者（如省级科技情报研究所）负责，

本着“谁服务，谁受益”[7]的利益共同分享原

则，同时兼顾“政府扶持与市场结合、区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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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布局结合、统筹规划与分步实施结合”的

建设原则，某一特色资源由某一承建单位全权负

责，包括专项资金投入、人员配置、设备更新、

后期维护等。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系统起

到宏观协调和指导作用，通过自身平台建设不断

提高特色资源建设基础保障能力，并根据本区域

科技创新和科技持续发展的需要，合理布局不同

类型的科技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足够的知识支

持。同时，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

建设应尽量避免重复，扩大收藏范围，长期坚

持，优势互补，共建共享，注重与省级辖区内社

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相匹配，以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高端用户

的知识需求，提高特色资源的利用率。

3.3 构建以统一智慧检索平台为主的多元化获取

方式

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者需要树立

“大共享”的理念，不局限于本平台特色资源的

挖掘、推送，还包括其他平台的特色资源，甚至

网络信息资源的使用。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台特色资源知识整合的过程，即是对本平台内外

的特色资源进行捕获、融合、吸收，重构成新知

识，应用于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省级科技文献

共享服务平台的特色资源知识整合能力，即整合

部门、行业和区域的特色资源知识，形成逻辑上

高度统一、物理上合理分布的信息管理和服务架

构 [8]，构建统一智慧检索平台，其服务功能包括

一站式检索（简单检索、模糊检索、高级检索）、

集成检索（本地特色资源检索、跨库特色资源检

索）、资源导航与检索、搜索引擎、知识获取五

要素前端导航、委托配送、知识咨询等，进行深

度的智能分析，诸如不同特色资源的主题、人

物、机构、学科分析，并实时对特色资源知识整

合全过程开展绩效评估监测，实现用户全方位、

跨区域的特色资源服务。省级区域科技文献共享

服务平台的特色资源获取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

势，侧重点必须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以

科技创新驱动的原动力，围绕统一智慧检索平

台，用户根据自身知识需求情况，因地制宜地选

择不同的获取方式，通过识别、捕获，实现数据

统一检索和信息关联挖掘，然后融合、吸收省级

区域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内外特色资源，形成

整合后新的知识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最大

限度满足用户的高端知识需要。

4 余论

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设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组织结构、专项资金、 
人员配置、技术设备等方面配套与协调合作。既

然上马这个项目，就需要认真对待，发挥其存在

的价值与意义。价值越高，越能够吸引更多用户

利用共享服务平台的特色资源，激发建设者更新

和维护特色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创造出优

质、独特的资源提供给用户，形成良性循环，源

源不断的提升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资源建

设绩效。因此，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特色

资源建设与服务应该将重点转移到价值开发上，

以用户需求为驱动，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知识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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