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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源集聚”向“需求导向”转变

——对武汉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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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提升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使用效率，本文从平台资源建设、资源应用、供需对接方式和供

需特点等方面分析了武汉科技信息资源服务现状；基于需求和利用的角度，结合平台管理实践和走访用户、问卷调查

等研究方法，从信息资源需求主体和平台自身建设管理两个维度，找出制约科技资源供需对接的主要因素；以市场化

和制度化为创新理念，从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市场化服务、环境营造、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平台建设由“资源集

聚”向“需求导向”转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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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enhance the use efficiency of Wu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esent service condition of Wu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latform by researching the Platform resource construction, resource applicati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docking 

way, the supply and demand features. Based on the platform demand and us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subject and platform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it figured out th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utilization. At last,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change the service mode of the Wu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latform from resource gathering to demand orientation on the aspect of innovation 

in policy, mechanism innovation, marketing oriented servic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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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科技信息资

源公共服务，不断加大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建

设的投入力度。2014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

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49
号），明确提出：“加强科技信息资源的市场化开

发利用，支持发展竞争情报分析、科技查新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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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检索等科技信息服务”，将科技信息共享服务

平台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培育国家、区域科技竞

争力的战略层面，为当前科技信息服务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如何有效整合科

技资源，进一步提高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资源

利用效率，是更好地发挥科技信息资源助力科技

企业创新创业作用的关键问题。本文将以武汉市

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简称“平台”）为例，通过

分析科技信息资源服务现状，从需求和利用的角

度，找出制约科技资源供需对接的主要因素，并

提出平台建设由“资源集聚”向“需求导向”转

变的对策建议。

1 平台信息资源供需现状

武汉市自2007年起开展了科技信息共享服

务平台工作。平台建设兼顾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

发展需求，一方面突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

载体建设思路，另一方面围绕社会民生事业的发

展，积极探索建立公益型科技平台。平台运行8
年来，为武汉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全市科技工作者

提供科技创新创业信息资源服务，成为促进全市

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利用，实现科技资源共知、

共建、共享的重要载体。在完善全市科技创新服

务体系建设，提升武汉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武汉

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建设国家创新城市工作中，

平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平台线上网站与线下馆藏共同建设，电子

信息与馆藏文献互为补充，满足不同文献需求，

免费为全市科技企业，科研人员和科技爱好者提

供涵盖各工程技术领域，涉及国家政策法规、行

业发展趋势、科技成果、技术需求、企业管理等

内容的信息服务。平台网站现已整合万方数据、

维普数据、国研网数据、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中外专利数据库、Dialog国际联机检索

数据库等国内外重要数据资源，平台中心站建有

电子阅览室和文献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场地面积

107平方米， 20余台电脑可直接登录平台数据库；

文献阅览室面积近300平方米，内有400余种科

技期刊，60余种各类报纸，近2.2万册各类图

书。截至2015年1月，全市平台分站达到52家，

场地面积1000平方米，形成1个中心站与52家

分站为辐射点的1+N型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体

系。通过一站式服务、个性化服务、全文检索服

务、增值服务、定题推送服务、原文请求服务、

文献传递服务等服务形式，平台每年为4000余家

企业提供免费科技信息资源，每年有近2万人次

到平台站点访问平台。

从平台资源使用对象来看，企业仍然是利用

平台资源的主要用户，2014年，平台90%以上的

数据资源为企业利用。从平台区域分布看，洪山

区平台分站分布最密集，企业使用平台数据资源

渠道最便利；从下载信息来源看，国研网科技信

息资源下载量最大，一定程度反映出武汉市科技

创新创业活动政策依赖性高的特点。

从平台资源使用效率来看，大量的信息资源

并未得到有效利用。2014年平台文献下载总量

仅为54万篇，平均下载量为1100篇 /站 /月。实

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企业信

息需求集中于产业政策和专利成果，检索领域主

要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资源利用量远不

足平台资源存量的1%。这就造成了平台在建设

与使用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投入大量财力资源购

买数据资源，且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管理和维护

数据资源；另一方面企业并未充分利用资源开展

创新，甚至在平台使用中得不到真正需要的有价

值的信息。为解决这一矛盾，平台建设与管理亟

需从资源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信息需求倒逼

资源管理成为当前形势下优化平台建设的不二之

选。

2 制约平台信息资源供需对接的因素

平台信息资源供需对接服务形式多样化，

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电子邮件、微信公众

号、QQ群等信息通讯技术开展信息服务，集 “线

上服务+线下咨询”“自助检索+定题委托”等多

种服务形式于一体。通过这些信息化的手段充分

保证了服务渠道的畅通，将传统的面对面为科技

人员服务方式，转变为依托网络的远程服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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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服务和延伸服务的现代信息服务方式。2015
年3-7月，平台管理单位通过“突击式明察、暗

访”分批次对全市52家服务分站进行调研，考察

平台日常管理运行真实情况，检验平台信息资源

应用效果，评价科技信息资源供需对接效率。这

些调研考察表明，制约平台信息资源供需对接的

因素有以下4个方面。

（1） 科技企业创新投入整体比例较低

2013年武汉市高新技术企业1113家，但优

势企业少。高新技术产值超过100亿元的只有武

钢、神龙、凯迪、邮科院等7家。70%以上的高

新技术企业年产值不足2000万元。2012年武汉

市高新技术产业总量排名副省级城市第六位，

远远低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先进

城市，也低于沈阳、大连和杭州等兄弟城市。在

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方面，除激光产业在国内具备

优势外，其他高科技产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制

造、计算机软件、新医药及新材料等，优势并不

明显 [1]。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弱，2013年

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339家，其中有近4成

的企业没有开展任何科技活动，仅有190家企业

设有技术开发机构，科技活动投入强度为2.8%，

远低于国际上认为有竞争力的8%的水平。科技

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制约了企业开展科技查新、

科技文献检索的积极性。

（2） 科技企业产权意识淡薄

武汉科教资源丰富，科研成果总体数量大，

但科技创新盲目性较大，与市场脱节严重，应用

型成果比例小，可直接转化的成果更少，有效的

创新资源匮乏。2011—2012年武汉地区分别发表

论文62832篇和60995篇，但科技成果登记仅262
项和379项， 发明专利授权量为2585项和3233
项，技术转让成交额5.72亿元和44.50亿元，技

术合同交易额位于北京、上海、西安、天津等城

市之后 [2]。科技活动开展前未进行充分的科技查

新检索，导致大多数技术创新科研方向不明晰，

市场针对性不强，重复多，实效性差。同时，相

当一批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和能力都严重缺

乏，企业对科技查新提升创新效率以及知识产权

保护的重要性缺乏了解，侵犯了相关发明人合法

权益，从而引发诉讼。

（3） 平台宣传力度不够，品牌效益不明显

平台建成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宣传力度，

已完成在全市行政区域的布局。通过与孵化器、

大学生创业园区紧密合作，提高企业对平台功能

和作用的认识，从布局和宣传上提升了平台运行

效率。已建成的52家平台分站中，孵化器类分

站有40家，占总数的77%；“青桐计划”实施一

年来，全市新增的16家平台分站中有9家位于大

学生创业特区，占新增平台总数的56.25%。但

同时，尽管平台应用效果得到了大部分科研人员

的认可，但还存在社会各界对服务平台的作用了

解不够、企业对平台的功能理解不深、平台配套

服务不健全、平台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导

致平台科技文献资源利用率有限、品牌效应不明

显。

（4）  平台管理水平不足，主动服务意识不强

为加强对平台的管理，2014年平台中心站以

市科技局的名义印发了《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

平台管理办法（暂行）》（简称“《办法》”），对分

站的人员、设备、场地、开放时间等作出了具体

的要求。《办法》实施一年来，绝大多数分站能按

照《办法》相关规定开展分站服务运行管理，但

仍有部分分站存在“用而不全”“全而不用”“用

建分离”等不规范行为：一是部分分站“用而不

全”“用建分离”，即分站场地被挪作它用或无形

象牌、无计算机等关键设备，无法正常对外提供

科技信息服务；二是部分分站“全而不用”，即

设施齐全，但未按时开放；三是个别分站因孵化

器倒闭或管理不善连带关闭。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了武汉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资源利用效

率。

3 对策建议

2015年9月，武汉获批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区试点城市，给科技信息资源服务平台的建设带

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也提出更高的服务要求。

现对武汉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由“资源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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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需求导向”转变提出如下建议。

（1） 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规范创新活动，为平

台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规范创新活动，提升企业

产权保护意识。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出台激励企

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优惠政策，培育企业成为

技术创新主体，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在全社

会范围营造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意识，引导企业

深刻了解科技查新、科技信息检索对于企业创新

和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组织开展知识产权保护

宣传周、知识产权专题培训、现场咨询等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宣教活动，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宣

传普及力度，推动知识产权宣教工作经常化、制

度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要从制度上建

立健全平台建设与管理长效机制，将平台建设与

运行重要参数完成情况纳入重点科技工作考核指

标。平台建设是加强武汉市公共科技资源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一个

重要窗口，应加强对平台建设的重视力度，建议

集全局力量推进平台稳健发展，在武汉市众创空

间、大学生创业中心、孵化器的建设中积极推广

平台建设，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科技信息

支持服务。要完善平台管理自身建设，对平台管

理办法中部分条款进行优化，研究促进平台考核

实施细则落实的配套文件。依据各管理办法的实

际运行效果和各分站的反馈情况，不断完善《武

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暂行）》《武汉

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服务分站服务绩效考核实

施细则》，逐步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管理制度。

（2）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度开发提升平台

功能

加强平台网络建设，充实平台数据资源。增

加平台网站的建设投入，集中解决前期工作中反

映出来的平台运行不稳定、数据资源利用不充分

等问题，保证平台网站运行顺畅、已有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同时，围绕平台用户需求，通过多种

途径逐步扩充数据资源，尤其加强国外科技信息

资源的建设，进一步强化平台的资源供给及信息

支持能力。增设创新型企业分站，拓展平台服务

领域。在已建56家平台分站中，企业类分站只有

5家，所占比重较小，但是企业类分站对平台资

源的利用率一直最高，这说明创新型企业对于科

技信息资源的需求更为强烈，在已经获得初步发

展的创新型企业中建立服务分站可以为其提供科

技信息支持，帮助其更快地成长。同时，扩大企

业类分站也有助于提高平台的整体资源利用率，

扩大平台服务领域，在企业和社会上形成更好的

影响力 [3]。

（3） 改进平台服务形式，提升用户获取资源

的便利性

开展新形式服务，如专利翻译、国外知识产

权新动向、行业分析报告等服务，采用Web2.0
技术，吸引用户参与行业信息资源建设、互助

服务、服务质量评价等 [4]。开通移动图书馆服

务 [5]，向用户推送移动服务内容，例如：北京世

纪超星公司的“泛舟移动图书馆”通过手机等移

动通讯终端可以随时获得所需要的文献资源，而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可通过与OPAC系统的

集成，实现纸质馆藏文献的移动检索与自助服

务；与数字图书馆门户集成，实现电子资源的一

站式检索与全文移动阅读；与全国共享云服务

体系集成，实现馆外资源联合检索与文献传递

服务，并构建读者信息交流互动平台，实现公

告信息发布与读者个性化服务定制。探索平台

移动终端服务，通过手机、iPad等手持移动终端

设备 [6]，为用户提供搜索和阅读数字信息资源服

务，并向用户推送信息，以多种方式方法提升平

台的信息服务质量。

（4） 加大用户培训，提高用户科技信息检索

能力

要提高平台的利用率，势必要提升用户信

息素质。因此，平台信息服务应重视用户信息素

质教育，如开通在线教育平台，开展讲座培训、

会议交流、视频教学等，对用户进行培训。还可

以不定期举办企业知识产权培训课程、企业专利

申请培训，面向社会民众、地方大中小企业举办

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讲座及新业务培训班。可

以利用信息技术主动推送说明信息，从而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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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个性化指导说明；也可以在网站提供相关软

件的免费下载链接，提供图文并茂的安装使用手

册，并开展针对个性化服务的用户培训工作，注

重课程的实践性、操作性，切实提高用户的信息

能力，增强用户体验，使他们真正感受到个性化

服务的好处。另外，可以通过用户手册、用户指

南 [7]、在线咨询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用户的培训，

主动了解用户使用平台资源的频率、效果及使用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查看、回复、关注用户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5） 加大平台宣传力度，增强平台服务效应

加强平台的应用宣传力度，变被动服务为主

动服务，变传统服务为知识服务，在政府、科研

院所、科技企业孵化器建立平台应用典型，形成

良好口碑，以带动平台在全市范围的应用。通过

省、市、区科技主管部门联动，中心站、分站联

手，围绕创新城市建设、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

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作好平台的宣传工作。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宣

传和弘扬科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理念，提高社

会公共资源的共享意识，提高平台社会知晓度，

提高平台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8]。不定期举办“信

息服务进园区”活动，以平台各个数据库的特点

优势和使用方法技巧为重点内容对各个园区的企

业和分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免费培训。通过系列宣

传与培训活动的开展不断扩大平台的影响力和辐

射力，最大程度地实现平台资源共享。

（6）建立平台多级联动工作机制，用“末位

淘汰制”激发平台改革动力

要建立平台管理市区联动机制 [9]，提升各区

在平台新建审查、年度考核等工作中的参与度、

知晓度和对平台价值的认同度。加强中心站与各

区服务分站的联动服务，及时听取各分站反馈的

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平台运行情况、存在困难

和问题以及相关企业的需求，共同探讨推动共享

服务平台发展的思路。同时，督促各分站落实平

台管理办法，强化服务考核 [10]，对存在问题的分

站及时整改，确保各个分站正常运行。要强化平

台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坚持对平台开展不定

期抽查、随访，建立末位淘汰制，对规定期限内

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分站“零容忍”。对于不按照

管理办法运行、造成资源浪费的分站，取消其分

站资格，以将有限的科技信息资源用到有真正需

求的地方。

4 结语

通过需求导向倒逼平台建设与管理改革，促

使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由“资源集聚”向“需

求导向”转变的核心就是市场化，包括市场化的

信息资源需求导向、市场化的平台服务形式、市

场化的平台管理手段及市场化的人才队伍建设。

由“资源集聚”向“需求导向”转变不仅要贯穿

于平台建设与管理服务的全过程，更要契合到企

业研发创新的全过程，让平台真正为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支

撑，成为武汉建设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有

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田欣欣 .武汉市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问题研究 [D].武
汉 :湖北大学 ,2008.

[2] 赵峰 .强化综合集成和信息推送促进武汉科技成果转

化 [J].科技创业月刊 ,2014(4):1-4.
[3] 陈丽君 .Web2.0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SWOT分析

与发展战略 [J].数字图书馆论坛 ,2009(2):69-73.
[4] 陈慧兰 .东华大学移动图书馆 :实施及用户体验分享

[C].上海 :图书馆国际研讨会 ,2012.
[5] 吴中阳 .广播电视大学移动图书馆建设 [J].才智 , 

2012(11):76-78.
[6] 王发社 .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SWOT分析及

发展策略 [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12):84-86.
[7] 葛慧丽 ,吕琼芳 .面向区域科技文献信息共享服务发

展思考 [J].兰台世界 ,2011(18):66-67.
[8] 李辉 .浙江省科技文献共建共享平台研究与实践 [J].

情报科学 ,2008,26(7):1040-1055.
[9]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山科技创新资源

共享服务中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基于

产业联盟的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机制与建设

对策 [R].2011.
[10] 魏雨妍 .科技信息平台服务和推广模式创新研究 [J].

科技创业月刊 ,2014(9):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