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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背景下的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模式探讨

——以“万方科创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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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创是创新2.0时代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梳理科技信息服务业的行业定位、发展趋势和挑战

的基础上，以万方科创书院为案例，阐述其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的路径、特点，提出融合科技图书馆、实体书店、科

普教育基地和科技众创空间5种业态的“图书馆+”模式，并总结该模式具有的5个特点，即文化融合、载体融合、受众

融合、媒介融合和业态融合，最后从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的角度对科创书院未来的发展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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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by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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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 entrepreneurship &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innovation 2.0 era.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industry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trend and challenge of the sci-
tech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Through taking the Wanfang Kechuang College as the case, it comprehensively 
analyses the rout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library +” mode, which integra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entity bookstor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base and makerspace. Then it summarizes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l, namely culture fusion, 
carrier fusion, audience fusion, media fusion and industry integration, Fin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ci-tec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service, w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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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推进创新 2.0

时代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2015 年 6 月

1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1],为中国的创新创业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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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上规划了一个全面的生态机制。2016 年和

2017 年，又分别发布了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

基地的实施意见 [2-3]，“双创”已蔚然成风，落地生

根，全国的双创活动呈逐步活跃趋势 [4]。在科技日

新月异、创新创业大力发展的背景下，科技信息传

播与服务必将面临新的挑战。为实施文化创新、科

技创新“双轮驱动”战略，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

公司积极探索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模式，取得了可

喜的成效。2017 年 5 月，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扬州市科技局、生态科技新城共同创建了

“万方科创书院”，形成了融合科技图书馆、实体书

店、科普教育基地和科技众创空间 5 种业态的“图

书馆+”模式。“万方科创书院”的建立打造了包含

公共科技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科技众创空间、

科技信息与咨询、科技主题活动等为一体的高端科

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提供面向科技创新的知识服

务、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服务 [5]。

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但发展于宋代，是宋

代的地方教育组织。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

院的“三大事业”[5]。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

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

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

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 [6]。后来一些书院与

官学合并，书院一度衰落。然而，进入 21 世纪，

科技进步已成为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尤其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渗

透应用日趋广泛，使文化内容产业发展越来越呈

高技术化、融合化趋势。书院既是传统的文化载

体，承担着知识的保藏与传承，同时又是科技信

息的汇集地，是现代图书馆的雏形 [7]。在历史发

展的新阶段，书院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科

技创新要素不断融入其中，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集

聚科技创新资源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平台。本文将

解析“万方科创书院”的信息传播与服务模式，

探讨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的发展方向。

2 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的趋势

2.1 科技信息服务的基本范畴

科技信息服务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文化产业及其产品的功能目标与结构特点，

决定了其对于科技的需求，以及对文化与科技融

合创新的机制、环境与重点任务的要求。通过对

文化产品的功能和形式的分析，可以认为，文化

产品是通过对各类文化资源的抽象化、条理化或

艺术化呈现、物化和再创造，以满足人们精神需

要为目的，以不同载体与传播形式为分类的信息

与体验产品。按照其主要功能目标的不同，也可

将文化产品分为文化信息传播（如新闻、出版、

广播等）、文化艺术体验（舞台艺术、休闲娱乐、

工艺等）以及两者兼具的多功能文化产品（如影

视、网络多媒体等）。

所谓文化产业，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

义，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

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8]。

国家统计局于 2012 年也对于文化及相关产业进

行了进一步的定义：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

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 [9]。

而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信息服务

业为科技活动提供科学数据、信息情报、标准、

评估、论证、培训、会展、技术论坛等服务，具

有人才智力密集、科技含量高、产业附加值大、

辐射带动作用强的特点，正在由智力服务向智能

服务方向转变。

2.2 科技信息传播与服务的新趋势

随着网络时代的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

化、多媒体化等形式的信息迅速增加，传统的科

技信息服务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信息资源格局

的变化。从微观层面看，正是一系列适用于声、

像、图、文等不同形态信息的存储纪录载体和传

输技术的进步，使科技信息内容产业经历了从纸

媒到电子媒体、从有线到无线、从固定到移动的

发展演变，并使基于新媒体、新管道的科技信息

产品出现新的形式、新的功能、新的服务、新的

业态。

（1）科技信息传播呈现复杂网络化。在社交

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科技信息的传播已经从最

初简单的点对点传播模式，发展为点对多的传播

模式，进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又呈现了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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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化、人际化的传播特征，整体呈现着复杂性

的传播趋势。

（2）科技信息加工和服务日益智能化。随着

人工智能、认知计算、决策支持技术的成熟应用，

传统的科技信息加工与服务正在发生变化 [10]，基

于深度学习的文本、图片处理技术，大大地提升

了科技信息知识化加工效率；各类智能服务终端、

智能机器人为用户带来了革命性体验，为推动科

技信息内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突破口。

（3）科技信息载体呈现全息化趋势。科技信

息的载体已经不再局限于书报刊、光盘、网站、

APP等单一形态，而是通过综合发挥文本、图

形、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类型信息的

表现优势，结合VR/AR等技术，可灵活呈现多种

科技信息载体，调动多种感觉器官感知、认知，

丰富科技信息内涵。

2.3 双创对科技信息服务提出的新挑战

（1）服务范围更广泛。传统的科技信息服务

主要是面向科研机构、高校科研人员等小众，而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下的科技信息服

务需要面向大多数的“草根”大众，其覆盖面更

广泛。

（2）服务对象更多样。传统的科技信息服务

对象主要是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而在“双创”

背景下的服务对象有很大的扩张，不仅包括个体

企业、投资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等，还包括在新

环境下形成的创客群体、众创空间。

（3）服务模式更具个性化。传统的信息服务

模式主要是“我们能提供什么，而不是你需要是

什么”，而在“双创”环境下的信息需求更具多

样性、个性化以及新颖性的特点，并不能满足于

统一流程和模板所提供的信息，对科技信息服务

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科创书院的信息传播与服务模式解析

3.1 “万方科创书院”的定位

“万方科创书院”坐落于扬州市生态科技新

城中心区，建筑面积 8000 余平方米，主楼由 5
栋红色主体建筑组成，是集合科技图书馆、双创

空间、科技文献查阅、信息分析处理、科普教育

等现代服务的综合体 [11]。“万方科创书院”结合

各地方科技文化服务的特点和优势，实现科技

文化融合服务在特定区域服务的落地，为地方的

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以及科普教育提供服务

和支撑，为各地打造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城市综

合体。在“万方科创书院”设立了科技咨询服务

与图书空间、科普教育与主题活动空间、创客空

间、文创产品与衍生服务空间，面向各类创新主

体，特别是科研人员和创业人员提供了信息服务

空间、阅读空间、创意设计展示空间、共享空间

和全媒体交流体验空间（图 2）。
在科技咨询服务与图书空间，“万方科创书

院”为创新主体提供文献资源信息服务、科技咨

询服务，按实体书店模式经营，以图书、期刊销

售及借阅为主，引入图书馆、出版社、科技媒体

等专业人士参与图书规划，在一些主题方向上形

成影响力与吸引力。

在科普教育与主题活动空间，“万方科创书

院”为创新主体提供独家科技教育视频资源服

务、科技学者论坛讲座、科技在线公开课、展

览、教育培训、科技兴趣小组等服务。

在创客空间，“万方科创书院”结合科技信

息服务、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等相关科技服务业务，

面向创新创业群体，为科技创新创业群体定期或

不定期提供办公场所、投融资、地方科技服务等。

在文创产品与衍生服务空间，“万方科创书

院”引进或开发系列带有强烈地域文化符号的文

创产品，包括明信片、笔记本、咖啡杯、T恤衣

帽等小产品；开辟专区营造独特气氛的讨论区，

用于举办各种中小型活动，对外提供小型研讨、

培训等会议场地。

3.2 “万方科创书院”的信息传播模式

“万方科创书院”融合了科技图书馆、实体

书店、科普教育基地和科技众创空间 4 种业态，

形成了独特的“图书馆+”模式，其信息传播路

径也由单纯的“图书馆+借阅用户”演变成为

“图书馆+实体书店+用户”“图书馆+科普教育基

地+用户”“图书馆+科技众创空间+用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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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图书馆其功能更多地在于各类信息资

源的保藏，主要通过用户借阅行为完成信息的单

向传播，其服务在用户离开图书馆后就会削弱或

消失，而在“万方科创书院”的“图书馆+”模

式中，其传播路径由于其他传播渠道的介入，传

播路径变得更长、更立体、更复杂。

（1）图书馆+实体书店+用户传播路径：图

书馆加入实体书店的功能后，用户可以通过借

书、买书来完成阅读，信息传播的路径增加了，

但方向还是单向的，用户反馈周期长。

（2）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用户传播路径：

图书馆加入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后，首先是受众

得到了丰富扩展，其次是传播方式更加多样，融

入了科普讲座、科普展览等形式，信息传播路径

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同时用户的交互变成了双

向，信息反馈也更加及时。

（3）图书馆+科技众创空间+用户传播路径：

科技众创空间的加入，则使得图书馆的功能更加

丰富。将原先的以“信息保藏”为主的服务功能

拓展为以“信息保藏、利用和创造”为主的服务

功能，信息类型更加丰富，信息传播的人际社会

化网络特性更加明显；用户既有可能是信宿，也

有可能是信源，即信息的发布者；信息的传播与

反馈变得更加便捷。

3.3 “万方科创书院”的信息服务模式

科技信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字信息内容是基础，通讯技术、互联网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是核心技术手段。“万方科创

书院”的“图书馆+”模式，融合了科技图书馆、

实体书店、科普教育基地和科技众创空间 4 种业

态形式，这种融合必将带来服务模式的创新。

“万方科创书院”不仅承载了知识信息，而

且蕴含了当代最新科学理念、情感态度价值观层

面的信息。受众通过参与其中，可充分实现基于

场景的体验、基于实践的探究、基于多媒体的传

播 /教育，这应该是“万方科创书院”与其他书

院实体本质性的区别。

“万方科创书院”的服务内容既有线下的图

书借阅服务、图书购买服务、科普活动服务等，

也有线上服务，如科技文献服务、科技咨询服务

等，还有为众创空间提供的线上线下服务，包括

线上创新查询和文献查阅、线下创业沙龙和创业

培训等内容。表 1 列出了“万方科创书院”的服

务形态。

3.4 “万方科创书院”的服务特点

（1）双创与文化的创新融合。就“万方科

创书院”本身而言，双创活动和文化融合有着一

些具体形态，文化形态是书院的实体本身，是书

图 2 “万方科创书院”知识传播与服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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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也是图书馆，还有各类依托书院举行的文化

活动。而双创的形态则具体体现为各类科技创新

的载体，如科技型众创空间、科技信息服务中心

以及科普教育空间。

（2）载体形态的创新融合。就载体形态而

言，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图书馆与线下的窗

口服务相融合。数字图书馆体现了万方数据库所

提供的各类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全链条线上

服务，而线下的窗口服务则是与地方区域情报服

务机构相结合，提供了依托专业数据库的科技咨

询服务、科技战略研究，从而实现了利用科技大

数据，支持双创活动线上和线下的融合互动。

（3）受众群体的创新融合。书院实现了双创

群体的全覆盖，围绕双创企业孵化器功能，既有

书院的图书馆功能用户群，如各类老年休闲用户

的普通用户群体，也有各类专家学者的科研用户

群，还有科普用户群以及中小学生群体，从而在

一个空间内实现了以创新知识传播为特色的用户

群体的融合。

（4）媒介形态的创新融合。在书院内，实现

了多种媒介形式的融合，既包括了传统的期刊、

书籍等纸质媒介，也包括了运用多种新兴技术的

多媒体，还包括了一些体验式的参与，如讲座、

展览、沙龙等。这种媒介形式的融合，为双创提

供了丰富的展现形态。

（5）服务业态的创新融合。书院是一个“城

市综合体”，它包含了 3 种业态，即面向知识传

承的科技图书馆业态、面向科技创新的双创空间

业态，面向大众教育的科普业态。体现为线上的

数字图书馆，线下的书店、实体图书馆；线上的

科技文献查询与借阅，线下的科技咨询服务。同

时，还能够看到主题宣讲、项目路演等咖啡创客

的元素。

4 结论与建议

科技信息服务创新创业充满挑战与机遇，需

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建立一套服务体系，兼顾

全面性、专业性、及时性的特点，促进“双创”

背景下科技信息业的发展。而“万方科创书院”

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它是一个汇集各类科技创

新资源的“城市综合体”，是一个科技资源交流

融合平台，更是一个服务区域创新的智力平台。

本文结合双创应用提出以下 3 点建议。

（1）将“万方科创书院”打造成创新资源聚

集的平台，通过“图书馆+”“文化+”，积极支

持和引导创新要素集聚，面向创新创业需求，集

成知识、整合资源，充分发挥“万方科创书院”

的资源储存属性。

（2）将“万方科创书院”打造成科技信息

服务新模式的示范基地。通过“万方科创书院”，

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科普基地的服务模式、创

客空间的服务模式进行深度融合，面向包括创客

在内的各类服务对象，将上述领域内的最新存储

技术、加工和传播技术、展示技术进行集成，提

供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服务。

（3）将“万方科创书院”打造成创新种子培育

孵化的平台。图书馆和海量数据库中汇集了最前沿

的理念，最新的技术，这些都是创新创业最具生命

力、创新力的种子，通过培育孵化可服务于生态科

技新城，服务于以扬州为基点的长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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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第一步，用户确定资源信息，自行判断是

否已获知版本信息；第二步，如果获知版本信息

则直接输入标准DOI识别符号并返回相应版本文

件，如果未获知版本信息则返回所有版本文件。

所有返回文件按照标识符版本编号标准进行额外

命名（示例：资源信息名称 rn.pdf）。
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平台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将会有更大的资源积累和更多的新资源出现，在

开放化资源共享的发展趋势下，未来样本信息管

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要注重对资源信息

的查找效率、查找精确度、责任版本记录等关键

信息，保证资源共享服务的综合质量和已有资源

的安全保障质量。在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信息领

域样本资源存储国际标准竞争中，随着我国存储

标准逐步完善、管理数据规模化、管理经验成熟

化，基于DOI的样本信息可溯源的标识方法将产

生重要的影响力，成为国际遗传信息资源标识的

标准。本研究也希望能够为平台样本信息资源管

理工作的改良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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