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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在服务区域科技创新中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在大数据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背景下

需要向智库服务转型，通过对21个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进行科技文献与网络调研，结合科技情报机构的业务发展定

位，提出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向智库服务转型的建设内容，为地方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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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sharing platform plays a certain supporting role in serving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needs to transform to think tank service.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and 
network research of 21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sharing platform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sharing platform to think tank,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shar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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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大部署 ,将“主动力”的科技创新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

与保障，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要性进一步凸

显。2004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平台建设正式

启动，地方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也拉开序幕，科技

资源在质量规模、共享水平及服务效益上取得了

很大进展，尤其对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地方科技

创新能力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随着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当前形势下对创新发展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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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科技文献资源如何更加有力地支持知识服

务、智库服务等新型服务，提升服务区域科技创

新、政府决策和科技智库的效能，是地方科技资

源共享平台面临的巨大挑战。

为推进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持续发展，以

地方科技情报机构建设的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为调

研对象，首先对各省科技情报机构、文献平台网

站服务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其次通过对专家学者

在科技文献共建共享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最终

结合地方科技情报机构自身的发展定位，探讨地

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的建设方向。

1 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及研究现状

2019 年 4 月，笔者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调研

了我国 26 个由地方科技情报机构建设的科技文

献共享平台网站，其中，河北、海南、山西、云

南、江西的平台无法正常访问，故选取其余 21
个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调研，21 个平台主要提供文献服务、

情报服务、科技查新、专题（特色）数据库、定

题 /专题跟踪、专利分析、科技资源、查收查引、

平台定制（为企业等提供信息门户定制）、成果

评价、分析工具（面向用户提供情报分析工具的

有偿服务）、智库产品等 10 余项服务。其中，文

献服务、情报研究、科技查新是开展最多的服务

项目（图 1）。
当前，关于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的科技文

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网络调查法、文献计量法、统计法

等方法，对已建成的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内容进行

梳理统计，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平台建设建议。

如有学者经研究提出 [1-4]：平台建设过程中应科

学设置网站栏目、针对不同服务对象提供多元化

服务方式、深化服务内容等，最终实现科技信息

服务创新机制；平台资源建设应加大特色与行业

资源；平台应从整合服务、资源人才深度融合，

规范完善知识服务方式，深化知识服务内容等方

面，建立健全平台知识服务长效机制；开展基于

智库理念的竞争情报服务。

（2）从区域科技资源共享角度，提出资源共

享平台建设方向。如有学者经研究提出 [5-8] ：区

域科技创新信息平台建设和服务内容应包含制度

建设、科技资源集成、共享需求集成及完善共享

体系等 4 个方面以促进平台发展；区域创新服务

平台间科技资源互补程度越大，平台配置科技资

源水平越高，运用先进信息技术能力越强、共享

科技资源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促进区域创新服务

平台选择科技资源共享策略；结合基于主导优势

跃迁的共享平台服务演化规律，提出区域科技资

源共享平台的单点响应服务、多点组合服务、网

络共生服务 3 种集成服务模式。

本文借鉴以上研究内容，结合地方科技情报

机构发展定位，拟对地方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

设进行分析研究。

2 科技情报机构业务现状

将 21 个地方科技情报机构的 27 项业务划分

为信息服务、竞争情报、科技管理、决策支持、

报刊出版 5 大类（图 2），具体业务开展情况如图

3 所示。

科技智库是指专业的信息咨询机构依托丰富

信息资源，运用专业的数据分析工具，结合专家

智慧，为科技、经济以及社会等领域提供客观、

公正的决策建议。随着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的改

变，科技情报机构“耳目、尖兵、参谋” 的使命

从未改变，在任何时候都为政府决策、科技创新图 1 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开展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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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信息支撑服务。作为科技智库重要组成部分

的科技情报机构，科技智库是其发展的最终方向。

随着科技情报机构发展定位的不断变化，服

务内容也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再到智库服务转

变，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面向政府、企业

的智库服务内容比重逐步攀升。通过调研，21 家

科技情报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产业情报、技

术经济情报、专利情报、决策简报、战略与政策

研究、科技统计监测分析、软科学研究、规划编

制等情报与智库服务。结合徐峰 [10]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各地方情报机构在强化其核心业务“情

报研究”的同时，已开始向科技智库逐步发展，

为政府、企业等提供决策支撑。

3 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转型分析

通过对地方科技情报机构业务内容以及地方

文献平台服务内容调研，发现：（1）由地方科技

情报机构建设的文献平台已将其核心业务作为文

献平台的服务内容之一，例如文献传递、科技查

新、情报研究等。（2）随着科技情报机构将业务

重心向情报研究转移，平台服务内容从传统的文

献服务向情报研究等知识服务转变。如天津市、

辽宁省、西藏自治区等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引入万

方创新助手、Derwent Innovation等专业情报分析

工具作为平台服务内容之一提供有偿使用；广东

省、安徽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对特定热点实现了

人才、机构、领域等数据之间的关联分析；湖南

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湘知云·湖南省知识服

务平台，将其智库产品共享到互联网，推动平台

服务向智库服务方向转变。可以看出，随着科技

情报机构定位的不断改变，文献平台的建设方向

也随之改变。

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是支撑地方科技创新

的重要基础条件，最初的建设目标为实现区域资

图 3 21 个省级科技情报机构业务开展情况

图 2 21 个省级科技情报机构 5 类业务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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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共建共享，成为区域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保

障基地。但随着科技情报机构发展定位的不断变

化，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在做好资源保障、满足用

户“足不出户”获取文献资源需求的基础上，也

不断升级、完善，逐步向智库服务转型。

3.1 建设目标重定位

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作为科技情报机构业

务开展的内容之一，应该顺应科技创新对地方科

技情报机构的要求，在原有科技文献平台建设的

基础上升级改造，向着“资源+工具+智慧+成

果展示”的智库平台建设，利用先进的信息技

术、分析方法，辅助实现对技术领域、社会热

点、科技创新“卡脖子”技术等预测或判断，从

资源、功能、服务等方面加快科技情报机构向科

技智库转型，实现平台从资源保障向决策支撑、

智力支撑的转型，为地方科技情报机构发挥“参

谋”作用提供多维支撑，为平台用户寻找资源之

间的知识关系提供途径与手段。

3.2 资源建设新范畴

资源建设是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服务的基础。

目前科技文献共享平台资源类型仍以中外文期

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等各类型

文献资源为主，并且这些资源均来自数据库商。

但随着情报服务、智库服务的开展，不难发现，

已有的文献资源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急

需拓展资源领域，纳入更多的资源类型。科技情

报机构有着得天独厚的科技资源获取优势，除了

传统的文献资源保障外，还拥有科技查新、科技

报告、科技项目、科技人才、获奖成果等数据资

源，并且随着智库服务不断的加深，可引入一些

知名智库机构的智库报告等资源内容，为智库服

务建立强大的资源保障体系。

3.3 平台功能再升级

系统功能是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服务的抓手，

现有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不但实现了不同类型信息

资源的整合、一站式检索，还在发展过程中整合

科技情报机构的业务流程，为用户提供专题咨

询、科技查新、查引查证等科技信息服务。在大

数据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科技文献共享平

台必须实现从文献传递到知识挖掘，从资源检索

到数据分析，从信息服务到智库服务的转型。这

就需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引入现有的情报分析方

法（聚类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文献计量分析

法等）及专业情报分析工具（DDA、CiteSpace
等），并根据科技情报机构自身的服务现状自主

研发数据加工、分析、处理等工具，从而得到区

别于数据库商的信息产品。如用户通过平台检索

发现资源之间的隐性关系，自助实现对资源信息

的整合、统计与分析，并最终实现关联结果的可

视化展示；科技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利用平台功能

实现零散数据的加工处理，为科技决策提供辅助

支撑，促进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实

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推动科技文献

共享平台从“文献库”向“脑库”发展。

3.4 智库产品专业化

满足用户需求是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的源

动力，在信息资源获取途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用户更需要的是高质量、专业化的情报服务，有

了资源保障及专业的情报分析工具，面对政府、

企业等不同的服务对象，科技情报机构利用平台

资源、功能，利用搭建的智库平台，组织专业的

研究团队，针对某一用户、某一领域（产业）等

开展持续地研究，形成多样的、系统化、专业化

的智库产品，并最终通过文献平台传播出去。

4 实践分析

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于 2004 年 6 月 1
日正式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在引入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NSTL）海量文献资源的基础上，集

成了驻陕重点高校等馆藏机构的特色文献资源，

坚持“边建设、边运行、边完善、边发展”的原

则，面向本省用户提供特色服务，为地区科技创

新提供科技信息支持。

作为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的建设机构，

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结合自身发展定位，

不断丰富平台资源，完善系统功能，引入专业的

情报分析工具，采用“资源+工具+智慧+成果

展示”的建设模式，面向全省用户开展科技查

新、查引查证、科技咨询、情报研究等多项科技

服务，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情报产品，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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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智库服务转型（图 4）。
4.1 资源建设

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资源主要由国外主

体资源（NSTL西安服务站）、地方特色资源、社

会商业资源 3 个部分构成，在资源建设过程中，

根据文献服务中掌握的用户最新需要，随时调整

文献数据布局，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保证文献

平台资源的广泛性、可用性及有效性。例如，通

过平台建设期间的走访调研，建成了火炸药、无

人机、决策咨询报告、情报研究报告等专题数据

库，第一时间为用户提供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资

源，提升自身资源服务品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的资

源已不能满足用户及情报人员的需求，陕西省

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引入专利分析工具（Derwent 
Innovation）、 信 息 分 析 软 件（Derwent Data 
Analyzer）等，开发科技资源事实性数据库（科

技人才、科技项目、研发平台等），在建设过程

中完善资源体系，更好地诠释政府职能转变下资

源建设的新内容，为智库服务奠定资源基础。

4.2 平台功能

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依托现有各类科技

信息资源（文献、数据、查新、科技报告、分析

工具），整合各个业务环节，以数据获取—资源

组织—信息分析—知识服务—情报产品—用户交

互为主线，以提供面向用户的科技情报智库服务

为最终目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平台，

对接创新创业各环节。新一期平台建设中，将完

成基于事实性数据库的关联分析功能，实现平台

现有资源之间的可视化展示。

4.3 智库服务

科技智库是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的发

展目标，也是内在发展动力，依托丰富的资源，

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并融合人才的智慧，实现

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

平台作为智库体系的一部分，为开展智库服务提

供了技术及资源支撑。目前已形成《科技情报》

《决策情报》《科技舆情》《科技动态》《科技统计

分析快报》等不同研究主题和服务方向的情报产

品，并利用“陕西科技情报”微信公众号向用户

主动推送，陕西科技情报研究院的科技智库角色

逐步彰显出来，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各界认可。

5 结语

本文以科技情报机构建设的科技文献共享

平台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发展定位影响地方科

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方向，两者有着共同的服

务对象，发展目标相辅相成，科技情报机构将推

动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向智库服务发展，科技文献

共享平台促进科技情报机构向科技智库转型。在

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过程中，总结出

“资源+工具+智慧+成果展示”的建设模式，在

拓展资源来源、增加文献类型的同时，引入新的

研究方法、开发新的平台功能，融入情报人员及

专家智慧，形成情报产品服务各类用户，推动陕

西省科技情报研究院向科技智库转型，同时也实

现了向平台向智库服务逐步转型。

随着数据库商各类产品的不断革新、科技情

报机构资源优势的逐渐弱化、用户需求的不断改

变，地方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仍将面临各种挑战，

地方科技情报机构应随时根据其发展定位，调整

文献平台建设方向，将平台“挖掘好、利用好、

滋养好”，持续为科技创新决策发挥“智囊团”

的作用。

 （下转第 47 页）图 4 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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