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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其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和服务模式的研究能够了解

用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最广泛的需求，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以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对

2011—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服务模式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建立数据库与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分层级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两种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归纳“用户—资源”“用户—资源—用户”“过程型”3种信息

资源服务模式，探讨现有研究中存在研究概念不够明晰、研究内容偏于理论、研究形式比较单一、研究人员匮乏的问

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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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lated literature based on CNKI database and then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on information resource system and service mode of strategic emerging, sums up two information resource 
systems such as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establishment and hierarchical 
system based information resource system, and induces three kinds of service mode, thus user-resources, 
user-resources-user and procedur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such as unclear research concept, partially theoretical research, homogeneous research form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ers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regarding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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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理论与技术

0 引言

201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1]，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拉开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序幕。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2]对

“十二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现状进

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十三五”期间我国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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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的主要原则、发展方向、基本政策、重

点项目等。

《决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社

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已经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抢占新一轮经

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

业是以国家所需的重大的技术突破和发展要求作

为基础，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作

用，是知识和技术较为密集、对物质能源的消耗

较少、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效益较好的产业。现

阶段我国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

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

产业。从概念中可以看出，这七大产业与传统产

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战略性”与“新兴性”，

这些产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

作用。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是指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内不同类型的信息机构加强合作，在统一规划、

统一部署、统一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集信息

资源的搜集、组织、存储、传递、开发和利用于

一体，对社会各项事业提供信息资源的保障，最

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对信息资源有效利用的体系 [3]。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以组织、传递和交流知识为主

要目的，是国家多种保障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 [4]。根据信息

资源的概念，将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相结

合，并融合相关学者的论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做如下定义：战略性新兴产业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是指与该产业相关的信息机构

根据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协调进行信息资源的搜

集、组织、存储、传递、开发和利用，促进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知识的创新，最大限

度地满足产业信息用户的个性化、多样化信息需

求的信息服务系统。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

障体系的总目标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最大限度

地满足用户对该产业信息资源最广泛的需求，以

促进该产业全面快速的发展。

《决定》颁布至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

资源保障体系与服务模式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

本文拟对 2011—2017 年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服务模式的研究文献进行归

纳分析。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在CNKI数据库中，选

择“主题=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

服务模式”进行检索，获得主题最相关的 20 篇

文献，主要是叶继元、霍国庆两位学者的团队基

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该产

业的信息资源服务、信息资源保障相关的文章。

笔者据此重新制定检索策略，构建的检索式为：

发 表 时 间 between (2011-01-01，2017-07-31) 
并且 (( 主题=战略性新兴产业 或者 主题=SEI) 并
且 (主题=信息资源保障 或者 主题=信息服务 )) 
(模糊匹配 )。根据此式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693
条记录。根据主题相关性排序，选取最相关的

前 100 篇文献进行分析。在这 100 篇文献中，文

献发表年份分布情况见表 1。其中，硕博士学位

论文有 51 篇，期刊文献有 44 篇，报纸资源有 3
篇，会议文献有 2 篇。

2 研究现状分析

阅读检索到的所有文献，对主题密切相关的

内容进行重点关注，可以看出，2011—2017 年我

国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和服务

模式的文章可以分为 3 个大类：一是实证研究。

选择特定省市的保障体系建设情况作为研究对

象，分析保障体系建设进展，如霍国庆 [5]利用问

卷调查对青海、江苏、新疆和广东 4 个省份的产

业信息资源需求进行调研，对调研结果分析统计

得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种类的新兴产业所面临

的发展困境、信息资源需求以及信息服务对象。

二是保障体系的构建。通过分析产业的特征，对

文献的存量与增量进行研究，构建各种类型的信

息保障体系，如王丹等 [6]对有关新能源和新能源

汽车的专利信息进行研究，重点介绍了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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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建设的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三是对保障体

系与服务模式的评价研究。如张晓东等 [7]论述了

国内外产业信息资源管理状况，评价了我国目前

产业信息发展的环境与服务能力，同时构建了发

展模式。在CNKI检索到的主题相关的前 100 篇

文献中，有 51 篇文献属于第二种类型，重点探

讨产业信息资源服务模式，这是前期分析与后期

评价产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2.1 关于保障体系的研究

2.1.1 建立数据库与信息共享平台

在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研究中，多数学

者是以建立产业数据库为论述重点。有从企业角

度出发的，如杨爽 [8]提出企业信息保障立体层次

结构，认为企业要建立信息技术保障子系统与信

息资源保障子系统，以保证企业具有强大的信息

搜集、存储、处理和传递功能；有从政府角度出

发的，如甘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免费开放的

专利数据库，数据库范围涵盖中国以及美国、欧

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利信息 [9]。图书馆、

信息中心、网络中心、情报所、资料室、档案

馆、咨询公司等是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中的主体，

这些主体都可以根据产业发展建立数据库。王

丹、吕荣波 [6]对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了

研究，认为要建立信息服务平台，首先就是要建

立这两个产业的专利数据库，主要收录中国、美

国等 9 个国家和欧洲专利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的新能源专利信息。

无论是从企业还是政府角度，建立数据库，

都是要实现信息资源的集中利用。数据库就是要

把这些资源收集起来，通过检索页面被人们查找

并被利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重

要问题就是重复研究与建设。因此，要建立一个

区域性质或者全国性质的数据库，把与产业发展

相关的信息聚集起来，方便检索与查询。这才是

真正“拥有”了资源，资源才能够被“存取”。

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是

较多研究者达成的共识，可以是一个产业交流的

平台，也可以是多个产业不同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的平台。郑祖婷、史宝娟 [10]以唐山市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提出要由政府出资建立信

息服务平台。该平台由管理层、资源层、平台层

与用户层 4 个层次构成，由唐山市各级政府、高

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共同参与。霍

国庆、李天琪、张晓东 [11]认为，在理想的状态

下，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应该作为公共平台来运

作，具体的信息资源服务由各类信息公司、咨询

公司、培训公司、中介公司以及企事业单位来负

责，各类公司或非盈利组织借助于信息保障公共

平台为该产业的管理主体、运营主体和研发主体

等提供服务。贺正楚、吴艳 [12]提出要构建一个收

集并传递信息的服务体系和传递反馈信息资源的

网站服务平台。这个平台由核心信息服务系统、

管理协调服务系统、政策支撑服务系统三个大的

系统构成 [13]。美国为了推动该产业的发展，提

出了“国家宽带计划”，就是依靠宽带网络的建

设与发展，拓展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与政府

机构的交流和沟通。McIntyre对新能源产业进行

了分析，新能源公司需要新的信息整合平台，这

个信息平台在建设中可以利用管理信息系统来实

现 [14]。

纵观这些文章，都提出了要建立一个集资源

拥有与存取一体的信息共享平台。这个平台必须

要有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参与建设，保障平台运行

的不完全商业化，同时也要融入科研机构、公司

等，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的来源。在信息共

享平台中，必须要有信息、管理、监督、决策 4
个层面，只有每个层面互相监督，才能保障平台

的正常运行。

2.1.2 建立分层级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从宏观上讲，就是建立国家、企业等分层级

表 1 主题相关的前 100 篇文献年份分布

年份 /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文献量 /篇 16 21 15 18 12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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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体系。学者提出从国家层面出发建设具有

网状结构的保障体系，能够促进更快、更广泛的

信息交流。

邓胜利、周婷 [15]认为，可以根据区域服务联

盟组织跨系统的信息服务与保障，从国家层面与

本地信息服务机构两个方面实现信息资源保障。

在体系的管理方面，构建一个由全国理事会、区

域管理中心和行业中心、公共服务系统和商业服

务机构等三级服务联盟管理体系，协调区域内的

各种服务组织。霍国庆、王少永、孙皓 [16]利用问

卷调查对青海、江苏、新疆和广东 4 个省份的产

业信息资源需求进行调研，统计分析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信息所需信息服务的共性与个性，提出

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保障体系，同时让社会与市场

参与到企业个性化信息服务中。叶继元、谢欢 [17]

提出两种信息资源保障方式：一是高校图书馆、

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三大系统开展合

作，共同建设，在避免重复建设的基础上根据各

自的功能定位明确分工；二是根据我国信息资源

分布的情况，从国家、区域、企业 3 个方面构建

保障体系。由国家图书馆、CALIS等国家级机构

提供 60%~70%的信息资源保障，由各省市组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 7 个专题的资源建设中心，提供

50%的资源，由战略性新兴产业组成，提供最常

用的核心资源。

我国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要

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建设服务系统，而且要从纵向

和横向两个方面构建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网络。信

息和人都是流动的，因此需要建设分层级的信息

资源保障体系，保障区域、系统内的人都能够享

受到与产业相关的信息服务。

2.2 关于服务模式的研究

2.2.1 “资源—用户”的信息服务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息内容新颖，如何将这

些资源推送到用户手中并被利用，则需要提供个

性化的信息服务。在文献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是定

制服务、创新服务等。这些创新服务模式将资源

定向推送到用户手中，实现了“资源—用户”的

直接对接，减少了中间流程，节省了用户的时

间。

潘玉辰 [18]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战略性信息产

业个性化的信息资源服务模式，根据大数据环境

下信息资源的特征，构建了由基础架构、信息存

储、个性化服务平台、服务应用 4 个层次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体系。其中，针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提出信

息定制、信息导航、信息推送、信息检索、社区

服务 5 种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模式。个性化的信息

服务，实际上就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

用户”的精准服务，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向用户

推送所需要的信息资源，促进整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

2.2.2 “用户—资源—用户”的信息服务模式

孙振、郑德俊 [19]融合产业信息资源的需求、

服务产品生产商、新兴产业、信息服务与产品本

身 5 个要素构建信息服务模式。在产业发展初

期，使用“用户：吸引模式”，以信息服务机构

主动向用户推送信息服务产品的服务模式，这个

服务模式的基础在于信息服务机构推测用户需求

并根据推测的需求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在产业

的成长阶段，采用“内容：合作模式”，即产业

与信息服务生产商开展合作，有针对性地生产信

息服务产品，并向用户推送。在产业的成熟期，

使用“用户：问题解决模式”，信息服务产品生

产商根据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对应的解

决策略。Meng[20]以电子商务和现代服务业之间

的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整体模式与应

用模式两种发展形式。在分阶段的服务中，资源

成为中间阶段，用户根据资源内容提出需求，然

后再将加工组织之后的资源推送给用户。

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每个产业

有初期萌芽、中期成长、后期成熟，每个阶段对

信息资源的需求不同产生的信息资源也不同，因

此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提供不同的信息服

务。信息服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与产业发

展阶段相联系，做到信息服务与信息需求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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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过程型”的信息服务模式

张晓东、霍国庆 [21]基于信息资源供给者的

不同，将产业信息服务的过程分为 3 种模式，分

别是一站式、咨询式和自助式。一站式的服务模

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提供技术到产品再到

市场化的一体化信息服务；咨询式服务模式中，

用户根据本身的需求向信息资源的提供者索取信

息；自助式服务模式是用户通过公共平台自主获

取信息。李彬 [4]根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概念，

将服务体系主要划分为 4 个部分，分别是管理

层、信息层、对象层和服务方式层。其中，管理

层、信息层是信息服务体系的关键，关系信息服

务体系的发展方向；对于对象层，产业信息服务

对象主要由管理主体、运营主体、研发主体 3 个

部分构成，是信息服务体系的核心部分，其中管

理主体是各级政府部门，运营主体是各类企业，

研发主体是科研机构或者高校科研团队；对于服

务方式层，信息服务内容与方式对产业信息服务

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规定，如开展文献检索、市场

调研、信息咨询等服务，要求有图书馆、信息存

储系统、学科门户等相关信息基础设施。孙振 [22]

从信息生态理论的视角出发，建立信息资源服务

体系，认为信息生态理论下的信息服务模式是信

息服务流程的结构化体现，通过信息流转，运用

资源本身、服务方式、管理手段等形成环状关

系，从社会与自然环境中吸收能量，最终实现信

息的有效性。刘珺 [23]构建了信息资源服务创新体

系，该体系根据信息的搜集、整理、传递等方式

分为 3 个部分，分别是资源体系、管理系统、政

策支持系统，主要的服务模式有一站式、咨询

式、自主式。

过程型信息服务与阶段型信息服务是不同

的，每一个阶段的产业发展中都需要信息的搜

集、整理和传递，在信息加工和组织的过程中，

也需要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信息服务贯穿于产

业发展阶段的每一个过程中，一次信息、二次信

息和三次信息都会被不同的用户需要。过程型信

息服务的研究文献比较多，说明研究者已经关注

到产业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并在探

讨如何将这些信息资源通过服务传递给用户。目

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公共图

书馆已经参与到我国战略性新兴资源保障体系的

建设过程中，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息服务过程

中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资源，构建我国信息资源保

障系统。

3 研究存在的问题

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当前对产业信息资源保

障体系和服务模式的研究过程中还存在诸如研究

概念不够明晰、研究内容偏于理论、研究方法比

较单一、研究人员匮乏等问题。

（1）研究概念不够明晰。关于产业信息资源

保障体系的概念在部分文章中依然不明晰。“信

息资源保障体系”与“信息资源服务体系”交叉

使用，更有一些直接将“信息资源服务体系”等

同于“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该问题的出现，与

战略性信息产业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有较大关

系。产业的研究人员，其学科背景很多是金融、

计算机、生物等，从信息管理的角度研究该产业

的人员相对较少。

（2）研究内容偏于理论。很多研究只是停留

在理论层面上，研究内容呈现固定化的模式。较

多文章是从产业信息需求开始分析，引出建立相

关产业数据库，或者建立产业信息共享平台，或

者从宏观层面上建立信息资源保障系统。在产业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和服务模式方面，缺乏各个产

业信息保障体系的对比研究，缺乏已经实施的具

体保障体系案例研究，研究内容偏于理论。这说

明我国对于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服务模式的

研究还不充分，成功运作的体系较少，可以借鉴

的经验不多。此外，在CNKI的检索结果中，发

现对国外相关内容的研究非常少，更没有针对 7
个产业中具体产业的信息保障体系与服务模式展

开研究。

（3）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在研究文献中，基

本上是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企业信息资源的需求

分析，访谈法、移植法等图书馆学的专门的研究

方法尚未得到利用。问卷调查能够调研到最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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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与现实贴近，但是调研范

围局限，研究结果受到调研样本的制约，不能全

方位地反映一个产业的信息需求，所以在研究中

根据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构建的保障体系还不够

严谨。

（4）研究人员匮乏。叶继元、霍国庆学者

的团队在资源调查、构建信息资源保障模式等方

面的研究形成了系列论文，但是还没有形成研究

中心，没有固定的长期跟踪研究此内容的相关人

员，理论变成实践的过程缺乏实施和落实各种类

型的保障体系。

4 结语与建议

本文对 2011—2017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服务模式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和总结，分析了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研究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势必影响了新兴产业

信息资源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要加强相关理论

的研究，完善研究方法，以弥补产业信息资源保

障体系研究过程中的不足。然而，在构建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过程中还存在着

特色资源开发不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人才

缺失、产学研结合不密切等问题。笔者认为，今

后要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加快特

色资源的建设及开发利用，加强交叉学科、多学

科的研究，加大相关研究的投入，以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传播，构建完

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1）加强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新的经济

发展态势下，我国先后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互联网+”等发展政策，各个产业对于

信息资源的需求空前高涨。可是，纵观检索到的

文献，无论是从整体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从各产

业的角度研究特色信息服务、建立保障体系的文

献都非常少。在大数据环境下，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的研究不在于信息的数量，而在于信息的质量

及治理。所以可以从每个产业特色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方面进行研究，提高研究内容的深度和专指

度。

（2）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产业研究不仅

和产业本身有关，也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统计

学等其他学科密切相关。信息的增长改变了人们

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信息科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

限在某一个学科领域内，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

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因此，在研究形式方面，需

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引入内容分析法、访

谈法、移植法等多种信息管理专门的研究方法，

促进理论与实践研究齐头并进。

（3）加大经费的投入。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研究应该形成系统。目前我

国这方面的研究仍呈条块状，尚未形成网状的研

究体系。因此，国家相关部门要制定阶段性的发

展规划，一方面推动产业信息保障体系的发展，

另一方面对发展过程要有考核监督的程序。同时

要加大经费投入，以增加产业相关科研项目的立

项，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上推动项目的开展，

调动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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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度特征在模型中的贡献较弱，贡献度较大的

是适当数目的共现词汇，间接表明了文本相似度

这一指标只是科技查新要考虑的诸多因素的一

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可以对科技查新效

果提供直接贡献，如共现词汇及其数量、专业词

汇、同义词表等，这说明要提升科技查新效果，

领域词表的构建至关重要。此外，可以引入其他

信息类型，如文献类别、引文信息、作者信息

等，这些都能够提升科技查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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