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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研究主题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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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相关研究主题，全面了解其研究现状，揭示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在文献调研

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研究的 226 篇样本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归纳出服务对象需求、服务主体发展、服务模

式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服务能力保障以及服务体系构建 6 类主题，据此构建主题之间的整合框架，并回顾各主题的

具体研究内容，进而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分析研究显示：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服务导向从满足需求

逐步转向决策支撑；情报机构资源优势不断弱化，而智库化建设为其提供了协同发展的新契机；信息技术不断革新服

务模式，优化系统平台，逐步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并对服务能力的构建提出新的要求。鉴于此提出建议：未来研究

可进行需求的拓展，关注资源整合与服务协同的应用效能，从情报智慧服务理论出发，注重关键技术和框架体系的研

究，创新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并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加速推进我国高水平、高质量的高端交流平台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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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 the research topics related to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STIS),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its research status, and reveal the hot research top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is field.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tent of 226 sample 
literature on STIS research, summarized six themes: service object demand, service subject development, 
service mode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service capacity guarantee and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constructe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containing these themes, reviewed the specific research 
content of each theme, and propose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STIS 
research has mad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the service orienta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meeting 
demand to supporting decision. The resource advantage of intelligence agencies is weakening, and 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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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情报服务是情报机构根据用户的需求，

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以及评估，对解

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进行挖掘，最终将知识

传递给情报需求方的过程 [1]。我国科技情报服务

在早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创立之初进行

科技情报机构的建立、科技情报资源的建设并由

科技情报机构为用户提供服务，随后逐渐通过科

技情报资源服务平台提供服务，服务主体与对象

更为多元，服务内容与手段更为丰富。在步入 21
世纪之前，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浪潮加速了计算机

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科技与经济的高速

发展也引发了信息爆炸式增长，信息获取逐渐面

向大众化，为满足国家战略发展和用户的强烈需

求，科技情报服务在情报来源与产生的情报产品、

情报需求、服务内容与方式、情报分析方法等方

面都有了深刻的转变 [2]。我国科技情报服务也由

此受到信息技术影响，相关研究在 2000 年前后开

始重点关注用户的需求 [3]、注重服务模式及服务

效果 [4]的探索。“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

关键期，“创新驱动、情报先行”，面对科技创新

的新态势和新需求，科技情报服务工作需要进行

更系统的布局思考，与国家科技发展相适应，为

科技战略决策和科技创新需求提供参考。

文献调研发现，虽有学者对科技情报研究及

服务现状进行了梳理 [2]，但时间较早，并且主要

基于智库视角 [5]、大数据背景等阶段发展特点，

从理论层面或结合案例分析，面向科技情报服务

的创新发展方向 [6]展开探讨，鲜有通过构建整合

框架进行主题分析。随着科技情报服务研究相关

成果的不断涌现，还需适时进行研究脉络的梳理，

及时探讨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为后续学者在相

关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提供参考和借鉴。基

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的集中梳理、整合分析，回

顾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的发展历程，明确已有研究

成果，对研究热点主题、研究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1 文献来源与初步分析

本文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以

“科技情报服务”“科技情报服务模式”“科技情

报机构”“科技情报服务平台”等作为检索词进

行主题检索，选择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和会议数

据库，时间跨度为 2000—2022 年。首先，通过

对文献的标题、关键词、文章摘要等进行初步筛

选，剔除相关性不强的文献；然后，根据文章主

要内容、来源期刊、被引数等确定研究样本，并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对已选择的文献进行参考文

献追溯，适当增添符合研究目标的样本文献。最

终筛选出 226 篇样本文献，其中包括期刊文献

221 篇，学位论文 3 篇，国内会议论文 2 篇。其

历年分布情况见图 1。
如图 1 所示，2001—2008 年我国学界对科

技情报服务的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虽持续

关注，但发文量较少。2008 年之后的发文量虽

出现一定波动，但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尤其在

2015 年之后，文献数量显著增长，并且在 2020
年达到研究高峰。由此可以认为，进入 21 世纪

construction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innovating the service models, optimizing the system platform, gradually forming a perfect service 
system, and putting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capabilities.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exp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demand,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collaboration. Start from the theory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key technologies and framework systems. Innovate service model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ervice system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gh-level and high-quality national 
high-end exchange platform.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service mode, research topic, integrate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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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情报服务的研究大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

2001—2008 为研究初期阶段，计算机和网络技

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科技情报事业开始逐渐关注服

务，相关研究也逐渐产生；2008—2015 年为科

技情报服务研究的推进阶段，基于我国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科技情报服务逐步开拓创

新；2015 年至今为科技情报服务研究的深入发展

阶段，《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提出要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以

此开启了更多关于智库视角下的科技情报服务研

究，促进了科技情报机构的智库建设。同时，大

数据时代为科技情报服务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

战，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加。由此可见，

国家相关战略规划以及政策的出台引领我国科技

情报服务研究的创新发展。

从研究力量来看，这个领域的核心团队主要

集中于科研院所，其中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吴晨生研究团队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而高校在此领域的探索还不够。因此，高校应充

分发挥其资源、技术的优势，不断发展壮大研究

力量。

2 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研究主题回顾

经过系统地文献梳理，结合具体的内容分

析，本文将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的研究主题划分为

服务对象需求、服务主体发展、服务模式创新、

服务平台建设、服务能力保障以及服务体系构建

6 类。明确的需求是开展科技情报服务的前提，

学者们从需求出发对科技情报主体机构的发展、

服务模式的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服务能力保

障进行探讨和研究，构建和完善了科技情报服务

体系，形成本文的整合框架，厘清了各主题之间

的逻辑关系，如图 2 所示。

这个整合框架将科技情报服务研究主题分为

“前因”“过程”“结果”3 个部分。首先，以服

务对象需求这一研究主题作为前因部分，主要面

向企业、政府、科研人员及其他各类创新主体的

需求展开。然后，将服务主体发展、服务模式创

新、服务平台建设和服务能力保障 4 个主题归纳

为科技情报服务研究的过程阶段，且各主题之间

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对于服务主体发展在理论层

面展开一系列策略研究；模式创新和平台建设是

解决主体机构发展的关键问题，而模式的创新又

能够依托平台建设得以呈现；服务平台建设作为

科技情报服务的主要形式也是主体机构发展的关

键要素，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科技情报服

务能力进行标准化并构建能力评价指标。最后，

根据前因及过程所涉及的主题内容，形成不断完

善的服务体系，成为科技情报服务研究的目的和

结果。而在其中，互联网+、大数据的环境背景

图 1 文献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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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整个框架，对各主题的演进与发展都存在

一定的影响。本文将在整合框架的基础上，对各

主题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回顾。

2.1 服务对象需求分析

科技情报作为科技创新的支撑资源，其服务

对象随着科技创新形式而变化，而了解各类服务

对象的需求是开展科技情报服务的关键前提。早

期的科技情报服务对象是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创新

机构，逐渐发展到政府、企业乃至产业创新活

动也成为研究对象 [7]。研究发现，企业作为我国

科技创新的主体，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还较弱，

其主要表现为情报获取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不

强、情报意识较弱和专业情报人员匮乏，尤其是

规模、技术、生产、资金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的

中小企业更为落后。政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需要

对信息进行全面把握，做出科学的决策。吴晨生

等 [8]认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导致决策支撑的需求随

之上升，科技情报服务对象应转向决策者，以此

明确科技情报工作重点。除此之外，大数据快速

发展带来了创新创业机遇，创新需求日益凸显，

有学者针对“双创”背景下服务对象多元化、年

轻化、草根性等特点，提出科技情报服务要从服

务机制、服务角色、服务方法及服务深度上进行

转变 [9]。科学研究同样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形

式。有调查显示，科研人员对科技情报服务的

内涵与外延认知不足，但是存在较高的服务需

求 [10]。以上各类科技情报服务对象存在不同的需

求特点，相关研究也面向不同需求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具体内容及相关文献见表 1。
科技情报服务以科技创新需求为起点，为政

府提供决策支撑，并在此主导下，为企业创新战

略的制定提供相应的支持，且延伸到科学研究中

产生的一系列信息需求，逐步推动我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实施。总的来说，在服务对象需求主

题下各类服务对象的特点较为清晰，但总体的情

报获取能力不强，从而造成需求较大，这就要求

表 1 服务对象的需求特点及对策

服务对象 具体需求 对策 支撑文献

政府 为科学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开展专题情报服务 王越险 [11]

企业 情报的获取、创新决策、创新战略的制定
重视宣传、强化服务意识、主动服务、搭建服

务平台、建立反馈机制、提升专业人员水平
刘冬 [12]

科研人员 信息推送需求、内容需求、情报交流需求
提升情报服务认知、培养情报素质、建立便捷

反馈制度、提供差异性服务
凌婉阳 [10]

其他创新主

体
创新创业需求

以市场主导实现供需有效对接、进行主动推

送、线上线下联动服务、知识化应用
吴小文等 [9]

图 2 研究主题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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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情报服务应从扩大宣传、提高服务意识、进

行平台联动和协同服务、建立跟踪反馈机制等方

面进行提升。但是，相关研究的细化程度不够，

现有研究在农业 [13]、计算机、生物医药和轨道交

通 [14]等行业开展得较多，面向其他行业或领域的

情报需求研究较少，未来研究还需持续探索不同

行业及领域情报需求的差异性。

2.2 服务主体发展

科技情报服务主体依据各自的职能和特点为

各类情报需求方提供服务。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

在资源服务一体化趋势下科技情报机构的发展现

状和智库化转型问题以及图书馆在资源、人才等

方面的优势，并针对产生的问题从理论和技术视

角提供相应的对策以及优化发展路径。

（1）科技情报机构

科技情报机构作为服务主体从提供文献服

务、实施科技信息专题检索发展到对科技文献

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再到文献深层次

分析、研究和转化，已逐渐成为一个组织结构完

整、业务框架清晰、服务对象独立、内部资源丰

富的信息服务机构。研究发现，创新驱动背景下

的科技情报机构存在创新服务开展较少，个性化

的信息增殖服务难以深化，面向决策支撑、战略

研究的专业性情报服务匮乏等问题，急需提升服

务层次，进行智库化转型。因此，相应研究集中

探讨了智库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网络服务是科技情报机构的主要服务形式，

大多数的研究是基于网络调查法进行调研，发现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在网络服务方面具有注重文献

资源服务、注重产业结合、开展情报分析与研究

服务和提供特色服务的特点，但也存在支撑平台

落后、资源优势下降、服务形式单一和服务深度

不足的问题。而在外部形式建设方面，网站存

在信息公开制度规范缺位、机构重视不足、内容

质量不高、时效性不强、互动反馈机制不健全等

问题。因此，需要针对其外部形式及内部功能建

设的问题进行优化，以推动科技情报机构服务层

次和能力的提升，使其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和优

势，适应新环境下的科技创新需求。相关研究的

具体内容见表 2。
科技情报机构总体的发展路径是从基层网络

建设出发，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层次进行智库化转

型，再逐步面向网络外部形式建设进行优化，以

全面提升服务能力。总体来看，针对科技情报机

构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参考价值，

但大多数的研究是面向单一的情报机构展开定性

研究，缺乏面向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情报机构进行

具体的实证考察，以获取有效的数据进行分析。

建议学者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利用具有数据支撑

的结论来增加研究的实用性。

（2）图书馆

图书馆作为科技情报服务的补充力量，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围

绕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技图书馆的服务

内容、服务形式以及服务成果展开。以吉林省图

书馆为例展开的研究表明，公共图书馆为企业提

供科技情报服务具有可行性，能够产生良好的服

务效果，且存在一定的服务价值，而在服务企业

创新发展方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是企业科技情

报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 [18]。此外，为了更好地归

纳总结科技情报服务规律、提升服务能力，图书

馆建立科技创新情报服务成果知识库具有一定的

必要性 [19]。科技图书馆通常为区域内的政府、企

业及科研机构提供决策信息与情报研究服务。吕

表 2 科技情报机构发展路径

问题 对策 支撑文献

智库化转型

提出从战略、规划、政策、服务等方面加强向科技智库转型 任佳妮 [5]

提出从提高情报分析能力、培养情报专业人才、加强新型智库建设、转型升级传

统业务、加强政策宣传和关注国家安全等 6 个方面发挥新型智库作用
王君等 [15]

网络服务优化

机构网络服务需进行服务观念、制度和形式上的创新，加大基层网络建设的投

入，结合自身地区特色建立资源库
黄晓斌等 [16]

外部形式建设急需从信息公开的质量和力度、完善互动反馈机制等方面进行提升 凡庆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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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琳 [20]面向广东省科技图书馆，结合其服务研发

型企业的工作实践，介绍了数据、方法和专家智

慧三者融合的科技情报服务模式的成效。研究表

明，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通过开展科技智库建设，

不断满足了区域发展创新、产业升级、科研成果

产业化等方面的情报需求 [21]。

高校图书馆依托其在信息资源、信息技术

和信息人才方面的相对优势，开展科技情报服务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学、研一体化的实

现。学者们对有关服务模式协同和服务能力提升

的问题进行探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许军林 [22]

分析中小企业科技情报的需求特点，认为地方高

校图书馆对中小企业科技情报服务的内容主要是

面向决策支持、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 3 个方面，

并基于实践角度探讨了通过合作提供信息服务、

形成研发团队、协同政府建立科研机构的科技情

报服务模式。杜礼玲等 [23]将供应链理论渗透到高

校图书馆科技情报服务中进行研究，建立高校图

书馆科技情报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从

科技情报的技术、内容、意识创新方面来提升高

校图书馆服务能力的对策。

综上所述，针对图书馆展开的科技情报服务

研究，能够明确其在科技情报服务中的优势和效

果作用，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奠定基础。现有

研究基本面向图书馆的科技情报服务模式、服务

能力等进行独立的探讨，而在实现与情报机构、

政府等主体协同服务的具体方法、路径、模式等

方面还需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2.3 服务模式创新

高速变革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为科技情报服务

工作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信息过载导致用户

对获取信息的有序性、准确性以及服务的前瞻性、

时效性、针对性的需求增加，以应对高质量情报

服务需求的能力为目标进行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创

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将一系列方法工具和技

术运用到科技情报服务的全过程中进行创新，以

精准对接用户需求，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

（1）全链条部署的服务模式创新

刘晓琳等 [24]围绕科技情报服务链条部署科

技情报专业化服务，实现从资料收集到知识挖

掘，从模糊的经验分析到精确的数据分析，从背

景信息提供到解决方案提供的转型。在具体应用

方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所从原始数据到智慧

产品的产出及其应用，构建了以实验动物大数据

为例的科技情报服务模型。这个模型较好地纳入

了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模式，实现了数据的交

互，即通过数据的实时收集、存储，进一步对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挖掘，转化为信息，凝练升

华为智慧产品，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25]。

（2）智慧工具运用的服务模式创新

用户画像是对用户的需求进行探测的工具。

王益成等 [26]通过调研用户的结构和需求变化，提

出对科技情报用户动态画像分层架构的思想，构

建了以用户动态画像为基础的科技情报服务推荐

模型。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王益成等 [27]面向情报

3.0 时代科技情报用户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

的需求，通过深入挖掘科技情报用户在不同情境

下的需求偏好以及搜索行为习惯，构建了科技情

报用户画像模型，实现对不同场景的科技情报用

户进行个性化服务推送。为应对科技情报机构转

型升级趋势，提供科技情报机构向智慧服务模式

转型思路，王益成等 [28]进一步从“数据驱动”视

角切入，实现智慧感知用户需求，并利用智能技

术分析获取情报以实现场景化服务推送。这类研

究实现了科技情报场景化服务新理念，也为情报

3.0 时代科技情报个性化服务研究奠定了理论和

实践的基础。

（3）应用技术驱动的服务模式创新

应用技术驱动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是将相关技术推广应用于科技情报服务中，探索

提升服务时效性、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的技术方

案。如将网络挖掘技术应用于科技情报个性化服

务，通过发现用户的潜在需求进行主动的信息

推送服务 [29]。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也能够成为

科技情报系统平台服务的延伸和价值提升。基于

机器学习技术不断发展掀起的问答系统的研究

热潮，也为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创新提供新的思

路。专门针对专利计量情报问答系统展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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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 [30]，对加快科技情报机构服务效率、提升

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为这个系统的

技术方案在其他文献类型科技情报问答系统中的

应用提供了基础范例。此外，也有学者运用本体

技术，提出以本体数据为基础构建科技情报用户

行为模型的方法，整体方案需要从本体数据库构

建、用户偏好与需求挖掘以及智慧服务推送 3 个

方面实现 [31]。

总的来看，这些模式的创新研究能够较好地

顺应大数据环境变化带来的需求提升，优化科技

情报机构的服务水平，但在对用户需求的精细化

挖掘和精准适配机制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目

前，对于实现精准化的情报内容与用户需求匹

配以及用户体验提升等问题尚未解决。以用户

画像、场景化推送等智慧辅助工具展开需求对接

的主动服务，还需依靠先进技术开展协同应用研

究，并基于实践进行探索和改进，逐步形成智慧

情报服务体系。

2.4 服务平台建设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各类型科技情报

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是新时期科技情报服务由

资源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再向智慧服务迈进的

必然要求，也是科技情报服务机构提升决策服务

能力、满足智库化转型的必然要求。相关研究最

初为推动科技资源综合利用、共享与合作，建立

起科技情报共享服务平台 [32]。大数据背景产生了

对知识服务平台的新需求，这种类型的平台以科

技大数据为核心，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与人工智能

技术，通过知识图谱、精准服务与智能情报三大

知识引擎的支撑，能够实现与主题相关知识的智

能聚合，提供包括精准检索、开放学术交流、智

能推送、科技大数据可视化全景观测等服务 [33]。

但受技术限制因素的影响，构建的智能知识服务

平台还需在智能性与精准性上进行提升。此外，

科技情报服务在经历向智慧服务阶段迈进的过程

中也产生了广泛应用智慧化信息技术构建高端交

流平台的研究构想 [34]。作为一个智慧服务平台，

其建设需要以智慧服务为目标，形成情报智慧服

务的体系架构。

在科技情报服务平台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王

良煕 [35]认为科技情报机构有必要构建涉及多学

科、多种技术交叉应用的应急科技情报服务平

台，以解决决策服务时效性问题。这个平台涉及

多源异构数据采集、数据清洗、知识抽取、知识

推理、知识库构建、容器化技术、数据可视化、

融媒体技术应用和数据安全等关键技术，具有及

时性、全面性、准确性、跨界启示性等特点。还

有学者为提高企业对知识的获取、发现、挖掘和

利用能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和Web服务技

术，设计了面向企业的知识服务云平台 [36]。

2.5 服务能力保障

“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对以知识集成和

智能服务为核心的科技情报服务能力构建提出了

新的要求。吴晨生等 [37]根据情报 3.0 时代的主要

特征，面向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提出了以

“情报即服务”为核心理念的协同服务能力、智

能计算能力、预测预警能力、平行控制能力；李

辉等 [1]从工程技术视角切入研究，构建包括情报

资源保障能力、情报交互能力、情报分析判断

能力和情报协同能力的科技情报服务能力 4 层

RIAC结构模型，以促进提升科技情报机构未来

发展的竞争优势。

结合上述各主题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以用

户需求为出发点的科技情报服务还应具备以下能

力：实现服务需求精准对接的专业化服务能力、

实现场景化推送的个性化服务能力、实现智慧信

息技术应用结合的智慧服务能力等。此外，科技

情报服务能力作为科技情报机构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通过服务能力的评价来衡量服务活动的

效果，有利于服务主体认清自身服务现状及服务

能力的差距，并结合一系列量化方法构建科技情

报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量化服务能力提供

科学依据 [38]。

2.6 服务体系构建

科技情报服务体系构建的研究也引起学者的

广泛关注。针对各类科技情报机构仅依靠提升自

身的力量难以带动区域发展的问题，刘小琳 [39]提

出了构建区域科技情报服务体系。基于动态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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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互创新模式的理论，刘如等 [40]提出创新科技

情报服务体系，构建了标准化情报生产线。面向

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钱虹 [41]对用户需求进行分

层，形成不同类型的情报服务产品，进一步构建

了资源服务一体化的科技情报服务体系。为满足

区域科技创新智库建设需要，王良熙 [42]构建了的

三台架构式科技情报服务平台体系，这个体系设

计思路没有采用传统以技术为核心的框架，而是

突出了互联网思维下的服务创新，充分发挥了科

技情报服务的作用。

从上述研究成果能够看出，科技情报服务体

系不断丰富、具体，学者们面向不同领域，运用

多元理论作为指导，且更加关注用户的需求。而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势必促进情报生

产体系的进一步升级。具体表现在构建智能化

情报工具体系和组建先进的情报生产组织及分工

模式两个方面 [8]。因此，在此基础上构建情报服

务体系的研究不断优化发展，将解决更为复杂的

问题。

3 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研究展望

通过主题内容和主题之间关系的梳理，可以

发现未来研究值得探讨的议题。首先，在创新发

展的新形势下，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前提的科技情

报服务需要及时把握需求动向，不断拓展服务对

象的边界。其次，在科技情报服务过程中，结合

主体机构的发展情况和对情报能力的要求，开展

协同服务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服务平台作

为情报服务的渠道也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

向智慧服务迈进。最后，服务模式的创新也随着

技术的发展将资源保障与服务更好地融合，深入

到科技情报服务的全业务流程中，促进服务体系

的优化。

3.1 创新驱动战略下服务对象及需求拓展

情报需求既是科技情报服务工作的起点又贯

穿于科技情报服务的全过程，通过需求的对接，

能够为精准服务奠定基础。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

形势下，各行各业的科技情报需求都在不断增加，

政府在制定某一行业的政策中需要对相关情报信

息进行精准把握，通过科学决策为企业注入创新

活力。同时，企业也需要更加关注行业的创新发

展趋势，借助情报服务的力量提升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此外，对不同学科背景科研人员的情报需

求展开调查研究，能够针对不同的学科专业提供

差异化的服务，实现服务和需求的精准对接。

基于此，本文认为可在以下方面深入开展相

关研究：面向不同行业并细化专业领域展开科技

情报需求的差异化研究，以推动整个行业及领域

的情报服务创新；面向开源情报环境下的科技信

息资源 [43]，探寻不同层次用户以及不同领域、不

同任务类型的科技情报诉求，以提升情报的感知

应对能力。

3.2 区域发展环境下资源整合与服务协同

从各类科技情报服务主体发展路径以及新

形势下对情报服务能力的要求来看，研究趋向于

要求各服务主体从发展定位、资源服务、人才建

设等方面提升服务能力，并开展协同服务满足科

技情报服务精准化、专业化、高效化的需求，以

此为区域的科技创新提供服务。在区域发展环境

下，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不断兴起，针对产业发

展的情报服务需求也日益旺盛。

结合各类科技情报服务主体资源、技术和

人才方面的优势，本文认为应有效整合和利用科

技资源，展开协同服务，形成面向区域科技创新

需求的服务链。具体包括多元主体协同、各级科

技情报机构合作共享等一系列的服务模式。如

科技情报机构可通过构建区域科技智库联盟、行

业信息联盟，拓展信息渠道，并发挥区域内各级

各地情报机构的学科及人才优势，推动服务能力

创新。此外，可以将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为思

路，展开应用效能的研究，加速资源整合与协同

服务的落地应用。

3.3 智慧服务能力支撑高端交流平台建设

本文总结科技情报服务平台建设的研究成

果，由资源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再向智慧服务

迈进。我国科技情报机构一直以来都作为提供科

研论文和科技信息资源及服务的重要支撑力量，

通过搭建科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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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信息资源及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并不断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

转化。而构建高端交流平台是“十四五”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任

务之一，较一般意义上的平台，其具有更高的定

位和更丰富的内涵特征 [44]。

目前，我国已经在不同层级的科技情报机构

中形成了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交流平台，构建国

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也为科技

情报机构平台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托大数据

环境开展的科技情报服务，从服务内容和服务模

式方面不断革新，智能技术的成熟也为科技情报

向智慧服务转变带来了新方法。相关研究可以此

为方向，从情报智慧服务理论研究出发，关注情

报智慧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框架体系，加速推进我

国高水平、高质量的高端交流平台落地应用。

3.4 信息技术发展赋能科技情报服务创新

根据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及体系构建的研究

成果，可以看出其主要面向用户需求不断进行创

新，通过智慧信息技术的具体运用，深入提升服

务的专业化、个性化。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服务平台等领域技术的发展，用户需求

不断进化，科技情报服务正在向提供“综合数字

资源”服务的方向发展演变。以用户为中心的思

想激发了用户的潜在需求，在核心资源优势、场

景化服务和用户智能化服务方面加强创新是新时

期科技情报服务的主要方向 [45]。此外，科技情

报服务的创新模式还可以随着多源异构的数据融

合技术、用户画像及需求探测技术、新型计算技

术、知识体系技术等各类大数据情报分析技术 [46]

的快速发展，进行优化提升。

基于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向展开进一

步研究。首先，资源保障是开展科技情报服务的

基础，应加强资源集成与聚合和推动资源开放获

取与协作的科技情报资源保障体系 [47]的应用研

究。其次，关注大数据技术的分析方法，建立资

源和用户之间的联系，进而深入到科技情报服务

的全过程，扩展科技情报服务链，进行全流程一

体化服务模式的创新，强调全程参与并支持整个

业务过程。5G无线通信技术的运用也能够更加高

效地融合多源数字资源，对用户信息行为进行智

能化分析，提升服务的时效性，并且可以进一步

优化及拓展智慧服务模式。与此同时，元宇宙时

代的到来也为革新科技情报服务模式提供契机，

利用元宇宙虚实结合沉浸式体验、用户生产和编

辑内容、新技术的整合、完整的社会体系和社交

网络等特点，在形成虚实相融的服务场景、推动

数字资源整合、形成互联互通、高效有序的科技

情报泛在服务体系等方面展开研究，更好地实现

融通与开放合作，增加用户黏性，实现个性化的

智慧服务。此外，人工智能的飞跃发展也驱动了

科技情报的数据库建设，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开源

情报，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情报分

析效率，促进情报的检索、分析以及成果展示。

如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

了较高的内容输出质量和内容覆盖维度，未来科

技情报服务所形成的各类报告也将实现人工智能

的自动生成。

4 研究结论

本文对我国科技情报服务的相关文献进行内

容梳理，按照服务对象需求、服务主体发展、服

务模式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服务能力保障以及

服务体系构建进行主题划分，回顾各主题的研究

内容，进而根据各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整

合框架，并探讨了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发

现：①科技情报服务于创新的需求凸显，各类服

务对象的需求也以创新作为基础并面向现代化

发展逐步转向决策支撑。大数据环境使科技情报

机构的资源优势弱化，智库化建设为其提供新的

发展契机，因此有必要开展多主体资源与服务的

协同。②服务形式的创新发展主要依托技术革新

服务模式和优化系统平台来实现，并不断形成完

善的服务体系，但与需求精准适配机制的研究还

有待进一步深入。③在研究方法上，以理论分析

研究居多，也有一些案例研究，但实证研究较为

缺乏。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①研究方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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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主要通过文献调研法回顾相关研究主题

及内容，未结合相应的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后

续研究可采取更科学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

索。②研究样本不够全面。搜集的文献均来源于

中国知网（CNKI），并未关注到国外数据库的相

关文献，因此未来研究可面向国内外研究差距进

行比较，开展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③研究主

题的归纳与分析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片面性。在

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还有一些议题值得持续关注

与探讨。比如面向预测性科技情报服务，对科技

情报机构决策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进行跟踪、比较

和评估，预测可能产生的效果及影响，并把握发

展趋势及动向。此外，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科

技情报机构还需思考如何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科技情报服务

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充分发挥人才在科技情

报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科技情报服务研究是一项重要且颇具

挑战性的工程，未来的研究还需聚焦于具体问题

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不断完善科技情报服务体

系，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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