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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新质生产力是数智背景下生产力发展的最新形态，探讨知识服务与其双向赋能的机制与实践路径，对

于发挥数据要素新价值、数智技术新动能、智能服务新范式的效用，促进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提升知识服务，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方法 / 过程]本研究以总结知识服务发展历程和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新阐释为基础，通过剖析知识服务与

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内在关联、外在表现，构建出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赋能机制，并提出双向赋能路径。[结果 /结

论]“要素重组是重要抓手、科技创新是关键举措、优质服务是终极目标”成为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内在关联；

知识服务通过助力科学研究加速科技创新，优化跨学科跨领域知识关联与挖掘开辟新赛道，助力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孕育新

业态，培育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通过化解资源潜在价值挖掘受限困境、技术模型算法依赖困境、人才数量与质量欠佳困境

和增加需求、增长点与竞争优势驱动知识服务发展，提升知识服务。最后，通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数据要素为核心，以

技术创新为关键，以应用场景为抓手，把握新质增长引擎，压实智能驱动底座，夯实融合应用基础，落实双向赋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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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类文明向上攀升的过程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革

新与重塑袁 蒸汽机尧 电力尧 信息技术的出现都通过重

塑生产力相继引发了工业革命袁 每一次都彻底改变人

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遥 当前袁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袁 习近平总书

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 野新质生产力冶 这一概

念袁 强调要 野积极培育新能源尧 新材料尧 先进制造尧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袁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袁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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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冶 [2]遥 正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推进[3]袁 新质生产力切中肯綮袁 一经提出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袁 研究成果涌现遥 研究者从理论逻

辑尧 内涵特征尧 价值意义等视角袁 对新质生产力的产

生缘由尧 赋能作用等进行了充分阐释[4-6]曰 同时袁 教育

学尧 水利工程学科尧 经济学科等也开展了新质生产力

理解尧 阐释与应用的相关探索[3,7,8]曰 这反映出新质生产

力已形成相关的学术场域袁 并仍在发展壮大中遥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认为应从 AI4S 范式下加强 AI

赋能袁 以摆脱 野低质生产力陷阱冶袁 产生知识服务的新

质生产力曰 并从产业视角对本学科如何加快助力新质

生产力形成进行了探索[9]袁 明确文献情报领域在新质生

产力的学术场域及其发展历程中应承担的使命遥 但整

体而言袁 探讨在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下知识服务工作的

相关研究较少袁 不少关键问题仍待探索遥 鉴于此袁 本

研究旨在立足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及知识服务在其

视角下的具体呈现袁 探讨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的双

向赋能机制袁 并探寻可行路径袁 为助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发挥来自文献情报领域的专业力量并在其中实现自

身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遥

1 知识服务及其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

的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袁
对 野新质生产力冶 定义作出系统性阐述袁 野新质生产

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袁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尧 生产

力发展路径袁 具有高科技尧 高效能尧 高质量特征袁 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遥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

破尧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尧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袁
以劳动者尧 劳动资料尧 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为基本内涵袁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袁
特点是创新袁 关键在质优袁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冶 [10]遥
这段阐释对于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尧 催生途径尧
重要内涵和核心标志给出了明确的方向指引遥 生产力

包括劳动者尧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袁 新质生产

力的 野新冶 体现在 野高素质冶 的劳动者尧 野新质料冶
的劳动资料和 野新形态冶 的劳动对象[11,12]遥
1.1 知识服务的发展演化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带来了知识的爆炸式增长袁 也

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尧 传播和利用袁 催生了新的知识观遥
传统知识观的特点是分科化的尧 文本固化的尧 知识生

产周期长且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智慧曰 野互联网 +冶
时代知识的特点发生了变化袁 具有海量尧 动态尧 境域

化尧 综合性等特征[13]袁 凝聚全部人类智慧且具有强进

化力[3]遥 知识服务作为以知识生产利用为中心的信息服

务模式袁 为了回应外部技术尧 业态等环境与模式改变

所带来的新需求与挑战袁 在劳动者尧 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层面不断发生着改变 渊表 1冤遥
渊1冤 以人为核心阶段遥 在学科馆员作为主要核心

的阶段袁 机构馆藏的资源布局是知识服务的基础袁 学

科馆员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建立用户和信息资源的桥

梁遥 学科馆员作为知识服务的提供者和主导者袁 在信

息管理流程的初期根据用户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袁 针

对性地筛选尧 采集尧 加工尧 组织文献资源袁 完成信息

资源的建设工作遥 用户以学科馆员对信息内容的标引

结果为对象袁 以信息组织的不同维度为途径获取所需

的知识服务袁 例如用户依据主题法或分类法的方式检

索并利用信息资源遥 这一阶段知识服务的特点是袁 知

识服务的劳动者以学科馆员为主袁 劳动资料主要是计

算机系统尧 主题词表等基础工具与设备袁 劳动对象以

发展阶段 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以人为核心阶段 学科馆员 计算机系统、主题词表等 馆藏文献资料 

以系统为核心阶段 学科馆员、系统架构师等 网络平台、在线数据库等 在线数据库、网络资料 

以智能为核心阶段 数据分析师、知识服务顾问等 人工智能技术、5G 通信技术、遥感设备等 大数据、语料库、知识库、知识图谱 

 

表 1 知识服务劳动三要素发展演变表

Table 1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three work elements of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赵瑞雪，李 甜，关陟昊，鲜国建，寇远涛，孙 坦

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机制与实践路径

5



2024年第 36卷第 2期

馆藏的实体 渊及其电子化版本冤 文献资源为主遥
渊2冤 以系统为核心阶段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

发展袁 信息资源的获取与传递变得更加便捷遥 图书情

报机构开始在线数据库尧 平台的建设袁 知识服务对人

渊馆员冤 的依赖逐渐向系统转移袁 网络数据库尧 计算机

系统尧 线上平台日渐成为知识服务的主要阵地袁 用户

利用搜索引擎尧 在线数据库等网络工具主动获取知识

服务遥 以系统为核心的知识服务阶段袁 信息资源的数

字化尧 服务方式的网络化和用户参与的互动化成为重

要特点遥 知识服务的劳动者除馆员外袁 系统架构尧 平

台建设方面的人才急剧增加曰 电子馆藏尧 在线期刊和

数据库等信息机构的数字化资源成为主体袁 文献资源

以及数据库的共享和合作成为主流袁 知识服务的劳动

对象数字化尧 虚拟化等非物质形态趋势增强曰 劳动资

料也在计算机系统尧 主题词表等工具与设备的基础上袁
实现了向网络平台尧 在线数据库等新介质的扩展遥

渊3冤 以智能为核心阶段遥 在 野数智冶 时代袁 数字

化资源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相结合袁 AI4S 第五科研范

式等新趋势共同催生知识服务的智能化阶段遥 这一阶

段的知识服务以智能技术为核心袁 云端存储技术让海

量尧 异构尧 多来源和多模态的大数据成为新的管理对

象袁 知识服务的劳动对象向非物质形态转变遥 知识服

务的劳动资料以智能化尧 数字化的技术和装备为主袁
例如分布式计算方法显著提高信息处理效率袁 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袁 ChatGPT尧 Claude-3

等大模型能够以智能问答的形式精准分析用户的需求

场景并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遥 知识服务提供的产品

与服务袁 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智能化特征遥 知识服务的

劳动者从文献情报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袁 向具有复合

背景的数智化人才演变遥
1.2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知识服务的阐释

知识服务的主要任务已经从传统的 野信息提供冶
转变为 野知识创新冶袁 要求知识服务的提供者不仅要掌

握丰富的知识资源袁 还要具备强大的知识整合尧 创新

和运用能力袁 这正是当前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新要求遥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知识服务意味着要充

分利用新一代数智技术袁 深入挖掘和整合各类知识资

源袁 充分揭示数据尧 信息和知识的潜在价值袁 为用户

提供高质量尧 高效率的知识服务袁 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遥 因此袁 知识服务的知识对象尧 技术基础尧
服务 / 产品等要素也发生了重要改变遥

渊1冤 知识对象演变为多源海量跨模态细粒度语义

化组织的知识遥 早期的知识对象以文献资料尧 数据集

和数据库等实体化的内容对象为主遥 随着大语言模型尧
生成式 AI 等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生产力袁 数据要素

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袁 知识对象的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遥 多样化的知识对象以数字形式存在尧 存储尧 传

输和处理袁 知识对象也从传统的文献资料尧 结构化 / 非

结构化数据转换而来的知识袁 向多源异构的大数据知

识尧 跨学科跨领域的学科知识等转变袁 通过知识对象

及语义关系识别与抽取尧 跨学科本体识别与构建等方

法与手段袁 知识服务的知识向以动态知识数据库 / 知识

库 / 语料库 / 知识图谱等多源尧 海量尧 跨模态尧 细粒度

语义化组织的知识转变遥
渊2冤 技术基础以 AI 驱动为主遥 在传统知识服务阶

段袁 主要利用数据库尧 计算机系统等计算机设备和工

具遥 进入知识服务智能阶段以后袁 出现了物联网技术尧
5G 通信技术尧 人工智能等技术与装备袁 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遥 其中袁 以深度学习尧 神经网络尧 大语言模型尧
ChatGPT尧 生成式人工智能等 AI 技术与 AI 工具形成

主要技术驱动力量袁 其强大的理解和生成能力尧 广泛

的知识覆盖能力尧 更强的交互能力为知识服务奠定了

广泛的技术基础遥 借助数字化尧 智能化设备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进步袁 知识服务突破有形的实体的装备与工

具的限制袁 向虚实交织尧 数实融合的方向发展袁 野大
数据 + 大算力 + 大算法冶 融合驱动成为典型特征遥

渊3冤 服务 / 产品以创新和优质为特征遥 知识服务基

于多源海量跨模态细粒度语义化组织的知识袁 依托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工具袁 构建并提供智能搜索 渊基
于 AI 的语义检索尧 基于 LLM 模型的问答式搜索等冤尧
多轮交互智能问答 渊ChatGPT尧 华知大模型知识问答

等冤尧 生成式内容服务 渊智能综述尧 论文阅读助手冤 等

新一代知识服务产品与服务[14]遥 基于资源与技术进行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4-0171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6



2024年第 36卷第 2期

产品 渊服务冤 形式与内容的创新袁 并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袁 成为其主要特征遥

2 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

内在机制

本研究首先探讨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赋

能的内在关联袁 以说明为何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可

以双向赋能曰 进而分析知识服务如何催生新质力袁 以

及新质生产力如何通过化解知识服务的发展困境来驱

动并提升知识服务袁 具体阐述二者双向赋能的表现

渊图 1冤遥
2.1 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赋能的内

在关联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

基本内涵袁 特点是创新袁 关键在质优遥 知识服务以生

产力三要素的数智化发展为起点不断转型升级袁 创新

与质优是其两大着力点遥 这亦构成知识服务与新质生

产力双向赋能的内在关联袁 二者在赋能基础尧 赋能过

程和赋能目标 3 个方面袁 通过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尧 科

技创新持续发力和优质服务不断升级产生碰撞和交织遥
渊1冤 要素重组是重要抓手遥 通过本研究对新质生

产力视角下知识服务三要素的分析不难发现袁 新一代

数智技术的发展对知识服务的劳动者尧 劳动资源和劳

动对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袁 野新材质冶 野新介质冶
野高素质冶 的生产要素不断涌现袁 数字化尧 智能化尧 虚

实交织融合成为主要发展趋势遥 劳动三要素作为生产

力的基本要素其数智化趋势与组合优化袁 为知识服务

的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遥 例如面向复杂情报服

务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新一代知识服务系统尧 中

国科学院的科技决策知识服务平台和 SpringerNature 的

Nature Navigator 服务等知识平台相继构建[15]遥 这些知

识服务平台在对海量的资源尧 先进的技术与工具和优

质的人员队伍进行优化组合的基础上袁 提供全新的知

识服务范式尧 功能与产品遥
渊2冤 科技创新是关键举措遥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

创新为特点袁 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尧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图 1 新质生产力与知识服务双向赋能机制

Fig.1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between knowledge servi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要素重组是重要抓手：海量的资源、先进的技术与

工具和优质的人员队伍进行优化组合

科技创新是关键举措：技术、要素、产业的综合创

新促进自身转型升级

优质服务是终极目标：提升感知精准性、需求匹配

性和产品丰富性

新质生产力

• “高素质”劳动者
• “新质料”劳动资料
• “新形态”劳动对象

内在

外在表现2

外在表现1

知识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提升知识服务

• 改善资源潜力发挥受限困境
• 改善模型算法依赖的技术困境
• 改善人才质与量欠佳困境

• 助力科学研究加速科技创新
• 优化跨学科知识关联开辟新赛道
• 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孕育新业态

关联

知识服务

• 知识对象：多源、海量、跨模
态、细粒度、语义化的知识

• 技术基础:数字化、智能化设
备+人工智能技术

• 知识产品:以创新和优质服务
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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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尧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遥 当前数据化生产要素

背景下袁 知识服务及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以创新为

重要特点遥 知识服务通过对新一代数智技术 渊如 5G 技

术尧 物联网技术尧 AIGC尧 大语言模型等冤 的创新应

用尧 产品与功能体系的创新 渊如智能问答尧 文本相似

性计算尧 阅读摘要尧 生成式综述冤 [16]等尧 应用场景

渊如智慧科研尧 智慧农业冤 的创新尧 服务模式 渊如智慧

知识服务尧 场景驱动尧 野大数据 + 微服务冶 等冤 的创

新袁 实现了与传统知识服务的重要分化遥 这与新质生

产力的创新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袁 意即是通过对技术尧
要素尧 产业等的综合创新袁 实现自身转型升级和迭代遥

渊3冤 优质服务是终极目标遥 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特征之一袁 关键在 野质优冶遥 知识服务是

通过文本挖掘尧 语义理解尧 知识增强等技术为用户

的特定需求提供支持决策和解决方案的过程袁 不断提

高需求感知的精准性尧 服务与需求的匹配性和知识产

品类型的丰富性袁 是知识服务发展的关键目标 [17]遥 而

上述内容正是体现知识服务 野质优冶 的重要内容遥 无

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知识服务袁 在实现质优这一

关键目标的过程中袁 都需要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

创新双重驱动来实现袁 这是二者双向赋能的另一重关

键关联遥
2.2 知识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表现

2023 年 12 月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袁 野要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袁 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

催生新产业尧 新模式尧 新动能袁 发展新质生产力冶 [18]遥
从知识服务发挥数据要素新价值尧 数智技术新动能尧
智能服务新范式效用的视角来看袁 其对于社会整体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遥
首先袁 知识服务助力科学研究加速科技创新袁 培

育新质生产力遥 科学研究是人类社会科技创新的重要

阵地袁 进入人工智能驱动的第五科研范式后袁 将 AI 技

术引入到科研工作全流程中袁 以人机协同的方式袁 对

自然与人在社会规律进行发现尧 揭示和运用[19]袁 成为

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方法遥 而知识服务智能化正是通

过对新一代数智技术与多源跨模态数据融合应用产生

的知识服务新模式袁 为用户尤其是科研用户提供更为

优质高效地发现知识尧 运用知识的工具尧 产品与服务袁
推动智能技术与科学研究的高度耦合袁 是将智能技术

引入科研工作流程的重要途径遥 而智能技术与科学研

究的耦合袁 有助于科研工作者更好地发现尧 理解尧 揭

示和运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知识与规律袁 推动科学发

现和创新[19]遥
其次袁 知识服务优化跨学科跨领域知识关联开辟

新赛道袁 培育新质生产力遥 一般颠覆性技术突破都源

于对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袁 实现对新技术的迭代袁 从

而开辟出新的赛道袁 推动技术和生产力向更高层次发

展[20]遥 智能化的知识服务通过问答式阅读尧 领域知识

关联尧 领域知识挖掘等典型技术与应用袁 在跨学科跨

领域知识的挖掘与关联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与无限潜

力遥 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知识挖掘与关联通过提供数据

挖掘尧 知识发现尧 决策支持等知识服务功能为助力新

技术迭代和开辟新赛道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遥
最后袁 知识服务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孕育新

业态袁 培育新质生产力遥 知识服务智能化是数字技术尧
智能技术与知识服务深度融合应用的新业态袁 基于对

生产信息的智能实时多源获取袁 通过对生产信息的智

能深度组织与处理袁 在生产决策全过程中提供多样化

的智能服务袁 服务产业的智能化改造与升级袁 助力产

业智能化转型袁 培育产业新业态遥 在产业新业态培育

过程中袁 转变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袁
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袁 重塑竞争优势袁 培育新质生产

力[21]遥
2.3 新质生产力提升知识服务的表现

新质生产力通过化解知识服务的困境袁 提升知识

服务遥 ①新质生产力通过改善资源潜力发挥受限的困

境袁 提升知识服务遥 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

发展袁 使得知识服务数据底座的资源类型尧 来源尧 数

量和模态特征被大大丰富袁 海量资源成为一把双刃剑袁
对如何有效发挥资源潜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新质生

产力为资源多维度价值的揭示尧 解锁尧 利用提供了技

术和场景支持袁 通过助力资源对象尧 服务需求尧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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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的挖掘与描述袁 缓解资源潜力发挥受限的困境袁
提升知识服务的深度遥 ②新质生产通过改善模型算法

依赖的技术困境袁 提升知识服务遥 新质生产力以颠覆

性技术为主要发力点袁 在更高的技术水平尧 更好的技

术效能尧 更强的可持续能力方面持续发力遥 新质生产

力全面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袁 夯实自主技术体系的

技术底座遥 这些技术对于解决知识服务的模型算法依

赖尧 知识组织技术智能升级袁 息息相关遥 同时袁 新质

生产力还通过促进社会整体技术体系升级带来技术红

利袁 为知识服务开辟新的实践领域和应用场景袁 提升

知识服务的广度遥 ③新质生产通过改善人才质与量欠

佳困境袁 提升知识服务遥 新质生产力以高层次创新型

人才为基础袁 引发人才培养目标的更新袁 培育出具备

多种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尧 创新型尧 智能型和生态型

的数智人才[22]袁 从人才质量与数量上助力知识服务的

发展遥 对知识服务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院 一方

面袁 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高素质人才作为行业工作者参

与到知识服务工作中袁 有利于整体提升知识服务从业

者的整体水平袁 进而提升知识服务曰 另一方面袁 新质

生产力培育的高素质人才作为知识服务的主体用户袁
其整体素质的提升袁 尤其是信息素养尧 计算机素养等

数字素养的提升袁 可以更好地理解尧 利用尧 传播知识

服务袁 也有利于知识服务的良性发展遥
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知识服务发展袁 提升知识服

务遥 新质生产力既是新要素尧 新技术尧 新产业催生的

野新冶 野质冶 生产力袁 也是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尧
加速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新动能遥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

发展袁 战略要点在于技术突破性变革尧 社会要素配置

率的提高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袁 上述 3 个方面的持续

协同发力院 一方面袁 更需要向 野数据要知识冶 野向智

能要服务冶袁 各种形式的数字化数据形态 渊数据尧 信

息尧 知识尧 模型尧 规则等冤 在智能决策中的占比越来

越重袁 如何更好地形成数字决策力来推动尧 催生生产

力更新袁 从需求端倒逼知识服务发展曰 另一方面袁 也

能通过推动新技术的产生尧 新业态的更新等袁 为知识

服务提供新的赋能理念尧 赋能手段尧 赋能场景袁 以战

略引领尧 技术基础袁 作为空间为知识服务带来新的增

长点和竞争优势袁 推动知识服务发展遥

3 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

实践路径

本研究探讨的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

实践路径指的是袁 能更好地发挥知识服务促进新质生

产力的培育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知识服务的实践路径遥
3.1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袁 把握新质增长引擎

渊1冤 盯准市场需求数智化趋势遥 知识服务以数据尧
信息尧 知识相融合为基础袁 主要满足信息获取尧 方法 /

工具支持或解决方案三大类需求遥 在数智化背景下袁
这些需求发生了变化院 信息获取从传统的 野能查找可

获得冶 向要求实现 野跨模态获取尧 找得快查得准尧 获

取有价值高质量知识冶 等转变曰 方法 / 工具支持从提供

知识服务工具向跨领域复合工具转变袁 如从仅提供知

识服务相关的检索工具尧 查询工具向提供基于知识的

数据驱动的多领域复合性知识服务工具转变曰 解决方

案从模式化尧 统一化向要求定制化尧 场景化转变等遥
这些变化具有显著的多层次尧 智能化尧 参与式等趋势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袁 会进一步强化知识服务市场需求

变化的这一趋势遥 因此袁 应盯准知识服务市场需求数

智化这一趋势袁 以之为发展知识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方向遥
渊2冤 以 野创新 + 质优冶 回应市场需求遥 以盯准数

智化市场需求发展方向为起点袁 还应积极回应市场需

求袁 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袁 把握增长引擎遥 知识服

务需求的变化从微观上对数智化技术在知识服务资源

获取与组织尧 功能与服务构建等方面融合应用的深度

与广度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曰 宏观上对知识服务范式

革新尧 服务生态打造并与科学研究尧 经营生产等场景

关联互动的个性化尧 智能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这些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意味着对知识服务智能化转

型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 因此袁 知识服务通过创新

并提供更质优的服务与产品袁 实现高质量发展袁 以满

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袁 既是发展知识服务新质生产

赵瑞雪，李 甜，关陟昊，鲜国建，寇远涛，孙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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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要求也是其主要实现途径遥
3.2 以数据要素为核心袁 压实智能驱动基座

随着数字技术尧 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袁 在 野数据 +

算力 + 算法冶 塑造的世界中数据要素的价值进一步释

放袁 数据成为基础性生产要素遥 数据要素与其他传统

要素深度融合袁 创造新的生产力组合袁 形成新质生产

力遥 因此袁 应以数据要素为核心袁 通过数据治理与知

识组织袁 挖掘数据价值袁 释放数据潜能袁 构建驱动知

识服务及其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数据

基座遥
渊1冤 聚焦数据治理袁 夯实数字底座遥 AI 驱动成为知

识服务的主要技术特征袁 数据是关键要素袁 ChatGPT尧
大语言模型等都以海量高质量数据与语料 野投喂冶 为

基础遥 数据作为底层关键要素袁 应面向支撑 AI 技术融

合应用进行融汇治理遥 首先袁 制定数据治理的统一标

准和技术规范袁 支撑多源异构数据汇聚和互操作遥 其

次袁 打通并建立涵盖数据全流程的一体化技术体系袁
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管控和治理平台袁 提高数

据的及时性尧 准确性和完整性遥 通过数据治理袁 解决

数据不足尧 数据噪声和数据偏差等问题袁 为夯实知识

服务数字底座构建覆盖文本尧 音频尧 视频尧 图像等的

跨模态高质量数据集[23]遥 同时袁 大语言模型尧 ChatGPT

为知识服务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新机遇袁 构

建高质量的预训练数据集和优化训练数据集等袁 也成

为数据治理的重要目标遥
渊2冤 强化知识组织袁 赋能数据增值遥 实现知识服

务智能化并发展其新质生产力袁 还应在数据治理的基

础上进一步强化知识组织袁 突破传统知识组织数据来

源局限于文本资源尧 组织对象停留于信息资源对象尧
抽取方式为手工抽取或半自动抽取的限制遥 新一代数

字技术与智能技术与知识组织的深度融合应用袁 如神

经网络尧 机器学习尧 大语言模型等技术的应用袁 实现

细粒度知识自动抽取与组织尧 多模态资源多维深度关

联挖掘与可视化分析尧 知识实体与关系自动提取算法

模型构建等遥 通过强化知识智能组织袁 进一步推动数

据要素与大模型等新一代技术的融合应用袁 拓展数据

要素与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关联互动的深度袁 在数据

要素可持续深度利用中释放潜能袁 实现数据增值遥
3.3 以技术创新为关键袁 夯实融合应用基础

技术创新是推动知识服务功能与服务创新尧 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遥 知识服务技术尧 方法尧 工具的创

新袁 不仅能促进知识服务功能与产品的丰富完善袁 甚至

推动知识服务范式的革新遥 从 Web1.0 兴起到 Web2.0 时

代袁 并进入 Web3.0 为例袁 内容生产从 PGC 渊Profes-

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冤 模式到 UGC 渊User Generated

Content冤 模式袁 发展至如今的 AIGC 渊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Generated Content冤 模式袁 知识服务从内容尧 手

段到模式都发生了重要改变[24]遥
渊1冤 AI 赋能转型升级袁 推进技术创新遥 知识服务

以技术创新为关键发展新质生产力袁 应基于最新的人

工智能技术积极创新知识服务关键技术遥 因为袁 传统

信息技术增强 DIKW 模型中数据与信息环节袁 而人工

智能技术强化知识与智慧环节袁 贯通数据尧 信息尧 知

识和智慧的链接袁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知识服务袁
实现从浅层服务向深层服务尧 通用服务向精确服务尧
数字化服务向智能化服务的转变 [25]遥 加强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中如机器学习尧 自然语言处理尧 深度学习尧 大

模型等典型技术对知识服务数据汇聚管理尧 资源体系

建设尧 知识融合利用尧 知识关联和知识增强等关键环

节与关键技术的创新升级遥
渊2冤 建设数字基础设施袁 保障技术创新遥 AI 赋能

技术转型升级袁 对高效尧 可靠的网络尧 计算和处理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推进科技创新袁 需要加快新一

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袁 从算力尧 模型尧 数据尧 工具尧
平台等角度全方位保障数据尧 算法尧 算力三大基础要

素一体化推进[26]袁 保证算法尧 算力等在知识服务技术

创新升级中的有效供给袁 为 AI 赋能知识服务技术创新

升级提供保障遥
3.4 以应用场景为抓手袁 落实双向赋能机制

以 ChatGPT 为典型应用的大语言模型技术尧 以知

识推理为典型应用的知识发现技术等新一代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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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袁 不仅在知识服务的传统场景如查询问答尧 态势

感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袁 还催生了新的应用场景袁 如

ChatGPT 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提供文本创作等生成式内

容服务功能遥 知识服务发展要通过智能化转型升级实

现创新与优质服务袁 这就要求以应用场景为抓手袁 应

用 AI 技术对传统应用场景赋能袁 强化 AI 技术对新兴

应用场景的催生与助力袁 落实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

双向赋能机制遥
渊1冤 面向优质服务袁 赋能传统应用场景遥 知识服

务应以提高知识服务质量为目标袁 加强新一代数智技

术对传统应用场景的赋能遥 通过大语言模型尧 语义知

识图谱尧 机器学习尧 领域知识挖掘等技术袁 赋能知识

服务传统的检索尧 问答尧 阅读等应用场景袁 提高其服

务质量遥 以检索场景为例袁 通过 AI 技术的赋能袁 可以

实现集搜索尧 问答和内容生成一体化的智能检索遥 目

前袁 出现了 Google 基于知识图谱的检索尧 Semantic

Scholar 基于 AI 的语义检索尧 scite.ai 基于 LLM 模型的

问答式搜索等传统检索在 AI 赋能下的转型升级遥
渊2冤 面向创新服务袁 催生新兴应用场景遥 随着数

智技术与知识服务融合应用的发展袁 知识服务应通过

创新服务思路尧 手段等袁 创新与强化数智技术应用袁
催生并培育新兴应用场景遥 新一代数智技术袁 尤其是

预训练大模型尧 深度学习等技术袁 在模式识别和特征

提取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超越人类的理性推理能力袁
通过支撑查询循证尧 态势感知尧 推理预测尧 生成启示

等功能[14]袁 在催生和培育新兴应用场景方面具有极大

的潜力遥 以科学研究为例袁 在生命医学领域袁 深度学

习技术与领域知识多元表示的融合应用袁 已经催生了

知识服务支持科学研究预测的新兴场景遥 譬如袁 Deep-

Mind 构建了蛋白质结构预测系统 Alpha Fold2袁 可以根

据输入的一维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袁 通

过 AI 的方式改变了蛋白折叠的技术路线[27]遥 上述应用

说明知识服务通过 AI 加持袁 将对科学研究进行文献尧
数据尧 工具支持的浅层次应用场景突破至嵌入科学研

究流程设计与结果实现的深层次应用场景中遥 知识服

务在 AI4S 的研究范式下袁 通过创新服务成功实现了应

用场景的创新与拓展袁 为其在 AI4S 研究范式下注入了

全新的发展活力遥 这一发展思路亦可以迁延至其他领

域与场景袁 通过创新与强化数智技术应用袁 催生并培

育知识服务的新兴应用场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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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latest pattern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ata-driven intelligenc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way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of knowledge servi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new quality of

data elements, new power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new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service, so a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mprove knowledge servic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knowledge service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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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nd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of knowledge service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constructs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knowledge service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and proposes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path. [Results/Conclusions] "Factor reorganiz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quality

service" has becom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ervi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Data factor as the core

production factor,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s the key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ce-driven new business forms and new

models as the common carrier,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cultivat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hree

important ways: acceler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ening up new ways and creating new business for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and improves the service by solving the resource

dilemma, technology dilemma and talent dilemma, and creat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is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After clarifying the

empowerment basi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two kinds of

empowerment should be realiz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 Taking the market demand as the guide by mining new value and

responding to new demand, and grasping the new quality growth engine; b) Taking data elements as the center, the compacting

intelligent driving base is realized by building the data element empowermen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lement

utilization; c) Tak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key way by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of key elements and creating fusion application

scenario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fusion application; d) Star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is put into practice in various fiel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 empowerment mechanism; data-drive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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