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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平台资源共享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

要要要以贵州省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平台为例

文 雯袁 刘 斌袁 赵金国

（贵州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贵阳 550004）

摘 要院 [目的/意义]科技文献平台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六大子平台之一,旨在为国家及地方开展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基础保障。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科技文献资源平台建设如何

能更好发挥其支撑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共建共享长远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以贵

州省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平台为案例，研究其建设与服务过程中的经验及问题，以期为欠发达地区建设科技文

献平台、探索服务模式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过程]通过案例研究法，全面整理贵州省“三级”服务体系运行

以来，平台用户数、访问量、下载量等相关数据及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平台建设经验及开展文献服务

中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针对文献服务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新时代背景下欠发达地区科技文献服务平台发

展特点，提出平台建设应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的便捷性，服务范围应与当地重点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相融合，维护应

加强运行推广体系建设和制度保障，以此推动科技文献创新服务模式，为辅助决策参考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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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科技文献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战略性信息资源袁
在科技创新服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1]遥 2004

年袁 叶2004要2010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曳
的出台袁 开启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工作遥 作

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六大平台之一袁 科技

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渊以下简称 野科技文献平台冶冤 建设

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袁 各省 渊自治区尧 直辖市冤
陆续搭建了区域性科技文献平台[2]袁 经过十余年的探

索袁 这些平台较好地解决了购置分散尧 重复和资源利

用率不高等问题袁 成为政府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

载体尧 提升科技公共服务水平的有力抓手袁 为区域自

主创新体系提供了基础支撑袁 有利于推动区域创新能

力尧 尤其是基础科研能力的提升[3-8]遥 随着平台建设的

逐步推进袁 如何完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应用功能尧 服

务机制受到了广泛重视遥 近年来袁 国内很多研究者对

这些平台进行了研究袁 袁红军尧 张成亮尧 李云霞等研

究者均对国内 25 个以上省级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进

行调研袁 发现主要存在的问题为平台的加盟形式尧 服

务栏目设置缺失尧 服务服务方式各异尧 服务内容深度

不够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9-14]遥 尤其是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袁 移动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袁 人们

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尧 电脑等终端设备在百度等各

类搜索引擎及知识库中快捷方便地获取所需的各类信

息袁 野碎片式阅读冶 越来越普遍袁 这给从事信息服务

工作的图书情报机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15,16]遥
作为经济尧 文化相对落后的省份袁 滞后的发展格

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文献平台建设的投入袁 有限

的资金要得到合理的应用袁 需要深化科技资源共享袁
创新服务机制遥 本文以贵州省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

平台为例袁 探讨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袁 科技文献平台在

建设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袁 以期为中国科技文献服务袁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科技文献资源共享持续发展提供参

考借鉴遥

2 贵州省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平台

主要应用功能及特点

贵州省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平台 渊以下简称

野产业平台冶冤 是在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资源

case, this paper studies its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

ence for less developed areas to bui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explore the service

mode.[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the data and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users, visits and downloads of the platform since the operation of the "three-level" service system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formation service.[Results/Conclusion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 less devel-

oped areas under the current new era background,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nvenience of user experienc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e service scope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develop-

ment strategic planning of local key industries, and maintenanc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system and the system safeguard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make new breakthroughs for the reference for decision makers.

plat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docu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peration mechanism; service

mode;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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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袁 以服务贵州省科技创新尧 产业发展为导向袁
整合调整文献资源结构袁 采用云计算尧 元数据仓储尧
数据异构尧 知识组织尧 智能搜索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袁
在充分挖掘产业需求的基础上袁 围绕贵州省重点行业尧
特色产业袁 建设的包含节能环保尧 高端装备制造等

野战略性新兴产业冶袁 烟尧 酒尧 茶等 野5 张名片冶袁 以及

大数据产业等共计 22 个产业专题子平台的分布式科技

信息平台[17]遥 该平台两个主要的应用功能为 野一站式冶
的文献检索和带区域产业特色的专题数据库遥
2.1 本地镜像资源的跨库检索袁 实现文献资

源的 野一站式冶 检索

原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各个中外文资

源全文数据库 渊包括知网尧 维普尧 万方以及外刊资源

服务系统尧 FARS 等冤 彼此无法兼容袁 文献检索用户需

要反复的访问各个资源系统尧 反复的进行用户权限认

证尧 反复的进行文献检索和下载操作袁 才能得到所需

的原文资源遥
建设 野产业平台冶袁 首先对资源 渊主要是采购资

源尧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渊NSTL冤 等开放资源冤 进

行整合尧 关联袁 对于采购的数据库资源中已有的各类

元数据 渊如期刊论文尧 学位论文尧 会议论文尧 科技报

告尧 专利尧 标准尧 政策法规等冤袁 通过国际通用的元数

据规范进行数据转换尧 清洗和质量检查袁 实现对多源

异构科技信息资源元数据仓储的构建曰 对于数据库暂

时还未收集的文献数据基于 OAI 元数据收割协议袁 实

现对于远程 OAI 元数据收割支持袁 并提供批量数据导

入工具袁 支持元数据批量收割与在线更新曰 对于不能

运用 OAI 元数据收割协议的资源袁 采用 RMS 采集工

具进行网页抓取分析遥 然后袁 利用文本挖掘技术袁 以

学科尧 主题尧 人物尧 机构尧 基金等知识获取五要素进

行数据抽取和深度标引袁 形成中外文元数据仓储知识

库遥 平台的原文定位功能使用了 iSFX 技术与 DOI 号

直接原文定位的方式袁 两者互为补充遥 iSFX 技术是基

于 OpenURL 的一种代理检索方式袁 其可以模拟人工代

理检索的和获取原文的操作袁 从而从各个资源厂商系

统中获取到原文遥 程序会根据当前文献的标题袁 动态

的向 iSFX 提交检索请求袁 当 iSFX 检索到目标镜像有

这篇文章后袁 分析网页源文件袁 取出原文链接地址袁
并返回给平台系统遥 通过 DOI 号标志符 渊元数据仓储

中存储的各个文献资源的唯一标识符冤 找出各个资源

厂商该篇文章的摘要地址袁 并在服务器上访问该页面袁
在授权的情况下袁 系统就可以分析出原文链接袁 可在

服务器上下载该篇文章原文尧 最终推送给用户遥 原文

定位后袁 再以一站式学术搜索引擎为基础袁 实现全文

检索与跨库统一检索功能袁 支持对于字段限定检索尧
全部字段检索尧 聚类检索尧 中英文混合检索尧 相关检

索尧 相似检索等多种检索方式袁 检索用户只要完成一

次注册尧 认证后袁 即可在平台上定位到所需的原文资

源遥
2.2 建设贵州省重点行业尧 特色产业尧 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 22个专题数据库

围绕贵州省重点行业尧 特色产业尧 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需求袁 整合挖掘产业基础信息资源袁 在数据库

建设和完善的基础上袁 深度挖掘加工遥 从产业全局的

角度出发袁 通过实时监测产业竞争环境及其相关情报

要素进行收集尧 整理尧 加工分析袁 进一步整合文献资

源尧 互联网等资源遥 通过云计算尧 元数据仓储尧 数据

异构尧 知识组织尧 智能搜索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袁 按照

知识目录的领域划分袁 每个具体的知识目录领域下包

含一张主题词表袁 系统通过该词表与共享信息数据总

库对照袁 提取符合词表定义的各类信息与资源袁 建设

包含节能环保尧 高端装备制造等 野战略性新兴产业冶袁
烟尧 酒尧 茶等 野5 张名片冶袁 以及大数据产业等 22 个产

业专题数据库袁 实现对全省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知识服

务遥 22 个产业专题数据库包括行业要闻尧 省内新闻尧
产业政策尧 技术研发动态 渊专家尧 成果尧 机构冤尧 创新

报告尧 研究热点分析尧 相关专利尧 标准尧 法规等 8 个

功能模块遥 在此基础上另外生成一个平台首页袁 首页

将提取各个功能模块中重要的和最新的信息做集中展

示袁 方便用户浏览遥 此外袁 利用信息资源采集系统对

互联网和元数据库相关产业信息进行自动抓取袁 对平

台信息进行更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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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技文献资源 野三级冶 服务体系整体构架

Fig.1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three-level" service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3 贵州省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平台

共享架构及运行机制

3.1 组织领导架构

在原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袁 围

绕 野产业平台冶 建设袁 贵州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

贵州省各市 渊州冤 情报服务机构就 野促进地方科技信

息资源共享尧 服务市 渊州冤 产业发展冶 达成共识袁 充

分发挥全省基层科技情报体系的优势袁 组织搭建纵向

的共享服务架构院 贵州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作为

野产业平台冶 建设管理单位袁 依托市 渊州冤 科技情报所

渊生产力促进中心冤 建立 野产业平台冶 分中心 渊以下简

称 野分中心冶冤袁 并由 野分中心冶 根据实际情况在其行

政区域内进行布局袁 在下辖县 渊区冤 科技服务中心

渊科技办公室冤尧 园区尧 重点企业尧 科研院所等机构设

立尧 管理服务站袁 形成 野省平台 - 市 渊州冤 分中心 - 县

渊区尧 园区尧 重点企业尧 科研院所冤 服务站冶 上下联动

的 野三级冶 服务体系 渊图 1冤遥 此外袁 为进一步拓展科

技文献服务的覆盖面袁 在高新区尧 经开区尧 重点科研

院所尧 大型科技企业尧 产业孵化器等设立省直管服务

站袁 由省平台直接提供服务遥
为保证 野产业平台冶 建设的科学管理和有效运行袁

作为牵头单位袁 贵州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负责院 ①建

设管理 野产业平台冶曰 ②拟定平台相关管理制度和服务

规范袁 制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与目标曰 ③对分

中心的资源共享业务进行指导尧 协调袁 为其提供技术

支撑袁 开展文献资源检索尧 应用等业务培训曰 ④定期

组织召开分中心建设运行经验交流会等曰 ⑤评估和考

核运行绩效曰 ⑥争取省财政每年划拨一定的经费用于

科技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协调机构袁 确保共建活动正

常运转遥
3.2 衔接管理机制

在科技文献 野三级冶 服务体系建设中袁 各级的衔

接尧 协作是实现共享的重要环节遥 野分中心冶尧 直管服

务站作为 野省平台冶 和 野基层服务站冶 的枢纽袁 主要

是以 野产业平台冶 数据资源为基础袁 围绕服务市

渊州冤尧 县域经济的发展袁 负责市 渊州冤 文献资源服务

管理工作遥 其主要职责为院 ①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

和服务规范袁 并与平台服务管理体系接轨袁 形成职责

分明的二级管理模式曰 ②建立通畅快捷的服务渠道袁
为当地科研机构尧 企事业单位尧 政府部门熟悉尧 使用

平台资源提供便利曰 ③收集用户需求袁 提炼特色服务尧
专题定制服务曰 ④配合落实平台的各项推广工作袁 制

定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分中心宣传推广规划与策略曰
⑤根据情况设立并管理文献平台服务站点 渊园区尧 研

究院所等服务站点冤曰 ⑥定期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尧 用

户进行文献资源检索尧 使用培训遥
野基层服务站冶 作为直接面向用户的触角袁 其主要

职责为院 ①调研尧 收集用户需求袁 并按照管理决策尧
企业尧 科研对用户进行分类袁 整理尧 汇总形成书面报

告曰 ②定期收集用户反馈信息袁 整理汇总用户对 野产
业平台冶 的意见尧 建议并形成书面报告曰 ③指导用户

运用 野产业平台冶遥
3.3 体系运行机制

3.3.1 建立制度保障体系

为保证服务的规范尧 有序袁 制定成套的 野产业平

台冶 运行管理制度 渊包括 叶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

平台分中心管理办法曳 叶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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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分中心服务站筛选规范曳 叶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服

务平台市 渊州冤 分中心绩效考核指标曳 叶贵州省科技

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市 渊州冤 分中心分类定级评分表曳
等冤袁 明确省平台尧 分中心尧 服务站以及省直管服务站

各自的职责袁 对 野产业平台冶 的推广尧 运用做细化要

求袁 并对体系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遥
3.3.2 建立经费保障体系

科技文献共享机制运行的许多方面袁 如网络基础

维护尧 文献资源开发尧 人才队伍建设等袁 均是一个长

期的尧 需以持续的经费支持为基础的建设体系袁 特别

是文献资源建设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袁 因此政府财政

设立专项经费 渊科技基础条件与服务专项经费冤 支持袁
保障科技文献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18]遥 同时袁 通过文

献服务 渊如承担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初查要要要科技查

新尧 专利检索以及质量评估工作等冤 创收袁 可以弥补

科技文献建设经费的不足遥
3.3.3 培养人才资源体系

文献资源的共享 袁 不仅要建设 尧 开发具有特色的

数据库资源及有关软件产品袁 还要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尧
更具个性化的信息服务遥 因此袁 对资源建设尧 服务人

员提出更高要求遥 自 2014 年 野产业平台冶 建设以来袁
贵州省科技情报研究所通过强化培训 渊派出学习尧 参

加学术论坛等方式冤 以及对外开展业务培训袁 让人才

团队在学中干尧 干中学袁 有效提升人才团队的整体素

质袁 为科技文献建设尧 服务配备合格的人力资源遥
3.3.4 实施 野点面结合冶 培训模式

坚持服务体系建设与文献培训相结合袁 一边进行

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袁 一边围绕服务市 渊州冤尧 县域产业

发展袁 以 野基层服务站冶 为抓手袁 深入企业尧 科研院

所了解实际需求袁 有针对性的开展各类科技文献服务遥
野产业平台冶 建设以来袁 其专业服务团队分别赴各市

渊州冤 分中心尧 省直管服务站就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

平台资源及使用尧 专利信息与企业科技创新以及项目

申报等方面进行培训袁 累计培训 3 000 余人次遥 此外袁
为进一步扩宽 野平台冶 的覆盖范围袁 面向企业及个人袁
精准对焦尧 协同发力袁 助推 野大众创业尧 万众创新冶
热潮袁 2016 年开始袁 采取 野点面结合冶 的方式袁 一方

面袁 赴市 渊州冤 分中心开展集中式的面上培训会曰 另

一方面袁 发挥市 渊州冤 分中心的联动作用袁 充分了解

市 渊州冤 科研院所尧 重点企业等机构个性化的文献需

求袁 开展点对点的重点培训遥 培训工作与体系建设紧

密结合袁 体系的延伸和发展为培训工作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尧 发展平台用户袁 同时袁 通过对服务站和用户的

培训又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体系的功能和价值袁 达到

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遥 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文献平台的

用户数得到快速增长袁 文献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遥

4 实践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4.1 实践效果

野产业平台冶 和 野三级冶 服务体系的建成袁 实现了

科技文献全省全覆盖袁 在科技文献资源的共享与利用尧
发挥科技文献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上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遥
4.1.1 科技文献资源实现全省全覆盖

依托建成的 8 个市 渊州冤 分中心尧 9 个省直管服务

站尧 176 个分中心服务站袁 搭建了文献资源到基层的桥

梁和纽带袁 2015要2019 年间袁 平台服务用户新增近

5 000 个袁 平均增长率 40.87%曰 访问量 400 余万次袁
平均增长率 13.40%曰 下载量 150 余万次袁 平均增长率

30.64%袁 基本实现了科技文献资源全省全覆盖袁 在科

研项目申报尧 技术研发尧 成果鉴定尧 专利申请尧 制定

技术规程尧 标准等方面得到了较好的应用遥
4.1.2 丰富中小企业了解行业动态的资源

贵州省经济尧 文化较发达地区还较为落后袁 科学

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制约遥 在贵州省科技资源服

务网备案成功的省级科技型企业 13 000 余家袁 仅为全

省累计企业数的 1.71% 渊根据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渊知识产权局冤 叶贵州省市场主体统计报告 渊2020 年第

1 期冤曳 数据袁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袁 贵州省累计企

业数为 76.44 万家冤遥 尤其是分布在市 渊州冤 的中小企

业袁 多数是民营企业袁 甚至是作坊式的微型企业袁 规

模小尧 资金少袁 研发实力相对弱袁 靠的是自己不断尝

应用实践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0-0296

72



2021年第 33卷第 3期

试尧 摸索袁 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遥 通过培训让更多的

企业认识到科技文献的价值尧 了解科技文献平台的功

能尧 掌握其使用方法尧 查找到所属领域相关的文献资

料袁 及时了解行业的最新技术尧 成果尧 专利袁 避免重

复研究袁 节约时间尧 经费的同时袁 还可以找到合作伙

伴尧 相关专家尧 产品市场遥
4.1.3 服务站再服务袁 扩大平台受众面

通过科技文献宣传推广培训袁 不仅让服务站相关

技术人员清晰了用户开通流程袁 发挥 野二传手冶 功能袁
进行再宣传推广服务袁 并搜集企业用户注册单袁 及时

反映平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 使用户第一时间得

到全方位的服务曰 同时袁 产业平台的影响力得到提升袁
很多处于生产一线的企业也知道了平台的功能袁 并运

用平台资源探索企业发展新思路尧 辅助产品研发尧 了

解适合自身发展的营销策略等方面遥
4.1.4 开辟基层干部获取信息的新渠道

野三级冶 服务体系的运行过程中袁 通过调研了解

到袁 大多数基层干部了解产业信息尧 经济发展情况主

要是通过新闻尧 互联网等方式袁 缺乏一些有数据支撑

的研究类资源辅助决策遥 野三级冶 服务体系的建设和

文献培训工作的开展袁 让很多基层干部了解产业平台袁
并使用平台资源获取相关政策的深度解读及产业尧 行

业发展报告袁 为地区招商引资尧 科技规划等工作的提

供参考遥
4.2 存在的问题

随着平台和体系的运行袁 也发现还存在平台信息

资源利用不足尧 资源及服务较为单一等问题遥
4.2.1 平台信息资源利用程度不足

尽管在宣传推广上花了不少功夫袁 用户数尧 访问

量尧 下载量也大幅度提升袁 但是反映出来的也就是原

文服务居多袁 真正在信息资源的利用上袁 部分用户还

存在对科技文献的特点和价值缺乏认识曰 不能较好的

掌握科技文献检索知识袁 检索效果不高曰 检索到相关

科技文献后袁 不能对其进行分类整理袁 加工成对其研

发有价值的信息等问题袁 这些问题进而会降低平台对

用户的吸引力袁 限制平台的发展遥

4.2.2 平台资源及服务较为单一

平台的涵盖了国内主流的科技文献资源袁 但是国

外资源有限袁 暂不能满足一些科研用户对 SCI尧 EI尧
Medline尧 SciSearch尧 Inspec 等数据资源的需求遥 此外袁
传统单纯的科研论文和专利下载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技

术创新尧 产品换代的需求袁 如何综合利用包括政策尧
产业尧 市场等在内的多源数据的融合开展产业发展态

势的分析与预测尧 企业竞争情报尧 专利分析等袁 成为

用户需求的重要发展方向遥
4.2.3 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层次文献服务

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的用户主要分为三大类院
企业用户尧 科研用户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户袁 不同类型

的用户对平台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遥 结合平台资源使

用情况和培训尧 走访调研所获得的用户反馈院 企业用

户大多需要行业市场信息尧 相关政策支持尧 国内外相

关产品等资源袁 这一类信息具有实用性和时效性曰 科

研用户大多具备基础的检索技能尧 也能够对信息进行

加工袁 这一类信息专业性较强袁 具有全面性和针对性曰
行政事业单位用户在制定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时袁 往

往需要了解国内外相关政策的制定尧 实施等经验尧 做

法以及某些产业技术发展状况尧 经济信息尧 对未来进

行预测尧 研判的信息袁 具有范围广尧 内容新尧 可操作

性强的特点遥 而要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袁 不单纯依靠

平台资源就能解决袁 还需要专业的服务团队针对不同

的用户袁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19]遥

5 发展策略

中国的科技文献共享平台自建设以来袁 主要依靠

政府财政投入袁 一旦投入跟不上袁 平台就会陷入瘫痪

状态遥 不及时更新袁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 野僵尸平台冶遥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袁 科技文献平台的更

新换代面临极大的挑战遥 通过贵州产业创新科技文献

服务平台的建设及服务实践发现袁 较传统的科技文献

平台袁 产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平台在资源共享尧 服务

用户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 但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袁 文

献平台也要进行升级遥 围绕 野资源整合尧 功能便捷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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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服务尧 专家智库尧 文献服务人员冶 五要素袁 在产

业创新科技文献服务平台建设服务基础上袁 探索科技

文献平台持续发展策略遥
5.1 更强效的资源整合袁 更便捷的服务功能

时代在变袁 用户的需求也日新月异袁 但是资源建

设依旧是文献服务发展的根基袁 原文传递也还是其最

基本的服务方式遥 因此袁 资源建设尧 整合是当今科技

文献平台发展的大趋势袁 而编目工作则是资源整合的

重中之重 [20]遥 在产业平台 野一站式冶 检索的基础上袁
由具备专业知识的编目人员结合学科利用进行资源整

合袁 加强资源之间的关联度尧 兼容性袁 实现全资源的

统一检索袁 为用户提供更为迅速尧 更加有效便捷的查

询和使用功能遥 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袁 让用户更趋

向于使用移动终端袁 希望将海量文献信息装进口袋袁
希望能够得到网购一样便捷的文献服务[21]遥 平台的设

计可以简化用户注册流程袁 如关注微信公众号袁 注册

信息袁 生成二维码袁 即可享受平台资源共享服务曰 选

取能够反映用户关注度的技术指标袁 在平台功能设计

上对用户浏览记录尧 服务痕迹等进行分析袁 尽可能将

用户关注度量化呈现袁 主动推送行业发展动态曰 根据

用户的使用情况袁 自动对用户进行星级分类遥 对于星

级较高的用户袁 可以开放个人文献库权限袁 将其感兴趣

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袁 并做可视化分析袁 为用户关注的

领域未来发展尧 服务模式提供创新预测参考曰 在平台上

进行用户反馈袁 以填写在线电子问卷调查表的形式袁 了

解用户需求及用户体验曰 将文献资源价值尧 平台使用方

法尧 典型案例做成微视频挂网袁 便于用户快速上手曰 通

过开展线上线下活动积极与其他文献馆藏资源单位互

动袁 促进交流与合作袁 实现 野口袋文献平台冶 野掌上文

献平台冶 功能袁 提高文献利用率袁 实现资源共享遥
5.2 把准用户需求脉袁 主动推送知识服务

传统的文献定题服务需要用户提出需求袁 新的平

台可以把用户进行分类服务遥 面向管理决策用户袁 可

以结合地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袁 以产业链的搭建和发

展为目标袁 提取馆藏资源和网络资源袁 满足管理部门尧

相关研究机构及企业持续的产业信息需求袁 同时设计

用户信息上传功能 渊后台可对其进行筛选审核冤袁 实现

产业信息的共享和互通袁 使之形成一个产业信息服务

社区曰 面向企业用户袁 通过后台统计袁 了解其阅读尧
收藏痕迹结合直接进行用户反馈调研袁 了解其研发方

向袁 主动推送信息袁 进行用户需求探测袁 然后围绕技

术尧 专家尧 资源 3 个核心问题袁 提供包括专题检索尧
科技查新尧 产业尧 产品技术分析尧 合作专家分析等在

内的文献服务和深层次情报咨询服务曰 面向科研用户袁
通过其申报的科研项目尧 发表的论文尧 申请的专利尧
获奖的科研成果等知识要素袁 掌握其研究重点袁 通过

定期的数据收割袁 推送动态信息袁 进而进行精准服务袁
提高信息服务质量袁 挖掘嵌入式信息服务[22,23]遥
5.3 专家团队+文献服务人员袁 实现智库服

务功能

平台建设中应该形成重点行业专家团队袁 文献服

务人员与相关行业专家尧 数据分析师尧 平台数据库设

计师进行跨学科合作袁 形成 野资源 + 服务 + 工具冶 情

报服务模式[24]袁 优化的搜索功能尧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元数据捕获和数据管理袁 以提供问题的知识解决方案

为核心袁 使文献服务上升为智库服务遥 在管理决策用

户制定政策和规划以及遇到科技问题时提供文献信息

资料尧 学科专家智力支持袁 辅助决策曰 在科研用户开

展研发过程中袁 监测学科发展的脉络尧 新的学科理论

及应用尧 新的研究发现和进展等情况袁 为其掌握学术

前沿和趋势尧 确定新的研究课题尧 调整研究方向等提

供参考依据曰 在企业用户新产品研制尧 合作开发尧 成

果转化时袁 通过技术查新尧 专利分析等方法袁 为其市

场调研尧 生产经营尧 技术跟踪等出谋划策遥 智库服务

功能的探索袁 还可探寻新的平台运营模式袁 力争摆脱

传统仅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方式袁 通过开发深层

次的科技情报服务来实现增值服务袁 丰富平台资源建

设资金来源渠道袁 促进平台长远发展遥
5.4 服务体系主体多元化袁 机制长效化

在依托 野省平台 - 市 渊州冤 分中心 - 县 渊区尧 园

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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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尧 重点企业尧 科研院所冤 服务站冶 主体构架外袁 科

技文献服务体系主体应该向社会多元主体结构转型袁
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科技文献宣传推广应

用袁 探索政府公益服务部门尧 社会机构与市场力量的

深度融合袁 进一步扩大科技文献资源推广尧 供给渠道袁
推动科技文献的有效应用遥 此外袁 为保证平台可持续

发展袁 运行机制上袁 首先袁 要加强省平台组织尧 联动

与协调的作用袁 确保机构性质不一的服务站点在统一

使命下形成合力曰 其次袁 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有效运

转的制度保障体系袁 除对分中心尧 服务站各自职责作

明确规定外袁 优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袁 从注重数量向

注重质量转变袁 从原文传递向深层次服务转变等袁 增

加深层次服务和服务案例指标值[25]袁 并且对服务标准

作细化要求袁 涉及市场力量的袁 应划定公共服务与商

业服务的界限遥

6 结 语

构建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尧 海量信息分析能

力尧 大数据挖掘能力和多维度信息可视化能力的集成

平台是科技文献服务模式未来发展的趋势遥 实践表明袁
科技文献平台的建设要与时俱进尧 紧跟用户需求才能

更好地服务用户尧 服务社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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