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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存量研究* 
——基于NSTL、ESCIENCE、DRCNET平台

摘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需求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

简约模型。基于模型选取NSTL、ESCIENCE、DRCNET三个科技信息服务平台进行信息资源存量及保障率调

研，分析可知：三个平台占有丰裕的科技信息资源，科技图书保障率达到64%，外文科技期刊保障率达到80%；

平台间资源互补，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机制相对完善，可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需求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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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脉承于高新技术产业

的“火炬计划”，以知识密集技术创新为内核，体现了

产业政策的战略性和前瞻性[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和培育受到政策支持、市场前景、成长潜力、资源条

件、产业结构等要素影响，科学技术创新这一要素尤

为关键[2]。学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特征、选择与

发展路径、发展策略、社会支持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研

究，但主要是对信息资源服务模式和新兴产业信息需求

进行逻辑分析，对信息资源的内容建设及实证研究尚未

充分论及。本文立足国家级科技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科技文献、科学数据、新闻信息

的存量及增长趋势进行调研分析，以考察科技信息资

源公共服务系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的保障能

力，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参考。

1 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服务体系

信息资源是经过开发和组织，具有使用价值的信息

集合。信息资源不仅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知识支持，而

且将作为全要素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为经济增长做出具

体贡献。这种突出作用促使我们应该把信息资源放入

生产力系统中，并赋予比传统要素更重的权重[3]。

1.1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容需求

陈峰强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竞争情报的依赖，

认为应当培育并依靠“竞争情报”而非“信息”要素，

使竞争情报工作显性化，以求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

业政策、战略决策、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动态竞争等

六个问题[4]。靳萌萌等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用户信息需求

目的是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市场和竞争对手分析、技术

改造、规划和决策、采购和销售以及政策和调研[5]。贾

建辉基于对新能源企业的调查提出这一新产业对行业

动态、市场竞争、国外多语言信息需求最为迫切[6]。研

究者们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

息需求内容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一方面新产业需要最新

情报信息的支持，包括社会、政治政策、经济及竞争情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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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和知识密集内核要

求产业的兴盛要建立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上，而科

技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科技信息资源。

1.2 信息资源服务体系要求

贺正楚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的

内涵至少要包含信息资源服务流程、信息服务体系及海

量数据仓库三个方面[7]。张晓东等通过对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地区分布、构成分布及对管理主体、运营主

体、研发主体信息需求的共性分析，提出了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逻辑架构、管理模式、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指

出在理想状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应

作为公共平台来运作[8]。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也

是引入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等而导致的生产要素重

组和生产函数转移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技术创新是围

绕其不确定性所开展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始终贯穿着企业信息需求与信息能力的矛盾运动[9]。各

类型信息资源服务体系是实现这一矛盾运动的中介。

1.3 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模型

梳理以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的相关

理论和实证研究，信息资源渗透到了现代产业的各个

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由于新知识和新技术驱动而

脱胎于传统产业的新生力量，对信息和知识这种无形

的生产要素更为敏感，需求也更为强烈，面向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必须以丰裕的科技文献信

息资源储备作为基础，借助已有的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实

现跨时空的服务，这种综合性信息资源服务体系的架

构不可能以一日之功建成，只能在原有的信息服务体系

中寻求新的坐标，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服务体

系。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体

系是以信息资源服务平台为中介，搭载服务机制和丰富

的信息资源，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主体提供个性化服

务。其简约模型如图1所示。

2 科技资源公共服务系统战略性新兴产
业相关信息资源存量调研

基于以上模型，本研究立足于科技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进行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存量调研，明确战略性新

图1 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模型图

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力的内核。

2.1 数据来源选取及统计项目说明

张晓东等将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的信息资源服

务体系分为四类，即产业主管信息机构、国家产业宏

观管理部门主管信息机构、公益性机构、市场化信息

机构，认为目前没有一个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契合的平

台[10]。事实上，我国市场化运作的信息机构并不常见，

市场化信息服务常以数据库的方式出现，搭载到各部

门主管的信息平台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和文

献。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主导的战略，国家层面正着

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平台的搭建和已有平台的改

造。因此，本研究选取国家宏观管理部门主办的信息机

构为调查对象。科技部主导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ESCIENCE）以及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导的国研网（DRCNET）三个平台

均已有十余年的科技信息服务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科技信息资源存量，也具有相当强的地方覆盖率。因此

本研究选取NSTL、ESCIENCE、DRCNET作为数据来

源进行统计，统计时间为2013年7月。

2013年发改委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

服务指导目录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化到近3100项产品

和服务。若按学科分类体系分类，其产业和产品的相关

文献均被涵盖在理、工、农、医四大类别里，因此本研

究调查的科技文献学科类别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属于

自然科学部类。科技部、财政部在2014年科技基础条

件资源调查工作的指导文件中对科技数据的存量统计

采用了GB、TB、PB数位组作为科技数据库存量计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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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然而科技数据因为表达格式、存储格式的不同都会

影响数位量。因此，对科技数据特别是科技文献的统计

不应以数位组为计量单位，而应采用传统的文献计量单

位，如图书之册次、论文之篇次、数据之条数作为计量，

以反映一条科技信息内容的完整性。本研究按学科门类

和载体表现分别统计数据源的科技文献资源存量。

2.2 NSTL、ESCIENCE、DRCNET平台概况

NSTL、ESCIENCE、DRCNET均是由国务院直属

部委主办的公共科技信息服务平台，信息资源和服务能

力都非其他社会信息机构可比，表1是三大平台基本概

况表。

从表1可知NSTL全力提供科技文献资源的收藏、

加工、服务，而ESCIENCE注重科技消息和科技信息元

数据的收集，DRCNET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库专注

于产业相关动态新闻和相关科技报告的收集，但它们

对资源的加工程度和揭示深度有差异，以NSTL为最

优，ESCEINCE次之，DRCNET则只按收集时序提供

浏览及相对简单的检索。

2.3 NSTL、ESCIENCE、DRCNET各类型科

技文献的基本存量调研

科技文献是人类知识存储和表现的主要形式，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存量的概貌，有学者将科技文

献作为组织知识存量测度的指标[11]。科技文献按出版

形式可划分为科技图书、科技期刊、专利文献等十大类

型。与产业最为相关的文献类型是专利文献，专利不仅

表现为科技文献，而且本身是科技预见和知识测算的

工具，在现有统计数据体系中，测算科技产出的主要指

标则是论文数和专利数[12]。图书种数、论文篇次、专利

项数、标准文献项数是传统科技文献信息存量计量的

主要统计来源项。另一类新兴的重要科技信息资源是

科学数据，由于计算能力的增长，科学家越来越注重直

接从科学大数据中析出新知识，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

开辟了专门的科学数据子平台。因此，本文也将该资源

类型纳入统计项目。本研究主要的统计项目为图书、论

文、专利、标准、科技报告、科学数据。表2是三大平台

的各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基本存量统计表。本文将在

第3节对该表的数据作简要分析。

表1 NSTL、ESCIENCE、DRCNET架构及信息内容概况

DRCNET之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库

2011（DRCNET成立于2002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31

2009年9月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17

2000年6月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41

成立时间

主办单位

地方服务站点

政策聚焦、热点关注、要闻动态、研

究报告、技术前沿节能环保产业、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

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信息

政策法规、建设项目、标准规范、仪器

设备、自然资源、科学数据、成果转化、

科普资源、科学文献、野外观测站、农

村医疗服务、气象科学数据、世界科技动

态、制造业信息化、武夷山教育云平台

中外科技文献数据库、国际科学引文

数据库、外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

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科技文献预印

本数据库、科学技术热点门户

资源提供

类型

文献检索、期刊浏览、全文文献、引

文检索、代查代借、参考咨询、重点

领域信息门户、 预印本服务

各类科学元数据直接检索、在线咨

询、数据提交、企业信息需求上报

浏览、检索、免费用户、半封网

计量付费、包库付费用户

将科学文献栏目直接链到NSTLESCIENCE的部际联盟单位 与前两者无互链

服务提供

方式

协作

数据汇集，按主题组织，主题不固

定，分类不清晰

按文献类型组织，文献按学科专业分

类
按产业专题组织，专题内按时序排列

资源组织

方式

揭示到知识单元，提供每条科学数

据的元数据
有自己的分类法，提供引文分析

未进行整合，按信息时序以网页方式

呈现

资源揭示

深度

ESCIENCENSTL概 况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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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信息资源存量统计

标准（条）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217,000

专利（条）学位论文（条）科技文献类型

机构

存量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约6,000,000

纸质图书（册） 电子图书（册）

NSTL

2,456,211

NSTL

18,245,490

NSTL

147,440

环境科学

612

NSTL期刊：21,495（种）

航空航天

357

交通运输

712

工业技术

7,646

农业科学

2,186

医药卫生

4,392

生物科学

2,201

天文地球

981

数理科学

2,408

新能源汽车

1,340

DRCNET研究报告： 14,620（篇）

新材料

1,100

新能源

2,760

高端装备

960

生物产业

1,860

新信息技术 

3,700

节能环保

2,900

科普数据

135,678

ESCIENCE科技元数据： 1,223,405（条）

仪器数据

29,646

标准元数据

1,024,894

观察数据

23,505

科学数据

9,682

2.4 基于图书和期刊文献的信息资源增长趋

势和保障率计算

借鉴文献保障力的研究共识，本研究定义信息资

源保障力为：信息服务机构通过自己对信息资源的占

有，满足服务对象信息需求，实现支持服务对象经济社

会活动的能力。从该定义可知相当量的资源占有率和需

求满足率是测度保障力的两个主要指标。已有研究表

明，文献保障率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机构文献收藏完备

程度的一个比率，它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献出版种

数是分不开的[13]。本研究定义文献保障率的计算公式

如下：

表3是基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馆藏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相关中文图书保障率年表，作者统计了自1995年至

2012年理工农医类图书馆藏及出版量，限于篇幅，此处

只呈现2000年以来经过计算的文献保障率表（原始统

计数据可联系作者索取）。

由于版面限制，原始数据难以一一呈现，出版量较大

的工业技术类图书和医药卫生类图书时序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馆藏图书与出版图

书保持了相同形态的增长，但工业技术和医药卫生相

比，其入藏量和出版量相距更远，表明其保障率更低

（见表3）。

某年度某类别馆藏图书种数

该年度我国出版该类别图书的种数
文献保障率=

表3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馆藏战略性相

关产业中文图书文献保障率表

X

0.19

0.20

0.22

0.30

0.16

0.22

0.30

0.29

0.38

0.39

0.31

0.34

0.46

0.45

0.45

0.31

V

1.16

0.85

0.53

0.91

0.92

0.42

1.14

1.21

1.10

0.9

0.83

0.85

0.82

0.80

0.80

0.88

U

1.00

0.77

0.78

0.69

0.73

0.74

0.64

0.65

0.68

0.49

0.40

0.42

0.45

0.55

0.56

0.64

T

0.96

0.89

0.77

0.66

0.66

0.63

0.62

0.58

0.54

0.52

0.49

0.48

0.48

0.50

0.48

0.62

S

0.69

0.58

0.66

0.93

0.71

0.53

0.61

0.42

0.43

0.31

0.31

0.31

0.36

0.35

0.46

0.51

R

*

0.71

0.68

0.62

0.70

0.64

0.66

0.61

0.61

0.58

0.53

0.50

0.50

0.71

0.62

0.62

Q

1.51

1.27

1.13

0.90

0.85

0.73

0.74

0.72

0.65

0.65

0.55

0.52

0.55

0.55

0.63

0.80

P

1.43

1.47

1.17

1.08

0.94

0.88

0.76

0.73

0.75

0.71

0.66

0.56

0.60

0.60

0.65

0.86

O

0.62

0.59

0.54

0.47

0.50

0.47

0.48

0.45

0.41

0.44

0.37

0.35

0.35

0.62

0.30

0.4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保障率

学科文献保障率

表3说明：表第一行英文字母对应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的各学科

类别，分别为O数理科学、P天文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科

学、S农业科学、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学科、V航空航天学科、X环境

科学；“*”表示由于数据库回溯检索限制，R类图书2000年的统计情

况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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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工业技术和医药卫生类中文图

书出版与馆藏增长趋势图

对于期刊文献的保障率已有研究者对其进行统计，

本研究引用其数据如下：据统计，NTSL订购的国外非

社科类印本期刊占国内订购总量的71%，按期刊引用频

次10次计算满足了我国科技人员引用外文期刊的75%
需求，收藏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STM期刊的88%，对七

大二次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平均覆盖率达72.98%，对

SCI和EI期刊覆盖率更达80%以上，未收录的大多是小

语种期刊及商业新闻类期刊，基本完整覆盖了理工农

医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期刊[14]。

在本研究的统计中专利虽然是测度科技产出和科

技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其具体法律保护和公开通报

的特点，除国防专利外，一般专利都是公开查阅的，因

此其保障率统计的意义不大，因而未予呈现。

3 基于科技文献存量的保障力分析

3.1 内容保障力

信息资源保障力本质上是信息资源竞争力的体现，

因而同样以数据资源存量为保障力的主要指标是可行

的。通过NSTL、ESCIENCE、DRCNET的调研分析，

可知它们分别侧重科技文献、科技元数据、研究报告及

政策市场信息的收集，刚好和相关实证调研所示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对信息需求的类型即科技创新知识和竞

争情报、管理信息相对应，完整覆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信息需求类型，存量丰裕，以图书和期刊为统计项目的

资源保障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供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保障。

就资源整合的提示程度而言，NSTL改造了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对理工农医类科技文献资源进行合理的

揭示，并且创立了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对文献单元间的

知识联系进行揭示。ESCIENCE对科学数据的揭示深

入到知识单元，以XML方式提供元数据链接，为形成

语义知识网络埋下了伏笔。DRCNET以其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专注为特点，全面收集了相关政策和市场新

闻，并且着力于七大产业研究报告的收集，可见该平台

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需求和已服务体系信息类

型不足，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

3.2 平台保障力

在理想状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应作为互联网公共平台来运作，各类公司或非盈利组

织借助互联网把信息资源提供给具体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管理主体、运营主体和研发主体等客户，从而使保

障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惠及全国各地。从第一节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服务体系模型图出发，对信息服

务平台的保障能力进行分析，三个平台分别由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主办，均是国务院直属部委或科研机构，经

费来源有保障，每个平台都已拥有辐射全国的地方服

务站点，NTSL更是多达39个，超过省级行政区划的数

量。平台数据的更新率反映了生命力，三个平台的数据

都在每日更新，表现出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3 服务保障力

有了资源和平台，如果没有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

关政府主体、运营主体、研发主体的良性互动，那平台

和资源的效用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服务方式和

服务能力是最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满足

率的必要条件。三个平台均提供文献信息数据的浏

览和检索这两项基本服务，根据对人类信息行为的相

关研究成果，网络信息行为过程中，用户倾向于“即

查即得”的信息获取体验并越来越倚重信息交互，用

户也越来越倚重与专家交互的信息获取方式。NSTL
和ESCIENCE均提供了多种信息交互方式，如在线咨

询、邮件留言、免费电话。NSTL还提供代查代借的专

业信息帮助以及用户自助服务，在服务方式上已经和

当今用户信息行为特点接轨。在服务主动营销方面，

NSTL的营销主要是以培训、交互协作营销为主，结合

传统营销和网站宣传、培训活动。内容主要是围绕网

（注：数据统计时间均为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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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存量研究唐振贵，周佩

络服务系统的资源、服务及使用方法，通过主题巡回演

讲、上门服务、检索培训等方式进行。据笔者对NSTL
和ESCIENCE的邮件和电话咨询的体验，NSTL达到

了主页上所承诺的服务速度和质量，参考咨询服务已

相当成熟。而ESCIENC的咨询邮件未得到答复，电话

咨询里专家亦未能对所询问题作出全面迅速的解答。

NSTL和ESCIENCE虽然有完善的咨询方式，但并未

明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用户列为其针对性服务对

象，因此没有与此相关的服务营销策略出台。这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正处于萌芽期，信息服务机构对把握这一

服务机遇的认识尚不明确有关。DRCNET（战略库）虽

然专注于提供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信息，但没有提供

参考咨询的方式。这可能是因为其信息资源存量相对

薄弱，平台服务市场占有率相对不足。

通过对三个平台的服务机制分析可知，服务保障

力是三个平台的薄弱环节，需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

主体涵盖进入服务对象群体中，并主动营销，实现与产

业相关主体的良性互动，才能完成服务保障力的升级，

发挥丰富信息资源的优势，为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提供信息资源的有力支持。

4 研究结论和局限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长过程中，信息资源始终以科

技文献、科学知识和新闻消息等形式完成其无形生产

要素的使命。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需求相关研

究的总结和分析，本文认为应在可持续公共信息资源平

台之上提供丰裕和有组织的科技信息资源，并且通过

平台与相关主体的良性互动，形成高效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信息资源保障系统。通过对信息资源存量的调研可

知，NSTL、ESCIENCE、DRCNET这三个平台占有丰

裕的科技信息资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情报资源，平台间

资源类型互补，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机制相对完

善，可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需求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构建基于科技文献、科学数据、动态信息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保障体系可以依托这三个国家级

平台展开，而不必全新架构，在现有的平台协调发展过

程中寻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的新坐标系，主要加

强服务保障能力的建设，加强自身服务营销，提升产业

相关用户对平台的知晓度，全面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

保障力。

本研究对三个平台的信息资源存量进行了描述性

统计，通过对科技文献保障率时间序列的图描述，发

现保障率呈现衰减趋势，对于成因应进一步研究。由

于NSTL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不便提供后台统计数

据，在航空航天类图书总计中还出现了不合常理的奇异

值，有待进一步分析。此外，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

保障能力最终是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因此，未来研究应

当对信息资源存量及平台服务效用进行分析，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主体具体的信息需求满足率、信息服务的有效

性进行调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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