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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传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都获得

了快速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航天工程和量

子计算等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目前我

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如3纳米芯片技术等。客观上，在一些前沿科学技术领

域，我们仍然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需要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2022年3月11日，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宣布关闭其在俄罗斯的办事

处，在未来几周内停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商业活动。此举

将对俄罗斯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带来不利影响。当前国

际环境复杂多变，随着美国遏制中国战略政策日益显

现，中美贸易战逐步向科技领域扩展，我们应当对此高

度警惕，强化我国的科技文献保障平台的建设，防范科

技文献、信息、数据和服务断供的风险。应《数字图书

馆论坛》之邀，简单地谈谈我国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与服务的应对之策。

1  数字资源建设模式存在缺陷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信息社会，信息

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科技文

献信息资源一直是支撑我国国家科学技术进步重要的

基础之一。但长期以来，受到购买资金、场地、人员和管

理等限制，传统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难以满足所有用户

对文献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外文资源。因而，我国从20
世纪末就开始建立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保障

体系（或系统）。其中，建立于1998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文

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和建立于2000年的国家科技图书文

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NSTL），就是我国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优秀范例。

客观地说，这些年，两大保障体系都发挥了应有的保障

作用，并凸显了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不过，近些年

由于图书馆等文献服务机构自身的数字资源购买能力

（使用权）的提升，对NSTL和CALIS的依赖度有所降

低。尽管NSTL和CALIS近些年在不断运用新技术，提

升系统的服务能力，但客观上面对快速增长的文献信息

共享需求和高昂的价格，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数字

资源种类和数量的日益丰富，我国图书馆等文献服务机

构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发生了两个转变。从建设理念

看，从“拥有”模式向“获取”模式转变；从文献资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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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看，由“纸质”载体向“数字”载体的转变。现在图书

馆已经形成“数字+纸质”的混合馆藏资源建设模式。

科研和高校等文献服务机构，更加侧重数字资源使用

权的购买。这一馆藏资源建设模式的变化，有其突出的

优点，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

图书馆等馆藏资源建设模式的转变，一方面节约

了图书馆自身的设备投入和管理费用；另一方面拓展了

服务范围和时间，受到用户的好评。但同时也存在4个
明显的不足，图书馆仅购买了数字资源当年的使用权，

并不拥有对数字资源长期拥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力。从

资产角度看，图书馆等传统文献服务机构越来越“空心

化”；从馆藏资源内容看，同类机构馆藏资源重复度很

高，日益“同质化”；从服务角度看，图书馆将其文献、

信息、知识专业服务权利让渡给了上游的数字资源服务

商，日益“去专业化”；从用户角度看，图书馆和数字资

源服务商的合作变得日益普遍和深入，越来越多资源和

服务都是服务商的产品和方案，“去图书馆”趋势越来

越明显。从图书馆自身发展看，图书馆中介性越来越明

显。因而，馆藏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传统文献服

务机构对数据服务商的依赖程度。

2  科技文献保障应加强绩效评价

我国有关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评价的研究成果

数量较多，但多数评价研究仍集中于评价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及其服务两个方面的内容，且只是单独地评价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或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从宏观角度

对整个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展开评价的研究较少，对

文献信息资源安全保障措施和制度保障实施情况等展

开评价的研究也很少[1]。文献资源保障应该遵从整体性

原则、效益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和特色性原则。但客观

上，任何时候文献保障都难以满足所有机构所有人的

需求。因而，文献保障系统建设更应该突出绩效原则，

突出被保障对象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突出文献保

障经费的使用效益，保障重点用户的重点需求。然而，

优先保障哪些领域，保障哪些机构，保障或提供哪些

资源，这些都需要评价。

（1）重点保障需求的跟踪与预测。对于文献资源

保障体系来说，其用户并不是某一具体的人，而是代表

着我国某些重点领域、重点科学研究的群体，如重点领

域（或学科）、重点机构、重点团队或课题组。这些用

户在从事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或一些前沿领域的基础

科学研究。科技文献资源保障机构，一方面应掌握国家

宏观经济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应科学预判科学技术发

展大趋势，提前做好文献资源保障和提供。当前，应积

极利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分析

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政策，跟踪重点用户的需求。一

方面通过对国家政策文本的挖掘分析，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等，科学预判科技文献资源应该重点

保障的领域；另一方面明确重点保障对象。

（2）重点文献资源的选择与评价。保障是指社会

成员之间的某种意义上的交互动态的有限支撑和支

持。因而文献资源是保障的基础，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不是保底，一定是有选择的重点文献资源建设。简单地

说，就是在确定待保障对象的基础上，选择重点文献。

对文献的评价应该包括三方面：一是对资源质量的评

价；二是对资源用户满意度的测度；三是对资源服务绩

效的评估。

对文献资源质量评价是馆藏资源建设的基础，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基于期刊的影响因子进行选刊。客

观上，对于国际上已采用同行评议的期刊来说，效率较

高。然而，当前用户已经很少从期刊名称的途径进行检

索文献，因而会产生部分期刊无人问津。用户满意度测

度是对文献保障系统和机构保障文献质量、服务能力

或效果的反映。对用户满意度的测度不仅是对文献选

择质量的一个验证，而且是对保障平台服务质量的一

个检验。从方法论上看，对用户需求调查或使用行为分

析相对较为容易，而对用户需求的预测，对用户需求满

足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这是我们科技文献服务机构

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科技文献资源服务绩效评估是文献保障系统或机

构对自身保障和服务能力的测度。尽管三方面的评价

主体和对象各不相同，但一定程度上存在密切的关联，

科技文献资源和保障对象（用户）是评价活动的核心要

素。从科技文献保障评价活动看，当前我们还缺乏相关

的评价方法和手段，但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使我们能够

获得更多的评价数据。

3  运用新技术提升科技文献动态保障
能力

NSTL经过20余年的发展，但回溯建库的外文期

刊仅1 500余种。不仅回溯的资源种类少，而且保障的

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新策略索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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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不强。未来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应充分运用关联

数据、知识图谱、纳米出版物等技术，对文献及其所包

含的和相关的知识实施创新组织，打破传统的以期刊

和图书等传统文献为单位，按主题或分类的文献组织

模式，实现以需求（或问题）为导向，实现多模态、多粒

度、动态的组织和主动保障服务。

第一，资源建设应“打破以整刊”为对象的回溯

模式，转向以单篇文献及其包含知识元为单元的建设

模式。

万维网正在颠覆传统的图书馆和出版社，文献资源

已经进入富媒体或多模态时代，馆藏资源构成和用户

获取资源的方式都已发生变化。在非网络时期，用户主

要通过浏览期刊获取所需文献。现在各类数字资源服

务平台已经打破了以整刊、整书为对象的资源组织模

式，用户也更加偏爱以“细粒度、多模态”为单元的资

料获取。科技文献资源既有与传统文献对应的文本型

文献，又有声像型资源，更有图谱型、事实型和术语型

等多形态资源，多媒体融合和知识关联成为科技信息

资源生产的新常态，以印本为主体的科技文献资源建

设正向以印本为基础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转变。在文献

资源组织与建设环节，数字化建设是文献资源建设的

大方向，要将元数据建设作为其核心，实现多渠道元数

据融合、多类型元数据映射、多层次元数据识别，建立

具有知识关联功能的智慧的文献组织平台[2]。因而，科

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需要进一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积极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深入理解用户需求和出版物

的变化，加快文献保障资源建设模式的转变。 
第二，资源组织应实现按问题或场景进行组织的

模式。

科技保障资源组织应打破以分类和主题的文献组

织模式，并非是抛弃这种传统的文献资源组织模式，而

是在分类和主题组织的基础上，按照特定用户群体，按

照特定服务场景，对文献资源进行再组织。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的一些数字出版商或数据库

服务商（如Springer、Elsevier、Scopus等），都在积极

推出针对文献内容对象（细粒度知识元）的智能检索

与关联揭示，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等智能服务，支持不

同类型文献和不同粒度知识单元的有效关联与计算。

从相关文献看，我国有关智能或智慧图书馆，智能或智

慧服务的相关文献已经发表了数千篇，但实际上文献

信息服务机构在资源加工深度、新技术应用等方面还

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绝大多数单位还处于被动等待

用户上门索取文献的被动服务状态；另一方面图书馆等

基本上还处于以购买或租用文献使用权，或购买有关

企业服务平台的状态。因而，我国科技文献资源保障，

亟需以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动能，推动科技文献资源

保障模式的转型升级。作为我国的文献资源保障系统，

NSTL应该积极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如关联数据和知识

图谱等技术，对文献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和组织。例如，

针对重点领域、重点团队的文献资源保障，按照研究问

题进行知识组织。

第三，科技文献资源保障应由被动提供向主动满

足发展。

文献保障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机构供给文献资料，

满足文献情报需求以支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

研究的能力。但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文献保障方面虽

然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是一

种被动提供策略，客观上难以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因

而，应该实现由被动提供到主动满足的转变。实现这一

转变的关键有两点：其一是对用户需求和国家发展政

策进行前瞻性研判；其二是对文献资源提供模式的改

变。不仅要考虑采用新的信息技术，而且要考虑如何避

免对国外一些数字资源服务商的过度依赖。或者说，在

不违反知识产权相关条例的前提下，突破以整刊为单元

的限制，加强对开放期刊、预印本期刊和网络资源，以

及其包含知识元的开发和利用。

概括地说，我国科技文献保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

效。但资源建设上过度依赖国外期刊和数字资源服务

商，不仅保障的效率低，而且当出现突发事件时，我们

将失去保障能力。若长此以往，将会削弱我国科技文

献服务机构的专业化服务能力，使得我国科技文献服

务机构空心化、同质化和非专业化。为此建议，我国科

技文献保障机构应未雨绸缪，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等新的信息技术，制定新的保障策略。精准预判重

点保障领域、重点保障对象的需求，变被动保障为主动

满足，促进保障文献资源利用绩效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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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新策略索传军

《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作用，曾

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

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自2009年开始进行重新编制工作，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

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逐步完成。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

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专业术语12.4万条，包含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收词系统、完整，

语义关系丰富、严谨，每条词汇都有相应的学科分类号表现其专业属性，并与同义英文术语对应。同时，建立《汉

语主题词表》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术语查询、文本主题分析、知识树辅助构建等服务。《汉语主题词表》可用于汉语

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 247元。两卷

均可分册购买。

《汉语主题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