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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重构

夏立新　 周　 鼎　 叶光辉

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对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 随着文献生

产方式变革、信息技术更新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现有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外部信息环境受到冲击,内部资源

建设成效与服务能力也亟待提升,迫切需要重新建构新的保障体系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本文对当前我国文

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剖析,围绕改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生态环境,从

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和评价机制及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模式两个方面提出重构举措,重新设计文

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的构建流程,以期全面提高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水平。 图 4。 参考文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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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endows
 

the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guarantee
 

system
 

with
 

new
 

spirits
 

and
 

missions.
 

Our
 

focus
 

has
 

shifted
 

from
 

 Is
 

there
 

enough  
 

to
 

 Is
 

it
 

good
 

enough  
 

so
 

as
 

to
 

strongly
 

underp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ill the
 

reform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guarantee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made
 

correspondingly
 

according
 

to
 

the
 

new
 

era.
Various

 

problems
 

exist.
 

First domestic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guarantee
 

system
 

lacks
 

a
 

strategic
 

top-level
 

planning which
 

results
 

in
 

the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
 

of
 

the
 

service
 

focusing
 

on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enthusiasm
 

of
 

protecting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econd the
 

target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is
 

singular and
 

the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lack
 

diversity such
 

as
 

insufficient
 

large-scal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cluding
 

living
 

memory
 

resources scattered
 

and
 

lost
 

literature
 

resources etc.
 

As
 

a
 

result the
 

guarantee
 

mode
 

of
 

literature
 

system
 

is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Besides the
 

systematic
 

long-term
 

preservation
 

mechanism
 

has
 

not
 

been
 

formed.
 

Third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guarantee
 

information
 

system
 

are
 

deteriorating.
 

For
 

example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suffer
 

from
 

insufficient
 

academic
 

influence
 

due
 

to
 

the
 

monopoly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poor
 

academic
 

evaluation.
 

In
 

addition 
since

 

high-level
 

studies
 

are
 

published
 

in
 

overseas
 

academic
 

journals the
 

gap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quality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s
 

hardly
 

narrowed.
 

Based
 

on
 

above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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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guarantee
 

system
 

needs
 

to
 

be
 

reconstruc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guarantee
 

system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A
 

new
 

concept
 

of
 

independent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s
 

proposed attempting
 

to
 

reveal
 

their
 

production publication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open
 

development
 

philosophy  we
 

propose
 

reconstruction
 

measures
 

for
 

the
 

self-construction long-term
 

preservation service
 

and
 

consumption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and
 

open  forming
 

a
 

new
 

era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
 

guarantee
 

system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d
 

open
 

alliance 
 

model.
 

Based
 

on
 

the
 

above we
 

hop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guarantee
 

level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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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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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文献信息资源是一种战略资源,可以反映

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知识的储备能力,也是

衡量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于 1956 年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

第 57 个重大科技任务就是“科学技术情报的建

立”,这一举措加强了文献支持系统的建设,扩
大了情报和文献资源的搜集范围,提高了文献

资源的供应能力,为我国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

障体系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57 年 6
月国务院批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方案实施

后,有力促进了全国各系统图书馆在图书采访、
统一编目、馆际互借等方面的横向联系与协作,
推动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事业的发展。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体系不断完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文献生

产方式发生变化,图书馆在文献信息资源的深

度加工与整合、数据库的建设与组织、文献信息

资源保障平台的建设与维护等方面都加大了创

新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保障文献信息资

源的基础上,也涌现出许多增值服务,例如机构

知识库服务[1] 、科技报告服务[2] 、学术图书开放

获取[3] 等。 但是,随着国家战略目标升级、信息

技术变革、用户信息需求变化,当前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

的新要求,面临诸多问题,亟待重新构建。
本文依据 “ 过去—现在—未来” 的逻辑主

线,回顾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发展历史,剖
析现存问题,并指出突破空间,最后提出重构举

措,以期提高文献信息资源质量,深化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优化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提高文献信

息资源保障水平。

1　 新时代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内涵
与使命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经历了从碎片化到

集群化、从分散到集中、从纸质服务到电子化和

网络化服务的发展历程,推动其发展的动力,一
方面来自社会系统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来自

软硬件技术的更新迭代。 相比以往的文献资源

建设情况,面向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更注重开放性和融通性,也更加强

调“以我为主”构建科学文献知识交流平台,前
者擘画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
后者揭示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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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内涵

文献信息资源是一种社会智力资源,是物

化了的知识财富,也是一种战略资源。 图书馆

文献收藏历史悠久,保存了人类不同历史时期

创造的各种载体的文献,也在实践中形成了藏

书建设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献资源

建设”概念及理论被正式提出,该理论的提出既

丰富了之前的藏书建设理论,又推动了我国文

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随着人类记录、传播知识的技术和手段发生变

化,文献资源建设开始向信息资源建设发展[4] 。
21 世纪初期,学者开始研究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体系,希望通过多主体联合建设文献信息资源,
建立一个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保障社会文献

需求的管理系统[5] 。 该系统逐步集成文献的收

集、储存、揭示、传递、利用等功能[6] ,可有计划

地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积累和合理布局,以满足

和保障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7] 。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

的普及改变了文献信息资源的载体形式,也使

得文献信息资源呈爆炸式增长。 传统纸质文

献服务逐步过渡到纸质与数字化文献服务并

行阶段,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与开放程度进一步

扩大,用户参与和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围绕文献信息资源开展的应用服务更加

灵活和多样化,这些都扩展了文献信息资源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逐

步演变为一个由文献信息资源的生产、采集、
保存、组织、利用与消费等各环节有机融合的

复杂系统,是一个动态均衡的开放系统,也是

一个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建设、服务的智

慧系统。 建设保障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水平,解决保障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

1. 2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使命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既赋予了文献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相应的使命,又推动其向更

高阶段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将图书

馆事业纳入发展规划,这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是

调整藏书范围,扩充藏书资源。 1956
 

年,党中央

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学研究服务成为

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指导方针。 1957
 

年,国
务院颁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后,全国图书馆

开始加强在图书采购、图书调拨、统一编目和馆

际互借等方面的工作。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特

殊历史时期后,步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图书馆

事业以及文献资源建设逐步恢复。 1980 年发布

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指出图书资料是一种

国家资源,必须统筹安排,把它们组织起来才能

合理使用。 这一指导意见让“统筹规划”成为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重心。
这一时期,文献资源保障的主要使命是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划、协调建设,使分散、无序

的文献资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8] ,使建成后的

体系具有公共检索、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电子

资源导航、联机合作编目、文献采购协作等功

能[9] ,从而充分满足国家、社会发展对文献资源

的需求。 1990 年代中期至 2010 年前后,文献信

息资源保障工作的重心是建设全国图书馆文献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 以用户和区域服务为

中心,国家、地区和机构联合提供文献信息资

源,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文献情报需求,支持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10] 。 这一时期,文
献保障机构的使命是积极推动建设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为促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繁荣特

色文化,缩小各区域间科技、教育、经济发展的

差距,增强综合国力做出贡献。 进入新时代,外
部信息环境的干扰、信息技术的变革,都给我国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

战。 从外部信息环境来看,由于政治、经济、军
事等因素的影响,完全依赖国外电子文献资源

的传递和共享来满足自身文献信息需求是不可

靠的,加上各类电子文献资源垄断程度加深,迫
使我们必须牢牢掌控信息、知识这种基础性、战
略性资源的主动权;从信息技术角度来看,数字

化信息资源的生产出版和长期保存等难题仍然

需要解决,加上黑客、病毒的侵扰,国家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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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也面临诸多难题。
面向新时代,建立科学、系统的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

要,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要主动承担起维护

文献信息资源自主权、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和科

技创新的时代使命。

2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体系建设中开展了一批成功项目,如 CALIS、
NSTL、CASHL 等,这些项目具有明确的平台建

设目标、服务功能、组织结构、经费保障及评估

机制等,显著提升了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

技术化、网络化、自动化水平。 然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现有保障体系暴露出一些问题,具体表

现为保障体系建设不平衡、不充分,对新型信息

技术利用不充分,导致共建共享困难,资源利用

效率低下[11] 。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围绕保障体

系中的文献资源生产出版、建设与服务三个方

面设计问卷,进行网络调研和电话调研。 调研

单位包括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甘肃省图

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等。 通过对调研结果与实

际情况的综合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呈现以下特点。

2. 1　 文献信息资源的垄断以及评价导向对保

障体系造成冲击

(1)文献信息资源垄断程度加剧。 ①经费

不足导致资源购置不全面,其中外文数据商的

垄断现象突出。 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总经费

在全校经费占比中呈现普遍下降趋势[12] ,以教

育部图工委“2020 年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排

行榜”和部分高校公布的 2020 年预算经费为基

础,以 52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图书馆经费占

比下降数量高于增加的数量①,这就导致大多数

高校图书馆需要调整数字文献资源购置方案。
调查结果显示,反馈问卷的 12 家图书馆中有 10
家表示因为经费预算短缺而减少购买使用频率

较低的数据库,进而导致无法为教学和科研提

供全面的保障。 程焕文 曾 发 表 《 十 问 数 据

商!!!》的文章,对数据商在销售模式、定价策

略、使用权限等多个方面的不合理行为进行了

批评,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数据商滥用垄断权

以及数据库垄断的问题[13] 。 外文资源高度垄

断,导致外文资源数据库的价格涨幅居高不

下[14] 。 ②重要科技文献的获取存在诸多不确

定性。 虽然科学出版物与科研数据的开放获取

促进了开放科学的发展,打破了由美国等少数

科技发达国家掌握的全球科技交流制度,但由

于外文科技文献市场基本被国外资本控制,一
旦发生战争或国际纷争等不可抗力事件,在我

国访问和使用外文科技文献将受到严重限

制[15]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事件频发,
国外针对我国的科技信息封锁也日趋加强。 根

据调研结果,12 家图书馆中有 6 家开展馆藏数

字化,支持研究人员和教师创建开放内容,并
开展开放内容推广活动,在生产开放资源的图

书馆中仅有两家自主构建了机构知识库,这说

明在自主实现开放资源建设方面的力度还

不够。
以上这些问题都对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保

障产生了巨大冲击。 因此,不能忽视当前国内

外环境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源头对于整个保障

体系的重要影响,需要结合宏观环境与政策法

规,强化自主型文献资源生产意识,注重自主型

文献资源生产安全和效率,从根源上实现我国

030

① 数据来源于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布的 2020 年度高校图书馆基本数据中的“6-
2020 年 1

 

207 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 doc” (下载网址为:http: / / scal. edu. cn / tjpg / 202112060237,检索

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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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科技文献资源生产与使用权独立自主,不
再受制于人。

(2)科研成果评价和人员晋升导向导致我

国论文版权严重外流。 近三十年来,我国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在成果评价和人员晋升方面普

遍以“SCI 至上”为导向,这导致大量优秀的科技

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国内科技期刊特别是

中文科技期刊缺乏高水平的稿源[16] 。 《中国科

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发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作者共发表 SCI 论文 549

 

845 篇,其中发表在

国内 SCI
 

期刊上的论文只有 25
 

766 篇,仅占

4. 69
 

%。 中国作者 SCI 论文总被引频次占全球

论文总被引频次的 32. 98%,而国内 SCI
 

期刊论

文的被引频次仅占全球的 1. 71%。 由此可见,
我国 SCI 期刊影响力尚无法匹配国内 SCI 论文

产出数量,需要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
论文版权严重外流的同时导致大量经费外流,
我国每年向国外全文数据商支付订阅费用高达

数十亿元,但其中近 20%的论文是由我国作者

贡献的[17] 。 随着文献信息资源垄断和商业化加

剧,广大科研工作者发表和利用科研成果都需

要付费,市场化成为构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的阻碍。
综上,当前我国需要通过削弱市场化对

学术研究带来的经济阻力和资源调配阻力,
来激发学术创新工作者的研究热情,相应调

整科研评价标准,鼓励创新性成果发表在国

内科技期刊上,降低国外文献资源垄断的影

响,并通过完备各个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文献

资源,增强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抗

风险能力。

2. 2　 新技术背景下文献信息资源面临多模态

统筹建设挑战与长期保存困境

近年来,信息技术迭代更新,信息环境发展

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目

前,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和建设主体较为

单一,主要是图书馆、档案馆等各类文献信息

机构,难以保证对日益多元的文献信息资源的

有效保存和利用。 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和互联

网应用的蓬勃发展孕育了众多新兴社会化媒

体,如视频分享网站、网络百科全书、在线问答

社区、SNS 等,这些均成为网络信息资源重要的

贡献主体,极大地丰富了文献信息资源的形

态,也应该成为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 将

丰富多态的文化记忆资源与信息加工组织能

力相结合形成活态记忆,成为数字时代开展知

识服务与文化传承的新趋势[18] 。 数字技术、
AR、VR 技术的兴起为口述史、影像史资料以及

实物文献资源的建设带来了更多的可能[19, 20] 。
据本次调查显示,反馈问卷的 12 家图书馆中仅

有 6 家将互联网文献资源纳入馆藏采集范围,
有两家图书馆在资源建设的过程中使用 AR、
VR 等数字技术,有 6 家图书馆自建、征集口述

史、影像史等文献资源。 由于资源建设与服务

主体较为单一,对多模态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

重视不够,文献保障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等

问题。
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造就了网络信息资源

的空前繁荣,但数字文献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

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主要受到法律限制、技术

失效、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涉及文献信息

资源的长期保存策略、保存技术和保存机制

等问题[21-23] 。 在本次调查的 12 家图书馆中,
有 6 家对活态记忆资源进行长期保存。 在保存

技术上,多通过云存储、迁移等技术进行长期

保存;在保存策略上,有半数图书馆采取独立

保存、合作保存和第三方保存三合一的策略,
另一半则选择独立保存与第三方保存相结合

的方式。 当前,在保存技术上,元数据管理、仿
真服务保存等方法不断发展,需要及时更新保

存技术,以满足业务工作的需要;在保存策略

上,采用合作保存和第三方保存成为趋势,保
存策略的撤销与更换也是图书馆应该考虑的

重要工作内容。 由于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工

作起步较晚,还面临着技术、管理与法律等方

面的挑战,存在保存机制不够系统、缺乏多元

协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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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多元信息需求冲击下,文献信息资源服务

模式需要革新

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文献信息资源的生产

方式、载体形态、资源类型、组织与存储方式,用
户的信息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Web

 

2. 0
技术的应用,使用户成为文献信息资源生产、服
务、评价的直接参与者,用户的信息需求更加多

样化。 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在任何地方、任何时

间自由地进行信息浏览、搜索、获取,并参与生

成信息,这也导致“信息过载”与“信息缺乏”现

象并存[24] 。 同时,用户更加注重个性化的信息

定制和筛选。 面对海量、模糊、复杂关联和动态

发展的知识,图书馆急需探索新的服务手段和

服务方法,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实现

从按需发送( Pull)信息到自主推送( Push)信息

的转变[25] 。 据本次调查,有 9 家图书馆主动感

知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但仅停留在浅表

感知用户需求方面,即通过用户行为日志分析、
问卷调查等方法做简单的信息采集工作,或通

过与智慧服务平台的简单互动获取用户需求,
在深度感知用户需求方面做得不够。 只有 1 家

图书馆表示会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及其行为

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挖掘出用户与馆藏

资源的关联关系,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推送数字

资源内容与服务。 因此,动态深度感知用户需

求,将文献信息资源的服务与个性化需求深度

融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推动着科学研究向“第四范式”转变,

这就要求文献信息机构从集中于资源建设和文

献检索的服务向互联网环境下的数字化信息服

务转变[26] 。 传统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经历

了从纸质文献、数字化到网络化的发展阶段,目
前正在向数据化、智慧化迈进,从信息时代到数

据时代再到计算时代,信息服务模式也从数字化

走向了智能化和智慧化[27] 。 在这种多情境、多场

景融合的服务模式下,会产生大量可交互的数

据,对海量多元异构的数据进行动态感知获取、
组织融合以深度感知并实时满足用户需求,是新

时代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的关键一环。

3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存在的问
题与突破的空间

以上从外部信息环境、内部资源建设和文

献信息资源服务三个层面审视我国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的现实情况,既存在问题,又有突破

的空间。
(1)外部信息环境受到冲击,自主型文献信

息资源建设迫在眉睫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面临的信息环

境存在诸多弊端。 受文献信息资源垄断和学术

评估方式的影响,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不足,高水平研究成果大多发表于外国学术期

刊上[28] 。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广大科技工作

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

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的号召,本文提

出“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的概念。 自主型文献

信息资源是为适应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

障体系重构需求,创造出具有较强原创性、实践

性和本土化的文献信息资源而设定的一个特殊

类别。 它既具有高质量文献信息资源的特点,
又强调文献信息资源出版形式的本土化,防止

优秀科技成果和版权外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
国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缺乏高效的生产机制、
明晰的评价导向和综合平衡的评价方式,致使

高水平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受到严重制

约。 因此,有必要聚焦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的

生产出版问题,从生产源头优化我国文献信息

资源保障体系。
(2)高质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成效及服务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现行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体系呈现出

一种既不集中、又不分散的状态,这对于我国文

献信息资源建设是十分不利的。 同时,我国还

面临着全社会对文献信息资源的迫切需求与文

献信息资源服务能力不平衡的尖锐矛盾。 具体

体现在:首先,现有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模式相对

032



夏立新　 周　 鼎　 叶光辉: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重构
XIA

 

Lixin,ZHOU
 

Ding
 

&
 

YE
 

Guanghui: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Guarantee
 

System
 

in
 

China

2023 年 11 月　 November,2023

封闭,除现有文献信息机构外,其他主体参与建

设的力度不够,致使文献信息资源的出版与消

费未能同步发展,个性化、集成化服务程度不

高;其次,文献信息资源采集途径与方式均有一

定局限,针对诸如活态记忆资源、散佚文献资源

等重要文化资源,缺乏大规模采集与保存手段,
严重制约了此类特藏资源的开发利用;再次,现
有文献信息资源长期保存机制缺乏系统性,面
对数字资源保存的格式与标准、保存策略与方

法、知识产权、保存成本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未
能建立科学、合理的长期保存体系,缺乏多元主

体的协同;最后,现有文献信息资源保障服务尚

未实现多源融合,文献信息资源泛在化服务不

足,未将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型服务主体融入其

中。 由此,亟须构建融合互联的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新体系和全新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
以实现文献信息消费升级。

(3)现有保障体系无法完全适应新时代社

会发展需求,亟待重新构建

当前围绕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研究,
主要是在传统社会背景下所展开的探索,而新

时代背景下,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涉及

的实体要素与结构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均发生

了一定的变化。 一方面,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中涌入大量新的实体,不仅类型多样,而且角

色多变,表现出的实体特征极具复杂性。 将文

献信息资源的生产者、传播者、管理者和消费者

等新的实体融入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之中,
能够克服传统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实体单一

的问题,以适应新时代的现实发展需求。 另一

方面,上述实体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
形成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链式结构与层

次结构。 从横向看,实体要素借助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平台进行信息、文献、价值、利益的交换,
构成保障体系的链式结构,以揭示各要素间的

协同与涌现关系;从纵向看,根据各实体要素的

特点,从生态学的视角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划分为个体、种群、群落、国家四个层级,每个

层级都有相应的横向协调组织,共同构成保障

体系的层级结构,以揭示各层级之间相互作用

关系。 因此,需要依据全新的组成要素与结构

模式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体系。

4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构举措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重构动力一

方面来自外部信息环境带来的冲击:高端科技

信息资源被国外垄断,对西方文献信息出版模

式的不对等依赖,评价方式对外依存度过高,这
些情况使我国文献资源建设面临持续挑战。 另

一方面来自信息资源战略升级以及信息技术变

革引发的保障需求改变:国家层面将文献信息

资源的战略地位上升到新高度;各种新兴技术

的发展对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组织、揭示、利
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改善了文献信息资

源的服务环境,促进了传统互联网媒体业务的

优化和体验升级,推动文献信息资源的智能服

务向更深层次发展。
为了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献信息

资源保障体系,本文从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

产出版及评价机制、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

模式两个方面提出重构举措。 重构措施旨在从

保障生产源头和满足用户需求两个方面把控

和提升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能力,构建文献

信息资源保障的生态环境(见图 1) ,从“融合开

放”视阈实现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建
设、服务、消费的全流程再造升级。 一方面,从
生产源头上,通过规范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

机制和评价方法,同时采用“开放众筹”的资源

采集方式,全面激发文献信息资源生产者、出
版者的活力,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积极贡献多模

态资源,形成立体化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全
面提升文献信息资源质量;另一方面,在满足

用户需求上,通过跨界融合、开放联合,构造主

动适应用户需求的新型消费情境,创新并引导

用户的消费模式,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消费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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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生态环境

4. 1　 我国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及评

价机制重构

当前我国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数

量和质量都有待提升,并且缺乏内生的创作驱

动力,产生了负向的外部效应。 因此,本文提出

我国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及评价机制

(见图 2),从源头上对文献信息资源生产进行引

导性控制,倡导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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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及评价机制

(1)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出版机制

在自主型文献信息出版过程中,需要充分

尊重文献生产者的劳动成果,确立文献生产者、
加工者和发布者需要遵循的共同准则和共同达

到的要求,明确文献服务对象,推动自主型文献

信息资源差异化特色生产,形成精益求精的文

献信息资源生产及出版系统。
首先,对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过程进

行督导。 厘清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实施主

体、监管对象、实施步骤和管理对策,从道德约

束、政策监管等维度搭建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

生产的现实环境,建立生产激励机制,保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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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利益。 其次,疏导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

语义出版流程。 语义出版是通过语义 Web 技

术、文本分析等增强出版物语义内涵的重要手

段,也是将文献生产与出版实践有机融合的重

要方式。 通过分析已有文献出版流程来发现自

主型文献信息资源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探
索及优化出版路径,包括内容描述与模型化组

织、内容实体抽取与语义标注、内容的动态重组

和关联等。 将语义出版与按需出版融合起来,
改变传统文献信息资源盲目、分散的出版方式。
最后,安全引导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语义出版。
当前我国对西方文献信息资源出版模式存在不

对等依赖,致使大量优秀成果流失海外,进而会

导致科技安全问题。 因此,需要保护文献语义

出版过程中的核心技术,加强自主型文献信息

资源安全出版能力建设,提升国家科技安全管

理体系的整体效能。
(2)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评价机制

为增强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的引

导和资助力度,需要在“破四唯”的同时,支持基

础优势学科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明确鼓励

原创和科学创新的评价导向,面向自主型文献

信息资源建立评价机制。
第一,设计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评价路径。

从文献信息资源效能提升层面对现有评价机制

进行系统分析,同时结合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

的特征及生产机制,设计基本评价准则、评价维

度,借鉴传统评价分析与替代计量分析相结合、
大众评价分析与专家评价分析相结合等方法,
探索融合内容分析与本土化分析的新型文献信

息资源评价方法。 第二,构建面向期刊论文、图
书等文献信息资源的分类评价模式。 依据文献

信息资源属性差异,根据学科发展规律与需求,
突出以质量与价值为核心的绩效导向,建立健

全科学评价模式,建设世界科技论文、图书等应

用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形成分

类评价的科学模式[29] 。 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
并结合当前已经构建的各类型高质量资源库进

行试验分析,在实践验证中不断修正评价指标

体系,形成面向多类型资源的文献信息资源评

价机制;借助各类型文献保障机构不断推广应

用该评价机制,增强我国在世界文献保障舞台

上的话语权,实现对文献信息资源生产的有效

引导。

4. 2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重构

(1)基于跨界融合与开放联合的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模式

以“融合发展思想、开放发展理念” 为指

导,从“融合开放”视阈重构我国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模式(见图 3) 。 第一,基于跨界融合的文

献信息资源规划模式。 依托国家层、群落层、
种群层、个体层等不同层次的横向协调组织,
探索构建跨界融合的文献信息资源规划模式,
将跨系统、跨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源以及相关联

的实体要素(如知乎、豆瓣等互联网平台)均纳

入整体规划。 第二,基于开放联合的文献信

息资源采访与自建模式。 构建联合多主体的文

献信息资源采访模式,对外主动承担守护世界

文化遗产的职责,对内构建“开放众筹”的活态

记忆资源采集模式和散佚文献资源征集模式,
深化文献信息资源管理者主导的开放资源自

建模式,形成立体化、多样态的文献信息资源

体系。 第三,基于多元协同的文献信息资源长

期保存模式。 厘清文献信息资源长期保存涉及

的复杂影响因素(如复杂的知识产权关系、投
入与服务关系等) ,依据当前“集中—分布” 相

结合的长期保存模式,探索开放环境下多主体

协同合作的长期保存模式,构建我国文献信息

资源长期保存的长效支撑机制。 第四,基于语

义融合的文献信息资源组织与共享模式。 结合

文献信息资源语义出版,探索基于语义模型映

射的异构文献信息资源多维度语义表达与关

联,构建基于知识融合的文献信息资源组织与

共享模式,并提供开放接口,以促进社会化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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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重构

(2)基于开放跨界与服务融合的文献信息

资源服务模式

为满足社会发展对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的新要求,需要依托“开放跨界”和“服务融合”
的思想,从服务主体、服务形式、服务模型等维

度重构我国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见图 3)。
第一,开放跨界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 开

放环境下,探索建立传统文献信息资源管理者

与其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资源机构(如知乎、豆
瓣等)之间的跨界融合服务机制,以满足用户多

样化的文献信息资源需求。 第二,服务融合的

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 针对文献信息资源需

求层次和需求粒度的差异性,探索构建融合数

据服务、知识服务、移动服务、社群服务等多种

服务形式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 第三,需
求感知和情境感知的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模式。
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等现

代信息技术动态获取文献信息资源需求数据和

情境数据,通过对文献信息资源需求以及应用

情境进行动态建模,实现需求与文献信息资源

的智能匹配。
(3)基于线上线下融合与开放交互的文献

信息资源消费模式

文献信息资源消费是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

终极目的。 重构后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不

仅能够主动适应用户的文献信息资源需求,而
且还能结合全新消费情境,引导用户消费文献

信息资源,以实现文献信息资源消费升级,这有

利于解决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不充分问题。
为此本文提出文献信息资源消费模式(见图 3)。
第一,基于用户画像的文献信息资源消费情境

重构。 在体验式消费时代,需要在对用户特征

进行细粒度刻画的基础上,从环境、情绪、时间、
资源、互动等维度构建适合用户需求的消费情

境,引导用户进行文献信息资源消费。 第二,基
于线上线下融合的文献信息资源消费模式重

构。 顺应碎片化阅读、结网式阅读等电子阅读

方式,尝试构建基于用户阅读习惯、用户资源需

求的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文献信息资源消费模

式。 第三,基于开放交互的文献信息资源消费

模式重构。 文献信息资源生产者、出版者、管理

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在一

个复杂系统中相互作用,由此需要将文献信息

资源消费者看作是资源的最终利用主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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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与生产者、出版者、管理者之间的交互,
形成新的文献信息资源消费模式。

4. 3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构建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是文献信息资源保

障体系的具体呈现形式与交互载体。 现有平

台仍以文献信息资源管理为核心,尚未从全生

命周期的视角将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各

主体各要素囊括其中;尽管现有的共建共享、
分布式的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文

献信息资源需求,但无法适应去中心化、泛在

化、融合开发的新要求。 为此,本文设计了文

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构建流程(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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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架构设计

　 　 首先,调研现有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的

应用现状,发现现有平台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

内涵有待深化、边界仍需拓展、服务亟待升级

等;在此基础上定义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新需

求,主要包括文献信息资源的产权保护与管

理、全生命期管理、跨界融合与开放获取等多

个方面。

其次,针对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重构

框架,具体包括:①识别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

台相关的实体要素、结构要素和环境要素,进
一步剖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②分析平台功能

的协调机制,包括数据交换、接口连接、资源配

置等;③实施平台重构,包括平台总体架构调

整与重组、新功能实现与原功能优化、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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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功能衔接与融合。 平台总体架构调整与

重组主要在宏观层面调整现有平台的管理架

构、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以满足重构后的运

行效率和功能实现需求。 新功能实现及原功

能优化,将深化纵向发展,打造一体化的文献

信息资源管理平台,跨越不同层级、贯通各中

心和服务馆;横向扩展将专注于自主型文献信

息资源的生产出版管理,提供开放联合的建设

模式和服务模式,支持线上线下融合与开放交

互的资源消费模式。 新功能与原功能的衔接

与融合需要进一步调整和部署新增功能模块

和改进功能模块之间的数据接口、协调机制和

资源配置。
最后,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的重构,需要

组织、制度和技术三个方面的支撑。 在组织保

障方面,应建立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的管理

体制,并提供组织机构、人力资源和财务等方

面的支持。 在制度保障方面,应结合文献信息

资源保障平台的重构框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引导和规范各类主体的行为,平衡各方利

益。 在技术保障方面,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人工

智能、区块链和边缘计算,根据平台重构的具

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合作开发、外包开发或自主

开发方式,以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持。 另外,需

要注意的是,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重构

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具体应用过

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需要

通过测试和试运行才能进行推广部署。

5　 结语

本文以社会发展对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

障体系的新要求为起点,围绕文献信息资源

的生产出版及评价机制、建设与服务模式两

个方面,剖析现存问题并提出重构举措,旨在

构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体系。 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的服务模

式,激发用户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兴趣和需求,
进而促进消费升级。 这不仅能够促进文献信

息资源市场的发展和壮大,也有助于提升我

国在文献信息领域的创新和竞争力,助力科

技创新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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