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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思考 

林鑫  曾建勋 

 

摘  要  文章在梳理我国科技情报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和主要特征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科技情报

事业发展的要求。通过阐述科技情报的“中国式”特征和“现代化”内涵，论述了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

的五大特性，包括提供丰富化、层次化的科技情报服务，以适应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提供均等化、

可及性强的公共科技情报服务，以落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精神；兼顾服务效能与以人为本，使科技情报视

角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实现科技情报工作中的人机共生、多主体协调，以满足人和自然的和

谐共生要求；实现科技情报资源的自主可控与国际循环畅通，贯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原则。在此基础

上，结合新时期我国科技情报事业战略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对策，

即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科技情报现代化的新内涵和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自主可控的

资源保障体系框架、探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高质量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重塑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

的知识组织与情报计算体系，以及创新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的组织保障和管理体制。参考文献 25。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科技情报事业  科技情报现代化 

分类号  G359.21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Career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N Xin & ZENG Jianxun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endow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ndustry with 

new connotations, objectives, and tasks,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modernizatio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Focusing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main featur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China, including the initial stage (1956-

1978), characterized 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transitional stage (1978-late 1990s), with databas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s the core; the growth 

stage (mid to late 1990s-2012), featu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nd the prosperous period (2012-), characterized 

by addressing the impact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ization" connotation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discussing the fiv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These include providing diversified and hierarch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adapt to the huge population; providing equal and accessible public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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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balancing 

service efficiency with people-oriented focus to coordinat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realizing man-machine symbiosis and 

multi-subject coordinatio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work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achieving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mooth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o implement the great principles of pursu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Fin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the new period, this paper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empower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This includes researching the new connotation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resource security system framework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exploring high-qual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shaping th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computing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innovating 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25 ref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而“中

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伟大战

略性工程，为科技情报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数智时代的新跃升、新范式、新拐点和新要求，将

赋予科技情报事业新的内涵、目标和任务。同时，面向科技领域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封

闭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开始泛滥，成为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阻碍因素；

伴随开放科学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科研范式和创新模式持续迭代演化，新知识、新

技术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路径也持续变迁，为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

背景下，亟需瞄准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集聚人才大举措，重新审视科技情报

学科的时代使命，重构开放科学背景下科技情报文献资源保障策略，重塑 AI环境中的科技

情报计算分析体系，重植中国特色的开放交流生态机制[2]，研究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发展

路径，推动科技情报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我国科技情报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与主要特征 

1954年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两年后，作为推动科

技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我国创立了科技情报事业，履行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耳目”、

“参谋”、““尖兵”职能[3]。此后，科技情报工作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和历程有不同的战略任

务和目标，与国家同步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成为新型

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科技情报工作加速发展，科技

情报现代化将同样经历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完善、渐进迭代的过程，并与社会各方面深度交

融，助力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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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6到 1978年的初创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支撑的科技情报事业 

在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初创阶段，国家科技基础薄弱，急需引进、翻译和学习国外科技

资料，同时面临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面对这一时代背景，钱学森归国之后，提议加快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系统[4]，随后，发展科技情报事业成功列入“ 1956—1967科技发展

远景规划》[5]，科技情报事业快速推进：1956年成立了国家级的科技情报研究所；1958年，

发布国家级的科技情报工作推进政策，确立了科技情报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迅速成

立组建了覆盖全国的省级和市级综合科技情报机构，以及覆盖机械、电子、化工、轻工、纺

织等重点领域的行业科技情报机构，形成了全国脉络贯通的科技情报网络体系；1962 年国

家科委发布“ 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3—1972)》，将““加强情报、资料、图书和档案工作”

作为推进科技发展的主要措施之一。得益于这些政策措施，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快速发展，为

南京长江大桥、武钢 117轧机、“两弹一星”等高科技项目的实施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从这一时期的实践来看，科技情报工作的现代化主要是应用现代化技术于情报贮存、加

工、检索、翻译以及传递等方面，包括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缩微技术、印刷复印技

术等，来装备科技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6]，开展了机器翻译、主题词表编制、汉字信息处理、

机器编制索引文摘、机械穿孔的情报检索、情报自动提供等研究项目。这期间确立的我国科

技情报工作基本方针、政策和工作目标成为科技情报工作遵循的基本准则。当然科技情报新

技术应用进程于 1966年至 1976年间陷入基本停滞状态。 

1.2 1978到 19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期：以数据库技术应用为核心的科技情报现代化 

1978 年，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当年便成立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武汉大学和中情所开始招收情报学硕士研究生[7]；“研

究建立全国科学技术情报、图书资料的现代化检索中心和系统”也纳入了 1978—1985 年

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7]。次年，钱学森专门撰文，从存储技术、终端技术、检索技

术、通信技术、产业支撑等方面对科技情报现代化建设进行阐述[8]。1980年北京文献服务处

引进我国科技情报系统第一台计算机，1983年 10月中情所建立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先后与

欧美 12 个大型信息服务系统联机[9]。此后，国家科委颁布了一系列推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

的政策法规，包括 1984年的“ 国家科委关于加强全国科技情报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科技情

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重点任务，以及 全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条例》，提升了科技情报工作

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1991年的“ 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明确提出要贯彻““数据

库、计算机和通信三位一体”的总体发展战略，突出数据库、检索体系和情报系统建设[10]。

1994 年，国家科委开展一级查新机构认定工作[11]，标志着我国科技情报现代化开始走向实

用化发展阶段。此外，我国积极推进科技情报工作的国际交流合作，1979 年中情所代表我

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了 ISO 信息和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次年，我国成为国际文献联合

会的正式国家会员国。 

这一阶段主要是科技情报工作的恢复和转型期，在全面恢复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基础上，

科技情报也于 1992年改名为科技信息，科技情报中心任务从为科技创新服务调整为向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服务路径转换，很多科技情报机构进行转型，原有的科技情报组织体系结构

被改组。 

1.3 1990年代中后期到 2012年的成长期：网络化纵深发展的科技情报现代化 

进入九十年代，全球掀起“信息高速公路”热潮，我国于 1995年 5月颁布 关于加速

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要建设科教信息网络，推进科技信息共享和交流的现代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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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年开通了首个科技信息网[12]。1996 年在 ““九五”国防科技情报计划纲要》的指导下，

成功地建设中国工程技术信息网[13]，全国科技情报部门开始实现计算机化，并自主研制情报

检索软件。随后，很多科技信息单位在因特网上建立门户网站，发展各行业的信息服务网。

至此，我国按照““计算机、数据库、通信三位一体”蓝图设计的计算机情报检索规划基本实

现[14]。2000年前后，我国先后启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国家教育部 CALIS系统项目、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建设，标志着国家层面科技文献保障体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

实现我国主要科技信息机构之间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成为国家科技文献战略保障的基石，

成为服务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典范[15]。2004年制订“ 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建

设平台纲要》，对具有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特征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工作进行系统

部署。此间，清华同方（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等国内数据库服务商的出现，加快了

民族科技信息资源服务产业的形成，明显地改善““有路无车，有车无货”的局面，中国已跨

入信息资源生产大国行列，网络信息服务开始成为科技信息服务的主流方式。综上，这一阶

段我国科技情报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特点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和推动科技文献情报保

障与服务工作，科技情报工作基本实现从传统作业方式向网络化、电子化方式的转变，逐步

建立现代化的工作流程和模式。 

1.4 2012年至今的繁荣期：应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冲击的科技情报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围绕科技情报体制、产业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多方面基

础性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体制机制方面，开展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并于 2014 年 3

月正式开通运行“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16]
，实现财政资金资助科技项目报告依法向社

会开放；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将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作为重点任务之一
[17]
；建立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决策中的专家作用

[18]
；以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为重点对象，完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
[19]
。产业促进方面，

颁布专门政策支持科技情报服务业的发展和科技信息资源的市场化开发利用；颁布“ 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积极推进大数据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制度建设方面，2017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情报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12]
。进入

“十四五”时期，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部署了““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

平台”的重要任务，于 2022 年印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的意见》，于 2023 年组建国家数据局，进一步表明党和国家对以数据要素为核心引

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为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提供制度保障。总体来说，新时代以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AI“ for“

Science 科研新范式日渐形成，科技信息服务日渐呈现出平台化、多元化、智库化、要素化

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 

60 多年来，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经历了从工作手段、方法的电子化、自动化，到数字化、

平台化、数据化，再到全面体系化、协同化、智能化、要素化、智慧化的发展过程，学界和

业界结合我国不同时期战略发展目标持续开展科技情报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探索。特别是

1980 年代提出科技情报现代化的目标、发展思路、实施方案以来，推进了利用计算机系统

进行科技文献的存储、检索、编目、出版和翻译等相关研究与实践。1990 年代，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大科学”研究范式的兴起，科技情报现代化的研究与实

践开始更加关注科技情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并于 1992 年将“科技情报”改称为

“科技信息”。进入新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环境快速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党和国家

的重大战略，与此相适应，科技情报现代化研究与实践的重点转向科技情报工作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不仅取得一系列情报学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建成一批公益性、产业化的科

技情报服务平台。党的十八大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以来，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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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环境逐渐形成，国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加强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建设
[20]
，制订构建科研论文与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规划，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取得

一系列成就，共同决定这一阶段科技情报现代化研究与实践的主线。 

总体来看，尽管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实现一定程

度的现代化，然而，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要求、新目标，我国科技情报组织结构仍不

合理，顶层设计能力不强、政策组织保障不足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信息的生产者、传递者、

组织者、消费者等相关主体之间，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信息生态，难以实现

平衡、协调和共同发展。在信息资源海量增长所带来的““信息淹溺、知识饥荒”中，没有彻

底解决信息共享的机制障碍，存在无数的网络信息孤岛，信息加工水平没有实现智能化处理。

现有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方式落伍于国际态势、科研环境、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需求

等演变带来的形势发展和目标要求。 

2 中国式现代化对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

信息工作作出系列指示，强调““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建设高

水平科技智库”
[21]
；“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要

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础平台”“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
[1]
。以上系列论述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对科技情报战

略规划的具体描绘，为发展情报学和科技情报工作指明方向。 

2.1科技情报的“中国式”特征和“现代化”内涵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时代背景下，科技信息资源

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科技情报体系也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情报现代化”也相应地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新任务。从传统到新型的发展变革进程

中科技情报工作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互交融，既有各国的共性特征，也有与政治制度和

国家利益相适应的特殊性，因此，我国的科技情报现代化还需要强调“中国式”，即在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定位科技情报事业，建构中国式科技情报体系，形成科技情报的中国式

实践模式和管理制度。 

首先，科技情报的“中国式”，体现为党对产业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发展全面领导的战

略抓手，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属性，始终将人置于现代化的核心位置，解决人民日益

增长的科学文化知识需要和科技情报高质量精品供应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达到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所需的满足全体人民高品位、多样化、个性化信息需求的生产能力与服务能力，

体现为走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挥我国纵横交错的科技情报组织管理体制优

势，为创新型社会提供高水平的知识产品和高标准的知识服务，助力人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

的全面提升，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不但是一项

技术性的业务工作，更是一项具有很强政策性的管理工作，需要高效的组织能力和合作机制，

进行制度建构、跨部门协调，保障资源供应、促进知识扩散和学术交流。由于建国初期特定

的历史环境，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党和国家重托的特殊性，一直走的都

是文献保障与情报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集信息库与思想库建设功能于一体
[13]
。我国科技情报

机构既是科技文献信息的集成发布平台，又具备党和国家科技规划、决策和管理的“耳目、

尖兵和参谋”职能，需要以信息库为基座，以为全体人民提供普惠性信息服务为根本宗旨，

需要以思想库为标杆，以影响科技规划决策为最大目标，秉持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理念，解决

科技信息资源建设中的信息孤岛问题、科技信息产品同质化问题，科技文献数据粗糙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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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情报服务欠特色化问题、科技交流平台低端化问题。为此，需要一方面优化科技文献资

源保障结构和科技信息服务性能，另一方面强化科技决策支持、科技战略规划的功能定位，

将既有的数据库转换为事实库、文献库升级为知识库，将信息服务深化为知识服务、文献服

务回归到情报服务，把握科技创新和决策情报支撑的主导权，构建高水平的科技情报体系，

打造高水准的信息服务旗舰平台，为党和国家统筹科技规划和实施科技创新提供情报支撑，

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次，科技情报的“现代化”，既体现出技术驱动下全球科技文献信息数字化、集成化

和网络化、图谱化、智能化发展的共性，又体现出成为我国科技工作“耳目、尖兵和参谋”

的特殊使命。1958 年制订的“广、快、精、准”始终成为科技情报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标

准，应该贯彻“用户导向、服务至上”的基本理念，在“广、快”的基础上，求精、求准；

在““精、准”的前提下，求广、求快
[13]
。我国科技情报事业需要完备““新基建”，搭建持续

更新、稳定运行的基础底层架构，加快科研论文与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建设，构建知识基

因库、文献资料库、分析工具库、智慧方案库、版权数据库等，推进数字时代的资源整合、

数据共享、开放获取、信息存储、情报计算等基础设施现代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科技

情报事业自我更新、自我迭代的驱动力量，需要突出需求和应用导向，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

机制，将情报人才培养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与新文科等““四新”建设相结合
[22]
，推进

与信息产业链、学科创新链有机衔接和深度协同的情报人员现代化。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

情报事业发展也需要不断突破科技文献与情报研究领域的关键技术，沿着知识组织与认知计

算相结合的技术路径，推进数据自动清洗、信息动态感知、知识归一规范、语料模型构建、

情报智能计算等于一体，具备资源协同化、业务流程化、服务模式化、生产智能化的情报工

程现代化。科技信息是重要无形资产和基础战略资源，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面对杂乱

无章且多模态的科技信息数据集合，需要变革情报数据治理的理念、流程、体制和机制，借

助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提高信息数据质量，确保数据的有序性、互操

作性、关联性、安全性和易用性，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充分挖掘数据资源价值，

推进数据处理能力与数据治理需求相适应的数据治理现代化。我国情报学诞生于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的科技情报工作实践，在引入苏联和西方国家情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形成

了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从科技情报工作近 70 年经历的不同时期发展历程来看，情

报学正面临着信息资源形态的巨大变革、AI 技术的颠覆性突破、信息服务的开放理念转变，

以及数据生产要素发展带来的冲击，为实现情报理论现代化，需要守正创新，结合数智时代

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目标，转变情报学研究范式，制止“学科边界”的泛滥和““学科内核”

凌乱的状况，建立具备严密逻辑联系的情报概念、范畴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吸纳智能

感知、云边协同、机器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新技术，优化信息组织、信息计量、信息分析、

信息检索和信息构建等新方法。 

2.2 赋予科技情报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普惠性、共享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互惠性等特征

和优越性，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体现中国特色与共同特征的有机统一，为社会各

行各业提供发展总纲，也为科技情报事业提供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五个方面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科技情报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治

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这五大特色均为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先，人口规模巨大提供了广阔而巨大的科技信息市场，而人口众多、人口层次差异大，

人口流动性强，更需要科技情报服务结构多样、产品多元、平台多型，提供丰富化、层次化

的情报产品，惠及更多人口，满足人民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需求。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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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互促、互构是科技兴国的重要战略任务，推动科技双创发展，既要服务于创新也要服

务于创业，使科技情报现代化成为我国人民学习、科研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支撑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需要构建基础条件平台，进行知识信息的收集、加工、集成、传播和应用，

从而一方面帮助科技工作者更加便捷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动态，提高科技创新的能力；另

一方面帮助全体人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使科技情报工作充分实现在正

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信息，传递给正确的人，在促进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成为

满足人更高层次现代化需求的重要举措。 

其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释放和激发科技知识产品需求的同时，使人们有了更强的知

识消费能力。我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科技情报现代

化天然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我国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城乡间的信息保障水平和服务

供给能力差异性较大，需要实施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统一平台建设，加快开放科学进程，

提升全社会总体信息供给能力，超越原有文献情报机构之间的““行政层级体系”和传统信息

服务的“孤岛式结构”，构建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数字资源服务网络体系，形成优

质、均衡、一体化的信息供给模式，缩小地区、部门、系统之间的信息差距，填补由于经济

发展差距而产生的数字鸿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公共信息服务均衡化发展。传统的科

技情报研究与服务仅停留在信息检索与文献传递的层面，缺乏信息的深度利用与挖掘。面对

多源、多模、多维的庞杂信息，科技情报工作如果仅限于文献的检索、传递、计量分析等粗

粒度服务已经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愈加复杂和深入的需求，需要既推动发展公益性文献服务平

台，又培育扶持商业化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基于文献而又超越文献，从文献获取逐步深入到

知识获取层面的服务形式，提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各种知识信息和解决方案，增强全体人

民的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使得国家更加重视创新服务平台和知识传播载体

对两个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为科技情报事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既要物质富足、又

要精神富有，需要科技信息工作一方面全面服务于创新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全产业链提

供技术情报服务，另一方面以人为本，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特征，推进

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科学文化涵养，更加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既嵌入到整个创新生命周期之中，服务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到最终实现产

业化等不同环节，提供全学科、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学术交流与知识服务，

构成支持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的情报服务体系；又要强化信息平台间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让

每个平台成为数字产品或情报服务与用户需求联接的纽带，开辟信息市场新空间，提升平台

经济的新场景和知识经济的新应用，激活产业链间的信息流，形成有序开放的平台生态，催

生科技信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提供可能。 

第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科技信息工作强化人机共生的智能化发展，加快情报业

务流程的数字化转型，更加注重工程化发展。大数据是多模态数据，数据来源呈多层面、多

平台、多维度、多类型、多颗粒等特征。数据密集科研范式需要将与情报任务相关的海量多

源数据、分析算法与信息技术等以构件的形式集成到一个统一的工作流中，构建集数据获取、

数据监护、数据存储、数据搜索、数据共享、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环节于一体的专业化

分析模型和规范化业务平台，让情报分析者、信息提供者、数据组织者、最终用户等不同主

体在一个平台中实现协同交互工作，实现情报业务流程化、情报资源要素化、信息处理智能

化，探索大数据环境下的自动化、集成化、协同化和智慧化的情报工程模式，继而实现情报

业务的流程化管控和情报服务的平台化运营，提升情报业务的效率和质量，推动科技情报持

续沿着人与自然双向良性互动的路径发展。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和对外交流的

机遇，也是我国科技情报工作要坚持的重大原则。中国式科技情报系统必然是面向全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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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双向交流的开放共享平台，既收集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文献信息，拓展国际数字资源

来源渠道，实现科技情报资源的自主可控，增强对美西方国家的“断供”“脱钩”等风险的

防范应对能力；又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等相关国际规则构建，高质量搭建科技信息开放合

作新平台，向国外推广我国成熟的科学技术成果，推进对外信息服务，造福世界人民，更大

力度地促进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学术交流，为我国科技情报交流提供广阔的国际舞台。更要打

破既有惯性，“突出重围”，摆脱路径依赖，突破科技情报关键核心技术，强化科技文献信

息的本土化存储工程，用新的思维视角、方法论、实践规范去探索新范式，打破对西方的“知

识依赖、方法依赖、工具依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系统完备的科技情报系统，构

建科技信息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把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从根本上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基础设施和决策支持系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科技情报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耳目、尖

兵和参谋”，是保护公民知识获取权益和保障数字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维护国家数据

主权和信息安全的必要条件。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科技情报工作新的任务，需要确立新时代我

国科技情报现代化建设的新内涵、新特征及目标体系，开展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建设的顶

层设计，重构科技情报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从学术论文生产、数据信息组织、文献资源保

障、信息交流服务和情报计算分析等方面，探索科技情报现代化的实现方式，面向科技自立

自强强化科技情报资源的自主可控（强调自主性）、面向全民共同富裕推进服务质量的充分

平衡“（强调均衡化）、面向知识服务提升情报产品的高端交流“（强调高端化）、基于数据治理

提供技术预见与论证方案（强调智慧化），将科技情报工作融入科技创新、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实践需求场景（强调工程化），实现跨界协同、交叉融合、开放共享，开拓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新思路，实现科技情报产业的业态创新与公益科技情报机构转型发展；继而，探

索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路径，形成资源自立、数据安全、信息自主、情

报可控、服务高效的科技情报事业新局面，在科技情报现代化这一全球共同关注的主题上发

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信息治理中的国际学术话

语权和大国责任担当。 

3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思考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离不开信息尖兵、情报方阵，加强基础研究更离不开科技信息基础条

件平台的支撑。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更好应对科技脱钩、科学交流受阻的

复杂国际环境，适应快速演进的信息环境和技术环境，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

科技情报工作需要立足““四个面向”进行顶层设计，基于创新全链条重塑我国新型科技情报

组织体系，重构科技情报服务体系，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统筹规划与指导协调，着力打造世界

一流科技期刊、预印本平台、知识仓储和学术交流社区，建设包括科技文献、科学数据、标

准、专利、开源情报等资源在内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实现全国各级情报机构从孤军奋战向

协同作战转变，各类科技信息资源从自建自用向共建共享转变，建设全面覆盖国家到地方，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到企业研发机构的科技情报感知触角和服务支持平台，从根本上破解

“两头在外”的局面。 

3.1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科技情报现代化的新内涵及其理论体系 

“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1]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科技情报

体系，需要突出“创新、开放、共享、协调和安全发展”的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

架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坚定理论自信，增强实践自觉，强化科技情报事业赋能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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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使命感、责任感。聚焦国家需求和发展目标，立足中国科技情报实践，整合现有的

学科资源，从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技术范式、指标体系等多维度、多层次概括、凝练、解

释中国科技情报业务问题，探索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

的内涵体现在：第一，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力量，是科技

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第二，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

化既具有世界科技信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共性，又深深嵌入中国科技创新的现实场景，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需要借鉴西方科技信息治理体系的经验，又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

情报现代化实践道路，为世界科技信息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第三，中国式科技情

报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既与时俱进、动态演变而更加完善，又延绵不断、持续优化而渐至卓

越。第四，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是一个目标，是人的现代化，即提高全体人民的数字素养，

提升全体人民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推进我国科技情报高质量、均衡化、驱动式创新发展。

第五，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在内容上包括价值体系现代化、制度体系现代化、组织体系现

代化、方法体系现代化，需要统一谋划、统一部署、全面推进。 

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是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交融的现代化，需

要既固本强基，恪守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传统之正，又与时俱进，开创信息资源管理跨

界之新，在深入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业务实践与情报学科理论贡献基础上，打破学科专

业壁垒，深化学科交叉融合，突出情报学应用性学科特征，结合业务实践问题，探索新时期

科技信息生产、组织、处理、加工流程和科技情报管理、交易、服务模式，紧紧围绕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普遍性的科技情报自主知识体系，凝练彰

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科技情报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

化发展提供理论框架和逻辑指导，推动兼具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

的科技情报业务发展，更好赋能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3.2 构建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自主可控的资源保障体系框架 

自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开创以来，文献资源保障就一直是科技情报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

在数字环境下，科技文献资源形态发生变化，从以前单一的纸质文献资源转变成文本、图像、

音视频等多模态形式，需要转换资源采购模式，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提升数字资源建设的国

家统筹力度，从单点采购在线资源服务为主向集中购买、本土存储模式转变，重新梳理““藏

用并举”的辩证关系，推动实施国家科技文献数据战略储备工程，全面推进国内原生资源、

外文采购资源、网络开放资源本土化保存，构建国家大元数据库体系，提高元数据对资源的

全面覆盖、整合、揭示和链接能力。在国家推进基础研究、攻克卡脖子技术的重大任务面前，

夯实以印本文献为基础的数字信息保障体系，加强智库资源、年鉴、进展、综述、述评等三

次文献的建设，开拓面向产业创新的资源建设，规划新媒体、科学数据、可视化图谱、语料

模型等新兴资源建设，形成集富媒体学术资源、事实型数据资源、术语型组织资源、软件型

工具资源等于一体的立体化资源保障体系
[23]
。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重振信息资源建设信心，改变““建不如买，买不如租”的

传统观念，探索科技情报安全保障新模式，强化数据深度加工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在利用 SCI、

Derwent、Primo 的基础上，打造自主安全的““数据+工具+服务”建设模式，创建或合作建设

“中国的 SCI”“中国的 Derwent”“中国的 Primo”等
[24]
，提升数据库自主可控能力，扭转

资源““受制于人”的困局。面对开放科学潮流，需要以自主可控的思维，推进相关基础设施

与制度建设，构建国家预印本平台、国家知识仓储，鼓励和引导我国科技期刊向开放获取出

版转型，扭转科技评价中的““唯 SCI”导向，鼓励国内科技人员向中国期刊或平台投稿，加

强科研论文发布平台与科技期刊品牌建设，吸引世界成果在中国发表，并在确保““数据主权”

的前提下，构建与国际科研相融通的学术交流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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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探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高质量科技信息服务模式 

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口巨大规模的各层次、各类型、各领

域、各地区的不同信息需求，构建覆盖全国的科技信息服务网络，既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强化知识文化的阅读推广，也需要支撑科研全生命周期的创新信息需求，推进智慧型智库方

案的情报研究，形成普惠型公益服务与高附加值产业服务并举，实现更平衡更充分发展。同

时，要推进情报供给侧改革，深入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建立适用于科技信息领域的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建立科技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启动科技数据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探索面向非公共科技信

息和科学数据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科技数据从资源性资产到经营性资产的转变，破解科

技信息基础设施区域、城乡不平衡问题，优化科技信息资源配置，促进科技数据流通规范可

控，推动科技信息与科学数据的社会化开发利用，促进科技数据价值的充分发挥。 

面对““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这一战略任务，既需要注重发挥科

技信息的基础保障作用，又需要贯彻情报工程化思维，将分散开发的系统、组件、工具、模

型、算法等进行集成融合，形成具有规范化、标准化、模块化、系统化、程序化特征的模块

产品，如各类资源平台、分析挖掘工具、可视化知识产品、智慧化知识图谱资源等。同时，

在产品研发和服务过程中，不断互动迭代，使产品功能越来越强大灵活、体验越来越顺畅自

然。依托覆盖国家、地方和科研机构三个层级的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将科技情报服务嵌入到

科技管理与创新过程之中，实现情报链与创新链、产业链、产品链、人才链的无缝融合，并

同步实现创新主体的全覆盖、服务范围的全辐射，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更有力的支

撑。 

3.4 重塑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的知识组织与情报计算体系 

互联网塑造的多模态数字资源体系和多层次数字服务业态，正在催生新型的社会基本结

构、管理运行模式和信息传播机制，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 革命蓄势待发，正逐步颠覆科

技情报传统的价值观、方法论，萌发新型的知识组织模式、情报分析体系和学术交流方式
[2]
。

需要一方面开展知识组织模式创新，充分利用科技情报工作多年来积累的高质量基础数据，

将各类词表词典、文献元数据加工成机器可阅读、可理解、可推演的语料库，在充分考虑应

用场景所需数据和业务类型基础上，引入大模型进行专门计算训练，实现科技文献和科技信

息的标引精细化、内容结构化、关联语义化；推动以关键词匹配为核心的检索查询方式，向

智能化、生成式的问答搜索方式转变，重塑搜索形态和体验；面向细分用户群体，深挖典型

需求场景，丰富服务功能供给，打造更多““开放型、平台型、枢纽型、生态型”的““套餐式

服务新品”，实现服务方式向前瞻、主动、精准、智能化转变，促进情报搜索生态完善和资

源发现价值提升；另一方面，需要开展科技政策、科技新闻、科技文献、产业报告等各类文

献数据资源，以及计算资源、决策工具和模型资源的综合集成，形成基于情报计算的自动扫

描、态势感知、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工具体系，实现政府决策者、领域专家及科技情报专家

的协同协调，自动分析科技政策实施效果、演进路径，关键产业及重要区域的技术竞争态势，

并对决策过程及可能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从而为政府开展科技治理提供决策支持；开展面

向研究选题、立项评审、实验实证、模拟仿真、论文撰写、成果评价的情报支持，从而为科

研人员提供覆盖整个科研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立体化、定制化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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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创新中国式科技情报现代化的组织保障和管理体制 

1960年代初，国家科委下设科技情报局作为科技情报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1966至1976

年间，由中情所代行科技情报工作行政管理相关职能；1984 年重新设立科技情报局，并于

1992 年改为科技信息司；1990 年代后期，这一管理体制被撤销
[25]
。2023 年 10 月 25 日，国

家数据局正式揭牌，并将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值此时机，应恢复国家和地方科技信息管理

部门，重塑科技情报体制机制，推进国家科技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科技情

报事业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建立顺应数智时代发展和适配自立自强目标的科技情报制

度，重启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机制。一方面，强化政府在情报信息新基建中的引领作用，

推进我国开放科学基础设施投入和基础能力建设，出台预印本论文作为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认可政策，建立政府资助项目成果汇缴制度，建立科技作品版权登记确认制度；夯实我国科

技文献保障专项，设立科技信息关键技术专项。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构建政府主导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科技情报发展格局，破除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

壁垒，改变大多数文献情报机构条块分割、平台功能重复、资源同质化严重、产品特色化不

足的局面。与时俱进地强化对公益情报机构规制，对商业化学术文献平台监管，达到智能化、

一体化、合规化管理。既持续支持少数综合性科技情报机构，发展更多有特色的专门化科技

情报机构，又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积极培育行业内的标杆企业，鼓励资源型企业加强

智库研究和知识服务，不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壮大从事信息标注、数据挖掘和情报分析的

产业，推进发展与规范并重的科技情报产业化。加强综合性、区域性、专业性科技情报联盟

体建设，建立可共享、互操作的平台信任机制，实现情报业务内容、业务功能、业务架构的

智慧化重组，促进行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高数据深度加工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增强科

技情报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形成公益性、非盈利和产业化不同运营主体相协同的情报生态机

制，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力强劲的现代化科技情报体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科技情报事业

被赋予引领导航、助力加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使命。为此，

需要聚焦国家和行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键堵点、难点痛点，坚持斗争精神，弘扬创造型

思维，建立新时代的科技情报工作新模式、新程序和新方法，创新情报学科的理论、技术、

方法、范式，提升情报学科的国际话语权，深化科技信息服务机构和行业改革，构建以用户

为导向、市场为驱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情报协同创新体系，形成科技情报现代化

的“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建设新时代科技情报的伟大工程，创造新时代科技信息服

务的伟大业绩，续写新时代科技情报事业的伟大篇章，彰显科技情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的基石作用。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构建研究”

（编号：22ATQ006）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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