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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是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共同拥有的图书馆。

驻城高校

图书馆基本情况



截止2022年年底，在校学生人数为17945人，

其中，硕、博士13445人，本科4500人。

深圳大学城全日制在校学生数量

截止2021年年底，大学城全职教职工人

数2834人（专任教师1131人、博士后390

人、行政人员829人、教辅人员484人）。

深圳大学城专任教师数量

图书馆基本情况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筹
建并临时开馆

深圳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整体并入深圳大学
城图书馆，成立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深圳
市科技图书馆），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

20062003 2004

编办正式批复深圳
大学城图书馆成立

2021

深圳市教育局直属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2002

深圳大学城开始建设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深圳市
科技图书馆）

高校馆公共馆

情报所

26424
校内持证读者

78681
社会持证读者

401万人
图书馆之城读者

图书馆基本情况

兼具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双职能

承建国际科技信息中心
的科技文献中心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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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

高新技术企业

新型研发机构

医疗机构

科研人员

深圳市民

深圳文献港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

NSTL深圳服务站

图书馆之城

深圳X9高校院所联盟



为深圳大学城驻城高校教学科研提供科

技文献资源保障及服务

◆建设适应大学城教学科研发展所需的

馆藏体系；

◆教学与学习支持服务，提供文献资源、

信息素养教育、多元共享空间、学生

文化活动组织等服务；

◆科学研究支持服务，面向学校科研管

理的支撑服务、学术影响力分析、学

科分析、专利检索、专利分析、专利

季报推送等。

发挥
高校
图书
馆职
能，
为驻
城高
校师
生提
供文
献资
源保
障及
服务

双重职能，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源动力

大学城图书馆身兼双重职能的模式实现了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及

人力资源的高效共享，避免了政府重复建设，减少了财政支出，

提高了图书馆资源利用率，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

双重职能，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源动力

一、面向公众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 加入深圳”图书馆之城”项目，面向广大市民提供统一的深圳“图书馆之城”读者证，借

助“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平台，推行全市一证通行，通借通还；

◆ 面向公众的阅读推广、组织各种论坛及讲座等。

二、面向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

◆分别为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纪委等编辑《海外高等教育动

态》、《产业前沿视点》、《海外反腐动态》内参，旨在借他山之石，为深圳市的高等教育、

城市与产业发展、反腐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承担专题研究：受相关领导及职能部门的委托做专题研究，服务政府决策，服务对象包括

市教育局、政研室、市编办、市财政局等。

三、面向深圳企事业单位的科技文献保障及服务

◆  发挥图书馆科技文献资源特色，面向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广大企事业单位

提供普惠性的科技文献资源及服务，主要包括科技文献资源保障及获取，面向科研人员的信

息素养教育、专题情报检索服务、科技查新、查收查引、科技文献统计分析服务、专利信息

服务等，面向深圳企事业单位推出“蒲公英公益宣传计划”。

发挥
公共
图书
馆职
能，
将文
献资
源及
服务
辅射
至全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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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推出V3.0，合作馆增至6家

2010 联合采购相关资源

2011 系统发展调研论证，申请政府立项

2013推出移动平台
2012 发改立项“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平台”

2015 文献资源深度整合

2009 V1.0正式开通上线，合作馆3家

2016 学者知识库建设，资源整合基本完成

2014  V2.0正式上线，合作馆增至5家

2008 开始筹建

牵头建设“深圳文献港”，促进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深圳文献港”是深圳大学城图书馆牵头，联合深圳图书馆、
深圳大学图书馆等共同打造的深圳地区重要的学术资源共知
共建共享的平台，为深圳地区的学术研究与科研创新提供了
重要的文献资源服务保障，深圳文献港已成为科研人员文献
获取的重要渠道，成为了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成员馆也从最
初的3家发展到目前的7家。

2019 合作馆增至7家



牵头建设“深圳文献港”，促进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一框式输入 一键式切换 统一交互方式

双发现引擎无缝对接：提供一站式发现服务

下载/借阅 传递/互借

闭环的资源获取服务：看得见，获得到

荐购/采购馆藏资源纸本 外文电子资源

异构系统和资源的整合：支撑资源统一揭示

中文电子资源

整合 发现 获取



2020年我们将一楼改造为密集书库，

2021年向“图书馆之城”开放60万册预

借库为市民服务，目前是除深图外全

市最大的一个预借书库。

截至2022年，深圳文献港已有6.2亿条中文元数据，5.5亿条外文元
数据，660万中文图书书目，338万篇中文图书全文，1.3亿篇中文期
刊全文，3.15亿篇外文期刊全文，2300万篇外文会文论文，1000万
篇外文学位论文，800万篇中文学位论文。

平台访问量稳步上升，从2010年125万次增至2021年的5465万次，移
动门户访问量在2021年更是增至8306万次，其中，中文图书、中文期
刊、外文期刊占整个访问量的90%。通过深圳文献港为读者提供的文
献传递服务量也从2012年的46590篇提高到2021年158061篇，增长了3
倍。

海
量
数
据

访
问
量

牵头建设“深圳文献港”，促进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加入深圳市“图书馆之城”，助力图书馆纸本文献资源全市共
享

“图书馆之城”：即把深圳

建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的大图

书馆网，以全市已有、在建

和将建的图书馆网点和数字

网络为基础，联合各图书情

报系统，建立覆盖全城、服

务全民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网络，实现图书馆网点互通

互联、资源共享，为市民提

供功能完善、方便快捷的图

书馆服务。

2021 年 7 月 21 日，深圳推进“图书馆之城”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唯一项目入选国家发改
委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清单》并向全国推广。



2023年全深圳有814个外馆服务点流通过我馆图书

2020年我们将图书馆一楼改造为密集

书库，2021年将密集书库的60万册图

书向“图书馆之城”开放预借库为市民

服务，目前是深圳市第二大预借书库。

2020-2023图书馆之城馆际外借情况：馆际借入74721册（我馆

读者借图书馆之城外馆图书）；馆际借出35114册（图书馆之城

外馆读者借我馆图书），方便全深圳市读者的同时，大学城图书

馆的通借通还业务量也得以激增。

加入“图书馆之城”，助力图书馆纸本资源全市共享



2008 年 4 月 ，图书馆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合作,建立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深圳服务站， 以 NSTL 为 依托， 以图书馆为
平台， 面向深圳市的企业、 科研人 员提供丰富、 优质的国家
级的科技文献保障服务。

NSTL深圳服务站,健全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保障体系

文献获取量：
3830

网站访问量：10748013 

文献检索量：
40527



➢ 公共服务机构5个：

⚫ 深圳市人才研修院人才分馆（市委组织部

市人才研修院）

⚫ 与光明区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合作共建

光明区科技文献服务站

⚫ 龙华区服务站（龙华区人才工作局）

⚫ 宝安区服务站（宝安区科创局）

⚫ 罗湖区服务站（罗湖区科创局）

➢ 大学城园区1个：

⚫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分馆

➢ 科研机构4个

⚫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分馆

⚫ 鹏城实验室分馆

⚫ 深圳先进电子材料国际创新研究院

⚫ 深圳湾实验室（筹办）

➢ 科技园区1个：

⚫ 深圳大学城创业园（南山区科技局）

馆外服务站建设，完善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鹏城实验室分馆 电子材料院服务站



面向深圳企事业单位，实现文献资源服务共享

专题情报检索
针对委托人给出的专业研究课题，依托我馆丰富的馆藏

资源，挖掘委托人准确的需求，进而为委托人提供全面

准确的专题检索报告，为委托人科研创新提供文献支持；

签订合作协议，提供定制化的科技信息服务
根据企业的要求，先后与中集集团、律师协会、深

圳远方创新等签订合作协议，为之提供定制化的科

技信息服务；

企业科研人员科技信息素养教育

采用“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服务模式为企业科研人

员进行科技信息素养教育。几年来共为100余家家企业

举办了近200场信息素养培训，有华大基因、迈瑞集团

、比亚迪、中集集团等;
与深圳市律师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专利信息服务
2022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为企事业

单位提供专利检索、专利查新、专利跟踪、专利技术分

析等服务；

科技查新及查收查引服务
2009年获批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图书馆与众多的深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服务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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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
予深圳的建设任务；

•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项目写入
了 2 0 2 2年度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

通过国际科技信息中心的建设，将有力促进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信息要素的稳定供应、
自由流动和融合贯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助力构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深圳路径”，为我国建设世界创新高地贡献“深圳力量”。

深圳担当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参与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有其必然性，即深圳大学城图书馆的
双重职能，使其具备服务深圳市科技创新主体的职责，同时，多年的发展，除了丰富
的科技文献资源沉淀外，也积累了丰富的科技文献资源建设及服务经验。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通过参与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为全市科技创新主体提供无障碍
的科技文献获取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科技文献资源的保障及服务能力，并
从整体上提升了深圳市层面的科技文献共享水平，图书馆在深圳市政府部门、高新技
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的影响力和可见度也得以进一步提升。

必
然
性

意
义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是开创性的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其建设目标之一就是加强深圳市
科技文献资源建设，建立及完善面向深圳产业发展的开放型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及服务体系，打通深圳市科技创新主体文献信息获取通道，实现全市科研人员更便
捷的、无障碍的获取前沿科技文献信息。



建设背景——匹配城市科技创新发展需求

专精特 新增国家级

“小巨人”企业275家

总数达442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新增2043家

总数达2.3万家

高新
技术

2022年

为匹配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

需进一步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源头创新

机构集聚

高地

新兴产业

育成基地

完整科研

实验条件

“ 十 四 五 ”

科技文献不能缺位



其他人员数

量, , 76%

科研人员数

量,  24%

其他人员数

量,22%

科研人员数

量, 78%

外环：科研机构

内环：高校

建设背景——王伟中书记首次提出建设构想

覆盖高校、科研及医疗机构共

40家目标单位

为期8个月调研
2018年11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现任广东省委

副书记、省长）视察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人才分馆，首次提

出深圳应加大投入，尽最大可能保障深圳市企业和科研人

员可以实时获取更多科技文献。



科研机构在科技文献获取上存在主要问题

问题

➢ 研发机构目前所需要的主要科技信息：科技文献、专利、标准、行业市场信息、科研数据信息、

政府政策信息、国际会议信息、专家库信息、科普及科研仪器等方面的信息。

➢ 极少数大企业与科研机构自身采购了研发及生产所必须的科技文献资源，大多数科研机构与企业

自身并没有建立系统性的科技文献信息获取渠道；多数研发机构仅通过研发人员个人的渠道来获

取科技文献，包括个人付费、母校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以及其它渠道获取相关的科技文献

信息；部分机构对于境外网站访问及境外科技政策信息获取上也存在一定的障碍。

➢ 研发机构在科技文献信息获取上存在较大障碍，影响科技创新效率与产出，不利于深圳创新城市

建设。



现状及科研机构的建议

现状 建议

深圳作为国家级创新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四大核心引擎之一、未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亟需从全市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战略的高度，建设与其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科技文献资源及服务机构，为全市的

科技创新机构提供全方位的、实时的科技文献资源及服务保障。

➢ 具备科技文献馆藏及服务能力的单位：

深圳市科技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

馆）及市内各高校图书馆；

➢ 由于知识产权及服务能力限制，目前

均无法将其资源及服务进一步向本机

构范围以外的科研机构辐射；

➢ 深圳目前不具备与其城市地位相匹配

的科技文献资源保障及服务机构

科技文献资源要集中统一建设，避免分
散独立建设。
➢ 科技文献资源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

基础性条件，如果完全依靠各科研
机构自身的力量建设，既不现实，
也没有必要，当然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主要表现为各机构重复建设，
而造成总体建设成本高，建设成效
差；

➢ 科研机构自身的学科方向通常比较
集中，如果采购的科技文献资源学
科覆盖过宽或过窄，就会产生资源
利用率或满足率不高的矛盾。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 1-7月：多方反复讨论，形成《国

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方案（草

案）》，并向市政府提请审议。

⚫ 11月11日：聂新平副市长主持《国

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方案（草案）》

专题会议，提出：该项目市政府高

度关注，具有深远意义，需要加快

推进建设，原则同意由市科技图书

馆作为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初期承建

单位之一，基于会议的意见进一步

完善建设方案及其配套文件

⚫ 1-11月：举办多次方案讨论会，

细化方案，明确分工，完成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方

案》。

⚫ 11月：市政府七届24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 国际科技信息

中心建设方案》。

⚫ 1月：国际科技信息中心相

关单位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正式启动建设。

⚫ 11月：在2022西丽湖论坛

与第二十四届高交会上，国

际科技信息中心的重磅发布，

引起了广泛关注。

建设历程 

2019年

⚫ 8月：市科创委向市委报送《深圳

市科技文献中心建设有关情况的

报告》 ， 书记对《报告》做出批

示。

⚫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公布，要

求“探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

心”。

⚫ 10-12月：与各区政府、重点企

事业单位、科研机构与高校等组

织调研座谈会。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致力于打造涵盖基础设施、科技文献、科学数据、情报信息、高端智库、智能服务等体系的“
科技超脑”数智平台，持续为全市科研人员提供最前沿最普惠的文献情报、科学领域数据库等服务

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需求，

构建数据与知识

双轮驱动的新 一

代 科 技 知 识 服 务

平 台，建成深圳

国际科技信息中

心体系，使深圳

成为有国际影响

力的科技信息交

流、原创和研究

中心。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架构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

深圳市科创委

科技文献中心
（设于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数据基础设施中心
（设于市超算中心）

科技信息情报中心
（设于清华国际院）

未来产业研究中心
（设于深圳清华研究院）

清华国际院
（建设执行）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专班

用户委员会
（政府、企事业单位、创新主体等）

为国际科技信息中心
项目提供硬件支撑，
构建涵盖“20+8”产
业领域的科学数据中

心。

构建未来产业研究与信
息服务平台，追踪未来
产业前沿发展动态，研
判发展趋势，识别关键
环节与重点创新主体，
助力未来产业的规划布

局与项目落地。

研发高精度知识获取、
深度知识关联挖掘、
超大规模知识智能服
务关键技术，打造亿
级规模知识图谱及情

报挖掘系统

建设目标及架构 



科技文献中心——建设内容 

科技文献
中心

体系1

体系2

体系3

科 技 文 献 资 源 保 障 体 系

科 技 文 献 资 源 服 务 体 系

科 技 文 献 中 心 服 务 站 体 系

建设覆盖深圳市未来重点学科与重点发
展产业的、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科技文
献资源保障体系。

面向科研机构、企业、高校、个人科研
工作者的不同需求，建立完善的资源开
放与服务体系，实现科研人员对科技文
献信息的远程实时获取，对科研工作者
的即时需求进行系统保障。

面向深圳市各行政区建设科技文献中
心服务站，将科技文献中心的资源及
服务向外辐射，助力城市升级。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建设方案》：“科技文献中心的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公益性的事业”



与市科技图书馆协同进行科技文献资源建设，以

数字科技文献资源为主、纸本文献资源为辅，满

足科研工作者的文献资源需求；

文献资源配置主要面向科学研究与科技研发需求，

以学术研究资源与提供研究支撑的工具类资源为

重点，同时保障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各分中心对特

定资源的需求；

逐年增加数字科技文献资源向科研工作者远程实

时开放的品种与范围，从满足广泛需求到逐步将

普遍需求、集中需求、个性化需求也纳入保障范

围。

科技文献中心——科技文献资源配置方向及重点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文献资源共享模式 

深圳市高校
（ 9所）

深圳市科研人员

深圳市科研机构
（50余家）

馆外服务站
分布于深圳各区

21%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
科技文献中心

已购科技文献资源

图书馆
部分科技文
献资源

市内7家公共图书馆

IP授权

IP授权

IP授权

IP授权

用户注册



中心资源——首批城市级开放数据库 

基于前期调研，首批选择的数据库为科研人员在科研过程中需要重点使用的数据库，也是各大高水平高校重点

保障使用的数据库，其中1种为科研人员与企业研发人员都需要经常使用的全球专利数据库。

学科覆盖
范围广泛

引文
全文期刊
专利

世界权威
数据库

学科领域
排名靠前

SCIE



科技文献中心服务站建设---立足本馆，向外辐射

服务站的建设旨在将中心科
技文献资源及服务深度延伸
至各区重点科教园区、产业
园区，将科技文献中心的科
技文献资源及服务进一步向
外辐射。 

在深圳市各行政区布局数11家科技文献中心服务站



科技文献中心宣传与推广

宣推场次：60场

非IP

机构

宣推场次：82场

累计
培训

=



[图片]

院校

科研机构 生物医药

企业

科技文献中心合作伙伴

人工智能 新能源新材料 量子研究计算科学 信息通信

科技文献中心已与各类前沿行业领域研究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了IP授权开通、科技文献共享、数据库使用培训等

等多方面的合作，在未来产学研发展中将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用户注册

通过手机号或个人邮箱即

可注册，享受国际科技信

息中心6大数据库资源的

检索和实时免费全文下载

权限（深圳市IP）

1
用户
免费注册

绑定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读

者证，增加拥有深圳大学

城图书馆部分数据库资源

的检索及下载权限

2
深圳大学城
图书馆读者

绑定深圳大
学城图书馆   
读者证



欢迎大家使用国际科技信息中心门户网站

感谢聆听

网址：https://itic-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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