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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放科学环境下的信息服务观察



1 开放科学环境下的信息服务观察

• 开放科学是“使科学研究中开放透明可访问的知识，通过协作网络共享和发展，使出版和传播科
学知识变得容易获取”,是基于合作工作、数字技术和协作工具的知识传播新方法，旨在提高研
究成果的公共可用性和可及性。

知识类型：科技出版物、科学数据、教育资源、软件代码、硬件等等。

参与对象：传统科学界+科学界之外的社会行为者

支撑基础：数字技术+协作工具、基础设施

关键目标：参与研究过程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开放和无缝合作；社会参

与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有意义参与

关联过程：关联整个研究过程，并倡导越早越好

1.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essels, L., Koens, L., Diederen, P.,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open science : effects of global variation 

in open science practices on the European research system,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77/054281

2.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Open Science.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9949



➢ 知识内容的变革

• 开放环境，首先在内容生产端发生了重大变革，各种以传播、交流为目标，以各种新型平台

为依托的新型“出版”正在颠覆传统信息服务的内容基座，一次知识内容的载体形态、类型、

产生环节、产生方式均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由此引起的二次、三次内容生产也面临着变革。

研究过程中的各类内容成为学术交流与

传播的对象，以Open Research Europe

为例，支撑全领域14类出版。Octopus

一类平台尝试研究要素的出版。

研究论文 短评 注册报告 指南出版

数据出版视频出版

案例出版

软件出版

临床案例 同行评议

方法出版

......

研究问题 研究假说 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

分析过程 结果解释 实际应用

“出版”成为交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

结果，可动态更新内容，内容的关联、

回溯成为重要组成
预印本 eLife ......

学术交流与传播的对象的多元化，引发

了后续评价体系中知识内容的多元化，

多元评价有了支撑点。

引用（论文、数据、软件、新闻提及、政策提及等）

使用行为（下载、浏览、点评、转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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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需求的变革
• 开放科学推进传统科学界之外的社会行为者参与到科技创新中，开放教育加速信息素养的提升，由此信息服

务的需求向着更大规模、更高性能、更加智能、更加个性化持续发展，用户面临可使用资源规模与信息获取

成本的博弈，市场面临传统付费墙与新生“墙”的博弈，这些都需要先进技术手段、更适配的服务生态的调

和，“以精确数据了解用户，以良性交互聚拢用户， 以个性关怀留住用户”。

Cognitive Search. https://marionoioso.com/2019/04/10/cognitive-search/

Etzioni, O. Search needs a shake-up. Nature 476, 

25–26 (2011). https://doi.org/10.1038/476025a

关键词检索 语义检索-认知检索 生成式

利用ChatGPT快速复现论文的算法与模型，让你的研究更高
效. https://mp.weixin.qq.com/s/ux43b3yZHqIeY1u2rFKUxQ

大规模训练、人机交互

大规模汇聚、知识化处理
大规模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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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生态的变革
•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急速发展，快速打破传统出版中发行、传播、服务的壁垒，原有的出版、
发行、传播链条发生极大变化，出版即服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大型信息服务商逐渐形成覆盖
整个科研生命周期的闭环，实现了从出版商到服务商再到问题解决方的角色转换，国内信息集成商
由于出版环节的缺失或不足，正面临着挑战。

出版

发行

集成

传播

技术

......

角色转换：科技出版商->信息服务商->问题

解决方案提供方

链路延展：聚焦研究成果->覆盖产学研用整

个周期，重视“链路+场景”

竞争加剧：技术商有了开源资源的加持，加

入赛道并抢得优势；内容端借助开源技术，

直接提供服务

合作生态：新的合作生态正在形成，传统科学界+

科学界之外的社会行为者参与到信息服务链中，需

要协调多个利益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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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角色升级

The role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s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leaders in the 

production of scholarly research（2021）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2015）.

University Futures, Library Futures: 

Aligning library strategies with 

institutional directions.（2018）

• 高校作为开放科学运动中的重要力量，高校图书馆在此环境下的角色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图书馆在
传统的文献信息保障职能外，逐步成为信息素养教育、学术研究、校园文化建设、大学发展战略规
划、产学研社区协同的重要基础保障，是贯穿科研生命周期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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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方数据资源建设思路



万方数据资源建设层次结构

资源发现 团队识别 主题监测 竞争分析 战略情报 专利分析 标准应用应用服务层

JCR ESI 检测 诚信 评价 查新 选题分析工具层

论文引文文献库 项目库 机构本体库 专家作者库 奖项库 标准库知识/组织层

元数据采集与融合系统 科研实体识别规范系统 知识单元标引揭示系统 大规模语料模型数据加工层

资源合作层 期刊 学位 会议 预印本 专利 标准 方志 视频

期刊采编发系统 学位论文呈交系统 会议征文发布系统

论文写作技巧 信息素养培训 学术规范普及 科研诚信教育 学术评价报告

论文审稿系统 作者授权与会员注册系统

行业标准引领

术语词表库专利分析库

源头支撑层

素质素养层



2 万方数据的资源建设思路

1、推进细粒度数据资源建设。建立可计算数据仓储和特定数据集。

2、尽可能实现更大范围的数据关联。基于知识图谱、知识计算构建多源
异构数据的关联网络。

3、加强数据的扩展应用。通过工具的设计和开发，进一步提升数据价值，
形成面向用户具体需求的扩展应用。

4、强调工具与用户的应用场景紧密嵌入。打造研学支持，科技评价，诚
信监测等工具应用，在工具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平台服务。

5、通过数据库、工具箱、服务集等不同层次的打造，从以文献服务为主
向数据驱动型组织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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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方数据资源服务模式与探索



3 万方数据的资源服务模式与探索

品牌市场推广 客服/用户分析 高校市场 企业市场 政府市场公图市场 海外市场

语义语料模型 自动文摘综述问答 全文检索技术自动分类标引 可视化图谱

知识服务平台

系统：医药系统、基教系统、文化传承系统

工具：检测系统、诚信系统、评审系统、指标系统、专家系统

审读系统 检测查重 计量评价诚信规范 高被引排行 学科分析

元数据采集 元数据加工 实体识别元数据融合 主题标注 数据关联

期刊 学位 会议 视频 专利 标准 网络资源

市场营销板块

技术储备板块

产品功能板块

评价分析板块

数据加工板块

资源合作板块



➢ 面向科研周期的工具支持

以用户需求为驱动，以用户实际业务场景为切入点，在知识发现服务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分析和利用；针对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打造紧密嵌入科研生命周期的服务支持，

沉淀标准化、可复用、可共享的场景化服务能力。



➢ 面向科研周期的工具支持

贯穿学术研究链的支持服务：以知识发现为主线，在资源检索和阅读过程中，嵌接主题探索-文献管理

-论文精读-学术交流-科研选题-趋势跟踪-智能投稿等一系列支撑服务，同时通过移动APP实现随时随

地的资源发现与优质内容推送，在学术研究链条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为科研人员提供支持。



➢ 面向科研周期的工具支持
耦合科研管理过程的循证服务：面向科研管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决策场景，提供科技决策、成果管理、

科研项目管理、人才管理与引进、科研诚信管理、学科发展评价、成果转移转化、科学数据管理、学术

成果认定等服务。



➢ 面向科研周期的工具支持

面向出版源头的精准服务：面向编辑部提供审稿人推荐、组稿选题、科学数据、期刊影响力评价等服

务。同时，打通与期刊编辑部的联系，与编辑部的投稿系统对接，同时支持编辑部对期刊基本信息进

行管理，以及可以上传征稿信息。



➢ 面向公共文化的数字人文服务

资源服务 数据挖掘 项目定制

整合旧方志资源十二万多卷、新方

志五万余册，建成包含地方志、地情文

献等资源的地情数字内容服务平台。

挖掘方志文献，开展行业志、特色

文化库开发，完成教育志、交通志、民

俗文化、家风家训等专题产品建设。

面向客户定制门户网站、数字方志

馆等系统，实施杭州数字方志馆、芜湖

党史方志网、掌上萧山等多个项目。

数字人文

基于方志内容，运用大数据技术，

打造细颗粒度标引展示、妫川文化、武

汉城市文化、视听资源等数字人文产品。



➢ 面向环境治理的科研诚信服务

科研失信案件频发，给我国科研学术生态造成不良影响，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加强诚信建设，当前，诚信建设在快速

落地、不断深化。应对科技监督与科研管理工作中的科研诚信建设需求，万方数据围绕科研活动的“事前-事中-事后”各阶

段环节，开展科研诚信服务建设，打造教育培训、风险监测预警、问题筛查核验三大核心模块，提供科研诚信知识资源、学

习培训、监测预警、检测查重、信息核查等五类系统产品与服务，并通过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为机构科研环境建设提供服务

支撑。



结语

开放科学条件下科技资源建设与服务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1、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突破图书馆传统资源认知界限，将资源建设从狭义走向广义：从文献资源到数据资源、工具资源。

重视内部专业资源的组织，实现内外部资源的统一揭示和集成管理。

        建设开放灵活、易于拓展维护的全域数据架构，实现可追溯、端到端的一体化数据管理体系。

        应用智能标引、知识图谱、语义挖掘等技术，以及更多的工具绑定，加强对数据的增值开发和高效

利用，进一步提升数据价值。

2、场景化服务能力

    专业图书馆不是旁观者，而是科研创新的重要要素之一。

    打造紧密嵌入科研生命周期关键环节的服务支持，支持本地的开放科学活动，对出版流程、科学管

理、科研进程、知识产权等，提供手段和工具支持，沉淀标准化、可复用、可共享的业务能力。



结语

3、人的能力

   提升图书馆员数据素养，提升读者参与能力，建立互相关联、紧密交互的服务链条。

    在专业资源、工具和服务汇聚的基础上，专业图书馆对智慧信息服务的特殊作用和必要性愈发

重要，是走完最后一公里的驾驶员，也是实现知识和服务增值的执行人；既是具体应用场景的落地，

也是运用通用知识工具解析专业知识内容的必要环节。未来专业图书馆资源服务的职能也许会逐渐

弱化，但咨询服务与决策支持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愈发融入科研和创新的实际场景。

    期望未来能够与各专业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与服务方面建立更密切的合作机制，共同实现内外源

数据的融合、最终知识服务产品的交付和专家智慧对知识服务的赋能，共同推进数智时代下信息服

务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传播知识，创造未来
我们：永远在倾听您的声音，永远为您做好准备

谢 谢！
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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