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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体系重构” 项目提出背景

1.图书馆馆长的“无奈”

导火线：国内外文献资源的涨价

反 思：资源垄断

深 思：文献资源评价话语权（SCI）

再 思：学科评价体系话语权（ESI）

企业良心？国家政策？ 自救！



一、“保障体系重构” 项目提出背景

2.新时代文献保障体系考虑

新时代：文化自信、创新民族、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
（1）新时代文献信息资源的战略意义发生变化

传统科
技服务

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
先进制造；
国家先行示范区；
人类命运共同体；
……



2.新时代文献保障体系考虑

（2）文献信息资源建设面临新需求

图书文献
学新理论

新方法/技术/工具 文献资源收集/描
述/揭示等

云大物智
普及应用

新要求：移缝易速 文献资源利用

一、“保障体系重构” 项目提出背景



2.新时代文献保障体系考虑

（3）我国现有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不足
 文献质量

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不足，高水平研究成果都发表在外国学术期刊，国

内还没有与之交换替代的产品。

 文献信息资源商业化加剧，广大科研工作者发表成果和利用成果都需要

付费，市场化反而成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阻碍，科学研究受到影响。

一、“保障体系重构” 项目提出背景



2.新时代文献保障体系考虑

（4）“破四唯”政策后的标准缺失
 国家话语权的成果质量评价体系

 客观、公正的晋级奖励激励机制

 多方参与的文献资源建设开发生态

……“打补丁”式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要摒

弃——“重构”的提出及入选（第359项）

一、“保障体系重构” 项目提出背景



3.提出“重构”建议后出现的事件

 5月，IEEE华为审稿门事件

 9月4日，高福院士：中英文期刊要同质等效

《建设中英文兼顾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体系》

 国外数据库部分内容的购买查阅限制

 数据库涨价及拆包销售愈发严重

一、“保障体系重构” 项目提出背景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1.价值与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1）有利于提高我国文献信息资源质量和水平

 规范创作、刊发的市场环境

 完善文献资源利用和保障制度；

 激发相关创新单位和人才的创作热情。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1.价值与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2）有利于解决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不平衡、不充分

等问题。
不

平衡
平衡复杂系统、信息生态、博弈论

不
充分

丰富海量挖掘、文献增值、刺激消费



1.价值与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3）有利于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重构后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属于国家机器，

其有效运行，将直接服务于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和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的战略安排，从而助

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2.科学问题的提出

以前：有没有 现在：好不好

为什么需要重构？

如何开展重构？

怎样推进应用？

复杂系统/信息生态
耗散结构、熵模型、协同论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3.研究目标

 学术思想理论目标

 学科建设发展目标

 实践应用目标

 资料文献发现利用目标

总体目标：探索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构
规律，构建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新体系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4.主要研究内容

（1）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历史演进与现实审视；

（世界为什么会走到这样？）

（2）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要素分析与复

杂系统重构；（新体系中国方案？）

（3）新时代我国自主型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机制及

评价体系研究；（抓源头）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4.主要研究内容

（4）新时代融合开放视阈下我国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与服务模式研究；（多方参与：公共资

源调配、众筹共享、增值付费）

（5）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重构

与应用示范。（以点带面实验、推广）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1）明确重构需求

本课题对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演化规律、动力

机制、现实特征等进行分析，以明确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

资源保障体系重构的新时代需求。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历史演进与现实

审视”

5.研究内容之逻辑关系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2）确定重构方案
依据对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复杂性特征的分析，

对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进行解构（要素分析）与新
时代重构研究，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我国文献信息资源
保障体系复杂系统重构模型，形成重构后我国文献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的逻辑框架。

——“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要素分析与
复杂系统重构”。

5.研究内容之逻辑关系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3）执行重构方案
依据重构后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逻辑框架，进一步细化

和拓展文献信息资源生产者（原创者）、文献信息资源传播者（出版
者）、文献信息资源管理者（服务者）、文献信息资源消费者（用
户）、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工具）等实体要素的相关重构设计，
有机融合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生产、出版、建设、服务等流程，从而形
成重构后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

——子课题三及子课题四、五部分相关内容

5.研究内容之逻辑关系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4）评估重构方案
以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平台”为应用背景，展开示范
应用，对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构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进行解释和评估。

——“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平台重构与应用
示范”中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平台重构的效果评
价的相关内容。

5.研究内容之逻辑关系

二、“保障体系重构”建议书主要设想



三、初步行动与愿景

1.初步行动

联合国内机构
申报重大项目：

互联网+，提升创新能力
研究与开发OA众筹平台

联合CALIS、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收集图书馆关于信息资源建设意见

对接国家战略，积极申报重大科研课题选题

建议意见收集：

舆论、项目破局：

顶层谋划设计：



2.预期成果影响

财政部: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如期刊

文化部、新闻出版：出台政策倡导中英文期刊出版和国际

交流。

工信部：主导数据库等内容集成、平台开发

科技部、教育部：引导形成有关评价利用机制

如：期刊质量评价、机构/个人水平评价等

三、初步行动与愿景



3.愿景

（1）不忘初心，回归文献资源建设（如学术期刊）本位

（2）修复学术传播与利用生态，推进广大科研工作者把

成果写（并发表）在祖国大地上。

（3）构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

（4）提升科研成果自信，增强国家软实力。

三、初步行动与愿景



四、高校图书馆新作为

1、借“双一流”建设契机积极参与自主
型文献资源建设（资源的组织、利用与评
价）

2、增设岗位与再造业务流程

3、关注并支持CALIS的发展



知识圣殿，精神家园

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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