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现有学科服务的主要构成

包括学科规划情报支撑、学科评估支撑、机构对比、人才
评估等等。

包括科技查新、查收查引、专利分析、国际出版服务、
学科前沿/态势跟踪等

包括教参保障、嵌入式课程支持、经典阅读支
持等。

包括电子/纸质资源订购、特色自
建数据库、机构知识库建设等等。 多样化资源保障

 教育教学赋能

 信息素养教育

管理
支持

科研支持

科研支持

教学支撑

管理决策

包括信息检索、知识产权、学术出版、
科研诚信等系列内容

p 现有学科服务的主要构成

资源工具有使用门槛 分析有规范方法 解读有专门方式



新环境下学科服务面对的一些问题

AI推动各类关系变革

AI引发各类知识服务的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包
括但不限于知识学习长链条贯通、知识服务去中
心化等。传统图书馆中介服务角色受到AI环境下
端到端的服务冲击。

学术交流生态变化

正式学术交流与非正式学术交流逐渐趋向
融合，对于资源组配、资源利用、科学评
价等等都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AI+学科、跨学科发
展成为常态

客观的政策变动及经济原因

逐渐降低对科技查新、简单的查收查引的强
制要求；科技评价体系的改革对传统评价提
出挑战。普遍经费紧缩。

当前学科服务面临的挑战

Ludo Waltman.Assessment reform and publishing reform need to go hand in hand.https://www.leidenmadtrics.nl/articles/assessment-reform-and-publishing-reform-need-to-go-hand-in-handEwen

张晓林:Library Inside:AI 赋能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型 

如何能在AI融入学科发展、跨学科发
展中，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开拓新的
服务领地。



人工智能与学科、行业的结合，推动AI4S、AI4E等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化

p AI背景下，用户需要资源、数据、知识与其本人/其所用AI实现无缝衔接，这既是效率优先的要求，也是AI4S

的学科研究中打开AI黑箱的重要保障，端到端的服务服务需求加大，向深度的数据服务、新的服务方式与服务内

容提出了需求。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AI for Science创新图谱，2025年3月;
XpertAI如何用科学文献赋能机器学习解释化学结构-性质关系，打破黑盒困境.https://mp.weixin.qq.com/s/HLKpCgrv0VtlsLeDutRA7A
Gottweis, J., Weng, W.-H., Daryin, A., Tu, T, et al. Towards an AI co-scientist. https://arxiv.org/pdf/2502.18864



学术图书馆在积极地应对需求的变化

2025 Environmental Scan.https://www.ala.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4/2025_ACRL_Environmental_Scan.pdf ；图书馆的发展脉搏.https://img02.ma.scrmtech.com/18476/1812/resource/1726741375/图书馆
的发展脉搏.pdf；IFLA AI Entry Point for Libraries and AI.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20.500.14598/4034；张晓林:Library Inside:AI 赋能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基础模型
赵兴胜,李小洁,程川生,等.认知与实践：AI技术在高校图书馆应用现状调研分析[J/OL].信息与管理研究,1-16[2025-01-0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2118.G2.20250107.1047.002.html.

图书馆与人工智能”的切入点:
旨在成为图书馆员评估人工智能
伦理使用的辅助工具，列出了关
键考量点及应用情境



新的学科服务岗位不断涌现

p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放获取馆藏策划师”：
p 评估机会，使学术交流系统向研究开放传播转变参与实施

创新的馆藏模式和方法，管理UCSB开放获取（OA）出版
基金。

p 通过eScholarship、ORCID和Dryad促进开放出版选择；
监测出版商和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和数据，以确定开放获取
相关的趋势和模式

p 基于证据的馆藏和内容获取、管理和评估方面进行合作
p .......

p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等发布“人工智能馆员”：
p 在图书馆开展基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支持服务开发；
p 参与全校范围的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相关项目。
p 参与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合乎道德且负责任使用的战略及资源

开发工作，并致力于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https://recruit.ap.ucsb.edu/JPF02255；https://news.cci.fsu.edu/jobs-and-internships/cci-job-board/mls-jobs/；https://www.simplyhired.com/search?q=librarian&l=&job=ru7XIWOw-
CVi9qBq_xLexwUlOXTiiP3PiYvQ792rny04dtTGt1tBwA

（围绕科学数据，图书馆新职位嵌入科研全流程，参与数

据管理活动）

p 数据图书馆员（基于ALA JobLIST 2006-2018年4月发

布的美国学术图书馆相关岗位）：

p 包括数据素养馆员、研究数据馆员、数据可视

化馆员、数据馆员、数据仓储馆员、数据服务

馆员、数据与政府信息馆员等各类图书馆岗位

名称。

p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提供跨学科数字研究服务、数据

服务，并形成人工智能计划。

p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设置数据服务中心：汇聚研究数

据、资源数据和管理数据，支撑科研范式变革；



科技信息服务行业中传统信息服务商、科技新贵纷纷涌入，渐成规范

Generative AI in Higher Education：The Product Landscape. https://sr.ithaka.org/wp-content/uploads/2024/03/SR-Issue-Brief-Generative-AI-in-Higher-Education-03082024.pdf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Deep Research: Systems, Method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https://arxiv.org/abs/2506.12594

本质都是在商业大模型基础上的应用程序

生成式内容的合理使用挑战日趋严重

产品特性与功能趋同性严重

产品的学科纵深度与业务纵深度日趋加强

基本价值主张相似，以加速或丰富研究生命周期中
发现、理解和创造三个关键阶段为核心目标

与更大平台的融合正在成为优选路径



在猛烈拥抱AI的同时需警惕潜藏的风险

Manus AI智能体——AGI发展新范式的时间与测评报告



  AI时代的数据建设将尤其凸显重要性和价值

p 数据建设规范化、丰富化，无论对本身产品及服务的增强，还是试水新的数据要素服务，都是新机遇

Generative AI Licensing Agreement Tracker. https://sr.ithaka.org/our-work/generative-ai-licensing-agreement-tracker/

高质量数据支撑LLMs

版税分配模式重新计量

AI许可解决方案

针对特定行业的集体版权许可

垂直领域模型的联盟生态共建



始于文献，超越文献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全谱段基础资源建
设（渠道、类型、模态）

细化多模态原始数据解构重
组与知识向量化

纵深数据的知识化挖掘与链式关联

AI与科技信息服务纵深化需求的结合

p 覆盖原生资源->解构数据->知识数据的链式数据体系



立足文献，向左向右持续扩展
p 原生数据：从完整的科技创新价值链看原生资源的扩展，并关注各价值环节在利用信息的同时会针对旧信息衍

生附加的新信息或产出全新的信息。

项目评审科技政策 科技计划/申
报指南 项目申报 立项项目

研究开展项目成果成果转化市场反馈

趋势调研/
Idea生成

组织团队

期刊、专利、报告、已资助项目、产业
需求等各类科技讯息

政策管理文件/
年度科技预算/
政策数据库/
智库报告

项目体系/
programme/
call for proposal

评审专家库/评审结果
库/科研不端案例库等

拟立项/正式立项/
取消立项

科学实验/科学计
算/科学调查/科研
会议/科技文献/.....

论文/专著/专利/软件/科学数
据/临床记录/报告/.....专利/软件/产品/.....

项目结题

结题报告/奖项/.....

科学数据计划、项目
申报书、研究基础

财报/产品信息/
行业动态/.....

团队信息

学术出版科技评价与管理产业服务
评审专家库/评审意见库
/.....人/团队/机构/学科....



立足文献，向下深探

标题

作者
信息

机构
信息

出版
变更

文本内容、文本结构

基金
资助

图像、应用的数据、使用的仪器设备/研究软件

引文

所在期刊

p 原生数据：文献是AI4S的学科服务中打开AI黑箱的重要保障，需要注意科技文献不仅只有TOC信息，图像、公
式、软件、数据、基金信息等等，解析文献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重现一个研究的过程



立足文献，向下深探-

p 解构数据：AI加持的智能版式识别全面提升原生数据的解构粒度与性能，从描述元数据加工生产到知识要素解构

自动画框

引文切分

纸本加工提效

大纲
段落
图片

数据提取

DOCX
MARKDOWN

HTML

格式转换

多语种

版面还原

文档翻译

原始图片或截取图片

插图/图注

包含主标题和各级子标题

标题

切分作者，标题，刊名，年份等

参考文献

表格图片、html格式表格

表格/表注

完整语义的段落识别，去乱码

段落
公式图片、LaTex

公式

01 02

03

0405

06 版面分析



超越文献，开放互联

p 从单一文本到多元知识关联，支撑知识推理。



标准规范与AI技术同行，推动AI for Data<->Data for AI双循环

AI- Ready 数 据 需 经 历 严 格
的验证过程，如：  格式检
查、 范围检查、引用完整
性、名称验证、唯一性检
查、一致性测试、问题跟
踪系统、安全测试。

data.world侧重数据
治理与验证

从数据分级与评
估的视角，对照
数据质量、访问、
文档三个维度要
素形成标准

NOAA四级成
熟度模型

对照FAIR标准，AI-
Readiness 是指数据具
有机器可读性、可靠
性、准确性、可解释
性、预测性，并且对
未来的人工智能应用
是可访问的。并提供了
一系列对照工具。

NIH侧重数据质量与功能性 Gartner强调场景适用

AI-Ready是指数据能够
充分表征使用场景中的多
样化模式、错误、异常值
以及特定用途所需的意外
情况，用于训练或运行AI
模型。这是一种基于元数
据的系统性流程与实践，
通过数据对齐、验证及治
理来实现



标准规范与AI技术同行，推动AI for Data<->Data for AI双循环

p 解构数据与知识数据：依托AI技术全面升级数据治理与分析工具，按照工具链思路进行体系化建设与组配，构
建数据治理与分析AI智能体。

基于AI技术的数据治理与分析工具链的体系化建设

文献采购中心

资源存储中心

信息中转中心

知识生产中心

AI ready数据支持中心

AI模型群智生态中心



标准规范与AI技术同行，推动AI for Data<->Data for AI双循环

p 解构数据与知识数据：基于“通用大模型+面向场景任务的小模型”策略，形成系列工具，利用向量数据库存储并
索引高维空间数据，支撑智能计算和复杂关系计算，提升性能与效果

实体识别 知识推荐

知识推理

知识发现

图谱建设

知识对齐

图数据库 向量库

数据采集 数据挖掘

数据处理

数据存储

数据分析

数据对齐

传统关系数据库 数据仓库

文本型数据向量知识库

图像数据向量库

体系化提示词指令库



超越文献保障，迈向智能服务

p 基座大模型与场景数据的碰撞，推动文献资源服务转向工具服务、组织服务

大模型
基座

场景
数据

智

慧

业

务

场

景

模

型

科研场景

学习场景

创作场景

评价场景

传播场景

项目申报场景

智搜模型+智研模型

智搜模型+智学模型

慧写模型

慧评模型

慧传模型

慧申模型

more...



     面向学生、教师、研究者、科研管理人员等不同创新主体角色，以学习、研究、管理、决策等关键环节的实际

业务场景为驱动，打造系列工具集，沉淀不同层次的一体化智能服务能力。



检索发现式的原文服务迈向认知引擎构建

p 在传统检索基础上，深度融合大语言模型，构建「语义理解-知识关联-动态优化」三位一体的认知

智能引擎，实现从关键词匹配到语义向量认知的范式跃迁。

AI增强检索 答案综述 参考文献快读 可视化知识脉络 文献伴读 全文精炼

智能翻译术语解释 单篇问答 多篇对比 文献综述 阅读快报

AI增强检索 循证式问题解答 智能文献伴读

大模型全文标引
科研实体、研究问题、创新点、实验方法、

缺点和不足等

语义检索模型
改进检索排序算法，实现真实需求理

解与精准检索

检索排序效果监测
首位命中率、前三条结果点击率、首屏

效率值、翻页点击率



p 智研：贯穿科研学习全流程，集“搜、读、写、研”为一体的智慧研究服务平台。

• 研学探知：文献检索、文献阅读、

阅读推荐、科技资讯推送。

• 知识管理：个人知识库构建，文

献收藏、标签管理、阅读笔记、

订阅推荐、学术成果管理。

• 创作投稿：论文选题、智能创作、

论文投稿、智能排版、智能审校、

论文检测。

• 研习手账：科研计划个性化生成、

日历提醒、科研任务进度提醒等。

感知终端用户场景，提供链路式工具集自组配机制



从文献发现服务迈向更多业务场景

p 科研项目全周期：面向科研项目的申报与实施，串联基金申报提醒、选题推荐、资助态势分析、推荐申报代码、

立项申请书辅助撰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前期研究基础）、诚信检测、成果汇集、科学数据仓储等全流程服务。



面向创新主体的多维立体评估

发文热度
影响指数
关注指数
关联拓展
代表学者
代表机构
期刊分布
资助分布
高价值文献

发文热度
影响指数
关注指数
研究主题
学科分布
代表学者
合作机构
引用关系
资助分布
期刊分布
高价值成果

科研力量对比
发文趋势对比
影响力对比
关注度对比
渗透学科对比

发文热度
影响指数
关注指数
代表学者
代表机构
热点主题
渗透学科
学科融合指数
资助分布
引用关系
最新成果

发文热度
影响指数
关注指数
代表学者
代表机构
热点主题
学科交叉
期刊分布
资助分布
地区分布
高价值成果

发文趋势
发文期刊
代表学者
合作机构
研究主题
学科分布
资助分布
最新成果

科研力量对比
发文趋势对比
机构合作对比
研究领域对比

科研力量对比
发文趋势对比
影响力对比
关注度对比
研究主题对比

科研力量对比
发文趋势对比
影响力对比
关注度对比
学科融合指数对比
研究领域对比

科研力量对比
发文趋势对比
影响力对比
关注度对比
机构合作对比
研究领域对比

发文热度
影响指数
关注指数
代表学者
代表机构
热点主题
渗透学科
地区合作
期刊分布
资助分布
高价值成果

科研力量对比
发文趋势对比
影响力对比
关注度对比
地区合作对比
研究领域对比

灵析

主题分析 机构分析 机构外文分析 学科分析 期刊分析 地区分析

研究兴趣
发文趋势
发文分布
影响指数
关注指数
学者关系网
合作机构
渗透学科
资助分布
高价值成果

科研产出对比
影响力对比
研究兴趣对比
发文趋势对比
关注度对比

学者分析



面向学科跟踪与评估需求，分别构建灵析与学科发展支撑服务

找科研方向 找科研合作 做学科建设

找发文期刊 查看基金分布 地区科研定位

定位领域人才

……



打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覆盖的科研诚信建设与学术不端治理体系

教育-预警-查验-检测全流程覆盖



p 构建产品矩阵时，充分考虑产品的模块化、标准化及可自由组装性，一方面支持敏捷组配，另

一方面支撑共建应用生态

数据

工具

服务

生态
典
型
服
务
发
展
阶
段

组件化、标准化的自

由组装功能模块

与用户本地资源

整合的新服务资源集合 向量集合

定
制
组
装



更多......

p 应对汇率上涨+经费缩减压力，竭力利用国际合作渠道数据+OA资源+馆际互借渠道资源，构建AI

支撑的西文文献保障服务，并在探索基于AI的垂直学科领域科技资源服务体系自动构建。



持之以恒的价值理念

让系统更开放

让业务更融合

让功能更精准

让服务更智能 让性价更合理

1、AI-Ready：构建面向科技创新场景，应用驱动

的资源体系，形成适配AI利用的从“原生数据”到

“知识数据的”全链路数据建设体系（AI Ready 

Data）。

2、AI In Technical：攻关文本挖掘、知识计算、

认知智能等关键技术，加强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能力。

3、AI For S&I：聚焦科技创新典型需求场景，加

深对用户发展战略的理解，场景驱动产品升级与重

构，实现人工智能+场景服务的深度拓展能力。

让资源更丰富



万方数据将以更开放的心态，与各位精诚合作，建立更

密切、多元的合作机制，共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02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