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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铅字到计算 
—— AI时代的知识服务范式跃迁和图书馆价值重塑 

 
吴寅辉 

爱思唯尔科研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2025.5.15 武汉 

CALIS第23届引进数据库培训周学术资源库创新发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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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 

生产者 

生产资料 

生产对象 

未来学习中心 教育学习模式的创新 

人才建设模式的创新 引进、培养和评价 

科技情报信息服务 科研服务模式的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产学合作模式的创新 

科研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 

AI4S 教育科研范式的创新 

未来图书馆 

2024年的主题：图书馆具有极大潜力，支持高校发展新质生产力 

教育 

科技 

数字化 

人才 

产业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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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服务的三次范式跃迁 

2. AI时代的图书馆价值重塑 

3. 爱思唯尔以四项核心能力支持图书馆建设和发展 

今天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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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近代欧洲 近代中国 

制度假说1 分散治理结构 以稳定为优先 

文化假说2 启蒙运动，倡导理性 崇尚传统和权威 

地理假说3 地理政治版图破碎 广袤平原催生大一统 

技术假说4 古腾堡印刷加速信息传播 汉字印刷效率低 

1. Meskill, 1982; Clark, 2000; Brandt et al., 2014 

2. Elman, 2005; Mokyr, 2016 

3. Kitamura and Lagerlöf, 2020; Fernández-Villaverde et al., 2023 

4. Wootton, 2015; Dittmar and Seabold, 2019; Liu, 1973; Mokyr, 2016 

全部内容来自中外学术文献，不代表爱思唯尔立场和观点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2.9-1995.3.24），世界

著名科学史学家和汉学家，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1943年首次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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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三次范式跃迁 

活字印刷 数字出版 人工智能 

核心驱动 机械标准 网络互联 智能算法 

服务模式 单向传播 互动检索 人机协同 

知识形态 纸质文本 数字资源 知识图谱 

自身局限 内容同质 数据孤岛 伦理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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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科研的局限性 

信息过载  数据孤岛  

经验依赖  试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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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 

知识表示 

将知识客体表示为特定

知识结构的过程 

知识融合 

整合转化不同领域、 

结构、表达的知识 

知识推理 

运用已知知识通过推理

得到某种假设 

知识发现 

挖掘出具有潜在价值的

科学知识 

知识运用 

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提升科学知识流转能力 

AI for Science 

提升科研效率 

系统理论指导 

技术手段革新 

科研范式 

科学数据管理 

数据存储与检索 

知识抽取与表示 

通用知识库搭建 

多学科通用知识库 

融合知识库的LLM 

科学假设预测 

科学假设智能生成 

科学假设智能寻优 

科学实验执行 

云端控制中心 

仿真、机器人实验室 

工业赋能 

刻画工业场景、规范生产流程、促进产学合作 

一体化科研基础设施 

毛进, 周凡倩, 王卓昊. AI for Science推动科研范式革新：创新知识服务视角下的“平台科研”范式[J]. 情报学报, 2025, 44(2): 132-142 

AI for Science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AI4S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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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for Science是一种全新的科研范式：AI4S的外延 

算力 

算法 

模型 

数据 

自适应学习 
通过分析学习者的行为和能力，个性化
地调整学习内容和方式 

虚拟场景构建 
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仿真操作，提供
试错机会和及时反馈 

筛选推荐内容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
自动推荐和筛选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交互式学习 
帮助教师和学生获取最新的研究进展，
保持知识的实时更新 

信息和数据质量 

虚假陈旧缺乏知识产权的数据 

数据隐私和安全 

敏感数据的保护和合规使用  

AI使用和治理原则 

AI在医学教育中的定位和使用  

人工智能幻觉 

数据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可信赖、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教育应用场景 基础 AI伦理 

数据分析 
处理大量数据，识别模式，并提取有意
义的分析结果 

预测建模 
根据历史数据预测结果、趋势和行为，
帮助科研人员提出正确的假设和预测 

自动编程 
自动生成软件代码，检测软件漏洞，
提供新颖的编程解决方案 

总结提炼 
分析和概括科学文献，构建知识图谱
和关联网络，促进跨学科研究和创新 

科研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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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均与AI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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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3.50 5.00 6.00 

15.00 

60.00 

国产大模型击穿输出价格 

（$/百万token) 

北京大学 DeepSeek与新媒体运营，2025年3月8日; The 2025 AI Index Report, 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I (HAI)  

1956年 
达特茅斯会议 

1997年 
深蓝战胜人类 

2007年 
视觉识别超越人类 

2020年 
Alpha Fold 

控制论 

2022年 
ChatGPT 

NLP CV 深度学习 GAN AI4S ChatGPT 

感知理解 生成创造 

AI技术发展三叠浪 

GAI为科研突破开创了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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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智能”，“认知”和“意识”的本质 

建立认知的数学框架，如逻辑学、统计建模、概率计算 

根据框架构建具体模型，如判别模型、生成模型、大模型等 

在具体模型下，开发优化算法，提高计算、推理、训练的效率 

把模型落地到硬件、平台，优化存储、计算，形成可用的产品和系统 

“中国也要逐步成为创新贡献者，而不是一直搭便车” ——DeepSeek 

国内的AI创新目前尚处于算法或应用层面 

“赛先生”李海伦：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朱松纯（“中国的AI叙事” 存在认知偏差）https://mp.weixin.qq.com/s/9aJuk7XDAX_JR3JJnqFD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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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的图书馆价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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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图书馆？ 

2025年5月11日第01版 

数字时代，信息驳杂，图书馆坚持“知识严选” 

 

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从以藏为重、藏用并

重，到AI赋能、功能刷新，背后不仅是空间的变迁，

更是观念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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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大学图书馆都面临着许多外部和内部压力。对于我

所服务的图书馆，我相信我们的核心挑战是预算预测、战略规

划和持续的数字化转型。 

 

学术图书馆专业人员在整个领域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

它们包括包容性和可访问性、代际变化、组织文化、虚假/错误

信息、隐私、学术自由、员工敬业度、人工智能和支持心理健

康。名单还在继续......”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长Alex Hodges 

预算经费 

美元汇率 

新兴技术 

人力资源 

2021 2025 

6.4 

7.3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都面临着重大挑战 

国内大学图书馆经费占比均值仅为0. 87%，远低
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2%），且普遍呈下
降趋势；百亿俱乐部高校图书馆占比也仅为1%* 

*程焕文，刘佳亲， 挑战与回应 ：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年3月12日； 刘宇邬，礼雪，孙凯骋，区域特征、院校特征与高校图书馆经费：基于高校图书馆年度经费的实证分析， 2024-10-23 高校图书馆工作2024年4期 

14% 

AI驱动的研究工具（如自动文献分析、智能检索）
要求图书馆升级技术基础设施，整合多模态数据
（文本、图像、音视频） 

亟需复合型馆员的培养，具有数据分析的技术能力
和全面的人文素养，面向下一代科研和教育提供新
型知识服务 

物理空间 
远程访问成为主流，需重构实体空间，为协作创新
和沉浸式学习提供新型场所，同时兼顾成本和用户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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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证明大学图书馆的价值？国外的实践： 

启示： 
 
1、图书馆需要主动凸显自身价值，获取大学的支持 
 
2、强化图书馆对大学整体建设的支撑作用 
 
2、突出高ROI数字资源的价值 
 
3、把馆藏资源转化为对科研、教学和人才发展的高价值服务 

目标 
量化大学图书馆的经

济、环境及社会价值 
方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CV）

结合用户行为数据 

2006-2015年，在爱思唯尔支持下，一批大学开展了“图书馆价值”研究项目 

结论 
ROI = 4.38 （科研基金资助） 

ROI = 6.4-155 （科研基金资助） 

ROI = 4.49 （经济和环境回报) 

Lib-Value: Values, Outcomes, and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Academic Libraries, Phase III: ROI of the Syracuse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crl.acrl.org/index.php/crl/article/view/16402/17848  

https://crl.acrl.org/index.php/crl/article/view/16402/1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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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大学的发展目标 

出成果 

出人才 

出影响 

• 培养卓越创新人才 （交大） 

• 探索建立人才培养成效评估体系 （清华） 

•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武大） 

• 创新引才聚才机制 （中大） 

• 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 （清华） 

• 推动学科高原筑峰 （浙大） 

• 实现优势学科双冲顶 （复旦） 

• 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武

大） 

• 建设新型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北大） 

• 提升学校全球影响力 （交大） 

• 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复旦） 

•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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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服务 数据分析服务 

馆员能力建设 

教学支撑 科研支撑 人才培养和评价 

学术交流服务 

国际合作 

出成果 出人才 出影响 

AI技术赋能 

图书馆应从文献保障出发，以高价值服务支撑大学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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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以四项核心能力支持图书馆建设和发展 



19 

爱思唯尔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出版和信息分析机构 

     3,000 顶尖科技文献内容 

包括《柳叶刀》《细胞》等 

    25,000 全球客户 

ScienceDirect 科技文献 

Scopus 科研索引 

SciVal 科技情报 

Embase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Reaxys 化学合成 

EV 工程技术 

Pure 科研信息管理 

ClinicalKey 临床决策支持 

ClinicalPath 肿瘤诊疗 

STATdx 放射影像 

30+ 数字化科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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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科技信息基础设施 

• 爱思唯尔AI产品和服务 

• 爱思唯尔全面数字化 

• 科研解决方案 

• 爱思唯尔雏形诞生 

• 出版伽利略著作 

数据 信息 知识 智慧 

爱思唯尔的数智创新基因，持续引领科技信息服务新趋势 

文艺复兴-近代 

科学研究范式：实验范式，理论范式 

现代  

科学研究范式：计算范式 

当代-未来 

科学研究范式：数据密集型（第四范式） 

古希腊罗马-中世纪 

科学研究范式：经验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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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内容 数据和AI 

智库洞察 国际影响 

《柳叶刀》 

世界顶尖医学期
刊，旗下共24本
子刊 

《细胞》 

世界三大自然科学期
刊之一，旗下50本全
学科领域期刊 

《格氏解剖学》 

 
奠定现代医学基础 

赵宇亮院士 
《纳米科技产出》 

唐本忠院士 
《聚集诱导发光二十年发展》 

田中群院士 
《新能源技术和学科发展趋

势》 

复旦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SDGs行

动》 

Scopus AI, 

SciVal 

全球最大的科研 
索引和情报系统 

Embase 

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及
医疗器械数据库 

《计算机设
计》 

计算机结构与设计
领域最经典的教材 

《酶学方法》 

生物化学领域最受推
崇的方法类系列图书 

《社会行为科学》 

全球使用量最高的社
科百科图书 

ScienceDirect 
• 全球最大的科研文献平台，月活跃用户达1400万 

• 覆盖自然科学、工程、医学、生命科学、社会和人文科学 

• 全面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技研发 

Reaxys, AI 

全球知名的化合物结构、反应
合成线路、物化性质数据库 

EV, AI 

全球最大的工程文献
数据库 

Scopus 
• 欧美国家科研计量的金标准, 是制定科技政策的数据基础 

• 多维度、深层次地展现国际科技发展全貌 

• 全面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技研发和国际合作 

国家科研评价 

• 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  科学和工程指数 

• 英国 BIS reports, British Council 

• 澳大利亚ERA，葡萄牙 FCT，意大利VQR 

地区和城市科研评价 

• 美国各州科研竞争力报告 

• 阿姆斯特丹城市竞争力报告 

• 深圳市科技创新人才发展报告 

重点科研领域的深度分析 

• 人工智能 

• 清洁能源 

• 医工交叉 

国际高水平会议 

• 北京科委：中关村论坛北京学术会议(细胞科学北京学术会议) 

• 深圳科创委：光明科学城大会 

• 国家卫健委、北大、哈佛：柳叶刀-中国妇幼健康国际论坛 

• 南方科技大学(可持续技术与发展国际会议); 厦门大学(新一代能
源应用材料大会)；复旦大学(国际工程失效分析大会)  

一流期刊合作 

• 中科院：Innovation, Science Bulletin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Fundamental Research 

• 中国工程院：Engineering 

• 国家癌症中心：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国际权威大学排名 

• 英国THE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 

• 英国QS大学排名 

• 上海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 

• 加拿大麦考林大学排名 

人才画像与成果展示 • 美国能源部、日本厚生省、意大利卫生部、以色列大学联盟 

爱思唯尔的四项核心能力，全面支持高校的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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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支持图书馆增强高价值服务能力 

文献资源服务 数据分析服务 

馆员能力建设 

教学支撑 科研支撑 人才培养和评价 

学术交流服务 

国际合作 

出成果 出人才 出影响 

AI技术赋能 

高质量期刊图书 海量数据和分析工具 智库和国际学术网络 

AI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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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以SD优质内容，支持图书馆推动高校“出成果”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年均复合增长：23% 

全国高校的SD使用量增长迅速 

*只限DRAA，未包括政府、科研机构、医院和企业 

Elsevi
er, 

28% 

Pub A, 
13% 

Pub B., 
11% 

Others, 
49% 

Elsevi
er, 

27% 

Pub A, 
10% 

Pub B, 
8% 

Others, 
56% 

Elsevi
er, 

36% 

Pub A, 
11% Pub B, 

10% 

Others, 
43% 

SD有力支持全国高校的科研产出 

参考文献 

文献引用 

文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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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以SD优质内容，支持武汉大学“出成果”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年均复合增长：20% 

武汉大学的SD使用量增长迅速 

*只限DRAA，未包括政府、科研机构、医院和企业 

Elsevi
er, 

28% 

Pub A, 
11% 

Pub B, 
10% 

Others, 
51% 

Elsevi
er, 

25% 

Pub A, 
10% 

Pub B, 
9% 

Others, 
56% 

Elsevi
er, 

34% 

Pub A, 
11% Pub B, 

10% 

Others, 
45% 

SD有力支持武汉大学的科研产出 

参考文献 

文献引用 

文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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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28.1 

20.9 21.8 

15.9 

Overall Elsevier Pub. A Pub. B All Others 

武汉大学科研产出篇均被引 

• 2020-2024年，武汉大学在SD上发表的文章被213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引用 

• 平均每篇SD文章为武汉大学带来28.1次引用，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爱思唯尔以SD优质内容，支持武汉大学“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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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以科学证据验证假设 望远镜: 以科研发现支持决策 

Scopus AI ScienceDirect AI 

全景覆盖: 深度整合Scopus权威数据库，通过结构化
数据引擎实现 

• 亿级文摘库智能穿透：快速定位核心文献 

• 知识图谱即时生成：支持跨领域研究热点秒级速览 

• 学术脉络可视化重构：基于引文网络与主题模型的
动态知识呈现 

全文深度解析: 深度整合全球最大全文数据库SD，通过
结构化数据引擎实现 

• 全文语义挖掘：深度学习算法提取关键信息 

• 跨文献证据链构建：生成多维研究假设验证框架 

• 科研决策支持：提供可操作的实验设计与优化参考 

爱思唯尔的旗舰AI解决方案，提供广度和深度的科研支持 

Scopus：全球最大科技文摘和引文数据库 

• 欧美国家科技决策的数据基础 

• 涵盖全球7千家出版社, 3万本科技期刊 

• 提供24亿条记录，2千万科研学者和10万家科研机构信息 

• 9.7万细分研究主题 

ScienceDirect：全球最大科技全文数据库 

• 5千本科技期刊，4.8万本电子书 

• 2千万篇科技全文 

• 每月独立访问用户多达2千万 

• 全球每秒钟有80篇文献被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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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调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全面性不足，存在认识盲区 

• 阅读文献需要消耗大量时间 

• 将阅读的文献形成知识脉络耗时耗力 

Scopus AI在基金申请中的应用 

11.66% 

15.54% 

7.79% 
7.08% 

12.49% 

16.5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面上 青年 优青 杰青 地区 重点 

基金资助率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基金不立项原因分析 

主要部分 涉及的申请书 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究方案 77% 

• 研究方法不科学 
• 研究方案过于简单 
• 研究方法不当 

立论依据 73% 

• 立论依据不足 
•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不大 
• 对国内外进展了解不够 
• 对选题的内容和意义阐述不充分  

创新性 71% 
• 创新性不足，许多项目在国内外已有相关报道，

甚至基金委已资助过类似项目 

撰写方面 64% 

• 叙述过于简单 
• 对相关要求不了解 
• 写作不规范或书写错误 

研究内容 64% 

• 研究内容太多太分散，深度不够 
• 重点不突出 
• 关键问题不当或不明确 
• 与研究目的不符 

工作基础 61% 
• 缺乏相关工作基础，缺乏必要的前期结果以支

持其前期的科学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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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AI的“七步成诗”，将海量内容转化为可用知识脉络 
大学图书馆如何抓住AI时代带来的机遇？ 

① 

自动转换语言 

展示检索策略 

 

② 

快速生成总结 

显示文献来源 

③ 

生成扩展总结 

显示文献来源 

④ 

快速知识图谱 

了解概念关系 

⑤ 

提示领域专家 

链接学者档案 

⑦ 

提示相关问题 

扩展研究方向 

⑥ 

展示新兴主题 

启发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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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动转换语言 

展示检索策略 

SD AI的“七步成诗”, 将海量内容转化为深度科研决策支持 

② 

快速生成总结 

提供文献链接 

③ 

显示文献依据 

定位原文片段 

④ 

比较多篇文献 

揭示方法差异 

⑤ 

提示相关问题 

扩展研究方向 

⑥ 

AI 阅读助手 

深入研究文献 

⑦ 

收藏重点文献 

管理历史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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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世界一流医学信息 
 
• 《柳叶刀》 《西氏内科学》等权威期刊及图书 

 
• 疾病系统循证诊疗知识和全球核心医学期刊摘要 

 
• 美国医药监管机构内容 

支持医生 
 
• 用自然语言提问，提供基于日更证据的总结答案 

 
• 根据患者病情问答， 所有内容均有出处及链接 

爱思唯尔正在推出更多的AI产品和服务，支持科研和医疗工作 

ClinicalKey AI,支持临床医学决策 EmBiology, 加速生物医学基础科研 

基于世界一流生物医学信息 
 
• 2000本生物医学期刊的760万全文 

 
• 超过3600万PubMed文摘, 15万条临床试验 

 
• 视觉化呈现生物分子的交互关系 

支持科研学者 
 

• 全面萃取公开实验结果, 构建生物学知识图谱 
 

• 精准获取生物调控数据, 解密上下游调控关系 

帮助医生快速诊断，制订诊疗方案 

EV AI, 支持工程领域知识发现 

基于世界一流工程文献信息 
 
• 集成Ei，Patent+等优质工程数据库 

 
• 规范化的工程叙词表和层级关系 

 
• 打通科研文献和专利的壁垒 

加速工程领域金标准的信息获取 

支持科研学者 
 

• 自然语言提问，快速全面掌握全球工程趋势 
 

• 生成内容均基于EV文献 

快速精准，替代PubMed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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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始终坚守负责任的AI原则，进行产品开发和运营 

考虑现实世界 

的应用和影响 

防止产生 

或强化偏见 

公开透明 

可解释 

负责任的 

人工监督 

尊重隐私，稳

健的数据治理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nd-standards/responsible-ai-principles   

某聊天模型泄露用户个人信息
（姓名、支付卡信息和电子邮
件地址等） 

Deepfake等技术被滥用，侵犯
个人肖像权 

负责任AI的现实反例 

某公司为美国警方提供的嫌疑
人识别AI工具，未公开其跨种
族识别准确率差异 

某医疗AI对白色人种黑色素瘤
诊断准确率长期高于深色皮肤 

某平台通过AI算法压缩配送时
间，未评估对骑手安全的传导
效应，导致骑手交通事故率显
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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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内外影响力提升 

• 领军人才精准引进 

绘制全球人才地图 

• 强化人才分类评价 

• 优化人才评价方式 

教师画像成果分析 

引才 

评才 

育才 

教师学术影响力提升 • 健全人才培育体系 

• 协同联动资源赋能 

被动为主 主动发现 

主观为主 客观评价 

阶段为主 动态跟踪 

• 按照研究领域、国家、机构 

• 筛选全球顶尖人才 

• 教师聘期考核评价报告 

• 院系团队产出分析 

• 青年交叉团队动态跟踪 

• 动态跟踪及成长性评价 

爱思唯尔以海量全球数据，支持图书馆推动高校“出人才” 

SciVal研究主题 

• 覆盖广：全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 

• 精度深：切分至10万个细分研究方向 

• 跨度大：过去10年的研究主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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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以国际高水平合作，支持图书馆推动高校“出影响” 

大学排名 

学术交流 

国际合作 

• Scopus为排名提供底层数据支持 

• SciVal为高校提供排名的文献计量分析 

• 打造前沿领域国际高水平学术论坛 

• 共同撰写和发布前沿研究报告 

• 合办高水平国际科技期刊 

• 为国内学者提供更多期刊编委、主编和审稿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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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 

心理学、计算机科学 

化学、计算机科学 

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 

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方法 

长链非编码RNA在肿瘤中的研究 

肠道菌群元基因组研究及其与肥胖之间的关联分析 

外泌体细胞及其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 

非小细胞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相关研究 

单细胞测序技术 

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9抑制剂的研究 

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研究 

基于纳米粒子的肿瘤红外光热治疗 

石墨烯纳米材料的生物医学应用 

基于核酸适配子的生物传感器检测技术  

纳米材料用于癌症治疗中的药物递送 

基于纸基的微流体检测技术研究应用 

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合成 

自组装肽水凝胶的合成及应用 

银纳米粒子的合成、应用及生物安全性 

可生物降解镁合金植入材料的研究 

3D生物打印组织器官 

默认网络的神经机制、功能及其与疾病相关研究 

经颅直流电刺激及经颅多普勒 

催产素及其受体基因 

眶额叶皮层奖赏机制  

小胶质细胞对神经系统的调节及在疾病中的作用  

神经发生的调节与功能研究及其应用  

脑机接口中脑电图分析及稳态视觉技术  

帕金森病步态冻结分析  

纳米药物靶向输运血脑屏障  

杏仁核在恐惧调节和消退中的功能 

生物医学工程热点主题 脑科学和类脑计算热点主题 精准医学热点主题 

脑科学和类脑计算 

生物医学工程 

精准医学 

医学  医工交叉 

爱思唯尔以智库合作形式，支持高校“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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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 

生产者 

生产资料 

生产对象 

未来学习中心 教育学习模式的创新 

人才建设模式的创新 引进、培养和评价 

科技情报信息服务 科研服务模式的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产学合作模式的创新 

科研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 

AI4S 教育科研范式的创新 

未来图书馆 

爱思唯尔致力于携手图书馆，支持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 

教育 

科技 

数字化 

人才 

产业 

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