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创新 融合发展
--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未来展望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吴波尔

甘肃 兰州
2019.9.23



一、NSTL开放建设与发展的创新机制

三、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二、NSTL业务发展创新模式和成效

四、NSTL未来发展



一、NSTL开放建设与发展的创新机制



1、NSTL是我国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创新的典范

2000年6月12日，财政部和科技部为探索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优化配置

、开放共享的新机制和新模式，促进科技资源和科技条件平台的整合，

挑选了九家国家级科技文献信息机构，组成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开放共享的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系。

促进了全国文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开放共享。

为科技创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心探索的建设模式、创新的体制机制以及取得的成功，是我国科技文献

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践，被誉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典范。



1、NSTL是我国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创新的典范（续）

NSTL创新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NSTL自成立起就实行了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会是领

导决策机构，由跨部门、跨系统的著名科学家、情报信息专家、有关

政府部门代表和主要成员单位领导组成，科技部代表六部委对NSTL进

行政策指导监督管理。



科技部、财政部
政策监督管理

理事会领导决策

信息资源专家委员会
计算机网络服务系统

专家委员会
主任

发展战略组

资源建设部 数据库建设部 网络建设部 综合业务与服务部 专项任务部

成员单位、服务站

NSTL组织结构



1、NSTL是我国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创新的典范（续）

NSTL创新了跨部门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的新机制和新模式。

来自不同部门的九家信息机构，按照“统一采购、规范加工、联

合上网、资源共享”，进行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成为跨

部门、跨领域、跨地区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科技文献信息系统

。

国家科技
文献信息
资源保障
基地

国家科技
文献保障
体系核心
组成部分

国家重大
战略信息
需求骨干
支撑力量

国家科技
文献信息
服务集成
枢纽



NSTL成员单位

成
员
单
位

理

工

农

医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馆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文献馆



二、NSTL业务发展创新模式和成效



1、NSTL创新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系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

强化资源的联合建设和开放建设。

每年订购国外印本科技期刊17000余万种，

其中国内独家超过6000种；

年订购印本外文会议录、科技报告、丛书

等文献 8000余种；

 从全世界 6000多家优秀出版社采集科技

文献；

印本文献订购总量是中心成立前的7倍。



1、 NSTL创新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系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续）

创新数字资源建设新模式新机制

 以国家授权为主要采购方式，以回溯数据库建设

为重点，以国家许可、集团采购补贴、经费匹配

支持等多种创新方式，大力开展网络版数字资源

建设。

 订购网络版外文科技文献数据库140多个，涵盖

网络版外文期刊20000余种；

 以国家授权方式面向公益机构开通3027种回溯

外文科技期刊。

 中文期刊、会议录、学位论文、电子图书……。



1、 NSTL创新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系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续）

加强对国外开放获取资源的收集和

保存，形成采购文献与开放获取文

献协同服务的资源保障新格局。

 OA期刊：8123种

 OA会议录：1103种

 OA科技报告：2494种

 OA学位论文：80222份



1、 NSTL创新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系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续）

创新文献数据联合加工协同机制，建立分布式联合数据加工系统，每年

加工和获取文摘、引文、书目、馆藏等各类数据近4000万条，累积各类数

据约5.3亿条。



2、NSTL创新科技文献网络服务平台开放建设新模式

联合九家成员单位开放建设大型公益性国家科技文献服务平台。

多类型科技文献的文摘、题录、引文和全文于一体。

2000年正式开通，经过多期改造， 2017年NSTL发现系统上线服务。

资源丰富，品种齐全，功能友好，高度开放。



3、NSTL创新构建了辐射全国的科技文献开放服务体系和服务机制

通过地方服务站、用户管理平台、接口用户等多种创新方式，强化科技

文献信息服务的开放与融合，形成覆盖全国的开放服务体系。

面向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三大战略、重点企业、小微企业、

西部地区和援疆援藏等提供文献保障和信息支撑服务。

全国40个服务站

30多个专题内网镜像

30个面向高校的用
户管理平台

40个面向集团用户的
用户嵌入接口

各类外文电子资源使用
量超过6000万篇/年

基于印本开展的文献
传递120多万篇/年

全国开通网络版数据库
开通机构达880家（中
科院农科院医科院原
985、211高校全覆盖）



4、NSTL创新和引领知识组织体系、开放获取、长期保存体系建设

开展知识组织体系建设

建设外文科技知识组织体系，编制英文超级科技词表，开发海量

文献信息自动处理和智能检索系统，开展知识服务应用示范。

积极推进我国本土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工作

组织实施了国家数字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系统建设，目前已部

署4个节点，参加的图书馆216个，保存外文科技期刊5000多种，中文期

刊20000余种。

积极推动国内开放获取运动和与国际的合作

2014年，代表中国加入国际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联盟；牵头组织国

内图书馆共同签署OA2020倡议意向书。



5、推进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实施NSTL人才发展战略

研究和制定NSTL人才发展战略。

在九家成员单位全面推进NSTL工作人员岗位设置和管理工作。

引进多学科的高水平知识人才，改善人才队伍结构。

以培训班、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强化岗位业务能力培训。

不断扩大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图情领域重大活动，在国际舞台发声。

加入国际图联（IFLA）、国际科技信息联合会（ICSTI）和高能物理开

放获取出版资助联盟（SCOAP3）等重要国际组织。

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派遣业务骨干出国访问学习和开展多层次的交流



三、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受

到了各方面重视和支持。

我国科技发展已从“跟跑”迈入“并跑”

和“领跑”阶段。

需要加强基础领域、新兴战略领域的原始

创新能力，更需要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技术。

我国已成为科技投入、科技论文大国，科

技文献用户最多，需求最旺盛，需求量快速

增长。



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科技文献出版正从印本出版、印本与电子资源并存，发展到纯电子出

版，在提升可利用性和便捷性的同时，服务中知识产权问题更为复杂。

开放获取不仅改变了学术出版的模式和流程，也改变了作者学术出版

和用户学术获取行为，促成了学术交流系统和学术交流模式的变革。



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我国一些地区或机构因经费原因较少购买国外科技文献，致使整体文

献保障水平极不平衡。企业很难获得文献服务与情报支撑。

日益增长的文献需求与科技文献供给及服务不充分不平衡矛盾突出。



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国外对我国科技信息限制日趋加强，科技文献资源安全风险形势严峻

，外文文献和数据库采购受到限制，外文数字资源在线访问方式存在中

断风险。



四、NSTL未来发展



NSTL未来发展目标：

建设持续稳固的国家科技文献保障基地：坚守印本文献基础保障底

线，大幅提高数字资源保障和服务能力，推进印本和数字资源融合

建设发展。

建设融合协同的国家科技信息开放生态：加快科技文献国家元数据

库建设，推动国家科技期刊开放出版平台建设，牵头开展我国数字

科技文献资源的长期保存，不断推进科技信息资源开放获取和集成

融合。

建设开放融合的公益服务体系：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发现服务新系统

，广泛开展面向各类创新主体的情报化、知识化科技文献信息深层

次服务。



主要任务：

1、夯实以印本文献为基础的数字科技文献保障体系

（1）完善印本文献的战略储备和基础保障

调整和优化文献学科结构，加强前沿技术领域

的文献采集；

加强印本文献采集的国家和区域均衡性。

（2）不断提高数字资源的保障和服务能力

大力推进数字资源的国家统筹机制建设，增加

回溯全文数据库的订购与长期保存，扩大以“国家

许可”方式引进专业学协会等全文期刊数据库，推

动低使用率和低保障率的小众资源保障力度。



1、夯实以印本文献为基础的数字科技文献保障体系（续）

（3）强化面向创新的新兴资源建设

强化对事实型数据资源、术语型工具

资源、软件型工具资源等新型资源的建设

保障，促进学术信息与产业信息的融合。

（4）加强开放获取资源的采集和集成揭示

对高质量的国际开放获取期刊、开放

获取图书、开放教育资源、机构知识库、

开放数据等进行系统的采集和存储。



2、构建科技文献国家元数据库，建设新一代国家科技文献基础设施和

科技文献长期保存体系

（1）大力开展科技文献国家元数据库建设

推动国家元数据集成融合，建立中国科技信息资源的大元数据体系

。



2、构建科技文献国家元数据库，建设新一代国家科技文献基础设施和

科技文献长期保存体系（续）

（2）开展新一代国家科技文献基础设施和科技文献长期保存体系建设

 统筹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创新的总体需求，兼顾学术化资源与

产业化资源，全面推进全文本地保存和服务为核心的资源建设；

对我国科技创新频繁使用、不可或缺的外文文献资源实现100%本地化

保存和服务；

持续建设国家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体系，组织和协调国内主要科技

文献机构分工合作，保存订阅方式的数字科技文献资源和开放获取的

数字资源。



3、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发现服务系统，构筑信息服务多层级安全屏障

（1）强化数字业务流程再造，推进多来源科技文献元数据的全面集成与融合

加强NSTL文献遴选与订购、联合编目、资源加工、数据仓储等业

务系统的集成融合。



3、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发现服务系统，构筑信息服务多层级安全屏障（续）

（2）构建多途径获取的科技文献资源发现系统

不断优化和完善科技文献资源发现系统，逐步对网络服务系统、国际

科学引文系统、回溯期刊服务系统、开放资源集成服务平台、重点领域信

息门户、企业信息门户等系统进行深度整合，强化系统的开放融合。



4、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开放知识服务系统，探索智能知识服务关键技术

（1）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开放知识服务系统

建设新一代国家科技创新开放知识服务系统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语义知识组织

的深度融合，突破元数据集成、数字知

识表示、知识库自动构建、知识计算推

理与知识服务可视化交互等关键技术，

驱动国家科技文献平台升级为智能化知

识服务平台。



4、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开放知识服务系统，探索智能知识服务关键技术（续）

（2）推进认知计算的知识组织应用，不断提高文献大数据的知识处理能力

开展可泛化的领域知识学习与计算引擎研究。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语义知识组织

的深度融合，探索从科技文献、科学数

据等知识源中进行知识识别、组织融合、

计算与推理等关键技术，研发可泛化的

知识学习与计算工具引擎，驱动国家科

技文献平台升级为开放知识应用平台。



5、夯实普惠公益服务体系，强化信息深度服务，通过服务融合培育开放

服务新业态

（1）继续推广和普及科技信息普惠服务

扩大各级各类用户的普惠服务，扩充地区服务站，加强重点单位或
行业服务站建设。

（2）深化决策支持和产业创新支撑服务

面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国家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和援
疆援藏、重点产业、企业、产业园区和中小微企业……….



6、积极参与科技文献开放获取，提升NSTL国际影响力

积极参与推动国家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出台公共资助科研项目成果开放

获取政策；

推动科研资助机构全面实行开放获取政策；

积极参与科技文献的国际开放获取活动。继续参加SCOAP3联盟工作，

承担中国工作组任务实施，参与确定SCOAP3三期（2020-2022年）实施

方案。

大力推进OA2020行动计划，推动实现公共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全面开放

获取的实现。



结语：
开放融合是“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新时代

图书馆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建设的发

展方向。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

，创新发展，发挥国家系统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大力推动中心

资源、平台和服务的开放共享和跨界融合，巩固中心国家级科技文

献信息战略保障基地和重要支撑平台的地位，与业界联合共创我国

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体新局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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