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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数智赋能高校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实践

———以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飒 杨静*

  摘要 在“双一流”建设与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亟需通过数智赋能

实现创新升级。文章通过对学科情报服务已有研究和实践进行梳理,构建学科情报服务的数智赋能

范式模型。并通过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服务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一流科研创新、一流国

际合作的具体实践,展现数智赋能学科情报服务的应用成效。实践表明,数智赋能有助于提升学科情

报服务的时效性与精准性,并推动图书馆向“战略智库”转型。文章就技术融合、服务模式创新及组

织能力建设等方向进行展望,为高校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的智能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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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正式启动“双一流”建
设战略。为推进政策实施,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先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2-3],“双一

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标志着中国教育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4]。

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国内高校图书馆凭借

数据资源集聚优势和专业化服务能力,在学科情报

服务领域不断探索。目前学界对学科情报服务的概

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该概念从参考咨询服务逐步

演化而来[5],亦称学科战略情报服务,以战略性、前
瞻性、指导性和全局观为基本原则,紧密围绕学科战

略决策、学校与院系学科发展规划以及国家重点产

业发展政策等需求开展服务,是科技战略决策研究

的重要构成部分[6-7]。从参考咨询服务到学科服

务,再到学科情报服务的演变历程,展现了图书馆从

“文献仓库”向“知识枢纽”转变,进而迈向“战略智

库”的转型之路。这一转型不仅映射出数智技术革

新与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更凸显了图书馆在知识

生产链条中角色的深度转变。
本文通过构建学科情报服务数智赋能范式模型,

系统梳理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系列实

践案例及其成效,对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学科情报服

务的发展特征进行提炼,旨在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推进

学科情报服务效能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2 学科情报服务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现状

2.1 学科情报服务的理论研究现状

学科情报研究方法一般从情报研究通用方法中

移植而来。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源可追溯

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主要领域或分支包括理论

与方法论、技术与分析、跨学科研究、应用领域、应用

实践等。冷伏海等根据情报研究的分析单元将情报

研究方法划分为基于数据、基于文献、基于人、基于

组织以及基于认知的五种方法[8]。情报流程有“四
环节”

 

“五环节”
 

“六环节”等不同的观点,可规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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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情报规划、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分析、情报

应用、情报反馈基本环节[9]。贺德方提出了“事实数

据+工具方法+专家智慧”的情报研究方法[10]。化

柏林等认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整体上仍然继

承原有的流程,在原有的过程之外,更加强调多源信

息融合 与 数 据 清 洗、信 息 挖 掘 与 结 果 展 现 等 内

容[11]。李广建等将大数据时代情报研究的趋势概

括为单一领域情报研究转向全领域情报研究、综合

利用多种数据源、注重新型信息资源的分析、强调情

报研究的严谨性和情报研究的智能化五个方面[1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情报研究工作理

念和模式的创新,梁春华提出了以人类智慧为主导

和主宰,以多源信息、大数据情报分析方法和情报智

能机器为辅助“一主三辅”情报研究工作模式[13]。
学科情报服务相关理论目前正在经历从通用方

法论向领域理论体系移植与重构的转型期,呈现出

两方面显著特征:其一,研究者正致力于突破传统情

报学理论框架,构建更具学科情报服务领域适配性

的理论体系;其二,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

术集群正在重塑情报生产全流程,服务范式呈现智

能化跃迁,催生了从数据集成到情报服务的全链条

重构诉求。

2.2 学科情报服务实践现状

对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情报服务

的调研显示,超过六成的高校图书馆开展了学科情报

服务,服务内容以机构/学科竞争力分析、学科发展力

分析、学科竞争力分析为主[14]。“双一流”高校也开展

了一系列更具特色的学科情报服务。如北京理工大学

图书馆开展的科技领域前沿探测和技术预见[15-16],北
京大学图书馆开展的学科情报订阅服务[17],清华大学

图书馆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的项目“中国特色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18]。上

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与华为合作,基于潜力人才发现需

求构建全球合作资源遴选模型[19]。浙江大学图书馆发

挥智库功能,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委托,制
定行业科技发展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和行业科技发展量

化评估模型[20]。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分别针对人才评价、科研评价、科研数据管理开

展嵌入式学科情报服务[21-22]。
现有实践表明,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学科情报服

务呈现基础性服务与特色化服务并行的多元格局,
并从基础信息供给向决策支持转型;另一方面,“双

一流”建设持续推进过程中,学科情报新型服务需求

不断涌现,传统服务模式在数据处理效率、情报发现

深度等方面面临挑战,更加凸显数智赋能学科情报

服务实践的必要性。

3 “双一流”建设驱动下学科情报服务的数智赋能

范式模型

  “双一流”战略的实施对学科情报服务提出新的

需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图书馆学科

情报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促进图书馆学科

情报服务的升级。基于人工智能赋能情报工作范式

模型SAD范式模型[23]构建了学科情报服务范式,
该范式包含情报 需 求 侧(Demand)、数 据 供 给 侧

(Supply)、智慧情报分析中台(Analysis)三个部分

(如图1所示)。模型中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能够有效地支持学科情报

服务,提升学科情报服务的整体效能与质量。

3.1 情报需求侧(Demand)
“双一流”战略强调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

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
旨在引导高校科学谋划建设路径,系统推进顶层设

计与战略规划的创新实践。学科情报服务以提升高

校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国际影响力为目标要素

和需求侧。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被用来针对情报需

求进行情报感知和情报刻画,感知情报需求并对需

求进行特征提取和精准描述,为数据采集提供明确

方向。
(1)服务需求1:服务一流学科建设

面向学校校级领导和学科规划部门的学科顶层

设计与战略规划需求,支撑学科战略决策:①构建多

维度评价模型,对机构/学科竞争力进行全面评估,
分析发展态势;②协助学科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建设

路径的制定,包括老旧学科改革,潜力学科识别及提

升,前沿学科拓展以及交叉学科融合;③协助论证学

科群建设及各类学科建设项目,确保资源优化配置;

④跟踪国内外一流大学发展动态,精准识别本校与

标杆院校差距,提炼先进经验与成功路径。
(2)服务需求2:服务一流师资队伍建设

面向学校人力资源部门和院系人才引育,
 

服务

人才强校战略需求:①聚焦人才引进环节,实现按

国家、机构、学科领域、学术成果等维度精准靶向

引才,提高人才引进的精准度与效率;②构建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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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才评价模型,提供精准人才画像和水平定位,
服务人才引进、聘期考核、职称晋升、奖项申报;③
模拟高被引学者遴选流程,发现高潜力人才,为学

校高被引学者培育储备优质人才;④开展团队协同

性分析,分析团队成员间的协作关系、学科互补性

以及创新效能,优化团队结构与合作模式。

图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数智赋能学科情报服务范式模型

  (3)需求3:服务一流科技创新

面向学校科研管理机构、院系科研工作者,包
括:①开展科研成果系统性盘点,包括论文、专利、
项目、奖项、教学、专著各类科研成果,服务年度绩

效考核;②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信息服务,覆盖专

利申请前评估、专利申请、布局、风险预警及成果

转化等关键环节;③监测前沿科技领域,实时获取

科技前沿动态;④针对重点领域开展前沿探测与技

术预见分析,精准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和未来发展趋

势索,科学合理决策助力抢占科技制高点;⑤高水

平论文统计分析及全球高水平论文特征分析,促进

学术影响力提升。
(4)需求4:服务一流国际合作

服务部门为学校国际合作部及院系,包括:①
开展合作网络分析,挖掘高价值合作机构与学者,
优化国际合作布局拓宽国际合作渠道;②通过学术

传播策略研究与渠道整合,提升学术成果国际曝光

度,增强高校国际话语权与学术影响力。

3.2 数据供给侧(Supply)
学科情报服务通常以 WOS、Scopus等国际权

威数据库以及ESI、Incites、SciVal等评价数据平台

为数据源[5],根据服务的需求,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更多种类的数据源,涵盖科研成果类、政策标准

类、智库成果类、资讯媒体类、行业企业类、人才专

家类等 类 型,表1给 出 了 不 同 类 型 的 数 据 及 其

来源。
表1 学科情报服务数据类型及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科研成果类

期刊与会议论文 WOS、Scopus、EI、ESI、Incites、SciVal、CNKI、CSCD、CSSCI、万方、维普等

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Derwent、壹专利、智慧芽、IncoPat等

图书 超星汇雅电子图书、读秀学术搜索、Apabi电子图书\Wiley在线图书\EBSCO电子书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万方科慧、泛研

奖项 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科技奖项数据库

政策标准类

政策规划 中国政府网、科技部官网、各省市科技厅官网

科技报告 NSTL、NASA

标准 CNKI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官网

智库成果类 智库报告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等

资讯媒体类
科技资讯 科学网、中国科技报官网

社交媒体 Twitter、Altmetric、Plum
 

X、微博

行业企业类
行业 Wind、Bloomberg、CSMAR、RESSET

企业 天眼查、企查查、Wind、Bloomberg、CSMAR

人才专家类
专家成果 SciVal、Incites、Linkedin、Aminer、高校官网师资页面、科研机构官网专家名录

专家履历 Linkedin、Aminer、高校官网师资页面、科研机构官网专家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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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慧情报分析中台(Analysis)
智慧情报分析中台是整合、处理和应用情报数

据的关键枢纽,主要由以下三个层次构成:数据采

集层、智能分析层和数据应用层。
(1)数据采集层。获取、清洗并存储数据,为后续

分析提供可靠、有序的数据基础。基于智能情报感知

与刻画技术,明确数据需求,利用智能检索技术,快速

筛选与学科情报需求相关的数据资源,按照设定规则

自动从相应网站、数据库等来源获取原始数据,并根

据不同需求对抓取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存储。
(2)智能分析层。挖掘数据价值,发现数据间潜

在关联和规律,提炼关键信息。分析方法包括统计

分析、文本聚类、网络分析、词频分析等计量学方法,
以及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实体识别及关系识别,挖掘

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采用自动标引以及自动摘要

技术提升情报服务效率。
(3)数据应用层。将智能分析结果以直观、实用

的方式呈现和应用,辅助决策。包括实时监测、预测

分析、自动问答、信息可视化等功能,其中实时监测

功能对学科领域内动态信息进行实时跟踪和监测。
基于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模型开展预测分析,依
据历史及现有数据,精准预估学科发展以及科研成

果的产出趋势。

4 学科情报服务实践案例及成效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的发展呈现

出阶段性演进特征,历经初创探索、体系重构、融合深

化与创新转型四个关键阶段,逐步形成特色化、专业

化的服务体系。(1)初创探索阶段。2006年正式实施

学科馆员制度,由参考咨询部馆员兼任学科馆员,为
院系提供学科服务,初步构建起学科情报服务框架。
(2)体系重构阶段。2009年以机构改革为突破口,撤
销参考咨询部,先后组建战略情报研究部、科技查新

部、学科服务部,学科馆员跨部门设置。此次调整打

破传统服务格局,在高校图书馆中率先单独设立战略

情报研究部门,实现服务职能的专业化细分,为学科

情报服务的深化发展奠定组织基础。(3)融合深化阶

段。2022年,内部机构优化整合,成立知识服务部,
部门职责涵盖战略情报、知识产权、科技查新,教
育教学等多维度的综合性知识服务,推动学科情报

服务向纵深发展。图书馆明确定位为以学术资源

保障、人才培养支撑、研学空间打造、学科情报服

务、特色馆藏建设于一体的研究型教学科研辅助机

构。(4)创新转型阶段。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

能的背景下,2025年图书馆成立创新发展部,新部

门聚焦创新研究与技术引领,将职责凝练为提供一

流发展决策支撑、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开展高水

平智库研究等核心任务,通过技术驱动与服务模式

创新,加速图书馆向智慧化、创新型服务机构转

型,实现学科情报服务的技术迭代和创新发展。

4.1 加强学科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赋能一流学科

建设

  图书馆自2009年以来,聚焦一流学科建设需

求,持续提供机构竞争力分析报告、学科发展态势分

析报告、学院贡献度评估报告、学科排名分析报告等

系列情报产品,通过深度剖析各项关键指标,动态监

测学科发展动态,精准识别发展短板并针对性地提

出提升策略,以下结合具体实践案例,展现数智赋能

下的学科情报服务创新路径。
实践案例1:实现ESI分析报告自动化生成,提

升服务时效

ESI分析报告服务通常是各图书馆开展学科情

报服务的基础业务,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从2012年

起开始每两月下载并存储ESI相关历史数据,形成跨

越10余年的机构整体排名、学科动态、论文产出、被
引趋势等历史数据。为满足学校校级领导和学科规

划部门对ESI报告需求的时效性,图书馆利用软件工

具实现数据的更新监测、自动抓取、校验和合并,运用

FineBI进行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进行机构/学科

排名、学科竞争力、对标机构分析、潜力学科趋势预测

等,直观呈现数据动态与对比结果,从下载到生成报

告仅需6小时,支持“ESI当天更新,报告当天交付”。
报告自动化生成流程如图2所示。

实践案例2:支持交叉学科建设论证,服务学科

战略路径规划

学科交叉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途径。

2022年底,图书馆根据学科规划部门的要求开展纳

米科学与工程学科分析工作,利用SciVal平台通过

文献直接引用聚类更容易识别跨学科研究主题的优

势[15],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形
成了“全球视野定位-主体能力诊断-对标差距识

别-战略路径规划”的分析流程(如图3所示),为学

科建设提供可量化的论证框架,适用于制定中长期

发展规划、资源分配决策及学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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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SI分析报告自动化生成流程

图3 基于大数据的交叉学科建设论证流程

  第一步,全球视野定位,明确“学科在哪里”。从

全球范围分析学科发展态势,通过统计全球论文产

出规模、主要国家贡献度及学科交叉应用领域,识别

高显著性研究主题与新兴技术方向,把握国际研究

趋势与前沿领域,为学科布局提供“全球参照系”。
第二步,主体能力诊断,分析“学科强在哪”。聚焦学

科内部实力评估,通过分析主体学术产出与影响力、
学科结构与布局、科研合作网络、人才与团队建设,
结合历年数据对比与分析,评估学科本体优势与短

板,挖掘创新增长点,为学科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

力分析。第三步,对标差距识别,回答“差距有多大”。
以国内外顶尖高校为参照,通过对比综合排名、研究

主题竞争力及国际合作深度广度等维度,量化差距指

标,明确学科在国内外高校中的竞争地位,借鉴对标

高校经验,锁定优势领域追赶目标与短板突破方向,
精准定位学科发展瓶颈。第四步,战略路径规划,解
决“未来怎么干”。基于前序分析,结合学科优势、劣
势、机会与威胁,制定差异化竞争策略,设定全球排名

提升、主题竞争力强化等阶段性目标,提出学科聚焦、
合作升级、人才引育等行动方案,优化资源配置,构建

学科建设路线图。
4.2 精准引育科学评估,提升高校人才竞争力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自2016年起参与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组织编制《国家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参考目录》项目,并入选“2016科协十

大事件”[24]和《光明日报》《中国组织人事报》《中国人

才》杂志联合评选出的“2016年人才工作十件大

事”[25],逐步构建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双驱动的

发展模式,2022年以来图书馆进一步深化与学校国际

合作处、人力资源部的协同联动,创新构建“学者-团

队-机构-全球”四维立体人才评价体系,通过多维

度建模与关联分析,为人才引进、国际交流、职称评

审、人才申报、团队组建等提供兼具前瞻性与精准度

的数据决策支撑,有效提升学校人才战略实施效能。
实践案例3:绘制全球人才地图,构建精准人才

发现智慧平台

在“双一流”建设中师资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
然而高校人力资源部门与专业学院在人才引育实践

中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仅凭自身力量难以系统采

集、处理和分析人才和相关成果数据;另一方面,以

InCites、SciVal、LinkedIn为代表的平台库虽具备学

者档案功能,但在数据全面性、平台易用性、功能设

计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在人才识别与人才评价实际

应用场景中存在诸多问题。

2022年起图书馆与国际合作处联合开展“沧海

宝珠”国际高端人才数据平台建设,平台基于Sco-
pus和SciVal数据进行深度数据治理与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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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平台集成来自226个国家/地区、377万学者的

科研数据及履历数据,建成了规模庞大、结构多元的

人才数据库。平台提供14项精细化筛选指标,支持

按照教育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研究主题、国家、机
构、是否华人、是否有国内工作经验、学术年龄、科研

成果等筛选识别评价高潜力青年人才,平台人才查

找界面如图4所示。依托智能算法模型支持对遴选

学者“一键报告”功能,生成学者画像,报告涵盖基础

履历、科研轨迹、学术影响力、国际合作网络多维度分

析。作为智能化的学术猎头平台,“沧海宝珠”国际高

端人才数据库不仅为高校引进全球高端人才提供数

据驱动的决策支持,也可以通过建立人才引进成效跟

踪评估体系对人才后续发展进行量化分析,持续优化

高校人才战略布局。

图4 “沧海宝珠”国际高端人才数据库人才查找界面

  实践案例4:基于基准线的人才评价,提供量化

统一标尺

高校在人才引进、国际交流、职称评审过程中,经
常需要进行不同学科、不同维度的人才评价,但由于

缺乏不同学科相对统一的基准线,不同领域的专家往

往难以对跨学科的学者水平进行相对统一尺度的对

比分析。针对该问题,通过对不同学科、不同分类下

的历史学者成果数据进行分析,构建基准线,形成具

有学科属性的量化评价基准,提供给专家进行参考性

评价。基准线的评价指标维度涵盖论文、专利、项
目、教学、科研合作情况等,具体指标体系如表2所

示。其中,论文的二级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论文质量

和综合指标三个维度;专利的二级指标包括专利数

量和专利质量两个维度;项目的二级指标包括项目

数量和项目体量两个维度;教学的二级指标包括教

学数量和教学质量两个维度;科研合作的二级指标

包括国际合作、机构合作和产学研合作三个维度。
该基准线的建立,为不同学科、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人

才评价提供了相对客观、量化的评价标尺,为学校人

才战略高效实施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表2 构建基准线采用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论文指标

论文数量

论文质量

综合指标

论文数量

第一/通讯论文数量

被引频次

领域权重引用影响力
 

(FWCI)

Q1论文数量

高被引论文数量

H指数

研究主题前沿性

专利指标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发明专利授权量

专利价值评估

专利价值与同行业相比

项目指标
项目数量 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数量

项目体量 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经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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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教学指标
教学数量

教学学时数

指导学生人数

教学质量 教学类奖项数量

科研合作指标

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论文占比

合作国家数量

机构合作

机构合作论文占比

合作机构数量

合作机构层次

机构合作
产学研合作论文占比

产学研合作机构数量

4.3 服务科技决策,提升科技支撑力

面向科技决策,图书馆提供科研成果统计、知识

产权分析、科技前沿监测快报等系列服务,并基于

“数据驱动分析+领域专家智慧”研究范式,将学科

情报研究系统性升维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决策

咨询与政策建议方案,解决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也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情

报服务模式的创新升级提供了新思路,以下为具体

服务案例:
实践案例5:大语言模型赋能科技前沿监测,缩

短情报生产周期

图书馆针对航空航天、机器人、新能源及新能源

汽车、新一代光电技术、5G通信、量子科技、人工智

能、纳米材料、脑科学、基因技术、能源与经济等前沿

科技领域,采集科技新进展、新成果、新发现、新理

论、新应用和新举措,对所获信息源进行分析、提炼、
概括、编译,组织成易于阅读的动态快报,每半月周

期发布供科研管理者和工作者参考。
在前沿监测流程中,检索阶段将信息源划分为

科技政策、科技智库、科技论文三类,利用大语言模

型对信息源所属领域进行智能标注,并采用RSS定

制方式实现信息的自动获取。针对新发布科研成果

综合顶刊指数、社会关注度、作者影响力与研究主题

前沿性进行科研成果影响力排序和筛选,在前沿信

息编译阶段利用提示工程Prompt定制模版,按内

容格式语言风格要求输出编译结果,大大提高编译

时效,由原先一天完成一篇编译文稿,缩短至2小时

内即可完成编译源确认及编译文稿定稿,为科研决

策提供高时效性的情报支持。
实践案例6:开展前沿探测方法和技术预见研

究,向“战略智库”转型

图书馆自2017年开展领域前沿探测相关分析,
先后针对材料工程学科、自动驾驶、航空材料、医工

交叉、海洋科学、机械工程进行前沿发现,其中2018
年发布《医工交叉:全球尖端科学展望》报告[26],报
告聚焦医工交叉三个细分领域———生物医学工程、
脑科学和类脑计算、精准医学,分析国家和机构的竞

争态势,从国家战略规划、全球竞争态势、热点研究

主题、媒体高关注度主题、新兴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解读,后续被多家媒体报道和转载。该案例

形成了一套利用SciVal平台进行交叉学科前沿探

测的研究模式和方法,不仅为学科情报分析的深度

研究提供了实践范例,还为交叉学科分析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方法。

2023年图书馆参与中国科协“面向2035的技

术预见”系列研究项目“生命健康领域前沿探测方法

和技术预见”,旨在通过开展技术预见科学判断和前

瞻把握生命健康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关键核心技

术和未来发展趋势[16]。图5给出了从“智能发现-
智能遴选-智能画像-智能决策”的全流程。(1)
智能发现阶段对发展愿景、政策战略、社会需求、
论文、专利等科研成果大数据进行全面智能检索扫

描,利用大语言模型对各类数据扫描结果进行语义

挖掘与分析,快速识别并整合生命健康领域前沿信

息。(2)智能遴选阶段综合研究主题的显著性、新
兴性、技术转移潜力、学科交叉性等前沿探测指标

进行分析,梳理并提出未来生命健康领域的备选技

术清单,在此基础上结合专家智慧开展两轮德尔菲

调查,精准提炼关键技术。(3)智能画像阶段,采
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和现状进

行分析,对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现状进行更精准

的分析与预测,生成可视化的技术发展画像。(4)
智能决策阶段深度融合情报分析与专家智慧,遴选

关键核心技术,并针对其对国家安全、产业升级、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影响进行

科学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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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技术预见智能系统支持战略决策流程

  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智库成

果系列丛书《面向2035年技术预见与社会愿景———
生命健康网络安全新能源领域》出版,并在此基础上

高效聚合凝练“如何将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到临床医疗

中”这一工程技术难题被遴选为中国科协29个重大

科学技术问题难题之一,并于第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

会主论坛公开发布,此次入选是全国科技界对图书馆

发挥战略咨询作用的高度认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4 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提升国际影响力

在服务国际合作方面,图书馆基于Scopus数据

库对我校主要研究主题的全球学者进行梳理并构建

相关平台,实现按学科、研究主题洞悉我校研究国际

合作情况,并综合研究方向契合度、合作历史经验、
地缘政治等因素进行潜力合作对象发现,助力海外

合作网络构建。此外图书馆针对提升学校国际学术

声誉提供相关服务,与国际合作处联合建设PURE
科研成果管理平台,为全校专任教师打造个人国际

化学术主页,清洗整合全校专任教师的学术成果数

据,完成学院机构档案和学者档案建设,并通过搜索

引擎优化算法提升学者显示度,显著提升了学校高

水平论文在全球的可见度,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5 结语与展望

5.1 结语

本研究以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不同面向的学科

情报服务为例,通过“精准用户需求—深挖数据关

联—搭建智慧中台”的服务范式,探索图书馆学科服

务模式的转型之路:(1)数据治理与智能算法的深度

结合与应用,提升了学科服务效能。通过数据驱动,
构建基于论文、专利、项目、教学、科研合作等多源数

据融合的人才评价模型,以及基于基准线的人才评

价模型,提升情报分析的精准性。借助智能技术,持
续提升图书馆学科情报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例如实

现
 

ESI
 

分析报告自动化、利用大语言模型赋能科技

前沿监测等,显著缩短情报生产周期,提升学科情报

服务的便捷性及时效性;(2)多部门协同化聚力,多
元主体共建服务生态。深度联动学校规划处、人力

资源部、科研院及院系,调研梳理决策场景及核心需

求。以绘制全球人才地图为突破点,协同人力资源

部门、专业学院及科研团队,建立“引才-育才-用

才-评才”的人才培引全过程服务体系。(3)推进智

库化深度转型与维度升级,构建高效决策咨询支撑

体系。以学科前沿探测与技术预见为路径,融合情

报分析与专家智慧,从“数据呈现”升维为决策咨询

与政策建议,逐步向“战略智库”转型。
5.2 展望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图书

馆学科情报服务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1)技术融

合与智能化升级。推动生成式AI从辅助工具向“情
报生成主体”演进,探索大模型在技术预测、政策模

拟推演等复杂场景的应用。突破单一机构数据壁

垒,构建跨高校、跨行业的学科情报数据联盟,隐私

保护下的数据共享,提升全球科研态势分析的完整

性。(2)服务模式创新与生态构建。深化与学科职

能部门、科研团队的协同机制,将情报服务嵌入学科

战略规划、重大项目申报等关键节点,实现情报的智

能感知、智能刻画,精准捕捉实时响应情报需求。
(3)组织能力建设与政策保障,针对图书馆员开展

“AI技术+情报素养”双元培养,提升现有馆员的数

据挖掘与模型应用能力,加强与计算机科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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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融合。(4)伦理与可持续发展。建立学科情

报服务中的数据隐私保护机制、算法透明性审查制

度,防范技术滥用风险。优化算力资源配置,探索低

能耗的轻量化模型在情报分析中的应用。
未来,随着“双一流”战略行动的深入推进,高校

图书馆需以数智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拓展学科

情报服务的速度、深度、广度与温度,最终实现从“服
务支撑”到“创新引领”的质变,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贡献情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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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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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subject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need
 

to
 

achieve
 

innovative
 

upgrading
 

through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e
 

research
 

aims
 

to
 

construct
 

a
 

paradigm
 

model
 

for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
 

subject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validate
 

its
 

effectiveness
 

through
 

practical
 

cas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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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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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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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paradigm
 

model
 

for
 

subject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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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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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upply
 

side
 

 Supply  
 

the
 

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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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ware
 

 Analy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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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side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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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dema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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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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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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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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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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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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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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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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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tandards 
 

think
 

tank
 

achievements 
 

information
 

media 
 

indust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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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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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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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intelligence
 

analysis
 

middl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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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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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the
 

intellig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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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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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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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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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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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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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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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digit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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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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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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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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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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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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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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