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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情报服务智库化探索与发展思考

———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

潘卫 董珏 王钧钰 肖兰 程金华*

  摘要 高校图书馆的情报服务发展多年,在为高校不同层级服务对象提供学科发展、科技评

价、管理决策等的支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十五五”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高校图书馆如

何在新阶段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体现更大价值,强化面向决策

咨询的情报服务,即提升情报服务的决策咨询支持内涵,拓展情报服务的智库功能,至关重要。
文章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形成的智库服务体系,重点阐述了通过战略情报服务、学

科情报服务、人才情报服务和技术情报服务向科技创新和管理咨询提供支撑的实践探索,分析了

情报服务向智库服务拓展的特点,阐述了高校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的机遇与挑战,提出面向未来

的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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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情报服务,自上世纪80年代

初确立为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任务之一[1],并强调为

高校图书馆的两大职能之一[2],经过40余年的发

展,无论是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模式还是服务

重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研究型高校图书馆已

逐步形成了面向学校不同层级的支撑学科发展、科
技创新、科技评价、管理决策等的情报服务体系,并
逐渐具有了智库的部分功能。

目前,正值“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谋篇布局

的关键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化融合发展、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

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支撑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3-4]等的

战略部署和任务落实。在此大背景下,高校图书馆

如何应对学校战略发展和内部转型升级的要求,在
学校发展中体现更大的价值,强化面向决策的情报

服务(即提升情报服务的决策咨询支持内涵,拓展情

报服务的智库功能)至关重要。

2 研究与实践进展

智库作为“聚集信息及专业知识、政策研究资

源、学术性专家人才的资源库”[5],是公共政策和战

略问题的研究、分析和参与机构,面向政府决策进行

研究和分析,并且针对国内外议题提出建议,使决策

者在信息相对充分的情况下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决

策[6]。2013年11月,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

度”,将新型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2014
年2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

进计划》(教社科〔2014〕1号),2015年1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4〕65号)(以下简

称《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

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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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迫
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

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

发展”。同年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试点单位。2015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印发《中
国科协关于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的意见》(科协

发调字〔2015〕73号),2017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
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民发〔2017〕77号)。一系列国家层面新型

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出台和部署落实,催生了各行各

业包括高校大量新型智库的诞生和发展。
图书馆因其汇集较为全面的信息资源、相对独

立和非营利性、一定程度上信息资源和人力的长期

资金保障、具有提供各类(参考)咨询和情报服务功

能等属性,与智库有着天然联系。国内外著名智库

均内设有服务其研究的图书馆,众多大学图书馆也

重点支撑着学校各类智库的研究和发展,如哈佛大

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等[7-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意见》下
发后,国内高校图书馆界针对新型智库建设开展了

大量研究。如面向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信息资源保障

和知识服务的理念、路径、策略、平台等的研究[9-14],以
及高校图书馆自身提供智库服务功能的现状、模式、
能力、体系等的研究[15-26]等。实践层面,《意见》下发

后,文化与旅游部2017年印发《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

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

通知》(办公共函〔2017〕5号),其中所附的《省级(副省

级)图书馆等级必备条件和评估标准》首次将“智库服

务”纳入图书馆效能评估指标,对图书馆智库服务提

出要求。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开
始实施,其中第三十五条,专门提出“政府设立的公共

图书馆应当根据自身条件,为国家机关制定法律、法
规、政策和开展有关问题研究,提供文献信息和相关

咨询服务。”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因

其大都市创新能力评价、科技前沿热点研究、领域知

识情报分析研究、《竞争情报》出版物编纂等工作而入

选2020年上海市政府首批15家上海市重点智库之

一,国家图书馆因其决策咨询研究、海外中国问题研

究、智慧图书馆研究等工作而于2021年入选文化与

旅游部19个“首批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

位”之一,是国内图书馆界由提供智库服务而成为智

库的典型代表。高校图书馆界,特别是研究型高校图

书馆 开 展 学 科 情 报 和 决 策 支 持 服 务 已 较 为 普

遍[27-31]。作为旨在指导行业发展的纲领性趋势报

告,2021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

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合作研制的《大学图书馆现代

化指南针报告》在其中多个场景提出支撑科技创新

的情报咨询与智库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当前与未来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32]。从相关研究和实践可以

看出,为新型智库提供针对性服务与自身拓展形成

智库服务功能是当前高校图书馆关注的两大重点。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秉承40余年“图情合一”

的传统,始终重视情报工作,近年来为校内外提供的

多种决策支持情报服务的智库化特征愈发凸显。本

文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梳理分析高校图书

馆智库服务的发展要点和特征,分析高校图书馆开

展智库服务的机遇与挑战,提出面向未来的高校图

书馆智库服务的发展策略,为高校图书馆“十五五”
发展提供参考。

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库服务实践探索

3.1 发展回顾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情报工作开端于20世

纪80年代国际联机检索终端的开通及国内高校图

书馆首个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成立。40余年的

发展历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需求的变化

和图书馆整体发展理念的侧重,总体上前半程与我

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在情报科学

技术研究所框架下,开展计算机情报检索及检索课

教学与培训、科技情报编译、情报咨询、情报研究、信
息技术和系统开发、声像资料制作与服务、竞争情报

分析、特色数据库建设、情报学人才培养、数字图书

馆建设等工作[33],体现了鲜明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和

体系化发展特征。2010年前后,在高校不断深化综

合改革、创新驱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等的战略指引

下,在图书馆内部全面推行学科化服务以及融入学校

整体战略的理念牵引下,情报工作一方面在学科化服

务框架下重点服务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也

不断加大对校院管理决策的支撑,开展学科跟踪、学
科竞争力与贡献度分析、辅助学科评估、前沿科技领

域态势分析、人才引进前后学术产出与影响力评价等

服务。特别是近年来,在多年学科服务和决策支持服

务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在学校需求和图书馆转型发展

的双力驱动下,情报服务聚焦学校发展战略,面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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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流大学建设、有组织科研、有组织人才引育、全链

条知识产权工作等目标,建立起战略情报、学科情报、
人才情报与知识产权(技术)情报协同一体推进的服

务体系,并逐步向智库服务演进。

3.2 近年实践与探索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多年学科服务和决策支

持情报服务的基础上,近年来面向各层级服务对象,
与校内相关部门多方协同合作,在决策需求牵引下,
重点强化战略情报服务、学科情报服务、

 

人才情报

服务和技术情报服务,支撑学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化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目标实现,形成

智库服务体系(见图1)。

图1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库服务体系

  该服务体系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蓝色表征的

是该体系的数据和服务基础,分为订购和多渠道外

部获取的信息资源和工具,
 

以及由查新查引、
 

各类

文献检索、参考咨询等组成的常规情报服务。其次

是粉色表征的重点体现智库服务功能的战略情报、
学科情报、人才情报和技术情报四类核心情报服务,
以及为针对性支撑这些核心情报服务而自建的数据

库和开发的相关数据处理分析工具,如“上海交通大

学机构知识管理服务系统”(机构知识库)、(上海交

通大学)“全球顶尖人才库”等。四类核心情报服务

从服务目标、服务内容和主要方法运用层面又可以

进一步精炼划分为辅助科技评价和专题情报研究两

大类。最上层绿色表征的是服务对象,分别是微观

层面所服务的师生个人和研究团队,中观层面所服

务的学科、学院、研究院等,以及宏观层面服务学校

领导或者职能部门的全校发展战略。本节重点对四

类体现智库服务的核心情报服务实践加以阐述。

3.2.1 面向前沿科技和高水平科研产出的战略情

报服务

  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的策

源地。科技前沿布局和高水平科研产出培育都需要

科技情报服务提供支撑。

2015年,图书馆与学校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简称科研院)合作,开始探索面向未来的规模化的

前沿科技态势分析工作,针对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

器人、材料基因组、量子信息、高温超导、脑科学、智
慧城市等前沿热点,研制了全球态势系列分析报告,
该成果被编入学校120年校庆正式出版的《一个甲

子的畅想———面向未来120项科技预见》一书。自

2017年以来,中国工程院连续组织开展“全球工程

前沿”重大咨询研究项目,上海交通大学承担了其中

的“能源与矿业工程”领域前沿报告的撰写工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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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从项目开始就邀请图书馆情报服务人员加入

团队,对该领域前沿报告的撰写提供科技论文和专

利文献检索和基础分析支持,至今已持续服务9年。

2021年,为全面深入了解顶尖科学家成长和顶尖科

研成果培育特征,在校领导牵头和科研院部署下,图
书馆开展了诺贝尔奖得主及其科研产出分析研究,
针对120年来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及其获奖代表

性成果,研制形成《诺贝尔科学家学术成长轨迹及其

启示研究(1901-2020)》和《诺贝尔科学家学术成果

表征、演化和扩散分析》2份研究报告和4份专报,
提交校领导和校内各职能部门,并由科研院提交教

育部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后续图书馆又针对菲尔

兹奖和图灵奖进行了同类研究。2022年,为提升前

沿科技情报服务产出的品牌化、规模化和稳定性,创
建《科情观察》电子出版物,跟踪研究当前国际国内

科技前沿,特别是《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自然》《科
学》等期刊的年度科技趋势与突破,结合学校实际,
定期动态扫描与专题深度分析相结合,推出相关服

务产品,针对量子模拟、自主水下机器人、脂质纳米

基因治疗、脑机接口、新型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制氢技

术等开展了专题情报研究。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

设立了旨在支持引领性、高风险、颠覆性研究项目的

“交大2030”计划。从2023年起,由图书馆对其中

的C类青年探索基金项目的评审进行新颖性论证,
每年30-40项。这个项目面向“原创性”“突破性”
的基础研究,其查新与一般科技查新有很大不同。
因此,图书馆对常规科技查新流程和工作要点做了

重要改进,重点放在了检索和提炼权威支撑性观点

和分析未来前景上,对于项目最终是否具有原创性

和突破性的结论提供了翔实可信的依据。在学校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跟
踪、对比分析对标学校层面的《细胞》《自然》《科学》
(以下简称 CNS)发文并深入到主题演变、团队结

构、研究模式等的研究是多年来科研院委托图书馆

持续开展的工作。在“十五五”谋篇布局之际,还拓

展到国家科技奖、科学探索奖等的获奖群体画像和

研究成果特征分析、世界大学排名研究计量指标和

学术影响力提升分析等,为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和

布局高水平科研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参考。

3.2.2 面向高水平学科建设的学科情报服务

长期以来,图书馆面向学科发展提供ESI学科

分析,如校际/学科间对标、院系贡献度、团队贡献度

等的跟踪分析和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潜力学科预测

分析等;在教育部学科评估或学校自主的学科国际

评估前,为学科自我诊断提供国内外学科竞争力分

析或提供相关学科的研究产出和研究影响力数据。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使得学院/学科更关注高

水平发文,图书馆也将面向学院/学科的常规服务聚

焦于“CNS+学科顶刊”,定期推送CNS、自然指数

(NI)、ESI高被引和热点论文分析简报,再根据需要

对学科顶刊发文进行重点分析,如应邀针对医学顶

刊(CNS+4大临床医学顶刊)、FT50期刊(《金融时

报》50种期刊)发文进行国际、国内和校内(二、三级

机构)对比分析。“十四五”期间,学校开始对院系和

研究基地进行校内诊断式院系发展性评估,通过各

层次大样本访谈的定性研究与研究产出的定量研究

相结合,诊断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人才队伍

建设、合作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劣势,提出发

展对策建议;基于长期对学校提供的决策支持服务

效果良好,图书馆作为校级层面的全程参与机构,承
担了研究产出的定量分析工作;图书馆认真研究了

该项工作的核心目标,从规模性、卓越性、影响力、开
放性(合作)、应用性、预警性等维度设计了数十个指

标开展研究,特别是卓越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从高

质量发文、高水平师资、高价值专利及其转让许可等

方面,对问题诊断和发展建议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

值。由于是发展性评估,面向未来发展是诊断评估

更核心的目标。2024年以来的几个参评学院都向

图书馆提出在定量分析中增加领域前沿的识别与诊

断,希望图书馆为学院未来科研布局提供参考。

3.2.3 面向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人才情报服务

人才强校是我国高校的核心战略,高水平师资

队伍建设一直是高校的重中之重。图书馆为学校师

资队伍建设提供的服务,从提供报奖、人才计划与各

类荣誉申报等的查新查证,到基于细粒度精准描述

的机构知识库建设实现人才画像和考核奖励数据支

撑,一直在随着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延展。2013年,
图书馆与人力资源处合作,对校级特定层次的人才

引进和引进后的中期、聘期考核提供学术活跃度和

学术影响力的多维比较分析,以期与专家委员会最

终的定性评价相结合,为更科学的引进和考核决策

提供参考,至今,该项工作已持续10余年,累计对

1400余人次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分析评估。近年

来,随着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因作为四大世界大学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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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ARWU的指标之一而日益受到重视,图书馆

开始对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学术特征进行研究,并
自2019年始与人力资源处合作开展当年可能入围

榜单的预估分析,一方面为潜力学者做好针对性服

务,另一方面也辅助学校做好引进等相关工作,迄今

已持续7年。由于高被引科学家预估需要长期数据

积累和年度阈值计算,校院两级对高水平人才引进

的需要也愈发迫切,图书馆开始构建(符合学校未来

师资队伍建设需求的)全球顶尖人才库,为校院两级

针对性人才引进和同学科、同级、同类人才发现和发

展对标提供人才数据池。人才库涵盖全球高被引华

人科学家、全球顶尖青年科学奖项获得者、国内关注

的重点人才、世界一流大学优势学科或顶尖科学家

实验室青年华人等人才类型,每个人的数据描述包

括基本信息、教育背景、工作履历、获奖及荣誉、各类

研究计量指标等70-80个字段。以人才库为基础,
结合各院系引才目标而进行的更广范围、更深层次

的人才信息挖掘服务,已成为图书馆现阶段体现对

学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支撑的特色重点。此外,
从战略层面,也会针对一些前沿重点领域开展国内

外顶尖人才研究,如2024年开展的基于人工智能领

域顶会发文和获奖的人工智能全球顶尖华人青年人

才分布与培养研究,在学校学术委员会年度会议上

报告后获得校内外多方积极反响。

3.2.4 面向高质量全链条知识产权工作的技术情

报服务

  作为教育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批高校国家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挂靠单位,并承担学校作为首

批 WIPO在华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的相关

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将对校内外全链条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提供高质量信息服务同样视

为支撑学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各类专利检索、申请前预

评估、专利盘点、以机构库为基础的专利成果信息服

务平台建设等基础服务,到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重点企业的前沿布局、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产业化

应用等的重点服务全面布局推进。如连续5年支持

微米纳米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为其探索领域前沿、加强竞争布局并成功完

成重组提供自我评估、专利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竞争

力分析、成果转化支持等专项服务;全流程嵌入学校

首个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从筛选代理机构、专利申

请前预检索、农药登记证资料整理到研发导航链式

服务支撑植物源新农药研发和药证获批,直接为团

队节约2-3年慢性毒性试验时间和200余万经费,
成为国内首次由高校作为新农药研发者成功获批植

物源新农药登记;另外,也面向学校周边科技园和合

作企业,针对商用航空发动机、手术机器人、未来能

源与智能机器人等重点技术领域,提供专利竞争力

分析、专利预警、成果转化挖掘等服务,为校内外创

新主体的科技创新和职能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了有

力支撑。

3.3 特点分析

从图1的服务体系架构和上述四类核心情报服

务实践可以看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库服务的

探索呈现三大显著特点。
(1)加强各方合作,既稳定持续产出情报研究成

果,也不断提高图书馆在学校的影响。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10余年前就将加强与学校各方合作、主动

融入学校主流工作作为发展的要点之一。长期以来

与学校规划发展处、人力资源处、科研院、先进产业

技术研究院等保持着紧密联系和合作。在职能部门

甚至校领导的直接部署下,学科评估、院系发展性评

估、高被引科学家规律研究及年度预估、高端人才引

进、顶尖科学家和顶尖成果分析、高价值专利培育等

工作,均能第一时间考虑图书馆的参与甚至牵头。
这种合作与协同,一方面使图书馆的工作在学校的

影响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使图书馆决策支持服

务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不断拓展,且能保持高度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2024年初,在学校有组织科研加强

战略研究的总体思想指导下,科研院与图书馆合作

开始推进“科技战略研究行动计划”,开展世界科技

前沿热点研究、顶尖人才与重大成果解读与对策研

究、区域重大关键技术需求研究等。在此框架下,图
书馆开展的有关人工智能研究态势、人工智能顶尖

华人青年学者分布及培养研究、提升学校学术影响

力策略研究等已连续多次向学校学术委员会汇报。
通过校学术委员会这一校级最高学术决策平台,使
图书馆的情报研究成果得以更好地传播和应用,咨
政建言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2)情报研究报告从客观数据—对比分析到成

因挖掘—对策建议,特别是加大成因挖掘和符合实

际的具体对策建议的研究,决策支持作用逐渐提高。
情报服务从过去主要基于文献计量的统计分析服

9

 高校图书馆情报服务智库化探索与发展思考/潘卫,董珏,王钧钰,肖兰,程金华    
Think

 

Tank-Oriente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PAN
 

Wei,DONG
 

Jue,WANG
 

Junyu,XIAO
 

Lan,CHENG
 

Jinhua     



2025

年
第3

期

务,主要目标是提供客观数据和比较分析供决策参

考,到面向高校发展战略、重点学科重点领域重点项

目重点团队以及管理层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等的专

题研究,主要目标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甚至影响决

策,如回答诺贝尔奖代表性成果的产出规律、国家实

验室对顶尖科学家和顶尖成果的促进作用、为什么

某些高校某些领域能产生更多高被引科学家、要改

善某些研究计量指标应该如何部署具体措施、某些

领域顶尖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关键助推剂到底是什

么、重点实验室的核心技术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

新兴前沿领域是否有发展和应用前景等等。
(3)突破数据库局限,多源多元数据融合形成

数据基础。长期以来,图书馆情报服务主要依据的

信息源和数据源是订购的大型文摘索引数据库及

其相关学术成果分析工具。虽然这些数据库和分

析工具的功能不断拓展,但在真正面对决策咨询问

题研究时,仍然局限较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不

能仅局限于利用馆员较为熟悉的数据库和工具,必
须要根据科学解决问题的要求确定数据源,必要时

聚焦核心问题自建数据库并开发数据处理工具。
如对人才的研究与分析,除了数据库中的各类信息,
还需大量补充教育、荣誉甚至实习经历等信息;对各

类成因的挖掘,必须调研相关政策信息;对前沿和热

点领域的分析,也需要参考各类权威的行业研究报

告及相关数据等。面对人才分析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图书馆主导建设了(上海交通大学)全球顶尖人

才库,将数据库成果信息与人才的教育、荣誉等信息

融合,更好地满足决策判断。面对对标分析不断要

向全球扩展,
 

图书馆利用前期建设上海交通大学机

构知识管理与服务系统(机构库)所自行研发的数据

处理算法,开发了全球成果、机构和学者数据的规范

化自动处理工具,大大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支持各类

分析研究。
综上,从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情报服务

的主体内容和体现的显著特点来看,对照智库研究

咨询的核心属性,以及《意见》中对新型智库的基本

标准,如具有明确的服务对象、特色鲜明的决策咨询

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相对稳定的队伍和专业代表

性人员、多层次的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完备的

信息采集分析系统等,特别是决策咨询支持的深度

不断提高,影响决策的作用不断加大,使整体情报服

务体系智库化特征日益凸显。

4 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体现智库服务功能的四

大类核心情报服务实践来看,高校图书馆的智库服

务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即紧密围绕高校内部需求,聚
焦辅助科技评价和专题情报研究两个方向展开。本

节分别从这两个方向分析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

4.1 辅助科技评价类智库服务

高校图书馆开展科技查新、查证查引、辅助学科

评估、辅助人才评估、各类机构竞争力分析等辅助科

技评价类服务由来已久。辅助科技评价类情报服

务,主要运用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社会网络分

析等方法,对科研成果的各层级计量表征进行分析,
为学科、成果、人、机构等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

力、学术竞争力等提供客观数据呈现的结论,是科学

开展科技评价不可或缺的量化支撑。高校图书馆因

具有完善的各类信息资源,学术数据基础占有绝对

优势,文献计量、科学计量等科技评价常用方法又是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业方法,因此长期以来为各类

科技奖励、人才、学科评估等提供的服务受到广泛认

可。事实也证明,接受或开展各级各类面向机构、人
员和成果的评价,是高校较为重视的工作,高校图书

馆利用资源和方法论优势提供辅助科技评价服务,
是体现自身独特价值、融入学校主流工作的重要切

入点。
但也要看到,在我国科技生产力规模已达全球

前列,提高核心科技创新能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已成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深入改革科技评价、
“破五唯”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以文献计量为基

础的辅助科 技 评 价 工 作 也 带 来 了 较 大 挑 战。自

2018年《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

革的意见》(中办发〔2018〕37号)出台,到2019年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要把教育评价改革作为‘最硬的一

仗’来推进”,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到2021、2022年分别

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26号)和科技部等八部门

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
(国科发才〔2022〕255号),核心要点是建立分类评

价体系,坚持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

价导向,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五元价值(即科

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按照创新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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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

体系。这些政策的颁发所体现的评价导向的变化,
虽然是对评价组织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对高校

图书馆提供的量化评价支撑服务来说,也需要高度

重视文献计量方法的创新以及在评价工作中增加主

题内容分析。如科研产出数量向高质量产出(顶刊/
顶会发文和高价值专利等)计量拓展,为代表性成果

或人员提供的学术影响力分析从被引的绝对计数到

扩展时间呈现(如10年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百分

位射束图)、时间切片、质量层次切片的扩展比较、考
虑重要施引而不只是简单被引等;更进一步,通过引

用轨迹说明是否开创或引领了一个领域或方向,有
多少国际同行接续了此方向的研究而又产生了高影

响力的成果,将简单引用计量向为“开创性”研究提

供定量支撑转变。再如本文3.2.2提及的院系发展

性评估加入前沿主题分析与诊断,需求极为迫切,亟
须借助数据库新功能与当前的智能计算,

 

探究科

学、有效、可行的方法和流程,完善现有评估体系。
如此,高校图书馆的辅助科技评价服务既能更为符

合新评价政策的导向,也仍将可以在科技评价工作

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体现的评价决策智库支撑也将

更为明显。

4.2 专题情报研究类智库服务

专题情报研究,主要是对某一领域的信息资源

进行采集、处理、挖掘和分析,并提出此领域发展建

议的情报工作。专题科技咨询、专题情报研究在我

国部委、省市和专业科技情报机构一直是工作重点,
此类服务也更能体现图书馆专题智库服务的内涵。
高校图书馆随着学科服务的深化和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中心的建设,特别是高校有组织科研、交叉学科、
交叉领域新布局、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升级、所属

高校周边大学科技园、科创园区、所属省市科技创新

和产业布局需求牵引,近年来在专题情报研究服务

方面得到较大发展,纷纷开展学科前沿和热点识别、
重点技术攻关导航、前沿领域发展态势分析、竞争对

手专利布局分析、重点产业发展分析等的专题情报

分析和研究服务,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还为学校关

注的国内外科技发展政策、科技奖励政策、国内外高

校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新型研发机构科研组织模式、
顶尖科学家/顶尖科学奖项及其成果特征等专项问

题提供专题情报研究,情报研究的主题范围不断

拓展。

但与我国专业科技情报机构相比,由于专题情

报研究对专业领域知识背景有一定要求,而高校特

别是综合性高校因学科和专业布局面广,图书馆对

相关专题领域的人员配置难度大,再加上缺乏对专

题领域的人员、知识、数据、平台等的长期积累,情报

研究自身方法论复杂,涉及多学科方法应用、模型构

建、大型计算、颠覆性技术识别、预测预见性研究分

析、专业性对策结论撰写等,高校图书馆能够开展相

关工作的馆员非常欠缺,整体上专题情报研究服务

能力也较弱。面对发展机遇、学校需求和实际现状

的矛盾,高校图书馆专题情报研究服务亟需明确重

点方向,按智库研究人员培养锻炼一支专业队伍,稳
定产出情报产品,逐步形成服务品牌,提升影响力,
从而真正达到专题智库服务的要求。

综合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库服务的特点以及

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发展智库服务在

内部管理、方法迭代、技术支撑、内外协同合作以及

队伍综合能力建设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5 未来发展策略思考

高校图书馆情报服务的智库化发展,是社会环

境、现实需求和内生发展三者协同驱动的要求和结

果。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战略,高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

展、构建全面支持创新体制机制的部署,对包括高校

图书馆在内的图情机构面向科研创新全流程推进知

识服务体系[34]、加强科技情报智库支撑科技决策[35]

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也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高校图书馆行业来看,《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

报告》提出服务科技强国目标的创新基地和新型智

库建设是大学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之一,支撑

科技创新的情报咨询与智库服务是服务创新的重要

问题,学科化知识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创新型智库

服务是服务发展的关键要素[32]。从高校图书馆自

身来看,数智化时代通过智库服务强化在学校的地

位和作用更显急迫。因此,“十五五”期间需在发展

机制、理论方法、技术赋能、内外协同以及能力提升

方面统筹规划,推动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可持续发

展,从而进一步促进“图书馆是大学心脏2.0”[36]的
实现。

(1)建立与智库特点相契合的运行机制

明确决策咨询服务对象,与校院各级管理决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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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重点研究基地等建立紧密稳定的联系机制,确保

服务的 针 对 性、时 效 性 与 持 续 性。组 建 类 似 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主要研究者)负责制的相对

固定团队,聚焦高校研究影响力提升、学科发展、人
才战略、前沿分析等特色与重点专题开展长期深入

研究,并形成常态化、持续性研究成果产出。构建多

层次交流平台与成果转化渠道,加强与校内外各方

的协同合作,推动智库服务成果的广泛传播与应用。
健全治理结构与体系,从目标任务设定、成果产出管

理、绩效考核到个人成长激励以及品牌影响力扩展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规划与保障,促进高校图书馆智

库服务的高效、有序和健康开展。
(2)多学科融合创新理论方法体系

构建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在对相关问题进行

持续研究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独有的方法论和问题解

决框架。加强多学科融合,将管理学、情报学、统计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融入情报服务。综

合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如调研访

谈、案例研究、德尔菲法、情景分析等定性方法与文

献计量、统计分析、专利地图、因果分析、趋势外推、
主题挖掘、层次分析等定量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学性

与可靠性。注重理论方法创新,积极探索新理论、新
方法在情报服务中的应用,如本文4.1提及的引文

分析方法创新,辅助发展性评估中引入面向未来的

前沿布局分析等,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决策支持需求,
提升智库服务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3)构建数智情报平台,赋能服务能效提升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情报服务普遍存在效率低、
规模小、影响力有限等问题,亟须加强数智赋能。在

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库工具(如Incites、SciVal、Inco-
Pat等)以及相关数据处理、标引、可视化等工具(如

Python、DDA、CiteSpace、VOSviewer、UCINET、

Gephi等)解决部分环节的问题之外,亟须运用智能

技术,如大模型、机器学习等构建全流程智慧情报管

理与服务平台或面向垂直领域和特定问题解决的智

能体,实现基础数据积累管理(数据采集、处理、组
织、表征、更新)和数据计算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逐步

发展智能搜索、智能综述、智能推荐、智能识别、智能

聚合、智能报告等功能[37-38],大幅提升服务效能从

而扩大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的规模和生产力。建设

学校层面的信息平台,如成果库(机构库)、人才库、
数据监测平台等,一方面为智库服务奠定更好的数

据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学校对图书馆的依

赖性。
(4)强化多方协同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打破校内外和部门内外壁垒,强化多方协同合

作。在校内,加强与上级管理部门、职能部处、院系

管理决策层以及相关政策专家、战略专家、领域专家

等的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图书馆部门之间,资
源、数据、技术等部门协同配合,为智库服务提供全

方位保障;部门内部,不同条线、组别之间密切协作,
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在校外,积极与政府

教育和科技管理部门、重点研发企业、科研机构等建

立合作关系,拓展服务范围,共享资源与成果,实现

互利共赢,促进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成果传播应用

的广度和影响力。
(5)加强馆员队伍建设,提升馆员综合能力

从常规情报服务到智库服务的转变,馆员能力

提升非常关键。智库服务的核心是从过去专注于面

上服务(文献或数据及其统计分析结果)提供到挖掘

分析数据背后的原因及符合决策场景的咨询建议的

提出。因此,跳出图书馆行业局限,增强对各级各类

相关政策的熟悉把握和解读能力;突破思维和认识

局限,提升馆员快速理解不同决策支持场景下核心

问题要点的能力;摆脱仅依赖数据库数据的局限,强
化馆员内外多源(元)数据融合采集处理分析及挖掘

数据潜在价值的能力;超越常规情报分析报告写作

能力局限,锤炼从直观数据分析到政策解读、问题分

析、可采纳可操作的咨询策略研究报告撰写能力,等
等,都是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发展对高素质、专业化

馆员队伍建设的要求。

6 结语

高校图书馆的智库服务本质上是对信息更深层

次、更广维度的加工和研究,作为其现代化发展的关

键方向,对于服务高校科技创新、学科发展、师资队

伍建设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高校图书馆自

身知识服务、智慧服务以及实现“图书馆是大学心脏

2.0”的必然要求。国内研究型高校图书馆近年来在

智库服务方面做了较多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面

对智库服务的内涵发展和外在要求,还面临着诸多

挑战。通过进一步明确发展策略,从健全机制、完善

理论方法、强化数智技术赋能、多方融合以及馆员能

力提升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必定可将高校图书馆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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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服务功能不断做大做强,为实现高校发展和我国

科技自立自强与教育强国目标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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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been
 

developing
 

for
 

many
 

years 
 

Som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established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s
 

that
 

support
 

various
 

levels
 

of
 

the
 

university
 

operation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These
 

libraries
 

have
 

also
 

gradually
 

made
 

think
 

tank-oriente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due
 

to
 

the
 

increasing
 

role
 

of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In
 

the
 

key
 

period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it
 

is
 

crucial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urther
 

strengthen
 

intelligence
 

services
 

oriented
 

towards
 

decision-making
 

and
 

enhance
 

the
 

depth
 

of
 

consultation
 

support expanding
 

the
 

think-tank
 

functions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Taking
 

the
 

library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laborated
 

on
 

the
 

think-tank
 

service
 

system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ecision-making 
 

This
 

included
 

strategic
 

intelligence
 

services
 

oriented
 

towards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high-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subject
 

intelligence
 

services
 

oriented
 

towards
 

high-level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alent
 

intelligence
 

services
 

oriented
 

towards
 

high-level
 

faculty
 

team
 

building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oriented
 

towards
 

high-quality
 

full-ch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work 
 

It
 

also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brarys
 

think-tank
 

service
 

system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onduc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valuation
 

and
 

thematic
 

intelligence
 

research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library
 

think
 

tank
 

services
 

in
 

the
 

future
 

from
 

five
 

aspects 
 

establishing
 

a
 

think-tank-oriented
 

operation
 

mechanism 
 

innovating
 

a
 

multi-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 
 

constructing
 

a
 

digit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to
 

empower
 

servic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strengthening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f
 

librarians 
 

The
 

think
 

tank
 

servi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Library
 

is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ity
 

2 0  
 

Although
 

domestic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made
 

many
 

explorations
 

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they
 

also
 

face
 

many
 

challenges 
 

and
 

need
 

to
 

work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mechanisms 
 

perfecting
 

theoretical
 

methods 
 

strengthen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multi-party
 

integ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ies
 

of
 

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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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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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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