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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科技报告的广泛积累和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持续运行，如何高效地利用优质的科技报告资源为用户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成为了急需关注的问题。为此，有必要梳理我国科技报告服务研究的现状及趋势，为

基于用户视角改进科技报告服务模式提供参考。本研究采用文献调研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对我国科技

报告服务模式进行调查和分析，分析当前科技报告服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我

国的科技报告服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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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extensiv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y reports and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 systems,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high-quality technology report re-
sources to provide users with high-quality service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o addres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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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 research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 models based on user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 models in China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urrent issues in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s 
are identified, and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
ogy report servi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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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报告是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撰写的能反映科研活动整个过程的特种文献。科技报告对科学研

究活动有参考价值，其对外服务有利于科研人员共享交流科研成果，进一步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激发创

新活力。 
1964 年，我国国防科技报告进入探索阶段，2012 年后，民口科技报告相关工作进行开展，届时，国

务院下发文件指出要加快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报告制度[1]。2014 年，国家和各地方科技报告服务系统陆

续开通运行[2]。我国科技报告工作经过发展，已颁布了相关政策并初步建立了其服务工作体系[3]。在科

技报告服务过程中发现系统平台目前对外服务的科技报告资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科技报告

服务质量未能满足用户要求，为了更好地利用积累的科技报告资源，本文从用户视角对科技报告服务模

式进行分析。 

2. 我国科技报告服务模式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到与科技报告相关性较高的中文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

关于科技报告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围绕科技报告资源建设及制度规范方面向科技报告提供共享服务方面转

变。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我国在科技报告共享服务模式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收集整理科技报告的文献

开发利用模式和具体提供给用户的文献信息服务模式两个部分。 
对于收集整理科技报告的文献开发利用模式，有学者借鉴外国科技报告服务现状及成功经验，进一步

探讨适合我国的科技报告服务模式，郭学武等探讨了用户需求、环境监测、平台建设等的服务体系模式[4]；
毛刚等根据不同面向主体，将科技报告划分为面向科研、面向管理与决策以及通用的三种服务模式[5]。 

对于具体提供给用户的文献信息服务模式，也有学者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汪芸辉等基于用户小数据，

提出了包括推送服务等的个性化知识服务方式[6]；应向伟探讨了科技报告基于密级、内容和服务对象角

度的服务模式[7]。 
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管理这些科技报告的机构的组织形式，对于科技报告呈献给用

户的服务方式研究得不够充分，也没有形成一个从满足用户需求角度的具体服务体系和方式。有学者分

别针对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用户、科技报告服务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和企业用户的三个方面需求进

行了研究，并提出来相应的服务机制与模式，但研究均是针对具体某一类的用户的，没有针对所有用户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3.12404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秦蕴嘉 
 

 

DOI: 10.12677/ssem.2023.124041 320 服务科学和管理 
 

群体的系统研究。 

3. 我国科技报告服务实践调研 

我国的科技报告工作经过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确定了根据用户类别提供受限服务的服务模式，

并建立了统一的呈交、管理与共享服务系统，科技报告服务等工作有序进行。 

3.1. 科技报告服务模式 

科技报告是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其撰写的目的是为了用户进行积累、传播和交流，科技报告的服

务模式指的是将科技报告提供给用户进行利用的方式，也就是科技报告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我国科技

报告的工作流程可以分为计划、撰写、审查、验收和利用五个阶段，科技报告的对外服务在最后的交流

利用阶段。 
科技报告主要经过科研人员、项目承担单位、地方和部门服务系统和国家服务系统对外提供服务，

其中，科研人员撰写并利用科技报告，项目承担单位负责监督并提交科技报告，地方和部门管理本级科

技报告，最终由国家统筹管理科技报告。 
在分类服务方面提供给用户的分类服务模式，是将用户分为社会公众、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三类，

面向特定用户提供在线科技报告检索查询服务。社会公众是指以普通访客身份直接点击进入系统的用户，

专业人员是指通过身份认证的实名注册用户，通过批准后的科研人员是管理人员，级别越高提供的服务

越丰富。 
我国目前已形成较为规范的科技报告服务模式，能够对科技报告进行存储与共享，但科技报告的利

用效率并不高，服务模式主要是从科技报告由计划到利用的工作流程中提出的，而没有面向科技报告具

体用户进行高效的使用角度进行提出，所提供的科技报告没有发挥出巨大的价值。 

3.2. 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科技报告资源通过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平台进行存储与交流，该系统具有存储和共享科技报告的功能，

可以向用户提供基本的信息服务[8]。我国各地方、各部门审核收藏本地的科技报告，并提交给国家科技

部进行汇总，国家科技报告由科技部集中收集和管理并存放到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中，再由国家科技

报告服务系统将这些科技报告按保密级别有选择地公开发布，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设有报告分类导航、

工作动态宣传、标准规范展示、撰写培训、收录证书介绍、政策解读和业务咨询等功能栏，用户可以根

据科技报告的来源、学科、地域和类型进行查询与浏览，除了初级检索功能，还可以对报告的名称、报

告编号、作者、作者单位、关键词、摘要、计划名称、立项年度和项目或课题编号进行高级检索。 
目前，包括浙江、安徽和福建在内的 21 个省市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已经与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实现

互联互通，此外，目前没有建立与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互联互通的一级行政区包括广东、贵州、上海、

海南、青海、台湾六个省份，内蒙古、宁夏、新疆三个自治区，和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 
在系统功能上，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提供搜索、筛选、分类、在线阅读、原文传递和数据简单统计等

基本功能，但是，还缺少一些功能，如报告的交互式数据可视化、知识图谱展示等，这会限制用户的使

用体验和信息获取能力。在系统稳定性上，基本能够稳定可靠地提供服务。在服务反馈方面，系统运维

团队能够积极收集用户反馈，并及时处理问题和改进系统性能，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上使用者反馈的

基本问题一般可以在第二天给出回答，系统会根据用户反馈进行系统性能的调整[9]。 
随着我国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不断的运行与完善，现已能向用户提供基本的浏览与查询等服务，但只能

向科研人员提供全文浏览服务、向管理人员提供统计等服务，且提供的科技报告没有发挥出巨大的价值，

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并没有对科技报告的内容进行知识挖掘，无法为用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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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报告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现有科技报告服务资源存在可访问性不足、信息过载和缺乏用户反馈机制等问题，导致所提供的科

技报告缺乏适应性，科技报告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本文具体进行了以下分析。 

4.1. 科技报告可访问性不足 

科技报告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相对有限，资源整合不足，使得用户无法从多个来源获

取到全面和多样化的报告内容，部分科技报告服务可能存在访问限制或付费要求，使得某些用户无法获

得所需报告的全面内容，这种限制降低了用户对科技报告的利用率。 

4.2. 科技报告资源质量不足和信息过载 

由于科技报告的来源广泛且质量参差不齐，用户很难确定报告的可信度和准确性，有些报告可能存

在不准确、过时或偏见性较强的问题，这给用户带来了困惑和不确定性。同时，科技报告数量庞大，涵

盖了各种领域和主题，用户在面对众多报告时很难找到与其需求精确匹配的信息，这导致了信息过载问

题，用户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筛选并整合相关信息。 

4.3. 缺乏用户参与和反馈机制 

科技报告服务平台的技术能力和人工投入资源有限，导致目前用户参与度和反馈机制的缺乏，在线

留言的反馈方式缺乏及时性，科技报告服务难以了解和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因此缺乏用户参与，限制

了服务的针对性和用户体验。 
综合以上问题，现有的服务机制缺乏适应性，只属于基本的集成式文献信息服务，是从科技报告的

管理角度进行收集，为用户提供能够按照现有的统一标准规范撰写的报告，是自上而下面向服务过程进

行制定的，仍然是复合型的服务机制。我国开展的科技报告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检索和全文授权阅读为主

的基本服务，是符合管理要求提出的，而没有关注科技报告的用户满意度和利用效果，科技报告利用率

比较低，服务机制较为单一，仅仅是将科技报告向用户进行展示，缺乏针对用户实际需求的个性化服务，

没有充分挖掘科技报告潜藏的巨大价值。现在有必要进一步从用户利用的角度，制定自下而上、面向服

务对象的服务机制。 

5. 改进科技报告服务模式的对策建议 

改进科技报告服务模式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虑和实施，但最终目的是探讨适应科技报告用户需求

的服务方式，就是促进科技报告服务从当前的集成服务方式向面向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服务方式转变。 

5.1. 深度挖掘与反馈用户需求 

用户的需求是激发用户利用科技报告的动机来源，了解客户的需求是改进科技报告服务模式的关键，

深度挖掘并反馈用户需求有助于提高用户满意率，促进科技报告高效利用。首先，通过科普类宣传，让

更多科研人员认识到科技报告的价值，拉近科技报告与用户之间的距离。其次，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

和交流，了解他们对报告内容、格式、交付方式等方面的要求和偏好。最后，通过定期的调研、用户反

馈和需求收集，来及时获取客户的意见和建议，以此挖掘用户的需求，从而调整和改进科技报告的服务

模式。 

5.2. 提供丰富多样的报告形式 

科技报告资源中蕴含巨大的价值，提供多样化的报告形式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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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呈现方式上，除了传统的书面报告，可以考虑使用图表、可视化展示、演示文稿、视频等形

式来呈现报告内容，以增加信息的可理解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呈现内容上，可以对科技报告进行

加工，挖掘科技报告资源中蕴含的价值并进行系统整理，提取出关键信息，进行知识关联，增加对用户

的知识服务功能。结合丰富的报告呈现方式和呈现内容两个方面，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将用户对科技

报告的内在需求转化为可实现的产品或服务。 

5.3. 提供定制化服务 

定制化服务可以提供更个性化、精准和实用的科技报告，帮助用户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用户

参与度和满意度。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定制化科技报告服务，包括根据客户所在行

业或领域进行针对性研究和分析，提供定制化的数据和指标，以及针对具体问题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和建议，对用户提供包括定题推送服务等的其他多种个性化服务。 
通过以上对策建议的实施，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和期望，促使服务提供者更加关注报告的质

量和准确性，更好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适应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的服务，并促进科技报告服务模式的持

续改进，提供更加满足客户需求的报告内容和服务体验，增加科技报告的利用效率，进而有效发挥科技

报告资源的价值。 

6. 结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服务从以过程为中心逐渐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科

技报告服务模式需要顺应潮流，建设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机制，提高用户获取与利用科技报告信息的能

力，要及时关注用户的使用体验，以用户为中心做好服务，使我国的科技报告服务机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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