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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分析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

以期为我国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经验。[ 方法 / 过程 ] 检索 Web of Science 平台中 2000—2022 年国

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相关文献，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其从时间、国家和机构、作者、期刊、研究热点、研究前

沿六个方面进行信息计量，并将计量结果可视化处理，以便呈现出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发展脉络及前沿趋势。

[ 局限 ]2022 年 4 月后最新发表的文献尚未被纳入，可能遗漏关键研究，后续需持续关注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

相关文献，以了解该领域研究进展。[ 结果 / 结论 ]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发文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美国、俄罗斯、

乌克兰等国占据该领域研究发文量的领先地位；作者进行独立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高被引期刊中核心期刊居多且涉及

学科广泛。研究热点集中于科技信息服务的模式及技术支撑，研究前沿一是横向探索多学科中科技信息跨领域服务模式，

二是引入新兴信息技术助力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纵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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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hot spots and frontier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in foreign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22, and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in China. [Method/Proces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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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oreig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from 2000 to Apr.2022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platform, and the visu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from six aspects: time quantum,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authors, journals,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frontier trend of 

foreig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Limitations] The latest researches published in 2022 have not 

been included, which may miss key researches. Subsequent to stay focused on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field.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field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Ukraine and other countries occupy the leading position, the authors conduct an independent study the 

phenomenon of widespread, highly cited journals, mostly in the core journals and widely concerning subjects, research hotspot 

focused on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and technical support, research front is a multi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Second, introducing new technologies.

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research hotspot; knowledge graph; visual analysis

引言

科技信息服务指在国家数据网络的基础上，

提高科技信息在社会多个领域的工作效率，实

现科技信息服务提供者与科技工作者，以及相

关科技信息需求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科技信息获取智能

化、技术手段创新化等为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

发展带来新机遇 [2]。与此同时，科技信息服务

对象愈加广泛、需求愈加多样、提供服务的媒

介发生变更 [1] 等挑战也对传统科技信息服务

模式造成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传统科技信

息服务模式亟待转型，以适应新兴信息技术发

展与科技信息需求多样化对科技信息服务模式

创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鉴于此，本文将基于

Citespace 软件对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

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析出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

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

研究前沿，以期为我国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提供借鉴与启示。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000 年前后，新世纪伊始，互联网技术飞

速发展，对科技信息服务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科技信息网络逐渐完善，科技信息的传递方式

改变、表现形式丰富、受众变化，科技信息服

务的范围、模式等与传统科技信息服务时期相

比出现较大差异。在新信息技术发展的当下，

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进行

研究对我国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与转型具

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2000 年后以

互联网为研究背景的科技信息服务领域文献数

量逐渐增多，为本文研究提供文献基础。鉴于此，

可将 2000 年作为本文研究的时间起点。

本 文 以 Web of Science 为 检 索 平 台， 选

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时间范围

为 2000—2022 年，学科领域不限，采用主题

搜索方式，输入检索词“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sci-tech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分别进行搜索，共得到 212 条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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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由于所得文献数量较少，考虑到可能出

现漏检情况，笔者采用 Citespace 对得到的 212

条记录进行关键词分析，并根据所得关键词再

次以“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design”“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anagement”“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methodology”“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pattern”“sci-

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进行扩检，两次检索共得到 1 158 条记录，输

入 Citespace 进行去重处理，并通过人工复核，

确保文献内容与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性，最终

得到 354 条记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

以这 354 条记录为数据源，运用 Citespace 软件

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

的研究思路，研究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

服务模式领域的现状与发展，以期为我国科技

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活动提供

经验。

2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现
状分析

2.1　发文时间脉络回顾

年度发文量的高低能够体现某一研究领域

的发展情况及其热度 [3]，2000—2022 年互联网

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文献数量

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由图 1 中可知，国外科

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逐年

递增态势，其态势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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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文献数量统计图

第一个阶段为 2000—2013 年，此阶段内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年发文量较少，

该领域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在这一阶段

内，学者们在该领域内的研究聚焦于科技信

息服务模式的相关基础概念，并提出了一些

基础模型，为该领域的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如 Robert 等 [4] 提出了一种能够便于编辑、保

存科学信息的模型，以促进跨学科数据存储

系统的发展；Huxley 等 [5] 阐述了 Renardus 项

目（该项目旨在为欧盟提供教育与科技领域

的集成式门户网站）中涉及的关键概念，并

重点介绍了其现有协作框架、工具及技术；

RESEARCH HOTSPOT AND FRONTIER ANALYSIS OF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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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sa 等 [6] 研究了约 200 家提供科技信息服

务的公司，了解这些公司的规模、类型等相

关信息，总结出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公司的产

品特点及管理、组织问题。

第二阶段为 2014—2016 年，此时间段内国

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文献数量相较之前

出现小高峰，该领域正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学

者关注。在此时间段内，学者们在研究科技信

息服务模式时将视线逐渐聚焦于某一细化的研

究方向，如 Daniel 等 [7] 聚焦于智慧城市方向，

Bernard[8]、Fraga 等 [9] 聚焦于医疗方向，Rich-

ard[10]、Harini 等 [11] 聚焦于地理生态方向；另一

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此时间段内将大

数据等新技术作为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技术支

撑进行研究的文献也大幅增多。如 Kune 等 [12]

讨论了结合大数据技术构建数据分析和数学模

型的可行性；Frederick 等 [13] 结合新兴信息技术，

提出了一个包括知识管理、语义、协作工作流

的信息系统模型。

第三阶段为 2017 年后，此时间段内国外

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文献数量再度攀升，

年发文量虽有波动，但仍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

平。此时间段内，该领域研究方向更加细化，

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且与新兴信息技术结合更

加紧密，学者们构建的科技信息服务模型性能

更加优化。如 Maitakov 等 [14] 提出构建基于海

洋和当地农业原料的区域个人营养系统数字平

台，平台涉及个人和群体的营养信息、客户群、

产品信息及服务等多方面内容；Jean 等 [15] 提出

了促进各生态系统领域实验平台间的科技信息

共享服务模型，优化了科技信息共享的技术；

Vidhya 等 [16] 构建了识别文档关系类型的统计模

型，以满足用户学习科技信息的需求，优化用

户在获取科技信息服务时的体验。

2.2　文献所属国家与机构分析

采用 Citespace 软件从发文国家、发文机构

方面对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文献进行

统计分析，在进行参数设置方面，节点类型选

择 Country 和 Institution，时间范围为 2000—

2022 年，Top N 设置为 50，算法选择 Minimum 

Spanning Tree, 然后点击运行，生成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研

究国家与研究机构图谱，如图 2 所示。图 2 中

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国家或机构，节点的大小代

表该国家或机构发文量的多少，节点越大发文

量越多；节点间连线的多少代表国家或机构间

合作程度的高低，连线越多合作程度越高。

从合作程度上看，如图 2 所示，各节点

间联系较为密切，完全独立的节点几乎没有，

说明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科技信息服

务模式领域的科研合作生态较好。该领域内

国家与国家间的合作程度主要分为两种：一

种为部分国家与国家间的合作程度较高，呈

现“抱团”态势，如美国、德国、巴西等；

另一种为部分国家如乌克兰、法国、俄罗斯等，

则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程度相对较低，其研

究自成一体。同时，该研究领域机构间的合

作程度较为密切，但多为同一国家内部的科

研机构合作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如乌克兰国

家科学院、NEAS Ukraine 等。总体来看，在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科技信息服务模

式领域研究中，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间合作

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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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研究文献所属国家与机构图谱

从发文量上看，本文统计了该领域发文量

在5篇以上的国家与机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 1 可知，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国家为美国，

共 58 篇；其次是乌克兰，共 37 篇；随后依次

是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机构发文量

在 5 篇以上的机构仅有俄罗斯科学院，这说明

同一机构围绕科技信息服务模式这一主题持续

发表论文的情况较少。总体来看，在 2000—

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领

域内，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围绕科技

信息服务领域的发文量在国际上具有领先优势。

2.3　合著作者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

式领域的文献进行作者分析，将节点类型改为

Author，其余设置保持不变，然后点击运行，

得到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

服务模式领域的作者图谱，如图 3 所示。图 3

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大小代表作者

发文量多少，节点间连线的多少代表不同作者

间合作关系密切程度的高低。

表 1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
式领域发文量 5 篇以上的国家及机构

发文量（篇） 国家或机构

58 美国（USA）

37 乌克兰（Ukraine）
34 德国（Germany）
33 俄罗斯（Russia）
27 意大利（Italy）
26 中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5 法国（France）
23 巴西（Brazil）
23 英国（England）
23 西班牙（Spain）
13 荷兰（Netherlands）
11 澳大利亚（Australia）
11 印度（India）
9 加拿大（Canada）
7 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 Sci）
7 伊朗（Iran）
7 瑞士（Switzerland）
7 奥地利（Austria）

RESEARCH HOTSPOT AND FRONTIER ANALYSIS OF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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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作者图谱

由图 3 可知，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

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作者发文量差距较小，

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有 Baranov M.、Neil Saintilan、

Beckers SK 等学者。从作者间合作关系上看，该

领域中独立进行研究的作者较多，合著作者群体

较少。从合著作者群体看，包含 5 个作者及以上

的合著群体有 4 个，包含 2~4 个作者的合著群

体有 3 个，合著作者群体内部联系密切，但不同

合著群体间的联系较少。笔者对合著作者群体发

表的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文献进行了分析与归

纳：以 Kelleway 为核心的合著作者群体提供了一

个模板，该模板能够有效利用有关生态保护的相

关科技信息确定减少碳排放的方案，进而为减碳

政策制定者提供科技信息服务 [17]；以 Scala 为核

心的合著作者群体对意大利药物信息中心进行了

调查，并通过调查结果优化药物信息服务模式，

以期实现药物信息服务模式标准化 [18]；以 Ber-

grath 为核心的合著作者群体论证了提供远程医疗

信息对于急救过程的重要性 [19]，探讨了提供远程

医疗信息服务技术的可靠性和可用性问题 [20]。以

Reveiz 为核心的合著作者群体研究了拉丁美洲加

勒比地区衡量“普遍健康”的卫生指标，并探

讨了不同卫生指标获取时所需的科技信息服务

模式 [21]。

2.4　期刊被引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

式领域的期刊共被引情况进行分析，将节点类

型调至 Cited Journal，其余设置保持不变，然

后点击运行，得到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期刊共被引图谱，

如图 4 所示。图 4 中节点代表期刊，节点大小

代表期刊共被引频次的高低。由图 4 可知，高

被引期刊中既包括 Science、Nature 等较为综合

性的核心期刊，也有医学、地理科学等细分学

科的期刊，如 BRIT MED J、PloS One、BioSci-

ence、Nat Geosci 等。这说明 2000—2020 年间

综合性期刊与专业学科期刊均对互联网背景下

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的研究较为重视，且该

领域涉及学科范围广泛。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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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期刊共被引图谱

3　 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分析

3.1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热点分析

一篇文献的核心内容可以通过关键词来呈

现，通过对关键词进行分析，能够了解一篇文

献的研究主题，通过对同一领域内大量文献的

研究主题进行汇集，可掌握某一领域的研究热

点。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提取国外科技信

息服务模式领域的关键词，将节点类型设置为

Keyword，其余设置保持不变，然后点击运行，

生成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

服务模式领域关键词图谱，如图 5 所示。在图

5 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代

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节点连线粗细代表

关键词间联系的密切程度。

图 5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关键词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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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共生成 490 个节点，440 个连线，

主要关键词有 system、management、informa-

tion、technology 等。由图 5 可知，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中

关键词较多、关键词间联系较密切，这表明该

领域涉及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笔者对出现频

次大于等于 5 次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其结果如

表 2 所示，关键词的中心性与出现频次基本吻

合，中心性越高则其出现频次相对越大。

表 2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出现频次在 5 及以上
的关键词统计表

出现频次
（次）

节点中心度 关键词

14 0.17 system

13 0.38 management

9 0.08 care

9 0.37 information

9 0.17 service

8 0.1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8 0.09 technology

7 0.21 ecosystem service

6 0.05 innovation

5 0.11 design

5 0.04 big data

5 0.0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5 0.02 adoption

5 0.09 challenge

5 0.06 impact

5 0.04 climate change

由表 2 可知，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出现频次在 5 次及

以上的关键词一共有 16 个，其中 system 出现

频次为 14，是该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其次为

management，出现频次 13 次；再次为 care、

information、service，出现频次并列 9 次。从节

点中心度角度看，management 的中心度最高，

为 0.38；其次为 information，中心度 0.37。综

合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度，将科技信息服务

模式研究领域的热门关键词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呈现，得到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

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时序图，

如图 6 所示。

通过分析图 6 可知，互联网背景下科技

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研究以 2016 年为分界点，

2000—2015 年的研究热点集中于科技信息服务

的具体方法，学者们通过提出科技信息服务的

体系、框架、模式等，促进科技信息流通、交互，

提高科技信息供给质量与服务质量。2016—

2022 年研究热点转向探寻新兴信息技术应用

于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方法与路径，在此时期

内，研究多围绕某一个新兴信息技术展开，通

过详细分析其在提供科技信息服务时发挥的作

用，对已有科技信息服务模式进行优化、创新，

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综上所述，2000—

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

域的研究热点可分为科技信息服务的具体模式

及其创新、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技术支撑

两大类。

在国外科技信息服务的具体模式及其创新

研究方面，关键词包括 system、management、

design、innovation 等。代表性研究成果有：Zi-

bareva 等 [22] 详细介绍了最大的国际科学技术信

息网络——STN International，同时阐述了其服

务模式、技术及应用；Braga 等 [23] 关注欧洲行

星基础项目的 IDIS 框架，从 VO 角度为小天体

和尘埃节点开发的原始数据提供访问服务，为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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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研究热点时序图

科学界提供科技信息；Nykanen 等 [24] 通过研究

发现建模是区域卫生信息系统成功运行的关键

因素，并提出了服务链模型；Lenz 等 [25] 构建

了一个能够将各种 IT 程序集成于其中的医疗信

息框架，整合患者数据，提供信息服务，降低

医疗保健总体成本并提高医疗保健质量；Larry

等 [26] 根据 FAIR 原则提出藏品数据虚拟集合的

要求，并将 FAIR 原则作为整体特征来遵守，

推动无缝藏品数据虚拟集合；Boyce 等 [27] 提出

一种解决药品标签信息过期或不完整问题的方

法，并设立试点对其提出的新方法进行实验证

明，以满足民众查询药品功效、有效性、安全

性的信息需求；Meysam 等 [28] 提出六个能够帮

助 EON 核心服务受众了解数值模型的步骤，对

跨平台、多平台的观测和预报系统网络进行了

评估和审查，为受众了解相关信息提供帮助；

Mwambo 等 [29] 优化了农业生产系统评价方法，

提出将 EMA 和 DEA 整合到一个框架中，计算

出产品的 UEV 并将其用于评价资源和能源的使

用效率，进而提升农业信息提供的质量；Vid-

hya 等 [30] 提出了一个满足电子资料库用户提取

关联文档需求的模型，该模型可以在科技信息

中提取语义相互关联的文档，且该模型可被进

一步扩展与其他推荐引擎技术共同使用。

在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技术支撑研

究方面，关键词包括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chnology、big data、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等。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Rok 等人提出了一个包括

网络爬虫、机器学习等在内的高级计算方法，

可改进现有对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进行搜索的

技术，为科学团体提供便利 [31]；Silva 等 [32] 探

索了将包括区块链技术在内的新兴信息技术运

用于健康信息记录的可行性，以识别、管理、

保护、使用电子健康信息； Lopez 等 [33] 讨论了

Astrody(Tools)(Web) 项目包括的核心技术及作

用，并创建了一个包括实用工具以及相应理论

在内的数据库，为该项目的运行提供信息服务；

Palmblad 等 [34] 基于开放的科学文献以可视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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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文本挖掘，并提出该方法可运用于科学

共享工作流程 ；Peter 等 [35] 提出了一种计算成

本低廉的方法，该方法可对不同污染源对当地

空气污染的影响进行单独量化，进而为决策者

提供科学信息服务；Kim 等 [36] 探究了物联网技

术与智慧城市的结合，认为物联网能够促进智

慧城市中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和信息资源的综

合利用。Porte等 [37] 认为在通信网络发生故障时，

异构传感器网络能够提供公众与国际社会、急

救人员、救援机构进行沟通的有效手段，并且

在灾难情况下遥感数据还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科

学信息服务，帮助其及时做出有效反应。

3.2　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前沿分析

Citespace 中的突现关键词是指某一时期里

出现的高频关键词，集中反映该时期内的研究

热点，预测研究趋势 [38]。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突现词图谱，如图 7 所示。图 7 中

“Keywords”表示突现关键词，“Strength”表

示突现强度，“Begin”表示该词汇突现开始时间，

“End”表示该词汇突现结束时间，右侧条块区

域中深色部分代表关键词突现持续的年份和持

续时间，浅色部分表示平常年份（2000—2022

年）。

图 7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突现词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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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7 可知，cloud computing、artificial in-

telligence、service 三个突现词的突现时间较近，

且突现状态一直持续至当下，这表明其为近年

来最受关注的关键词，是近几年国外科技信息

服务模式领域的研究前沿。其中，关键词 cloud 

computing 的突现开始于 2016 年，在五个突现

词中突现时间持续最久，Kune[12]、Schaefer[39]、

Pengwu[40]、Liang[41]、等人均对其进行了研究，

并对云计算的应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关

键词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突现开始于 2018 年，

Canri[42]、Yakimova[43] 等人重点探讨了人工智能

技术在信息服务及信息系统中的应用；Khari-

tonova[44]、Oleh[45] 等人研究了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的方法；

Zitzmann[46] 等人综合论述了在牙科健康数据挖

掘领域内，采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技

术带来地机遇与挑战。Service 作为关键词突现

的时间为 2020 年，通过文献调研可知，2020

年后在科技信息服务领域中，service 一词的含

义相比之前更加聚焦，学者们从多领域对科技

信息转化为服务的方式进行了更深入地探讨。

Zhu 等 [47] 通过调研，析出 NAJSECRP 平台可

以提供专业地理知识、进行更高效的资源共享

服务；Andrea、Anna 等 [48] 均聚焦于气候领域，

Andrea 等通过研究 RCOFs 论坛为改善相关信息

服务提出意见，而 Anna 等 [49] 则研究气候变化

信息与相关决策者进行决策间的关系；Lok 等 [50]

分析了 CORE 模型的起源、规则、应用方法，

并提出通过人工智能评估利益相关者和服务提

供商之间的现有外包关系，据此分配外包类别，

提高服务质量。

综上所述，互联网背景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

模式领域的研究前沿向“横”“纵”两个方向发

展。从横向发展来看，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不断拓

宽，呈现出多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

学者们尤其关注生态、气候等学科的科技信息服

务模式；从纵向发展来看，近年来学者们深入剖

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在科技信息

服务模式研究方面的应用，不断通过新兴信息技

术优化、创新科技信息服务模式。

4　结论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与科技信息需求者的

多样化、个性化科技信息需求，给科技信息服

务模式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 [51]。

为了更好地抓住机遇和克服挑战，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0—2022 年互联网背景下国

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

研究前沿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在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现状方面，从时

间和文献量角度看，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领域

的研究起源较早，2000—2022 年间其文献量处

于总体上升趋势；从国家和机构角度看，美国、

俄罗斯、乌克兰、德国等在发文量上占据领先

地位，而同一科研机构在该领域进行持续研究

的情况则较少；从作者角度看，该领域内进行

独立研究的作者较为多见，合著作者群较少，

但合著作者群内部的合作较为紧密，以 Baranov 

M.、Neil Saintilan 等人为中心形成的合著作者

群体推动了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优化与技术发

展；从期刊角度看，该领域高被引期刊中核心

期刊居多，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在国外科技信

息服务模式的研究热点方面，本研究根据国外

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领域关键词图谱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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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图谱析出，该领域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国外

科技信息服务的具体模式及其创新、国外科技

信息服务模式的技术支撑两大类。在国外科技

信息服务模式的研究前沿方面，本研究根据该

领域突现词图谱析出，当前国外科技信息服务

模式领域具有两大前沿方向，一是在多学科中

发展具有专业学科属性或跨学科的科技信息服

务模式，二是引入新兴信息技术助力科技信息

服务模式发展。

相较于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我国科技

信息服务模式的创新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

有较大发展空间。以我国急需发展的重点领域

大健康产业为例，其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与国外

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相比，存在信息资源分散、

技术创新不足、缺乏整合平台等问题。借鉴国

外经验，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为拓宽科技信息

范围，筛选、整合相关科技信息资源，运用新

兴信息技术建立数字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科

技信息服务“云”平台。促进大健康领域的科

技信息服务模式创新首先应拓宽科技信息的范

围，打破现有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的学科藩

篱，吸纳更多学科的科技信息及研究成果，大

健康领域的科技信息除包括医疗健康相关信息

外，还可吸纳如海洋生物资源等领域的科技信

息。其次，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促进多维度

科技信息的联动交互，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

创新科技信息服务模式，在大健康领域利用新

兴技术可助力完善健康监测、紧急救助等功能

布局。最后，加强不同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与交

流，充分利用各科研机构、高校的科技信息资

源，建立起以解决大健康领域实际问题为导向，

对多领域科技信息内容进行提炼整合，运用新

技术满足受众健康需求的“云”平台。上述发

展路径集合国外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优势，可

为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信息服务模式的纵

向演进与横向扩展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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