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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机构知识库与ＳＷＴＯ分析法的概念和原理，以昆明医科大学为例阐述基于ＳＷＯＴ分析的机构
知识库建设策略、特色功能模块设计，指出该机构知识库建设有助于促进知识创新、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及

医学高校 “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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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指出我国 “双一流”

建设的目标原则、建设任务和支持措施，标志着我

国高校进入 “双一流”建设的战略实施阶段，开启

学科建设的新时代。在学科建设中每所高校都应有

各自定位，是世界、国内或地区一流还是学科面、

线、点一流。总之，每所高校在学科建设中都面临

机遇与挑战，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学科定位，实

现一流发展［１］。教育部２０１５年印发的 《普通高等

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明确提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

一是建设全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教学、科研

和学科建设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建立健全全校的文

献信息服务体系，方便全校师生获取各类信息［２］。

图书馆作为医学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文献信息中

心，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如何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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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医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构建医学

学科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主动地参与到学校学科建

设中，是当前医学高校图书馆建设和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也是谋求生存、持久发展的必由之路。

２　医学机构知识库建设ＳＷＯＴ分析

２１　相关概念

２１１　机构知识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ｓｉ
ｔｏｒｙ，ＩＲ）　又称机构仓储、机构典藏库等，是
学术机构为获取、保存机构内智力成果而建立的数

字资源仓库，是数字时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平

台，也是高校为师生提供的用于管理和发布机构数

字资源的平台［３］。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据ＯｐｅｎＤＯＡＲ
网站统计全球共有机构知识库４１２４个，其中中国
有４２个，机构知识库普及率排在前５位的分别是美
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４］。目前国内机构

知识库建设取得良好成效，已逐渐成为学术信息资

源保存、展示、交流的重要平台。医学高校建设机

构知识库是促进健康产业、医疗卫生事业创新发展

的关键举措和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图书馆提供特色

医学信息服务的重要手段。

２１２　ＳＷＯＴ分析法　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研究
对象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

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对策

等［５］。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当今评判研究对象
是否有发展前景的重要方法，对医学高校建设 ＩＲ
进行全面的ＳＷＯＴ分析有助于其将优质资源聚集到
优势学科、特色专业和合作机会最多的地方，使发

展战略更加清晰。

２２　优势

医学高校是医学信息资源和科研成果的重要产

出地，在网络数字环境下医学高校图书馆具有人

才、技术和文献资源保障支撑等方面的优势，机构

知识库的建设不仅是医学高校图书馆拓展服务的新

途径，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辅助工具，更是一种长

期保存、管理、利用机构科研成果的有效机制。对

于医学高校推进 “双一流”建设来说，建立机构知

识库的优势是可以将本机构的学术、科研、医疗成

果进行长期管理、保存，通过数据挖掘和聚类分

析，分析评价机构内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研究方

向、趋势，寻求潜在的合作机会，加强机构成果的

展示度，提升学术影响力和机构及附属医院声誉，

为医学学科建设提供更为全面、有效、科学的决策

依据。同时与绩效管理和科研评价相结合，完善科

研产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２３　劣势

机构及附属医院的智力资源缺乏统一完善的检

索平台及整合各个数据库的导航平台，亟需有序的

知识集成。缺乏相关医学专题知识子库及整合检索

平台制约了访问用户高效利用或分享信息。医学信

息资源系统与校内其他系统或平台的整合度不够，

如科研管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等的数据共享程度

有待进一步提升。

２４　机遇

如何助力 “双一流”建设，对接学校一流学

科，如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等，由资源服务

向知识服务进行转变，是医学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重

要机遇。对于机构成员来说，ＩＲ助力教学、科研、
医疗工作，一是能有效增加研究成果的可见度，提

高学术论文的引用率；二是通过 ＩＲ展示教师的教
学课件、微课、成果等，提升教师的教学影响力；

三是可以长期保存和管理大量临床科研资料、临床

实验结果、特殊病例等，积累大量临床证据，帮助

医生进行临床决策和科研［６－７］，为建设健康医疗大

数据中心和循证医学中心奠定基础。

２５　威胁

机构的学科服务模式落后单一，不能有效对接

一流学科建设。在开展学科服务时存在需求与服务

对象不匹配、庞大需求与服务能力不匹配、隐形需

求与挖掘创新能力不匹配等问题［８］，顶层设计缺

失、发展坐标系构建不清晰、协同共建制度缺位等

导致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难以适应一流学科建

设需求［９］。

２６　医学机构知识库建设ＳＷＯＴ分析

医学高校图书馆在建设 ＩＲ时应利用内部资源，
充分发挥人才、技术、文献资源保障方面的优势，

改变传统服务模式，积极向知识服务转变，将本机

构学术、科研成果有效地保存、管理和利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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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增值，克服资源整合度不够、缺乏统一检索平

台的劣势，规避学科服务模式落后单一、不能有效

对接一流学科建设的威胁，利用 ＩＲ有效增加研究
成果可见度、提高学术论文引用率、提升教师教学

影响力、帮助医生进行临床决策和科研等机遇，通

过聚类、对比、关联分析等方法分析评价机构内优

势学科、特色学科的研究方向、趋势，寻求潜在的

合作机会，为医学学科建设提供更为全面、有效、

科学的决策依据，助力医学高校 “双一流”建设。

具体分析，见表１。

表１　医学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ＳＷＯＴ分析

项目 ＳＯ战略 （发展型战略） ＷＯ战略 （扭转型战略） ＳＴ战略 （多种经营战略） ＷＴ战略 （防御型战略）

Ｓ（优势） 医学图书馆人才、技术、文献资源

保障和支撑；提升学术影响力和机

构声誉

－ 医学图书馆人才、技术、文献

资源保障和支撑；提升学术影

响力和机构声誉

－

Ｏ（机遇） 有效增加医学研究成果的可见度，

提高医学论文的引用率；提升教师

的教学影响力；长期保存管理，帮

助医生进行临床决策、辅助科研

有效增加医学研究成果的可

见度，提高医学论文的引用

率；提升教师的教学影响力；

长期保存管理，帮助医生进

行临床决策、辅助科研

－ －

Ｗ（劣势） － 医学资源的整合度不够；缺

乏统一检索平台

－ 医学资源的整合度不

够；缺乏统一检索平台

Ｔ（威胁） － － 学科服务模式落后单一；不能

有效对接一流医学学科建设

学科服务模式落后单

一；不能有效对接一

流医学学科建设

３　基于ＳＷＯＴ分析的医学高校机构知识库
建设策略

３１　构建流程 （图１）

图１　医学高校机构知识库构建流程

３２　发挥医学资源优势，建立机构科研数据中心

充分发挥机构学术信息资源、科研成果优势，

结合图书馆人才、技术和文献资源保障支撑等方面

资源，构建原始科研数据库，完整汇聚机构智力成

果。收集的数据资料类型包括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专利、教

学课件、病例报告、临床实验结果、病理图谱、手

术视频、项目申请书、实验手册等所有类型的学术

成果、医疗数据和学术资源。

３３　发挥医学人才优势，建立学者库 （专家库）

通过建立学者库 （专家库）展示机构所有学者

的科研及医疗成果、个人风采，发挥人才优势，搭

建学术交流平台。建立学者唯一识别号 （如本地识

别号、ＯＲＣＩＤ等），一是展示学者基本情况，包括

履历、职务、研究方向；二是学术成果和教学科研

活动，包括期刊论文被收录引用下载情况 （含替代

计量学指标）、著作、研究项目／课题、手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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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教学课件、获奖情况、实验数据等。

３４　建立机构学术成果展示平台，促进各方合作

对收集的科研成果进行各种角度的统计和挖掘

（以图形方式展现），展示机构医学学科建设情况及

诊疗技术等，提供数据增值服务，有效地评价机构

综合实力和优势学科。机构知识库具备多种统计分

析功能，可以对科研成果、专家、学科等进行综合

评价和分析。如对专家进行综合分析，统计其发布

成果数量、同行影响力、研究热点、高被引文献、

合作机构等。采用多维度的计量指标对成果进行聚

类分析，可通过ＥＳＩ指标、同类院校相关学科的各

分类指标进行学科分析，找出优势和特色学科，寻

求潜在合作机构。

３５　建立数字化交流平台，与现有系统进行数据对接

与机构现有系统和数据进行有效对接，搭建机

构内部的协同创新平台，如科研管理系统、一卡通

系统、图书馆读者数据、教学系统等，实现数字化

学术交流平台。ＩＲ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ＰＣ

等多种终端浏览，便于用户获取和分享资源。

４　医学高校机构知识库特色功能模块设计

４１　概述

从目前国内机构知识库建设来看，决策支持和

增值服务将成为新的功能增长点［１０］，该机构知识库

的功能不仅包括常规性的基础服务，如成果存储与

管理、浏览与检索、下载、学者个人主页等，更注

重以ＳＷＯＴ分析为核心，从院系分析、学科建设、

知识图谱等方面提供决策支持和学科服务。

４２　以ＳＷＯＴ分析为核心

利用聚类分析筛选文献，建立学校、二级学

院、附属医院及各研究单位的科研数据库，比较同

类院校、同地区、同学科的发展趋势及特色，发

现、挖掘新的医学研究增长点，建立横向学科的联

系，加强与其他院校及医院的合作，发挥医学图书

馆在知识传播和知识管理中的作用，提高教学、科

研服务水平。如院系间比较，可按文献类型、年

份、影响因子或被引次数进行不同层级的对比，横

向与纵向的统计分析。通过 ＳＷＯＴ模型找出学科发

展的内部优势和劣势，结合学校、医院及地区政

策，确定学科发展的外部机遇与挑战。如学科对比

功能，通过ＥＳＩ学科、ＳＣＩ分区以及中科院分区对

比优、劣势学科。可与关注机构间进行学科对比，

按需要筛选出高精尖文献，以明确本单位的学科发

展现状和目标。在充分了解学科整体状况的基础

上，创建ＳＷＯＴ分析矩阵，选择合适的学科发展战

略，从而为学科建设提供可行性建议［１１］。

４３　形成专题分析评价报告

可以单独展示一个学科的成果，也可从多途径

对多个学科进行对比，形成学科分析评价报告。如

通过关键词、ＳＣＩ研究方向等分析医学各分支学科

优劣和共同关注点，为学校调整策略、整合资源提

供依据。医学学者库从学术成果、成果图谱、合作

关系、研究主题等多维度展示学者风采，搭建交流

合作平台。可进行多个学者之间的对比分析，形成

学者竞争力评价报告，如通过共同 ＳＣＩ研究方向、

共同关键词发现合作机会等。

４４　为医学学科评价提供多维度分析

机构知识库支持按热点、最新成果、院系、发

布年度、文献种类、作者、来源、关键词进行检

索。对 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核心期刊收录的论文在收

录通告中进行展现。对机构代表性成果支持图文混

排、轮显。提供记录成果浏览、下载、评论次数，

区分校内外的访问次数。统计科研人员 Ｈ指数及其

他替代计量学指标。

５　结语

总之，建设医学机构知识库可以有效解决医学

信息获取与需求之间失衡问题，拓展学者在医学信

息获取中的途径，满足其对医学信息的需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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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管理和保存学校师生的科研及医疗成果，为

师生提供数字化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术交流合

作。扩大学校科研成果传播范围，提高科研成果引

用率，促进知识创新。对学校学科专业及科研机构

和人员的学术影响力进行统计和分析，从中挖掘出

新的医学研究增长点，建立横向学科的联系，进一

步为学科和科研管理部门决策提供及时、全面的科

研成果评价信息，助力医学高校 “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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