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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理论视角下，采用文献调研法以及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等
逻辑思维方法，阐述医院图书馆转型定位、转型之后的服务对象、内容及其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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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图书馆转型包括空间转型、资源转型、服务转

型、管理转型以及整体转型，其中服务转型要求提供

更具专业水准和深度的服务，如决策支持与智库服务

等［１］。智库又称思想库，是相对稳定、独立的政策

研究与咨询机构［２］。医院图书馆区别于医学院校图

书馆，其直接面向医院医疗、教育、科研、行政后勤

提供服务，生存危机更严峻，迫切需要转型发展。

２　医院图书馆转型的必要性及其定位

２１　必要性

国内学者对医学院校图书馆转型为智库图书馆

的优势、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进行研究，对于医

院图书馆转型的必要性、定位进行了探讨，但少见

有关其转型为智库的研究。转型既是自身发展的需

要，又能更好地满足临床医务人员需求。在医学快

速发展的背景下，医院图书馆服务内容、方式难以

满足临床医务人员需求，自身陷入发展困境；临床

医务人员为提升诊疗水平又迫切需要专业的临床决

策资源做支撑［３］。

·４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３



２２　定位

医院图书馆引入 “创客空间”，从知识存储与

交流中心向知识产出方向转型，在功能上体现出知

识服务、辅助创新等［４］。在服务中嵌入智库理念，

提供基于智库理念的参考咨询服务［５］。例如某三甲

医院图书馆基于医学智库理念，从建立文献馆藏检

索系统、构建信息导航平台、设立信息专员等方面

开展信息服务［６］。在 “互联网＋”环境下，医院图
书馆服务模式从以资源为中心变为以用户需求、知

识支撑、创新发展为核心［７］。

３　引入 “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

３１　内涵

“信息 －知识 －智能转化律”是指信息转化为
智能策略的过程中存在的内在、必然的联系［８］，其

要点是信息获取将问题或环境中本体信息转化为认

识论信息，信息认知将认识论信息转化为知识，信

息决策即策略生成则是针对具体问题、环境及目标

而将知识转化为智能策略，策略执行则是将智能策

略转化为智能行为，从而完成问题的智能求解［９］。

３２　新视角下的信息、知识、情报定义

情报即信息分析形成知识并经激活后形成用户

解决问题的智能策略或思想［１０］。信息即物质运动状

态及其变化方式的表述结果，包含语法、语义、语

用等层次内容。通常信息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全信

息［１１］。知识即存在于某种载体上用语言、文字、图

形图像表述认识主体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所反映

物质存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本质、内在联系和规

律［１１－１２］。

３３　新视角下的智能观模型

“情报”对应英语中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一词，
“智能”不宜译为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钟义信将智能分
为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１３］，“智能”有 “智慧”的

意思，二者可等同， “智能”宜译为 “Ｗｉｓｄｏｍ”。
参照钟义信构建的 “人类智能系统工作模型”［８］，

结合德本斯 “智慧开发”链［１４］以及ＴｉｍｏｔｈｙＷＰ情
报价值链［１５］，构建 “数知 －谋情 －决行”智能观
模型，见图１。在该模型中，直观展示 “事实到情

报”的转化链：事实 （问题／环境／目标 →）

→

符号

→ → →数据 信息 知识 情报，以及 “问题

到解决”的逻辑转化关系：事实 （问题／环境／目
标 →） → → →获取数据 感性认知 理性认识

→ →谋划策略 决策 执行。该模型是对２０１４年提
出的统一 “数知 －谋情 －决行”智能观模型［１６］的

修正完善，其中将 “数据资源”改为 “数据”更符

合客观实际，将 “神经系统”改为 “神经网络”更

富有传导动感，将 “传递的对象”改为 “信息”以

更易于理解。

图１　 “数知－谋情－决行”智能观模型

４　新视角下的医院图书馆转型

４１　概述

在 “数知－谋情－决行”智能观模型中，前部

分凸显 “信息库”功能，后部分凸显 “思想库”即

“智库”功能，其生动体现激活知识而成情报，即

解决问题的策略。类比该模型，医院图书馆涉及的

信息、知识、情报等要素包含其中，且当前医院图

书馆更多是发挥 “信息库”功能，在探讨医院图书

馆转型时势必涉及探讨发挥其 “思想库”功能。

“信息－知识 －智能转化律”为医学图书馆转型提

供新的理论视角。

４２　医院图书馆转型定位

４２１　行业环境　可分为３个时代，即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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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知识服务时代、后知识服务时代，使智慧链

“数据 （Ｄ） －智慧 （Ｗ）”成为可能，以智慧服务
为核心。理念是图书馆转型的基础与前提，在后知

识服务时代除知识化理念外更为重要的是数据理念

及智慧理念［１］。

４２２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位　在 “信息 －知识
－智能转化律”理论视角下，后知识服务时代实际
上是情报服务阶段，即激活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思

想、实施方案、决策建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非

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以战略问题、公共政策为主

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

策为宗旨。

４２３　医学图书馆转型方向　医学图书馆演进历
程经历了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以

及智慧图书馆等阶段，服务内容包括集成服务、知

识服务、智能服务、精准服务等［１７］。智慧图书馆组

成要素包括馆舍、资源、服务、馆员［１８］。比较而

言，情报服务实际上类似智库服务，医院图书馆转

型方向为智库型图书馆，其资源是开展智库服务的

基础和优势，应坚持和发挥好资源优势。鉴于目前

医学图书馆组织架构、人员配置等情况，使其直接

转型为智库可能性不大［１９］，因此医学图书馆应努力

成为信息库＋智库的综合体、信息服务 ＋情报服务
的结合体，即信息情报研究中心，考虑到二者的结

合，特用Ｉｎｆｏｒ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指代信息情报。
４２４　医院图书馆转型定位　在 “信息 －知识 －
智能转化律”视角下，医院图书馆转型定位是从信

息库型图书馆转型到信息库 ＋思想库中心，即从信
息库型图书馆转变为信息情报研究中心，以信息为

基础，在对信息研究之后形成知识，进而通过激活

知识而形成情报，其中强调了 “研究”属性，体现

了信息的情报化过程。

４３　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服务

４３１　概述　相较于 “知识中心”或 “智慧图书

馆”，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这个名称更能直观表达

医学图书馆是信息库 ＋思想库的结合，是信息服务
＋情报服务的综合，信息 ＋情报是医学图书馆转型
后的标志性要素，可成为转型后开展服务的导向。

４３２　服务对象界定　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覆
盖面应与其中心地位相适应，可分为医院内部临床医

护人员、科研人员、医学生等学员、行政后勤管理

层，以及医院外部医联体单位、结对帮扶单位等。

４３３　服务内容界定　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类
似参谋机构［２０］，服务内容可分为针对所有服务对象

开展的一般服务和针对具体服务对象的特色服务。

一般服务是针对用户信息需求开展信息资源建设，

包括图书、期刊、学位论文等结构化数据资源，用

户行文方面的非结构化数据，图文声像集合的多媒

体数据整合与组织［１８］；文献信息检索、传递服务，

信息素养、人文素养培训［２１］，科研素养培训与防范

学术不端教育培训［２２］，以及以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和

意愿的阅读推广服务等［２３］。特色服务是面向医院管

理层主要提供有关专题决策建议，如党建、医院战

略管理、人才评价及正向激励、学科评价及发展建

议、医疗卫生相关政策解读及分享等；面向临床医

护人员开展嵌入式服务［１８］，提供循证医学数据库使

用方法培训、临床诊疗新技术规范和指南、临床药

物最新进展及其使用指导、疑难疾病诊断方面的参

考信息等［２４］；面向科研人员主要开展嵌入科研过程

的服务，从科研选题阶段提供研究现状、热点，科

研方案建议到科研成果转化、成果交流传播环节提

供智库服务［２５］；面向医联体单位、结对帮扶单位的

管理层根据所需、结合所能，提供智库服务，

见图２。

图２　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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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保障建设

５１　提升信息情报研究能力

现有图书馆员应加强对于智库服务理论与实践

的研究，学习借鉴同行图书馆提供智库服务的案例

以及宝贵经验［１９］，探讨基于用户画像的智库服务模

式［２６］，尤其是医院如何构建用户画像系统。

５２　组建信息情报研究团队

一是完善团队知识结构，包括图书馆学、信息资

源管理、情报学、战略研究、医院管理学、公共政策

等，针对性引进硕士及以上学历研究人员。二是设置

相应职能部门，包括信息服务部、情报研究部、宣传

教育培训等，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同发

力、协调运转。医院信息情报研究中心应考虑设置为

医院组成部门，与其地位作用相适应，以确保更好地

发挥效用。注重建立智库服务联盟，拓宽学习交流渠

道，尤其是注重和行业相关智库单位建立联系，争取

联盟智库单位的帮扶以增强自身内力。

６　结语

在 “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视角下，医院
图书馆转型定位是能够发挥智库功能的医院信息情

报研究中心。医院图书馆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转

型，在转型中实现传承和发展，将自身与医院各类

服务对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转型服务促进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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