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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对科技创新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21 年 10 月视察山

东时要求山东“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2022

年初，全省科技工作会议提出“全力推进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求突

破走在前”核心目标。为更好地为我省科技主管部门和各类科技

创新主体提供科技情报支撑，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打造科

技情报联合体，深入推进全省范围内的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建立

健全全省联动的科技情报研究与科技情报服务体系，一方面实现

更加科学、合理、全面、高效地配置和使用科技信息资源，另一

方面提高科技情报的服务深度和服务成效，致力解决科技型企业

和广大科研人员“急难愁盼”问题，为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教强省

建设做出应有贡献。本研究首先阐述了情报联合体建设的研究背

景，界定了情报联合体的内涵，分析提出了情报联合体的三大组

成部分，分别是信息资源联合体、情报研究联合体以及情报服务

联合体。后初步调研了我省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现状、情报研究现

状、情报服务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研

究提出科技情报联合体的构建思路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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