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最珍贵的往往是免费的，比如空
气，而知识是现代社会的空气，知

识获取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创新型
国家的建设。”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提交的
一份提案中，建议把世界上全文信

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

馆”———中国知网，纳入政府购买
服务，在国内供用户免费使用。

据倪闽景介绍，CNKI工程是
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

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
项目，其目的就是降低公众获取知

识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
本。中国知网由清华大学、清华同

方发起，始建于 1999年，目前通过

与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内容提供商
达成合作，已发展成集杂志、博士

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

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

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网络出版平台。中心网站

的日更新文献量达 5 万篇以上。
CNKI采用自主开发并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数字图书馆技术。
“其快速发展，开发人员的聪

明智慧和不懈努力值得肯定。”倪

闽景表示，它的成功，是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密

切协作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科研水平和学术能力迅速上

升，学术论文爆发式增长的结果；
也是高校扩招，博士、硕士比例迅

速增长，大量研究人员、专业人员
和学生撰写论文刚需带来的结果。

但随着中国知网影响力的不
断增强，出现了收费贵、行业垄断

等方面的问题。目前，个人用户下
载一篇论文每页需付费 0.5元，平

均每篇付费 3元左右，而且一年后

如果再次下载需另付费用。单位付
费每年都在增长，目前一所高校年

付费 70万元左右。倪闽景透露，
“实际上，只有愿意承诺独家为知

网提供稿件的期刊编辑部，知网才
会象征性地支付 3万元左右的费

用，其他都是免费纳入系统。期刊

考虑到刊物的阅读量和影响力，对
知网的垄断只好忍气吞声。”

“中国知网转型发展迫在眉
睫。”倪闽景建议，知网要向免费使

用转型，其一般的论文浏览和下载
功能应纳入国家购买服务，国内用

户可以免费使用。但对单位和研究
人员的深度服务，依然用市场化方

式运作，可以收费，比如论文查重，
论文引用检索、大数据服务等。“这

对广大用户是一个极大的福音，而
对中国知网来说，也是一次凤凰涅

槃，能从知识简单搬运工转化为知

识使用的数据整合者、开发者。”

倪闽景还建议，在暂时不能
免费的情况下，应不断降低使用

费用，而且相关资源要设定一个
知识使用期，超过一定期限，比如

3年就应该全免费；青少年学生通
过知网获取专业文献应该免费，以

鼓励学生利用文献学习，激发创造
性；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的青少年

学生和低收入群体，应采取国家
购买知识服务的方式，让他们和

发达地区学生有同样的学习和创

造机会。
政府采购知识服务，应该合理

确定成本，在杂志社和知网间分
配。对作者事先声明传播不收费的

文献不得收费。没有事先声明的，
若传播中有收费行为，知网应向知

识创造者分享传播带来的收益。

全国两会·话题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邵晓艳 7

?会自拍杆

北
京
暖
意
融
融

创
新
信
心
满
满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章
伟
民

“硬扛风险”变“以柔克刚”

抓紧时间
会签议案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建议把中国知网纳入政府购买服务

让国内用户免费使用中国知网

    ■ 应对危机，城市不应被动“扛风险”，而是要以柔克刚，及时应变、化解。

■ 不仅需要先补足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短板， 还应通盘考虑未来如何就

危机和风险进行物资储备、调度和管理。

?会影话

    今天，大会开幕了。

5月的北京暖意融融。

每年两会，都会有热点。今
年，作为一名“会展人”，我想谈
谈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 如何
创新展会模式。

迄今，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国会展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据
亚太会展研究院比对 2018年
度中国会展业年度报告测算，

今年 1 -6 月停办 、 未办的
2000 平方米以上展览 6000

多场，50 人以上的专业会议
80多万场、万人以上的节庆活
动 8万多场， 直接影响产值约
3500多亿元人民币。面对如此
复杂严峻的会展业形势，3 月
18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 要在做
好防疫的前提下搞好会展活
动，并指出了明确的路径：就是
要创新展会的服务模式， 在创
新当中寻找会展业的出路，化
危为机，实现行业“重启”。

的确， 疫情在世界范围仍
呈蔓延态势， 作为人群聚集性
活动的展会，需要寻找新出路，

做好打长期战、持久战的准备。

根据展会自身特点并结合互
联网的互动性、持续性、高效
性、分布式等规律，线上办展
已成趋势。 然而，创新展会服
务模式，不应是展会简单的线
下线上移位，而更是线下线上
的互补；不是简单的将线下复
制到线上，更应发挥好会展市
场主体、政府职能部门、相关
行业协会等三方面的协同作
用，共同做好“创新会展”这篇
大文章。

寒冬里， 我们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疫情。 5月里，我们终于
迎来全国两会。转危为机，借疫
情倒逼 “创新展会服务模式”，

是推动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契机和动力， 也是中国新会展
经济崛起的新引擎！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整理）

    疫情防控进入“下半场”，推动

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成为今年全
国两会热点话题之一。如何从危

机中学习，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更
好应对未知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带

来的风险？来自上海代表团的全
国人大代表曹可凡建议，应增强

“城市韧性”，加强应对重大突发事

件的响应与修复能力。

提前预警
及时抵御化解危害
“韧性是现代城市管理学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曹可凡认为，

在重大突发事件或灾难来临前作
出预警，并及时抵御、吸收、快速适

应危害，保持城市主要特征和功能
不受明显影响，是一座韧性城市应

当具备的能力。

“敏锐洞察、充分准备、迅速响
应、吸收调整、修复重建⋯⋯换言

之，韧性城市应有张有弛地快速分
散风险，自动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

行。”曹可凡指出，目前我国对“韧
性城市”的发展定位更多集中在如

何让城市更好应对自然灾害，而对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还
需进一步规划补强。

“面对重大灾难，人和城市都
有极度脆弱的一面。这份脆弱同时

提醒我们，城市规划与治理应具备
可持续性发展的韧性思维。”曹可

凡认为，应对危机，城市不应被动

“扛风险”，而是要以柔克刚，及时

应变、化解。

补足短板
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结合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经验，如何提升城市乃至整个社

会的“韧性”？曹可凡建议，不仅需
要先补足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

系的短板，还应通盘考虑未来如何
就危机和风险进行物资储备、调度

和管理。

首先，健全公共卫生和疾病防
控体系。公共卫生学科不受重视、疾

控人员待遇不高等问题，导致人才
逐年流失、配备不足。“即使是张文

宏医生，早年也曾有过改行的念

头。”曹可凡说，应加大投入，并在人

才培养、专业设置上作出新的考量。
此外，在体系建设上，应进一步明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角色与职

能，与各地 CDC形成良性、垂直的
管理系统。

其次，完善战略物资的布局储

备。“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病毒检
测试剂盒⋯⋯在抗击疫情的过程

中，全球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应急医
疗场所不足、医疗物资紧缺等问

题。”曹可凡认为，应提前针对应急
救助场所、应急战备物资进行储

备、运输、分配方面的规划，以便在
灾害发生后灵活应对。“这一方面，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物资
储备、院感管控方面做了全面的准

备，或许能为其他省区市提供一些
经验参考。”

注重演习
下次应对将更从容
一座城市的韧性，不仅取决于

政府的灵活决策，也与市民、企业

和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有密切

联系。“以前，我们很少听到为应对
传染病而进行的专项演习。这次抗

击疫情，中国积累了许多防控经
验，未来是否可以梳理出一些标准

化的防控模式，每过一段时间就让
大家演练一下？”

曹可凡设想，参与者可以是临

床医护人员，比如加强公共卫生方
面的培训，学习呼吸机、ECMO的操

作等；也可以是普通市民，比如社
区基层如何采取隔离措施，公众是

否养成新的卫生习惯等。
“中国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疫

情，不像国外很多国家那样荒腔走
板，得益于 2003年 SARS以后已

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防控体
系。我们能否使它更加完善？”曹可

凡说，人类正在面临新的挑战，“我
们不知道攻击人类的下一个病毒

会是什么，但至少做好防范，未来

对于传染病的控制就可以期待。如
果再有疫情来临，我们将能更加从

容地应对。”
本报记者 杨洁

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建议：增强城市韧性，应对重大事件

    由于大会会期缩短，代表们以往

集中酝酿议案的时间也随之缩短，但

大家还是抓紧点滴时间积极履职。

图为 21日，代表们利用午餐时间

进行代表议案会签
李自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