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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目前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现状，总结现有做法，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

对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及23所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高校的图书馆网站进行调研。从网站入

口设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类型、规章制度、资源、人员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研究认为，高校图书馆开展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具有优势和机遇，高校图书馆应该提高认识和把握机会，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保障，积极建设服

务团队，优化相关资源配置，利用先进技术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服务内容，开展多方合作，积极推进高校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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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现状调查与分析

伴随着改革深化，我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

日益加强。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将知识产权工作提升到战略层次。2016年，国家

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GB/T 33251—2016），明确提出建立知识产权服务支

撑机构，可设在图书馆等高校负责信息服务的部门[1]。

2017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印发《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明确规定高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一般设立在高校图书馆，以提升

高校创新能力，支撑高校“双一流”建设[2]。2019年3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公布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名单，北京大学等23家单位入选，为知识产

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提供全流程服务[3]。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主要指专利、商标、著作权、商

业机密等各类知识产权信息的公布、整合、分析、检索、

数据库建设、文献翻译、系统开发等新型信息服务，是

知识产权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高校图书馆开

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对于“双一流”建设五大任务中的

“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都有着

积极的作用[5]。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是拓展

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容、提升自身地位的良好契机。

国家政策的支持、“双一流”建设以及图书馆自身

转型发展的需要，共同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的开展。为了解目前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发展现状，总结现有的经验做法，发现存在的问题，

对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及23所首批高校国家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高校进行网络调研。

1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
调研

1.1  调研对象和方法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资源建设、学科建设、国家

政策、财政拨款等方面享受国内大学的最高待遇，这些高

校图书馆在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方面应该起到示范和

引领作用，对其进行调研具有实际意义。首批高校国家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高校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

联合遴选，对其进行调研可以了解目前国内较为先进的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具有参考和学习的价值。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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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2019年5月10日—6月19日对42所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及23所首批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高校进行调研，主要通过以下网络途径：①通过浏览其图

书馆网站了解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开展情况；②通过

百度搜索引擎，以“高校名称+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以便扩大信息来源，了解相关情况。

通过初步调研，发现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图书馆中，有26家图书馆可以查到开展知识产权（专

利）信息服务，并且其中有14所高校入选首批高校国家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因此，共选取35所开展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的高校图书馆进行后续分析。本文通过对

这35所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进行调研，分析高

校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现状和特点，分析意

义和价值，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

1.2  服务入口设置情况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在图书馆主页的位置从某种程

度上反映了该服务被知悉或被获取的难易程度。如果该

服务位置比较隐蔽或无法找到相关信息，可能导致用

户不知道有相关服务的提供。

对35所高校图书馆的网站进行访问结果见表1，知
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的入口在首页即可找到的有17
所，占48.57%；在网站二级及以上页面能够找到的有6
所，占17.14%；设置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网

站的有4所，分别是重庆大学、广西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以及兰州大学，占11.43%；无法在图书馆网站上找到知

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相关介绍的有8所，占22.86%；

另外有3所高校图书馆首页无法访问。

表1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在图书馆网站的入口设置情况

位于首页

图书馆网站上无介绍

位于网站二级及以上页面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专门网站

图书馆网站无法访问

48.57

22.86

17.14

11.43

8.57

-

-

-

其中2所高校在图书馆的主页上也有介绍和链接

其中1所高校在首页给出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链接，但链接无法访问

17

8

6

4

3

数量/所位  置 占比/% 备  注

1.3  规章制度制定情况

35所被调研的高校中，有11所高校图书馆主页无

法访问或者未展示相关信息。有相关介绍的24所高校

图书馆中，有8所高校图书馆网页上出现了规章制度说

明，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制定并公布了《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工作基本制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管理办

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保密制度》《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人员培训制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公章管理制

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档案管理规则》《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守则》7条管理制度；兰州大学

图书馆主页上不仅列出了本单位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管理规范，还列出了甘肃省以及教育部、国家出台的相

关规章制度，如《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修订）》等。

1.4  服务人员情况

被调研的35所高校中，只有8所高校图书馆网站

上明确列出了关于知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人员的情

况，包括人员数量、职称、专业背景、资质等。调研得

知，高校图书馆服务团队人员通常包括专职和兼职，还

有部分高校设有专家团队或技术顾问，提供专业支持。

如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介绍了其团队人数、资质及工

作经验情况。重庆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服务人员

以查新人员为主，有专职查新7人，兼职查新10人。大连

理工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分设领导小组、业务小

组和专家小组；领导小组由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

分管业务副馆长及部门负责人、总审员组成；业务小组

负责日常工作；专家小组由校内外特聘专家组成，提供

法律、技术层面的专业支撑。广西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中心现有服务人员15人，另设有来自校内专家团队20
人，来自校外技术顾问8人。

1.5  相关资源和工具的配置情况

为保障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顺利开展，相关资源

和分析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从总体上看，专利资源主要

有3种类型：①需要购买的商业专利数据库和专利分析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徐晨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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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②免费的专利数据库和公共服务平台；③单位自

建的专利数据库或检索平台。

被调研的35所高校，除3所网站无法访问以外，有

30所高校图书馆购买了商业专利数据库，28所高校列

出了免费专利资源链接，20所高校图书馆有专利分析工

具，2所高校图书馆有自建的专利资源平台（数据库）。

图1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资源的分布情况。

表格检索、失效检索、专家检索和法律状态检索等多种

检索方式，提供IPC分类导航，用户可对所选专利进行

批量分析。

调研中还发现，只有部分高校图书馆将专利资源

单独整理形成专利资源导航，作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子栏目。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专利资源导航，列出了

专利检索分析资源列表和主要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列

表；中山大学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资源导航栏

目，分别列出已购买的专利数据库、试用专利数据库、

免费专利数据库、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其他高校图

书馆并没有单独的专利资源导航，需要到馆藏资源列

表中查找。

1.6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类型

现阶段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主要集中在专利信息服务方面，经过调研，本文将高校

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类型归纳为如下6种：知识产

权信息素养教育、专利检索、专利咨询、专利查新、专利

分析、专利预警。

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主题讲座，另一种是开设公共选修课。专利检索主要包

括专利文献导航、专利文献传递、专利法律状态检索、

专利性检索服务、专利稳定性检索、专利侵权检索、科

技立项前或者专利申请前的预检索等。专利咨询是指

对专利的法律状态、保护范围等提供咨询的服务。专利

查新是对已申请专利但尚未授权的技术，或尚未申请

专利的技术方案或申报项目等，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技

术背景、技术方案、关键词等信息，为委托人提供有针

对性、新颖性的检索，出具包含相关专利文本的检索

报告，并提供相关的对比文献资料。专利分析是利用专

利文献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加工、组合，并利用统计学

方法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具有综述和预测功能的竞争情

报，从而帮助用户实现技术创新、防范知识产权风险、

避免资金重复投入等。专利预警是指通过收集并分析

某技术领域及相关领域的专利信息、国内外相关市场

信息以及竞争对手在该技术领域的研发信息，把可能发

生专利纠纷的前兆、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具有针对性和

可行性的应对措施向用户通报的一种服务[6]。

从调研来看，35所被调研的高校图书馆中有12所
高校图书馆主页无法访问或未展示知识产权服务的相

关内容；有相关介绍的23所高校图书馆中，知识产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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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资源类型

商业数据库和专利分析工具中，购买德温特世界

专利索引（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的高校

最多，有19所高校购买了此库；购买万方中外专利数据

库、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Innography专利分析平台的

高校也比较多。表2列出了常见的商业专利数据库和分

析工具的购买情况。

表2  商业专利数据库和分析工具的购买情况

DII

万方中外专利数据库

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

Innography专利分析平台

大为Innojoy科技创新检索平台

德温特数据分析平台

incoPat科技创新情报平台

19

12

10

8

4

2

2

54.29

34.29

28.57

22.86

11.43

5.71

5.71

商业专利数据库和分析工具名称 购买的高校数量 占比/%

常见的免费专利资源有Patviewer专利检索平台、

Soopat专利搜索引擎、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上

专利检索、佰腾专利检索平台、东方灵顿专利检索平台

等；还有一些公共的服务平台，如各国的知识产权局网

站、专利局网站提供的检索平台等。

被调研高校中仅有2所有自建专利数据库，重庆大

学专利检索平台专门用于检索重庆大学专利数据，可

进行高级检索和导航检索；南京工业大学专利信息服

务平台整合了1.6亿条专利数据信息，并提供语义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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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素养教育、专利检索以及专利分析开展比较普遍，如

图2所示。

23所高校都有开展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且以

讲座形式居多，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的高校较少，

其中天津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农

业大学图书馆开设有知识产权方面的通识课[7]。22所
高校图书馆开展专利检索服务，占23所有相关介绍高

校的95.65%。21所高校图书馆开展专利分析服务，占

91.3%。9所高校图书馆开展专利查新，占39.13%。9所
高校图书馆开展专利咨询，占39.13%。6所高校图书馆

开展专利预警，占26.09%。具体情况如表3。 图2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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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类型及其开展情况

北京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重庆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广西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兰州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湖南大学

新疆大学

高校名称
服务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利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利检索

√

　

√

√

　

　

　

√

　

　

√

√

√

　

　

　

√

　

　

√

　

专利咨询

　

　

　

　

　

　

　

√

√

√

√

　

　

　

√

　

　

　

　

　

　

√

专利预警

　

　

　

　

　

　

　

√

　

　

　

√

√

√

√

√

√

　

　

√

　

　

√

专利查新

注：√表示该高校开展相应类型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调研还发现，部分高校图书馆还根据用户需求开

展个性化服务。如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根据特定需求，

协商制定具体的服务内容等相关事宜；南京工业大学图

书馆开展专利数据库定制服务，针对企事业单位专利信

息应用和专利战略咨询的需求，开发专利专题数据库；

清华大学图书馆针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提供专利服

务；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面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

供技术转移转化支持服务。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徐晨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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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存在
的主要问题

2.1  重视程度不够，宣传意识不足

从调研来看，各高校对知识产权信息服务重视程

度不一。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中，只有26
家图书馆可以查到有开展知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

在被调研的35所高校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图书馆网站将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放在首页；有8所高校网站上没有关

于知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的介绍，只能通过网页新

闻等知晓其有开展相关服务；4所高校设置有专门的知

识信息服务中心网站，且有一些还处于正在建设和完善

中。由此看来，高校图书馆对于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重

视程度有待提高，其相关的宣传明显不足。

2.2  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

在规章制度建设方面，35所被调研高校中，剔除无

法访问或未找到相关介绍的11所，只有8所高校图书馆

网页上出现了规章制度的说明，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的规章制度迫在眉睫。人员配备方面，从总体来看

还比较薄弱，绝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人员是由科技查新人员、学科馆员等组成。然而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与传统查新服务和学科服务不同，它要求

服务人员既具有法律知识，又具有领域知识以及相关技

能。因此，高校图书馆亟需配备一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

的专业人员。

2.3  专利资源和分析工具保障不够，相关资
源整合不足

从调研来看，被调研的35所高校基本都配备有相

关专利资源，且以免费的资源和商业数据库为主。从资

源构成上看，商业数据库主要以DII、万方中外专利数

据库、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为主，这些资源仅能提供较

为初级的专利信息服务，而对于开展专利预警、专利分

析等较高层次的信息服务，就需要专利分析工具或者平

台。被调研的高校中，约一半的图书馆拥有专利分析工

具，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及首批高校国家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尚且如此，在我国其他高校图

书馆的情况可见一斑。

此外，拥有自建特色专利资源的图书馆较少，资源

整合力度不足。调研发现，只有部分高校图书馆将专利资

源单独整理形成专利资源导航，作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子栏目，很多高校图书馆并没有专门的专利资源导航，

需要到馆藏资源列表中去查找，资源利用十分不便。

2.4  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缺乏系统性

从调研来看，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素

养教育以主题讲座的形式为主，内容多以专利检索、知

识产权和专利基础知识为主，有些是作为文献信息检

索的一部分，有些是数据库商为了宣传产品而开展的讲

座。这些培训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2.5  专利信息服务深度不够

按照服务的深度，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可以分为

专利信息素养教育、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嵌入科研团队

的专利信息服务、决策支持专利信息服务4个层级[8]。其

中专利信息素养教育、专利检索等属于较为基础的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专利分析、专利预警等属于中等层次的

专利信息服务，而嵌入科研团队和决策支持的专利信息

服务属于较为深层次的专利信息服务。从调研来看，目

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及首批高校国家知识

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开展的专利信息服务主要集中在专

利教育、专利检索、专利分析等基础服务和中等服务方

面。其中专利分析服务主要以专利竞争力分析、定题专

利分析、专利态势分析、专利布局分析等为主。开展嵌入

科研团队以及决策支持专利信息服务的不多。

3  完善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建议与对策

3.1  提高认识，扩大宣传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发布，“双一流”建设以及图

书馆自身发展的需求，为图书馆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提供了契机。图书馆应积极把握机会，重视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的开展，积极扩大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知晓

并利用该服务。一方面，图书馆可以利用图书馆门户网

站进行宣传推广，通过设计专门的栏目，将服务入口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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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网站较为醒目的位置，整合、揭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的类型、资源、人员等情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微博、

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通过用户培训、深入院系进行宣

讲，通过典型案例、成功案例进行推广宣传等。

3.2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服务团队建设

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开展信息服务的重要保障。一

方面，高校图书馆要研究梳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格

遵守相关政策法规，利用政策优势，指导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的开展；另一方面，要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和规章

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制定业务规范，建立人员考核机

制、激励机制、培训机制等，使得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

作的开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服务人员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具有较强的

专业性，需要具备对应的学科知识和专利相关的法律知

识。因此，图书馆一方面要加大相关服务人员的培训力

度；另一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引进具有

相关学科背景、工作经历的人才。通过“内培外引”，组

建一支具备知识产权服务意识、相关知识，以及专利检

索能力、专利分析能力、情报研究能力的服务团队[9]。

3.3  优化资源配置，整合相关资源

通过调研发现，绝大多数高校都配置有专利信息

资源，但大多数高校资源配置比较单一，配有专利分析

工具的不多，拥有自建特色专利资源的图书馆也比较

少，且对资源的整合力度不足，因此，图书馆要进一步

优化专利信息资源的配置和整合。一方面，图书馆要根

据自身的经费和服务情况，合理利用经费，选配适合本

馆的专利文献资源和工具，可以通过访谈、实地考察、

讲座等方式了解相关专利数据库、专利分析工具的使用

情况及功能特点，对其进行试用和评价，最后结合自身

情况，选择合适的资源和工具[10]；另一方面，还要加大

资源整合力度，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不同来源的专

利资源集合到统一的检索界面，实现专利资源的一站

式检索和导航，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3.4  丰富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形
式，提高教学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以丰富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

育的形式和内容，除专题讲座，还可以通过整合、推荐

慕课资源，帮助用户进行自主学习；通过制作微课程，

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通过专题书展、知识竞赛、

真人图书馆等方式来进行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育。另一

方面，高校图书馆可以积极开设知识产权信息素养教

育课程，以公共选修课、嵌入式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

的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能力以及相关法律道德等，

以提高教学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3.5  创新服务形式，深化服务内容

被调研高校，普遍比较重视专利检索、专利分析等

服务，为学校、学院以及个人提供专利检索和专利整理

分析服务。高校图书馆还要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转换

视角，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积极探索基于专利生命

周期的专利信息服务模式，在专利的创造、保护、运用

及管理等不同阶段提供服务；基于科研生命周期的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模式，在科研立项、项目实施、项目成

果产出以及转化等阶段提供服务等。化被动等待为主

动融入，积极主动融入科研流程、专利流程，探索基于

生命周期的全流程、嵌入式服务模式。

目前，各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多以线下提

供的方式为主，用户需要到馆咨询和获取服务。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应该积极探索利用新媒

体、“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线上服务，注

重用户体验与反馈，节省用户时间，提高服务效率。同

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服务平台上的数据进行

分析和挖掘，获取更多有用信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3.6  多方合作，协同创新

2018年7月，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盟在同

济大学成立[11]。联盟本着共建共享、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的原则共同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联盟的建

立，为加强高校校际合作，推动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因此，各高校

应该广泛开展合作，打破服务壁垒，促进自身发展。对

内可与管理部门、学院、课题组等合作，对外可以与政

府部门、企业等开展合作[12]。通过合作获取经验和机

会，共享资源，提升服务。

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徐晨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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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in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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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actices, fi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 websit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libraries of 42 world-
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and 23 First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of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ses 
the website entrance design, the management, services, resources and personn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s.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raise awarenes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constantly improve relevant system guarantees, actively build service teams,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levant resources, use advanced technology to 
innovate service modes, deepen service content and develop multi-party cooperation. To actively promo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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