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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情报服务平台建设探讨

——以生物医药产业情报服务平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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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竞争情报已成为继资本、技术、人才之后，企业的“第四核心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倍加重视依赖于公开信息源的情报工作。服务于特定领域的行业情报服务平台具有专业领

域信息集中全面、信息挖掘程度高、检索快速准确的特点，是企业获取行业情报的全新利器。文章以我国行业情报服

务平台的建设现状和不足为切入点，详细介绍生物医药产业情报服务平台建设的案例，提出加强我国行业情报服务平

台建设的若干建议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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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the core competence after the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which decide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attach importance to 

rely on the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work. Services in specific industry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field of information focus on comprehensiv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 degree of 

information mining, retrieval and fast, it is a new tool of enterprise to gather industry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industry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we detailed introduces,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o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dustry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case, and puts 

some suggestions and concrete practices for strengthening our country industry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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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入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关键阶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引擎。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行业情

报的保驾护航，高效的行业情报获取能力可以起

到激励创新、促进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作用，是一

种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有效方

法。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全国各行

各业对于行业情报服务的重视程度正逐渐加强。

越来越多的企业倍加重视依赖于公开信息源的情

报工作，服务于特定领域的行业情报服务平台应

运而生。这些平台具有专业领域信息集中全面、

信息挖掘程度高、检索快速准确的特点，是企业

获取行业情报的全新利器。

我国行业情报服务平台开发建设工作起步

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较快，已经初具规模。特别

是受益于国家自主创新政策的引导和知识产权战

略的实施，行业情报服务平台的开发建设步伐正

逐步加快，尤其是为企业用户量身订制的大量特

定领域的专利专题数据库发展最为迅速。目前，

国内行业情报服务平台的规模在100个左右。其

中，各地科技情报服务机构开发建成20余个技术

主题的行业情报服务平台，社会信息服务机构开

发建成20余个行业情报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开发建成30余个行业情报服务平台 [1-5]，其

他机构如大学和企业开发建成20余个行业情报

服务平台。我国行业情报服务平台的建设为行业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作为国内首个

面向企业、研发机构的综合性情报服务平台，上

海行业情报服务网以中小企业创新需求为导向，

整合科技情报服务资源，发挥情报服务机构的信

息资源优势和智力优势，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

供多层次、优质、高效的科技情报支撑，为中小

企业创新需求提供覆盖全面、服务规范、响应及

时的“一站式情报服务”，同时，为政府、科研

机构提供前瞻性、导向性、综合性的决策咨询服

务，促进创新决策的科学化 [6-7]。又比如：中国

药物专利情报服务平台（中国药物专利数据库）

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建设的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度加工标引的数

据库信息系统。已经收录了1985年至今全部公

开的近18万条医药发明专利文献，已经接近专

利公报出版速度，其中包括化学药物专利11万条

数据，中药专利7万条数据。数据库内容涉及所

有具有治疗、预防、保健、诊断作用的药物化合

物、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使用方法的专利

文献，同时也收录新的药物中间体、洗发精或牙

膏等生活用品及保健用品、食品中有实质性疗效

的药物成分的专利文献，所收录的专利涉及31个

IPC国际专利分类号 [8]。

虽然我国行业情报服务平台建设已有近100
个，初具规模，但是行业情报服务能力仍然较

弱，与创新主体日益增加的服务需求仍有很大差

距。突出表现在：一是专题（尤其是专利）数据

库和产业情报服务平台的建设不足；二是情报研

究方法和工具（尤其是专利情报研究方法）的开

发不足；三是情报服务模式的创新能力不足。究

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情报研究工作刚

刚起步，在系统性、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等

方面仍存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将会导致平台

建设与市场需求的不一致。长此以往，由于无法

形成稳定的平台服务收入，平台维护运营成本不

断加大，而导致更多“僵尸”平台的形成，这对

前期平台建设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2 生物医药产业情报服务平台建设及成效

2.1 平台建设

依据国家科技文献资源的长期发展规划，

围绕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充分挖掘整合

各类资源，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

称“天津所”）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

简称“中信所”）合作开发，建设面向生物医药

领域创新主体的生物医药产业情报服务平台（以

下简称“平台”）（图1），平台具有信息跟踪、

数据查询、成果发布、定制服务、互动交流等功

能，涵盖热点新闻、政策法规、行业动态、平台

动态、数据库、咨询研究、网址导航、会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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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互动交流等九大板块，包括专利数据库、政

策法规库、机构数据库、产品数据库和专家数据

库等五大专题数据库，涉及疫苗、靶向抗癌、病

毒性肝炎、重大脑疾病等细分领域，具有检索、

分析、导出和下载等服务功能。平台的建设有效

填补了目前国内生物医药行业情报服务平台的空

白，有效解决了医药企业在获取科技情报服务方

面的困难，帮助企业科学立项、明晰市场、把握

行业、了解对手，是企业获取医药竞争情报的有

力工具。

该平台运用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数据挖

掘等多学科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基于微软ESB 
基 础 架 构， 引 入 sqlserver 2005、vs.net 2010、
win 2008、工作流、WCF、Webservice、反射及

依赖注入、跨域站点通讯、数据安全等关键技

术，建立了1个平台网站、5个专题数据库、4个

技术支撑系统。在平台网站上，设置了平台概

况、数据查询、咨询研究等5个一级栏目，文献

数据、专利数据、医药数据、专题数据等20个二

级栏目，设立了网址导航、全站搜索、会员中心

等9个辅助栏目，以及热点新闻、政策法规、行

业动态、平台动态、数据库、咨询研究、网址导

航、会员服务和互动交流等9个功能模块，并且

设立了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QQ、网站留

言等多种互动交流和推广平台。在专题数据库下

设有专利数据库、机构数据库、产品数据库、专

家数据库、政策法规库等5个功能子库。目前已

开发出疫苗专题数据库、靶向抗癌专题数据库、

病毒性肝炎专题数据库、重大脑疾病专题数据库

等细分领域专题数据库，形成集检索、分析、导

出、下载等功能于一体的内容丰富、检索便捷、

功能齐全的生物医药领域专题数据库群。

2.2 平台特点

该平台主要有以下4方面的特点：一是开发

图1 生物医药产业情报服务平台网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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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内首个集生物医药领域专利、产品、机构、

专家和政策信息的数据库群（图2），数据总量达

到10万条，开发了功能全面的数据管理系统，保

证了数据来源的权威性、数据加工的专业性、数

据分析的有效性和数据更新的及时性。二是建立

了集信息跟踪、数据查询、成果发布、定制服务

和互动交流五大功能于一体的生物医药产业情报

服务平台，实现了产业情报研究的一站式和标准

化服务。三是开发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专利与

产业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对产业发展具有指导意

义。四是创新用户服务机制，开发了微信公众平

台、新浪微博等移动互联网推广平台和手段，有

效提高了服务的便利性和实时性，目前，微信公

众平台和新浪微博的用户量均已有1000余个，

活跃用户率超过60%，文章平均阅读量超过200
篇，日益成为行业内知名的知识分享和信息发布

平台。

2.3 平台成效

该平台在“边建设、边服务、边完善”工作

思路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建设与发展，建立了

涵盖政府、企业、服务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校等

各类机构，传统服务模式和移动互联网服务模式

结合的创新性服务机制，有效提高了服务的便利

性和实时性，形成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生物医药产

业情报服务体系。截至目前，本平台访问量已累

计达到3000余次，研究报告下载量已累计达到

1500余次，注册用户数量已累计达到50个（表

1），服务范围辐射天津、北京、广东、辽宁、吉

林、安徽、湖南、福建和浙江等省市，建设成果

得到科技部、天津市科委、中信所等部门领导的

高度肯定，并受到国内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院所

的广泛关注。

3 思考与建议

两年来，平台的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特

别是平台的服务和产品与行业实际需求仍存在一

定差距，平台的功能定位是服务于生物医药领域

的创新主体，主要面向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开

展行业情报服务。但是，目前平台已有的专题数

据库、多用户研究报告和行业资讯等服务，虽然

能够满足部分用户的实际需求，但是由于各创新

主体所关注的领域千差万别，很难通过一个数据

库或者一份研究报告来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因

此，平台的服务和产品的关注度仍然不高，多数

用户有情报服务需求，但是通过平台无法满足需

求，产生供需方面的矛盾。

针对平台建设中的不足以及我国同类平台建

设中的一些思考 [9-10]，提出如下建议。

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下，科技信息资源服务

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借助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和手

段，提供服务和产品，同时做好市场推广工作。

科技信息资源服务是一种专业服务类产品，与传

统的消费级商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照

搬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的服务模式，需要研究

更加符合自身特色的服务模式。O2O模式（线上

和线下结合的模式）是当前公认的专业服务类产

品进行产品设计和市场推广最行之有效的商业模

式之一。建立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O2O模式的服

务类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的产品和服务介绍、推

广以及用户接洽，再将具体的专业服务环节搬到

线下来完成，最后通过用户的线上付款和反馈来

实现产品交易的闭环。与传统的行业情报服务平

台模式相结合，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为用户提供

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定制化服务，同时利用大数据

手段和技术，对用户行为和使用数据进行分析，图2 生物医药专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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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结果设计和推出一些更加贴近市场和具

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服务模式，一方面

增强产品和服务流程的透明度，使用户能够更加

清楚服务方工作所完成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降低

了流程成本，使得服务人员能够更加专注于专业

服务，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随着越来越

多的科技信息资源服务通过O2O模式开展，极大

地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

展水平，为行业持久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4 结语

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战略措施的不断推进，预示着相关服务

机构发展将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随着创新主体

对高水平情报服务需求日益增强，该领域服务市

场规模必将不断扩大。相关服务机构如果能够抓

住这一有力时机，率先攻克技术难点、创新服务

模式、抢占市场份额，将会在产业情报服务领域

占据有利地位，在产业快速发展的红利中受益。

为此，要重点解决：（1）针对创新主体的服务需

求，建立具有一站式服务功能的产业情报服务平

台，涵盖专利、产品等信息的数据库群，支撑平

台和数据库运行的技术支撑系统。（2）开发基于

专利情报的产业研究方法，服务于创新主体的个

性化需求。（3）创新服务模式，顺应移动互联网

的技术趋势，开发更加便利性和实时性的服务模

式。

本文以我国行业情报服务平台的建设现状和

表1 生物医药产业情报服务平台会员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区域 序号 单位名称 区域

1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 26 天津红日金博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

2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 27 民生（天津）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天津

3 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 28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4 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天津 29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浙江

5 天津市德恒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30 中财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6 天津市汉康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 31 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7 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天津 32 北京万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8 天津泰普药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 33 天津大学 天津

9 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 34 关节动力安达（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10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35 天津南开允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11 天津中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 36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贸易促进中心 天津

12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3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

13 博益（天津）气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天津 38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

14 长春海悦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 39 韶关学院 广东

15 国家纳米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天津 40 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16 瀚盟生物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 41 深圳市深福保（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

17 合肥顺超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安徽 42 广州捭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18 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湖南 43 东方证券 上海

19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 44 浙江大学 浙江

20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45 中科院微生物所 北京

21 沈阳化工研究院 辽宁 46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

22 沈阳化工研究院安评中心 辽宁 47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23 天津法莫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48 湖州南太湖科技创新中心 浙江

24 天津国超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 49 北京诺兰信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25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50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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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切入点，在详细介绍了生物医药产业情报

服务平台建设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O2O模

式的服务类电商平台和在互联网+环境下开展产

品设计和市场推广的核心观点。这完全契合当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经济”的时代

大潮，是新形势下竞争情报行业在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的必由之路。希望能够引起业内同仁

的共鸣，共同开拓更加广阔的未来市场。

参考文献

[1] 易淑 . 专题特色数据库建设还能走多远?:科学发展观

视野下的反思 [J]. 情报杂志 , 2010, 29(10):154-156.
[2] 刘友华 , 刘琳 . 论我国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5(5):103-
106.

[3] 刘延淮 . 专利数据库服务的探春腊梅 [J]. 中关村 , 
2011(3):41-42.

[4] 范小秋 , 顾伟红 , 姚建民 , 等 . 六城市医疗器械产业

专利申请质量的分析 [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 2015, 
47(3):33-37. DOI: 10.3772/j.issn.1674-1544.2015. 
03.006.

[5] 黄贵宁 , 梁友珍 . 专利信息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 2009, 41(3):73-77.DOI: 10.3772/
j.issn.1674-1544.2015.03.015.

[6] 尚图 . 上海行业情报服务网正式开通 :架起企业需求

与情报服务的“桥梁”[J]. 图书馆与阅读 , 2010 (11): 
28.

[7] 吴凡 . 用好情报 , “给力”创新 :多方合作打造上海

行业情报服务网为中小企业服务 [J]. 华东科技 , 
2011(2):62-65.

[8] 刘化冰 , 孙艳玲 , 王海虹 , 等 . 中国药物专利数据库

的建设和检索应用 [J]. 中国发明与专利 , 2007(5):66-
67.

[9] 李振良 , 孟建伟 . 我国专利专题数据库服务平台建设

路径研究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 2014(4):91-95.
[10] 徐大平 , 郎菁 , 梁芬玲 . 地方特色专题数据库选题若

干问题研究 :以陕西地区为例 [J]. 情报杂志 , 2012, 
31(2):172-173.

（上接第92页）
联合培养人才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

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就这种培养模式

的普遍程度而言，目前国内提供这种培养模式的

高校并不是非常多，而且在专业设置上往往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因此，高校在培养复合人才时应

该鼓励学生出国学习，以弥补自身教育方式、课

程设置上的不足。当然，高校还可以积极引进

外来优秀人才，也就是采取交换生的方式，将国

外的学生带入本国校园，为他们开设非正式的讲

座等，与本校学生分享国外的高校教育方式及学

习方式，以带动本校学生自主学习专业以外的知

识，拓展知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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