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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分析科技查新的研究现状。通过获取核心期刊为来源的相关文献作为样本，对其年

代、机构、作者、关键词分别进行计量与共现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回落；合作发表的论文较

少且相对封闭；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查新报告质量、查新机构现状、创新服务模式等。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

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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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zes research statu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velty search. 
By acquiring the articles from core journals as a sample, it analyzes, in measurement and co-occurrence, the 
distributions of years, institutions, authors, and keywords. In the discovery of research fruit, The number of 
relative articles is decreasing; co-authored articles are few and narrow ranged.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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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查新是指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

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规

范操作，并作出结论 [1]。我国科技查新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2]。1990 年，原国家科委设

立首批查新机构，并颁布《科技查新咨询工作管

理办法》《科技查新咨询工作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于 1990 年、1994 年、1997 年分 3 批共公布

了 38 家国家一级查新咨询单位 [3]。教育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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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从 2003 年至 2014 年分 7 批共认定 102
所教育部查新工作站 [4]。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49 号）中明确指出，“加强科技信息资源

的市场化开发利用，支持发展竞争情报分析、科

技查新和文献检索等科技信息服务”，深化了科

技查新工作，对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具

有重要意义 [5]。

目前，对科技查新领域现状研究主要有两个

角度：一是从文献计量的角度，通过研究近年来

发表的相关论文来探究目前的研究热点 [6-7]；二

是从某查新站或地区的查新数量的角度发现其目

前查新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

议 [8-11]。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查新工作还存在

一些问题，例如，对于有较多查新需求的企业，

其中一些企业的成果往往在行业里较为领先，出

于“硬性规定”要进行成果类查新，可是大多查

新范围却限定在国内，也就难免有闭门造车之

嫌。而对于查新员、审核员，虽然他们有着相当

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他们对实践情况及实施效果

和经验的总结相对薄弱 [6]，不利于实践经验的传

播与思路创新。科技查新的内涵是专业化信息检

索 [12]，作为一项科技信息服务 [5]，有着服务于科

技创新的使命。做好查新服务，更有利于在创新

驱动的背景下建设国家创新网络。本文将从文献

计量的角度，探寻目前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发

展创新服务的对策建议，希冀能够对科技查新工

作提出新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向。

1 数据获取

为保证所计量的文献质量，本文选用了中国

知网的中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将期刊范围限

定在“核心期刊”和“CSSCI”内，从“题名”

或“关键词”入手，以“查新”为检索词进行精

确检索。检索时间范围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另外，选用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7.0 作为补充。

在该平台上将期刊范围限定在“CSCD（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以同样的检索策略

进行检索。剔除通知或新书介绍，最终获得 677
条数据。利用Excel、Bicomb、Ucinet等软件工

具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2 文献计量分析

2.1 年代分布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样本数据中，最早一

篇关于科技查新的论文发表在 1992 年。从 1992
年至今，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1992 年至 2002
年为波动期，这个阶段发文量处于波动的状态。

2003 年至 2010 年为上升期，在该期间发文量持

续攀升，至 2010 年为峰值，达到 57 篇。2011 年

图 1 发表科技查新论文的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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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衰退期，在该期间发文量逐年降低。2003
年发文量开始增长是与教育部开始设立科技查新

工作站的时间点相契合的。教育部查新站的逐步

设立，查新越来越受到关注，从而带动了实践经

验的积累和相关研究的增多。到了 2011 年，相

关研究减少，从一个侧面表明查新研究进入“瓶

颈期”。在新的科研环境下，传统查新服务模式

需要转型，查新研究也需要新的研究方向。进一

步统计，发现受到基金资助的论文有 116 篇，占

所有论文的 17.1%。其中，有 17 篇论文得到国家

基金的资助，有 55 篇论文得到省（自治区、直

辖市）基金的资助，其他的论文得到地方基金或

学校基金的资助；有 22 篇论文得到 2 种及以上

的基金资助。

2.2 期刊分布

677 篇科技查新研究文献刊载在 90 种期刊

上，前 18 种期刊（占比 20%）的载文量达到

79.91%，详见表 1。
进一步对样本文献的学科分布进行统计（表

2），发现样本文献分布在 40 个学科中，其中有

86.7%的论文属于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的范畴。

2.3 机构统计与共现

对发文作者所在单位进行统计，共有 397 个

机构的作者发表了科技查新相关的论文。其中，

高校有 311 所，科研院所有 86 家。对属于高校

的机构进一步统计发现，有 78 所高校为教育部

查新工作站。高校查新站数量不断增多，而有关

查新的文章并没有增多，并且不是所有教育部查

新站都发表了查新相关的文章。表 3 所示为排名

前 10 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

2.4 作者统计与共现

在样本中，共涉及 840 位作者，其中 164 位

作者发表论文超过 2 篇。表 4 列出了发文 5 篇及

以上的核心作者。江南大学的张群发文量最多，

达到 18 篇。

进一步统计还发现，有 97 位作者间存在合

作关系，而这些作者多为同一机构的内部合作。

在样本机构中，有 17 家机构间有合作关系，而

表 1 科技查新载文量前 18 种期刊的论文分布

序号 期刊 载文量 /篇 累积百分比 /%
1 现代情报 118 17.43

2 图书情报工作 81 29.39
3 情报杂志 53 37.22
4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41 43.28
5 情报科学 36 48.60
6 图书馆学研究 35 53.77
7 图书馆论坛 26 57.61
8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 60.56
9 中国信息导报 20 63.52
10 高校图书馆工作 17 66.03
11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6 68.39
12 科技管理研究 14 70.46
13 新世纪图书馆 14 72.53
14 大学图书馆学报 12 74.30
15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11 75.92
16 兰台世界 10 77.40
17 图书馆建设 10 78.88
18 图书情报知识 7 79.91

表 2 CNKI学科分布（Top 6）

学科
图书情报与数字

图书馆

计算机软件及计

算机应用
科学研究管理 高等教育 出版

医学教育与医学

边缘学科

论文量 /篇 587 44 20 18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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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作作者网络图

只有吉林大学图书馆分别与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江南大学有着跨地区的合作。其他合作

多受地缘影响，属于一个地区内的机构间合作。

从整体上来看，有合作关系的机构数量并不多，

且机构间合作频次比较少，合作相对封闭。

将发文量超过 2 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共现

分析，并进行K-core计算，利用Netdraw绘制作

者共现图，如图 2 所示。为了清晰显示核心作者

群，图 2 仅展示K-core值较大的节点。度值越

大即作者发文数量越大，则所示节点越大；作者

间合作频次越高，则连线越粗；K-core表示该

作者与其他几位作者有合作关系，圆形节点表示

K-core=3，方形节点表示K-core=5。也就是说，

只有发文量大且作者间合作密切的，才有可能出

现在图 2 中。发文量最多的张群，其发表的文章

很多是独立作者，合作发表的文章也没有固定合

作者，且合作者自身的发文量也不大，导致张群

未出现在图 2 中。从图 2 也可看出，鲜有结构洞

的出现，这表明目前核心作者群的合作关系比较

稳固。图 2 中以作者缪家鼎、朱玉奴为代表的浙

江大学团队节点最多，因此对其发文轨迹做进一

步地分析。为避免重复，笔者采用节点作者为第

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5。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该团队最早在 1995 年

表 3 发文量前 10 名的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篇

1 江南大学 21

2 浙江大学 21

3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11

4 北京科技大学 10

5 天津大学 9

6 广东工业大学 9

7 清华大学 9

8 北京化工大学 8

9 吉林大学 8

10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8

11 辽宁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8

表 4 发文 5 篇以上的核心作者

排名 作者 所在单位 发文量 /篇

1 张 群 江南大学 18

2 马景娣 浙江大学 12

3 缪家鼎 浙江大学 10

4 季淑娟 北京科技大学 8

5 郑 菲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7

6 王 超 中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6

7 张柏秋 吉林大学 5

8 夏 旭 第一军医大学 5

9 郭倩玲 北京化工大学 5

10 朱玉奴 浙江大学 5

11 陈朝晖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5

12 刘燕萍 广东工业大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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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1998 年到 2003 年出现空档，之后几

乎每年都有发文，表明其研究比较持续。论文发

表在 11 种刊物上，全部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期

刊，其中在《现代情报》杂志上发文最多。

2.5 关键词统计与共现分析

按照上文划分的 3 个阶段，分别对关键词进

行统计，分析每个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将“科技

查新” “查新”去除后进行统计，再按词频由高到

低排列，位列前 10 的高频关键词如表 6 所示。

同样分 3 个阶段，将样本关键词共同出现在

同一篇文献中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关键词共现

次数大于等于 2 的情况绘制网络图谱。由于节点

众多，进一步利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分别对

网络进行度值计算和Factions凝聚子群派别分析，

以分析研究热点和主题变化趋势 [13]。如图 3—图

5 所示，每个阶段均被分为两个派别，图中节点

越大表示度值越大，即该节点所表示的关键词出

现频次越高。

从表 6 和图 3、图 4、图 5 可以发现，在第

一阶段中，如图 3 所示，关键词多且相对杂乱，

派别并不明显，说明该阶段尚处于该领域的摸索

起步阶段。从表 6 的第 1-2 列和图 3 可以看到，

此时较多关注的是检索方式和质量，出现了“联

机检索” “手工检索”“检索策略”“查重率”“查

准率”等关键词；关注查新目的和相关服务，出

现了“专利查新”“成果鉴定”“成果评价”“科

研项目”“产品查新”“情报咨询”等关键词。

在第二阶段中，如图 4 所示，左右两图分出

的派别相对清晰。结合表 6 的第 3-4 列，派别

（图 4 左图）关注检索策略、查新员素质、数据

表 5 浙江大学核心团队发文轨迹

期刊名
各年度发表论文的篇数 /篇

总计 /篇
1995 1996 1997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6

大学图书馆学报 1 1 2
档案学研究 1 1
情报科学 1 1
情报杂志 2 2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 1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 1

图书情报工作 1 1 2
图书情报知识 1 1
图书与情报 1 1
现代情报 2 1 1 1 1 1 7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1 1

总计 1 1 4 2 4 1 1 1 1 1 1 1 1 20

表 6 3 个阶段高频关键词统计

1992—2002 年 2003—2010 年 2010—2016 年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次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次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次
查新咨询 38 查新报告 14 高校图书馆 14
查新工作 37 查新机构 11 查新报告 11
查新检索 25 信息服务 8 高校 11
查新报告 23 查新咨询 8 查新机构 9
查新人员 17 查新质量 8 统计分析 9
科技成果 17 质量控制 8 查新工作 7
查新项目 17 统计分析 8 查新项目 6
国家科委 15 查新人员 7 查新员 6
情报服务 13 查新检索 7 文献检索 6

科技查新咨询 12 对策 7 科技创新 6
图书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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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2—2002 年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子群派别

图 4 2003—2010 年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子群派别

库的使用，用以提高查新质量；出现了高校、图

书馆等与查新机构相关的关键词，这也是由于此

间高校图书馆进入查新机构，带动了查新领域新

的研究热点；派别 2（图 4 右图）出现的有关查

新的管理系统、归档也是此间另一研究热点。

在第三阶段中，如图 5 所示，上下两图分出

的派别也非常清晰。结合表 6 的第 5-6 列，派

别 1（图 5 上图）中出现关于查新的多种查新目

的、服务、创新等关键词，如查新与“课题立

项”“学科服务”“科研诚信”等的结合，赋予了

查新更多的内涵和外延；从派别 2（图 5 下图）

可以看到查新质量仍是研究热点之一，但更倾向

于查新质量的评价。

总体来说，研究主题可归纳为 3 个方面。一

是查新报告各环节的质量把控；二是各类查新机

构现状、优势、问题与对策；三是查新服务的对

象、需求、模式以及现阶段创新驱动下转型和对

策研究。

3 存在问题与建议

对科技查新文献计量分析，可以了解科技查

新的研究现状。从分析结果来看，主要存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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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问题。

第一，1992 年到 2011 年，相关研究论文持

续增长至峰值，而从 2011 年至今，相关论文数

量有所回落，说明查新方面的研究进入瓶颈期，

需要新的研究方向。

第二，关于科技查新的论文大多发表在图

书情报领域的期刊中，从学科分布角度来看，

86.7%的论文属于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的范畴。

第三，大部分发文机构来自高校。在样本

中，合作发表的论文较少且相对封闭，多为同一

机构的多名作者合作，机构间合作也多在同一地

区。江南大学张群的发文量最多，浙江大学形成

了核心作者团队并进行着持续研究。

第四，研究主题集中在查新报告各环节的质

量把控，各类查新机构的现状、优势、问题与对

策，查新服务的对象、需求、模式以及现阶段创

新驱动下转型和对策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反映的现状与问题，说

图 5 2011—2016 年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子群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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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查新的相关研究需要发现新的研究热点。国家

创新战略的实施为查新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

就需要查新人不断思考，结合实际，挖掘用户需

求，提升服务价值。根据研究现状，在此为未来

查新工作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查新人员隐性知识外化与交流。

高校查新站数量不断增多，而有关查新的论文并

没有增多。在机构统计中，发现不是所有教育部

查新站都有高质量的论文发表。查新站的查新

员、审核员有着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他们对

实践情况及实施效果和经验的总结相对薄弱。因

此，应鼓励、倡导查新员、审核员把具体实践及

创新服务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分享，激发新的研究

热点。同时，应努力打破合作封闭的僵局，鼓励

多学科合作、不同类型机构的合作。例如通过参

加每年的查新研讨会、培训班等机会，寻找潜在

合作作者或机构，不断开拓思维，合作创新，度

过查新研究的瓶颈期。

第二，加强与本校师生的联系，深化相关

服务内容。高校查新站为本校师生提供服务是其

天然职能。许多高校图书馆为本校服务都是无偿

的。因此，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或长期开展减

免甚至无偿的查新服务，为将要立项的或申报专

利的本校师生提供立项查新、专利查新等服务，

还可以与本校重点实验室或创新团队进行合作，

开展嵌入式服务，参与其项目的全过程，为其提

供深度信息服务。

第三，关注校外委托人的需求，主动开展

推送服务。校外查新量比例逐年上升，说明高校

查新站的社会服务职能越发明显。有查新需求的

企业大多为国内成果类查新，缺乏主动查新的意

识。查新站应引导他们在立项之初进行查新，有

助于企业在科研活动的源头保证后续研究的创新

性 [14]，还应引导他们多关注所查技术的国内外

进展情况，促进其与国际接轨。查新站可先从固

定客户入手，除出具国内查新报告为其提供一些

无偿的深度信息服务外，还可以在完成查新任务

后，引导他们研读查新报告和附加内容，使他们

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所查相关技术与现有技术之

间的差距与关联，使其对查新服务有更进一步的

了解，使其自觉产生依赖查新站提出更多信息服

务的需求。做好客户关系管理，逐步变被动服务

为主动服务，将查新服务嵌入到从项目立项前到

成果发布后的全流程之中。

第四，结合本地优势开展相应的拓展服务。

查新站往往设在图书馆，可以与传统业务相结

合，开展一些服务。例如，高校图书馆查新和查

收查引相结合，成为公允可信赖的第三方机构，

提供第三方证明；与学科服务相结合 [15]，应用到

教学中或提供专业化情报服务。查新委托人大多

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可以利用他们的优

势，通过类似查新项目或查新中发现相关文献机

构等方式进行推荐，使三方建立联系，促进产学

研合作。同时，还可相应地开展竞争情报服务 [16]

和科研诚信监测服务 [17]等。

4 结语

科技查新利用专业化信息检索提供了科技信

息服务，而不应是形式化的报告。科技查新提供

的专业化服务产品，不管是有偿还是无偿的服务

形式，只有让服务对象感受到其好的品质，才能

提升口碑，打造品牌。作为一项科技服务，查新

有着对科技创新的促进深化作用。因此，查新站

担负着引领作用，应适当引导客户提出更加深入

的信息需求接受更加优质的信息服务，有助于科

技创新发展。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适当的宣

传，使已有客户与潜在客户对科技查新有更多了

解，不断开发客户需求。查新业务处在转型的重

要时期，这就需要查新站的同仁们共同努力，不

断深化内涵和拓展外延。查新站只有内外兼修，

才有更好的品质开展创新服务，为国家创新网络

建设发挥自身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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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揭示了UNESCO的科学传播实践工作内容，

难免片面或有所疏漏，有待在后续研究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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