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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我国科技查新内涵的变迁与发展，文章以“查新”为篇名或关键词，检索并下载CNKI中1989—

2018年近30年的科技查新相关文献，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利用书目共现分析软件BICOMB2、SPSS 20分析软件和

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科技查新工作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与解读。探究了30年来科技查新研究的热点变迁与发展及其

阶段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科技查新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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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notation of sci-tech novelty search in 
China, we searched and download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novelty search” in the past 30 years from 1989 
to 2018 in CNKI, with the “novelty search” as the title or keyword. After that, we used bibliometric methods 
and several software such as bibliographic analysis system BICOMB2, SPSS 20 and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se 
literatures. Through more than 30 year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hot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i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change in trends of sci-tech novelty search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 Based on this study,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novelty search connotation are discussed and 
some new ideas are propose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tech novelty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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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查新技术规范》中有明确规定：“科技

查新，简称查新，是以反映查新项目主题内容的

查新点为依据，以计算机检索为主要手段，以获

取密切相关文献为检索目标，运用综合分析和对

比方法，对查新项目的新颖性做出文献评价的情

报资讯服务”[1]。在相关文献中，对于查新内涵、

本质、实质等，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2-8]。

归纳这些学者的研究，总体来看，科技查新的主

体是信息服务机构，以科技文献资源为基础，以

科研活动和科技管理为服务对象，通过手工检索

及计算机检索等方式，运用综合分析和对比方

法，对委托课题的新颖性予以评价，是一项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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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获取、信息分析于一体的咨询工作。

通过主题聚类、知识图谱等手段追踪某一领

域的研究热点是文献计量学常用的方法，而论文

发表量通常被认为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和科研产

出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9]。科技查新领域论文的历

年载文情况和主题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

技查新工作的发展历程。然而，关于科技查新的

研究文献大多是现状描述和对查新日常工作的改

进，仅有少数研究涉及科技查新的内涵本身 [2-9]，

而对该领域文献研究工作发展脉络的梳理更是少

之又少 [10]。

近年来，科技查新工作面临国家科技计划体

制和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改革的双重背景，科技查

新工作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转型升级，科技查新

的内涵也有所变化，外延有所扩展。本文拟对科

技查新内涵的变迁与发展进行探讨。本文中科技

查新的内涵不是指特定、狭义的定义，而是一个

泛化的外延概念，指科技查新工作和服务实践中

所涉及的内容和方向。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学

术期刊（网络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进行检索。设定检索条件为：篇名或关键词为

查新；检索时间为：1989—2018 年。本文在获取

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人工筛选，去除重复数

据，最终得到 3463 条数据。再将这些数据导出，

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2 软件、SPSS 20
软件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

析。

1 主题词频次统计

将文献导入到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2
中，共得到 1842 个关键词，将重复关键词如：

情报工作、情报、情报服务合并成情报工作，查

新人员、查新员合并成查新人员，检索策略、查

新检索、检索、检索工具合并成检索等，再剔除

一些无用和不规范的词语后，共得到 1030 个关

键词。使用Donohue在 1973 年提出的高频词与

低频词界分公式T=（-1+ 1 8+ I1 ）/2[12]，得出词

频≥4 的为高频词。本研究共得到 30 个频次≥6
的关键词（表 1），得出词篇矩阵进行后续分析。

其中，“查新工作”的频次最高，达到 137 次，

其次“情报工作”为 116 次。这表明查新工作已

成为情报工作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主题词聚类分析

由此得到的词篇矩阵导入到SPSS 20，运用

Ochiai等值系数法将主题词的词篇共现矩阵转化

为相关矩阵。行和列相交的数值越大，则两者

的关联性越强，反之越弱 [13]。如表 2 所示：主

题词“查新工作”与“情报工作”（0.647）、“检

索”（0.329）、“科研”（0.297）、“医药卫生”与

“查新咨询”（0.268）、“科研”与“成果查新”

（0.410）、“查新报告”与“成果查新”（0.264）
之间的关联度较高。

从关联程度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查新内涵

表 1 部分高频词

序号 关键字 频次 序号 关键字 频次 序号 关键字 频次

1 查新工作 137 11 数据库 23 21 查新项目 11

2 情报工作 116 12 专利 23 22 机检 9

3 检索 105 13 立题 18 23 查新站 8

4 查新咨询 74 14 科技 16 24 情报机构 8

5 成果查新 63 15 检索词 16 25 手检 8

6 医药卫生 62 16 情报所 16 26 查准率 8

7 科研 51 17 信息服务 15 27 高校图书馆 7

8 课题 47 18 查新质量 15 28 用户 7

9 查新报告 45 19 农业科技查新 12 29 查全率 7

10 查新人员 25 20 主题词 11 30 企业 6

注：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发文的实际情况，作者仅对一些明显相同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不可避免地在关键词中还会有所重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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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是一项情报工作，核心工作内容是利用数

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和对比分析，出具查新报告，

进行信息服务。通常包括了课题立项查新、成果

查新等，这与前文中查新的定义相呼应。从目的

和作用看，科技查新工作主要服务于科研管理。

现采用系统聚类法对主题词进行距离计算，

并在聚簇组中使用平均连接聚类分析，得到主题

词的树状图，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以看到，数

据库、查准率、查全率、机检、手检、检索策

略、检索词、主题词等均与查新质量、质量控

制等主题词密切相关；委托人、用户、查新人员

等组成一个族簇；科研课题、成果查新、查新咨

询、信息服务、专利等主题词的族簇体现了科技

查新的属性和作用。此外，查新机构、情报机

构、情报所、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代表查

新工作实施主体的主题词也是关注的热点之一。

再选择Euclidean距离模型对相异矩阵进行

二维尺度分析，得到如图 2 所示的多维层次知识

图谱。根据 4 个象限的聚类结果，结合专业领域

知识，将 31 个高频关键词聚成 4 类，即 4 个研

究方向，如表 3 所示。

科技查新工作的主体和服务对象为最主要的

研究方向，文献数量达到 1678 篇；其次为科技

查新工作质量的相关研究，文献量达到 614 篇。

其他研究方向还包括科技查新工作的相关机构

（498 篇）和科技查新工作的目的和服务相关研究

（222 篇）。

根据图 1 和图 2 的分析结果，近 30 年科技

查新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方向总结如下：科技查新

工作的主体和服务对象的相关研究、科技查新工

作质量的相关研究、科技查新机构的相关研究、

科技查新工作目的与服务的相关研究（表 3）。由

此可以看出，科技查新工作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是

主要研究热点（1764 篇），其次为科技查新工作

查新质量的研究（614 篇），再次是科技查新工作

相关机构的研究（412 篇）以及科技查新工作目

的和相关服务的研究（222 篇）。

这 4 大研究方向从 4 个角度对科技查新的内

涵进行了较全面的诠释，体现了贯穿科技查新工

作的四大要素，即服务对象与服务主体及载体、

工作承担主体、工作核心与生命线、存在价值与

现实意义。服务对象与载体是委托方和用户，包

括企业等创新主体，服务的主体是查新人员以及

查新人员所在的查新机构，依托的服务载体是查

新项目，有效的沟通是保障查新工作顺利进行的

前提。有 75 篇是关于委托人与用户的研究，主

要是关于发挥委托人在科技查新中的作用和查新

员与委托人有效沟通。提升查新人员的职业素质

是提升查新质量的根本保障。关于查新人员的研

究也屡见不鲜，主要围绕关于查新人员发展现状

及存在问题、查新人员队伍建设、查新人员职业

素质的培养等研究。查新工作承担的主体是包

括情报所、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情报机

构。有 532 篇文献是关于查新机构的研究，主要

是针对专业型和综合性科技查新机构的服务和管

理方面的研究。查新工作的核心与生命线是查新

质量控制，通过检索方法和检索手段的优化、规

范化流程以及加强审核环节来实现。在数据库的

表 2 部分主题词相关矩阵

主题词 查新工作 情报工作 检索 查新咨询 成果查新 医药卫生 科研 课题 查新报告

查新工作 1.000 0.647 0.329 0.065 0.217 0.185 0.297 0.246 0.098

情报工作 0.647 1.000 0.302 0.192 0.253 0.153 0.249 0.241 0.123

检索 0.329 0.302 1.000 0.163 0.191 0.135 0.176 0.273 0.174

查新咨询 0.065 0.192 0.163 1.000 0.206 0.268 0.123 0.119 0.035

成果查新 0.217 0.253 0.191 0.206 1.000 0.112 0.410 0.337 0.264

医药卫生 0.185 0.153 0.135 0.268 0.112 1.000 0.099 0.168 0.147

科研 0.297 0.249 0.176 0.123 0.410 0.099 1.000 0.286 0.202

课题 0.246 0.241 0.273 0.119 0.337 0.168 0.286 1.000 0.196

查新报告 0.098 0.123 0.174 0.035 0.264 0.147 0.202 0.19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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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过程中，查全率和查准率是查新质量的重要

指标。对查新工作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查新点

的提炼、文献检索过程、检出文献与查新点的分

析对比、查新结论与查新报告的编写等，这意味

着质量控制贯穿着查新工作的全流程。查新工作

的根本目标是为服务主体提供情报咨询服务。30
年来，科技查新工作主要是为科研立项提供客观

依据，为科研成果的鉴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等提

供客观依据，为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开发提供可靠

而丰富的信息等 [14]。除对这些基础服务进行大量

研究外，还围绕科技和技术创新的个性化信息服

务、专利情报服务、竞争情报服务等方面的拓展

服务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图 1 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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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题词时区与阶段高频主题词

全国科技查新工作始于 1985 年专利法的实

施 [15]，历经了 30 多年的发展。随着科技发展和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科技查新工作结合不

同阶段的科技发展、科研工作对科技信息的具体

需求，逐步完善和转型，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

深化和拓展，其变化可通过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变

迁反映出来。本文以 10 年为界限将科技查新领

域的研究阶段分为 3 个阶段，得到 3 个时区高频

词的统计表（表 4），导入CiteSpace形成主题词

时区图（图 3 与图 4）。

图 3 为CiteSpace形成的主题词时区图，根

据主题时区图，本文将科技查新领域的研究阶

段分为 3 个阶段：1999 年之前、2000 年到 2009
年、2010 年至今，每个阶段的高频主题词见图

4。结合图 3 和图 4，对这 3 个阶段科技查新内涵

的变迁分别进行详细阐述。

第一阶段（1989—1999 年）：这一阶段可以

看成科技查新研究的起始阶段，研究以“查新工

作实践”为主。在此阶段，首先定义了科技查新

是一项利用文献检索的手段和工具对科研立项、

成果鉴定等进行新颖性判断的情报研究，被界定

为科研管理领域的信息服务范畴。研究关注了科

表 3 科技查新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 高频主题词 文献篇数 /篇

1 科技查新的主体和服务对象的相关研究 委托人；用户；查新人员；查新项目；查新机构；企业 1764

2 科技查新工作质量的相关研究
数据库；查准率；查全率；机检；手检；检索策略’检索词；

关键词；查新质量；质量控制
614

3 科技查新工作的查新机构 情报机构；情报所；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查新站 412

4 科技查新工作的目的和服务相关研究
科技；技术；科研课题；课题；成果查新；查新咨询；信息服务；

专利
222

图 2 多维层次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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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查新在科技成果、科技立项中的重要作用，明

确并奠定了科技查新的地位，科技查新已成为我

国科技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科技创

新提供有效引领和有力支撑，在科研管理和推动

创新中的作用得到了广大研究学者的肯定。其次

把焦点聚集在了查新工作的总结和思考上，关注

较多的是文献检索，主要是对检索方法、检索工

具与检索策略进行探索。

第二阶段（2000—2009 年）：这一阶段无论

是相关文献数量还是研究的主体范围都有较大的

扩展。在持续关注文献检索的同时，学者们更加

注重对查新机构规范化和查新质量控制的研究。

国家出台的政策法规对此有所印证。2000 年国家

发布了《科技查新机构管理方法》和《科技查新

规范》，开始引入规范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把规

范化的科技查新工作流程作为查新工作的重要保

障 [16]，使我国科技查新工作逐步步入规范化的轨

道。学者们同时开始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

查新人员素质的提升、发挥委托人在查新工作中

的作用等。除此之外，随着我国将科技创新上升

表 4 三个阶段高频词统计

1989—1999 年 2000—2009 年 2010 年—至今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次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次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次 高频关键词 频次 /次

文献检索 14 高校图书馆 56 高校图书馆 102 服务模式 21

检索 14 查新质量 54 统计分析 54 企业 20

查新检索 13 文献检索 53 查新报告 44 学科服务 18

数据库 12 信息服务 46 查新质量 41 新颖性 16

情报检索 8 查新人员 33 查新员 40 知识服务 13

科技成果 7 查新报告 28 医药卫生 38 大数据 13

检索策略 6 检索策略 28 检索策略 35 竞争情报 12

科技立项 6 统计分析 27 对策 35 技术创新 11

　检索工具 4 质量 25 科技创新 22 　 　

图 3 主题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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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要国家战略高度，也带动了科技查新领域新

的研究热点，出现了科技创新、自主创新等高频

主题词。该阶段科技查新的内涵也随之扩展，除

了查新外，与科技查新工作密不可分的知识产权

和竞争情报等情报服务也逐步进入科技查新的业

务范畴，引起学者关注。

第三阶段（2010—至今）：随着查新事业的

深入发展。科技查新由蓬勃发展阶段进入了理性

思考阶段 [15]。2014 年，国务院首次把“科技查

新”定义为“科技咨询服务业”，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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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科技查新工作迈入了市场化运作

的新时代。该阶段主题词呈现种类多、数量分散

的特点，表明查新领域的研究内容加速拓展、学

者关注热点快速切换。在该阶段，出现了服务模

式、学科服务、知识服务等新的高频词，科技查

新已应用在医药卫生、农林牧业、计算机等行业

中，形成了多学科、多行业的服务模式。同时，

知识管理、知识产权、专利检索、专利信息服务

等主题词的出现，说明科技查新机构正在将科技

查新运用于企业创新需求中，为企业提供从专利

申请到技术创新等嵌入创新链的信息服务，提高

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能力。此外，传统

信息服务与互联网、大数据的结合也赋予了科技

查新新的新内涵，使得科技查新在市场环境的浪

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研究方法方面，多学科

研究方法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实证研究、统计分

图 4 阶段高频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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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越来越被广大学者重视，研究成果愈渐丰

富。

4 结语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结合可视化软件

对近 30 年（1989—2018 年）科技查新的相关论

文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分析中探究了科技查新研

究的热点，并发掘出不同时期内涵和外延的变迁

与发展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科技查新领域

的研究热点和方向主要是科技查新工作的主体和

服务对象的相关研究、科技查新工作质量的相关

研究、科技查新机构相关研究、科技查新工作目

的与服务相关研究等 4 个方面。同时，科技查新

原有的传统查新概念在逐步弱化，查新内涵有了

潜移默化的深入，查新工作相对更加专业化，服

务模式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

但是，绝大多数科技查新机构的工作重心

是围绕着科技立项、项目验收、成果鉴定、申报

奖励等传统业务，服务模式被动、内容单一。现

如今查新报告单一的服务形式已难以满足用户的

需求，也不能满足科研管理决策与科研信息的需

要 [17]，用户要求科技查新机构提供诸如专利分析

报告、科学计量评价报告、竞争情报分析报告等

多样化、多元化的服务产品。

大数据时代下传统情报服务机构的数据源、

分析工具、服务领域，甚至服务理念都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而传统查新机构将论文等文献作为创

新性评价的标尺，在当前数据多源化、跨学科交

叉化、创新成果形式多样化、创新迭代加速化的

新形势下，容易造成评价的片面性和滞后性。新

型科技查新机构可通过大数据的工具方法以及互

联网的云服务方式，摸索开展多源数据融合、多

元化的科技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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