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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科技报告作为一种重要的科技文献资源，对企业创新发展及企业竞争情报的获

取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值。文章在对现有科技报告服务工作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竞争情报需求，运用文献调

研和实地调研等多种研究手段，提出科技报告增值开发和利用的一个发展方向，即面向企业竞争情报提供科技报告增

值服务或产品，由此发现当前科技报告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针对于此，简要分析目前科技报告增值开发

利用的策略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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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riv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as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have very high reference value and utilization value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nterpris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existing serv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value-
adde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uti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research, that is, providing value-added services or produ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for 
enterpris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system.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and ways of value-adde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at present.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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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科技报告是对研究课题和工程项目的研究开

发过程及内容的详实记载和完整描述。随着课题

和项目的性质与类型的不同科技报告则有论文、

专著、实验报告、视听资料或多媒体等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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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其中蕴含的理论、技术、工艺、数据以及

技术经济背景资料等却是企业生产、开发产品和

发展需要的竞争情报和信息。现今，面对国内外

残酷的技术竞争，如何利用现有的科技报告资源

进行企业竞争情报和信息的挖掘和分析利用，使

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是面临

的重要问题。

1 科技报告开发利用的内涵

科技报告的本质是一种科技信息资源 [1]。参

考学术界的各种观点，总体来说，对科技信息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通过检

索、集成、重组等方式，运用多种工具及加工手

段，使各类科技信息从琐碎凌乱再创造为新的信

息产品，发挥更大的价值，来帮助用户解决实际

遇到的问题的过程 [2]。那么，对于科技报告来讲，

就是通过对科技报告的集中收集、加工改写、整

合发布，形成对社会公开的科技报告资源，向社

会开放共享，同时为满足用户的进一步需求，可

运用情报分析等多种手段，形成各种衍生产品，

并以恰当的方式提供给用户，从而为用户在解决

问题上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2 科技报告对企业竞争情报服务的价值体现

企业竞争情报服务是以竞争主体（企业）的

需求为主导，通过公共公开的信息资源和合理合

法的渠道手段，搜集分析与企业相关的竞争环境

和对手以及对手竞争决策的信息，从而提升企业

竞争优势。在我国，竞争情报服务机构主要以商

业咨询机构和科技情报服务机构为主。

发达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竞争情报的

重视程度较高，起步较早 [3]。美国、加拿大等早

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竞争情报服务体系，绝大多数

的大企业乃至跨国贸易公司都有专门的竞争情报

部门或是聘用合作的第三方机构为获取竞争情报

提供服务，其中也有政府成立的专业情报机构为

企业提供服务。

科技报告作为重要的情报信息资源，对于企

业获取竞争情报来说不可忽视。首先，科技报告

的竞争情报价值体现在报告所记录的科研项目都

是近年的前沿技术内容，能够详细地描述项目的

关键技术、路线、难点以及创新点等。科技报告

用户可以通过相关专业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到完整

的科技报告，了解并获得相关技术的研究思路、

研究成果及应用前景等信息；其次，科技报告服

务机构依据《科技报告元数据规范》，通过相关

服务系统对科技报告进行深度加工以后，形成由

13 个元素，27 个元素修饰词，8 个编码体系修饰

词构成的科技报告元数据，再通过科技报告共享

服务平台对元数据的检索和分析，可得到竞争对

手、潜在技术合作伙伴等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科

研方向，同时通过进一步的数据挖掘，运用聚类

分析等情报分析方法和工具，可以得到相关技术

领域的发展趋势等竞争情报信息，从而指导企业

战略决策响应和预警。

3 科技报告开发应用流程

高质量的竞争情报工作既需要每一个环节高

质量的工作，又需要各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协调、密切配合，构成完整的、良性的循环。只

有完成这个过程，才能显出价值 [4]。科技报告开

发利用以网络平台为基础，做到组织网络、信息

网络和人际网络相结合，先进性和实用性相结

合，建立以企业竞争情报为主、以科技报告为主

要内容的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工作体系 [5]。所有

的情报服务均是以企业的需求出发，通过对科技

报告元数据的规划整理，辅助其他渠道收集情报

信息，采用工具、人工等方式进行识别，借助专

家团队的力量对情报研究分析，最终情报形成产

品，服务于需求主体，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撑，提

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良性循

环。如图 1 所示。

4 对策与建议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科技报告的数量

和质量是提供增值开发和利用的基础，科技报告

元数据的细化程度决定情报分析维度与挖掘的深

度，用户的认知和使用才能使科技报告发挥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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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作用。因此，一方面进一步建设开发科技报告

共享服务平台，完善数据挖掘功能，建立多维度

指标分析模块，拓展平台功能；另一方面结合企

业需求，充分发挥情报机构的资源优势，结合内

外资源，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竞争情报产品，从

而实现和推动科技报告的增值开发和充分利用 [6]。

为更好地从科技报告中挖掘与分析利用企业竞争

情报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4.1 完善科技报告信息基础资源建设

在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检索、统计及数据挖

掘功能中，进一步细化增加元数据，完善高级检

索引擎，增加多种逻辑的组合检索及筛选、建立

多维度统计指标分析模块、生成关系图谱等分析

功能。目前，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提供快速检

索和高级检索功能，用户可以选择题名、作者、

作者单位、科技报告类型、编号、关键词、摘要

等查询条件，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还可以显示

多个检索条件和逻辑关系进行组合检索。而统计

分析功能主要是服务于科技管理和科技决策，对

于公众和企业用户来说可开展统计及数据挖掘的

功能甚少。在信息爆炸时代，情报信息的通道和

载体愈发丰富，科技报告的检索、统计与数据挖

掘也应与时俱进。在检索方面，可增加构建表达

式检索（支持同时录入多个检索词和逻辑运算符

号的表达式）、精准检索（检索结果与检索词完全

匹配的一种检索方式）、限制检索（可以对科技报

告的年代、类型、年龄组、性别、领域等特征进

行限定），以及检索历史的保存（实现一个或多个

历史检索表达式的逻辑组配检索，检索策略可以

保存）等功能，以满足客户检索的多种需求；在

统计和数据挖掘方面，可开放公众及企业用户的

统计分析权限，优化元数据的整合、关联整合、

知识整合，在元数据信息与科技报告全文之间通

过科技报告编号形成一一对应的同时，通过关联

整合，将期刊论文、专利、著作、软件著作权、

标准等事实型数据链接起来，运用Ontology在语

义和知识层次上，建立知识的单元链接，进一步

形成知识网络，生成关系图谱，最终在方便用户

获取知识的同时，为知识挖掘、非相关文献知识

发现及企业竞争情报的获取提供便利条件。

4.2 推进科技报告的撰写、呈报和共享

截至目前，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共收录发

布各类科技报告达 12 万份，地方汇交科技报告数

量由最初的 3600 份达到现在的 2.4 万份。2018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规范管理科学数据的重要性。

对此，国家各部门和地方应基于现有的科技报告

服务机构和资源平台，尽快出台科技报告制度建

设的顶层设计方案。在横向上，成立跨部门的科

技报告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各部门间科技报告工

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建立科技

报告制度建设会商机制，负责科技报告工作的组

织实施和跨部门协调，充分发挥各部门在推动科

技报告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科技报

图 1 服务于企业竞争情报的科技报告开发利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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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在纵向上，加强地

方省市联动，有条件的地市可先试先行，开展市

级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工作，并积极探索部门、地

方呈报科技报告的新方法、新思路。进一步推进

科技报告呈交、回溯、改写、发布和共享工作，

在保障科技报告信息安全的同时，提高开放共享

水平，为企业竞争情报信息挖掘和利用形成规模

集群效应，更好地支撑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4.3 建立科技报告奖励激励机制和质量评价体系

科技报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科技报告体系建

设水平。各地方科技报告管理部门应树立科技报

告质量意识，逐步完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的

建设工作，从用户的视角建立科技报告的奖励激

励机制和质量控制方法、控制流程、指标体系、

评价方法以及科技报告质量审查制度等，最终使

科技报告信息资源能够更多地服务于企业。

一是将科技报告引入技术职务晋升、申报科

技奖励等工作中。利用科技报告共享系统的统计

功能，对已公开科技报告的检索、浏览和下载频

次进行统计分析，上报相关科技主管部门，作为

评价项目承担单位科研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作

为科技人员的重要科研产出，科技报告工作质量

作为评价科研机构工作绩效和科研人员能力水平

的重要指标。

二是建立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目前已有

学者对科技报告的质量评价进行了相关研究。如

贺德方等提出利用层次分析法、缺陷扣分法、第

三方评价法、用户评价法、同行评议法等建立科

技报告质量评价的方法体系 [1]。但目前仅限于理

论探索阶段，各地方尚未建立有效、可行的质量

评价体系。因此，应尽快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

中，验证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建立一套可考核的

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

4.4 提高科研人员对科技报告的重视程度

一方面是加大面向科研管理人员、专家学者

及社会公众的宣传力度，加强科技报告及科技报

告制度、体系等相关工作的科普宣讲，从政策和

义务角度强化宣传科技报告工作的重要性和长期

性，从科技报告的价值角度加深科研人员对科技

报告的科技创新驱动价值的理解，使其形成对科

技报告呈交义务性和必然性的认知。另一方面是

加强科技计划项目单位和科研人员的培训，尤其

是撰写准则的普及。撰写质量关系到科技报告的

质量，只有报告撰写人了解和掌握了科技报告相

关要求，才能如实清晰地反映科研项目的详实过

程和内容，才能从源头上提高和控制科技报告的

质量。另外，科技报告的审核是对科技报告撰写

规范、行文标准、组织编排的形式审查，对科技

报告审核人员的培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7]。

4.5 推动开展科技报告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

知识管理并不单纯是一种管理理论，而是

涉及从技术到管理再到哲学的多个层面。知识管

理的目标可以理解为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知识

传递给合适的人，提高组织的竞争力，促进组织

创新，保护组织的知识资产，避免知识随着人才

的流失而流失，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等 [8]。科技

报告的产生和出现正是知识管理理论的运用和体

现。但现实中往往是科技计划项目承担者不愿意

或故意将项目中的各类试验数据、关键知识点、

相关经验教训隐晦，直接导致科技报告的质量出

现问题，无法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就无从探讨其

增值开发与利用 [9]。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科技报告的知识权属分配问题，二是激励和

奖惩机制的缺失问题。因此，在科技报告制度建

设中，无论是管理机构还是专家学者，有必要推

动开展相关知识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在对

科技报告进行信息化处理的同时，如何提高报告

的质量，如何保护好知识产权，如何建立报告撰

写奖励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知识创新与共享交

流的学术氛围是科技报告知识管理科研工作未来

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5 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科技报告的数量

和质量是提供增值开发和利用的基础，科技报告

元数据的细化程度决定情报分析维度与挖掘的深

度，用户的认知和使用才能发挥科技报告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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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课题，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管理局等

研究审批多为教学、临床、中药等方面。然而

从图书情报角度对名老中医史料的研究，其课题

申报只能是侧重于社会科学方面。从 2019 年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查找申报相关类目：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只有“69. 民间历史档案整

理与研究”条目相接近。所以，要重视名老中医

史料方面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并加强相关项目

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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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建设开发科技报告

共享服务平台，完善数据挖掘功能，建立多维度

指标分析模块，拓展平台功能；另一方面要结合

企业需求，充分发挥情报机构的资源优势，结合

内外资源，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竞争情报产品，

从而实现和推动科技报告的增值开发和充分利

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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