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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科技情报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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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构建的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及其应用，分析了用户的应用

效果、案例，提出了平台下一步的建设方向。该系统采用多源数据融合技术整合基础文献、研究报告、实验数据等异

构化数据，将科技情报服务进行模块划分，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模式，根据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在不同

的创新阶段中的个性化情报服务需求提供精准服务，进一步提高情报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为科技情报服务平台的建

设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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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hance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is paper integrates isomerized data such as basic literature, research reports and experimental data using 
various resources fusion technology, divide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to modules, adopt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 mode, and provides accurate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needs of the innovation subject in different innovation sta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users, cases and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the platform are also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reference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tech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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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链可以分为 5 个主要阶段：创意产生阶

段、设计研发阶段、知识物化阶段、成果产业化

阶段和市场化阶段 [1]。在创新的过程中，政府、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中介机构参与了其中的

一个或多个阶段，创新链则作为链条将各主体编

织成一个网络，战略、资源、组织、制度之间的

整合与协同，各主体间多层次的交互和链接，共

同构成了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2]。

作为中介之一，科技情报服务机构主要为创

新系统中创新主体提供科技情报服务，以专业知

识与技术提供情报产品，在整个创新链中为用户

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最大化地激活各主体的协

科技资源建设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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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效应，促进产业的发展。钱虹 [2]经过调研分析

得出创新链各环节不同，主体的目标不同，决定

了创新活动的特点和活动内容也不同，相应的科

技情报服务需求也不相同。目前的情报服务系统

只能基本满足业务流程的需要，实现在线委托、

任务分配、进度查新、项目归档等功能 [3]。尚未

基于平台集成更多的科技情报服务，存在服务内

容单一、服务模式简单、缺乏对服务需求的精细

划分等问题。

鉴于此，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建设了

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图 1），整合服务资源，

将科技情报服务进行模块划分，采用线上线下结

合的服务模式，将用户与服务资源联结，建立了

有效的互动渠道，用户和情报服务人员可实时开

展互动交流，提供更加灵活、准确的科技情报服

务，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

本文将重点阐述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构建的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应用的情

况，以期能够对科技情报服务平台的建设提供参

考与借鉴。

1 平台建设思路

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按照“数据多元化、

内容丰富化、服务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利用多

源数据融合技术将基础文献、研究报告等二次开

发文献、事实型数据等异构化数据进行整合构成

资源池，并集成多个情报分析工具，用户进入平

台后可根据需求选择服务内容。使得用户根据自

己的需求，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

地享受个性化的服务，从而提升科技情报服务的

“有效性”。

2 平台建设特点分析及其应用

2.1 丰富的数据资源

资源是科技情报服务的基础，建立全面、高

质量、完善的资源是科技情报服务系统的首要任

务。在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中，数据库资源包

括商业数据库、特色数据库、政府公开数据库、

政策库、情报分析产品数据库等。（1）商业数据

库：科技情报服务中常规的商业数据库资源是必

备，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等中文商业

数据库和DIALOG、SCI、EI等外文商业数据库，

还有电网、铁路等行业数据库。（2）特色数据

库：通过不同渠道、多种采集方式获取的多种数

据结构的信息汇聚到一起，经技术处理形成具有

统一格式、可进行多种应用的多源数据的集合 [1]，

包括图片、算法、模型、试验数据等。（3）政府

公开数据库：包括各类统计数据、科技报告、政

图 1 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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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报告等数据库。（4）政策库：在对创新主体的

调研中，用户特别是企业用户反映不能实时掌握

最新的政策信息，或是没有时间和能力对大量的

政策信息进行梳理，筛选出自己所需求的信息。

因此，在对近十年的政策信息进行梳理及标引的

基础上，对每个政策信息增加了简化版，方便用

户直接进行检索及使用。（5）情报产品数据库：

在日常的情报服务过程中，将产生的简报、咨询

报告、定制化的分析报告保存在资源池中，以供

符合权限的用户使用，包括情报分析工作人员、

购买服务的会员等，这样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又可以丰富数据库资源。

2.2 提供自助科技情报服务

将情报分析中常用的工具，如语义分析、专

利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情报分析工具虚拟化，

有需求的用户可在平台上利用查新辅助分析系统

和科研评价等的自助功能实现简单的自助科技情

报分析和科研鉴证等。

（1）查新辅助分析系统

情报分析工作的基础就是检索出与主题相

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对于查新工作，要求检索人

员抽取关键词，在数据库中输入并检索出相关文

献，并根据文献的相关性不断调整检索词及其组

合方式。此项工作对于非专业的查新人员是有困

难的。检索词的选定对于检索结果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特别是对不经常写论文的科研人员，准确

提取检索词都是难点，更何况编辑检索式。而利

用构建的查新辅助分析系统，可根据科研人员填

写的创新内容进行语义分析，抽取检索词，然后

根据抽取的检索词构建词向量空间，选择主题挖

掘模型，找出核心关键词 [4]，形成检索式，再在

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检索。根据抽取检索词和检索

文献的结果，科研人员可根据自己研究内容和方

向进行对比筛选，确认相关文献后，系统可对相

关文献进行主题聚类分析 [4]，对研究内容进行合

理评价，形成初步的分析报告。科研人员运用查

新辅助分析系统自助服务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

适用于在立项初期或科研鉴证前期，先自己检

索，确认自己研究内容的创新部分，缩小范围，

提高了日后进一步委托给情报服务人员时的沟通

效率。

若科研人员需要进一步的精确、深入分析，

可再填写委托书，委托给专业的情报服务人员完

成查新报告或信息咨询报告。情报服务人员也可

以利用此系统，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筛选出与主

题精确相关的文献，再利用关键词共现的词频作

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评价，用以辅助判断委

托项目技术的创新性，从而大幅度缩减工作时

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2）科研评价系统

每年有很多的科研人员需要了解自己的论文

被收录及引用情况，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只能

委托给专业的评价机构，有时候检索结果为零，

但由于评价机构的人力及资源成本仍需要收取费

用，因此容易产生争执。科研评价系统的自助功

能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所需的科技情报服务内

容。科研人员可利用该系统的自助功能根据论文

信息进行语义分析，并根据提取信息在相应的数

据库中进行检索。

2.3 提供精准科技情报服务

对所有进入系统的用户，采集其行为信息并

进行分析，根据用户的基本信息及行为信息对用

户进行详细画像 [5]，建立用户画像库，跟踪用户

需求，分析其潜在的科技情报服务需求，为其推

送对应的科技情报服务。每个用户的信息为一个

独立的数据包，可根据用户的反馈或每次的服务

信息更新用户画像，进而更新推送服务内容，如

此往复循环，直至符合用户的实际服务需求。因

为外部环境、用户个人情况等各类信息均存在改

变的可能性，用户的科技情报服务需求也会发生

改变，动态的用户信息库更能灵活精细地对接用

户的科技情报服务的实际需求，提高科技情报服

务的有效性。每次科技情报服务完成后，用户的

反馈意见也会进入用户信息库中，可根据反馈对

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及用户画像进行更新，形成

闭环从而保证服务的精准性。

2.4 提供匹配合适的科技情报

对科技情报服务内容进行画像，根据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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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特点，为其匹配合适的科技情报服务。

（1）基础性信息服务

基础性信息服务主要指的是满足各创新主

体创新中对要素信息的需求 [6]，包括创意产生阶

段的产业数据、人才信息、合作者信息、政策信

息，研发过程中的技术数据，测试与生产准备阶

段原材料、装备、生产工艺信息，测试设备与场

所信息等。普通用户可进入平台根据需求自行检

索，而会员用户可选择推送功能，系统会根据会

员的画像动态分析会员的需求，将其所需信息推

送至会员的邮箱或终端中。

对于知识物化阶段查新、论文收录检测、专

利申请、成果登记等服务，用户可选择在线自助

的情报服务方式。自助的服务方式是基于多元资

源库的延伸服务，用户利用分析工具对自己的研

究内容进行初步评价，生成简单的分析报告。此

种服务方式能够满足用户浅层次的科技情报服务

需求，还能满足用户对自助服务模式的要求，更

能体现科技情报机构资源与分析技术的协同效应。

（2）轻量数据分析服务

轻量数据分析服务的特点就是内容精简、响

应快速 [7]，主要是满足用户政策监测、舆情监测、

技术动态监测、竞争对手动态监测等具有时效性

信息的情报服务。这类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稳定型

用户或潜在培育的用户，首先需要在服务前就熟

悉或与用户沟通好所需要的情报内容；其次采用

人工或网络爬虫等网络抓取工具，实时的监测

跟踪对象的变化；最后再采用信息筛选工具，从

采集到的信息中高效率地筛选出目标信息，以简

报的形式发送给用户。对于曾经进入平台中的用

户，可根据其留下的痕迹分析服务需求，将所需

的信息经简单加工后发送至其邮箱。

（3）细粒度情报解析服务

根据用户提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深层次的科

技情报服务 [7]，如产业发展前景、前沿技术、专

利布局、技术评价、项目价值评估、市场需求分

析、专利分析等。细粒度情报解析服务需要对海

量信息、数据进行筛选并浓缩，服务过程中有 3
个要点：一是做好沟通，在整个情报服务的过程

中都需要与用户、行业专家频繁沟通，确保检索

的信息、情报分析方向的准确性；二是需要扩大

数据来源，不能仅局限于常规的商业数据库，还

需要扩大到科技报告、查新事实型报告、科研项

目档案库、政府开放性信息库及异构性数据库等

特色资源库中，同时，网络中的知识性网站、论

坛也不能忽略；三是不能单纯依靠人工智慧对检

索到的信息进行加工，还需要对内容进行战略性

解析，借助如文献计量分析工具、专利分析工具

等具有知识发现、智能性的分析工具辅助分析，

挖掘数据中的潜在信息，并分析信息之间的关联

性，还可通过信息之间的关联网络分析潜在的信

息，如潜在的合作对象、技术发展趋势等。

（4）“经纪人”式全链条服务

“经纪人”式全链条服务，指的是情报服务

嵌入服务对象的创新全过程，对应每个用户都有

专门的情报服务人员或团队，将分散的服务变成

系统化的服务，服务对象可以是研发团队、某个

部门、机构或公司。科技情报机构像经纪人一

样，根据服务对象所处的阶段主动给予相应的情

报服务，并且对其发展中的情报需求进行预判，

在用户提出需求之前为其发送相应的科技情报服

务产品，并在每个阶段为用户提出适合其发展的

方案，为用户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情报分析人

员与行业专家成立情报服务技术保障小组，与用

户保持频繁交互，随时准备为用户解决问题。

2.5 提供科技成果交易服务

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及个人，均可将自己

的研发成果放在平台上，将平台作为交易媒介，

以供需要成果的人选择。与常规成果交易平台不

同的是，该平台还提供每项成果与国内外相近成

果对比的特点、知识产权情况等，多维度地揭示

成果的相关信息，便于需求者选择。通过成果数

据库，可以打通上下游、促进创新主体跨领域、

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资源能力限制，提高创新

绩效。

2.6 用户自主模块化组合服务

在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上，不再是传统的

用户提出需求、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模式，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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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自助服务、委托服务和主动推送服务。基于

平台也可选择线上服务或者线下服务，用户可根

据自己的科技情报服务需求将服务方式进行模块

化组合。信息员、情报分析人员和行业专家共同

构成情报分析团队，贯穿于整个服务流程，可根

据用户需求随时融入科技情报服务中。

3 应用效果及案例

“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了各类文献

数据、政策数据、成果数据、研究报告数据、事

实数据等，其中本地存储数据政策加工数据 5800
条，研究报告数据 2000 条，事实型数据 1.4 万

条，异构化数据总量约 3 万条，用户数据 1.8 万

条。目前，该平台已在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院投入使用，已为 4765 个用户提供服务，服务

对象包括 3800 家企业、415 家高校、162 家科研

院所、110 家医疗机构、87 家管理机构等。在服

务过程中，根据用户在创新链的阶段、角色及需

求特点为其提供不同内容的科技情报服务。特别

是增加了自助服务，一方面优化了用户的体验

感，通过网络化平台满足了自己的情报需求；另

一方面减少了工作人员在基础性信息服务上面的

时间耗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轻量数据分

析服务和细粒度情报解析服务中。在自助服务上

线测试的 4 个月时间内，已经有 100 多个用户使

用了此项功能，并且有 80%的用户认为这样的服

务模式为他们节约了很多时间，表示愿意今后继

续使用。

“经纪人”式全链条服务形成服务闭环，特

别适合企业用户，目前平台已为企业提供了此项

服务，包括推送最新的政策、提供技术分析、科

研鉴证等科技情报服务，为其带来经济效益。如

某研制路面施工设备的企业在市场调研后准备研

发一个可以实现路面铺设过程中平整度与压实度

一体化控制的铺路设备。因为人员与时间的限

制，希望能找到合作方来共同开发。企业先利用

查新辅助分析系统搜集并分析了这类设备的研

究现状，然后再与情报分析人员及辅助专家沟

通，完成了国内外平整度与压实度一体化控制设

备的研究现状报告，并确定了 3 位有研究基础的

学校老师。在与这 3 位老师沟通后，对他们各自

技术的创新内容进行科研评价并完成科研鉴证报

告，经过对合作对象的进一步筛选，企业依据技

术评价报告与专家的意见确定了技术方向及最终

的合作对象。在设备研发成功后，企业再对此设

备进行科研鉴证。最后，利用这个服务过程中产

生的咨询报告、科研评价的内容完成可行性研发

报告，并在其集团公司科研项目评奖中荣获二等

奖。

4 结语

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构建的科技情报

综合服务平台集成了现有的主要科技情报服务内

容，并对其进行了模块划分，用户可根据需求对

所需的科技情报服务内容进行模块化组合，还可

自主选择服务模式，优化了用户体验感，满足了

用户对服务效率的需求。科技情报服务平台建立

了用户画像库，提升了科技情报服务的精准性，

科技情报服务人员可根据用户画像特点，更准确

地为其提供科技情报推送，挖掘潜在用户，扩大

了科技情报服务的范围，提升了科技情报服务机

构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科技情报服务机构服务内容的限制，科

技情报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内容具有局限性。企

业作为创新的主体，除了在产品的创新中需要科

技情报服务外，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后端——成

果物化、批量化生产、市场营销等阶段还需要市

场营销服务、金融服务等，而这些依托科技情报

服务一体化平台的服务内容暂时无法实现。在后

期的建设中，可与其他中介服务机构联合，在科

技情报服务平台上融入营销服务、金融服务等内

容，加强创新链与服务链之间联系，强化平台的

服务能力，为创新主体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最

大化激活产业链间的协同效应，发挥 1+1>2 的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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