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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循证方法在专利情报中的应用，以期丰富专利情报分析理论体系。在分析循证专利情报系统中主体要

素对循证专利情报产品质量影响的基础上，融合循证理念和专利情报分析机理，研究分析循证专利情报分析的主框架

和循证过程，进一步以我国碳纤维专利分析为例开展了实例研究，据此提出循证方法与专利情报融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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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method in patent intelligence so as to enrich 
the patent intelligence analysis theor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 elements of 
evidence-based patent information system on the quality of evidence-based patent information produ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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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循证方法”起源于循证医学，其核心理念

是基于证据进行实践或决策。而循证决策被认为

是将科学的证据与实际的需求结合起来，为用户

提供科学的决策服务。循证决策的要素包括：科

学证据、专业人员和特定用户 [1-2]。循证方法已

渗透至经济学、教育学、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情

报学等学科领域 [3-4]，且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

认为是学科的第三次“科学化”浪潮 [5]。在医学

领域，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循证医学领域的临

床治疗、诊断和预后等以及循证卫生保健领域的

公共体系、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6]等。如刘伟萍

等 [7]探讨了循证医学实践中的临床情报服务。在

法学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既有涉及法循证方法

特性等理论研究，也有探讨循证方法在法治工作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2卷第2期 2020年3月

─ 8 ─

中的实践。如贺柏林等 [8]将循证方法应用在戒毒

工作的开展中。在经济学领域，已开展循证经济

学概念、证据的获取及评价等研究，同时学者们

已将循证方法应用在公共经济、发展经济学等经

济学的分支学科中 [9-10]。在教育学领域，涉及循

证教育理念、方法，循证理念在教学方法、教育

改革成效等方面的实践研究 [11]。如杨文登 [12]以

美国有效教学策略网为例，探讨了循证教学的实

践。在图书情报和知识服务领域，理论层面上主

要涉及循证图书馆学研究现状、循证分析流程、

循证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等，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

图书馆的文献检索、知识服务、图书馆员职能、

藏书评估、阅读推广、图书馆教学、循证采购

等 [1,13]。如顾俊 [14]探讨了循证知识服务模式。总

而言之，循证方法因其系统性和科学性已在较多

学科中得以应用，且在情报学领域已有所探索。

作为情报学科的一大分支，专利情报分析方

法的研究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已引入对比

分析、定标比超、TRIZ、数据挖掘等 [15-18]，但

多数都只针对某一技术主题进行探讨，且较少系

统地探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专利情报分析中

的应用，缺乏指导性的理论框架体系。本文拟对

在专利情报分析中引入循证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专利情报的循证分析方法（以下简称 “专利情报

循证分析”）是遵循“证据”的专利情报分析方

法，其分析系统是由专利情报需求主体、专利情

报应答主体和循证证据等若干要素组成的。专利

情报的循证分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问题导

向性。针对需求问题，有的放矢，寻找、挖掘证

据，最终得到能解决需求的专利情报。二是流程

上的规范性。强调确定问题、寻找证据、评价证

据和应用组合证据的过程，而且在过程中，强调

先评价再组合证据，进而得到专利情报 。三是信

息源头上的系统性。一方面注重咨询 /需求主体

需求信息的搜集；一方面信息源的猎取范围覆盖

专利数据库、产业 /技术信息、专家智慧以及利

益相关方的信息等。

1 主体要素

在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系统中，涉及咨询 /需
求主体和应答主体两大主体要素，它们的角色分

工决定着专利情报产品的质量（图 1）。

图 1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的关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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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需求主体是专利情报的需求者。其所

享的专利情报有两类服务：一是应答主体的“主

动型”服务，这需要应答主体对相关同类需求主

体进行调研，从而攫取需求主体对循证专利情报

的实际需求；二是应答主体的“被动型”服务，

也就是咨询主体对应答主体提出“定制型”循证

专利情报的需求。咨询 /需求主体与应答主体之

间的信息沟通越顺畅，对于后续的专利情报产出

越有利。咨询 /需求主体与应答主体之间有关需

求信息的交互可通过专利情报服务平台来传递。

咨询 /需求主体所扮演的另一个角色是专利情报

产品的检验主体和优化主体，即其在“用证”过

程中也是对证据的检验，并将相关结果反馈至应

答主体，进行修正，从而达到优化“证据”、优

化循证专利情报产品的目的。

应答主体则是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的执行主

体，是影响专利情报产品质量的关键主体因素，

主要体现在其专利情报循证分析和运营环节。涉

及的因素主要有：（1）循证专利情报服务平台。

平台的构建促成了应答主体与咨询 /需求主体之

间建立专利情报有关信息分享、信息交互、信息

共享的机制，包括应答主体需求信息的供给、成

果的展示以及循证专利情报服务的宣传等。（2）
文化和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应答主

体中决策者创造的。应答主体研究人员需要决策

者为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再学习的文化环境，

可以实时地与外界保持信息交互。制度环境是应

答主体决策者激励并约束研究人员，在制度层面

上引导产出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循证专利情报产

品。（3）技术工具。专利情报循证分析技术需要

专利分析方法和循证方法的集成和融合，涉及专

利循证分析框架的制定、证据的获取和证据的评

价等环节。专利情报循证分析技术是专利情报研

究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技能，且研究人员必须与

技术环境保持联系，实时吸收新理念、新方法。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工具是专利情报分析常用分析

工具和循证中系统评价的常用工具，其中循证系

统评价常用工具有RevMan等。（4）专家智慧。

在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系统中，专家智慧是关键因

素之一，决定了其分析是否科学、合理。在分析

过程中，需要应答主体专家有关循证领域、专

利分析领域的知识与领域专家的领域知识进行集

成、融合。（5）数据资源。数据资源的真实性、

可靠性和实时性等是保证循证专利情报产品质量

的前提。

总体而言，在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系统中，需

要咨询 /需求主体与应答主体的协同合作，共同

发力。对于咨询 /需求主体而言，必须保持与应

答主体之间的信息畅通，为应答主体提供确切的

需求信息，乃至基础性证据。同时要“检验”应

答主体所提供的证据，并将结果反馈至应答主

体。对于应答主体，其主要职责是专利情报的循

证分析和运营，对内要确保有良好的文化和制度

环境、可靠的数据源、过硬的技术手段等，对外

要保持与外界的相关信息环境动态的联系。

2 主框架及循证过程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证据的

获取。对于证据的获取无疑也是循证方法与专利

分析融合的过程。循证医学强调的是科研理论与

临床经验和患者需求的融合，目标是实现医疗资

源的价值最大化 [19]。同样，专利情报循证分析也

强调理论与实际、主体信息与资源信息的融合。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系统框架如图 2 所示。

从证据来源来看，专利情报证据主要源于专

利情报循证分析系统框架，辅以主体信息和资源

信息，以及外围专家的智慧。而专利情报循证分

析框架的拟定，往往也源于这些信息源，即分析

框架主要是由应答主体基于咨询 /需求主体信息

的需求信息，在整合循证专利情报、循证或专利

分析文献等理论层面的信息资源，产业 /技术层

面的产业 /技术现实资源，以及国内外相关案例

等实际应用信息的基础上，再综合外围专家的智

慧而得。其中，外围专家包括循证专家、专利情

报专家和产业 /技术领域专家。显然，证据的获

取主要是在应答主体所构建的循证专利情报分析

框架下，对所采集的专利信息进行分析。而常用

的分析手段有描述型专利情报分析、监测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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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和预测型情报分析 [20]。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的实践主要遵循着确定

任务问题、寻找证据、评价证据和组合证据的过

程，如图 3 所示。

3 确定问题与寻找证据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过程的第一步是确定问

题，包括从战略层面到任务层面的问题，如图 4 
所示。

问题的确定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答

主体应保持与咨询主体的互动，通过问卷调查、

实地调研等方式挖掘咨询主体的专利情报需求。

二是应答主体应明确专利情报提交时间，确保提

供高时效性的专利情报产品。三是应答主体明确

咨询主体所需专利情报的主要用途，以便有针对

性地提供情报服务。四是根据咨询主体的需求提

供专利情报产品，可以是专利分析报告、技术方

案和决策建议等形式。

图 2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框架

图 3 专利情报循证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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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情报分析过程的第二步是寻找证据。证

据来源可分为研究性证据、利益相关者观点证据

和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表 1）。
（1）研究性证据。研究性证据的获取渠道

主要有：一是从研究性文献，包括图书、研究

论文、研究报告、科技报告等中挖掘的产业 /技
术信息。二是应答主体研究人员或领域专家的经

验、知识。三是专利数据库。一般情况下，专利

数据库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证据标签。

（2）利益相关者观点证据。利益相关者证据

主要是指咨询主体（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政府，乃至个人等）对专利情报的认知和利益诉

求，即咨询主体的观点、需求和利益等，以及与

咨询主体利益相关者的相关信息。一般情况下，

应答主体可以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咨

询主体的观点证据。

（3）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产业 /技术环境

证据主要是指对产业技术的宏观、中观和微观

环境等信息的搜集，如产业 /技术政策信息、产

业 /技术发展走向以及创新主体研发状况等相关

信息。

4 评价证据与证据的组合运用

在循证方法中，须要对证据的真实性、可靠

性、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如表 2 所示。

一是证据来源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应答主体

自身经验来评判数据源是否真实，是否具有时效

性。

二是证据本身的评价。对于证据本身的评估

主要从针对性、时效性和科学性 3 个方面进行，

而相应的评判则可通过同行评议、应答主体自查

等方式来实现。

总体而言，各证据有着不同的证据标签，且

其获取渠道也不一样。在专利情报循证分析中，

任何类型的证据都不能单一存在，需要组合运用

这些证据。证据的组合运用主要是对经过评估后

的备用证据进行组合、提炼，形成解决方案，得

到最终的专利情报。备用证据的组合主要是在对

备用证据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应答主体的经验、

知识进行提取，并形成实现约定好的专利情报形

表 1 证据获取渠道

证据类型 证据标签 证据获取

研究性证据

研究文献
研究文献包括图书、研究论文、研究报告，从中可挖掘产业 /技术信息（为后

期专利分析做基础信息铺垫）、专利分析方案（基础信息）等研究性证据

应答主体经验、知识 应答主体团队的组建和完善

专利数据库 选定专利数据库、专利分析软件，构建分析指标和分析框架等

利益相关者观点证据 咨询主体访谈 对咨询主体进行深度访谈或问卷调查，可获取产业 /技术信息相关证据

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事业

网站以及大型企业年报等
对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事业网站进行检索和信息筛选

图 4 从战略层面到任务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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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中，在证据的组合时，应以研究性证据

为主，以利益相关者证据和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

为补充。因为，利益相关者证据往往带有主观色

彩，科学性相对不如研究性证据。在组合证据时

需要应答主体的科学判断。

5 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的循证专利情报分析框架，本文以

我国碳纤维主要创新主体及其主要研发状况为案

例作进一步说明。

5.1 分析框架

图 5 给出了我国碳纤维专利分析的循证过程

和框架。对于国内碳纤维主要创新主体技术布局

的分析要经历确定问题、寻找证据、评价证据和

应用组合证据。其中，在评价证据环节，如果发

现问题即要返回寻找证据环节。

5.2 分析过程

5.2.1 确定任务问题

确定任务问题即要把战略问题分解为任务问

题。要把握国内碳纤维主要创新主体研发状况，

表 2 备用证据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

证据来源
数据源的时效性

对研究文献、专利数据、相关机构网站和年报的数

据源的时效性进行评价

数据源的真实性 数据源是否真实

证据本身

针对性
是否针对咨询主体所需 分析内容与咨询主体需求的契合度

备用证据对咨询主体创新活动的启示程度 对咨询主体创新活动是否有启示及其启示的程度

时效性 应答主体的工作效率 应答主体提交组合证据的时间是否及时

科学性

分析论证的逻辑性 确定问题和寻找证据是否客观、严谨

证据的可靠性 证据是否合理、可行

与咨询主体创新活动的适应性 证据是否与咨询主体的创新活动相适应

图 5 国内碳纤维主要创新主体技术布局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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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是厘清技术领先者及他们所掌握相应的

技术情况。

5.2.2 寻找各创新主体相关证据

首先对专利数据库和分析软件等“硬”资源

要素的选择。本文采用润桐专利检索系统，领域

技术信息则是通过国内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相

关官方网站等获取。

其次检索方案的拟定，主要是基于关键词检

索（如“碳纤维”“炭纤维”“石墨纤维”“石墨

化纤维”等）和 IPC分类号检索，专利申请时间

限制在 2019 年 2 月 1 日之前，共检索到 9675 条

专利。

最后针对“谁是技术领先者”这一“任务问

题”，采用目前较为常用的专利权人的数量分析，

即描述型专利情报分析，取排名前 8 的专利权

人，得到研究性证据 1（表 3）。由于条件所限，

难以对相关主体进行一一访谈等，故本案例不

对利益相关者证据进行搜集。而是通过专利数据

库、科技论文、研究报告等搜集研究性证据，并

通过相关官方网页搜集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

（1）研究性证据。研究性证据 2 的搜集一方

面利用专利分析得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科技论

文、研究报告等研究性文献得来。而对于专利数

据库的证据标签，主要是针对八大专利权人取近

10 年的专利进行专利内容分析。除了专利数据库

这一证据标签外，本文还对这八大专利权人的有

关科技论文、研究报告等进行检索，并将相关文

献进行内容分析。

（2）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本案例聚焦于国

内碳纤维主要创新主体研发状况，在搜集产业 /
技术环境证据时主要针对宏观层面的产业 /技术

政策信息以及微观层面的产业 /技术创新主体相

关信息。对于宏观证据的搜集主要是对近年来国

家层面的有关政策进行搜集。表 3 汇总了近年来

国家层面的有关文件。从表 3 可以看到，目前国

内正在推进高强度碳纤维的低成本、规模化技术

以及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发展。对于微观证据的搜

集主要是针对各创新主体的官方网站以及网页检

索相关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研究表明，有的创

新主体的相关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2.3 评价证据

证据的评价着眼于证据的来源和证据本身。

对于证据的来源，从时效性来看，研究性证据的

来源是近 10 年的专利数据库和科技论文等。对

于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的信息来源基本是近 5 年

的，因此这些证据源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从真实

性来看，专利数据库来源于润桐，科技论文来源

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和维普数据库，

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官方机构

网站和主流媒体报道。因此，从信息来源上看，

证据较为可靠。

对于证据本身，对于证据的获取，首先针

对谁是技术领先者、他们都掌握了哪些技术两大

任务问题，采用专利权人分析，得到谁是技术领

先者。这一研究性证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科学

性。其次基于研究性证据 1，对各专利权人的专

利产出及其有关技术发展的科技论文进行内容分

析，得到研究性证据 2。可见，研究性证据 2 也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于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的

获取，主要是对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等相关信息

进行内容分析和逻辑判断。总而言之，以上证据

是针对任务问题，通过专利分析、内容分析等科

学手段获取，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表

4）。
5.2.4 组合、应用证据

组合和应用证据是对证据进行整合。（1）国

内碳纤维的创新主体主要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华大学、北京化

工大学、东丽株式会社、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

学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

司等机构。（2）这些创新主体总体上涉足的技术

领域主要有：碳纤维的制备、碳纤维改性、碳纤

维复合材料制备、碳纤维回收等技术。

6 结语

上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循证方法在专

利情报分析中的应用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有效

性。专利情报循证分析强调问题导向和基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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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创新主体的主要创新领域

创新主体

（研究性证据 1）

主要创新领域

研究性证据 2
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

微观证据 宏观证据

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碳纤维的制备、原丝制

备、碳纤维改性、碳纤维

复合材料（改性）等

48K大丝束碳纤维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1）2015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

造 2025》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国产高强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技术成熟度要达到 9
级，实现在汽车、高技术轮船等领域的规

模化应用

（2）2016 年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的《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提出，加快开发高性能碳纤维

及复合材料等高端产品，加强应用研究，

重点发展高强和高模碳纤维等高端产品。

重点突破高强碳纤维的低成本、连续稳定、

规模化生产技术，加快高强中模、高强高

模级碳纤维产业化突破

（3）2016 年 11 月，《“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在碳纤维复

合材料等领域开展协同应用试点示范

（4）2016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

《四部委关于印发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的通

知》指出，在碳纤维复合材料等领域实现

70 种以上重点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建成

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工艺装

备保障体系和新材料标准体系，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企业

（5）2017 年 4 月， 科 技 部 发 布 的

《“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指出，大力发展高性能碳纤维与复合材料

（6）2017 年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

的《产业关键性技术发展指南（2017 年）》

也为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发展提供蓝本

（7）2018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2017 年石化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中

有关碳纤维的 2018 年工作思路指出，指导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等联盟开

展工作，推动碳纤维等材料在汽车等下游

领域的应用推广

哈尔滨工业大学
碳纤维制备、碳纤维改

性、碳纤维复合材料等

下设哈尔滨工业大学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检

测中心。技术领域涉足碳纤维复合材料制

备与检测等

东华大学
高性能碳纤维的制备、干

喷湿纺技术

突破干喷湿纺千吨级高强 /百吨级中模碳

纤维产业化关键技术，实现国产碳纤维批

量供应。

北京化工大学
碳纤维制备、表面处理及

设备、聚合装置等

下设北京化工大学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发明了特殊工艺的T700 级碳纤维

制备技术及产品；率先实现T800 级高强中

模碳纤维的技术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

成功研发M40J、M55J等高性能碳纤维国

产化技术

东丽株式会社
碳纤维制备、碳纤维复合

材料等

东丽专利布局特点是在占领生产核心技术

的同时注重对中间及下游产品的保护，且

开发新型碳纤维，强度比以往商品提升三

成

中国科学院山西

煤炭化学研究所

碳纤维制备、碳纤维表面

处理及设备、碳纤维回收

技术等

碳纤维制备技术（如聚酰亚胺基碳纤维的

开发）、碳纤维表面改性、处理炭化废气工

艺、复合材料制备技术（如电磁屏蔽功能

复合材料的研制；轻量化汽车用碳纤维复

合材料的开发），以及碳纤维的工程化研

究。此外，近期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发了聚

丙烯腈基新型中空碳纤维

上海交通大学
碳纤维制备、碳纤维改性

等

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废弃物新型裂解回

收技术和装备，并已达到具有国际水平的

规模化生产水平，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

白

威海拓展纤维

有限公司

碳纤维原丝制备、碳纤维

表面处理、碳纤维的制备

装置（装置多为实用新型

专利）、碳纤维检测以及

生产过程中废弃的去除等

威海拓展实现了GQ 4522 级碳纤维高效制

备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突破。近年来，相继

突破了国产T700、T800、T1000、M40J、
M55J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形成产

业化，目前我国高技术装备领域的国产碳

纤维 70%来自光威拓展

问题、寻找证据、评价证据，进而应用和组合证

据的系统过程。在信息源头上强调系统性和全面

性，彰显了其科学性。在应用和组合证据前对证

据进行科学的评价，以及实际案例的分析足以体

现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的适用性，以及分析结果的

有效性。因此，循证方法在专利情报分析中的应

用虽然处于探索阶段，但其科学性和适用性是值

得肯定的。

总体而言，本文融合循证理念和专利情报

分析机理，从宏观层面的主体要素和微观层面的

分析框架及其分析流程探讨了循证方法在专利情

报分析中的实践。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的实践是一

个动态的系统，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以下几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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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备用证据评价依据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评价依据

证据来源

数据源的时效性
研究性证据的来源——专利数据和科技文献为近十年；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

的信息源基本上为近五年

数据源的真实性
专利数据来源于润桐；科技论文来源于三大数据库；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来

源于官方机构网站和主流媒体报道

证据

本身

针对性

是否针对咨询主体所需
针对谁是技术领先者以及他们都掌握了哪些技术这两大任务问题，采用专利

权人分析，进而得到谁是技术领先者

备用证据对咨询主体创新活动

的启示程度

展现领域内主要创新主体及其相关创新领域、创新活动等信息，对相关创新

主体的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

时效性 应答主体的工作效率 本实证研究为“主动型”循证专利情报服务，但在研究过程也注重工作效率

科学性

分析论证的逻辑性
确定问题环节将战略问题分解到任务问题，较为严谨；寻找证据环节利用专

利分析、内容分析等，分析论证过程较为客观、科学

证据的可靠性 从证据获取的信息源、获取手段和过程来看都比较可靠

与咨询主体创新活动的适应性
本实证研究为“主动型”循证专利情报服务，所获取的证据对于相关主体在

项目立项、项目实施等科技创新环节都比较适用

一是专利情报循证分析系统是遵循“系统

性”的循证思维。首先，体现在系统要素上。证

据的获取必须是咨询 /需求主体和应答主体之间

信息的系统集成，即应答主体是基于咨询 /需求

主体的需求信息，甚至是基础性证据，立足于自

身所猎取的数据资源、借助于外围专家智慧，挖

掘并评价证据，进而获取最佳证据。其次，体现

在证据源的系统性。证据的来源不是单一应答主

体利用专利数据库挖掘而来，而是研究性证据、

产业 /技术环境证据和利益相关者证据的系统融

合。

二是专利情报循证分析框架是一个动态的系

统。首先，证据源必须是实时动态的，以保障证

据的时效性，即专利情报数据库应实时更新，以

及对于相关主体的网站上证据源的收集，主要相

关信息的更新，即循证专利情报研究人员应与外

界保持动态式的信息交互；其次，从证据流向来

看，在证据的评价环节如发现证据需要完善，则

应返回至研究人员进行调整，且在调整后重新评

价，形成良性的动态系统。

三是循证思维强调证据的系统搜集、严格

评价以及组合和重组证据。在专利情报循证分析

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目标来确定不同的证据源

和获取证据的手段，但必须严格遵循确定任务问

题、寻找证据、评价证据和组合证据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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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持续改进、

不断完善的过程。该体系应持续关注和响应科技

平台建设和科技资源管理中的发展需要，进行更

全面和更深入的摸底，组织开展重点标准的研制

和修订，满足科技资源管理标准化需求，并对科

技资源所涉及的广泛的行业领域进行持续跟踪，

不断丰富和完善该标准体系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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