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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产业链和创新链运行下各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需求为导向，构建“产业链—情报服务链—

创新链”动态螺旋循环创新服务关系，提出“两链”融合下的科技情报创新服务模式构建方案。以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院为例，分析该模式的可行性，实证“两链”融合服务模式的效果与价值。为政府打通产业链堵点、畅通创新链痛

点、补齐“两链”融合断点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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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bout “industrial chain-information service chain-innovation chain”, then puts forward a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service model unde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hains”. At last we take Shaanxi Institute of S&T Informatio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l, and then demonstrate the effect and value of the “two chains” integrated service model. Throug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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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精准对接有助于创

新核心技术。科技情报作为一项基础性的科技创

新工作，多年来一直为政府决策和科技创新提供

可靠的保障和支撑作用。那么，在产业链和创新

链融合发展下，科技情报服务如何推动产业链和

创新链的有效衔接，促进其精准对接？如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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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针对这

些问题，本文将对“两链”融合发展下的科技情

报创新服务模式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构建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接口和通道，为“产

业链”“创新链”各环节主体提供高质量的科技

供给，切实将科技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

值；另一方面，为政府围绕创新链布局自主可控

的产业链、面向中高端环节的核心和关键技术部

署科技攻关提供决策参考。

1 “链条式”情报服务研究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1.1 相关理论研究

学术界从产业链、技术链、创新链以及产

业技术创新链等不同视角探讨了“单链条式”

情报服务模式。如耿哲等 [1]分析了基于产业链

的太阳能光伏企业的竞争情报需求；郭学武等 [2]

提出了产业链主导范式下的竞争情报分析框架；

陈思等 [3]研究了基于产业技术链的多层次技术

竞争情报服务模式；晁蓉等 [4]面向产业技术创新

需求，构建了竞争情报融合供给服务体系；王

超等 [5]面向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构建了

基于创新链的产业竞争情报服务策略；钱虹等 [6]

面向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及长期从事科技管

理的工作人员等主体提供基于创新链的科技情

报服务。

还有学者开展了“多链条式”情报服务研

究。如宋敏 [7]从科技中介服务视角研究了科技中

介服务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互动发展，聚

焦完善科技中介服务，提高科技中介服务活动与

产业活动、创新活动的耦合程度。钱虹等 [8]提出

以政府、研究团队和企业为服务对象，基于创新

链、行政链及科技情报服务链的全链条科技情

报服务模式，重点研究了技术创新链条各主体在

不同创新阶段的情报服务，实现了供给双方服务

需求精准对接，强调情报服务与创新主体高度

融合。

综上所述，现有“链条式”情报服务模式理

论研究较为注重对各服务对象（如企业、政府、

科研机构）的情报需求分析、情报内容供给，强

调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精准对接”。

1.2 相关实践研究

在“链条式”情报服务实践方面，诸多机

构尝试将“链条式”情报服务的理论研究变为现

实。如广东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结合区域

科技情报工作实践，将“情报研究服务链条”工

作分为情报分析与战略研究两大块，主要内容为

情报分析、情报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上、下游

情报工作，具体包括信息收集、加工分析与情报

检测、技术预见与趋势研究、战略规划与政策制

定等 [9]。又如广东省科学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合作，构建了广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场交易平

台——“南方双创汇”。该平台基于专利情报动

态监测服务，建立了“科技创新全链条”的服务

体系，面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等

开展精准式、靶向式情报服务。包括面向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创新链服务，涉及传统文献检索、文

献传递、科技查新等；面向省内企业的产业链服

务，涉及企业研发动态监测、专利分析及预警

等 [10]。

综上所述，“链条式”情报服务的实践研究

主要有两种：一是将情报服务进行“链条式”分

割，按照“服务链”流程开展科技情报服务；二

是将多个“单链条式”情报服务进行集成，构建

“全链条”服务体系。

1.3 构建创新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两链”融合发展下的科技情报创新

服务模式，要求科技情报服务机构作为“产业

链”“创新链”融合的接口和通道，通过情报创

新服务，开展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发展研究，

进而把握二者的融合过程、模式及协同机制，构

建一套科学的科技情报创新服务体系，使得研究

开发与生产销售无缝链接，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

品优势。但目前已有的“链条式”情报服务模式

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忽略了链条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于

链条运行的各主体之间，如“产业链”上、中、

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而现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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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式”情报服务模式往往忽略了这种关系，很大

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开展科技情报服务重复

低效。

（2）忽略了“两链”之间的融合发展。现

有“链条式”情报服务模式强调科技情报服务主

体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精准对接，忽略了服务对象

之间流通和融合，可能造成“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需求不能及时地提供给科研机构和高校，导致

“产业链”出现薄弱点和“堵点”；“创新链”各

创新活动不能依次顺利开展，使得创新链条无法

向前端延伸，出现“痛点”。

（3）忽略了“两链”之间的协同发展。通

过集成多个“单链条式”情报服务而形成最终的

“全链条”创新服务，可能会造成“产业链”的

新型产品无法最终产业化、“创新链”上已完成

的科研成果无法落地转化等，从而导致“产业

链”“创新链”不能协同发展，出现“断层”。

2 “两链”融合发展下科技情报创新服务

模式构建

2.1 科技情报创新服务模式新内涵

在“两链”融合发展下，科技情报创新服务

必须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需求而形成与发

展。它是一个多环节、多主体的动态螺旋循环创

新服务过程，同时为产业链和创新链建立了一个

融合的接口和通道。

在此服务过程中，科技情报创新服务主体

不仅需要服务特定产业以提升全产业链在市场应

用中的整体竞争优势，还需要注重各主体创新资

源的整合，为各主体提供将生产要素转换为更高

绩效特征的产品的情报服务，从而创造出巨大的

商业价值。服务主体在开展针对各主体自身链条

服务的同时，要注重与另一链条服务的流通和融

合，做好科技服务动态监控和情报反馈，实时调

整服务方向和内容，并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

成果作为自身科技服务资源库的补充资源。科技

情报服务流程见图 1 所示。

科技情报创新服务对象不是孤立封闭的，链

上各主体协同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服务过

程中，链上各主体通过上下游的彼此活动联系所

衍生出的任何创新资源、创新成果也都是各主体

协同合作的科技成果。同时，链上各环节主体之

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竞争，每个主体均试图排

除潜在威胁占据主导地位。在“两链”融合发展

下，科技情报创新服务要重点考虑服务对象之间

基于“链”运行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服务对象

之间的情报反馈。

在“两链”融合发展的服务初期，产业链、

创新链交集较少，双方流通度较低，在短期内

仍处于相对独立的单向链条服务。但随着动态

螺旋服务过程的稳步推进，以点带面，科技情

报创新服务将逐步激活各链条主体之间的“融

合开关”。

一方面，服务主体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和创

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需求，通过科技情报创新服

务将产业链升级形成新的产业链，同时创新链也

变革成为与新产业链对应的新创新链。服务主体

为产业链和创新链搭建一个融合“桥梁”，在服

务过程中，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技术需求一致，即

企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以及关键核

心技术，这也正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开展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的重点方向。其服务内容如图 2
所示。

另一方面，服务主体结合创新主体自身发展

需求和企业研发成果升级换代需求，通过科技情

报创新服务将创新链升级形成新的创新链，同时

产业链升级形成与新创新链对应的新产业链。在

服务过程中，服务主体通过为产业链、创新链提

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评估评价服务等，推动

“两链”融合。其服务内容如图 3 所示。

2.2 科技情报创新服务模式构建

基于产业链和创新链上各主体“链”运行的

竞争与合作关系，本文提出了“两链”融合下科

技情报创新服务模式（图 4）。该模式以需求为

导向，构建“产业链—情报服务链—创新链”动

态螺旋循环创新服务关系，借助科技情报服务

机构，推动“两链”融合，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

精准对接，加快知识生产和知识转化。同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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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情报服务机构根据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果

（如产业资源清单、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以及创新

资源清单）作为科技服务资源库的补充资源，并

依据该成果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

在“两链”融合发展下，科技情报服务机构

高效整合利用各种开源情报数据，构建科技情报

知识库、特种文献库、跨领域情报数据库等，利

用信息计量、数据统计等情报分析工具，为“产

业链”“创新链”提供情报增值服务、需求挖掘

服务以及成果评价服务，完善情报联动供给体

 

图 1 科技情报机构服务流程

/

图 2 “两链”融合下科技情报创新服务——“产业链”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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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不同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精准

化的情报服务。

2.2.1 情报增值服务

情报增值服务主要通过对开源情报数据的采

集和抓取，借助数据处理软件或人工对其进行规

范化整理，形成专题咨询报告。

科技情报服务机构针对企业提出的某一技术

发展路线或技术前沿预测开展情报增值服务，提

供该技术在产业链上、中、下游不同技术束之间

的关联性分析以及该技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

现状，在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的同时，建立“产

业链”“创新链”信息融合桥梁。

图 3 “两链”融合下科技情报创新服务——“创新链”服务内容

图 4 “两链”融合发展下科技情报创新服务模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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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校或科研院所，科技情报服务机构

应聚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工程等关键环

节，找出创新链发展的“痛点”，将情报服务嵌

入学者、专家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之中，为其提

供能够更深层次的自主创新情报服务，加快科研

攻关进程，提高研发精准度和创新效率。同时，

将“产业链”技术需求融入“创新链”基础研发

方向中，切实做到“两链”融合。

2.2.2 需求挖掘服务

需求挖掘服务主要是通过对个性化的结构

数据的关联性挖掘和隐性情报挖掘，建立科技前

沿、技术趋势等关键要素的知识模型，实现科技

情报的动态挖掘和感知。

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形成的过程中，科技情报

服务机构为产业主体提供了产业共性技术、关键

核心技术等高端发展服务，实时监测产业链上、

中、下游各环节，有效整合产业资源，合理配置

资源要素，并为其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情报挖

掘服务。在此过程中，科技情报服务机构及时发

现产业链薄弱点和“堵点”，再将此类情报信息

整合汇总，融入“创新链”研发活动中，并为之

匹配相关领域技术专家。

从基础研发到科技成果形成的过程中，科

技情报服务机构为创新活动主体提供前沿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卡脖子”技术等需求挖掘

服务，分析国内外科技发展战略或重大科技规

划，判断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做好科技成

果的“产业链”情报推荐，领域专家就自身研究

特长与相关技术需求企业合作，促进技术走向市

场，将生产要素转换为更高绩效特征的产品和服

务，实现科研创新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之间的成

功转化。

2.2.3 成果评价服务

成果评价服务主要是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的需

求开展科技成果的评估评价服务。如“产业链”

上的新型产品需进行下一步产业化，则通过科技

情报服务机构的成果评价服务，针对产品的技术

水平、成熟程度、可行性、市场情况分析以及可

能出现的风险等进行评估评价，对其产业化产品

进行界定和评估。同时，通过情报智能分析提出

产品衍生或技术升级的发展方向，为“创新链”

上各创新主体提供未来研究方向，从而提高产学

研协同创新能力。

针对“创新链”上形成的创新成果，科技

情报服务机构开展成果评价服务，对其技术成熟

度、后续试验、中试生产以及大规模生产等进行

评估，判断其是否能进行落地转化，并搭建“产

业链”“创新链”技术交易信息平台，为双方提

供技术成果信息，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技术交

易，将科研成果与市场销售有效连接。

2.2.4 情报服务反馈

在服务过程中，根据产业链、创新链情报服

务反馈，科技情报服务机构梳理出产业资源、创

新资源、关键核心技术 3 张清单，即以独角兽企

业、瞪羚企业为主体，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相辅的产业资源清单；以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以及重点实验室等为主体的创新资源清单；

以“卡脖子”技术为主的关键核心技术清单。这

些清单资源可作为该机构特种文献库的资源补

充，形成一种特色科技情报资源。

依据机构自身特色资源库，为政府实施“两

链”融合提供决策支持，包括对产业链上中下游

不同环节企业开展技术决策引导，对创新链上不

同创新主体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前瞻布局，形成

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协同互动、融合发展、闭环生

态。即围绕产业链的“堵点”，以重大项目为牵

引，组建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联合

体，实施以企业为主导，高校、科研院所协同攻

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支撑主导产业迈上价值

链中高端 [11]。围绕创新链的“痛点”，统筹布局

和集成项目、人才、平台等科技创新资源，建立

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校企研发平台等，加强前沿

技术研究和产业应用，补齐中试短板，推动创新

链条向前端延伸 [11]。

3 实证研究

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以下简称“陕

情院”）是省级公益性科技情报服务机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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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科技智库构建的依托单位，面向政府管理

提供决策支持、面向科技创新主体提供科技情报

服务等。

陕情院拥有国外主体资源、社会商业资源、

地方特色资源、科技政策库、科技项目库、科技

成果库、科技查新实时数据库、科技报告库以及

科技人才库、专家库等多个科技创新资源，均成

为其服务“产业链”“创新链”上各主体的知识

储备库和创新后盾。

陕情院通过数据标引、分类聚类等将上述

科技创新资源进行情报感知与处理，以“产业

链”“创新链”各主体需求为导向，开展情报增

值服务。如 2017 年，某石油勘探研究院委托陕

情院进行国内外压裂液研究现状专题咨询，希望

能在最新的压裂液前沿技术中寻找到解决其集团

下属采油厂水平井压裂问题。情报分析人员通过

分析国内外压裂液的最新科技前沿，识别关键核

心技术和新兴技术，不仅为其解决了现有压裂液

核心技术突破问题，还预测了未来压裂液的重点

研究方向，为该研究院提供了创新思路。最终，

该研究院于 2021 年成功开发出纳米渗析驱油压

裂体系。与此同时，将已识别的前沿技术和关键

核心技术作为特种资源补充至陕情院的科技服务

资源库。

在需求挖掘服务方面，陕情院自 2018 年开

始为西安市“创新创业”挑战大赛提供“精准对

接式”情报服务。情报分析人员以参赛企业提

出的产业共性需求、“卡脖子”技术需求、关键

核心技术需求为导向，挖掘 6 ～ 9 个有科技成果

的、潜在的高校、科研院所、研发中心以及领域

技术专家，作为其重点合作对象，并开展后续情

报服务。在此服务过程中，陕情院建立了产业链

和创新链的融合通道，解决了企业在技术创新过

程中的难题，推进了科技创新与市场的对接。

陕情院还针对“产业链”上的新型产品产业

化以及“创新链”上产出的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开

展成果评价服务。如 2019 年，某高压电器研究

院委托陕情院对其创新成果——某高压产品进行

全面评估。情报分析人员通过对行业科技前沿、

主要竞争对手、已有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新产品

技术进步情况分析等，对其产品的技术水平、成

熟程度、市场推广等进行界定，得出该产品技术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备进一步大规模产业化的

条件。情报分析人员还通过个性化情报推送将该

产品推荐给相关高压电器企业，进一步促进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

结合科技服务资源库，根据情报增值服务、

需求挖掘服务以及成果评价服务过程中的情报反

馈，陕情院已梳理出以陕西省独角兽企业、瞪羚

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相配套的产业资源清单；

以“双一流”高等院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省

级工程中心等为主体的创新资源清单；以陕西

省支柱产业为主的相关企业、科研院所的“卡脖

子”技术清单，理清全省“项目—人才—团队—

成果”科技四要素关联图，并组织各领域专家、

学者以及科技决策者联合开展科学决策研究，为

政府实施“两链”融合提供决策支持。目前，陕

西省深入实施“两链”融合科技行动计划，已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 6 个领域

部署重大专项，预计攻克 87 项关键核心技术，

并解决 19 项“卡脖子”技术 [12]。同时，启动了

建设 20 家左右省级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推动产

业链核心技术攻关；组建了 30 个左右创新联合

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重点产业链集群化发

展 [13]。

4 结语

创新驱动，情报先行 [14]。当前，我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开展促进“两链”融合发展的科技

情报创新服务，既是打通“产业链”堵点、畅通

“创新链”痛点、补齐“ 两链”融合断点的关键

支撑点，又是对科技情报工作把握产业革命大趋

势和科技进步大方向的新要求。本文从理论和实

践两方面分析了已有学者们研究的“链条式”情

报服务模式。在此基础上，给予科技情报创新服

务作为“两链”融合的接口和通道这一新内涵，

构建了“产业链—情报服务链—创新链”动态螺

旋循环创新关系，提出了“两链”融合下科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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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创新服务模式。实证分析并证明了陕情院的情

报创新服务模式的可行性和价值性。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选取具体的

产业领域，结合本文提出的“产业链—情报服务

链—创新链”动态螺旋循环模型，构建“两链”

融合下科技情报创新服务模式。

创新驱动，情报先行 [14]。当前，我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开展促进“两链”融合发展的科技

情报创新服务，既是打通“产业链”堵点、畅通

“创新链”痛点、补齐“两链”融合断点的关键

支撑点，又是对科技情报工作把握产业革命大趋

势和科技进步大方向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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