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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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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对颠覆性技术的基础理论与识别方法进行梳理归纳有助于把握技术发展态势，推动数智时代面向 

科技创新的智能化情报服务体系构建。[ 方法 / 过程 ] 明确颠覆性技术与文本挖掘方法的基础内涵，通过对该研究领域

强关联的核心论文进行定性解读，将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进行分类比较与组合分析。[ 局限 ] 当前颠覆 

性技术识别领域应用的文本挖掘技术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改进并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来优化识别效果。[ 结果 / 结论 ] 

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包括突变词检测、术语词分析、共词分析、文本聚类、主题模型、语义分析。文本

挖掘侧重从技术属性角度识别颠覆性技术，深度挖掘科技文本数据隐藏的潜在技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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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e summarization of basic theories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n help grasp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 towa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Methods/Processes] This paper firstly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its related concepts, second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ext mining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with bibliometrics,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based on text mining and carries out comparative analysis. [Limitations] Current text mining techniques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recognition are immature and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methods to 

optimise recognition. [Results/Conclusions]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based on text mining include 

mutation word detection, terminology word analysis, co-word analysis, text clustering, topic modelling, and seman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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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mining focuses on identify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attributes,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technical themes hidde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ext data. 

Keywords: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Text Mining; Technological Paradigm Innovation;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引言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已经进入密集活跃期，

以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为代

表的技术革新为全球政治、社会、经济格局带

来深刻影响。对于这些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

进行识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助于

发现创新机会，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另

一方面及时识别出颠覆性技术可以对潜在风险

进行预警从而制定出应对措施，保障社会的稳

定和安全；此外，对颠覆性技术识别进行深入

研究可以加强学术研究与产业创新的融合，促

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主流的颠覆性技术的识别方法可以大

致概括为以下两种：一是主观识别方法，其主

要依据是领域专家经验和学术背景，包括专家

意见法、技术路线图法、情景分析法等。这类

方法主要通过行业或领域专家的学科知识背景

来评估技术属性及潜在价值，从而判断某项技

术是否具有颠覆性效应，是使用最早、最广泛

成熟的方法。这类方法的操作流程简单、使用

成熟，能够综合考虑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分

析维度全面，但大多从宏观层面评估技术要素，

存在主观性强、过程复杂耗时、实施难度大等

问题。二是客观识别方法，主要依赖科技文献

信息的相关定量特征，包括文献计量法、技术

指标评估法、模型分析法等。这类方法大多将

科技文献作为数据来源，挖掘能够表征颠覆性

技术的关键信息并进行定量分析，优势在于数

据来源科学广泛、数据量大，识别结果更加全

面可观，是当前科技情报学界较为推崇的方

法。文献计量法是对专利、论文等科技文献中

能够反映技术特性信息的计量，如共词分析、

词频统计、引文分析等 [1]；技术指标评估法主

要针对技术特征、市场变化、外部环境等方面

将技术量化表示，通过构建综合指标、分配权

重从而进行统计识别 [2]；模型分析法是以理论

准则为基础的技术量化模型，代表性的理论包

括 TRIZ 理论、QFD 理论、种间竞争理论、传

染病模型等 [3-5]。这类方法虽然能够有效避免主

观性，但大多是对外部特征的描述，缺少针对

多源数据的内容特征分析、关联关系分析、多

特征项交叉共现分析等。

近年来兴起并日渐流行的文本挖掘方法，

不仅能够有效规避主观识别方法的一系列问题，

还能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弥补客观识别方法中

文本内部特征分析不全面的缺陷。基于文本挖

掘的方法可以从科技文本数据中抽取技术术语，

通过共词分析、突发词检测、文本聚类、SAO

结构分析、主题模型等方法及相应的软件工具

提取科技文本中的关键词、主题词、语义结构

等来识别符合某些特征的技术，从而能够更好

地挖掘深层次的技术隐性知识。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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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与方法基础

1.1　颠覆性技术的内涵

颠覆性技术的概念最早由 Christensen 等 [6-7]

在 1995 年提出，他们认为这类技术“早期以简

单、方便、便宜的特征由低端或边缘市场切入，

在性能的不断升级中逐渐取代主流技术，从而

形成新的市场格局与价值体系”。此后国内外

学者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然而这

一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中尚未统一，本文将

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按不同视角进行归纳，详见

表 1。

表 1　不同视角下国内外学者对颠覆性技术的概念界定
视角 侧重点 定义 来源

市场环境

低端市场切入
技术特性及功能与主流市场相似，但初期性能较差，后期性能跃升并取代
主流技术。

[8]

高端市场切入
初期因技术成本过高而导致受众范围较小，后期技术性能显著跃升并取代
主流技术。

[9]

技术属性

替代性改进技术
基于现有技术的改进突破，通过不断升级迭代占领主流市场，并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

[10]

原始性创新技术
以全新的概念或原理为基础的原始创新，被接纳后快速传播并给社会带来
根本性变化。

[11]

行业角度

企业竞争 一类改变企业竞争基础与能力的绩效指标。 [12]

产品与服务
现有技术范式、产品与服务功能的变革，并对产业的市场与竞争格局造成
破坏性影响。

[13]

其它
一是基于新原理、新发现的原始创新；二是基于现有技术的集成创新与应
用；三是科学原理与成熟技术的转移与创新应用。

[14]

从市场环境来看，可根据市场颠覆方式分为

高端颠覆性技术和低端颠覆性技术，具体的技术

轨迹如图 1 所示。在将市场分为高端、主流、低

端三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

分别细分为高端分离、高端边缘市场以及低端分

离、低端边缘市场，由此可以得到四条技术轨道：

高端颠覆性技术从高端分离市场切入，经过高端

边缘市场进入并颠覆主流市场；Rafii 等 [8] 认为

新市场颠覆性技术轨道从低端分离市场切入，经

由低端边缘市场进入并颠覆主流市场；低端颠覆

性技术从低端边缘市场切入并随时间推移进入并

颠覆主流市场；持续性技术则始终位于主流市场，

是对主流技术的持续性创新。

从技术属性来看，一种是替代性改进技术，

是对现有技术性能的突破性改进，在经历多次

迭代升级后能够提供完全替代甚至超越主流技

术性能的产品，最终彻底颠覆占领主流市场。

另一种是原始性创新技术，Christensen 等 [11] 将

其定义为以全新的技术理念为前提所产生的原

始性创新，在技术渗透的过程中逐渐满足主流

需求后还能进一步开发新的技术需求与市场需

求，最后形成新的价值体系。还有卢光松等 [13]

从行业角度对颠覆性技术概念进行界定，一是

从企业竞争角度考虑，关注技术的颠覆性效应

对企业竞争能力以及绩效水平的改进；二是基

于产品与服务视角，侧重技术创新过程中对产

品性能、服务水平、产业变革、社会效益等方

面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和突破。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BASED ON TEXT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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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分市场下的颠覆性技术轨道图
综合来看，当前研究一致认为颠覆性技

术是由现有技术产生替代改进式突破或原

始性创新技术动态演变而来的，此类技术

初期由边缘市场切入，因技术性能较低而

无法满足主流需求而容易被忽视，后期通

过性能跃升入侵、威胁、最终彻底破坏主

流技术轨道，颠覆主流市场格局，最终塑

造全新的价值体系。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有些概念与

颠覆性技术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及差异，因而清

晰梳理并辨别它们之间的异同有助于为后续相

关研究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在已有研究

基础上对这 5 个相关技术的定义、技术特征、

要求进行梳理归纳，如表 2 所示。

表 2　颠覆性技术的关联概念辨析
名称 定义 技术特征及要求 来源

新兴技术 新出现的，具有创造新产业或改造现有产业的潜力的技术。新颖性、明显发展潜力、持续增长性 [15]

前沿技术 高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 技术的前瞻性、新兴性、探索性 [16]

突破性技术 通过新知识淘汰现有技术，具有变革性和不连续性的技术。对已有技术的根本性创新 [17]

破坏性技术
借助低端市场及成本优势对已有技术进行融合创新从而
颠覆主流市场。

初始性能较差、结构简单、低成本、高
易用性

[18]

“卡脖子”
技术

具有高技术价值并同时存在技术垄断的关键核心技术或
高技术产品。

垄断性、潜伏性、高技术特征，是国际
竞争的威胁性工具，关键核心技术缺乏
自主权

[19]

1.2　文本挖掘方法

颠覆性技术具有潜在变革性的影响，对其

进行识别与分析对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的

意义重大，近年来文本挖掘技术凭借高效灵活、

大数据适应性、信息掲示性、可扩展性等优势

被更多地应用到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研究中。文

本挖掘指的是从大规模的文本形式的数据集合

中提取以往未知的、隐性的、可理解的、实用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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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的技术，能够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并常应

用于文本表示模型、特征项抽取、模式发现（如

关联规则抽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等领

域 [20-21]。现有的文本挖掘方法主要分为三种：

一是基于数理统计的方法，如词频统计、TF-

IDF、文本分类等；二是基于人工设定规则的方

法，如语法分析、句法分析等；三是基于机器

学习的方法，如 LDA、SVM、朴素贝叶斯、深

度学习等。文本挖掘方法在技术主题识别的研究

中已得到广泛成熟的应用，包括引文聚类、技术

术语词频分析、主题模型、异常监测等 [22-24]。而

数据的增量重组与学科的交叉融合促使文本挖掘

方法被更多地应用到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学情报

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技术管理等众多

学科领域中，研究对象也逐渐从学术文献扩展到

社交网站，如新闻评论、博文帖子、客户评价、

语音文本（STT）等，当前的研究趋势聚焦于大

数据分析、社交媒体分析、情绪分析、话题建模

等方面。随着基础理论与算法的创新优化，文本

挖掘方法的应用场景在不断扩张，但在实际应用

中也存在诸如文本数据噪声、算法的普适性等问

题，因而需要设计更加准确高效的算法加以优化，

文本挖掘在不同应用场景下与其他方法的优势组

合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势。

2　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

别方法

文本挖掘因其良好的数据挖掘分析能力，

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技术主题分析中，本文确

定检索式：“TI=( 颠覆性技术 OR 颠覆性创新 

OR 破坏性技术 OR 破坏性创新 OR 突破性技术 

OR 突破性创新 OR 不连续技术 OR 技术不连续

性 ) AND TI= 识别”，在 CNKI 中获取到与研

究主题强关联的核心期刊论文 40 篇，学位论文

7 篇，并对这 47 篇文献进行解读，将基于文本

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总结为如下六种方法，

并对这六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2.1　方法类型

2.1.1　突变词检测  

突变词检测（Burst Items Detection）依据

词频增长率的突变情况判断某一领域的发展趋

势和研究动向 [25-26]，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路径符

合突变词的变化规律，颠覆性技术发展之初潜

伏于边缘市场，容易被主流市场所忽略，后经

过技术性能的更迭升级迅速取代、颠覆主流市

场，而突变词则是捕捉一定时期内词频增长率

发生异常骤变的词语，并将其定义为突变词。

同颠覆性技术一样，突变词的增长率在时段初

期不易被关注到，但却能够在某一时间节点发

生突变。突变性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特征，通

过观察科技文本数据中发生突变的词语，可以

有效发现新兴技术主题和热门话题，结合观察

突变词的动态变化情况，有助于挖掘具有颠覆

性潜力的词项，为后续的技术识别奠定基础。

现有研究中大多基于主题词的突变情况进行异

常检测，通过结合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来优化

识别的精度，如 Miao 等 [23] 利用 LDA 主题模型

和主题变异模型识别技术演化路径中的关键节

点；王秀红等 [27] 基于 CBLOF 算法进行关键技

术主题的异常监测来表征颠覆性技术的突变属

性，从而识别出颠覆性技术。突变词检测常用

于新兴前沿技术主题的探测，以此观察颠覆性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BASED ON TEXT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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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突变性特征。

2.1.2　术语词分析  

文本挖掘的首要任务是命名实体的识别，

延伸到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研究中则表现为颠覆

性技术术语词的抽取，首先需要借助自然语言

处理（NLP）对论文专利等科技文本中的标题、

摘要等内容进行分词、去停用词、保留词等操作，

进而得到能够体现技术属性或特征的技术术语，

并用以反映技术主题，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术语词分析在颠覆性技术的识别研究中表现为

对高频词的时序分析，通过术语词词频的年代

分布观察技术主题的发展情况，能够发现技术

动态演变中的新兴技术术语及其最新动向，观

察不同时期的术语词分布有助于发现技术主题

的演变规律，从而更好地识别出具有颠覆性潜

力的技术，如邢晓昭等 [28] 根据专利标题和摘要

中抽取到的术语关键词构建时间窗下的术语关

键词网络并识别出类脑智能领域的颠覆性技术

主题。术语词分析主要用于技术实体的抽取，

并且更多情况下仅作为一种手段或环节，要想

更加准确高效地识别颠覆性技术还需要与其他

方法组合搭配进行。

2.1.3　共词分析  

共词分析本是文献计量的传统方法，随着

方法应用的深度融合逐渐被改进并融入文本挖

掘中。共词分析在文献计量学中更多地被用于

分析同一篇期刊论文中关键词对的共现情况，

从而观察某研究领域的学科结构与主题变化。

然而，识别颠覆性技术的数据来源中除了论文，

都缺少规范的关键词，文本挖掘能够自动抽取

非结构化文本数据中的术语关键词，利用共词

分析发现技术主题。目前共词网络分析法使用

较成熟，根据技术术语词在同一文本中的共现

情况绘制共词网络图，从而更直观地反映出术

语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揭示技术主题的分布关

联情况。如 Dotsika 等 [29] 使用关键词共现网

络揭示颠覆性技术领域的主题内容、结构及时

间趋势。此外，共词聚类分析和战略图分析也

是共词分析中使用较多的方法，共词聚类常用

K-means 聚类、层次聚类等方法将复杂的术语

词汇聚成不同的技术主题，而战略图分析则是

在共词聚类的基础上计算主题的中心度和密度

来绘制战略图 [25]。共词分析法常与文本聚类法

相结合，用于技术主题的识别与分析。

2.1.4　文本聚类  

文本聚类在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研究中主要

表现为技术主题聚类。通过测量已抽取出的术

语关键词、突现词等词项各自的语义相似度，

将不同文本数据集合中相似度较高的文档聚为

一类，并探测相应的技术主题，对科技文本内

容进行深度挖掘，从而发现潜在的知识结构，

识别出更能够表征颠覆性技术属性的技术主题，

进一步优化识别效果。文本聚类一般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术语词根据语义关联或

共词关系进行聚类，从而形成多个技术主题团

簇；第二阶段是将不同的主题团簇进行命名，

生成相应的主题词或构建主题词表。常用的文

本聚类方法包括 TF-IDF、K-means、层次聚类、

DBSCAN 等，Li 等 [30] 将文本聚类算法用于定

位与技术特征相对应的文本内容来识别颠覆性

技术，Liu 等 [31] 将 K-means 聚类与表示学习相

结合从多源文本中识别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及其

特征。综合来看，文本聚类方法可以从宏观上

快速直观地把握技术主题的分布，多数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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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技术特征的识别与抽取，但由于目前的文

本挖掘技术并不足以深入、精准地捕捉潜在的

语义信息，因而聚类效果往往无法切合预期，

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人为干预辅助分析。要想

充分解决这一问题，首要任务在于攻克文本挖

掘的技术难关。

2.1.5　主题模型  

主题模型是现阶段使用最广泛而普遍的颠

覆性技术识别方法，是对大量多源异构的科技

文档集合中所识别出的术语词进行统计，从而

反映出文本内容中隐藏的潜在技术主题分布、

主题结构以及主题演化趋势等。现阶段在识别

颠覆性技术的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主题模型是隐

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模型，它的本质是一种概率图模型，根

据文档集中的词项分布生成隐藏的技术主题分

布从而对文本数据进行降维，发现技术隐性知

识。单晓红等 [32] 利用 LDA 主题模型识别出颠

覆性技术，但由于传统的 LDA 模型存在无法把

握词项间的语义关系、容易混淆歧义较大的特

征词等问题，从而造成识别结果存在误差。因

而有学者尝试将 LDA 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来优

化识别效果。如将 LDA 模型与专利开发路径、

K-core 分析相结合，识别与检测光伏行业潜在

的颠覆性技术 [33]。还有一些常用于识别颠覆性

技术的主题模型，如 LDAVec、DTM、STM 等。

主题模型法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处理大量的文

本数据，并对文本内容进行降维处理从而揭示

潜在的技术趋势和创新点，但由于在模型的适

用性、稳定性、文本数据的质量与处理等方面

仍面临一些挑战，因而需要不断进行模型调试

与改进来优化识别效果。

2.1.6　语义分析  

由于颠覆性技术发展路径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仅仅对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词频统计无法精准把

握颠覆性技术的内在特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尝试利用语义分析来识别颠覆性技术。语义分析

法是一种基于统计的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常用的

方法是SAO（Subject-Action-Object）结构语义分析，

“S”“A”“O”三个字母分别表示的是技术组

件的主语、宾语以及表示实体间关联关系的谓语，

Li 等 [30] 使用 TF-IDF 与专利化的 SAO 结构提取

技术特征，并结合深度分类模型识别颠覆性技术。

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也开

始将语义分析用于识别和跟踪颠覆性技术，如美

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通过对科学

论文、新闻报道等其他公共数据进行文本主题的

语义分析来识别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创新。借

助语义分析可以较好地挖掘科技文本中所包含的

技术实体及其关联要素，从而更精准地进行技术

识别。语义分析主要用于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科技

文本分类及技术特征提取等方面。

2.2　方法分析

2.2.1　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比较  

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类型

上以定量为主，主要表现为对文本内容数据的

量化统计或结构分析，方法特征上大多从技术

特征视角切入，利用文本挖掘技术从科技文档

中抽取能够表征颠覆性技术属性的实体，进而

识别出颠覆性技术。为了更直观清晰地了解上

述六种文本挖掘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本文从作

用思路、方法内核、优势、局限性、应用范围

几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如表 3 所示：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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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比较
方法名称 作用思路 优势 局限性 应用范围

突变词检测 将词频增长率的突变情况作为技术领域研
究态势的判断标准

切合技术路径 仅依赖词频增长率判断难
以掌握技术本质特征

技术突变性特
征计量

术语词分析 借助 NLP 技术从科技文本中抽取技术术

语来反映技术主题

抽取技术特征 无法反映术语词或技术主
题之间的关系

技术实体抽取

共词分析 对相同文本中术语词的共现情况进行分析 把握技术热点
分布及其关联

存在时间滞后性 技术主题分析；
技术特征识别文本聚类 根据计算出的语义相似度将高关联的文本

聚为一类探测技术主题与知识结构
难以进行技术主题的横向
分析，算法准确度有待提高

主题模型 从大量科技文档集合中识别出隐藏的潜在
技术主题并进行主题分析

处理大量复杂
的文本数据

模型准确性和稳定性有待
长时间监测

科技文本降维

语义分析 从科技文本中自动抽取语言知识并进行语
义计算

更精准理解科
技文本含义

需要大量语料库和语言知
识的支持，准确性受语言复
杂程度影响

技术特征识别；
科技文本分类

2.2.2　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组

合  

上述六种文本挖掘方法在颠覆性技术识别

过程中具体的应用位置如图 2 所示。从整体的

识别过程来看，现阶段的学者更倾向于多种方

法的组合使用，从而将各个方法的优势发挥到

最大。

（1）文本数据来源：识别颠覆性技术的数

据大多来源于与技术本质密切相关的科技文本，

包括科技论文、专利、科技新闻、政策文本、

科技报告等，从数据源上看，基于科技论文或

专利的单一数据源进行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研究

占比最多，其次是基于论文和专利两种数据源，

而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多种文本

数据类型作为数据来源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

未来如何基于多源数据来识别颠覆性技术将成

为研究热点之一。

（2）数据预处理：在确定数据源之后，接

下来则需要对获取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这一

步需要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大量的文本内

容进行分词、去停用词、保留词、自定义技术

术语词典等操作来完成文本内容的向量化、结

构化处理。

（3）技术实体抽取：从处理完的结构化数

据中抽取技术实体，这一步可以用到术语词分

析的方法，依据词频进行高频术语词分布情况

或时间序列上的分析，部分研究会按照具体需

要进一步划分时间周期或进行时间切片的操作。

（4）科技文本降维、分类与分析：在识别

出技术实体后，则需要对科技文本进行降维，

大多数研究会使用主题模型从技术实体中进一

步凝练技术主题。在抽取出相应的技术主题后，

多数研究会进行技术主题分析，通过使用共词

分析和文本聚类观察主题分布情况、演化趋势

以及主题间的关联情况等，也有研究利用语义

分析进行科技文本的分类后再进行技术主题分

析或直接进入到技术特征识别这一步骤。

（5）颠覆性技术特征识别：技术特征识别

是整个识别过程的核心，需要将文本内容特性

与颠覆性技术特征相匹配，通常将颠覆性技术

特征归纳为成长性、融合性、突变性、创新性、

突破性等，而突变词检测的方法通常用于识别

颠覆性技术的突变性特征，此外，共词分析、

文本聚类和语义分析也常被用于颠覆性技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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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识别中。

综上，文本挖掘方法或与其他技术识别方

法相结合可以提取出符合颠覆性技术属性的技

术名称或主题，从而完成某技术领域的颠覆性

识别。需要明确的是，现阶段的文本挖掘方法

尚不够成熟，且由于文本内容存在语义结构复

杂等问题致使语义理解上存在困难，因而无法

实现全过程的自动化抽取与分析，在研究过程

中往往还是需要依靠技术领域专家进行辅助，

从而达到理想的识别效果。

图 2　文本挖掘法在颠覆性技术识别过程中的应用

综合来看，文本挖掘法能够从微观层面探

测到颠覆性技术的相关信息，相较于传统识别

方法能够更好地发现潜在技术主题，随着机器

学习、深度学习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多种

方法的组合使用成为必然趋势。但由于文本挖

掘法在颠覆性技术识别领域的发展时间较短，

可直接获取利用的工具有限，自动处理效率不

高，需要结合专家意见进行干预。尽管已有研

究验证了识别结果的可靠性，但未来如何进行

技术优化还有待探索。

3　结语

颠覆性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

影响，因此其准确识别具有重要意义。识别和

研究颠覆性技术，有助于为科研、产业政策等

领域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文本挖掘法能够

从大量文本数据中自动提取关键信息，实现对

颠覆性技术的准确识别，具有高效、自动化、

可扩展性强等优势，可以有效应对大规模数据

和多样化的颠覆性技术类型。本文通过文献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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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将基于文本挖掘的颠覆性技术识别方法总结

为六种：突变词检测、术语词分析、共词分析、

文本聚类、主题模型、语义分析，并对六种方

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文本挖掘法更注重从

技术特征角度进行颠覆性技术识别，不少研究

也证明了该方法的科学可靠性，然而缺乏市场

环境、行业角度等综合视角的分析。其次，虽

然文本挖掘方法在颠覆性技术识别中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挑战。例如，文本

数据的质量和多样性，颠覆性技术的时效性和

隐蔽性等都会对识别结果产生影响。此外，模

型的可解释性、标注数据的获取等问题也需要

解决。因而未来研究中需要更加关注改进文本

挖掘方法来应对数据特点的变化、结合其他技

术手段提高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精度和可靠性、

建立更加完善的数据集等方面的问题。此外，

跨学科合作、开展实证研究等也是未来发展的

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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