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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交易数据具有专业性强、语义复杂度高且主客观信息混杂等特点，致使面向技术市场的情报要素繁杂，

因此需要构建一套深层次、细粒度的情报扫描体系，以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研究。利用综合评价体系、深度学习

模型和管理学原理提出技术市场交易热点扫描模型。首先，将熵权法与复杂多维的交易数据相结合，构建交易热度综

合评价模型；其次，构造BiLSTM+LAC联合实体识别模型，从众多上下关联、相互依赖的文本数据中自动识别交易对

象；最后，依据帕累托法则开展交易热点扫描。利用上述模型对技术市场医疗器械领域进行交易热点扫描，其结果与

资料调研相吻合。由此说明，这个扫描模型能够合理地识别技术市场交易热点，对技术市场建设和产业布局研究具有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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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ing of Technology Market Trading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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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ket transaction dat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professionalism, high semantic complexity, 
and mixe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formation, which makes the intelligence elements for the technology 
market complex.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deep and fine-grained intelligence scanning system to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By this, the research us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deep learning model and management principles to first propose a hot 
spot scanning model for technology market transactions. Firstly,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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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技术市场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

是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1]。技术市场的发展应立足全会精神指示，全

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体部

署，构建制度健全、结构合理、体系完备、开放

有序的现代体系。因此，面向技术市场的研究须

坚持服务为本、前瞻引领的思路，从深层次、细

颗粒的视角深度洞察、掌握市场规律和交易特

征，充分了解当前发展新态势、新格局和新需

求，在明确重点、热点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机制体

制完善化、资源配置合理化、市场服务精准化。

当前，面向技术市场的研究成果颇丰。学

者主要利用统计分析 [2-3]、文献调研 [4]等传统方

法，基于面板数据、典型案例及相关制度对市场

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能力和科技产业创新的发展态势等方面进行系统

梳理，对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个主体从

宏观视角厘清市场脉络，了解发展趋势、洞察市

场规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科技与经济融合更加快速、多元、紧

密，技术市场逐步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资源

配置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呈现出市场规模迅速扩

大、应用场景逐渐丰富、成果转化日益膨胀的新

趋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决策者急需更加战略

性、前瞻性、综合性的情报支撑来加快市场建

设，交易主体需要更加精准化、便捷化、前沿化

的市场服务来加快产业布局。因此，聚焦技术市

场的交易数据，利用情报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知

识和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从宏观系统

到中观转换，从传统单一走向智能综合，对优化

技术市场建设、提升成果转化能力和技术交易效

率具有可参考价值。

技术合同作为直接反映技术市场动向的关键

数据，是科技情报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也

是技术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具体缩影，其所包含

的前沿技术成果、市场交易主体、技术收益分配

以及知识产权信息等重要数据对开展技术市场研

究具有重要作用；交易热点作为高度凝聚市场经

济效益、人类智力成果和科技研发要素的具化体

现，是市场主体在商品交换过程中重点关注的

对象，也是知识、技术、资金等资源消化再转化

的重要依托，其汇聚的大量技术流、资金流和人

才流等关键市场要素对开展产业布局研究意义深

远。因此，立足技术市场的合同数据针对交易热

点开展扫描，透过宏观市场数据深度洞察中观交

易情报，有助于深层次把握科技创新、产业布局

和市场发展的重点及热点，对政府了解市场动

向、企业分析消费行为、学者追踪研究热点具有

重要意义。

基于所述，本文将从技术市场的合同数据出

发，聚焦重点领域的交易行为，利用综合评价体

系、深度学习模型和管理学原理构建交易热点扫

描模型，形成自动化、高效率、综合化的方法模

with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transaction data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of 
transaction heat; Secondly, the BiLSTM+LAC joint entity recogni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transaction objects from numerous contextual and interdependent text data; Finally, the transaction 
hotspots scanning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Pareto Principle. Through the above model, the transaction 
hotspots in the medical device field of the technology market are scanned, and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ata survey. Therefore, the scanning model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reasonably identify the hot spots 
of technology market transactio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echnology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layout research.
Keywords: technology market, transaction hotspot, scanning model, industrial resear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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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期为技术市场建设和产业布局研究提供全

局、合理、适用的方法和思路。

1 相关研究

本文从技术市场和热点扫描两个维度梳理相

关研究。

（1）关于技术市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 4 个方面。①技术市场现状。边钰雅等 [2]、李

昊等 [3]以特定省市的技术市场发展数据作为分析

基础，总结了这个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的特点、市

场现状及趋势变化，并从体系建设、市场化运作

等方面提出具体化的建议。②科技成果转化与创

新研究。王洪伟等 [4]、Bozeman等 [5]持续关注过

去 10 余年间，国内外技术的交易情况，探析技

术创新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

关的建议。③技术市场面临的问题。雷光继等 [6]、

姜江 [7]分析指出，当前我国技术市场存在机制不

够健全、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监督工作和相关政

策贯彻落实还不够到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须

进一步制定政策法规、完善机制体制、加强市场

监管，并规范统计工作。④技术市场服务。应辉

辉 [8]、韩国圣等 [9]借鉴国外成功案例，深入分析

了技术中介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技术

中介规范化研究的建议，为我国技术市场的完善

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关于热点扫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 4 个方面。①聚类分析。吴晓秋等 [10]、陶刚

等 [11]、冯会玲等 [12]系统梳理了基于共现频率的共

词分析方法，在评价现有聚类算法的基础上，对

相关算法进行改进，并基于特定应用场景数据开

展热点扫描分析。②可视化分析。张燕双等 [13]使

用CiteSpace 等可视化软件对公开数据库中的相

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索特定领域下的热点

研究趋势。③词频统计。宋旭昌 [14]统计 iSchool
成员的科研立项词频并进行主题分析，揭示了特

定区域高校图书情报学的发展状况和研究特点，

为我国高校的图书情报研究提供有效借鉴。④语

义分析。吴妮等 [15]从语义分析的角度解析文本，

基于潜在语义分析方法及信息增益构建词—文档

矩阵，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二次聚类算法，从

而实现热点扫描与更新。

综上所述，技术市场宏观分析以及热点扫

描模型当前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和方法，但基于

技术市场的交易热点扫描模型研究目前仍十分有

限。而相关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

问题：①交易数据统计要素繁杂、主客观信息并

存，难以进行全面、客观的定量化分析；②技术

合同名称数据量大、专业性强、上下文信息关联

紧密，难以快速、准确地识别交易对象。鉴于以

上问题，本文结合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易数据构

建交易热度综合指标，利用熵权法进行客观权重

赋值，并利用深度学习理论构造BiLSTM+LAC
联合实体识别模型，最终基于帕累托法则扫描交

易热点，以研究探讨技术市场建设和产业布局。

2 交易热点扫描模型

2.1 模型概述

本文中的交易热点是指技术市场中汇聚大量

资金、技术，并广泛吸纳交易主体进行市场转化

的交易对象。本文将采取热度评价、实体识别、

热点扫描 3 个步骤构建技术市场交易热点扫描模

型，如图 1 所示。热度评价作为本文研究的关键

一环，首先综合考虑交易数据中所蕴含的市场流

通性、价值性、市场转化力和技术含量 4 个关键

维度进行指标设计，其次利用熵权法对各项指标

进行客观权重赋值以构建热度评价算法。实体识

别是开展交易热点扫描研究的基础，高效、适用

的实体识别模型有利于迅速从大量专业性强、语

义结构复杂的文本中识别目标对象。因此，本文

主要从数据预处理、构建识别模型、规范化处理

3 个步骤进行实体识别，最终构建候选词表作为

交易热点扫描对象。在热点扫描过程中，本文首

先基于以上模型对扫描对象进行热度评分，再依

据帕累托法则中的“二八原理”抽取评分从高到

低排序的前 20%交易词作为交易热点。

2.2 关键技术

2.2.1 热度评价模型

交易热度评价模型主要由评价指标和评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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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个部分构成。

（1）交易热度评价指标。针对评价内容的结

构形式分析是建立评价模型的基础 [16]。传统的交

易热度主要以特定时间段内的交易频次和经济效

益开展热度评价，但往往忽略了交易行为本身所

蕴含的市场流通性、价值量、市场转化力以及技

术含量等关键信息，难以全面地对技术市场交易

热点进行识别。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参考柳青 [17]

提出的技术流动指标测算体系，综合考虑交易合

同中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交易频次、技术流向

等关键数据，从交易广度、交易强度、交易深度

和技术厚度 4 个维度构建交易热点评价指标，以

期从更加综合、全面的角度对交易热点进行扫

描。指标设计如表 1 所示。

图 1 扫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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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中交易深度使用最长交易路径长度

进行表征。为进一步提高算法的时空效率，此处

引入“多叉树”理论进行计算。即基于技术合同

中的交易主体构建树的父子节点，最终选取森林

中最大树深度作为其路径长度（图 2）。具体算法

设计如下：①提取技术交易合同中去重后的卖方

作为根节点，以卖方与买方分别作为父节点与子

节点；②根据技术合同交易时间的先后顺序构造

多叉树结构，形成交易对象的交易森林，即每一

颗多叉树的深度为每一个卖方根节点的交易路径

长度；③遍历每一个交易森林，取其最大树深度

作为这个交易对象在技术市场中的最长交易路径

长度。

（2）交易热度评价算法。构建科学合理的

评价模型，将理念性的价值子系统模型化、具体

化，并将评价实施性问题转化为评价的技术方

法 [16]。交易热度评价模型在以上评价指标的基础

上，选取各项指标的信息熵进行客观权重赋值，

即分别通过数据规范化、权重计算、算法合成 3
个步骤，进一步消除数据间的指数差异，并赋予

相应权重以衡量各指数在热度评价中的重要性，

最终采用加权的方式进行算法合成。

表 1 交易热度评价指标

指标 定义 影响 计算方法

交易广度
交易对象所涉及的交易

主体数量

反映交易对象的市场流通性。交易广度越

大，市场流通性越好，适用性越强

w=v+u
其中：w代表交易广度；v代表卖方数量；

u代表买方数量

交易强度 交易对象的市场均价
反映交易对象的价值含量。交易强度越大，

该交易对象的市场价值越大

q 
r
p

其中，q代表交易强度；r代表交易总额；

p代表交易频次

交易深度

交易对象在技术市场中

的“消化—吸收—转化”

情况

反映交易对象的市场转化力。交易深度越

大，市场转化力越强

本文研究中交易深度使用最长交易路径

长度进行表征

技术厚度
交易对象的技术占比情

况

反映交易对象的技术含量。交易厚度越大，

技术含量越高

x  
r
r

其中，x代表技术厚度；*r代表技术交易

总额；r代表交易总额

图 2 最长交易路径长度算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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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规范化。

假设有n个评价对象，m个评价指标， rij为

第 i个评价对象的第 j个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其经

最小—最大规范化后的指标记为*rij，则：

*rij = max min
rij −

−

min
   i=1, 2, …, n；j=1, 2 ,…, m （1）

第二步，权重计算。

E j为第 j个评价指标的熵，则：

 E j = −K p p∑
i=

n

1
ij ijln

其中K=
ln 

1
n
，pij =

∑
*

i

n

=

r

1

ij

*rij

 （2）

则第 j个评价指标的熵权为：

q j =
∑m

j

1

=1

−

(1
E

−
j

E j )
，其中q j满足∑

j i

m

=

q j =1 （3）

第三步，算法合成。

Kbi =∑
j

m

=1

q j * rij   i=1, 2…, n；j=1, 2, …, m （4）

2.2.2 实体识别模型

实体识别指从一段自然语言文本中识别出具

有特定意义的实体并标注其位置，是主体挖掘、

信息提取、句法分析等工作的主要基础工具。

基于深度学习的双向长短时记忆网络

（BiLSTM）不仅能够记忆较长的数据序列，而

且能够依据实际应用需求整合上下文信息，可进

一步提高特定领域下专有名词和特定术语的识别

效果。但模型在进行训练和预测时无法进行样本

内的并行计算，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对硬件需求较

高但计算速度相对较慢，难以长期、大量投入到

科研和工业应用中 [18]。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

BiLSTM模型对技术市场合同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在此基础上融入百度NLP（自然语言处理部）研

发的高效率、轻量级、可定制的LAC（Lexical 
Analysis of Chinese）联合词法分析模型，构造

BiLSTM+LAC联合实体识别模型，以进一步提高

基于技术合同交易主体的识别效率和准确率。

这 个 模 型 的 理 论 基 础 是： 首 先， 利 用

BiLSTM能够较好地结合上下文知识识别技术合

同中出现的专有名词、特定术语的优势，对少量

训练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其次，将提取到的特征

作为高效、轻量的LAC分词模型训练数据进行迁

移学习。在提高计算效率和开发效率的基础上，

对固有模型进行增量学习和深度融合，以进一步

提高准确率和时空效率。其主要步骤如下。

（1）数据输入：抽取技术合同名称进行数据

清洗，处理好的数据使用 tf.keras.layers.Embed-
ding方法进行字嵌入处理，为模型训练作准备。

（2）BiLSTM模型提取特征：对BiLSTM进

行参数配置，以高效提取数据特征信息，利用维

特比算法的动态规划思路构造最优组合，以此作

为特征输出。

（3）LAC模型训练：将以上结果作为模型

的特征项，按照LAC模型的词性标记集（表

2）进行词性标注。采取PaddlePaddle提供的

Module(name=”lac”)方法调用模型开展训练，

并通过post方法发送预测请求以获取结果。

（4）融合训练：为进一步提高BiLSTM+LAC
模型的准确性，本文对模型输出结果进行人工校

对后再次投入训练，经过三轮迭代后最终构建基

于技术合同数据的BiLSTM+LAC命名实体识别

模型。

（5）数据输出：将交易对象投入训练好的模

型中进行识别，选取n（普通名词）、nz（其他专

有名词）两类标签对应的实体作为识别结果。

（6）规范化处理：为进一步提高实体识别

的规范性，本文通过资料分析法构建数据分类标

准。根据以上标准将识别结果进行同类归并和实

体对齐，最终构建候选词表。

2.2.3 热点扫描

构建的这个模块主要基于热度评价模型的打

分情况，按照帕累托原则扫描交易热点。帕累托

原则也叫二八定律，意指在投人和产出、努力与

收获之间，存在小平衡父系，即 20％的动因能够

决定 80％的结果。这个原则简单深刻地揭示了事

物发展规律，并成为国际公认的企业经营法则，

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帕累托法则提示我们只

有聚焦少数关键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才能达到以

点带面，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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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AC模型词性标记集

标签 含义 标签 含义 标签 含义 标签

n 普通名词 F 方位名词 S 处所名词 nw

nz 其他专名 V 普通动词 Vd 动副词 vn

a 形容词 Ad 副形词 An 名形词 d

m 数量词 Q 量词 R 代词 p

c 连词 U 助词 Xc 其他虚词 w

PER 人名 LOC 地名 ORG 机构名 TIME

在面向技术市场开展交易热点的研究中，面

临数据量庞大、交易主体复杂、技术领域多样且

细分领域发散等综合问题。为进一步科学化、高

效化抓住少数关键重点，将 80%的资源精准投入

到 20%的对象中，最大限度地激活创新要素和

市场价值，本文引入的帕累托法则具有较强适用

性。因此，在热点扫描阶段，本文选取候选词表

中前 20%的对象作为交易热点，积极主动地实施

有效的取舍、整合、集中优化等策略，从而扫描

核心对象以反映交易热点。

3 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本文选取技术市场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所构建的模型的可行性与

实际操作意义。

3.1 数据情况

抽取 2019—2020 年全国技术市场中生物、

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二级细分领域医疗器械

开展研究。经统计、去重降噪得到 3 542 条有效

数据。

3.2 模型验证

本阶段将基于前文中的热度评价模型，首先

进行实体识别，其次进行指标核算，再次开展热

点扫描，最后进行模型验证。

3.2.1 实体识别

（1）机器识别。①抽取 100 条数据进行结构

化处理和序列标注，投入BiLSTM+LAC联合实

体识别模型进行迭代训练。②将 3 000 余条实验

数据放入以上模型进行机器识别。③得到医用软

件、检测试剂、康复设备、口罩、诊断试剂、血

管支架在内的实体共 742 个。其中，词频 top 20
的实体对象如图 3 所示。

（2）规范化处理。通过资料分析，选取食品

药品监督总局 2017 年 9 月 4 日发布的《医疗器

械分类标准》[20]作为分类标准，按其一级分类

（表 3）针对机器抽取到的 742 类实体对象进行同

类归并和实体对齐等规范化处理，最终形成技术

交易热点候选词表，并与分类标准建立一一对应

图 3 实体对象

注：医用软件词频约为图示高度数值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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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映射关系。

3.2.2 指标核算

（1）指标核算。从交易广度、交易强度、技

术厚度和研发热度 4 个维度综合计算各候选词的

对应数值，其结果见表 4。
（2）评价算法。将表 4 中的各项指标值代入

式（4）进行权重计算和算法合成，最终设计公

式是：

F=0. 213 5 X+0.222 0Y+0.514 3Z+0.049 2U

 （5）
式中，X表示交易广度；Y表示交易强度；Z

表示交易深度；U表示技术厚度。

3.2.3 热点扫描

根据式（5）对实验数据进行热度计算，按

其热度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详情见图 4。依

据帕累托法则选取前 20%的交易对象作为交易

热点，即医疗器械领域交易热点为医用软件、神

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临床检验器械、骨科手术

器械。

3.3 实验结果分析

鉴于热点扫描方法目前没有统一的验证标

准，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本文

表 3 《医疗器械分类标准》（一级分类）

分类标准

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 医用软件 眼科器械

患者承载器械 临床检验器械 骨科手术器械

口腔科器械 物理治疗器械 放射治疗器械

无源植入器械 医用成像设备 中医器械

无源手术器械 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 有源植入器械

骨科手术器械 有源手术器械 医用康复器械

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 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 妇产科、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

表 4 医疗器械领域交易热度评价指标值

　候选词 交易广度 交易强度 交易深度 技术厚度

医用软件 760.00 2 463 687.04 5 0.83

临床检验器械 651.00 3 595 761.94 4 0.92

医用成像设备 424.00 4 075 199.03 2 0.90

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 343.00 2 621 258.80 2 0.80

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 289.00 2 419 573.89 1 0.72

物理治疗器械 268.00 1 908 472.98 2 0.65

骨科手术器械 226.00 2 661 079.17 5 0.77

医用康复器械 202.00 1 954 744.86 2 0.92

有源手术器械 183.00 5 156 578.51 1 0.86

无源植入器械 165.00 5 784 880.66 2 0.91

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 144.00 5 040 100.39 1 0.32

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 132.00 3 373 184.50 6 0.81

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 132.00 2 454 857.84 2 0.42

妇产科、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 130.00 1 900 360.44 1 0.89

无源手术器械 127.00 4 232 173.86 2 0.84

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 123.00 3 925 507.49 1 0.89

口腔科器械 101.00 6 806 604.02 1 0.87

眼科器械 100.00 3 185 298.04 2 0.89

放射治疗器械 96.00 3 831 780.46 1 0.99

患者承载器械 92.00 1 888 260.69 1 0.89

中医器械 61.00 1 773 352.78 1 0.88

有源植入器械 22.00 4 340 679.01 1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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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论文、政策、新闻等公开资料对实验结果进

行验证。

（1）医用软件。医用软件作为医疗器械的重

要部分，是推动当前医疗器械产品智能化发展的

主导力量 [21]。2019—2020 年间，医用软件技术

交易总量达 529 次，居市场第一，其交易总额达

13.04 亿元，居市场第二。可见，无论数量还是

金额，医用软件均在技术市场交易中占有重要地

位。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了系列政策对医用

软件的发展进行引导和支持。2021 年 3 月 3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2]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

进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到

“加快推进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有源植入物、

医用软件、5G+工业互联网、多技术融合等医疗

器械新兴领域标准制定及共性技术研究工作”。

由此可见，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物

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以及国家各项政

策的推动下，当前我国医用软件在技术市场中进

入蓬勃发展阶段。

（2）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神经和心血管

疾病是人类“头号杀手”[25]，长期威胁着人类的

生命健康，手术作为这类疾病的重要治疗途径，

其相关器械在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引导神经和心血管

行业发展与创新。其中，2017 年，科技部、国家

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 [23]联合印发《“十三五”卫

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明确指出要聚焦

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精神疾病等严重

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慢病，突出解决重大慢病防

控中的瓶颈问题。2021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 [24]发布的《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通用名称

命名指导原则》进一步加强这类器械的监督和指

导，提高注册审查质量。由此可见，神经和心血

管手术器械在国家多项政策指导、鼓励和支持

下，发展得越来越规范，市场变得越来越壮大。

（3）临床检测器械。梅四清等 [26]指出临床

检测器械不仅是开展输血、科研的必备条件，而

且是提高医疗质量的先决条件和物资基础。近年

来，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临

床检验分析仪器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当前，我

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需求主

体 [27]。自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

图 4 医疗器械领域交易热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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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针对提高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作出重大部署，并联合多个部门相继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期间新冠病毒检测有

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能力建设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加大核

酸检测的政策资金支持保障力度和设备供应保

障，大力推进医学检验实验室、医学检验中心的

成立，加大检测设备的研发与使用，以形成布局

合理、快速响应的检测体系，进一步为人民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由此可见，我国临床检测器械在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软环境以及新冠病毒感染疫

情暴发的大背景下，其研发投入、市场需求均在

不断扩大。

（4）骨科手术器械。随着人类对医疗康复事

业的重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体器官功能退化

以及现代交通造成的意外伤害，我国骨科手术器

械的市场需求非常巨大 [28]。近年来，国家高度

重视骨科手术器械行业，从政策层面进行大力扶

持，鼓励加快创新，支持行业做大做强，进一步

实现进口替代。同时，相关部门也制定了更为具

体、明确的战略方针。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 [29]

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

录》明确将髋 /膝 /肩等人工关节假体、人工骨 /
金属骨固定材料、人工椎间盘等骨科手术器械认

定为战略新兴产业重点产品。由此可见，随着市

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宏观政策的支持引导，我

国骨科手术器械得到迅速发展。

与上述资料分析对比来看，本文扫描的交易

热点与市场发展现状基本相符，证明本文研究的

扫描方法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4 结语

面向专业性强、语义复杂度高且主客观信息

混杂的技术合同交易数据，本文打破传统基于聚

类分析、词频统计、语义分析、可视化分析等热

点分析方法，融合综合评价体系、深度学习模型

和管理学理论，提出了一种交易热点扫描模型，

为技术市场开展深层次产业布局和市场规划提供

了模型参考。模型定义了市场流通性、价值性、

技术转化力等特征，对交易对象进行表征，并基

于熵权法构造了交易对象热度评价指标。在此基

础上，通过BiLSTM+LAC模型自动识别出技术

市场合同中的交易对象名称，最终基于帕累托法

则中的 20%成员贡献 80%的价值开展交易热点

扫描，快速定位发挥关键价值的重点交易对象。

本文研究通过抽取 2019—2020 年技术市场

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合同进行实证分析，最终扫

描识别出医用软件、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临

床监测器械和骨科手术器械为这个领域的交易热

点，且参考文献、政策、新闻等公开资料进行模

型验证。结果显示，模型扫描热点符合市场发展

现状，证明了这个模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在今

后研究中，将进一步融合技术合同交易数据中所

包含的知识产权类别、项目经费来源、交易主体

类型等多维度数据，完善评价体系，以期提高热

点扫描模型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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