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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科技查新的初衷是为了配合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曳 实施袁 于 1985 年起在中国开展的科技情报审查

工作袁 此后国家级尧 省市级别的科技成果鉴定 渊成果

评价冤尧 项目申请等工作均引入了科技查新环节[1]遥 科

技查新发展至今已有 30 多年袁 作为一项面向国家管理

部门或机构的服务袁 其以公开文献报道为依据进行分

析的科技查新报告具有客观性尧 公正性的优势袁 在科

技管理尧 决策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遥 近

年中国大力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 加上党的十八大

以来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创新引领作

为发展新起点上的第一动力袁 科技查新的应用场景不

断被拓宽袁 以面向科研尧 技术人员的技术尽调类查新

渊如专利查新尧 产品查新尧 标准查新冤 数量逐年增多[2]遥
在 2016 年实施的国家标准 叶科技查新技术规范曳 中将

科技查新定义为一项以反映查新项目主题内容的查新

点为依据袁 以计算机检索为主要手段袁 以获取密切相

关文献为检索目标袁 运用综合分析和对比方法袁 对查

新项目的新颖性作出文献评价的情报咨询服务袁 这意

味着科技查新除了继续作为科技管理尧 决策工作的前

期 野把关人冶 外袁 也正朝着专业化的科技情报咨询服

务方向发展遥
无论是面向管理机构袁 还是面向一线科研人员或

其他创新主体袁 随着各学科尧 各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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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间的知识交叉日益增加袁 传统的粗放型查新服务

由于文献泛化堆砌尧 报告形式和内容简单袁 均难以满

足新形势下不同用户 野全面并准确冶 的深度情报需求遥
在近年的全国科技查新工作交流会[3-5]上袁 科技查新如

何更好地契合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尧 如何在中国迈向

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发挥科技查新应有的价值等议题被

广泛探讨袁 其中精准化被认为是科技查新首要解决的

问题遥 基于此袁 笔者拟通过梳理相关研究袁 分析中国

科技查新精准化面临的挑战袁 并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袁
以期发现当前科技查新服务的不足袁 也为新时期科技

查新的发展转型提供思路遥

2 科技查新精准化概述

2.1 科技查新精准化理念

精准理念始于军事领域袁 主要指炮弹尧 导弹等武

器的精准打击袁 此后精准医疗的概念开启了医学时代

的新纪元袁 精准农业的提出也为增产尧 减少投入尧 保

护农业资源和环境质量指引了方向遥 2013 年袁 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

示袁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就扶贫开发工作提出

野六个精准冶 的基本要求[6]袁 此后精准理念又被引入到

教育尧 技术预测等领域并持续深化发展[7-10]遥 精准理念

在各行业的开花结果为新时期科技查新发展提供了可

借鉴的经验袁 邢春国[11]于 2016 年提出了精准查新的概

念袁 他认为精准查新即将精准理念灌输于查新全过程袁
包括 野查新点精准要项目分析精准要数据资源精准要
检索策略精准要参考文献精准要查新结论精准冶袁 周立

秋[12]在该基础上补充了审核精准环节袁 将精准查新的

流程进一步完善 渊图 1冤遥
科技查新精准化不同于精准查新袁 精准查新是从

完成查新报告流程的角度袁 通过切中要点并抓住关键

环节控制查新报告质量的措施袁 其本质意义在于它是

一种对目标分解细化和落实的过程袁 是让提供查新服

务的机构或团队的规划能有效贯彻到每个环节并发挥作

用的过程袁 同时也是提升整体执行能力的重要途径[13]遥

科技查新精准化则强调从用户角度出发袁 通过应用多

种方法丰富查新报告的内容以达到精准符合用户情报

需求遥 通过科技查新精准化袁 不仅可以提升科技查新

报告的内容充实度袁 更好地服务用户袁 也可以加速科

技查新服务转型深度情报咨询服务袁 增加科技查新服

务在决策支撑中的作用遥
2.2 科技查新精准化研究现状

精准化是理念袁 不是实施方法遥 在科技查新应用

场景拓宽到尽调型科技情报咨询服务的过程中袁 如何

做好科技查新精准化得到了图书情报学界的关注袁 许

多学者提出或探索多种方法来确保科技查新精准化遥
笔者通过梳理相关研究袁 将科技查新精准化的相关方

法归纳为细分查新类型尧 运用沟通技巧尧 制定适用的

检索策略尧 全面对比分析 4 个方面袁 具体如下遥
2.2.1 细分查新类型

科技查新有不同的类型袁 不同类型的查新有各自

的特点遥 明确科技查新的分类有助于精准化遥 笔者通

过回顾相关文献[14-20]袁 依托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

心查新中心的项目袁 按查新目的将科技查新按六种目

的袁 并梳理出常见查新点内容特征尧 首选检索文献类

型及常见对比内容主要出处 渊表 1冤遥 通过表 1 可以看

出袁 立项查新是难度最小的查新类型袁 其对比内容通

过标题和摘要均可进行对比袁 而标题和摘要字段是可

以通过数据库检索系统进行限定的袁 这意味着查新人

员不需要阅读全文袁 如查新点 野妊娠期使用甲硝唑对

胎儿的影响研究冶曰 而难度最高的查新类型则是以参数

或功能为查新点的产品查新尧 工法查新两类袁 如查新

点 野一种针对职业院校教学管理的智慧校园云服务平

台袁 平台集成了招生就业管理尧 学生管理尧 教务管理尧
课堂教学尧 工作任务管理尧 目标管理尧 流程审批尧 财

务核算应用袁 以模块化方式添加新服务或更新现有服

图 1 科技查新精准化环节

Fig.1 Precision link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novelty search

查新委托精准

数据资源精准检索策略精准 相关文献精准 查新结论精准

审核报告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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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目的 常见查新点内容特征 首选检索文献类型 常见对比内容出处 

立项查新 拟开展研究 论文（期刊/学位/会议）、成果 标题+摘要 

成果查新 研究结果或结论 

技术或方法 

论文（期刊/学位/会议）、成果、专利 摘要+全文 

装置或设备结构 

技术或方法 

摘要+全文 产品查新 

产品参数 

产品功能 

专利、论文（期刊/学位/会议） 

全文 

施工方法 全文 工法查新 

装置或设备结构 

论文（期刊/学位/会议）、专利 

摘要+全文 

标准查新 技术标准、规程 标准、论文（期刊/学位/会议） 标题+全文 

专利查新 装置或设备结构 

技术或方法 

专利、论文（期刊/学位/会议） 摘要+全文 

 

表 1 查新项目分类及特征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ty search projects

务冶袁 这两类查新均需要逐篇阅读全文袁 并找到相应内

容进行对比分析遥
2.2.2 运用沟通技巧

需求交流是查新人员开展科技查新前必要的环节遥
通过需求交流袁 查新人员能够精准了解委托人的需求

及查新项目的开展背景尧 研究内容尧 技术要点尧 创新

点遥 针对需求交流精准化袁 多位学者对交流的方法及

要点进行了探讨袁 如侯小红[21]提出沟通的策略包括创造

沟通环境尧 制订沟通计划尧 沟通完的致谢曰 陈珍芳[22]提

出针对不同类型的委托人须调整沟通策略曰 张静[23]提

出沟通的方式包括请教式提问尧 引导式提问尧 协商式

提问尧 嵌入式提问尧 建议式提问 5 种方式曰 王杉[24]认

为沟通是保证科技查新效率和质量的前提袁 并证明了

求教式提问尧 启发式提问尧 协商式提问的沟通方法可

以提高查新工作的效果遥
2.2.3 制定检索策略

检索环节是查新人员根据需求交流的内容袁 进行

文献检索的操作遥 由于明确查新需求袁 整个检索环节

通常由查新人员独立完成遥 文献检索的前提是制定检

索策略袁 制定检索策略包括构建检索式及选择数据库遥
检索策略精准化袁 就要求检索词选择尧 逻辑关系组配尧
数据库选择恰当尧 正确遥 针对检索式构建袁 汪东芳[25]

研究了构建词典辅助选择检索词袁 刘洁璇[26]研究了使

用相应的翻译工具尧 工具书进行中英文专业术语的转

换袁 罗晓宁[27]从确定关键词尧 确定 IPC 与组织检索式

几方面详细阐述了专利检索式的构建方法袁 王燕[28]针

对 12 个生物学重要研究方向进行检索式构建和文献计

量时袁 对 Web of Science 平台中检索词遴选尧 检索词合

并尧 排除 Web of Science 类别尧 检索词逻辑关系组合高

级检索中的检索式构建袁 何涛[29]研究了基于词嵌入语

义的精准检索式构建方法曰 在数据库选择方面袁 由于

文献资源仍然呈分散趋势袁 无法通过一站式检索达到

查全的目的袁 因此夏冬[15,17]针对产品查新尧 标准查新的

特色数据库进行了梳理袁 如产品查新需要检索 GPD 全

球产品样本数据库尧 中国版权服务微平台袁 标准查新

需要检索之江标准信息平台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生

态部标准检索系统等行业标准的平台遥
2.2.4 全面对比分析

报告撰写主要体现查新人员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及

与对查新项目新颖性判断的结论遥 在遵循 叶科技查新

技术规范曳 [30]中新颖性判断原则的基础上袁 徐平[31]提出

应同时检索中文和外文数据库袁 才能全面评估科研课

题或科研成果的国内新颖性曰 武茹[32]对科技查新中农

作物品种新颖性的特点进行研究袁 提出农作物品种新

颖性的特质包括地域性新颖性尧 综合性状新颖性尧 品

种专用性新颖性尧 技术方法新颖性曰 在判断项目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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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袁 由于查新人员对于领域研究难以深入及单纯人

工判断存在主观性较大的可能袁 部分学者基于文献的

外部尧 内部特征构探索了人工智能方法辅助判断新颖

性的尝试袁 如曹燕[33]研究了构建适用于科技查新数据

的条件随机场模型辅助进行相关文献探测袁 姚俊良[34]

研究设计了基于 Bi-GRU-ATT 的深度多任务层次分类

模型袁 依照先父后子的次序识别查新点及候选记录的

语义类别袁 从而判定二者间的语义匹配度进行密切相

关文献筛选袁 周新跃[35]研究了通过文献学术特征组合

模型进行科技查新项目新颖性判断袁 许丹[36]也对比研

究了主题词法和自然语言法探测文献主题新颖性遥

3 科技查新精准化面临的挑战

自提出迈入科技强国的目标后袁 中国在科技方面

的投入不断增加遥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袁 2019 年全国共

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渊R&D冤 经费 22 143.6 亿元袁 比

上年增加 2 465.7 亿元袁 增长 12.5%[2]遥 研究投入的增

加意味着需要查新服务的项目数量增多袁 虽然方法技

巧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科技查新精准化的程度袁
但用户不断增加的个性化需求对科技查新精准化提出

了新的挑战遥 笔者认为袁 科技查新精准化面临的挑战

包括查新内容趋于精深尧 学科知识广泛交叉尧 查新过

程注重数值与数据尧 其他语种文献检索尧 兼顾质量与

效率 5 个方面遥
3.1 查新内容趋于精深

在科学探索不断深入尧 技术攻关加速突破的趋势

下袁 查新内容逐渐呈现出精深化的特征遥 每位查新人

员不仅要面对不同研究方向的项目袁 还要面对同一研

究方向更深层的查新点遥 对于缺乏领域知识的查新人

员袁 不断精深化的查新内容是精准化的挑战之一遥 传

统的查新内容在一项研究是否开展的层面就能满足查

新委托人的需求袁 而精深化后的查新内容则需要深入

到该研究的具体环节中遥 如查新项目 野立式发酵机制

备关键技术研究冶 例 1 为传统类型的查新点袁 该结构

式不能反映物质的三维结构袁 且以配合物的结构式或

分子式可直接检索袁 但精深化的查新点更关注配合物

的三维结构袁 不仅以图形式给出了配合物的空间结构袁
还对化学键的键长尧 键角进行了限定描述遥 可见袁 精

深化后的查新点对查新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要求

渊表 2冤遥
3.2 学科知识广泛交叉

在各学科尧 领域研究步入大数据时代之际袁 以数

据驱动的研究除了精深化袁 相互交叉也逐渐增多遥 在

查新项目 查新点 1（传统） 查新点 2（精深化） 

有机框架材料合成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一种结构式为 Eu2(BPTC)(CH3COO-)2·2DMA·nH2O 的配合物 一种配合物，其结构为 

 

 

 

 

 

 

 

 

 

Eu-O 的键长距离在 2.240(8)~2.74(2)Å 范围内，O-Eu-O 键

角范围为 50.79(18)~151.2(4)° 

 

表 2 查新点精深化前后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novelty search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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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层面袁 查新人员缺乏相应领域背景知识对科

技查新精准化也有一定的影响遥 查新人员虽然有熟知

的领域和研究方向袁 但难以对所有领域的背景知识均

有储备袁 且查新人员由于需要提高查新服务的效率和

质量袁 无法持续跟踪多个领域的研究进展以保证对该

领域前沿知识的更新遥 每个查新中心也不可能在每个

研究领域都配备相应的查新人员袁 因此查新人员可能

面临从一个熟悉的领域跨到全新的领域的情形袁 甚至

接触未曾了解过的查新项目[35]袁 如从一项临床医学研

究到一种闪电预测装置研究遥 缺乏领域知识意味着查

新人员在进行委托沟通时袁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了解查新项目的背景袁 研究内容等袁 甚至可能对专业

性较强的查新点内容理解出现偏差袁 进而造成检索策

略制定不够全面尧 文献选择及比对分析不够精准遥
3.3 查新过程注重数值与数据

随着创新主体研究内容精深化袁 查新点的类型也

在不断变化袁 以数值和数据为主的查新点逐渐增加遥
以产品查新为例袁 传统的鉴证型产品查新项目袁 其查

新点多针对产品的结构或应用的技术制造产品的过程

进行文字描述袁 而以技术尽调为目的查新则针对产品

的参数尧 功能或应用效果进行描述袁 其中都可能涉及

数值或数据遥 参数作为特殊类型的字符袁 包括数值及

单位袁 数值可以是确切数字袁 也可以是数值范围袁 这

类查新点在检索时需要考虑多个范围区间袁 其检索策

略难以穷尽遥 如查新点 渊例 1冤 中各成分是以重量份计

算袁 而查到的相关文献 渊例 2冤 与查新点有相同的成

分袁 不同的成分差别在于查新点有细辛而例相关文献

没有袁 但二者组成中药配方的计算方式不同袁 分析时

还应换算后再比对遥 此外袁 还有以数学公式 渊例 3冤 等

非文字形式的查新点袁 相比采用文字形式袁 注重数值

与数据的查新点由于难以直接从查新点中提炼检索词

构建检索式袁 不仅不容易查全文献袁 也会由于对新颖

性判断造成一定的影响遥
例 1院 一种治疗鼻炎的中药配方袁 按重量份计袁 包

括苍耳子 1~5 份尧 辛夷花 1~5 份尧 白芷 1~5 份尧 防风

1~5 份尧 黄芪 0.3~2.8 份和细辛 0.1~2 份遥

例 2院 一种治疗鼻炎的中药配方袁 由以下按重量计

的成份组成院 苍耳子 8~10g尧 枸杞根 12~16g尧 辛夷花

12~16g尧 白芷 8~10g尧 黄芪 8~10g尧 鸡血藤 8~10g尧 胡

麻仁 8~10g尧 侧柏叶 8~10g尧 枇杷叶 8~10g尧 石菖蒲

8~10g尧 荆芥 8~10g尧 防风 8~10g尧 浙贝母 8~10g尧 芦

根 8~10g尧 连翘 8~10g尧 升麻 8~10g遥
例 3院 一种立式发酵机搅拌器的阻力矩计算公

式袁 袁 当

n臆 0.05 r/min袁 kv=1曰 当 0.05 r/min < n臆 0.3 r/min袁
kv=81n3－52.3n2 + 11.9n + 0.536冤遥
3.4 其他语种文献检索

检索其他语种文献是科技查新精准化的挑战之一袁
从传统的科技查新服务来看袁 国外查新的检索范围仅

包含了英文文献袁 虽然国外研究以英文文献报道为主袁
但这意味着遗漏了部分其他语种的文献袁 而检索范围

的缩小意味着精准化程度也会有所下降遥 随着面向创

新主体的尽调型科技查新数量增加袁 国外查新应该纳

入更多其他语种的文献袁 如以日语检索的 CiNii 日本综

合学术信息数据库[37]尧 韩语检索的 Nurimedia 韩国学术

期刊数据库 渊DBPIA冤 [38]尧 RISS 数据库[39]尧 俄语检索

的 East View 俄罗斯大全数据库[40]等遥 这些平台均收录

了所在国家语种的文献袁 查新人员作为情报分析人员袁
通常难以做到精通多国语言以实现不同语种文献检索

并翻译内容全面比对的目的袁 因此其他语种文献检索

对科技查新精准化的挑战不言而喻遥
3.5 兼顾质量与效率

在服务需求层面袁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袁 查新用户

的信息需求呈现出即时化的特征[41]曰 在查新服务供给

层面袁 提高查新的精准化程度需要一定完成时间袁 完

成时间越充足袁 精准化的程度更高遥 作为一项具有决

策参考价值的深度情报服务袁 尤其在面对不同领域创

新主体时袁 需要面对不同的用户需求袁 精准化的难度

也不尽相同遥 在传统的科技查新中袁 查新人员仅需要

回答 野查什么冶 野如何查冶 野是否新冶 的问题袁 在精

T 阻 = 2仔3 kskv渍籽gHL3 +
n

i = 1
移hi

* 滋ii渍b籽g2 cos2琢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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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的要求下袁 查新人员还要围绕 野为什么新冶 野新
的价值如何冶 进行全面分析袁 甚至从 野用户提供创新

点冶 到 野为用户提供创新点冶 的层面遥

4 科技查新精准化的对策

通过分析科技查新精准化面临的挑战袁 可以发现

科技查新精准化对查新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除了

在查新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外袁 实现科技精准化

也需要查新服务机构提供更全面的条件保障袁 基于此袁
笔者提出如下精准化的对策袁 以期为针对查新人员和

查新服务机构提供参考遥
4.1 针对性建设文献资源

文献资源是科技查新的基础保障遥 不同查新服务

机构有在资源建设层面有不同的侧重袁 如综合性查新

服务机构的资源注重范围广袁 但不如专业性查新服务

机构的资源深度深入袁 因此科技查新要实现精准化袁
需要针对性进行资源建设遥 资源建设的途径包括自行

采购袁 共同采购等形式袁 在科技查新精准化的要求下袁
各查新服务机构可以根据机构自身历年查新服务的领

域袁 针对性地进行精深化文献资源建设袁 以实现在机

构在提供查新服务时有更全面的文献资源可被访问袁
尤其需要关注中英文外的其他语种文献袁 尽力做到通

过国内外查新能全面反映全球的研究状况袁 而不再简

单以中英文文献查新等同于不简单等同于国内外范围

查新遥
4.2 构建团队协作服务

针对查新人员袁 查新服务的流程并非完成一个项

目后再开始新的查新项目袁 而是多个查新项目并行袁
要在短时间内写出对熟悉领域或研究方向的委托人有

决策支撑价值的查新报告难度不言而喻遥 每一名查新

人员的领域知识有限袁 面对查新内容精深化尧 学科交

叉愈发普遍的查新项目袁 查新人员需要通过学习才能

对不熟悉领域的知识有粗浅的了解袁 因此一名查新人

员要做到科技查新精准化会越来越难遥 查新服务机构

可以引入具有领域知识背景的人员构建团队协作服务遥
在构建团队时袁 可由查新服务机构依据查新人员的学

科背景形成固定团队袁 也可由接收委托的查新员为主

选择临时团队成员曰 在选择团队成员时袁 团队成员可

以来自专职查新服务团队袁 也可以来自专职查新服务

团队以外的其他人员袁 如其他语种文献的翻译人员遥
在团队协作时袁 根据不同成员的优势袁 完成自身擅长

的部分袁 则可进一步提升科技查新精准化的程度遥
4.3 加强查新人员岗位胜任力

科技查新精准化袁 关键在于查新人员遥 传统的查

新人员岗位胜任力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科技查新精准化

的要求袁 查新人员需要进一步提升岗位胜任力袁 即表

达能力尧 理解能力尧 检索能力尧 翻译能力 [42]遥 表达能

力和理解能力体现在和委托人交流时袁 由于表达和理

解能力的差异袁 除了沟通用时不同外袁 对查新点的引

导提炼及挖掘深度也不同曰 检索能力体现在正确选择

检索方法和检索资源两个方面袁 这是查新人员最核心

的部分袁 它要求查新人员能根据需求在正确的数据库

全面检索文献并找出最贴合查新需求的内容袁 如果检

索能力不足袁 则可能徒有查新动作袁 无查新意义曰 翻

译能力体现在熟练掌握中英文科技文献的翻译能力袁
随着各领域研究的精深化袁 国内外查新越来越多袁 查

新人员更多时候需要在中英文平台中使用双语检索袁
甚至涉及其他语种遥 因此袁 要实现科技查新精准化袁
仍需不断加强查新人员的岗位胜任力建设遥
4.4 制定精准化指南及评价标准

2015 年发布的 叶科技查新技术规范曳 [30]中对科技

查新的术语尧 原则尧 资质尧 程序尧 质量控制进行了解

释和规范化袁 但对于科技查新精准化的内容袁 如不同

类型查新目的尧 不同领域查新的数据库范围尧 查新报

告结论形式均未有涉及袁 可见 叶科技查新技术规范曳
已不适用于精准化要求下的科技查新遥 因此袁 要实现

科技查新精准化袁 亟需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或标

准进行指引袁 并且需要相应的评价标准对科技查新质

量进行评价遥 没有正确合理的质量评价袁 科技查新精

夏 冬，徐英祺，王 超，任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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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也难以找出差距并针对性改进遥 在达到精准化基

本要求的基础上袁 查新机构或查新人员可以进行更深

层次探索袁 并不断探索更深层次的精准化遥

5 结 语

本文通过梳理科技查新精准化的方法袁 分析了科

技查新精准化面临的挑战袁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遥 在

中国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时袁 国家对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尧 科技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需求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遥 科技查新应该不断通过

加强自身的建设袁 努力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解决学

术引领尧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尧 创新人才培养尧 解决重

大原创科学问题尧 勇闯创新 野无人区冶 等科研活动提

供高质量的科技情报服务辅助决策袁 也提升科技查新

服务的话语权及地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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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mee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needs of different

subjec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ovelty search, the challenges to the targe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ovelty search a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Method/Process] We introduce the connotation of targe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ovelty search, sort out the

methods of the novelty search, and analyze the challenge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challenges to the targe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ovelty search include the precise search for the in-depth

novelty content, the wide intersection of subject knowledge, the novelty search process focused on value and data,

prevention of omission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in other languages, and consideration on bot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targe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ovelty search needs to build targeted literature resources, develop team

cooperation services, strengthen the job competence of novelty searchers, and formulate guideline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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