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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科技查新工作在支撑科技决策和产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化、被动化等问题，将指标检索的理念

引入现有科技查新过程中，为当前科技查新工作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围绕指标查新与传统查新在流程上的区别，梳

理并明确指标查新的内涵及特征，通过对底层数据的采集、组织建立起“资源—信息—知识—情报”的完整服务链条，

构建以指标检索为基础，包含需求感知层、查新资源层、方法工具层和产品服务层的科技查新服务新模式，实现传统

经验驱动下的查新服务向精准型、主动型查新服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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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empiricism and passivization in novelty search in supporting decision-
making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concept of index retrieval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xisting novelty search 
process,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ovelty search.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ex retrieval and traditional novelty search,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dex retrieval.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underlying 
data,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lete service chain of “resource-information-knowledge-intelligence”, and 
constructs a new novelty search service model based on index retrieval, including demand perception layer, 
novelty search resource layer, method and tool layer, product and service layer. On this basis, a service mode of 
novelty search based on index retrieval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velty search driven 
by experience to accurate and active also has been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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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查新是以反映查新项目主题内容的查

新点为依据，以计算机检索为主要手段，以获取

密切相关文献为检索目标，运用综合分析和对比

方法，对查新项目的新颖性作出文献评价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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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 [1]。科技查新作为科研管理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不仅能够引导科技创新过程，为立

项、鉴定、成果奖励等提供参考，而且能够帮助

科研人员了解行业现状，拓宽研发思路。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提出“加强科技信息资源的市场化开发利

用，支持发展竞争情报分析、科技查新和文献检

索等科技信息服务”[2]。在加快实施创新发展战

略的大背景下，我国科技查新工作面临着来自市

场的严峻考验，科技查新的服务模式也发生了相

应的变化。在技术研发、产品开发过程中，技术

或产品的指标参数是其技术水平或产品性能的直

接反映，如何充分利用各类查新资源，借助传统

查新手段建立起支撑科技决策和产业创新的精准

查新服务模式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国内外研究进展

1.1 科技查新服务模式

我国科技查新可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其

本质是专业化的信息检索 [3]。在发达国家，查新

（Novelty Search）一般只与专利文献检索相联系。

隆新文等 [4]将科技查新工作定义为以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为基础，依靠期刊、报纸、会议论文、学

位论文等公开文献信息资源，以文献检索和综合

评述法等定性分析方法为主的信息服务方式。曹

建勇 [5]认为科技查新工作的核心就是对项目与成

果等要素的创新性进行评价，而这一评价的本质

就是信息分析的过程。从定义上看，依靠各类

公开的文献资源，采用专业化的信息检索手段实

现对各类创新要素的评价是科技查新服务的核心

内容。

科技查新服务模式的发展主要分为粗放式查

新阶段、精准查新服务阶段、定制化查新服务阶

段 3 个阶段。在传统的粗放式查新阶段，主要以

文献检索为核心，围绕用户的查新检索需求，开

展以查新点为依据的定题检索，最终以查新报

告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由于科技查新用户存在

很强的异质性，不同类型的查新用户对查新服务

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传统的粗放式查新模式已

经不能满足查新用户的实际需求，查新服务逐渐

转向精准查新服务 [6]。在精准查新服务阶段，主

要聚焦于查新流程的精准化改进。邢春国等 [7]指

出“精准查新”是将“精准”的理念应用于从查

新委托受理至查新报告撰写、审核的整个查新

过程；梅梅等 [8]将科技查新数据和互联网数据进

行结合，以丰富的数据资源为基础，综合利用

大数据技术为查新用户提供精准服务 ；马兰梦

等 [9]建立了一套“数据维度—需求特征—精准服

务”的查新流程，基于研究领域、时间序列和服

务对象揭示了查新用户特征，并从团队建设、资

源配置、合作互联、宣传推送、评价反馈的角度

制定精准查新策略。在定制化查新服务阶段，科

技查新服务模式更多地将服务主体纳入查新服务

过程，针对不同的服务场景开展定制化的查新服

务。王红等 [10]将知识服务的理念引入科技查新，

在开展常规科技查新以外开发专题 /定题服务、

竞争情报分析和决策辅助研究等；王欣等 [11]将

科技查新工作嵌入并应用到创新主体创新活动的

整个链条，提出了科技创新服务于“创新活动前

期、创新活动中期、创新活动后期”的“科技查

新+”服务模式；陈峰等 [12]将技术尽职调查的理

念引入传统科技查新，从服务侧和用户需求侧的

双重视角构建了基于技术尽职调查的科技查新服

务模式。

从查新现有业务来看，当前我国查新机构的

查新业务主要包括立项查新、专利查新、成果查

新、产品查新等 [13]，多数查新机构服务模式的多

样性和主动性都有待提升。针对现阶段用户差异

化、定制化的查新需求，从查新资源层面出发，

探讨利用专业化的查新检索能力，将原有的粗粒

度查新内容进行细化，推出以指标查新为核心的

新型查新业务，对改进传统查新服务、提高查新

业务的市场价值和应用价值、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1.2 指标查新现状

指标查新在标准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在

标准研究中常用产品 /技术指标对比分析的方法，

如对比分析国内外指定领域内的产品指标，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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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14-15]，并且指标对比分析

后建立的关键技术指标清单 [16]也能为行业研发人

员提供参考。又如姚灵等 [17]针对水表产品标准关

键性能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帮助水表企业更好地

理解新国标的基本要求和标准贯彻中的重难点，

为技术人员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在标准研究领

域，国内已有机构开始探索指标查新在标准服务

中的应用。如河北省标准化研究院建立的标准指

标数据库，用户可以通过产品名称、指标名称等

进行标准指标检索 [18]；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信

息研究所推出标准内容指标对比服务，提供国内

外标准的技术指标提取和对比分析服务 [19]。虽

然标准研究的技术指标对比分析涉及文献类型仅

包含标准文献，但标准研究中的指标对比、指标

检索等方法为科技查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科技

查新过程中纳入更细粒度的指标对比，完善传统

的科技查新服务思路，探究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客

观、更细粒度的主动科技查新服务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2 指标查新的内涵及特征

2.1 指标查新与传统查新的流程对比

从业务流程上来讲，指标查新与传统查新大

致相同，但在具体操作的侧重点上仍有所不同。

表 1 从查新目的、查新内容、查新点、数据库资

源、检索字段、检索策略和查新结果等方面将

“传统查新”与“指标查新”的特点进行对比。

2.2 指标查新内涵及特征

根据指标查新与传统查新在业务流程上的区

别，参考科技查新的定义，本文认为指标查新是

指以公开数据为查新依据，以计算机检索为主要

手段，以获取技术或产品的参数、指标相关的文

献为检索目标，提供与参数、指标相关的技术分

析、技术监测、技术预警、决策咨询等产品的情

报咨询服务。与传统查新相比，指标查新在数据

源、查新过程和查新结论上具有多源性、协同性

和精准性的特征。

（1）数据的多源性。指标查新所利用的数

据不仅包含传统的论文、专利、标准、成果等数

据，还包含产品库、企业网站、科普文章、科技

新闻、科技论坛等数据资源，而基于各类文献资

源加工得到的指标数据库能够大大提高指标查新

效率。从数据类型上看，这些数据源包含的数据

类型有数据库中的结构化数据，还有从网页等提

取到的文本、图片、表格等类型的数据。而从这

些数据里对所需指标信息进行抽取加工，以更全

面地发现有价值的情报，是科技服务工作面临的

新挑战。在字段选择上，数值、指标信息多出现

在论文正文、专利说明书中，因此更强调数据库

中的全文、专利说明书等字段的选择。

（2）过程的协同性。在指标查新过程中，查

新员不仅仅充当信息检索的角色，更多地是由知

表 1 “指标查新”与“传统查新”业务流程对比

业务流程 传统查新 指标查新

查新目的 用于立项查新、成果查新、专利申请、标准查新等 成果查新、决策支持、产品布局等

查新内容 多为技术方案、技术路线创新 多为技术工艺型产品、技术效果创新

查新点
着重反映技术方案的独特特征，采用了区别于现有

的技术方法或技术路线

着重发映出新颖性的关键技术指标、结构、性能及参数，查

新点中如有涉及指标参数应力求具体、准确

数据库资源
在论文、专利、科技成果、科技报告等常用查新数

据库资源中进行检索

除常用查新数据库资源外，应扩展资源至互联网资源、标准

数据库、产品数据库等，尽可能选取带数值检索入口的数据

库，另外自建指标库能大大提高指标查新的效率

检索字段 主要在标题、摘要等主题字段中检索
更多地在全文字段中进行检索，专利检索还应着重权利要求

项、说明书等字段检索

检索策略
根据主题提炼的检索词进行扩展，从多角度进行检

索，从查全和查准两个维度进行选择

应特别注重数据库中数值的检索式编制规则，以及计量单位

检索词的扩展，以查准率为主要衡量指标

查新结果
查新结果上应着重方法、结构、过程等方面的定性

对比

应着重于指标、参数等量化技术效果的技术手段新颖性论述，

对于突破性指标的界定应尤为谨慎，必要时需领域专家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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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服务者向知识交流者转变。查新员根据自己的

查新经验和初步检索结果与需求方、领域专家、

情报专家等相关方进行交流沟通，并及时根据反

馈意见调整下一阶段的查新策略，提高查新产品

与用户需求的适配度。

（3）结论的精准性。传统查新中查新结论是

核心，查新结论中着重以技术特征对比的方式强

调查新点中技术特征与相关文献技术特征的差异

性，涉及指标层面的较少。指标查新结论涉及技

术或产品的具体参数指标，对指标值、参数值的

数据精准性较传统查新要求相对较高，尤其是数

值大小、数量单位。因此，在指标查新的产品内

容上，用户需要得到关于这个技术领域、产品性

能等更详细的刻画描述，从而更准确地了解这个

领域的发展概况和前沿进展，以保证情报服务能

够正确、科学、有效地辅助决策过程。

3 基于指标检索的查新服务模式

基于指标查新的科技查新服务模式由需求感

知层、查新资源层、方法工具层和产品服务层构

成（图 1）。需求感知体现在情报服务的全过程，

需要将服务对象纳入整个服务体系中，根据反馈

意见修正和完善查新服务过程。查新资源层、方

法工具层、产品服务层之间通过对底层数据的采

集、组织等过程形成由“资源—信息—知识—情

报”的完整链条，有效地为各类用户提供情报决

策支撑。

3.1 需求感知层

精确感知不同类型查新用户的需求是提供精

准查新服务的关键。指标查新的服务对象包括企

业、科研人员、政府决策机构等，不同类型的用

户在指标查新的需求上各有侧重。①对于企业，

除了常规的政策、市场、法律等信息外，产品的

技术参数对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明确市场地位、

开拓新市场尤为重要。如在进入市场前，企业可

根据产品的技术参数数据，识别和发现同类型产

品的竞争对手，从而为企业做好市场布局、制定

并购策略提供决策支撑。②对于科研人员，指标

参数信息是了解当前科技前沿、明确技术国际定

位的重要参考。在产品研发阶段，指标查新可以

获取同类型产品的技术参数，可以通过同类型产

品的产学研合作加快产品研发进程。此外，指标

图 1 基于指标检索的查新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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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作为技术萌芽阶段的一种早期探测方法，指

标查新监测到的一些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早期迹象

对科研人员研发方向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③对于政府决策部门，指标查新作为技术监

测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依据指标查新建立起关键

核心技术的“卡脖子”指标清单可以为政府部门

做好项目布局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支持。对项目

管理等类型的政府机构来讲，客观、科学、公正

地评估科技项目，已经成为科技项目管理工作的

当务之急。早期的科研评审过程中多采用同行评

议法，邀请领域专家对项目成果提出意见和判

定，但此方法在评审过程中受专家先验知识的影

响较大，评估结果的主观性较强。文献计量被引

入科研评价后，可以通过既定的文献计量指标，

对项目产出论文、专利等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进行

评估，但这类评价尚未深入到技术内容层面。从

这个角度来看，以项目涉及的技术参数、产品参

数等指标来衡量项目产出，为科技进步、解决科

技问题等贡献提供良策。

3.2 查新资源层

3.2.1 数据资源组织体系

数据资源是指标查新的保障，数据资源组织

体系主要包含数据资源采集和数据资源组织两个

过程。其中，数据资源采集的主要目标是从各类

数据库及互联网资源上获得指标数据。在数据类

型上，传统查新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Web of 

Science、EI、Dialog等综合性文献数据库为主，

指标查新所依赖的文献资源除了现有的论文数据

库、专利数据库等科技文献数据库外，更依赖全

源性的情报采集工作，包括政府、企业、智库的

各类统计数据、标准数据库、新闻媒体报道等。

数据资源组织是对获得的指标数据进行再加工，

包括指标数据抽取、标引、链接等，构建服务于

指标查新的指标库。从技术实现的角度来讲，一

是根据基于本体的逻辑推理等技术构建起各项指

标数据之间的关系，二是通过按照特定的元数据

管理规则建立指标数据的元数据管理体系，以实

现对指标的准确检索，保证指标查新过程的准

确率。

（1）指标管理体系

对于大多数专业领域来讲，指标的定义是

统一的，但指标名称不同其实质含义却相同的情

况依然存在，所以对于描述或表达不一致但指向

的指标相同、描述或表达重复但指标名称不同等

情况应加以处理，构建起包含描述对象的各项指

标、指标间的层级关系、所属领域等信息的指标

管理体系。指标管理体系以指标描述对象为主体

（图 2），即指标 I={ID， Name， Definition， When， 
Who， What， Where}。其中，ID为指标的唯一标

识符；Name是指标名称；Definition是指标的定

义及计算方法、计量单位等描述特征；When是

指标值公开报道的具体日期；Who是该指标值对

图 2 指标及描述对象的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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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机构或研究人员；What是该指标对应的指标

值；Where是该指标值公开报道的来源，包括新

闻、专利、论文等。需要指出的是，指标和指标

值之间存在一对一、一对多等不同关系，如指标

I和指标值What之间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即一

个指标对应多个指标值。多个指标构成指标描述

对象，指标描述对象在参考专家领域知识的基础

上实现对描述对象的分类分级，各节点的描述对

象共同刻画出这个技术领域的主要产品 /技术特

征；根据树状结构的层级关系，根节点往往代指

的是整个技术领域，最深层节点是指标数据的最

小描述单元。

（2）指标数据的链接关系构建

指标数据之间的链接网络由指标和指标间的

关系构成，可以表示为S=(I, L, R)，其中 I表示指

标节点集合，L表示指标之间的链接关系，R表

示指标链接规则。具体的链接规则包括R={同一

机构、同一时间、同一描述对象}。如指标 1 和

指标 2 之间属于同一描述对象，可记为 i1 2→
r1 i ，

即 i1表示指标 1， i2表示指标 2，指标 1 和指标 2

之间存在链接关系，链接的规则为r1，r1表示i1和

i2隶属于同一描述对象。指标之间的链接关系如

图 3 所示，具体分为指标层和数据层，指标层包

括指标及其属性信息，数据层包含文献库、机构

库、国家库、期刊库等各类数据资源。

3.2.2 人才资源协同体系

人才资源体系是指标查新走向精准服务的关

键，人才体系主要包含查新专家、情报专家和领

域专家（图 4）。查新专家即科技查新人员，在精

准抓住用户需求、快速提炼主题，将用户所关注

的领域问题转化成检索问题上具有长期的经验积

累。情报专家在情报服务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情

报信息搜集、加工、分析等经验，能够广泛开展

情报研究工作，真正打破情报问题和以政府、企

业为代表的决策者之间的“语境鸿沟”。领域专

家贯穿于情报服务的整个过程，在前期指标库建

立、后续指标数据的分析过程中，都需要领域专

家依靠自身的经验知识实现指标准确性的判断和

指标数据的快速解读，从而将抽取出的指标数据

与专家的经验知识相结合形成准确可靠的情报服

务成果。查新专家、情报专家和领域专家在整个

情报服务过程中沟通协同，最终形成以科技查新

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为主，以领域专家为辅的协

同服务网络，最大程度地发挥科技查新人员、情

报分析人员和领域专家的专业价值，真正形成以

科技查新人员、情报分析人员和领域专家共同构

成的“科学共同体”，通过指标数据的“采集—

抽取—整理—序化—推理”等全链条，实现精准

化的查新服务。

图 3 指标数据链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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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方法工具层

3.3.1 领域词表辅助构建技术

领域词表的构建是为了满足查新人员在指标

检索过程中尽可能完整、正确地选用检索词，以

便保证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作为指标所在技

术领域的专用词典，领域词表罗列了这个领域

内的简要技术清单，为指标查新后续开展技术

演化、循证检索和知识问答等产品服务提供支撑

和铺垫。具体来讲，领域词表构建过程包含指标

词汇抽取、词间关系识别、词表更新和完善等过

程。从词表结构来看，领域词表应包含指标总

表、技术领域表和中英文对照表。指标总表在结

构上包含指标词汇的全部信息，包含词间关系

（同义词、相关词等），以及所属学科领域、技术

领域、中英文形式等。其中词间关系之所以是指

标总表中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在查新检索过程中

各类规范词、同义词和缩写词、相关词等经常使

用，通过词间关系对检索词进行扩充能够大大提

升检索效率。技术领域表的构建主要是考虑同一

指标描述词汇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有不同的解释含

义，方便查新人员从技术分类的角度实施检索。

如在食品检测领域，F值是指在一定的致死温度

下将一定数量的某种微生物全部杀死所需的时

间；在光学领域，F值表示镜头的最大光圈；在

机器学习领域，F值表示是精确率和召回率的加

权调和平均。中英文对照表在检索国外资源时可

以大大提升检索效率，保证检索的查全率和查

准率。

3.3.2 指标词汇自动标注技术

指标查新要想实现精准检索离不开对各类数

据资源的细粒度描述，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为

进一步的知识关联和推理作准备，以满足查新人

员和普通用户对资源的个性化需求。在指标词

汇的自动标注上，采用基于词典和条件随机场

（CRF）算法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待标注文本的

识别精度。根据指标查新需求，标注的主要对象

为指标词汇及与指标词汇相关的所属机构、所属

时间、描述对象 3 种关系。标注过程分为人工标

注和模型标注两个部分。首先，针对训练文档进

行人工各自标注和双人交叉审核，对有异议的标

注进行讨论，形成一份较为完善的标注规范，作

为后续训练集的丰富语料，完成标注语料库的构

建。根据得到的标注语料库，另一部分作为训练

集用于训练CRF实体识别模型，其余部分作为

测试集用于测试模型效果。然后，以不同来源采

集得到的数据作为目标文档，对目标文档进行过

滤、分词、去停用词等预处理后，根据已有的领

域词典库采用字符串匹配的方式进行初步识别，

利用训练得到的CRF模型进一步对待标注文档进

行识别。最后，人工完成对标注后文档审核，根

据人工审核后的标注文本，及时更新领域词典，

完成对CRF训练模型的迭代更新，形成指标词汇

及其关系的自动标注模块。

3.3.3 基于语义的查新检索技术

传统的查新检索过程是根据文献资源的元数

据特征完成底层索引库的构建，根据查新员的检

索式，通过标题、摘要、关键词、主题词等从文

献检索系统中获取相关文献。通过语义扩展和推

理技术，借助推理规则，利用自动标注、信息抽

取、关系发现等技术从目标文档中发现更细粒度

的指标信息，从而完善现有的文献检索系统，将

符合用户检索需求的信息传递给用户。基于语义

的查新检索技术能够在传统检索系统的基础上，

根据上文提出的领域词表辅助构建技术和指标词

汇自动标注技术对检索词进行概念扩展、关系推

图 4 人才资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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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语义匹配，实现对目标文档中隐性知识的抽

取，得到更加丰富的指标、关系和属性映射，从

而能够形成以指标为中心的语义检索模型，得到

具有更高检索性能以及更高查全率和查准率的检

索结果返回给用户。

3.4 产品服务层

根据情报服务过程与获取用户需求的先后顺

序，可将情报服务产品分为被动型服务产品和主

动型服务产品。被动型产品以传统的科技查新报

告、检索分析报告、技术分析报告为主，是在充

分了解用户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围绕查新主题展

开检索分析后得到的具有结论性的分析报告。主

动型产品在整个情报服务链条中将服务过程前

置，通过对技术领域的主动性监测、扫描等过程

实现前置性的情报服务。根据指标查新的主要特

征，产品服务的类型可以包括技术演化时间轴分

析、基于指标的循证检索、基于指标的知识问

答等。

3.4.1 技术演化时间轴分析

通过各项指标数据的统计、关联、分析后

进行可视化展示，可以发现趋势变化及各指标的

关联关系。以光刻机为例，常见的描述指标有工

艺节点、分辨率、投影物镜、光源波长、产率

等。纵向对比各个参数值的演化趋势，可以发现

企业在每一代产品革新过程中的演化特征和核心

技术研发方向；横向对比各项指标，可以看出各

研发企业在不同技术上的优缺点。产率是指光刻

机在单位时间内可完成曝光的晶圆数量，是衡量

光刻机产业化及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图 5 展示

了当前光刻机厂商的产率。产率最高的光刻机是

ASML采用ArF光源的TWINSCAN NXT:1470 光

刻机，产率达到 300 wph。EUV光刻机虽然在分

辨率和最小工艺节点等技术指标上取得了明显的

进步，但是现有的产率还停留在 170 wph，未来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4.2 基于指标的循证检索

在循证研究中，一些随机对照试验的Meta

图 5 光刻机产率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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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往往被纳入循证分析的高质量证据资源。在

这个过程中检索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被纳入的

证据资源是否具备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并

最终影响Meta分析的有效性。在一项维生素D对

多囊卵巢综合征代谢及内分泌指标影响的Meta分
析中 [20]，笔者在证据选取阶段主要以包含 25 羟

维生素D水平、内分泌指标（胰岛素敏感性检测

指数、胰岛素抵抗指数、甲状旁腺激素、空腹胰

岛素、总睾酮、睾酮、脱氢异雄酮硫酸盐、代谢

指标（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

酯、超敏C反应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

腹血糖）等指标的文献作为Meta分析证据来源，

在这类循证研究中，检索的准确性对提高证据的

可靠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领域指标库中

包含的指标及其链接关系，可以根据用户循证研

究中对目标证据的需求，快速定位到与证据选择

中所包含指标相关的目标文献，并获取与指标相

关的机构、国家等相关信息，形成指标相关的语

义链接网络，帮助用户发现与循证证据相关的指

标及其关联关系。

3.4.3 基于指标的知识问答

基于指标数据的知识问答模块主要包含问

题理解、指标数据检索和答案生成 3 个模块。知

识问答的核心是对问题的理解，根据用户提问对

问题进行分解，通过系统接口获取用户输入的问

题语句，对问题语句进行预处理，获取问题语句

中的疑问词和中心词，根据领域词表建立起中心

词与指标名称的映射关系，并匹配相应的问题模

板。随后将模板信息传送至指标数据检索模块。

根据指标名称在现有的指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借助预设的答案生成模板生成自然语言的回复语

句，将检索得到的数据结果传入预先定义的答案

回复模板。最后把通俗易懂的答案语句反馈给用

户，并将历史问答内容存储到后台数据库，以便

进一步提升问答系统的准确率。

4 结语

科技查新始于查新而不应止于查新。随着我

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快速推进，对查新服务内容

和服务形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基于科技

查新实践，构建了基于指标检索的科技查新服务

模式，涵盖了指标查新的数据资源建设、方法工

具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充分发挥了查新人员、情

报人员和领域专家相互融通的决策支持体系和能

力，进而推动传统经验范式驱动下的查新服务

向精准型、主动型查新服务转变。高质量的指标

数据库是指标查新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未来将

进一步结合查新用户的实际需求，对指标查新的

数据资源组织方式、指标查新分析工具和方法进

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指标查新在

查新工作发展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努力推

动以指标查新为核心的制度、标准等保障机制建

设，以确保指标查新服务体系的正常运行，从而

能够充分发挥科技查新工作在我国创新链条中的

推动作用，为我国科技创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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