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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例

□陈巧梅 董珏 肖兰 于夏薇 潘卫*

  摘要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重要科技创新基地。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以国

家重点实验室在新时期的发展需求为导向,将“专利信息服务链”与“技术创新链”深入融合,基于多

年持续递进的服务实践,凝练形成基于需求迭代服务、“三位一体”多元团队、服务制度建设、“双发

展”长效机制四个“碱基对”作用下的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型升级的高校专利信息“双螺旋”服务模

式,以期为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同类创新主体开展专业化、特色化、
持续性的专利信息服务并拓展深化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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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当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科技创新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组织开展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研究,凝聚培养

创新领军人才、开展高水平创新合作、产出重大原创

成果的重要科技创新基地[1]。2018年,党中央提出

“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

系”[2],明确了将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培育为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新目标。“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重
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实验

室体系”[3],2021年科技部编制完成重组国家重点

实验室体系方案。2021年12月以来,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皆明确提出,未来我国将建立以国家实

验室为引领、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实验室体系。
因此,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有效专利信息服务

模式,有力支撑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高校中

心”)是我国重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之一。根据

《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指引》[4]、《高校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5],高校中心主要围

绕“开展基础工作”“支撑科技创新”“培育专业人才”
“服务经济社会”和“建立协调机制”五个方向的工作

内容,提供培训、咨询等七类基础性服务,以及检索

分析、数据库建设等七类专业化服务,将知识产权信

息公共服务纳入日常教学、科研管理,服务高校科技

创新、学科建设、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促进高校发

挥创新源头作用,同时发挥专业与学科优势,服务区

域经济和产业发展。近年来,高校中心以高校图书

馆为主要挂靠单位,充分发挥自身服务优势,提供了

多层次、多元化的专利信息服务,在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 的 服 务 能 力[6-9]、服 务 内 容[10-11] 和 服 务 模

式[12-20]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

构的学者开始关注面向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模

式研究。张善杰等以企业用户为对象,从主体(高校

图书馆)、客体(产业技术创新相关方和创新流程)和
六大构成要素(环境、市场、人才、信息、技术、管理)
维度构建面向产业技术创新的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

服务体系框架模型,并进行实践验证[17]。晁蓉等以

74家企业调查为依据,从技术创新视角调研分析高

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需求,构建基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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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需求的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模

式[18]。严哲等基于当前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

现状分析,引入生命周期概念,构建一套以科研创新

全流程为明线,以专利生命周期为暗线的高校图书

馆专利信息服务体系[19]。宋丹辉等分析了高校科

研创新、产业技术研发、师生创新创业、政府决策咨

询中专利信息需求特点,结合针对不同创新主体的

服务实 践,构 建 用 户 需 求 导 向 的 专 利 信 息 服 务

体系[20]。
总的来说,面向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模式

研究大多是以创新企业、高校科研人员/团队、高校

管理团队为服务对象,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专

利信息服务的研究较少。河海大学图书馆以对该校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精准知识产权服务为案例,基
于巴斯德象限理论,从管理层、用户层、服务层三个

方面提出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策略[21]。
贵州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以需求为导向,为特种

化学电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提供技术与创新信息

的嵌入式服务[22]。而从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型升级

时期的技术创新需求视角出发,研究面向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专利信息服务模式尚不充分。国家重点实

验室是我国极其重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在转型升级

关键时期对于专利信息服务需求有其特点,而高校

中心是服务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关键主体之

一,在服务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

着独特作用,探索支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

高校专利信息服务模式既可以有效推动设立在高校

中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也有助于高校中心

服务的拓展和深化,进一步发挥高校中心在推进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知识产权强国等关键战略中

的重要支撑作用。
本文基于文献调研和服务实践,分析了新时期

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并以上海交

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多年持续递进的服务

实践为例,尝试构建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

的专利信息服务模式,以期为高校开展专利信息服

务提供参考。

2 新时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要求

近年来,从“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到“加强全国

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变化调整表明国家重点实验室

已进入战略提升阶段,国家对新时期重点实验室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在研究方向上,推动学科交叉发展,对接

国家战略需求,突出优势和特色。研究方向是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的首要问题和关键环节,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得是否有特色,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建

实验室是否具有国际竞争优势[23]。针对目前很多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过窄、缺少特色、无法适应

交叉学科的研究趋势等问题[24],实验室需要适应大

科学时代技术周期缩短、前沿交叉创新频出的特点,
基于自身研究优势,通过多学科的综合交叉与新技

术的集成大力发展新兴和交叉学科,并逐步形成独

具特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向。同时,瞄
准国家战略问题和任务,是新时期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研究发展方向,重组后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要从学

科建设基地变成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责任主体和

“战斗”主力,如何从国家的战略需求中提炼出真正

的科学问题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25]。
第二,在成果评估方面,转变“唯论文”倾向,建

立分类评价路径,解决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问题。

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
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

通知》,决定在高校开展“破五唯”行动[26]。我国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既有学术性的特征,如强调学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也有服务性的特征,如服务军工国防、
国计民生等实际需求,即同时兼有基础研究与应用基

础研究的任务。实验室应坚决破除“唯论文”的评价

导向,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

价路径。基础研究要重点评价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

学价值;应用基础研究要重点评价对解决生产实践中

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

果,重点解决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问题,在建立自

立自强的产业生态系统中发挥技术带动作用。

3 专利信息服务“四阶段”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围绕新时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需求

特点,持续面向微米纳米加工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

(原微米/纳米加工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以下简

称“实验室”)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特色化和持续性

信息服务,推动专利信息服务不断融入实验室技术

创新过程,有效支撑技术研发、成果评估和科研规划

等工作,助力实验室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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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四个不同阶段,稳步迈上新台阶,
实现新突破。

3.1 阶段一: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启动背景下,技

术创新成果评估

  实验室的初期需求主要在于实验室评估、申报

重大科技项目、各级技术发明奖、各类人才计划和科

技创新团队以及成果鉴定等方面的科技信息支持。
中心应需提供了创新竞争力分析报告以及科技查新

等传统科技情报服务,助力实验室获得上海市技术

发明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提名。同时,中心依

托图书馆“信息专员”服务,为实验室教授团队培育

身边的“准图书馆员”10余人,推动专利信息服务融

入实验室技术创新。

3.2 阶段二: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背景下,实验室

自身评估扫描

  2021年随着实验室进入重组评估前的准备阶

段,实验室亟须对自身发展现状进行自我评估,摸排

优势研究方向,聚焦关键技术,开展重点基础研究。
根据其需求,中心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步

推进专利信息服务。首先,从微观层面排摸实验室

已有专利成果,发现发明专利维持年限短、专利强度

向低分区偏移、产学研合作不足等问题,针对其研发

模式和成果保护方式提出建议;然后,从中观层面开

展微纳制造竞争环境分析,挖掘实验室重点关注的

6所同类机构的专利布局、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

差异化发展路径;最后,从宏观层面开展微纳制造技

术、产业、政策与专利综合分析,重点关注纳米压印

和极紫外光刻“卡脖子”前沿技术方向,为实验室把

握全球领域态势、瞄准前沿技术、找准自身定位、开
展对标管理等提供全方位助力。

3.3 阶段三: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背景下,学科交

叉和国家战略方向牵引

  2022年实验室启动重组评估工作,亟须对接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交叉学科建设,找到新研究突

破口。在已完成的研究优势梳理基础上,实验室管

理人员拟牵引科研人员将微纳制造的工艺技术优势

与海洋传感技术相结合,布局“大海洋”国家战略方

向。中心应需提供《MEMS海洋传感器领域全球研

发态势分析》报告,融合政策、论文、专利等多源信息

分析,提出实验室应尽早布局该“蓝海”领域,优先考

虑 MEMS海洋温盐深传感器、湍流传感器和水声传

感器等科研方向,并对其技术发展路线提出建议,为

微纳制造技术与海洋微系统结合发展规划的甄别、
定位及布局提供了情报支撑。当年,实验室两位年

轻研究人员获批两项校级深蓝项目计划,实验室也

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和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第一轮重组

评估。

3.4 阶段四: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背景下,已

有优势“国家战略”方向研究深化和专利布局

  2023年1月,实验室正式获批全国重点实验

室,在“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背景下,实验室紧

密围绕“满足国家需求”的价值目标,针对已有优势

和特色的“薄膜传感器及其在航空领域应用”方向开

展深化布局。中心根据需求提供“一揽子”长效服务

方案,分层分类开展专利信息服务。
(1)产业研发及竞争态势分析助力明确发展定

位。中心提供《薄膜传感器产业研发态势及航空领

域竞争态势分析》报告,研究比较实验室与5所同类

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实力,为实验室厘清全球竞争

态势、找准技术创新方向、明确自身发展定位、把握

专利布局先机以及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提供

助力。
(2)关键技术动态监测为科研攻关提供情报支

撑。中心针对技术专家提出的重点技术方向,推出

2期“专利监测简报”服务产品:《薄膜传感器曲面图

形化专利监测简报》和《柔性NTC薄膜温度传感器

专利监测简报》,帮助科研人员掌握该技术领域专利

现状及技术前沿最新动态。
(3)个性化定制化培训咨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和保护意识。中心根据实验室需求提供个性化培

训,推出《专利学堂走进实验室》培训计划,开展

《专利信息检索与运用》《诺贝尔奖得主的专利布

局》等系列主题讲座,采用沉浸式培训场景,通过

实战式演练,提升科研人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

保护能力,为实验室培育身边的“专利信息专员”。
此外,中心协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为实验室提供技术转移转化咨

询建议。

4 专利信息服务模式探讨

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中
心在支撑实验室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方面持续

探索、不断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用户黏性显著

增强,需求逐步迈向“长效化”。笔者结合中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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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递进的服务实践经验,对服务过程中的特点和

模式展开探讨,以期为其他服务机构面向国家重点

实验室开展专利信息服务提供参考。

4.1 专利信息服务特点

中心在服务实践中逐步探索出适应于国家重点

实验室发展需要的专利信息服务特点,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基于需求迭代服务,推进服务精准化;搭建

“三位一体”多元团队,推进服务专业化;强化服务制

度体系建设,保障服务高质量;建立“双发展”长效机

制,促进服务长效化。

4.1.1 基于用户需求提供迭代服务

为满足实验室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不同需求,
推进精准服务,发挥专利信息服务效用,中心紧密对

接用户需求,迭代信息服务。“四阶段”服务中,实验

室需求从成果评估等基础情报需求到整体研究方向

梳理和规划布局,再到不断推进学科交叉研究,对接

“深蓝”、“深空”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向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心服务应需而变,开展了从

科技查新、创新竞争力分析报告等基础性服务,到研

发活动专利检索分析等专业化服务,再到举办知识

产权信息利用培训等特色化、差异化服务。
用户需求包括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显性需求

可以直接沟通获取,如沟通了解用户所处的研究发

展阶段和具体诉求,如成果评估、研究方向梳理和规

划布局,或是推进学科交叉、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创
新成果评估、保护和转化等。

隐性需求则需要通过线上沟通、线下座谈、实
地走访、问卷调查以及专利分析诊断等手段主动发

现和挖掘,及时与实验室管理人员进行深度交流和

定向引导,将其转化为确定性需求,由此不断迭代

和定制专利信息服务产品,有效服务实验室技术

创新。

图1 中心服务过程中的问题发现与隐性需求挖掘

  例如,科研管理人员提出希望了解研究领域现

有技术进展水平,布局在研传感器系统级应用,这
是服务初始的显性需求。随着服务开展,中心引入

技术专家,进一步挖掘科研人员在曲面图形化工

艺、柔性NTC薄膜温度传感器等方面的信息需求,
并针对性提供专利监测简报服务。同时,中心通过

实地走访发现“师生专利意识和专利信息利用能力

薄弱”“实验室对专利布局等有较高兴趣”;通过线

上沟通、线下座谈发现其“对PCT专利、高价值专

利、专利检索数据库的使用等方面了解不足”;通
过问卷调查发现其“科研成果转化或专利化过程的

困难包括不会专利检索与分析、不了解专利布局及

实操等”;通过专利分析诊断等发现实验室在该领

域“国外专利零申请、零转让和许可”,由此挖掘实

验室在专利信息素养培训、技术成果转化支撑方面

的隐性需求,并与实验室科研管理人员深度沟通,
引导科研管理人员提出明确需求(见图1)。新需

求产生之后,中心应需定制服务方案,积极推动新

服务的落地和实施。

4.1.2 组建“三位一体”多元团队

为不断强化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服务能力,提升

服务成效,中心持续优化服务团队结构,逐步形成由“技
术-服务-实务人员”组成的“三位一体”多元团队(见
表1)。一方面,推动专利信息服务人员突破原有服务

半径,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引入具有科研背

景的管理人员,负责技术功效的标引和检索结果的验

证;吸纳实验室技术专家及博士生,保障技术分析的准

确度和深度;协同学校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成果管理

和技术布局的实务人员,提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信

息咨询服务,支持实验室技术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对

接,促进成果转移转化。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

新的专利信息服务需要专利信息检索、分析和利用的

能力,与用户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技术背景知识,以及

专利技术转移转化等专利实务相关知识,中心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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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协同图书馆“信息专员”、学校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

的“技术转化专员”,组建形成稳定的“信息专员-服

务人员-技术转化专员”团队,利用各方优势打通从

技术研发到市场化全流程的技术创新支撑服务。
表1 不同阶段中心服务团队变化

服务阶段 专利信息服务核心需求 中心服务团队人员配置

阶段一 技术创新成果评估 ·专利信息服务人员

阶段二 实验室自身评估扫描
·专利信息服务人员

(技术资料支持)           

阶段三 国家战略“深蓝”方向牵引
·专利信息服务人员

·具有科研背景的管理人员

阶段四 国家战略“深空”方向研究深化和专利布局

·专利信息服务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团队

·专利实务人员

4.1.3 建立和完善服务制度体系

为高质量开展专利信息服务,中心建立了由机

构管理制度、服务流程管理、质量控制体系、人才

培养制度等组成的服务制度体系,并根据服务推进

和实施效果不断优化完善(见表2)。在机构管理

制度方面,中心先后制定了中心管理办法、建设工

作方案、保密管理规定、档案管理规定、发展规划

等一系列运行管理规范,以保障和规范专利信息服

务的开展。在服务流程管理方面,中心基于服务实

验室的经验,形成2023年《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专利信息服务流程规范》,以强化服

务人员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控制防范风险。在

质量控制体系方面,中心逐渐建立起服务人员、创
新主体和评审专家三方质检机制,对项目重要节点

及最终成果进行分阶段评估,有序加强服务质量控

制。在人才培养制度方面,中心分别从服务人员专

业能力提升和创新主体师生信息素养(含知识产权

信息素养)培养两个层面制定培训计划;在服务人

员专业能力提升方面,推出了《图书馆青年馆员启

航培育计划实施办法》,安排服务人员参与国家知

识产权局、教育部、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知

识产权行业协会等机构组织和举办的各类培训、学
术会议等,参加课程考核、案例分享等多种实践活

动,不断提高中心专利信息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
在师生信息素养提升方面,推出了《专利学堂走进实

验室》系列培训与沉浸式交互演练,组织其参与图书

馆开展的各类信息素养培训,以提升其专利信息

素养。
表2 中心的服务制度体系

机构管理制度 服务流程管理 质量控制体系 人才培养制度

·保障和规范专利信息服务工

作的开展,确保团队正常运行

和高效管理

·强化服务人员执行力,提高效

率、控制风险

·服务人员、创新主体和评审专

家三方质检机制

·项目重要节点、最终成果分阶

段评估

·提高专利信息服务人员专业

化水平

·提升创新主体专利信息素养

和利用能力

4.1.4 建立“双发展”长效机制

中心通过基于需求的迭代服务,建立起完善的

团队架构和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成效,使
实验室用户黏性显著增强,需求从“单次服务”逐步

转向“长期服务”,建立起促进实验室和专利信息服

务“双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服务成效反馈机制、人
员能力提升机制、服务成果长效利用机制、服务成果

推广应用机制4个主要环节(见表3)。
(1)服务成效反馈机制。中心编制了《创新主体

反馈意见表》,主动收集实验室对各类服务的反馈意

见,评估服务效果与质量;同时,线上线下跟踪了解

实验室通过专利信息服务支撑技术创新活动的情

况,及时检查服务效果,并基于用户评价反馈对服务

方法和服务策略进行科学调整。
(2)服务人员能力提升机制。由中心制定的人

才培养制度得以落实,在服务人员能力提升方面,引
导专利信息服务人员通过专业培训、课题研究、服务

实践等培养和提高专利信息服务专业技能,拓展服

务半径。在创新主体能力培养方面,通过定制培训

计划,提升创新主体的专利意识,培养研发团队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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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信息专员”。
(3)服务成果长效利用机制。中心构建了实验室

专题专利数据库、专利信息培训资料库等,满足技术

人员对专利信息服务获取的及时性、便捷性等需求。
(4)服务成果推广应用机制。中心向相关领域

创新主体定向推送服务成果集以及通过多媒体平台

宣传服务成果,促进成果应用;在知识产权行业内分

享服务经验,促进互学互鉴;同时,中心计划在其他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研究基地中推广同类服务,
将目前的专利信息服务逐渐打造成为服务品牌。

表3 中心的服务长效机制

4.2 服务链与创新链紧密融合的高校专利信息服

务模式

  实践研究发现,高校中心的专利信息服务与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技术创新二者紧密融合、共同演进。
在专利信息服务主体———服务人员的视角下,在支

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技术创新过程中,服务人员的

服务内容伴随创新主体需求的阶段性转变而持续拓

展,服务流程亦随之不断优化,与此同时,服务团队

的专业能力也得到稳步提升。在技术创新主体视角

下,其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市场化的多样化、阶段性需

求,通过专利信息服务得到了有效满足,作为专利信

息服务环节的关键参与者,创新主体的专利意识得

到了显著增强,这不仅推动了专利信息服务的发展,
也为技术创新活力的进一步激活提供了有力支撑。

图2 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高校专利信息服务PISTI双螺旋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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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基于专利信息服务特点及专利信息服务

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笔者提出了专利信息服务

与技术创新双螺旋模型(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双螺旋结构模型,以下

简称PISTI双螺旋结构模型)(见图2)。在PISTI
双螺旋结构模型中,“专利信息服务链”与“技术创新

链”呈双螺旋结构,用以展现专利信息服务和国家重

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而“专利信息服务链”与“技术创新链”依靠“碱基对”
有机链接,影响专利信息服务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

创新的主要“碱基对”有四个,对应于专利信息服务

的四大特点,其中,基于需求迭代服务是有效服务的

方式;“三位一体”多元团队是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
服务制度建设是运行发展的基础;“双发展”长效机

制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5 思考与建议

综上,为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高校

专利信息服务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5.1 挖掘用户需求,推进精准服务

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

需以用户为中心,要考虑用户的个性化阶段性需求,
包括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主动向用户提供适当的

专利信息服务与产品。高校部分科研人员专利意识

不强,对于高校专利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范围和能

力也缺乏了解。在沟通交流时发现用户有时无法准

确描述其需求,因此主动挖掘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

契合需求的精准化服务是提高用户满意度,推进服

务深化的重要一环。直接沟通交流是获取用户初步

需求的方式,可了解其研究进展和具体诉求,如成果

评估、研究方向梳理和规划布局,或是推进学科交

叉、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创新成果评估、保护和转化

等。同时,也可以通过专利分析诊断、实地走访调研

以及问卷调查等方式洞察用户特点,挖掘用户潜在

需求,如充分考虑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等不同角

色的需求以及专利信息素养培训、技术成果转化支

撑等需求,梳理形成用户需求分析报告,进而有针对

性地定位服务目标、制定服务方案,积极推动相关服

务的实施和落地。

5.2 注重多元合作,提升服务效能

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

涉及的技术创新领域往往是国家高精尖的前沿方

向,技术专业度极高。这就要求服务人员在服务过

程中掌握技术领域专业知识,实践表明对技术领域

知识内容的微观解读和分析是科研人员认为最有价

值的部分。然而,不同的专利信息服务需求往往涉

及不同技术领域的知识,目前高校专利服务团队规

模普遍较小,专职服务人员数量少,而理工科背景人

员更加有限,总体来看,中心服务人员的专业和能力

无法完全满足广泛的技术创新领域的要求。因此,
需要把中心服务人员的服务专业优势与需求侧科研

人员的专业技术背景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
提高服务效能。而在服务实践中,服务初期即将需

求侧科研人员纳入可能会出现配合意愿不强、支持

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从长期服务的目标来看,服务

人员可有计划地在早期服务过程中集中力量分配较

多时间和精力学习技术领域知识,紧密结合实验室

技术需求,为实验室提供高价值的技术分析,让用户

切实感受到深度分析带来的有益价值。将早期服务

成果作为一把“钥匙”,打开用户信赖度和配合度的

“大门”。后续服务中以保障技术分析的准确度、专
业度以及提高服务效率为目标,引导技术人员及其

团队逐步深入参与到服务中来,组建“技术人员-服

务人员”合作团队。
同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应用基础研究要解决

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问题,对于专利成果转移转

化等专业化的专利实务知识具有较高要求。而从高

校职能划分来看,专利转移转化工作一般有专门的

知识产权成果管理部门负责,而高校中心可有效利

用与实验室的联系网络以及在专利检索分析和利用

方面的优势,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打通高校成

果转移转化管理部门和实验室科研团队之间的信息

流通渠道,组建“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实务人员”
协同的多元团队。期间,需准确定位服务范围,如限

定于提供专利价值分析、侵权分析和潜在合作对象

甄选等。
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

不仅要求服务人员具有专利信息检索、分析和利用

的能力,而且要有与用户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技术背

景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专利技术转移转让等专利

实务相关知识,需要技术、服务和实务人员多方协同

合作,才能提供全方位、多层次、有深度的专利信息

服务。高校中心的服务人员及能力有限,结合服务

机构团队规模、服务所处的不同阶段和服务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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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背景,充分利用外部团队合作机制是当前提升

服务能力的有效方式。

5.3 推动双向融合,打造服务品牌

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的专利信息服务

不仅是信息服务人员单方面的输出,实验室既是服

务的接收者,又是服务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国家重

点实验室应积极提升对高校中心在支撑科技创新、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开展

项目研发工作时,主动将高校中心作为科研支持力

量纳入项目成员单位,充分利用并参与高校中心的

专利信息服务。同时,技术创新对专利信息服务的

需求是持续的,建议实验室与高校中心建立长期的

战略合作关系,探索长效合作机制。
从高校中心视角来看,实验室在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期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学科交叉发展、突出研

究优势特色,以及强化创新成果评估、保护和转化等

方面的发展要求是长期而稳定的,是高校中心初期探

索专利信息服务的最佳研究对象之一。高校中心应

主动开展技术创新支持服务,面向同一实验室的不同

需求、不同实验室和重点研究基地的不同需求,不断

迭代服务产品,优化服务制度体系,提升服务能效,打
造服务品牌。同时,中心需通过主动走进实验室或自

媒体等渠道拓展宣传,增加用户知晓度,拉动服务需

求,由此逐步提升用户对高校中心支撑技术创新的认

可度,最终形成服务人员和创新主体双向奔赴、共同

发展的专业化、特色化、可持续专利信息服务品牌。

6 结语

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开展专利信息服

务是高校中心支撑科技创新的重要切入点。中心基

于面向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年持续递进的服务实践,
形成了基于需求迭代服务、“三位一体”多元团队、服
务制度建设、“双发展”长效机制4个“碱基对”作用

下的高校专利信息服务模式(PISTI双螺旋结构模

式),实现了服务链创新链双融合双发展,为国家重

点实验室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中心的服务实践

与思考可为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服务机构面向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专业化、特色化、持续性的专

利信息服务以及支撑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提供

可行模式和有益借鉴。
未来,中心拟将该服务模式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国

家重点实验室及重点研究基地,积极推进专利信息服

务模式的迭代优化,打造“升级版”专利信息服务品牌,
成为支撑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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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State
 

Laboratories
 

i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is
 

more
 

directly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state
 

for
 

a
 

new
 

round
 

of
 

restru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Key
 

State
 

Laboratories 
 

and
 

urgently
 

needs
 

of
 

support
 

from
 

parti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It
 

is
 

worth
 

further
 

studying
 

how
 

the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can
 

directly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Key
 

State
 

Laboratories 
 

and
 

carry
 

out
 

targeted
 

long-term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keenly
 

catches
 

the
 

new
 

demand
 

for
 

information
 

service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Key
 

State
 

Laboratories
 

and
 

has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services
 

that
 

have
 

conducted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The
 

relative
 

research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s
 

that
 

the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suppor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Key
 

State
 

Laboratories 
 

The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
 

posing-case
 

study-model
 

refining-conclusion
 

thinking
 

research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Key
 

State
 

Laboratories
 

in
 

the
 

new
 

era 
 

then
 

summarizes
 

the
 

service
 

process
 

and
 

typical
 

cases
 

in
 

four
 

stage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for
 

the
 

Micron-Nanotechnology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inally 
 

it
 

focuses
 

on
 

the
 

service
 

mode
 

of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Key
 

State
 

Laboratories 
 

The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
 

serv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presents
 

a
 

double
 

helix 
 

structure
 

of
 

patent
 

information
 

service
 

chai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ain  
 

The
 

four
 

aspects
 

of
 

demand
 

based
 

iterative
 

service 
 

trinity 
 

multi
 

team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dual
 

development 
 

long-term
 

mechanism
 

are
 

the
 

four
 

base
 

pairs 
 

promo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ouble
 

helix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aspects
 

of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tapping
 

user
 

needs
 

to
 

promote
 

accurate
 

services 
 

focusing
 

on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to
 

im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promoting
 

two-way
 

integration 
 

and
 

building
 

service
 

brands 
 

to
 

carry
 

out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sustainable
 

services
 

by
 

the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s
 

for
 

the
 

Key
 

State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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