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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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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技术竞争情报相关研究脉络，掌握学科发展态势，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文

章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的技术竞争情报相关研究文献为数据源，应用同被引分析和主题

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从研究流派、研究主题等维度揭示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现状。结果表明技术竞

争情报的研究出现较早但真正发展起来较晚；研究流派主要有竞争情报、创新管理和分析技术；且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管理的应用研究、技术竞争情报方法研究两大主题领域。后续的分析方法

研究面向技术管理的同时需要融入新的分析思路，且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分析方法研究需要进一步

集成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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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rting out the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can grasp the trend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llow-up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s of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collected 
i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s data source, and uses bibliometric methods such as co-citation analysis and subject analysis to 
reveal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esearch schools and research 
subjec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competitive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appears earlier but develops later;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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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chools ar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s;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applied research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methods research. 
Follow-up research 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alytical methods needs to integration into new analytical ideas, and research on 
analytical methods specifically for SMEs needs further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Keywords: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bibliometrics; co-cited; subject analysis; research status

引言

技术竞争情报概念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种理

论视角：一是竞争情报之技术领域应用；二是

技术管理之情报支撑。第一类观点主要将技术

竞争情报视为“可能影响到组织竞争地位的具

有可行动性（Actionable）的外部科技发展信

息”[1]。这种视角下，技术竞争情报是指能给组

织的竞争地位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科学或技术

的威胁、机会或发展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

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程，是竞争

情报理论和方法在科技领域中的应用 [2]。第二

类观点是从技术管理的视角来进行概念界定的，

技术情报是“通过搜集、分析和传递，及时准

备关于组织环境中的技术事实与趋势相关信息

（机遇与威胁），从而支撑企业技术与管理决

策的系列活动”[3]。技术管理视角下的技术情报

同时也关注该项技术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

社会、法律和环境等一系列内容，由此形成有

关技术本身、技术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

策略和战略的分析产品，以及组织实施技术创

新管理的过程 [4]。尽管不同学者对技术竞争情

报的内涵界定与描述不同，但具有以下几点相

似之处：①技术竞争情报中的“情报”不等同

于“信息”，它是一种更加聚焦的信息：面向

用户需求（技术威胁与机遇）的、关于外部技

术的（技术本身与技术相关）、具有及时性与

可靠性的在特定范围公开的信息；②技术竞争

情报是基于分析的，而不是仅仅通过“收集”

就能得到的；③从任务层次来说，技术竞争情

报也是一个过程。可以看出国内外对技术竞争

情报的研究比较丰富，本文旨在利用文献计量

方法通过定量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从研究进展与研究主题两个维度梳理相关研究

脉络，掌握研究态势，发现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为后续理论方法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与“技术竞争情报”相关的术语包括“技

术情报”、“技术预见”等，与之相对应的英

文也主要包括两种，即“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和“Technology intelligence”。本

文关于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数据

来源为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competi* 

techn* intelligence” or “techn* intelligence”

为检索式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日期为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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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和“pro-

ceeding paper”，时间限定为“all-year”，经

过清洗去重后，共得到 496 条文献题录数据，

其中 SCI 核心库为 313 条文献记录（本文称之

为“核心数据集”）。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技

术竞争情报的相关研究，本文又检索了 313 篇

SCI 核心库文献的施引文献（排除自引），结

果为 2101 条记录，最终形成包括 2401 条记录

的数据集（已去重，本文称之为“扩展数据集”）。

1.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方法来分析技术竞争情

报研究现状，主要通过作者同被引分析来探究

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流派，通过对关键词频次

及共现网络的主题分析来揭示技术竞争情报的

主要研究主题，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目前技

术竞争情报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2  结果分析

2.1  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的发文量变化

根据主题检索得到的 496 条文献的发表时

间分布，如图 1 所示。在该文献集中最早发表

的两篇论文是《German Wartime Food Process-

ing and Packaging》（1947 年 ） 和《Techn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1948 年）。这两篇文章

尽管从标题上与技术竞争情报相关，但其内容

与本研究所界定概念具有较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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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外技术竞争情报领域发文量年度分布

而与本研究所界定的技术竞争情报较为相关

的研究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增加，特别是

1991年所发表的论文中明确地出现了“Competitor 

Technology Intelligence”[5]，到 2000 年左右才开

始迅速发展，2009 年之后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

达到近年来的峰值。总体来看，技术竞争情报的

研究出现得较早，而真正发展起来较晚。

2.2  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流派

作者同被引分析是一种分析研究领域基础

知识结构的主要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这种分析

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该领域的主

要知识来源，本文将其称为研究流派，基于扩

展数据集所得到的作者同被引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RESEARCH ON STATUS QUO OF TECHNIC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RESEARCH BASED ON BIBLIOMETRICS

基于文献计量的技术竞争情报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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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的作者同被引分析

通过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的作者同被引分析

可以发现，目前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流派可以

分为三个，即竞争情报、创新管理与分析技术。

（1）竞争情报

竞争情报的研究流派以 Lichtenthaler E、

Phaal R 和 Porter Michael E 等人为代表，其中

Porter Mechael E的竞争三步曲《竞争战略》、《竞

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被视为竞争情报

领域的经典。该流派主要基于竞争情报应用的

视角，关注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实践、流程与

方法问题。

（2）创新管理

创新管理流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企业

创新理论，以 Chesbrough H W、Lichienthaler U、

Cohen W M 等人为代表，其中 Chesbrough H W

是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提出者。该流派主要是基

于企业创新理论，特别是开放式创新理论，分

析企业创新中的技术竞争情报活动。

（3）分析技术

第三个流派与前两个流派相比具有一个典

型的特征，即关注技术问题。分析技术研究流

派的代表性人物是 Kostoff R N、Porter A L、

Yoon B，其中 Kostoff R N 是基于文献知识发现

技术的开拓者，而 Porter A L 是最早提出技术挖

掘（Tech Mining）概念的学者。该流派主要从

技术视角关注如何利用经典分析方法（科学计

量）与文本分析技术挖掘不同文献（论文、专利）

中的技术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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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竞争情报的主要研究主题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献所研究的核心内容的概

念精炼，基于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所形成的主

题网络是特定领域主要研究内容的体现。本文将

通过对 WOS 数据集中关键词频次以及共现网络的

主题分析来揭示技术竞争情报的主要研究主题。

（1）数据集中的主要关键词及共现关系网

络图

表 1  扩展数据集中的部分关键词及词频

序号 核心数据集关键词 词频 序号 扩展数据集关键词 词频

1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68 1 Text Mining 135
2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40 2 Technology Roadmapping 122
3 Text Mining 27 3 Bibliometrics 116
4 Bibliometrics 18 4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112
5 Patent Analysis 14 5 Innovation 108
6 Technology Innovation 12 6 Patent Analysis 102
7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11 7 Open Innovation 90
8 Technology Forecasting 11 8 Nanotechnology 84
9 Technology Mining 9 9 Technology Forsight 73

10 Innovation 7 10 Technolgoy Forecasting 71
11 Open Innovation 7 11 SMEs 54
12 Technology Roadmapping 7 12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50

从核心数据集与扩展数据集中的主要关键

词（见表 1）可以发现，这些关键词大体上可

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检索词，即“Technology 

Intelligence” 和“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

gence”；第二类为与创新及技术管理相关的

术 语， 如“Innovation”、“Technology Inno-

vation”、“Open Innovation”、“Technology 

Roadmapping”、“Technology Forecasting”、

“Technology Foresight”等；第三类是以技术

挖掘为代表的分析技术，如“Technology Min-

ing”、“Text Mining”、“Bibliometrics”、

“Pantent Analysis”；第四类为以中小企业（SMEs）

与纳米技术（Nanotechnolgoy）为代表的应用研

究对象。这些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可以更好地

揭示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的研究主题，如图 3、

图 4 所示。

通过图 3 可以发现，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主

要集中于技术管理的应用研究、技术竞争情报

方法研究两大主题领域。其中面向技术管理的

应用研究主要是预测方法研究，如技术预测、

技术预见以及技术路线图，其次是面向开放式

创新的研究。技术竞争情报方法研究则主要集

中于基于文本挖掘的技术挖掘、专利分析以及

文献计量与科学计量研究。图 4 所展示的核心

网络图则表明技术竞争情报方法研究呈现出显

著的分析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基于传统技术文

献（论文、专利）而展开的文献计量（包括引

文分析）与专利分析；另一方面则是以文本挖

掘为代表的新兴数据分析技术对各类技术文本

资源的定量分析。

（2）分析方法应用与改进研究

技术竞争情报分析方法研究主要包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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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在技术竞争情报中的应用研究、基于文本

挖掘的技术挖掘方法研究以及专利分析三个方

面。文献计量应用研究主要是基于经典的文献

计量分析方法及其改进方法，如引文分析、同

被引分析、科学知识图谱等对特定领域的分析

（如纳米领域 [6]、基因编辑技术 [7]）以及基于

科学计量指标的创新与技术竞争力比较 [8]。对

方法的改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传统基于题录数

据的分析与文本分析（如计算语言学）的结合，

以 Kostoff 的系列研究为代表 [9-10]。

图 3  基于作者关键词共现的网络图（全局）

基于文本挖掘的技术情报分析是技术竞争

情报分析方法的重要研究主题。文本挖掘是将

信息检索、信息抽取、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与

数据库知识发现、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

学等领域的方法相结合进行文本分析，从非结

构化的文档中抽取显性模式及知识的过程 [1]，而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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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挖掘是该技术在竞争情报领域的应用。技术

挖掘（Tech Mining）的概念最早由Porter教授提出，

指通过文本挖掘软件来分析科技信息资源，将对

技术创新流程的认识与软件工具结合到一起，从

而为技术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1]。Porter 所在的研

究团队探索了技术挖掘在技术管理，特别是创新

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还开发了专门的分析技术以

支撑相关分析，如技术机会分析 [1-1]。

图 4  基于作者关键词共现的网络图（核心）

专利文献由于自身的特点，已经成为一种

重要的开源技术竞争情报来源，因此成为技术

竞争情报研究与相关分析人员的重点关注对

象。专利分析主要是通过对专利数量、质量、

分布等属性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为技术管理与

创新管理战略决策提供支撑 [1]。目前技术竞争

情报领域对专利的关注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展开

的：即指标与内容。在指标研究中，技术竞争

情报关注如何面向研发管理基于专利构建各类

指标，以评估技术竞争或创新能力的水平与质

量 [1-19]。在内容层次，则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与语义分析技术深入揭示技术主题结构 [20]、演

化趋势 [21]、技术或产品生命周期 [22-24] 等技术特

征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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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向技术 / 创新管理的方法研究

分析方法应用与改进研究侧重从方法论或

者分析技术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而在技术竞

争情报研究中还有一类明确以技术管理或创新

管理任务为导向的方法研究，此类研究中更关

注的是技术管理者的需求 [25-26]，特别是技术机

遇与威胁 [2]，希望通过分析技术管理中所存在

的问题以确立数据挖掘或技术分析的路线，从

而为技术管理提供情报产品服务 [28-30]。技术管

理从最初的研发管理发展而来，随后其发展融

入了更大范围的战略管理。技术管理是对技术

知识的产生、存储和利用进行管理的过程，它

是技术竞争情报提供服务支撑的重点应用领域，

并与其它主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如技术挖掘

及专利分析在技术管理中的应用，技术监测与

预见对技术管理提供的信息与工具支撑等。

目前技术竞争情报较为关注的领域包括技

术预测、技术预见、技术路线图、技术监测等

功能，而此类技术也可统称为技术未来分析技

术（Technology Futures Analysis）。技术未来分

析指任何一种为获取新兴技术特征、发展路径

以及特定技术的潜在影响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流程，可以分为技术监测、技术情报分析、技

术预测、技术路线图、技术评估以及技术预见

等不同的形式功能 [31]。技术未来分析涉及九大

类方法，分别是专家咨询、趋势分析、监测与

情报方法、统计方法、建模仿真、情景分析、

价值 / 决策 / 经济方法、描述与矩阵以及创意 [32]。

Porter 对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

类型与方法的划分基本与技术未来分析相类似。

他认为技术预见不是某种独立的活动，而是具

有多面性的。因此通过问题（issue）、维度

（dimension）和国家价值（state values）等不

同分面构建了技术预见方法的描述原型，并基

于技术未来分析方法构建了涵盖描述方法与规

范性方法的技术预见的方法体系 [33]。鉴于技术

预见周期长而导致结果不确定性上升的问题，

学者开始尝试将技术预见与情景分析相结合进

行预测，如战略技术竞争情报与技术预见的结

合 [34] 等。

技术路线图（Technology Roadmapping）最

早由 Motorola 应用于实践，主要是协调技术与

创新的发展，其后被企业、政府以及其它机构

所广泛采用。目前技术路线图研究主要应用于

创新与战略两个层次，前者包括技术、管理、

研发以及新产品开发，后者则主要是商业战略

应用。但从方法层次来看，目前技术路线图所

采用的方法仍主要是定性方法，因此更多是以

案例研究的形式展示方法的应用研究 [35]。

与技术预见和技术路线图相比，技术监测

的概念出现较早 [36]，指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

对现代科学和高新技术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和

分析的方法 [37]。国内在这一领域较早开展研究

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朱东华团队 [38]。技术监测

战略及实施流程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包

括确定监测对象及范围、描述并展示相关环境

因素、选择合适的监测战略以及解释和表达监

测结果，其中监测战略可根据目标、时间、资

源占据情况及对主题的熟悉程度等进行权衡选

择 [39]。此外，技术监测在实践中的应用也是较

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如在政府等公共部门、行

业及企业中分析技术发展态势的应用，但早期

主要是关注大型机构或企业，目前中小企业的

技术监测应用开始逐渐得到关注 [40]。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9.03.009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3 期  
107

（4）面向创新战略的技术竞争情报方法研

究

已有技术竞争情报领域相关研究特别关注

不同创新理念在企业中应用的问题，如模糊尖

端、三螺旋结构、巴斯德象限以及突破性创新

（ARI）和开放式创新等。因为这些创新理念

会给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

挑战，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技术竞争情报需求 [41]，

特别是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理论源于高技

术企业案例，由 Chesbrough 于 2003 年首次提

出 [42]。技术研发的复杂化和全球化，使企业研

发不得不由封闭走向开放，利用外部创意流入，

为企业提供新的创新范式，即开放式创新 [43]。

在该视角之下，企业创新过程中包括内向创新

和外向创新两大过程，前者面向内部创新支撑，

后者面向成果应用推广。面对这两个过程中的

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如针对内

向创新过程的技术监测方法、新兴技术识别方

法、技术机遇识别方法、合作伙伴识别等，以

及用于支撑外向创新的技术替代应用识别方法、

技术商业化情报方法等。

（5）中小企业技术竞争情报研究 

从技术竞争情报研究整体来看，尽管分析

技术与创新战略是重要关注内容，但中小企业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也开始引起关注。在技术

竞争情报领域“SMEs”（中小企业）成为一个

重要的关键词。

目前中小企业技术竞争情报研究更多的是

应用研究，同样可分为三个维度或视角，即竞

争情报、企业战略与分析方法。竞争情报视角

更多地关注大型企业，如跨国企业 [44]，中小企

业的整体竞争情报活动（包括技术竞争情报）

研究相对较少 [45]。对企业战略层次的关注与研

究相对较多（特别是技术路线图的应用），如

竞争情报对于中小企业风险管理的作用 [46]、面

向企业长期供应链网络战略的技术路线图 [47]、

面向产品长期规划的路线图方法 [48]。在分析方

法应用研究中，特别突出解决因为企业规模小

而带来的资源局限问题 [49]，如通过产业集群协

作克服这一局限的协作式技术预见方法 [50] 以及

技术路线图方法 [51]、基于中小企业已有能力与

资源的两阶段技术机遇识别方法 [52] 以及适用中

小企业的功能技术预测（Functional Technology 

Foresight）方法 [53] 等。

3  结论

本文利用同被引、主题分析等文献计量方

法，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文献对技术竞

争情报相关研究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的梳理分析，

可以发现目前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仍有以下两个

议题值得关注：

（1）分析方法研究面向技术管理的同时，

需要融入新的分析思路

结果分析已经表明，面向企业战略的技术

竞争情报分析方法相对较多，特别是关于技术

路线图与技术预见方法的研究。这突出了已有

技术竞争情报研究面向具体技术管理问题的特

点，毕竟技术管理问题是技术竞争情报活动的

逻辑起点。但从分析方法研究本身来看，这种

面向具体战略的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分析方法的研究中，也需要融入目前竞争情

报分析方法的一些技术趋势，如开源情报。从

目前分析方法所依赖的数据源来看，主要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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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研究文献，而许多非结构化数据来源应用

得相对较少。而且，在分析方法研究时，对不

同数据来源间的信息集成与验证作用的关注也

较少。

（2）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分析方法研究需

要进一步集成与综合

在技术竞争情报方法的实证研究中，其研

究对象多是以跨国企业 [54] 或大型企业 [55]，对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关注较少。Savioz P 最早对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竞争情报问题开展系统研

究，主要是以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为主 [56]。近

几年法国学者 Henry Du 特别关注技术竞争情报

在中小企业中的应用，但更多地是从方法应用

角度进行企业层次的实证。目前多数分析方法

研究也主要是面向特定战略问题的研究，如供

应链战略、产品规划等，缺乏面向企业创新活

动整体的方法论层次分析。同期国内的研究也

多是针对中小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现状 [57] 或其某

一特定问题开展研究 [58]，尽管也有相关研究探

索开放式创新视角下的技术竞争情报，但仍是

以服务模式视角为主 [59]。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

看，尚缺乏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方

法的深度挖掘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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