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主，是学生们多年研究的经验总结，在一定的程

度上能反映出国内知识产权教学的成就，因而也是

知识产权论著文献及信息收录的重要内容，必要时

也可收录少量的优秀本科学士学位论文。
国内各种学术会议、专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和

报告，多数以会议录的形式出现，是专业领域内最

新研究成果报道的一种主要方式。法学领域的会议

更是如此，在拟建设的国家知识产权文献及信息资



（七）知D产权大:记
知识产权大事记反映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发

生的知识产权方面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目前我

国对知识产权大事的记载主要存在于《知识产权年

鉴》和事件发生期间的媒体报道中，总体上缺乏系

统收集这类文献及信息的资料库。为此，拟建设的

国家知识产权文献及信息资料库将以 19 世纪以来

知识产权领域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记以年代或

主题列序，涉及知识产权立法、司法、行政管理、教

育与人才培养



要求的友好平台建设提出如下要求。
1.建立知识产权法专业信息分类体系。由于国

外法律体系不一样，分类体系也不尽相同，如 West-

law 采用 West 主题分类法（West Topics）与钥匙码检

索分类系统（Key Number System），提供 400 多个领

域的法律分类，覆盖的主题达到 290 万个，几乎覆

盖全部法律实践部门。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法知识

分类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为基础，从各种不

同机构对法学信息的分类来看较为粗糙，并没有专

门针对知识产权的分类主题表。
遵循中图法的分类体系，结合知识产权法的学

科特点，可确定知识产权本体，辅以汉语拼音字顺

索引表，使文献信息简明集中。
2.检索字段选择多样化。鉴于文献类型的多样

化，信息在加工过程中应提炼出尽量多的字段以供

读者选择，这样有利于信息的提取。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中国高等教

育文献保障系统）针对不同的文献类型确定了元数

据标准，可作为普通类文献如专著、期刊、学位论

文、会议文献与年鉴的元数据。对于其它专门类的

特色知识产权文献如判例、法律法规等文献，除了

常用的标题、主题、摘要、责任者、时间、地点外，应

增加如当事人、辩护律师、法官、法院名称、法律法

规编号、专利的法律状态等特殊字段。
3.专业检索、高级检索的优化。目前国内的数据

库检索平台通常按检索难易度分为简单检索、高级

检索与专业（专家）检索，逐次满足对数据提取精确

度的不同需求，其中专家检索用来满足高端用户的

需求，但使用过程相对复杂。而高级检索通常如同

虚设，普通用户要么习惯用简单检索的方式使用高

级检索，要么发现高级检索不能真正实现优于简单

检索的结果。一个既能让普通用户和专业情报人员

都适应的高级检索，在一定意义上能完全代替专业

检索，可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
首先，同一字段词汇之间逻辑组合方便易用。

在大部分中文数据库的检索过程中，同一检索字段

的逻辑“与”、“或”、“非”三种关系要实现同步一次

性检索，通常只能通过专家检索的方式。而中国知

识产权局网站的专利检索平台，对于同一字段的词

汇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现用“OR”、“AND”、“NOT”同

步检索，非常方便适用，值得借鉴。
如在“专利名称”字段中可输入：轻轨 OR 城轨

OR 地铁 交通 AND 运输

其次，字段数量设置灵活。通常情况下，4 至 5

个字段的不同组配能满足绝大部分用户的检索需

求，如果用户对字段量有增加需求时，可设置增加

减少按钮由用户自由选择。清华同方公司的中国知

网（CNKI）主页高级检索设置了这样的增删按钮，如

下图所示：

再次，单库与跨库检索平台并存。既然有不同

的文献类型，必然要用不同的检索界面，才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精确检索。但在同一个检索平台里，

也必须要有能实现多库统一检索但精确度相对较

差的跨库检索平台，以满足不同级别读者的需求。
第四，检索结果输出多样化。读者在进行检索

结果输出时，所提供的内容不仅要根据文献类型的

特点，而且要根据法律类文书的特点提供多种字段

的输出，选择范围涵盖所有的字段，读者可根据个

人需要选择以全文、摘要信息或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的形式输出。
第五，与文献管理软件无缝链接。



界面，保存自己的检索历史和检索偏好，并提供定

题信息推送服务，比如当读者设定好一个检索式

后，一旦有新的文献出现，主动将该文献自动发送

到读者的注册邮箱，减免读者的重复检索，更能帮

助读者第一时间掌握最新动态，特别有利于特定用

户根据案例跟踪进程变化。
（三）数据收录和加工的科8规范

数据的收录、加工过程是繁琐复杂的工作，为

有利于计算机识别，实现电子、数字化，有利于数据

的重加工和整理，收录、加工过程的科学规范是头

等大事。尤其在技术相对比较先进的今天，我们提

供的检索结果要最大程度在利用现有先进技术的

基础上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例如，对一个好的外

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数据库而言，应充分利用现

今图片检索的优势，便于用户实现用图片对图片的

检索。对这部分的文献及信息的收集要求就比较

高，既往的文献格式通常很难实现对图片的计算机

解析。资料库建设工作者和技术开发人员应形成良

好的沟通渠道，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数

据收录和加工工作。
总之，国家知识产权文献及信息资料库建设是

一个巨大的文献信息服务工程，在我国大力加强信

息化建设，特别是国务院多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国

家知识产权事业“十二五”规划》将知识产权信息服

务工程作为重大工程之一的背景下，加快我国知识

产权文献及信息资料库建设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此

外，尽管是国内的知识产权文献数据库建设，也不

能忽略国外知识产权文献及信息对中国用户的参

考意义。目前我们熟知的国外的法学数据库有

LexisNexis、Westlaw 和 HeinOnline 等。很多高校图书

馆已经购买了这些商业数据库，可直接在本地建立

链接，方便读者同步阅读。也可根据实力单独建库，

报道最新的国际动态、国际专利和最新科研成果，

给中国的科研和企业用户提供全面的服务。

注 释：
①国家司法部目前已终止发布这类年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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