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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总结国内外关键核心技术识别的研究现状，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概念界定和识别方法

优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本文通过界定关键核心技术内涵，选取 2016—2022 年间的 830 篇

论文进行文献统计，引入产业要素进行文献筛选。基于国内格局和国际竞争视角，将关键核心技术

研究领域限定在数据驱动型重点产业，兼顾研究主题相关度和新颖性，提取了 26 篇外文文献、43 篇

中文文献用于定性描述，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特征及识别方法进行总结和述评，梳理研究框架并

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根据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及现有研究侧重，基于技术视角、战略视角和技术与

产业链结合的视角，从三个维度梳理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方法、常用可计算特征及指标测度方法，总结

当前研究成果。研究认为，未来应从明确界定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及外延、建立基于关键核心技术

全特征的综合指标技术识别体系、实现更广范围关键核心技术的识别与预测机制实证检验三个方

面，推进我国关键核心技术识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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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部署，精准识

别并增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对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

国际竞争视角来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的推动下，我国的科技事业和高技术产业取得

了长足进步，一些领域已在国际上处于并行或者

领跑地位，但在部分国家产业体系和技术创新体

系中的关键性、战略性领域，依然存在显著短板，

导致了“卡脖子”的困境。为此，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强调，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

不来、讨不来的”，并进一步提出要坚决打赢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1］。可见，目前我国正因为关键

核心技术短板使得国内战略性产业受制于人，处

于突破创新机制识别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历史时期。

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识别关键核心技术，使

得科技攻关能够“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

紧迫的问题去”，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首要问

题。2021—202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涉及

“关键核心技术”的立项高达 18 个，“关键核心技

术识别”相关的项目高达 10 个。可见立足于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定位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识

别及其方法指标与技术路线这一主题，梳理国内

外研究及实践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

关键核心技术在概念内涵和技术特征上具有

复杂性，近年来学界关注度持续高涨，相关主题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增多。但仍有部分研究将关键核

心技术作为自明性概念，未深入阐释和把握其内

涵与属性，导致部分研究不能将关键核心技术与

卡脖子技术、颠覆性技术、关键技术等合理区分开

来，难以在技术识别指标和方法上实现针对性突

破。因此，本文沿袭“概念内涵—特征归纳—识别

方法”框架，立足于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相关概念的

辨析，综合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路径明确检索策

略，有效筛选文献；基于特征归纳和现有文献主题

整合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计算特征，基于技术视角、

战略视角和技术与产业链结合的视角这 3 个维

度，对当前学术界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方法进行梳

理和总结。

1 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概念

1. 1 概念界定

目前，学界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定义尚未达成

统一而明晰的界定。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

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指出，关键核心技术

是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

into account the relevance and novelty of research topics, 26 foreign literature and 43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extracted for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were summarized 

and review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was sorted out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was predi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 focus of existing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chai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common computable 

features and index measurement methods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in China should 

be promoted from three aspects: clearly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index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full characteristics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realizing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ediction mechanism of a broader range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Keywords: Key Core Technologies;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Methodology; Industry Elements



第 373 页www. globesci. com

科技评价与评估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4 年 6 月

颠覆性技术等的集合［1］。由于“关键核心技术”

属于本土化表述，国外未见有关其概念界定的研

究，而国内部分学者则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关键核

心技术的定义。部分代表性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如

表 1 所示。

表 1 中对于关键核心技术概念的表述，尽管

界定视角不同，但都集中体现了三个关键内涵，其

一是在特定技术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挥关键

作用；其二是要有基于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持续

技术创新积累，因而在短期内难以被复制或模仿、

掌握；其三是在国际竞争中存在较强的战略属性。

因此，综合已有概念，本文认为关键核心技术的概

念把握可以从其技术视角、战略视角及产业链视

角进行分解，将其界定为：关键核心技术是在特定

技术体系中具有较强技术影响力和技术成熟度、

在其依托的产业链中发挥关键作用且具有核心地

位、在国家关键技术或者国际技术竞争中处于战

略地位的技术体系。

与此同时，现有关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多

将其视作“自明性”概念，并未作过多阐释，存在

将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卡脖子技术、

杀手锏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等简单归属或者等同

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情况。这种包含关系一定程度

上放大或缩小了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与外延，模

糊了其与其他技术的边界特征。基于对关键核心

技术相关概念把握，本文将关键核心技术与其相

似概念的从属关系界定为：关键核心技术是在特

定生产或技术体系下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交

集，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中的关键部分，因此具备

满足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相关一般性特征的所有

属性，此外，其特有属性表现为，对产业链和技术

链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更强

的战略定位，因此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包括卡脖子

技术，以及颠覆性技术中能够极大影响全球技术

力量平衡、改变关键产业链和技术链发展的高端

市场的部分。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1. 2 关键核心技术的特征

基于对关键核心技术概念的定义，学者进一

表 1 关键核心技术现有概念界定梳理

Tab. 1 Definition of Existing Concepts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界定视角 作者（发文年份） 定义

关键核心技术
的物化表现

李维思等［2］（2022） 在产业链上下游中，起保障安全和推动提升作用的前沿技术、共性技术、非对称技术

韩凤芹［3］（2021）
一类为“两弹一星”、航天技术、深潜技术等与国家宏大战略相关的技术，另一类是在微
电子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

汤志伟等［4］（2020）
徐霞等［5］（2022）

核心技术中的关键部分、卡脖子技术、颠覆性技术、杀手锏技术等

关键核心技术
的战略地位

王可达［6］（2019）
毛荐其等［7］（2022）

属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交集”，具有“居于重要地位，蕴含经济价值并推动其它
技术发展”和“占据关键位置”的双重属性

余维新等［8］（2020）
陈峰［9］（2019）

对经济发展及国家安全产生战略性影响的科学理论和核心工艺

徐霞等［5］（2022）
“国家关键技术”的组成部分，是具备“国家关键技术”基本要点且在其中处于核心地

位的技术门类

技术链和产业
链视角

陈劲［10］（2020） 在长周期、高投入的研发中形成的关键、独特且不可复制的技术体系

韩凤芹［3］（2021）
控制着同行业技术制高点的技术体系，具有不可替代、不易掌握、难以超越的关键核心
作用

胡旭博等［11］（2022）
中短期内与别国存在技术差距遭受封锁打压，中长期内作为科技强国国之重器需要战
略部署且在技术链和产业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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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概念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Related Concepts

由政府以超常规形式来组织动员政、产、学、研、用

等各方力量，举国之力来突破［6］。同时，作为“国

家关键技术”的组成部分［5］，具有打破产业发展技

术限制与突破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的重要作用。

3）垄断性。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通过长期持

续投入，能够推动技术链横向拓展、纵向延伸由此

建立起技术壁垒［11］，因此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一

方可倚靠技术壁垒占据天然的垄断地位。

4）前期技术及知识的积累性。关键核心技术

的实现必须基于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持续性技

术创新积累能力、关键性生产工艺积累能力以及

各种隐性知识长期积累［13］，需要在某一科学原理

点上实现突破，而且应以点带面，具备在产业发展

的有效实践。

5）瓶颈性。从非常态的层面理解，关键核心

技术因其难以获取或不可替代性发挥着“卡脖子”

的作用。从产业链角度，关键核心技术在上下游

技术集群中，起着保障安全、推动提升的关键作

用［2］，构成技术整体进步、现有产品性能和质量提

升、专业转型升级的瓶颈。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框架

基于上文对现有关键核心技术概念及特征

的文本梳理可以发现，关键核心技术概念源于政

策实践，其概念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造成学界

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存在概念混淆和主题分

散的情况。因此，为保障关键核心技术识别领域

研究文献搜集的检全与检准，本文创新性地采用

概念辨析、时间限定及产业限定，层层递进，实行

三轮检索，详细检索保障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代

表性。

首先，基于上文对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相关概

念的辨析，认为从概念包含关系来看，关键核心技

步探讨阐释关键核心技术的特征，综合相似表述，

可归结为 5 点特征及相应的可计算特征（表 2）。

1）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关键核心技术

的一大特征是“纯烧钱模式”［12］，即需要企业从创

新链前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期巨额

研发投入入手，并且由于技术研发过程中不确定

性强、技术难度和复杂度高、见效时间慢、外溢性

强［3］，因而其研发相比于普通技术存在更大的风

险［6］。

2）战略性。关键核心技术往往与国家安全、

国家竞争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其发展与创新多

表 2 关键核心技术的特征及其可计算特征

Tab. 2 Characteristics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Commonly Used Calculable Features

特征 可计算特征

高 投 入、长 周
期、高风险

技术通用性、技术创新性、技术前瞻性、技
术支撑性

战略性
市场潜力、技术潜力、技术采用率、技术取
代程度、社会价值

垄断性
技术差距性、产业竞争力、技术取代程度、
核心竞争主体

前期技术及知
识的积累性

技术基础性、产品成熟度、市场成熟度、技
术成熟度

瓶颈性 技术影响力、总体扩散率、技术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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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包括卡脖子技术以及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颠

覆性技术中具备关键核心技术特有属性的部分

技术。因此，采用的英文检索词为“TI =（key OR 

core OR neck-jamming OR disruptive OR key core）

AND TI = （technolog* AND innovation*）”，中 文 检

索词对应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关键

技术”“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技术识别”，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集和 CNKI 数据库进行

检索，检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1 日。

其次，依据政策实践进行时间限定。由于本

文旨在对关键核心技术近年的研究现状进行分

析，从时间沿革来看，我国从 2016 年开展“推进

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引领产业变革”战略部署，

2018 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初次对

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界定。因此对标关键核心技术

在国家政策的出现时间，限定检索年份为 2016—

2022 年，返回 399 篇英文文献和 431 篇中文文献

（图 2）。

图 2 2016— 2022 年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国 内 外 发 文 

 统计

Fig. 2 Statistics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n Key Core Technologies,  

 2016-2022

最后，基于关键核心技术特有属性引入产业

因素进行文献筛选。由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

界定必须依据特定的技术体系和具体场景，并且

其特有属性明显表现为，对产业链和技术链具有

决定性作用以及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更强的战略

定位。因此，为进一步从概念子集中抽取关键核

心技术的研究文献，本文分别从国内格局和国际

竞争两个角度进行产业识别。在国内层面，选取

十三五以来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攻关领域及行

业清单；在国际层面，主要聚焦于国际科技竞争，

尤其是中美竞争中关于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要

求，作为关键核心技术所属产业的限定依据。政

策文本来源及具体产业限定如图 3 所示。通过引

入产业领域要素进行文献筛选，将关键核心技术

研究领域限定在产业体系化较高、技术链较长、复

杂度较高的数据驱动型重点产业。对检索结果进

行研读，兼顾文章的新颖性及与研究主题的相关

度，提取了 26 篇外文文献、43 篇中文文献，作为下

文定性描述的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政策对关键技术的界定，关键核心

技术除了在技术层面具有影响力、成熟度及支撑

性等综合技术属性外，其核心价值还表现为应在

国际竞争和产业链层面对突破国家技术阻碍和影

响产业竞争格局的重大作用［14］。因此，本研究基

于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及现有研究侧重，从技术、

战略和技术与产业链结合的多维视角出发，对关

键核心技术的识别方法进行全面系统总结，梳理

出当前不同视角下关键核心技术识别的可计算特

征及指标测度方法（图 4）。

3 多维视角下的关键核心技术识别 

方法 

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方法从概念及其特征维

度，可以分为基于技术视角、基于战略视角以及基

于技术和产业链视角 3 类（表 3）。具体识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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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归属政策来源及具体产业清单

Fig. 3 List of Key Core Technology Industries Attributable to Policy Sources and Specific Industries

图 4 关键核心技术识别研究框架

Fig. 4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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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解为：从关键核心技术的特征出发、选取数

据源、确定具体测度方法及其对应识别的可计算

特征。在数据来源方面，专利数据、市场信息及论

文数据等结构化、易获得的数据是进行定量方法

研究的主要来源，在此基础上产品数据、项目数据

以及政策方法常用于战略和产业链维度分析。在

测度方法方面，基于可计算特征的定量化情报分

析方法是主流选择，同时由于关键核心技术的复

杂特征属性，基于专家主观意见评估的定性方法

也被综合运用于具体的技术识别过程中。

3. 1 基于技术视角的识别方法

该视角下技术识别方法的实现是基于常规方

法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共性特征，辅以能够表征关

键核心技术特有属性的可计算特征，采取从合集

中抽取子集的方式来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

于对关键核心技术特有属性及其可计算指标的选

取，进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与其相似概念的有效

区分。

首先，技术影响力作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突出

表现，从质量及价值层面，有效强调了关键核心技

术对产业链和技术链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国际竞

争中具有更强的战略定位的特点。专利文献作为

包含技术创新过程、活动规律、创新主体和各种创

新要素的重要情报源，成为当前研究测度技术影

响力的重要来源［15］，可从专利宽度、引用情况、被

引情况等技术指标对技术影响力进行较为全面的

测度［16］。当前在关键核心技术识别领域，多通过

共现网络或引文网络，辅以衡量密度［17］、中心度、

IPC 节点位置［18］等指标，对技术在产业体系或技

术体系中所处位置进行判断，进而识别［19］。其中，

毛荐其等［7］提出一种基于专利共类的关键核心技

术识别方法，在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概念界定的基

础上，从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合集中，通过专利

共现识别其中的热点技术，并引入技术相似度、影

响力和增长潜力三个指标挖掘其中的核心技术和

潜力技术，进而使用 Pajek 结构洞计算构建关键核

表 3 不同视角下的识别方法对比
Tab. 3 Comparison of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视角 方法类型 主要思路 优点 缺点

技术视角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基于共现网络辅以可计算特征，判
断技术在整个技术体系中所处的
位置，从合集中识别关键核心技术 

有效缩小技术范围，指
标综合能力较强

微观切入，忽略技术
外部特征，与市场要
素结合不足

专利引证分析
以专利引证路径为核心，通过前后
引证关系识别处于关键部分的成
熟专利

操作较为简便
侧重于技术成熟性要
素，对于其他特征反
映不足

多项技术特征综合
基于全部技术特征选取多项技术
指标，依据重要性分配权重，构建
评分系统进行综合识别

指标系统越全面，识别
的准确度越高

权重分配及数据来源
的确定存在技术难度

战略视角

基于国际战略识别
基于国家竞争视角，通过专家打分
评估或围绕技术指标绘制竞争态
势图谱进行识别

识别框架及实施较为
简单，容易实现

以定性为主，主观性
较强

基于市场战略识别
基于市场特征，综合技术和市场多
因素指标识别高价值、高影响、高
复杂技术

数据来源广泛，充分体
现技术和市场的结合

市场指标获取难度较
大，数据准确性有待
商榷

技术和产业
链结合视角

基于文本挖掘的主题分析
基于双链视角，抽取相应技术链及
产业链指标，针对论文、专利、市场
信息等多源数据进行主题分析

有效实现技术和市场
的结合，识别数据来源
丰富

选取指标的权威性及
权重分配有待商榷

多指标综合方法
基于产业链上中下游特征，围绕技
术特征和产品要素构建综合评价
系统进行识别

将中观的产业维度和
微观的技术维度有效
结合，符合技术识别的
总体趋势

产业链维度识别指标
的权威性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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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识别模型。杨武等［20］通过专利统计分析

和引证分析对光刻机领域卡脖子技术进行识别，

在统计分析阶段，通过 g 指数和 h 指数对专利权

人和技术领域进行评价，识别目前卡脖子技术的

优势国家和国家技术扩散趋势；在引证分析阶段

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向前局部和向后局部主路径

分别侧重于技术发展后期和初始阶段的核心技术

识别，关键路径识别整体化、综合性的效果更强。

董坤等［21］以山东省区块链产业为例，对主要技术

分支、关键技术点、核心竞争主体、潜在竞争主体、

技术开发难度及省域发展该技术的可行性 6 个维

度，识别当前潜在轻度卡脖子技术和潜在重度卡

脖子技术。

其次，技术成熟度作为测定技术通用性的重

要指标，能够直观对应关键核心技术中的知识积

累性特征，多数研究将该指标运用于区别关键核

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现有研究多从技术完备

等级（TRL）、TRIZ 测度、文献计量方法和专利引

证视角等方面进行识别，其中专利引证的使用较

为广泛。A. Momeni 等［22］将专利引证和科学论文

的主路径法相结合，在引用网络的基础上，通过

k-core 分析对主路径上的技术进行划分，采用主题

模型识别划分子技术中包含的技术内容，最后通

过对比专利引证和论文表现的情况来验证该技术

的成熟度。聂力兵等［23］则通过汇总焦点专利与所

有后向引用专利的时间间隔，并计算均值代表每

项专利后向引用的成熟度，来识别“沉睡专利”中

的关键核心技术。

最后，由于关键核心技术涉及特征较多，进行

技术识别时形成了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所考

虑的技术特征越多、对应的识别指标系统越全面，

识别的准确度就越高，可避免单一维度的关键核

心技术识别误差［24］。部分学者尝试基于关键核心

技术特征及相关理论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通过建

立评分模型进行识别和预见。其中 Guo 等［25］从

技术、市场和外部环境 3 个维度选取了 10 个表征

指标，通过其连接程度确定权重并计算得分用于

技术识别。Ganguly 等［26］基于目标细分市场对比，

选取在位企业技术成熟度、技术采用率和期望效

用值对比等指标进行评价。国内学者赵雪峰等［27］

聚焦专利申请文件摘要，基于技术特征提取构建

以 LSTM 为初步识别、Word2Vec 和 BERT 为词向

量分析的 LSTM-Seq-BERT 高质量“卡脖子”专利

识别模型。唐恒等［28］围绕“卡脖子”技术特征，利

用专利指标分析，在宏观层面通过专利数量和专

家德尔菲法确定技术垄断国家，在微观层面构建

了“技术—功效—机构”的三维模型，对光刻机领

域的“卡脖子”技术短板进行识别。但由于关键

核心技术的特征较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过程，

因此从静态指标进行识别的难度较高。部分学者

尝试从动态视角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识别，如孙

丽文等［29］构建人工智能产业能量转换模型，从技

术性质出发对不同产业阶段技术进行分析，将其

划分为共性核心技术和特定核心技术两类，并依

据技术集群性特征，从产业化视角对人工智能领

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进行识别。

3. 2 基于战略视角的识别方法

关键核心技术区别于核心技术的显著表现在

其战略地位，在国际环境中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

中，与国家安全、竞争与战略紧密联系的重要产业

领域，因而在市场环境中表现为技术功能的极端

重要性，在技术体系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在技术

价值链的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分别

从国际战略地位和市场战略地位两个角度对关键

核心技术的战略特征进行分析。

基于国际战略地位，部分学者从定性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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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研究，张治河和苗欣苑［30］基于德尔菲法，分

别阐释了服务于政府的国家竞争和服务于企业的

产业竞争维度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甄选

流程和判断标准，进行技术识别与预见。仲伟俊

等［31］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指出，关键核心技术具

有“国籍性质”，是全球少数企业拥有的垄断技术，

可以划分为“卡人”和“被卡”两类关键核心技术，

并从产品开发视角指出我国目前关键核心技术的

攻关在于开发“卡人”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突破

“我无人有”型和“我有人优”型两类“被卡”核心

技术。从定量的角度，郑思佳等［32］利用专利信息

测度关键核心技术竞争态势，梳理关键核心技术

和高质量核心专利的内在联系，从专利技术性、经

济性和法律性三个方面抽取可计算特征构建识别

指标体系，同时引入 t-SNE 算法绘制国家竞争态

势图谱，基于技术差距评估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

分布态势。杨斌［33］基于战略及产业视角指出，应

从在全球产品供应链、全球核心技术链、全球知识

产权体系是否具有垄断性，产品技术性能是否具

有替代性，产业经济和政治是否具有战略和安全

性 5 个维度对卡脖子技术进行识别，并提出围绕

技术差距、专利差距、产业差距和国际战略地位的

具体评估指标。

基于市场战略地位，考虑到经济层面的市场

需求拉力是关键技术领域产生的外部因素，因此

现有研究多从经济与科技结合的指标要素切入进

行市场战略维度的关键核心技术识别。在技术对

于市场的关键程度方面，多通过市场用户需求数

据、商业报告数据，从技术功能变化［34］、技术发展

轨迹［35］、技术成熟度［36］、技术市场潜力［37］、行业社

会影响［38］等指标优化识别模型，其中部分学者通

过明晰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及特征，进行了更为

精准的识别。如徐霞等［39］提出关键核心技术属于

国家关键技术子集的范围约束，一方面从产业领

域进行限制，选取国家关键技术领域中的下一代

信息技术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构建 IPC 共现网络

识别出排名前十的核心技术大组；另一方面在指

标选取上，在数量维度中引入市场占有率取代简

单专利总量对技术的国际水平进行计算，在质量

维度中采用 IncoPat 专利分析模块中的“合享价值

度”从中筛选中“卡脖子”和“杀手锏”技术。梁

帅和高继平［40］基于对卡脖子技术结构和产业特征

的分析，选取中日数控机床技术作为研究领域，通

过专利计量的方法比较其产业技术特征差异、产

业技术分布格局、产业技术复杂度、产业技术竞争

力指标，并与领域世界领先国家的对比，指出目前

我国高端数控机床产业技术存在基础研究领域研

究薄弱、产学研重心分化割裂以及核心技术价值

低、复杂度不高的现实问题。

3. 3 基于技术和产业链结合视角的识别方法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关键核心技术能够在产

业链上下游技术集群中，起着保障供应链安全、推

动价值链提升的重要作用。因此部分学者在技术

特征的基础上，纳入产业链及创新链的指标，通过

多指标综合的方法进一步完善了关键核心技术的

识别方法。曹倩雯等［41］建立“产品—组件—企

业—专利”四维关系，以构成产品的必要组件为研

究对象，选取技术网络性和技术重要性两个指标

用于识别产品核心技术。李维思等［2］在人工智能

领域，通过 LDA 主题聚类和产业链分解相结合的

识别方法，首先通过多源数据进行技术主题识别，

其次对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进行分解，将关键核

心技术主题与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三个环节进

行关联，指出目前该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在

技术层与应用层。谭劲松［42］通过对卡脖子技术

的概念界定和特征分析，选取满足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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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战略特征的典型技术领域，以交流异步牵

引系统和永磁同步牵引系统为案例分析对象，综

合产业链和技术指标对产业研发人员深度访谈记

录、档案记录、文献资料进行分析，面向不同技术

范式、企业技术能力、集成技术形式、子技术形成

提出相应的关键核心技术识别与突破策略。张彪

等［43］基于“双链”视角选取指标并基于产业链视

角将关键核心技术划分为四类；将技术维度的基

础科学关联度、技术领先度、商业化价值度指标，

合并成创新链关键核心指数指标（Key Core Index 

of Innovation Chain），从产业链维度选取技术实用

性、中介承接度、资本优势度、技术基础储备度指

标；最终采用 LDA 分析方法，对区块链领域的专

利、论文、市场数据等多源文本进行主题分析，识

别出该领域当前的优势型、待攻关型、待布局型和

待转化型关键核心技术。

4 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总结及未来展望

4. 1 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比较总结

本研究对关键核心技术概念界定和识别方法

两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基于不同

维度的识别方法所涉及的主要可计算特征及方法

特点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在关键核

心技术识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研究方

法来看，战略视角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技术视角

以及技术和产业链结合视角定量分析方法比重较

大。从指标创新来看，现有研究多通过在关键技

术、核心技术及颠覆性技术识别的现有识别方法

或模式的基础上，引入单一或综合指标，将其作为

关键核心技术的识别依据，其中采用多项技术指

标构建综合评分系统是发展的主要趋势。从数据

来源来看，由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和产业支撑

特征，当前研究呈现由单一技术领域向二维乃至

多维视角综合发展的趋势，因而其数据源也从结

构化的专利数据向非结构化的论文、市场报告、产

业报告等深入，研究层次深入文本领域。

4. 2 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未来展望

尽管现有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方法有所创新和

突破，然而，还存在部分研究未从本质上对关键核

心技术的内涵与特征进行系统剖析，因此在识别

指标构建和方法设计上不能将关键核心技术与其

相关概念等合理区分开。综合上述关键核心技术

识别方法的总结与比较，提出如下对于关键核心

技术识别的未来展望。

1）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及外延有待更为精准

的界定。现有研究多将关键核心技术视作“自明

性”概念，并未作过多阐释。因而在实际研究中，

常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其内涵与外延，模糊

了与其他技术的边界特征，导致现有研究虽以关

键核心技术为题，但具体识别内容及路径并未超

脱出核心技术的识别方法，难以实现对关键核心

技术识别的明确聚焦。同时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中

表 4 不同视角的关键核心技术识别方法比较及总结

Tab. 4 Comparison and Summary of Key Core Technology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视角 主要可计算特征 特点

技术视角
技术影响力、技术成熟度、技术采用率、专利宽
度、技术增长潜力、技术相似度

主要以专利文本为数据源，结构化数据便于定量分析，采
用多项技术指标构建评分系统是识别的主要趋势

战略视角
技术覆盖率、技术市场潜力、技术行业影响、技
术分布格局、技术竞争力、技术复杂性

创新性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性特征，选取国际竞争和
市场信息数据源，识别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

技术和产业链结合
视角

技术实用度、中介承接度、技术网络性、技术重
要性

数据来源较为丰富，多综合专利、论文、市场信息等，深入
文本维度进行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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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境下的本土化概念，未来如何从其技术本身

出发，识别归纳其内涵及本质性特征，是进一步拓

展国内外研究的必要基础。

2）综合反映关键核心技术本质特征的技术识

别机制有待搭建。尽管国内学者已在阐释关键核

心技术的概念或范围的基础上，引入新指标对其

进行识别。然而，此类研究多是基于典型方法识

别出核心技术及关键技术，并从其交集中通过单

一指标，挖掘出具有关键核心技术部分特征的技

术，忽略了关键核心技术特征的综合性，导致其识

别存在一定偏差。同时基于关键核心技术特征抽

取的可计算特征由于来源数据的结构和测度方法

有限，现有研究多从技术视角层面进行定量识别，

而在突出表征关键核心技术地位的战略及产业链

维度的研究较少，整体上还未实现系统化、层次化

的量化识别机制。因此，未来研究应着重探索关

键核心技术在技术维度与战略、产业链维度融合

的多指标识别机制，基于综合视角搭建涵盖多源

数据的系统化识别方法。

3）关键核心技术的识别与预测机制有待更广

范围的实证检验。现有研究仅在光刻技术、人工

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下一代信息技术对所构建

的关键核心技术的识别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由

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识别方法尚未形成较为完备的

体系，目前基于个例的实证研究可信度较低，未能

有效证实当前识别与预测方法的信度及效度。因

此，关键核心技术的识别与预测亟待更广范围的

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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