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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随着数据驱动时代的发展和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兴起，数据成为科技决策、科研

管理和科研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方法/过程］本文引入需求侧管理概念，立足于数据资源基础，开展

需求侧管理与分析，构建基于用户的数据服务需求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用户的数据服务需求，探讨构建

了用户需求与数据服务双流协同的服务框架体系。引入生态系统及其相关发展理论构建数据服务生态，

剖析用户、学科馆员、数据、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果/讨论］基于数据服务实践与探索，提出了

数据服务体系的构建思路，为大数据时代提供精准、高效的数据服务提供参考借鉴，推动数据服务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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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发展[1]，数据成为

驱动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数据作为重要的战略

资源，其挖掘和使用可以改变新产品的研发过程[3]，

颠覆新产品的研发模式[4]，有效推动原始创新。目

前，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天

体物理、地球科学等学科领域[2]，成为推动科技发

展的新模式与新要素，对科技决策、科研管理、科

技创新和情报服务模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科技决

策者、科技管理者和科研人员对数据的收集、深度

融合、组织分析、信息挖掘等表现出极大需求。一

方面，针对目前科技决策服务中，单一数据无法有

效支撑科技决策的问题，如何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

满足用户的科技决策需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是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在大数据与科学研

究深度融合的趋势下，以数据规划、数据发现与采

集、数据存储与利用、数据共享与出版为主要内容

的数据管理工作对科研管理者提出了新要求。

面向不同用户需求，知识服务需要依托数据构

建新的知识服务体系，重点开展数据支持科技决策、

科研管理和科研过程的知识服务[5]。立足于数据资

源基础，开展需求侧管理与分析，打通需求与服务

供给渠道，建立用户与学科馆员之间的沟通桥梁，

精准、高效对接用户数据资源需求，推动知识服务

向数据驱动的服务模式转型升级。

1 用户数据服务需求侧分析

文献情报领域需要注重需求侧管理[6]，推进知

识信息的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把握信息需求

变化趋势，释放信息需求活力。杨林霞[7]提出了以

科研用户需求为导向，基于科研数据生命周期，利

用智能设备和软件技术将数据服务嵌入到用户科

研实践中的嵌入式智慧数据服务模式，并探讨了该

模式下智慧数据服务的主体与对象、内容与目标、

技术路线与服务方式等，以期提高图书馆科研数据

服务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赵晏强等[8]提出学科服务

需要引入需求侧管理理念，构建用户需求与学科服

务供给的双循环，精准对接用户需求。基于需求侧

管理的概念，针对科技决策者、科研管理者和科研

人员开展数据需求分析，明确不同人群的数据需求

特点与类型，便于开展精准和个性化的数据服务，

提升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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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服务需求模型

1.1 科技决策者

数据信息的指数式增加，数据在支撑科技决策

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使得科研层面通过简单统计专

利和论文文献信息不足以支撑科技决策[9]。科研决

策从过去的经验、统计分析转变为基于丰富信息数

据的深度知识分析，科研决策者需要对海量信息进

行针对性地判断，提升科研决策的效率和正确性[10]。

在此背景下，数据驱动的知识服务成为科技决策者

制定合理决策的基础。肖勇[11]认为情报研究工作的

知识服务应当紧紧围绕针对决策需求，向决策者提

供用来有效辅助决策实施开展的、以知识服务为核

心的“决策情报服务”这一中心任务。科技决策者[8]

往往需要明确机构发展定位、制定机构发展战略、

编制学科发展规划、优化学科布局、把握学科发展

态势等方面开展研究并作出决策，这些都源于对科

技政策、科学计划、科学项目、基金项目、科技进

展、工程示范等数据的积累、处理和分析。

1.2 科研管理者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科技创新各环节相互联

系的关键纽带，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成为新的决策

范式[12]，为管理与实践创新赋予了原动力。基于大

数据的管理决策有利于挖掘数据中蕴含的知识与

信息，最终达到充分利用大数据的目的[13]。科研管

理体系主要包括科研处、人事部门、成果转化部门、

研究生处、学报学会等部门，各部门在科研业务管

理、设备采购及人才引进过程中往往关注科研成果

统计分析、国际国内合作分析、仪器设备进展、人

才遴选与影响力分析、学科评估、产业技术分析、

知识产权分析、期刊影响力评价等信息，这些信息

都是基于产业发展、科技奖项、人才、投入产出、

仪器设备、期刊发展等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分析获

得。

1.3 科研人员

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研究数

据表现出爆炸性增长态势，海量数据的出现催生了

“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发展，从数据中挖掘信息、

知识与智慧成为常态。数字化科研环境下，科研活

动涉及的数据具有来源广、形式多等特点，科研数

据的管理成为数据资源建设的基础工作。数据成为

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之一，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可

以极大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缩短科技创新周期。已

有研究发现[14]，科研人员的数据素养因学科不同存

在较大差异，而且差异程度又对其数据需求管理工

作产生直接影响。科研人员对于学科发展前沿、研

究热点动态、关键技术识别表现出极大需求，更加

专注于科学数据、科研进展、科学项目、论文、专

利等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应用。

2 数据服务供给框架体系

为推进大数据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数据服务的

效率与质量，搭建了用户需求与数据服务供给双流

协同的数据服务框架体系（见图2）。立足于数据

资源基础，通过用户需求任务流和数据供给工作流

的协同，开展数据的搜集、存储与管理、统计与分

析，实现数据流的可视化、集成化和自动化，推动

学科馆员与用户之间建立有效协同的工作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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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数据服务提供参考借鉴。

工作流中通过现代化、智慧化技术与工具的集

成融合与应用，开展政策规划文本型数据、论文专

利、项目人才等本底型数据和投入产出等事实型数

据等多源异构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形成规范化的数

据集合，融合学科馆员知识服务经验与专业背景知

识、专家智慧等形成数据服务产品与服务，满足科

技决策、科研管理和科技创新的不同数据需求，达

到数据需求与服务供给的精准对接，实现数据服务

的精准化、个性化、高效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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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流协同的数据服务框架体系

3 数据服务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最早由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在1935
年提出，他认为生态系统不仅是有机负荷体本体，

而是包括了有机复合体和环境的物理因子复合体，

是一个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的自然系统，

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单位[15]。在生态系统基础上，衍

生出了信息生态系统的概念。肖希明和唐义[16]认为

信息生态系统由信息生态主体和信息生态因子组

成；王晰巍[17]和李嘉兴[18]等明确提出信息生态系统

是由信息人、信息、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四个信息

生态因子组成的。信息生态理论也被引入信息服务

领域，出现了信息服务生态系统[19]。本文基于信息

生态学理论，立足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与相互作用

关系，从信息生态视角构建了以服务主体、服务客

体、数据、技术和环境为要素的数据服务生态系统

结构模型（见图3），这是一个由服务主体、服务

客体、数据、技术和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和适应的

动态发展系统，通过学科馆员能力提升、平台建设、

环境保障等要素的不断完善，实现数据的流通、增

值与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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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据服务生态

3.1 主体

学科馆员作为数据服务的主体，具有专业背景

知识，通过知识服务平台和知识服务经验开展数据

收集与数据资源配置、数据存储与分析、数字素养

培训等服务，激发用户数据规划、保存、分析与共

享的需求，通过与客体协同合作，借助计算机信息

技术，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打通用户需求、课题

研究和产品应用的全链条，提供深层次、精准化、

细粒度和高效的数据服务以支持科技决策、管理与

创新。

3.2 客体

科技决策者、科研管理者及科研人员是数据服

务的客体，是数据服务的作用对象，会依据主体提

供的数据产品产生新的需求，并对主体提供的数据

服务开展评估评价，实现与主体的互动沟通，使服

务目标不断明确，产品不断优化。

3.3 技术

数字服务以数据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云计

算技术等为支撑。具体表现为，通过搭建数据服务

平台，开展数据资源的收集、分析、加工、整合、

存储、可视化及推送，形成一体化的数据服务流程。

3.4 环境

数据服务环境是数据服务工作开展的外在保

障机制，包括图书馆组织结构、各部门合作、组织

体系等微观环境，及图书馆与院系/研究所的合作关

系、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社会环境、国家政策、

宏观经济及行业竞争等宏观环境。

4 数据服务实践与探索

文献情报中心与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

建领域发展数据中心，为数据服务提供有利发展环

境。文献情报中心借助数据资源、技术、人才优势，

结合研究所创新发展规划，开展政策、论文、专利、

项目规划等多种类型数据资源的监测、整合与分析，

基于监测数据体系，提供丰富多元的知识服务产品，

积极探索精准、高效的数据服务体系建设，在科技

决策、科研管理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形成了全面、系

统的数据服务产品体系，提升了数据服务的稳定性

和灵活性，确保了服务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为文献

情报机构知识服务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带头和示范

作用。

4.1 服务科技决策

为有效支撑研究所科技决策，建立了能够收集

和集成信息资源的信息资源平台，基于政策、项目

规划、行业发展动态等监测数据，洞察学科发展前

沿，提供学科动态监测快报、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

告、学科发展前沿热点分析、专题情报调研分析报

告等产品与服务；基于科研成果本底数据，开展机

构竞争力分析，形成机构竞争力分析报告，基于用

户需求和数据监测的数据服务得到所领导的认可。

4.2 服务科研管理

为了支撑研究所科研管理需求，结合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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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面向科研管理的多层次数据服务，深度融合论

文、专利、项目规划、科技奖励、人才等多种类型

数据，构建了领域特色数据体系和科研成果本底数

据集，全面保存研究所知识创新成果并形成可分析

的数据集，开展成果统计分析、竞争力分析、人才

遴选与影响力分析、知识产权分析、期刊影响力评

价等工作，为科研管理者提供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

室成果统计分析报告、领域知识产权分析报告、人

才影响力分析报告、期刊影响力分析报告等产品。

例如，通过科研本底数据的集成汇总，将研究所科

技创新成果产出情况全面、及时、深入地提供给科

技管理者，及时形成年度/月度分析报告，为科技管

理提供高效、及时的数据支撑。

4.3 服务科技创新

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基于科学数据、科研进

展、科学项目、论文、专利等数据的获取、处理和

应用，积极对接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情报需求，开展

学科发展态势分析、前沿技术调研、专题数据调研、

政策法规标准调研等工作，形成学科发展态势分析

报告、前沿技术调研报告、技术产业分析报告，为

项目申请与科技创新提供情报支撑。

5 数据服务体系构建

保障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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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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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体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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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服务体系构建思路

数据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涉及环境、技术、

数据、主体和客体等要素的服务实践。探索数据服

务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信息生态学理论出发，通过系

统思维，开展顶层设计，以用户为中心，强化人才

队伍及团队建设，构建用户需求任务流和数据供给

工作流的双流协同机制，实现数据资源的安全共享，

形成“服务-评估-优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数据服务模

式。具体构建思路可参见图4。
5.1 提升服务保障机制，优化数据服务的环境

文献情报机构内部设立协调组织，开展顶层设

计，构建由技术团队和学科团队有机融合的数据服

务团队。技术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学科服务团队积

极与科研机构协同合作、开展学科情报服务，打造

更具吸引力和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提升数据服务

的高效性和智能性。还应注意到，当前科研人员、

科技决策者与管理者对于数据服务价值的认识存

在差异，阻碍了数据服务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形

成良好的服务环境。因此，开展数据素养专题培训

讲座，根据不同用户开展个性化、精准化的数据服

务迫在眉睫。

5.2 从用户需求出发，强化数字服务能力提升

遵循“用户需求导向、业务场景构建、数据配套”
的原则，体系化打造以数据为主要驱动力的知识服

务。以用户为中心，重视具有业务知识与技术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强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实

现业务、数据和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使其成为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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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5.3 强化双流协同机制建设，打通高效沟通渠道

强化用户需求任务流和数据供给工作流的协

同机制建设，实现任务流与工作流的相互促进。通

过任务流的分析，工作流的不断优化，提升工作流

的效率，改善服务流程，催生新的任务需求。任务

流的目标给工作流不断提出新的优化需求，形成持

续的双流协同机制和数据服务新生态。

5.4 建设共享数据资源体系，提升数据资源价值

在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探索构建情报服务中心

与科研院所共建共治共享、协同一体化、数据循环

利用的数据共享机制。梳理、健全、规范化各类共

享数据，建设数据仓，搭建智能化数据平台，促进

数据的增值，形成对用户需求形成有效支撑的业务

数据体系，提升数据资源的价值，提高数据服务的

效率。

5.5 重视服务效果评估，提升数据服务质量

加强评估机制的建立，充分利用评估结果，不

断完善数据服务，探索更加科学、全面、准确的评

价方法，形成“服务-评估-优化”的可持续发展数据

服务模式，提升数据服务质量。

结语

大数据时代将知识服务推向了更高的发展阶

段。数据驱动下，知识服务的发展逐渐步入新的发

展阶段，数据成为知识服务的关键要素。如何在海

量数据中识别有效数据，以数据支撑科技决策、科

研管理、科技创新和服务创新成为重要问题。本文

通过开展用户数据服务需求分析，识别不同用户人

群的数据服务需求，构建了任务流和工作流双流协

同的数据服务框架，并基于信息生态理论，建立了

数据服务的生态系统，进一步探讨了数据服务体系

的构建思路。充分发挥多源数据、人员智慧、技术

优势，为用户提供高效、快速、精准的数据服务，

形成“服务-评估-优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数据服务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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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Data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Users
LI Nana, ZHAOYanqiang*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Wuh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Hubei Key Laboratory of Big Data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0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ta-driven era and the rise of data-int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data has become a key el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ision-making,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activities.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emand-side
management, constructs a data service demand model based on users, analyzes the data service needs of different
users,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ual flow collaborative service framework system between user needs and data
services, introduces ecosystems and related development theories to build a data service ecosystem,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s, subject librarians, data,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Result/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data servic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data service system was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viding accurate and efficient data servi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ata services.
Key words: Demand-side management; Demands of users; Data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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