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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大环境

•科技创新

•人才建设

•双一流大学

•国际化合作

•高校综合改革

•学科评估

•……

高校科研实力

• 科研产出数据汇总、
展示、评估

• 科研、教学队伍状况

• 人才引进、重点实验
室建设评估

• 科研活力、成果质量、
学术贡献度、影响力

• 学科发展态势、成果
转化率

• ……

数据基础

• 学者的描述需要全面、
细化

• 学院、研究所、团队
等机构关系清晰

• 教学、科研成果及科
研过程产出的全面汇
总和揭示

• 评价指标全面、科学

• ……



现状

 学院、学者没有方便实时的成果汇总、管理、展示平台

 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没有合适的汇总平台和评估指标

 学科建设没有相应的展示平台

 现有人事、科研等管理系统的局限性

 高校对资产的管理揭示更侧重人、财、物，忽略知识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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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缺乏方便实时的成果汇总、管理、展示平台-1

学者
• 没有合适平台，没有时间精力维护个人成果主页；
• 对自己的各类成果被引用情况无法及时了解；
• 填报各种表格耽误时间；
• 合作者寻找途径、信息匮乏
• …….



典型的学院教师主页

 静态页面、文本展示；

 成果类型和内容不全面；

 更新不及时；

 没有链接，无法直接看到全文

 无成果评价指标；

 没有合作关系；

 ……



现状——缺乏方便的学术信息服务平台-2

学者

学院院长
重点实验
室主任

• 没有合适平台，没有时间精力维护个人成果主页；
• 对自己的成果被引用情况无法及时了解；
• 填报各种表格耽误时间
• …….

• 无法汇总及时展示学院整体科研情况
• 无法展示机构科研活力、竞争力、合

作力
• 引进人才缺少本机构指标对比依据
• …….



学院/研究所成果展示页面

 院系成果展示类型不
全；

 信息更新不及时；

 静态页面，没有成果
获取途径；

 无综合评价指标；

 ……



现状——缺乏方便的学术信息服务平台-3

学者

学院院长
重点实验
室主任

科研处
人才办

• 没有合适平台，没有时间精力维护个人成果主页；
• 对自己的成果被引用情况无法及时了解；
• 填报各种表格耽误时间；
• …….

• 无法及时了解学院成果情况；
• 机构竞争力、引进人才缺少指标依据；
• …….

• 无法及时了解全校成果情况；
• 成果归属、机构关系不清晰；
• 成果管理手续流程复杂，用户抱怨多；
• 机构竞争力、人才引进、科研绩效奖励缺

少指标依据；
• 现有平台侧重管理，功能不全面；
• …….



科研、人事等管理系统的特点和局限性

 注重行政管理职能，实现人、财、物和相关申报流程的过程管理，
成果数据以出版物成果为主；

 缺少成果的展示和评价指标;

 需要账号登陆、非开放平台;

 没有学者团队的关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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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缺乏方便的学术信息服务平台-4

学者

学院院长
重点实验
室主任

科研处
人才办

图书馆

合作机构
报考学生
企业客户

• 没有合适平台，没有时间精力维护个人成果主页；
• 对自己的成果梳理、被引用情况无法及时汇总了解；
• 填报各种表格重复劳动，耽误时间
• …….

没有合适的平台和渠道，不方便寻找合
适的导师、合作团队、领域专家

• 无法及时了解学院成果情况
• 机构竞争力、引进人才缺少指标依据
• …….

• 无法及时了解全校成果情况
• 成果管理手续流程复杂，条框多用户抱怨
• 机构竞争力、科研绩效奖励缺少指标依据
• …….

• 无法及时了解全校成果情况
• 学科服务、情报分析缺少全面数据支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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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机构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侧重对成果的收集和展示；对学者和机构的综合信息揭示不足；

 数据来源主要依靠学者自行提交，参与度低，缺乏提交的持续动力；

 对科研绩效评估支持力度不够，未得到职能决策层面重视和有效利用；

 与其他管理系统的关联度不高，数据类型和数据不全面；

 未展开更有效深度服务；

 发展缓慢、认知度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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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加强成果与机构、学者的关联展示

成果
数据

学者

加强学者、团队的揭示；

围绕人的学术产出、团队、科研
过程等综合数据的关联网络；

按照最基本粒度对象及其组合进
行数据保存、管理、展示；

利用各种计量指标进行统计、分
析；

支持深度挖掘和再利用；

……



满足学者影响力传播/人才跟踪评估需求

构建学者学术主页，全面展示学者概况、海外经历、奖励、成果类型、数
量；

系统自动收集汇总学者各类学术成果；方便的管理、认领提交功能；

通过H指数、被引频次、文献产出统计等指标，展示学者的科研实力、科研
状态；

广泛传播个人学术影响力——获得更高的关注、合作机会和更高的引文指数；

展现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合作图谱，研究趋势，提供人才发展跟踪分析；

可视化展示（包括对数字、图片、绘画、系统等成果的内容展示）



学者页面主要展现内容及功能

展现
- 学者各类成果、数量
- 研究领域

- 研究活力
- 主要合作者
- 成果收录、引用量

关联
‒ 链接到全文
‒ 期刊信息

‒ 关键词聚类
‒ 合作者关联
‒ 替代计量、分享、评论



满足机构需求（学院/团队/管理部门）

展现机构人才队伍组成、职称级别、学历、年龄层次；

展现机构、团队整体研究成果分布、收录及被引用情况；

展现机构教学与人才培养；

机构/团队重点研究领域，科研实力、竞争力；

研究热点与趋势、国内外合作能力。



机构页面主要展现内容及功能

展现机构：
整体科研概况；
科研产出汇总及分布；
年度成果产出量



机构成果汇总、研究趋势、合作关系

可进一步展示机构各年度研究热
点及研究趋势

机构主要合作者关系



满足管理、决策需求

展现机构人才队伍组成、职称级别、学历、年龄层次；

展现机构、团队整体研究成果分布、收录及被引用情况；

展示各机构综合科研产出量、成果质量、研究热点、发展趋势、研
究绩效；

展现ESI前1%学科排名及潜力学科，机构/团队重点研究领域，科研
实力、竞争力；

研究热点与趋势、国内外合作能力；

提供跨学科研究分析，探索跨领域合作潜力。



趋势分析支持学校的战略决策

通过技术趋势分析，展示学科和技术

发展轨迹和方向，描述学科竞争态势和合作

态势，支持学校的战略决策。

 实时与动态数据追踪
‒ 实时展现收录情况；
‒ 与数据库厂商同步，同步追踪SCI引用
、JCR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

‒ 支持数据互操作



目录

 1、背景：高校发展需求与信息化服务现状

 2、深化数据服务，新机构库定位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3、融入数字校园，构建高校学术生态综合管理服务体系

 4、问题与思考

22



构建高校学术生态综合管理服务体系

李克强总理强调，科技创新需要体制机制改革来激活，要深化

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优化科研布

局。

机构库建设需要统筹规划到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中，

与科研、人事、财务、教务、研究生管理等各应用系统一起，

构建科研学术生态管理服务系统，

将新型机构库建设与服务，融入高校科研管理评价服务过程。

23



数据管理支撑校园信息化建设

打破信息孤岛；

数据来源准确、统一、

实时交互；

各系统功能互补；

构建统一的框架体系和

服务标准；

解决系统间的功能互访、

业务集成等问题，

形成协同演进的学术生

态环境。



图书馆增值服务

 不断丰富、保存和揭示其他类型的学术产出

科学数据、软件、图像、视频、研究报告……

从单一的文献成果，逐步过渡到更加复杂、动态，相互关联的体现学术研

究过程的科研产出集合

 除了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考虑学术成果的引用、影响力等指标外，应由科研

、教学等多部门合作，综合考虑学者的教学、科研、获奖、成果转化、团队

凝合度、国际合作能力等多项指标；突破依赖单一评价指标的局限性；

 本体对象的颗粒度界定，在数据匹配基础上，开展数据挖掘服务，提升深层

次学科服务水平和服务范围



加入机构库联盟、与第三方评估平台合作

加入机构库联盟，构建学术生态圈，依托本校机构库数据，借助联盟的

力量，建设全国科研学者生态圈，展示学者完整的学术生命周期。

与第三方系统连接，实现对相关目标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分析与评价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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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政策+机制：融入大学整体信息化生态环境，开放接口，与人事、
财务、教务、科研、技术转移中心、研究生院等部门形成数据链和
业务链；

 与其他MIS系统互联，调用相关权威数据自动生成各类申报表格，
减轻学者重复填报数据的繁琐；

 建立便捷的数据获取渠道和认领方式：一次认领，各平台数据共享
；

 展现学者知识价值，激发学者主动参与的内在驱动力：在功能设置
和成果展示权限控制方面，应给予学者更大的自主权；

 成果和统计结果展示：区分匿名访问和登录访问的不同显示结果。



问题/困难

 人员、工具、经费……

 信息化应用系统协调运行机制

 第三方产品采购方式：资源订购服务方式？/  软件平台+购买数据
服务方式？

 机构成果/个人成果的归属界定和展示方式

 内容建设标准、数据标准、接口标准

 数据清洗匹配算法优化

 学术生态圈，学者唯一识别符（ORCID?)

 ……



展望

 网络数字时代，传统信息服务正在向知识服务转型；数据服务是图

书馆学科服务向纵深拓展的必然方向，

 图书馆在数据管理、信息聚合、重组、分析上具有独特优势，

 新型机构库将成为学校信息化综合学术生态环境中不可替代的重要

组成部分，

 能够为学校发展决策、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与

服务！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