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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建设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的重要意义，提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依托云计算和大数据技

术，整合和优化济宁市科技资源，建设济宁市的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以该平台为例，从平台的科技管理需求、

创新研发需求、社会公众需求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云服务平台的总体架构、功能设计等关键内容，并对平台包

含的服务功能、服务流程、服务方式和服务效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将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建成公益性、基础

性、战略性的科技创新“一站式”的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为济宁区域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也

将极大地提升济宁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济宁市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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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研究*

*本研究得到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科技创新知识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编号：2014GGX109002）资助。

“平台”这个概念是由亨利福特在Modern Man中
提出来的，本来是为了改善汽车舒适性与使用性 [1]，

Robbertson等[2]把“平台”延伸为集人员、知识、工艺及

零部件等于一体的产品资产的集合体。当前，云计算和

大数据技术为IT产业带来了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

亓巍[3]提出了“科技云”是科技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的

一种新范式。本研究认为，科技云服务平台是借助云

计算和云服务，整合科技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科技人

力资源、科技物力资源、科技金融资源等各类科技资

源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一个集合体，这种平台最终实现

的是科技资源即服务（ST Source as a Service），科技

资源在创新服务中实现其应用价值的最大化。2000年
以后，随着互联网发展，我国各地以科技部门的科技信

息（情报）机构为依托，建立了不少传统的科技服务系

统，但这些科技服务系统由于资源分散、服务效率低等

原因已经难以满足各类创新主体对于科技资源的需求，

因此，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新的科技云服务

平台可以扩大科技资源的服务范围，实现各类科技资源

的互联互通、降低创新成本，使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得

到更大程度的发挥。王宏起[4]和程淑娥[5]提出了区域科

技资源共享平台的概念，这种平台从服务机制和系统架

构及功能分析，就是一种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本文通

过调查发现，目前共有22个国家级、省级、副省级和地

市级科技云服务平台正在运行。如中国科学院打造了以

科技工作者为中心，以资源统一调度和用户自服务为鲜

明特色的信息化资源管理及服务云平台[6]；浙江省科技

局主办的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7]将科研项目、企

业研究院、高新技术企业、网络技术市场、科技报告等

各类子平台全部集中到同一平台上，并通过整合企业、

项目、院所、创新载体等各类科技数据，实现全部科技

数据、系统、资源的“一网打尽”。

这些科技云服务平台主要是依托国家、省市各级科

技部门的科研机构或科技信息（情报）机构构建的。省

级和地市级科技云服务平台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企业、科

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企业更是重点服务对象，服务

内容主要包括文献资源和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应用，

各类科技项目的申报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科

技金融服务、高端人才引进服务、众创空间服务等。我

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区域经济、科技的发

展水平以及产业发展方向不尽相同，这也是各地构建体

现自身区域特征的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的初衷。

本文以构建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8]为例，以平台

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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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需求分析为抓手，提出科技云服务平台的总体

架构、功能设计、推荐系统核心算法等关键内容，并对

平台的服务流程、服务方式进行分析，以期实现云服务

平台服务科技创新、满足用户需求，促进区域内“产学

研”的全面发展，为科技服务水平的提升提供更强有力

的支撑。

1  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的服务需求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针对济宁区域的科技与经

济实际状况，以用户需求为主要目标提供各类服务，用

户需求是科技服务的总抓手，平台所设计的系统架构、

服务模式、服务流程、服务方式都围绕服务需求开展，

平台构建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区域科技

云服务平台。为了解平台需求，本研究对科研管理部

门、企业、科研院所、社会公众等用户通过走访、问卷

调查、文献计量分析等方式，摸清了济宁市对区域科技

云服务平台的需求状况，现做如下分析。

1.1  科技管理需求分析

（1）科技资源的集成管理需求。在大数据和云计

算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借助云计算技术，通过云服

务平台将如文献资源、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资源、人

才引进资源等各种科技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可以

极大提高科技管理的效率。济宁市下辖2个市辖区，7个
县，代管2个县级市并设有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

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功能区，每个区域都有科技管理

部门，也都有各自管理的科技资源，如果把这些跨区域

的科技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项目申报、科技评价等方

面实现协同办公，既方便用户使用，实现资源的共享与

共建，又便于科技管理部门的高效管理。

（2）科研项目的全程管理需求。科研项目管理是

科技管理部门一个常态化工作，为保证项目申报质量、

资金的有效使用、项目的科研诚信等，需要从立项、执

行、验收、结题、报奖各个阶段进行有效监管。另外，科

研项目在整个科研周期内产生的论文、专利、标准、科

技报告、科学数据[9]等各类科研产出也需要进行管理，

使科技报告、科学数据等能够及时向社会共享。

（3）区域科技创新监测和科技创新评价需求。区

域科技创新监测和科技创新评价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发布的这类报告反映了全国各地

方创新活动的客观数据和评价结果，可以有效支撑和

服务国家及地方科技创新管理与决策[10]。建设能够提

供区域科技创新监测和科技创新评价科学数据的云服

务平台，如济宁市在创新评价方面获得更加科学、客观

的评价结果。

1.2  创新研发需求分析

（1）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济宁市是典型的

煤炭资源型城市，燃煤总量4 860万吨，占山东省1/6，为
了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将济宁市

确定为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市[11]，经过多年

努力与发展，以煤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比重逐年下降。

2018年，济宁市生产总值达4 950亿元，在山东省排名第

六位。在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指导下，根据济宁市的现

有产业基础，济宁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

业、医养健康产业、高端化工产业、纺织服装产业、现代

高效农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导的十大产业发展

方向。这些产业要想发展好，就要以创新为引领，做好

产业的技术研发工作，用足、用好各类科技资源，特别

是当地区域的科技资源，而济宁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的

建设也要为这些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提供有效支持，

满足产业发展过程中对文献、项目申报、仪器设备共享、

技术产权交易、科技金融、人才引进、技术难题解决和

知识产权防范风险的需求，让这些产业的研发人员充分

借助云服务平台，节省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获得更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协同创新需求。济宁市有市场主体10.5万户，

其中“四上”企业1 548家、“四新”经济企业3 469家[12]、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00家、国家级工程实验室3家、省

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1家，还有曲阜师范大学、济

宁医学院、济宁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

业学院等高等院校，以及山东省激光研究所、济宁市农

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济宁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科研

院所。济宁市作为地级城市，虽然有这些科研院所、高

新技术企业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但是科技资源有限，

在原创性基础研究方面无法达到国家级、省级以及先

进省市科研院所的能力和水平。因此，要加强产学研的

有效合作，充分用好当地的科技资源，并借助外部有效

的科技资源，需要构建一个云服务平台来满足企业与

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需求。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研究葛永军  汪勉  李鲁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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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会公众需求
 
目前，济宁市有1个市级图书馆和11个县区图书馆，

但这些图书馆的藏书和电子类文献主要是人文社会科

学类，作为拥有835.44万人口的城市，为当地提供公益

性科技文献信息，满足人们日常对科技类文献的需求，

也是建设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目标。

2  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的框架设计

2.1  总体框架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系统

采用J2EE的多层体系架构，基于SOA标准规范，提供

开放的、统一的XML接口标准；通过数据交换建立底

层结构来联系横贯整个单位内外的同构/异构系统、应

用软件、数据库资源等，支持不同业务处理、不同软硬

平台对不同结构数据交互的要求，满足该平台与其他

应用系统之间无缝共享和交换数据的需要，将不同系

统各自独立的数据源连接整合起来，实现数据的交换

和共享。

平台技术路线采用了云服务模式及云计算的体系

架构（见图1）。由于平台是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而且

主要是提供公益性服务，受当地科技资源、技术等条件

限制，该平台主要提供SaaS模式的服务。

图1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架构

web APP

SaaS
SOA

 

（1）客户服务层提供科技资源共享应用服务。

SaaS服务SOA结构体系作为客户服务层直接面向用户

提供科技资源共享的应用服务（如文献服务、大型科学

仪器共享服务、项目申报服务等），包括文献服务平台、

大型仪器服务平台、中小企业服务平台、项目管理系

统、奖励管理系统和专家管理系统，并由web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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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实现各服务端的功能。

（2）平台服务管理层提供综合管理服务。该层为

平台核心管理层，其数据资源层可以管理信息资源数据

库、科技文献数据库、科技专家数据库、科技项目数据

库、科技奖励数据库、科技统计数据库等；服务层由智

能信息发布推送系统、网络信息自动化抽取系统、文献

资源检索系统、资源统一检索系统、可视化统计分析系

统和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来实现平台的这些应用功能。

（3）基础资源层提供数据与设备硬件支持。该层

的支撑环境层包括虚拟机资源池、网络数据资源池和

本地数据资源池，另外，还有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

设备等。

2.2  功能设计

平台围绕用户需求，同时针对十大产业科技创新

链的各个环节，围绕科技决策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两大

体系重点建设科技决策支撑服务、科技管理创新服务、

应用技术研发服务、科技创新基础条件服务、科技信息

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科技成果与高新技术交易服务、

科技人才服务体系。

（1）平台针对各类创新主体用户的资源共享与一

站式服务功能。由于平台集成了科技文献服务平台、大

型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科技

成果与高新技术交易服务平台、科技人才服务平台等，

各类创新主体都可以通过该平台找技术、找资源、找

需求、找投资、找政策、找专家，并可在平台的“网上大

厅”获得一站式服务，实现在一个平台上获得所需的多

种科技资源服务。

（2）平台系统各服务端的无缝连接功能。平台采

用的云架构可以使济宁区域的各类科技资源都可以通

过web客户端、移动服务端（手机客户端和微信公众

号）获取。云平台通过整合本地其他各类科技平台，实

现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调动，各系统之间数据共享，

实现统一构建信息发布推送、网络信息抽取、辅助决策

支持等功能。例如，科技信息服务子平台可以为政企用

户提供文献搜索、管理、推送一体化信息定制服务，实

现个人科技图书馆定制云服务功能，并可以通过手机

APP、本地客户端等多种手段实时获取所在行业的科

技文献服务；还可以为科技项目管理、科技统计、应用

技术研发、协同创新服务、知识产权等平台的用户提供

微信、彩信、手机APP等形式的科技资讯推送服务，为

企业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行业科技资讯服务。

（3）平台的数据挖掘与用户需求匹配功能。通过

海量数据智能分析与深度挖掘，发现符合用户行业需

求的高价值的科技情报、高端人才信息、金融信用评价

信息，最终实现智慧服务功能。①科技金融服务子平台

智慧融资功能。该平台可以利用采集的各类数据为需

要融资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进行人工智能数据建模，获

得信用评级结果后，可以向济宁市政府设立的济宁科

技金融发展基金组织申请融资，基金组织根据平台的

评级结果为企业迅速融资提供服务。②科技人才服务

子平台的人才挖掘功能。该平台可以利用云平台科技

信息资源和已有的专家库挖掘有关高层次人才，根据文

献数据计量与研究者的关联特征，可以筛选出各个领

域的专家科研信息档案，包括主要研究方向、近十年来

科研产出（文献、著作、专利、成果等）、工作经历、服

务机构、国际任职、合作网络等，以此实现高层次人才

的数据匹配与统计对比分析等功能，为政府、高校、科

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在人才引进、人才评估、科技合作

等方面提供支撑服务。

（4）平台的辅助科技决策功能。平台由于集成了十

大产业主体文献模块，可通过事实型数据库系统、舆情

分析系统等数据分析工具，分析济宁市主导产业技术领

域发展趋势、科研动态，为科技决策提供支持，为济宁

市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深度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2.3  平台推荐系统的核心算法

由于平台具有智能推送功能，这种功能需要算法

支撑才能得以实现。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环境下，平台可

以根据用户科研活动、创业服务和管理决策过程中存

在的隐性需求提供知识与信息推送服务。由于是对用

户隐性需求的挖掘与推送，本研究采用基于隐语义模型

（Latent Factor Model，LFM）的推荐算法[13]。LFM推

荐算法是近年来推荐系统领域最为热门的算法。它的核

心思想是通过隐含特征（latent factor）联系用户兴趣和

兴趣关注点，即对于某个用户，首先找到他的兴趣分类，

然后从分类中挑选他可能喜欢的东西（如物品、文章、技

术信息等）。LFM推荐算法采取基于用户行为统计的自

动聚类，可以自动解决兴趣点分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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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的服务流程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针对用户需求提供服务，

这种需求分为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例如，用户在使用

平台的文献检索服务功能，在输入关键词检索时，其检

索行为会留下相关的行为轨迹，平台可以根据这些用户

行为利用隐语义模型算法挖掘用户的隐性需求，通过

智能推送系统为其推送感兴趣的热点或技术信息。另

外，用户在使用平台的检索系统功能时即向平台提出的

服务需求可以认定为显性需求，因此，平台在满足用户

显性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提供隐性需求服务（见图2）。

图2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服务方案获取流程图

3.1  基于显性需求的服务流程

用户对于科技资源的显性需求是最直接、最迫切

的需求，用户希望在云平台上找到自己想要的各种科技

资源与服务，是一种人机交互式的服务需求。该流程包

括需求提出、平台响应、设计服务方案和服务对接4个
流程阶段。

（1）需求提出。平台注册用户在使用平台的过程

中，通过平台的各种功能服务模块向平台提出服务请

求，如文献检索、项目申报、信息发布等请求。

（2）平台响应。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根据用户提

出的服务请求，对其请求内容进行分析。

（3）设计服务方案。平台在对用户提出的请求内容

进行分析与识别后，先对请求类型进行归类处理，凡是

请求内容属于平台已有的科技资源和服务方案，用户即

可通过直接搜索的方式获得；如果请求内容属于协同

服务的范畴，即平台需要组织专家和技术服务团队协同

完成，平台则重新设计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4）服务对接。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根据用户请

求将设计好的服务方案，以合适的方式提供给用户，或

直接交付，或指派专家技术团队跟踪指导，以实现供需

对接和科技资源的有效利用。

3.2  基于隐性需求的服务流程

基于隐性需求的服务流程包括用户痕迹数据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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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潜在需求的分析与挖掘、需求图谱构建、服务方案

设计和服务方案主动推送5个流程阶段。

（1）用户痕迹数据获取。用户在使用平台的过程

中，会产生注册行为、浏览行为、文献检索行为、服务

记录、服务跟踪、反馈行为等痕迹数据，平台大数据采

集系统可以对这些痕迹数据进行采集。

（2）潜在需求的分析与挖掘。平台将采集后的用

户痕迹数据进行挖掘整理，提取出用户的兴趣点、关注

热点和行为轨迹，在此基础上根据隐语义推荐算法构

建相关的数据模型，从而获取平台用户需求内容。

（3）需求图谱构建。根据数据模型识别、筛选与

整合用户需求内容，最终形成用户需求图谱。

（4）服务方案设计。平台根据用户需求图谱设计服

务方案。

（5）服务方案主动推送。区域科技云服务平台

的推送系统将设计好的服务方案通过平台的推送载体

（如微信、手机APP或邮箱等）推送给用户。

4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的应用与服
务实践

4.1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的服务方式

（1）智能服务。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因其集成

的各类科技资源，以及拥有的科技服务体系，对于用户

提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现实需求，可以通过web技术以

人机界面的方式提供全程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注册用户

可以通过主题词检索、订制服务、智能客服等方式获取

科技资源，实现平台的一站式服务。

（2）在线协同服务。在智能服务无法满足用户需

求时，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可以根据用户提出的复杂

服务需求，组织专家技术团队、平台服务团队在线协同

服务，不同领域的专家及技术人员通过平台在线与用户

交流和讨论，使用户获得从信息获取、知识重组、解决

方案到应用的全程一体化服务。

（3）主动推送服务。在通常情况下，用户很难发现

新发明、新技术等科技资源，平台可以根据用户浏览、

点击科技信息网页的“痕迹数据”进行分析，利用数据

挖掘和隐语义推荐算法整合出最新、最热点的科技信

息，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邮件等方式推送给用

户，使平台用户及时获取最新的科技信息和热点信息。

热点信息的主动推送对于用户及时获取这些科技资源

有重要意义。另外，分析的用户痕迹数据，还可以挖掘

出用户使用同种科技资源相同或相似的需求，实现同

类需求的服务信息推送功能。

4.2  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的应用

目前，济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cloud.jnsti.net.cn）
已经完成开发，并已经上线应用。该平台弥补了原有

科技服务系统分散、数据不统一的缺点，丰富了服务

内容，提高了用户黏度。截至2018年底，济宁市科技云

服务平台注册用户已达5 800个，入库专家515人，协同

服务20余次/年。以文献服务子平台为例，通过数据整

合，子平台用户数由原有的652个增长到1 683个，用户

登录量达到1 410次/年，文献传递量达到2 000篇/年，

检索词达到6 798条/年，通过文献平台开展的科技查

新、定题检索和专利分析服务达400余项，主动推送服

务100余次；另外，济宁市的社会公众用户还可以通过

科技云服务平台的国家科技数字图书馆济宁高新区服

务站在线免费浏览和借阅科技类西文期刊、俄文期刊、

日文期刊、中文期刊，以及国外科技报告、外文文集汇

编和外文科技丛书等；还有大型科学仪器子平台的入

网设备仪器达到1 406台（套），仪器原值8.6亿元，申请

省级“创新券”补贴的共涉及300余家中小微企业，享

受“创新券”补贴总额达到1 800余万元，产生预约服

务4 000余次，技术交易子平台发布的技术交易信息达

2 000条以上。

5  结语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构

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科技创新“一站式”济

宁市科技云服务平台，将为济宁区域产业发展、科技进

步、技术创新和提高社会公众科学素养提供更强有力

支撑。今后，平台会紧跟时代步伐，将更先进的信息技

术用于平台建设和发展，拓展平台的覆盖范围，提高平

台的使用效率，为提升济宁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

济宁市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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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oud service platform,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Jini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building Jining’s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oud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user’s needs, relying on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aking this platfor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need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and social and public needs of the platfor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design of cloud service platform, and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service function, service flow, service mode and service effect of the platform. The 
platform will be built into a “one-stop”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loud service platform of public welfare, basic and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will serv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echnology of Jining region. Innovation will provide strong support, 
and will greatly enhanc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Jining region,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ork of Jining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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