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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帮助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更精确地了解用户访问行为从而精准满足用户需求，更有针对性地开放数

据，提升服务水平，本文以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户访问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

户画像，分析用户行为特征。基于用户画像构建与行为分析，提出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优化策略。该研究

也为其他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用户画像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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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户画像

构建与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各类数据应用的领域越发广

泛，如经济、政治、社会、医疗、教育等，引发了社会公

众对数据开放的强烈需求。政府部门作为社会数据资

源的主要掌握者，将不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和个人

隐私的政府数据开放出来，可以满足社会各领域对政

府数据的使用需求，这不仅能提高政务透明度与公众

满意度，还能通过数据利用者的挖掘、再利用充分发挥

数据价值从而服务于社会公众，为社会进步注入新的

活力。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起步较晚，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还存在不少亟待完善的问题，如数据质量不高、

数据覆盖的领域不完善，对用户需求的满足还存在不

足。国内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

设进行了探讨，但已有研究大多从指标确定[1-3]、模型构

建[4-5]、实证分析[6-7]等角度出发，探讨我国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的发展现状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优化策

略，以提高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水平。从用户视角出发的

研究大多从用户质量感知[8-9]、用户体验[10-11]与用户服务

评价[12]的视角进行相关探讨，基本没有从用户访问行

为入手分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用户需求。

用户是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实际体验者和数据使

用者，用户在访问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过程中会发生检

索、查询、申请等行为，通过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能

够发现用户更加关注的数据领域、用户对其他数据的

需求等，从而让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数据开放更有针

对性。由于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发展较早且较为成

熟，用户访问行为数据量大且较容易获取，所以对该平

台的用户访问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与代表性。

本文基于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用户访问数

据构建用户画像。用户画像一般被定义为一组描述用

户属性的结构化数据集 [13]，即信息标签化，从不同维

度的用户属性中获取有价值的用户信息，提取用户标

签，进行用户特征表示[14-15]。用户画像在挖掘用户真实

需求[16]、预测用户兴趣[17]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可以为

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议。通过构建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用户画像，可以直观反映用户对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的真实需求，并以此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优化提

出建议。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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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网络爬虫获取用户访问上海市公共数

据开放平台[18]的行为数据。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主要分为九大板块，分别是首页、数据资源、数据图谱、

地图服务、典型应用、开放生态、互动社区、安全沙箱

以及行业应用。数据资源板块下分为不同的数据领域，

包括经济建设、民生服务、城市建设、资源环境、其他

等13类，用户在该板块下可以进行数据检索、浏览和下

载，同时还可以对数据集进行评分；典型应用板块下有

用户注册的典型应用（如“长三角供应链平台”等）以

及每个典型应用的预览量；用户检索的高频关键词一

般会以热图形式呈现在网站右上角，用户对数据的使用

申请公示一般公布在网页的右侧边栏。爬虫获取的数

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检索行为数据，即用户对不

同检索关键词的检索词频；第二类为操作行为数据，主

要包括用户在数据资源板块下对属于不同数据领域数

据集的浏览量及下载量、对数据集的综合评分和典型

应用板块下用户注册典型应用情况以及典型应用预览

量；第三类为选择行为数据，即网站右侧边栏公布的用

户使用申请公示等。 

1.2  用户画像构建步骤

本研究分4个步骤构建用户行为画像。①数据处理

阶段主要包括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以及数据集构建3
个子步骤，其目的是将原始数据中有价值的数据分离出

来并将数据转换成合适的数据结构，方便后续的挖掘

分析。②数据-标签映射阶段主要包括数据挖掘及信息

标签化两个步骤，首先利用文本分析、描述性统计等方

法对经过处理的数据集进行深入挖掘，再将挖掘结果

进一步标签化。③标签体系构建阶段形成3个维度，即

检索行为偏好、操作行为偏好、选择行为偏好。④用户

画像构建阶段包括利用构建的标签体系进行用户画像

建模和结果分析。

2  用户标签分析

经过数据处理和数据-标签映射后的标签化处

理，可以获得用户访问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标

签，包括用户的检索行为偏好、操作行为偏好和选择行

为偏好。

2.1  用户检索行为偏好分析

用户检索行为偏好的直观体现是用户在数据资源

板块下检索关键词的词频，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网站数据资源页面右上角有根据用户检索词频绘制的

用户热搜关键词云图（见图1）。

图1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户热搜关键词云图

用户检索频率较高的分别是服务、高新技术、医疗

机构等，其中服务的检索词频为3 167次、高新技术的

检索词频为2 263次、医疗机构的检索词频为2 153次，

这反映了用户对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数据需求

集中在民生服务、经济建设、卫生健康等领域。

2.2  用户操作行为偏好分析

2.2.1  数据集浏览量及下载量分析

对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各种类数据集的浏览、

下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见图2），可以发现用户对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资源的领域偏好。

用户对不同数据领域的数据集浏览情况存在显著

差异，经济建设领域数据的浏览量远高于其他数据领

域，高达1 336 136次。浏览量相对较高的是城市建设、

道路交通、资源环境等数据领域。下载量和浏览量总体

呈正相关的关系，浏览量越多，则下载量越多。

对各数据领域下数据集的相关字段，如“标题”“关

键字”等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建设领域中，企

业、经营情况、纳税、进出口额、公共预算等是用户重点

浏览与下载的内容；城市建设领域中，建筑面积、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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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绿化、建筑垃圾等更受用户关注；道路交通领域

中，用户更多浏览和下载与城市道路信息、航班信息、

天气预警信息、驾培学员信息相关的数据集；资源环境

领域中，浏览量与下载量排名靠前的数据集主要是供

水、用电、能源消耗、排污、噪声检测等。

2.2.2  典型应用注册情况分析

对用户注册典型应用的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得知用

户使用数据做了什么，用户更倾向于使用哪个领域的数

据进行应用开发以挖掘其潜在价值。

用户在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注册的典型应

用共有50个，比如“长三角绿色供应链平台”“智行浦

东”等，根据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典型应用注册情

况（见图3）可知，其中大多属于服务型应用，即通过应

用开发服务群众，方便群众在各个方面的生活。利用经

济建设、民生服务、卫生健康、道路交通领域的数据注

册的典型应用数量占总注册应用数量的80%，而经济建

设领域的应用数量占比高达44%，说明经济建设领域的

数据既是用户需求的重点，也是用户挖掘的重点。

2.2.3  典型应用预览量分析

典型应用的使用效果可以通过用户对典型应用的

预览量进行体现。

根据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典型应用预览量

（见图4）可知，经济建设领域的典型应用预览量最多，

其次是民生服务、卫生健康。显然，这与典型应用的注

册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注册典型应用的用户通常

图3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典型应用注册情况

图4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典型应用预览量

图2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据浏览及下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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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用户，预览典型应用的用户通常为普通用户，由

此可知，企业用户的需求与普通用户的需求在某些方面

是一致的。

2.2.4  数据集评分分析

获取用户对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据集的综

合评分情况，对不同数据领域的数据集根据综合评分

进行排序，汇总得到表1。高达3 750个数据集的用户评

分为0分，数据集为0分的原因可能有：①用户对数据

集的质量不满意，数据不能满足用户的基本需要；②用

户没有对数据集进行评分，参与度不高，这也是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需要提升的重点，即提高用户使用的参

与度。另外，综合评分为5分的数据集数量为714个，其

中经济建设领域数据集203个，资源环境领域数据集

179个，公共安全领域数据集72个，3个领域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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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申请公示主题词词云图

数量占综合评分为5分的数据集数量的60%以上。综

合评分为2分、1分的数据集数量分别为26个、39个。

即在不考虑用户评分为0分的异常情况下，参与评分的

用户大多对数据质量比较满意，只有少部分用户不满

意获取的数据，而且用户更满意的数据集主要集中在

经济建设、资源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领域。

2.3  用户选择行为偏好分析

用户选择行为体现在用户可对未公布在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上的数据以及有条件开放类数据的申请。对于

未公布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的数据，用户可以通过

发邮件的方式进行申请；对于有条件开放类数据，用户

在完成身份认证后可以申请。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会定

期公示用户的使用申请。采用K-Means算法对获取到的

使用申请公示进行文本聚类。K-Means算法是一种探索

性的实证研究方法，该算法必须事先指定聚类数。经过

尝试，当K=4，即类别数为4时，聚类效果最好。通过对

聚类簇的主题词的收集，绘制出词云图（见图5），可以

看到轨道交通、客流情况、生活垃圾、停车场、绿化市

容等出现次数较多，这些数据与用户的切身生活息息

相关。

表1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发布数据集的用户综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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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画像呈现及结果分析

将提取的用户访问行为特征进行可视化，形成上

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户画像（见图6）。

80%

5

图6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户画像

根据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户访问行为画像

的结果，总结出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用户需求主要

集中在以下3方面。

（1）经济建设、卫生健康、资源环境等数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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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集需求量更高，且很多典型应用是基于经济建

设领域的数据集进行开发的，所以经济建设领域的数

据集要求有更高的数据质量。

（2）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的数据评分出现较多0
分的异常情况，这说明用户对很多数据的质量不满意

或者没有参与到数据评分中，所以用户需要政府采取

措施提高数据质量并定期更新数据评分，以更加全面

真实地向用户显示开放数据的质量。

（3）用户对诸如停车场、交通状况、垃圾处理情况

等与切身生活密切相关的数据更加关注，也更希望政

府及时开放相关数据。

4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优化策略

用户画像技术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访问领域的应

用能够为平台实现更精准的数据服务。根据用户访问行

为构建用户画像，可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掌握用户访问

的行为数据，对深入研究用户行为，了解用户需求，优

化网站服务，实现数据更有针对性的开放，提高数据开

放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针对上海市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用户访问数据构建的用户画像，本文提出以下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优化策略。

（1）加强经济建设领域的数据开放力度。由于经

济建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且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所

以不管是企业用户还是普通用户，对经济建设领域的

数据需求都是最大的。加大经济建设领域的数据开放

力度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数据需求。加大经济建设

领域的数据开放力度包括：增加经济建设领域数据集

开放量；提高经济建设领域数据集质量；提升经济建

设领域数据集更新频度等。

（2）定期评估政府数据开放效果。满足用户对政

府开放数据的需求和提高政府数据开放的水平需要定

期评估。由于政府开放的数据集存在大部分评分为0分
的数据集，这部分数据集除了数据质量不高的原因外，

还有很大可能是因为用户没有参与评分，用户的反馈没

有及时反映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政府对用户的数据需求了解不全面、不真实。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定期向主要的平台用户展开调

研，让用户参与到数据的评分以及对平台的评价中，以

保证数据开放平台的持续有效运行。

（3）提高数据开放的覆盖性。用户产生数据申请

的行为是由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没有公布相关的数据

集，即目前政府数据开放的数据覆盖性具有局限性，用

户的数据需求未能得到全面满足。针对用户申请行为，

平台应加快审批速度，尽快公开符合开放要求的相关

数据，并根据用户的申请，开放其他相关的数据，以更

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本研究使用用户画像方法对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的用户访问行为进行分析，反映了上海市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的用户需求，不仅有利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更

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也为其他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

用户画像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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