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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研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用户需求特征，更有效地为用户提供数据服务，让开放数据创造更大的经

济和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集9个省（市、自治区）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用户评论数据，首先运用LDA模

型挖掘平台初建期和发展期用户需求主题，分析其需求热点；其次选取朴素贝叶斯算法研究用户需求主题的情感倾

向；最后计算两个时期的平台用户需求主题相似度，揭示用户增量需求的动态演进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改

进”“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需求主题是用户持续关注的领域，其中“社会保障”主题的情感倾向概率为0.75，用
户情感倾向积极，“数据改进”主题的情感倾向概率为0.22，用户情感倾向消极。本文研究平台用户需求主题、情感

诉求以及需求变化，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根据用户增量需求不断持续改进，为平台建设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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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线评论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用户增量需求研究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化政府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时

期的产物[1]。政府向公众开放和共享数据资源，充分发

挥了数据资源的价值，提高了政府综合管理服务能力。

随着智慧城市、智慧乡村等城乡数字化建设，公众对数

据资源的开放共享需求日益增长。因此，我国在推进数

字化进程中正在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2015年8
月，国务院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

到2018年，中央层面构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

平台[2]。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统计，截

至2021年10月，我国已有193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基

本实现了公共数据的平台化服务[3]。为了更加精准、有

效地为用户提供数据服务，让开放数据创造更大的经

济和社会价值，深入研究平台用户的增量需求具有重要

意义。

1  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非常关注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在用户需求方面的研究。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总结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①对用户需求影

响指标的相关研究。Aguilera等[4]提出政府数据开放的

关键主体是社会群众，用户既是数据的提供者也是数

据的使用者，通过数据分析提出了用户的不同需求类

型，为研究用户需求提供了一种路径。Zuiderwijk等[5]

提出影响用户的需求指标，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用户对

平台的接受度和使用意愿，并对用户的接纳度进行量

化分析。Danneels等[6]使用3种认识论定义了3种不同类

型的数据开放平台，指出尽管用户对政府开放数据寄予

厚望，但是目前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仍未达到公众预期。

Susha等[7]使用解释性荟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用户需

求的主要影响指标，结合具体实证研究了公众对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的接受程度和推广意愿。莫祖英等[8]从用

户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数据开放质量的模糊评价模

型，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质量的用户评价提供了评判

标准。刘迪[9]结合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观察法等

分析了平台对用户需求的满意情况，对用户的需求类型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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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分类，提出了通过定期评估数据开放成果健全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功能。用户需求指标的相关研究为本

文划分用户需求类型以及衡量用户满意度等提供了参

考。②结合开放数据政策对平台用户需求进行分析。陈

玲等[10]运用TF-IDF算法和LDA模型对我国数据开放

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政府开放数据政策的

供给和需求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未来要以满足用户需

求为中心，做好数字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朱晓峰等[11]通

过挖掘政府数据开放相关政策与实施成效间潜在因果

关系，得出良好成效的政策前因条件组合，提出了政策

支持是国家开放数据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

阐明了开放数据政策与用户需求的关联因果，为本文对

用户需求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③以某一平台为例分析

用户需求特征。陆敬筠等[12]统计了上海市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用户的访问次数，通过分析平台用户的行为特征构

建用户画像，有助于平台了解用户需求，提升平台的服

务水平。刘桂琴[13]以武汉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用户评

论为研究对象，提出从用户情感视角研究用户需求，发

现有7个主题的情感趋向消极，2个主题的情感趋向积

极，平台服务在一些领域没有较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杨

洋[14]深度挖掘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中的城市交通数据，

从用户的兴趣点和兴趣面角度预测了开放数据在用地

功能识别、职住人口分布和交通出行方面的需求，为交

通规划拓展了数据获取渠道。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

果，相关研究结论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但经过分析发现，平台用户需求研究方

面的样本多来源于某一省或市级平台，而以多个省或

市级平台为研究样本，并将需求主题聚类和情感分析

相结合的研究较少，该领域仍存在进一步改进空间。因

此，本文以9个省（市、自治区）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

研究样本，采集平台用户在线评论数据，挖掘用户需求

主题特征，选取朴素贝叶斯算法研究用户需求主题的

情感倾向，通过对初建期和发展期的平台用户需求主

题相似度计算研究平台用户需求主题演进路径，分析用

户需求的动态变化，从而深入研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用户需求主题、情感诉求以及增量需求变化，为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的发展提供借鉴。

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2.1  样本选取

 本文以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于2021年
10月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指标体系与

省域标杆》中的18个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初始样

本，以平台用户浏览量大于30万且用户评论大于500条
为筛选依据，选取上海市、广东省、山东省、湖北省、江

苏省、浙江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排名不分先后）9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为研究样本。

2.2  数据采集和预处理

本文采用八爪鱼采集器爬取2017年1月1日—2022
年6月30日9个省（市、自治区）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用

户评论数据19 908条，数据字段包括用户名称、评论内

容、评论时间，整理得到的初始平台用户评论数据如表

1所示。

由于评论文本包含许多无效的干扰信息，主题挖

掘的结果受数据质量影响较大，因此需要对文本数据

进行预处理。首先，通过Jieba分词对已爬取的文本进

表1  初始平台用户评论数据表（部分）

随风**

y****

刘**

s******

一只**

H*****

2018-08-14

2022-08-16

2020-06-29

2020-11-09

2021-04-17

2022-08-16

请问，这个接口该如何传参啊，使用python该怎么调用，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 lovih**@qq.com，

麻烦了，感谢感谢

希望可以快捷查看每个数据集的评论数

网站预留的两个联系电话两天都没打通，望回应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互动交流”→“您的建议”板块

无法进行留言，总是出现验证码输入错误

建设工程扬尘与噪声在线监测管理系统日均值，接口服务地址怎么下载

请更新一下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数据表，闲鱼入驻需要经营许可证官网查询，谢谢

整体目录更新有点慢，建议加快下更新周期

1

2

3

4

5

6

用户名称 评论内容 评论时间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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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词，去除无关的字符。其次，去除用户评论中的停

用词。经过数据预处理后，最终得到17 871条用户评论

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预处理后的平台用户评论数据表（部分）

1

2

3

4

5

6

接口  传参  使用  调用  发  邮箱  麻烦 

希望  快捷  查看  数据集  评论  数

网站  预留  两个  联系  电话  两天  打通  回应  山东省  生态  环境 厅  互动  交流  建议  版块  留言  出现  验证码  输入  错误 

建设  工程  扬尘  噪声  在线  检测  管理  系统  日  均值  接口    服务  地址  下载

更新 出版物 经营 许可证 数据 表 闲鱼 入住 官网 查询

整体 目录 更新 慢 建议 加快 周期

处理结果序  号

2.3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时期划分

复旦大学联合国家信息中心数字经济研究所共同

发布的《2020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显示，全国

有130多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已成

为政府公开信息治理和建设数字型政府的新标准，“开

放数据，蔚然成林”的目标也基本实现[15]。2020年12月
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体

系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已实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

初步建设目标，下一阶段将在各省数据开放平台的基

础上形成分配优化、绿色集约的一体化格局[16]。鉴于

此，本文以2020年为时间节点，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

建设分为初建期（2017年1月—2020年12月）和发展期

（2021年1月—2022年6月）两个时期，进行用户需求主

题研究。

3  基于LDA模型的平台用户需求主题
聚类与热点分析

3.1  LDA主题模型

主题模型是一种对文本隐含主题进行建模的方

法，通过将高维度的词的集合映射到低维度的主题空

间，实现对目标数据的降维。在现有的研究中，根据适

用对象的不同可将主题模型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适用于

长文本处理的主题模型；第二种主要面向的是不超过

10个词的短文本，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17]是其中的一种经典模型，具有分

类准确性高、可解释性强、应用广泛等特点。考虑到研

究数据中用户评论的篇幅较短，运用LDA可以有效地识

别语料库中潜藏的主题信息，因此，本文选择LDA主题

模型实现对用户需求的主题聚类。

3.2  平台用户需求主题聚类

基于2.2中已清洗的用户评论数据构建词频矩阵，并

建立LDA主题模型。利用LDA模型对数据进行训练可

以得到不同主题的分类情况。训练参数设置为：选定主

题范围1~20；设置超参数α=20/K，β=0.01，其中K为主题

个数；同时设置训练次数为500次。通过调用LDA主题

模型中的Log_Perplexity，分别计算平台初建期和发展

期的困惑度数值，并依据其数值确定LDA最优主题数。

Azzopardi等[18]认为，困惑度数值越低，文档归属

某一潜在主题的概率越高，表明模型的聚类效果越好，

由此可以确定出最优主题数。因此本文得出，当平台初

建期的困惑度数值为63时达到最小值，当前语料的最

优主题数目为8；当平台发展期的困惑度数值为121时
达到最小值，平台发展期的最优主题数为11。

结合LDA模型主题词的自动提取和现有研究的领

域分布归类[19]以及人工判读，对初建期和发展期各主

题下的高频词内容进行总结归类得到主题描述，分别

如表3、表4所示。

3.3  基于LDA主题聚类的平台用户需求热点
分析

本文依据上述平台用户需求LDA主题聚类，分别从

平台初建期和发展期两个时期进一步分析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的用户需求热点，为相关部门精准分析用户的需

求特征以及平台的优化与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在线评论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用户增量需求研究李冠，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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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初建期（2017年1月—2020年12月）

①数据质量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包括“全面”“数

据集”“更新周期”“开放授权”等，可以看出这些词语

都是围绕开放数据服务需求所展开的，通过这些词可

以分析出，用户对数据的分类、数据的格式和数据可视

化等方面的需求意愿比较强烈。

②基本服务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包括“养老保

险”“卫生医疗”“社保卡”等，该主题所反映的高频词

与群众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这是平台所提供最基础、

也是非常重要的服务，因此将其归纳为“基本服务”。

③安全保障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包括“隐私”“平

台”“隐私泄露”等，不难看出，这些内容都是与开放

数据的安全相关的。用户在使用政府所提供开放数据

的同时，意识到了数据安全的重要性。数据隐私的保

护、部分信息存在泄露、登录身份无效等是用户所关心

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④公共服务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有“证书”“地理

空间”“考试”“研究”“企业”等。这些词语都与政府

职能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关联性较强。用户在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上查询与生活相关联的内容；查询一些资

格等级证书或评定证书等；此外，用户或者企业做研究

调查，相关的数据来源需要在数据开放平台下载。可见

该主题是用户对数据开放平台所提供服务的描述，因

此将其归纳为“公共服务”。

⑤数据获取主题下的高频词有“接口”“可机

读”“权限”等，这些词语都是跟数据获取相关，由此

可见，用户对数据的获取方式、处理加工等也是极为关

注的。

⑥分类导航主题下的高频主要包括“主题分

类”“部门检索”“可视化”等。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

如何快速、准确地检索到自己想要的数据是用户所关心

表3  初建期的主题列表

主题1

主题2

主题3

主题4

主题5

主题6

主题7

主题8

数据质量

基本服务

安全保障

公共服务

数据获取

分类导航

平台建设

互动交流

来源 全面 分类导航 数据集 格式 更新周期 增长 可视化 统计 机构团体 精准 开放授权 下载量

养老保险 旅游 医疗卫生 社保卡 交通出行 核酸 农业 环境保护 教育科技 文化 休闲 监督 商贸流通 体育 挂失 机构

项目 申请公示

覆盖 系统 监控 数据来源 隐私 平台 信息泄露 统计 政策 可靠性 稳定 无效身份 公开 追溯

证书 考试 无差别 企业 地理空间 工具 App 系统 开放授权 研究 金融 财政分析报告 地理空间

接口 元数据 大数据 权限 可机读 变更 数据搜索 覆盖 加工处理 涵盖 搜索栏 免费 准确性 完整数据集

主题分类 部门检索 展示 搜索 导航栏 定位 图标引导 可视化 关键词 查找 热门数据 排序 标明

推广 订阅 身份认证 引擎 升级 排序 平台界面 注册登录 权限 加载 更新 设施建设 

交流 反馈 内容意见 开放生态 数据需求 纠错 问卷调查 常见问题 研究 申请公示 咨询

主题描述 各主题下的部分高频词主  题

表4  发展期的主题列表

主题1

主题2

主题3

主题4

主题5

主题6

主题7

主题8

主题9

主题10

主题11

民生服务

信息化建设

功能优化

创新平台

效能

智慧服务

数据应用

公共安全

数据改进

评价反馈

社会保障

教育科技 证书 考试 商业 文化休闲 企业 技能考试咨询 农业 地理空间 机构 财税金融 用途 开放授权 研究

刷卡支付 工业

接口 数据集 可读性 信息 权限 更新动态 精准 定位 智慧城市 研发 一体化 政策 协同 集约化 

接口 元数据 增长 定期更新 订阅 注册 可机读 推广 收藏 检索 移动端 稳定 空间工具 

海量数据 预览 在线查看 高速 引擎 网页应用 创新 监督 卫星遥感 方案 升级 智慧 

参与度 覆盖面 适配 终端 开放程度 搜素 复杂度 区域 资金 加快 协同 大数据 检测 

人工智能 动态 智慧 更新 区域链 链接 授权 大数据 算法 学习 系统 共享体系 提升 示范

可视化 评审 智能化 地理空间 工具 功能描述 下载链接 App 稳定 精准 定位 需求 解读

原始 隐私 平台 生产安全 信息泄露 统计 无效身份 公开 安全体系 认证 数据运行 指标

格式 更新周期 全面 可视化 数据开发 研究 分类导航 准确 覆盖 开放授权 动态更新 下载量

改进 互动 反馈途径 公示 咨询 客服 问卷调查 讨论区 申请 下载动态 反馈机制 纠错 举报

养老保险 医疗卫生 社保卡 城建住房 核酸 生活服务 旅游 市场监管 挂失 交通出行 机构 项目 权益保护

主题描述 各主题下的部分高频词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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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之一。该主题主要是对数据资源分类的描述，因

此将该主题归纳为“分类导航”。

⑦平台建设主题下的高频词有“推广”“订阅”“平

台界面”等。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用户提供了最基础的

功能服务，但平台处于起步期，基础建设存在一定的改

进空间，用户对平台的界面设计、订阅等功能存在着优

化需求。由此可以看出，该主题主要是用户对于平台建

设需求的描述，因此将该主题归纳为“平台建设”。

⑧互动交流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有“反馈”“开放

生态”“问卷调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设立了互动交

流板块，用户可以向平台提出自己的数据需求，该板块

还有需求列表、内容建议等功能，展示用户需求的热门

数据以及平台建设过程中哪里存在的不足、改进方案

等意见。

3.3.2  发展期（2021年1月—2022年6月）

①民生服务是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所提供的基础服

务，查询资格等级考试、医疗卫生健康、气象服务、财

税金融等功能与用户的日常息息相关，避免不了用户对

该主题数据的大量需求。

②信息化建设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包括“信息”“协

同”“集约化”。2020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加

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

见》提出，进一步打破政府与部门间、政府与企业间的

数据壁垒，大大提高数据资源的流通性。用户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对通信、计算机、数据库技术等现代信息化

相关的数据需求增多，信息化建设逐渐成为热门主题。

③功能优化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有“定期更

新”“订阅”等，所反映的主题词与平台功能迭代升级

相关，因此将该主题归纳为“功能优化”。

④创新平台主题下的高频词有“海量数据”“预

览”“在线查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不仅要在开放的

数据量上做文章，还要对平台的前端展示上下功夫，通

过对平台功能的迭代升级为用户提供独特服务。

⑤效能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包括“参与度”“覆盖

面”“复杂度”，用户根据平台所提供的数据衡量平台

的效能，可以看出，该主题主要是对平台效能的描述。

⑥智慧服务主题下的高频词有“区域链”“共享体

系”。根据2018年发布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

国家给出了智慧城市顶层的总体构架方案。在2020年
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府报告将“新基建”首次纳入其

中，并提出“城市大脑”是智慧城市建设突破的关键。

智慧城市的发展日趋成熟，一方面带动着智慧数字政

务的发展，要求政府数据开放的服务更加智慧化；另一

方面用户对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浏览需求量越来越高。

⑦数据应用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有“可视化”“地

理空间”“工具”等。所反映的主题词与数据的实际应

用有关，因此将该主题归纳为“数据应用”。

⑧公共安全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有“隐私”“生产

安全”“信息泄露”。不仅在生活中存在安全问题，用户

在使用数据的同时也充斥着安全隐患，这些是用户所关

心的问题。因此，将该主题归纳为“公共安全”。

⑨数据改进主题下的高频词有“格式”“更新周

期”“数据开发”。随着近几年的发展，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的建设日趋成熟，用户对平台的功能以及开放的数

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优化平台的网页链接、加快

数据的更新周期等。

⑩评价反馈主题下的高频词有“客服”“反馈机

制”“申请”等，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离不开对其

评估和用户反馈，对平台数据的开放程度、覆盖面等效

能进行有效评估并做出改进，认真接受用户提出的评

价反馈。

社会保障主题下的高频词主要包括“养老保

险”“医疗卫生”“生活服务”等。用户在需求创新服务

的同时，离不开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该主题主要是用

户对社会生活需求的描述，因此将该主题归纳为“社会

保障”。

4  平台用户需求主题情感倾向分析

本文利用各个主题下的用户评论数据进行情感分

析，得到用户评论中各个主题的情感倾向，可以从情感

诉求层面了解平台用户满意度，有助于有关部门做出相

应的改进措施。

4.1  用户评论数据预处理

用户评论通常由一句话或多句话组成，对于一些

比较短的评论，用户通常只表达一个主题，但对于一些

较长的评论，用户可能表达对多个主题的评价。为了提

高评论主题识别的准确性，将评论中的长句切割成短

句，再对评论短句进行主题识别[20]。

基于在线评论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用户增量需求研究李冠，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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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以标点符号分割的每个短句仅包含一

个主题。因此，可以根据标点符号作为界限对评论进行

分割。首先对每条评论设置一个id值，然后根据标点符

号将评论切割成多个短句，切割后的评论短句与切割前

的原评论id一致。本文将17 871条用户评论切割，并去

除无关短句，最终得到28 476条评论短句，分句后的评

论格式如表5所示。

表6  分类器性能测试结果

朴素贝叶斯

逻辑回归

决策树

SVM

KNN

0.857 564

0.781 195

0.835 415

0.834 77

0.715 439

0.865 939

0.863 024

0.849 906

0.773 146

0.762 954

0.885 75

0.835 461

0.868 212

0.823 796

0.854 58

准确率 召回率分类器名称 F1

表5  用户评论分句示例

326

327

374

375

希望开放更多有价值数据

加快更新速率

数据发布者联系方式希望可以更加详细

提交数据申请时网页有一点卡顿

132

132

158

158

新序列号 切割后的评论短句id

表7  各用户需求主题的情感倾向概率计算结果（部分）

257

2165

47

4356

854

68

158

1362

23

3137

492

37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数据描述和实际数据不符

首页“疫情防控”找不到自疫情发生以来的所有实时数据

接口调用样例丰富

客服的回复内容太过官方

提供数据的格式种类较多

我申请接口服务一个月了竟然还是待审核的状态

社会保障

民生服务

功能优化

评价反馈

数据改进

评价反馈

0.363 621

0.334 756

0.945 753

0.039 285

0.913 027

0.018 294

序  号 用户评论内容 所属需求主题 情感倾向概率id

4.2  构建训练集和测试集

本文基于机器学习对用户需求主题进行情感分析[21]，

将4.1中已处理的28 476条评论短句作为语料数据集。筛

选出用户正面情感倾向的评论，用标签“1”标记；筛选

出用户负面情感倾向的评论，用标签“0”标记。根据相

关研究结论，中立性的评论不纳入情感处理中。经过人

工筛选和标记后，得到正面评论6 854条，负面评论7 356
条。将人工标注好的样本按照训练集80%，测试集20%
的比例随机采样。

4.3  分类器性能测试

在本次的文本二分类任务中，使用sklearn库中常见

的5种文本分类器[22]，包括逻辑回归分类器、支持向量

机分类器、K邻近分类器、决策树分类器以及朴素贝叶

斯分类器等。本文以准确率、F1分数（F1-score）和召回

率为模型有效性的评估标准，用5种文本分类器进行测

试，最终得到各个分类器的性能测试结果。由表6可见，

朴素贝叶斯在此次情感分析任务中表现最好，因此选用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对各用户需求主题进行情感分析。

4.4  用户需求主题情感倾向分析 

首先，使用训练好的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计算评论短

句的情感倾向概率。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计算出的情感倾

向为正向概率，小于0.5的情感倾向为负面情感倾向，大

于0.5的为正面情感倾向[23]。其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然后，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对各个需求主题的情

感倾向概率进行可视化分析，其结果如图1所示，X轴表

示需求主题，Y轴表示需求主题的情感倾向概率。

图1中“社会保障”“民生服务”“数据应用”“创

新平台”需求主题的情感倾向偏向积极，而“数据

改进”“评价反馈”“智慧服务”“功能优化”“效

能”“信息化建设”和“公共安全”需求主题的情感倾

向偏向消极。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建议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数据

改进”“信息化建设”等负面情感主题数据，研究和解

决平台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满足用户在数据质量、平台

服务等方面的需求。针对“社会保障”“民生服务”等

正面情感主题数据，继续扩大该领域的数据开放量，提

高公共数据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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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相似度的平台用户增量需求主
题演进分析与建议

在主题演进过程中，主题词出现频次、新增词汇、

词间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主题内

容的变迁。通过对平台初建期和发展期的用户需求主

题相似度计算，揭示用户的增量需求变化，为平台的建

设提供借鉴。

5.1  用户需求主题相似度计算

相似度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领域不

同其含义也不同。余弦相似度量法是计算文本相似性

中最常用的算法之一[24]，用向量空间中的两个向量夹角

间的余弦值作为度量两者间差别大小的尺度。若余弦值

愈接近1，表示夹角的角度愈趋近0°，则说明两个向量

越相似；若余弦值趋于0，且夹角趋近90°，则表明两个

向量越不相似。

Kong等[25]从信息论的视角入手，阐明了主题间是否

存在演化关系可以根据相似度大小确定。刘自强等[26]提

出，将0.3确定为相似度阈值，假如相邻阶段的主题相似

度数值大于0.3，那么可以确定主题间具有演进关系，并

且属于同一条演进路径。

本文依据3.2中已得到的主题聚类，并计算两个主

题关键词的余弦相似度，每个主题由一组关键词确定，

通过主题聚类将语义特征相符的关键词聚类为同一主

题，不同主题间的相似度不同。利用Python中Gensim
库BOW模型和TF-IDF模型对平台初建期和发展期的

用户需求主题进行相似度计算，计算得到相似度大于

0.3的主题演进路径5条，包括：初建期主题1—发展期

主题9，相似度为0.61；初建期主题2—发展期主题11，
相似度为0.52；初建期主题3—发展期主题8，相似度为

0.47；初建期主题4—发展期主题6，相似度为0.43；初
建期主题1—发展期主题2，相似度为0.33。相似度小于

0.3的主题演进路径有31条。

5.2  用户增量需求主题演进路径分析

对不同阶段用户需求主题相似度计算可以揭示其

相似性和差异性，本文筛选出5条相似度大于0.3的主

题演进路径，下面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①初建期主题1—发展期主题9：这条路径对数据

质量、数据改进主题较为关注，该演进路径体现了用户

对开放数据需求在数据质量领域关注的延续性。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用户对数据的需求与日俱增，不仅

表现在对数据集的宽度，而且对数据集的深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②初建期主题2—发展期主题11：主要关注基本服

务、社会保障服务，这条演进路径体现了用户对社会保

障服务领域的持续关注。社会民生相关主题的数据与

用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众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社

会保障，所以用户对社会保障服务领域相关的数据需

求与日俱增。

③初建期主题3—发展期主题8：该路径主要关注

安全保障、公共安全，这一主题演进体现了用户对安全

保障的持续关注，表明用户有着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

意识，相关部门在对数据开放利用时理应进行风险管

控，定时定期对开放数据进行动态监管和风险评估，以

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④初建期主题4—发展期主题6：该路径主要关注

图1  用户需求主题情感倾向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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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智慧服务，这条演进路径体现了用户对智慧

服务的新需求。与传统服务不同，智慧服务基于平台与

用户的隐性交互过程感知用户需求，可以更加准确地

挖掘用户内在需求。

⑤初建期主题1—发展期主题2：数据质量和信息

化建设是该路径下较为关注的主题，信息化建设是发

展期新兴的需求主题之一，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化建

设不仅能够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还能提高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服务水平。

5.3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发展建议

本文基于上述用户需求主题演进路径分析，为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1）满足用户的数据改进需求。数据质量的高低

决定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好坏以及是否能够满

足用户的使用需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用户对数

据的需求与日俱增，不仅表现在对数据集的宽度，而且

对数据集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7]。政府相关部门

在进行管理时，一方面，要及时更新数据目录清单；另

一方面，还应注意备份和清理“过时”数据，减少系统

内部存储压力，提高平台操作的使用效率。开放的数据

集往往以相应的格式进行存储，格式种类越丰富，在一

定程度上表示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放程度越高，但是

对格式规划分类时，尽可能避免类似格式都被采用，例

如“XLS”和“XLSX”、“DOC”和“DOCX”等，避免

给存储系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2）完善社会保障相关的数据供应。社会民生相

关主题的数据与用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众的衣

食住行都离不开社会保障，因此，针对社会民生主题数

据应当继续加大开放力度[28]。首先，提高数据集的覆盖

面，相关部门制定总体战略，提升大数据资源的储备容

量和运营水平；其次，减少二次数据等处理过的数据，

开放更多的原始数据从多角度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在提高数据量的基础上保证数据质量；最后，重点关注

API接口的开放性，开放式API接口在提高数据价值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推进智慧服务的发展。与传统服务不同，智慧

服务基于平台与用户的隐性交互过程来准确感知用户

的需求。通过对用户信息与检索查阅行为的分析，可以

充分挖掘数据信息的内在价值，为用户精准推送所需

数据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应借助大数据、神经网络与

云计算技术构建强大的数据挖掘与分析系统[29]，提升

数据分析效能，通过收集数据构建用户画像，在充分尊

重和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构建用户知识体系，开展精

准推送。

（4）重视用户需求反馈。用户所提供的反馈意见，

一方面有利于用户之间互相交流，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以及优化后续

的建设。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收集用户的需求反馈，更

要对用户的反馈进行解答[30]，把切实解决用户的问题作

为目标，尽量避免空话、套话，因为这样会使用户的体

验感较差，从而对用户与开放数据平台之间的互动交流

产生不利影响。

（5）加快数字化建设。为提高数据开放平台的数

字化建设效果，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完善信息管理模式，

引进先进的技术平台，实现管辖数据资源的数字化发

展[31]，可以在内部设立数字化信息平台，对已有的数据

资源进行有效储存，再配合检索平台，多方位满足用户

的检索需求。

6  结语

近年来，随着服务型数字政府的建设，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的服务理念不断增强，深入研究用户需求，不

断提高平台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LDA模

型对平台用户评论主题聚类，挖掘出用户的增量需求热

点，在此基础上选取朴素贝叶斯算法计算用户需求主

题的情感倾向，发现社会保障主题是用户持续关注的

领域且用户情感趋向积极，而用户对数据改进主题的

情感趋向消极；最后通过文本相似度计算出用户需求

的演进路径，结果表明平台不仅要满足社会保障等基

础的主题服务，还要完善信息化建设、智慧服务等主题

数据，以满足用户增量需求的发展。

本文从平台用户需求的整体架构出发研究并挖掘

用户的需求主题，为当前处于建设发展期的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更好满足用户需求提供有效借鉴。在后续的

研究中，将通过研究平台用户的信息行为特征构建用户

画像，希望有助于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个性化、智慧

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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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运动下，新的知识生态正在形成，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的模式、结构与方法亟需更新。2022年12月22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以“开放视角下

的知识系统重构与服务”为主题，召开“第十三届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学术研讨会”。会议以线上直播方式进

行，由《数字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协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主任潘云涛、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

部主任王洋担任主持。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赵志耘和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主任许

倞、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长戴国强分别为会议致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馆员常春、国家图书馆

古籍馆副研究馆员赵大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吴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张智雄、中国人民

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贾君枝、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运良、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成全、

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魏瑞斌共8位专家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了精彩报告，内容涉及知识组织

的技术方案、知识分类的数据模型、知识工具的创新应用、知识挖掘的方法手段、知识组织系统的新发展趋势以

及知识服务的实践案例等。

本届研讨会的召开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的升级优化，促进知识的共享、传播、利用和增值，

对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三届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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