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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是科技情报研究基础环境建设的重要工作。文章以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

为例，从数据源分析、建设内容、工作流程、数据结构设计及应用实例几个方面探讨开展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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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ual database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factual database of S&T plans’ 
projects as an example, from it discusses the probes the factual database construction from the data source analysis, 
construction content, working process, data structur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exampl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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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科技情报研究工作已经经历了从翻译报

道、学科专业研究、情报综述和评述研究、决策支

持研究、参与决策的知识服务研究等5个阶段 [1]。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出的以“事实

型数据+专用方法工具+专家智慧”的科技情报研

究综合集成模式 [2]，引起国内情报研究机构的高度

重视，对推动科技情报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多年来，科技情报机构的业务发展借助紧靠科

技管理部门的体制优势，部分业务的开展很大程度

上成为所在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能延伸，分担着越来

越多的辅助性和外围性工作，成为科技管理部门的

得力助手。尤其是目前全国各省级科技情报机构大

部分都承担着当地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的运

行维护管理工作，具有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

数据整合和建设的独有优势。

开展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对于

科技情报机构开展科技发展动态研究、产业发展问

题研究、科技发展跟踪研究和科技发展预测研究等

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本文以科技计划项目数据库

为例，对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进行探讨。

2 数据库的数据源

我国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基础研究计划、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建设、政策引导类计划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科技计划体系虽未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

框架搭建，各种具体计划的称谓和内涵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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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国家科技计划的框架内容都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覆盖 [3]。概括起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科技计划主要包括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科技攻

关、基础研究、国际科技合作、科技创新、软科学

研究、基础条件平台等各类科技计划。各类科技计

划项目的管理也归口于不同政府部门的司处（室）

管理。由于各项目具有不同的管理特点，因此其

管理流程也具有差异性。归结起来，各项目的管

理经历了9个阶段，即计划指南发布、项目申报、

项目评议审查、项目立项、项目签定任务书（合同

书）、项目实施、项目中期汇报（检查）、项目验

收、资料归档 [4]。在各个阶段中都会产生大量的事

实型数据。为了明确各阶段中可能产生的数据，我

们可以将这9个阶段再分为项目实施的前、中、后

3个阶段，总结出各阶段事实型数据库的数据来源。

2.1 项目实施前的数据

主要是在确定立项项目前所产生的事实型数

据，包括各计划年度申报指南、科技查新数据、项

目申报数据、项目评审专家数据以及立项项目数

据。在这些数据中，我们可能重点关注的是最终各

计划确定的立项项目数据，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他

数据当中所隐含的对于情报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的信

息。比如：从项目申报数据中发现科学研究热点变

化趋势，从计划申报指南中开展科技政策的导向研

究。

2.2  项目实施中的数据

主要是指立项项目在研究实施过程中所产生

的科学数据，是项目的再生数据，而非项目管理数

据。这些数据包括原始性观测数据、探测数据、试

验数据、实验数据、调查数据、考察数据、综合分

析及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虽然得到单独项目资金资

助而产生，但具有共性价值，是科技基础数据。这

些数据的收集不仅为其他计划项目研究提供了数据

基础，也为情报机构在情报研究过程中提供了数据

参考。比如情报机构通过对不锈钢力学性能测试数

据的参考，在企业竞争情报服务中，可以为企业提

出更加合理的产品改进和优化决策分析报告。

2.3 项目实施后的数据

主要是指立项项目在验收、结题后所产生的

数据。这个阶段的数据其实应该属于项目档案的范

围，是重要的一次文献或三次文献。这些内容包

括验收（结题）证书、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专

著、项目研究报告、软件著作权、专利授权书、用

户使用（反馈）报告等。通过对这些项目档案的数

字化加工及其数据的规范加工整理，可以为科技管

理中科技项目成果统计提供事实数据，为科技管理

决策提供有效公证的评价依据。

3 数据库建设内容与流程

开展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重点

是对科技计划管理过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客观反映

科技计划项目生命周期活动的各类信息的整合、加

工和处理。它与传统的科技项目管理信息库有着本

质的区别，传统的科技项目信息管理库主要是侧重

于项目管理各个流程服务，而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

数据库的建设不是在传统科技计划管理系统上的升

级或简单整合，而是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立目标和资

源规划的系统 [5]。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的建

设包括两大类数据的建设内容，一类是为科技情报

机构开展立项评估、科研经费支出、领域或行业发

展趋势、机构或人员评估等情报研究提供决策支持

的分析类事实型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项目管

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库，包括计划项目申报库、计

划项目立项库、项目评审专家数据库、科技项目查

新数据库、科技成果库等。一类是在计划项目实施

过程中再生的，为科技情报机构开展技术跟踪、技

术创新和科学研究提供的科技基础类事实型数据。

这些数据来自于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库，主

要包括观测数据、探测数据、试验数据、实验数

据、调查数据、考察数据、统计数据等。

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应按照数

据的分类和情报研究分析内容来进行。在数据库建

设开始阶段首先要明确数据的来源。对于项目管理

类数据，首先按照可能涉及的情报分析指标设计数

据表结构，然后按照数据源数据的类型进行数据的

采集和入库。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如果是通过信息

管理系统产生的结构化数据，可以通过字段映射进

行批量数据的导入；如果是非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数

据，可以人工根据纸质档案逐条著录数据。对于项

目再生类数据，首先按照规范的元数据格式，建立

元数据目录数据库，并分类管理，然后对其实体数

据集（结构化数据表或非结构数据文档）可按照分

类独立存储。图1是科技计划项目事实数据库建设

工作流程。



·实践探讨·刘  军：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建设研究

─99─

4 数据结构设计

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中各数据表结构的

设计是获取科技计划项目相关知识的关键，也是进

行知识组织的基本数据元。因此，结合知识获取要

素及分析内容，可以通过人物、机构、经费投入、

研究领域、成果五大分析主题进行数据表结构的设

计。

（1）人物主题。反映科技计划项目中人物主体

的事实情况。涉及的数据表结构字段包括：项目责

任人及项目承担人的姓名、性别、职称、学位、年

龄等基本字段。

（2）机构主题。反映科技计划项目中机构主体

的事实情况。涉及的数据表结构字段包括：机构名

称、机构性质、机构所在地区、机构人员学历状况

等字段。

（3）经费投入主题。反映科技计划项目中经费

投入及构成的的事实情况。涉及的数据表结构字段

包括：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单位自筹等字段。

（4）研究领域主题。反映科技计划项目在不同

研究领域、不同科技计划的分布情况。可根据项目

的研究方向，按照国家国民经济分类标准三级编码

及科技计划类别编码进行统一标引。

（5）成果主题。反映科技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的

事实情况。涉及的数据表结构字段包括：项目验

收、鉴定、奖励、成果水平、应用领域、经济效

益、科研产出（专利、论文）等字段。

对于项目再生类数据，可通过元数据规范设

计，建立元数据目录数据库。在元数据规范设计

中，考虑到未来数据的共享、交换，建议参考国际

DC标准进行著录，并结合实际情况在其15个核心

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自定义扩展，建立本区域的元数

据目录库。

5 数据库的应用

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的应用重点是基于

数据库围绕人物、机构、经费、研究领域、成果主

题开展数据的挖掘和信息分析服务。具体可以实现

如下的信息分析服务内容。

（1）立项监测。基于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情况

分析，可以监测项目负责人在某个阶段承担的计划

项目情况，避免项目负责人同年主持多项项目的情

况；基于项目承担机构的情况分析，可以监测机构

承担各类计划项目情况，避免同一项目在不同计划

类别下的重复立项，为科技项目管理部门提供立项

管理。

（2）产业研究。基于项目库信息分析，可以分

析不同行业或领域在不同计划类别的支持力度变化

情况，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揭示出当地产业发展

和科技扶持政策的变化情况，为科技产业规划提供

决策参考。

（3）创新能力评估。主要对机构的历年承担项

目、取得成果、资助经费及科研人员构成等情况进

行分析，从而反映出机构的总体科研实力和科研产

出水平。

此外，通过对科技计划项目再生科学数据元

数据目录库的建立和实体数据的汇交，可以构建科

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科学数据的统一保存管

理，避免科学数据的分散保存、丢失和重复建设，

为科技创新提供科技基础数据支撑和保障。

6 结语

数字化时代，科技情报研究工作正在发生着改

变，对数据的依赖性也日益加强。以事实型数据为

基础，为科技决策提供权威公正的评估考量和决策

分析已成为科技情报研究机构的工作重点。科技情

报机构要想在情报研究工作中取得优势，必须结合

业务环境与工作内容，扎扎实实地积累，构建服务

（下转第104页）

图1  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建设工作流程

 

 

 

 

科技计划项目事实型数据库 

明确数据来源  

管理类数据  再生数据  

数据结构设计 元数据格式  

数据采集  数据著录  

项目库 成果库

查新库 专家库

元数据 数据表

文档

批量导入

手工录入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5卷第3期  2013年5月

─104─

情报调研服务和知识产权检索服务等 [10]。图书馆此

项信息导航服务为教师教学与科研搭建了科技信息

平台，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的推动作用。

数字阅读具有信息密集、知识丰富，活泼生动

等特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众多读者接受信

息、继续学习的最佳选择。而进一步引导广大师生

体验“数字阅读”方式，帮助师生形成良好的数字

阅读习惯，使之成为受益终生的学习方法，将是高

校图书馆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要工作和任务。在实

际工作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重”的

理念，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模式，继续改善阅读环境

和设施，加强自助服务、移动服务以及用户信息素

质教育，倡导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浓厚的阅读氛

围，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努力使图书馆成为

最受师生欢迎和眷念的场所。

5 结语

随着传统媒体产业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数字技术

的快速发展，数字阅读成为人们阅读的新方式，数

字阅读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也成为目前图

书馆建设的重中之重。怎样顺应数字阅读这一阅读

新趋势和读者需求，是摆在高校图书馆面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实

践，从数字阅读培训、举办信息检索与分析技能竞

赛、推动移动数字阅读体验活动、深入分析高校教

师信息需求变化、建设特色数据库、提高图书信息

导航服务等6个方面为高校图书馆的数字阅读建设

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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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定对象、目标的事实型数据库。当前，全国大

多科技情报机构承担着当地科技管理部门的科技计

划项目信息管理工作，科技情报机构要充分利用这

一优势，逐步收集、加工、积累和构建科技计划项

目的事实型数据库，为科技情报工作奠定良好的数

据基础。本文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提出科技计划

项目事实型数据库的建设思路，在建库过程中如数

据的清洗、转换及及时更新等细节还需深酌，在此

只愿能抛砖引玉，为情报研究机构建设事实型数据

库做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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