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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建设与服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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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利用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的数据，阐述了上海高层次科技人才现状，认为上海科技人才总量不

足、顶尖科学家较少等，且上海顶尖科学家相对比较集中，在所属机构的多元性、研究领域的覆盖面、来源的国际化

等方面还存在短板。然后对上海“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的建设及其服务成效进行分析，认为该平台的建设为

政府机构、高校院所和企业提供了人才引进、开发、评估与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为上海建设人才高峰提供了数据平台

支撑。最后针对“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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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of Shanghai's “Global Informa-
tion Platform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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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using the data of “Highly Cited Scientists” of Clarivate, the status quo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lents in Shanghai was expounded. It is believed that Shanghai has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lents, fewer top scientists, and Shanghai’s top scientist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diversity of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the coverage of research area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ources. 
Then it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xpert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its service effectiveness, which is built by Shanghai. It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provides 
services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in talent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consultation. Provided a data platform support for Shanghai's construction talent peak.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main problems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xpert inform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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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资源建设与利用

科技人才指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

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 促进、 传播和应用活动

的人。而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指有较高的基本素

质、具有较强技术研发和经营管理能力、勇于创

新的人才 [1]，其核心素质包括学术能力、创新实

践能力、资源掌控能力与人际关系能力等 [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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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科技人才中，顶尖科学家是核心构成。然

而在聚集顶尖科学家方面，根据对全球 5000 名

科学家的统计数据表明，有 1200 名科学家的成

果被引率最高，这些高被引科学家基本分布在北

美和西欧、日本、韩国 [4]。笔者以科睿唯安“高

被引科学家”作为顶尖科学家，以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为样本，通

过比较入选各国科学家数量可知，美国入选科学

家占比最大，达 47.1%~50.1%，约占总量一半，

英国次之。中国科学家自 2014 年入围 182 人次

后，2015 年入围 205 人次，2016 年达到 241 人

次，已占总数的 7.4%。其中，上海入围科学家

由 2014 年的 18 人次增至 2015 年的 21 人次和

2016 年的 24 人次，年均增长率 15.5%。在这 3
年中，上海“高被引科学家”每年入围的人次占

全国比例约 10%，占全球的比例从 0.56%上升到

0.74%。2014—2016 年，我国曾入选“高被引科

学家”共有 287 人，其中上海有 23 人入选，位

列第四，占全国入选科学家总位数的 8.0%。

在上海入选的 23 人中，其分布在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比例为 18:5:0。从入选科学

家的研究领域看，全部 21 项学科领域中，上海

“高被引科学家”主要集中在材料科学、化学、

工程学、数学、生物学、植物学与动物学、药理

学与病理学等 7 个领域，其中材料和化学入选人

次分别占上海总入选人次的 28%和 24%。可见，

上海顶尖科学家相对比较集中，在所属机构的多

元性、研究领域的覆盖面、来源的国际化等方面

还存在短板。可见，高层次科技人才，尤其是顶

尖科学家分布是不均衡的。

上海在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方面推出了多项

政策，2015 年以来，上海先后发布了《关于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

《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

创业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3]。上海要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加快建设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就需要集聚更多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特别是

引进和培养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形成“人才高

峰”。然而，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高层

次科技人才在哪里”“什么样的专家才算是高层

次科技人才”，这不仅仅需要列出人才名单、基

本情况、研究成果，还需要对人才进行特色描述

与能力评价。目前国内科技人才数据库，主要用

于咨询专家和项目评审专家遴选，为科技人才引

进、开发和学术评估等提供全面信息支撑服务的

功能较少，尚难以进行统计比对，还不能满足高

层次人才开发、利用和管理决策等需求。针对这

些难题，上海探索构建了“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

信息平台”，为政府机构、高校院所和企业提供

人才引进、开发、评估与咨询等服务，为上海建

设人才高峰提供数据平台支撑。本文拟对上海构

建的“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以下简

称“专家平台”）进行初步分析。

1 专家平台建设及其成效

1.1 平台的总体架构和功能

2017 年 6 月 28 日，由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管理中心（上海市人才发展中心）开发建设

的“专家平台”（http://ges.sstir.cn）正式开通上

线。专家平台总体架构包含基础数据层、平台层、

应用层 3 个层次。基础数据层是以研究论文、国

内外专利、项目成果、资讯信息等各类数据为基

础，通过打通数据间关联，挖掘聚合专家人才数

据，从而建成平台层——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

息平台。应用层从专家人才评估评价功能出发，

引入专家人才评价指标，建设如智能专家评价系

统、人才报告生成系统等服务应用。专家平台主

要功能定位是：面向全球范围内的高层次科技专

家人才，建立包含专家学者研究论文、专利产出、

项目成果、任职机构、合作网络、研究指纹等信

息在内的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查询、专家匹配、

人才比对和统计分析等功能，为各类机构在人才

引进、人才评估、专家评审、数据统计、趋势研

究、科技合作等方面提供信息支撑服务。

1.2 数据库及其特点

构建的数据库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收录



·科技人才资源建设与利用·刘晋元等：上海“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建设与服务探讨

─ 101 ─

的专家国际化。立足国际，在全球高质量的科研

成果中进行挖掘，建立了客观的信息数据库。目

前收录的海外专家 15 万多名，其中海外华人达 4
万多人，包括所有专家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学术

论文，还包括专利申请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等信息。

二是合作机构国际化。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充

分调动国内外顶尖专业机构的力量，在数据来源、

数据加工、分析预测方面发挥集聚整合、协同创

新的作用。三是评价指标国际化，在对收录专家

的评价，采用了国际通行的H指数、被引数、高

被引 1%等评价指标，而对潜在人才的挖掘上采

用了FWCI归一化影响因子，对外文期刊的评价

综合采用了SCI影响因子和CiteScore评价系统。

四是挖掘技术国际领先。采用机器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数据可视化应用等先进技术，收集、整

合各类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能力的数据、信息，

建立了大数据分析平台，开展了多平台数据融合

交叉研究，并构建了专家与专家、专家与机构、

专家与学科等多维度多层次知识图谱体系。

该平台建立了包括 11 万名国际专家、4.2 万

名华裔专家、4.7 万名国内专家和近 5 万名上海

专家在内的共 24 万名全球高层次科技专家数据

库，覆盖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医学与社会科学

等共 333 个学科领域。主要收录了国际顶级奖

项如诺贝尔奖、沃尔夫奖、图灵奖等获奖者，发

达国家科学院、工程院等院士，国际顶级学会会

士以及我国重要人才计划、国家学协会理事等专

家，包含了专家人才涉及的研究论文、出版专

著、任职机构、研究领域、合作网络和特征标签

等信息，并对每位专家的总发文数、总被引数、

H指数、FWCI指数、1%高被引、10%高被引、

专利数量、专利强度等指标进行评价。

1.3 平台服务成效

专家平台正式上线以来，实现了在全球近

3000 万名专业人才中快速、全面、准确地了解掌

握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基本情况、学术成果和动态

信息，实现专家匹配、学术评估等，服务科技创

新的作用逐渐凸显。一是为社会各界提供全球的

高层次科技人才在线信息查询和搜索。目前该平

台的新增注册用户达 10 万个，点击率超过 300 万

次。二是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以及社

会各界提供了近万名专家的信息，制作了近 30 份

高层次科技人才学术能力评估报告。三是提供了

人才引进、人才评估、专家评审、数据统计等专

业化综合数据服务。例如针对某科研院所招聘 9
个方向首席科学家、学术带头人、青年学术骨干

等三类海外人才需求，在专家平台中挖掘筛选了

44 名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候选名单。四是开展了深

入研究，发布了多篇人才分析和预测报告，如高

被引科学家分析报告、新增院士分析报告、上海

与重要科创中心城市间人才流动报告等，为政府

和各单位在人才引进分析方面提供了数据参考。

2 专家平台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缺乏专家人才信息管理规范以及综合

型平台整体建设规划。一方面缺少针对专家人才

数据信息管理规范，这就使得科技人才信息的整

理、共享、公开、使用缺乏基础的数据保障，专

家人才筛选与评价等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和主观

性。在专家平台建设中，只有对数据字段、数据

安全、信息服务等进行规范，才能保障专家平台

良性发展。另一方面缺少对专家平台跨系统整合

的总体规划，各系统数据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和

实现数据共享，因此专家平台建设尚处于摸索阶

段，边建设边思考，缺乏全局性的建设规划，以

及根据目标所指定的各阶段的主要建设内容，这

就使得专家平台建设的可持续性不足。因此，人

才的政策措施要根据发展来制订 , 人才工作的成

效要用发展来检验，真正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 [6]。

（2）缺少深入的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的

数据分析。专家平台数据分析主要是指平台的信息

处理能力，包括数据加工、数据汇交、信息计算和

运行服务的数据规范与分析等。而当前的分析功能

相对静态，主要是科技人才信息查询、统计分析、

专业信息汇集等，缺少对深层次的科技人才分布、

流动状况、人才评价、引进分析等研究。

（3）高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的服务质量还

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的服务主要集中在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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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信息查询、顶尖人才分析、学术成果分析等方

面，专家平台人才数据量、数据维度还未达到预

期的目标，还不能提供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

的动态数据、精准引才等方面的服务，不能为高

层次专家人才提供特定服务。

3 推进平台建设的措施与建议

为了更好地打造上海科技创新人才高峰，为

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的人才

保障。从长远看，要完善人才平台建设，就要从

规划、环境、服务等层面进行考虑，以促进专家

平台的不断完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与建议。

（1）制定人才数据信息管理规范和专家平台

建设长期规划。以需求为导向，研究制定人才信息

数字化和专家平台信息共享利用的管理规范，提升

信息化程度，保障数据安全性，预防数据滥用，提

高数据服务的质量。同时制定与专家平台建设和

服务应用相适应的长远规划，完善高层次科技人

才评价体系，把人才在学科领域的活跃度和影响

力、在重要学术组织或期刊任职情况、发表研发

成果原创性、成果转化效益、科技服务满意度等

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因此，建设专家平台，在数

据来源上不能仅仅依靠论文数据挖掘，还需要拓

展更多的数据采集渠道，把国内外基金数据、期

刊编委数据、国际顶级学会和协会数据、全球重

大国际会议数据、国际顶级奖项数据、舆情数据

等作为数据拓展和挖掘的方向，丰富高层次科技

人才的数据结构，以更加全面地对人才进行分析。

（2）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数据的研究分析能

力。通过深化专家数据的挖掘和研究，研究制定

通过专利挖掘不同领域应用型人才的数据分析模

型，研究制定高层次科技人才及高峰人才的评价

方法，并据此形成若干数据分析报告。通过建立

数据开放共享指数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指标体系

中各指标的权重和指数计算规则，形成综合的开

放共享指数。在数据分析中，适当引入大数据分

析工具。建立符合创新驱动导向的高层次科技人

才评价体系 [7]。开发人才引进咨询、评审专家匹

配和企业需求匹配子系统，建立上海领先于全国

的科技人才生态圈，进而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有

数据分析支撑的建议，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大数据，

挖掘科研领域的合作点，做好科技人才统筹 [8]。

加强对各级政府机构的数据支撑服务能力，形成

成熟的数据服务产品。为上海市各类用人单位提

供专家评估、分析报告、人才引进、专家推荐等

数据服务，并面向决策层定期发布全球高峰人才

动态内参，精准推送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动态资讯。

（3）提升专家平台的服务功能。应从以下 4
个方面重点强化。一是全面准确掌握全球高层次

科技人才信息与状况。从全球的视野，全面、准

确地掌握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基本情况、学术

成果和动态信息。二是聚焦全球顶尖科学家，服

务上海人才高峰建设。聚焦全球顶尖科技人才

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建设上海人才高峰的目

标、方向与建议等问题。三是完善高层次科技人

才学术成果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帮助科研人员进

行当前学术发展趋势分析，引导科学研究方向。

四是拓展全球精准引才和高端科技咨询服务。只

有准确了解科技人才，才能实现精准引才，实现

精准服务。通过进一步致力于探索协同合作与平

台应用的新模式、新方法，为政府、高校、科研

院所和科技企业在人才引进、人才评估、专家评

审、数据统计、趋势研究、科技合作等方面提供

更加全面精准的信息支撑服务 [9]。

4 结语

从上文分析可见，上海在构建专家平台的过

程中，通过构造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对

科技人才的评价方法和体系，通过汇聚科技人才

信息形成高层次科技专家数据库，以满足社会对

专家信息的需求，并通过多样化的数据分析技术

对专家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专

家分析参考。今后专家平台应从信息集聚、数据

分析、机制探索、评价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高

层次科技专家信息平台，从顶层设计、评价反馈

和信息公开等方面提高人才信息的统筹性 [10]。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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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学教授，并在该校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创建

Montagnier研究所，专攻艾滋病研究。

V.拉马克里希南（Venkatraman Ramakrish-
nan），2009 年化学奖得主之一，2016 年 10 月应邀

参加清华大学“巅峰对话”第 19 期活动，作了题

为《分子可视化的历史》的主题演讲，2017 年 9
月应邀到浙江大学第 80 期海外名师大讲堂，作了

《应用电子显微技术研究核糖体》的学术演讲。

К.诺 沃 肖 洛 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овосёлов），
2010 年物理学奖得主之一，2016 年 9 月应邀访

问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参观该院石墨烯及应用

研究科研现场，就石墨烯前沿技术进行学术交

流。

根岸英一（ねぎし えいいち），2010 年化

学奖得主之一，2014 年 10 月访问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与师生举行了“与诺奖大师零距离对

话”，并聘为荣誉教授。

R.谢克曼（Randy Schekman），2013 年生理

学 /医学奖得主之一，2018 年 3 月与光谷企业武

汉生之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担任该公司首席学术顾问，建立诺贝尔奖工作

站，开展“囊泡诊断研究与产业化”项目，进行

囊泡早期诊断标志物及相应体外诊断试剂盒的研

发。

A.B.麦克唐纳（Arthur B. McDonald），2015
年物理学奖得主之一，2017 年 5 月应邀访问中国

科学院大学，作了关于中微子物理学研究现状的

学术报告，回顾他所领导的萨德伯里中微子观测

站国际合作组的重大科学发现并展望其未来发展

前景。

J.F.司徒塔特（James Fraser Stoddart），2016
年化学奖得主之一，2012 年受聘为吉林大学名誉

教授，加盟该校化学学院和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2014 年受聘为天津大学药学

院教授。

B.费林加（Bernard L. Feringa），2016 年化

学奖另一得主，2017 年应邀访问华东理工大学，

成立了《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

围绕结构可控分子工程及界面光电功能研究的前

沿领域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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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专家平台正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平台数据分

析中，以期为社会的创新需求提供更加丰富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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