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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技资源共享中，用户画像可将用户资源关系具象化，根据画像特征缩小科技资源供需匹配范围，减小

因科技资源供需信息不对称为科技资源配置、对接带来的困难。本文分析了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模式存在的困难，并结

合常规用户画像应用模式与科技资源共享中的服务特点，设计了一种用于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用户画像构造方法，并

讨论了用户画像在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的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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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r portrait is a tagging user description model based on user basic information, user behavior data 
and group user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mod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further combines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conventional user portrait with the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ing, designs a construction method of user portrai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cheme of user portrai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In the shar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the 
user portrait can re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s and resources, narrow the matching rang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rtrait, and reduce the 
difficulty caused by the mismatch of supply and demand in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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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画像”是借用美术界的用词。早年用

户“画像”可用于社交网络中的用户分析 [1]。在

文化和社会学研究中，用户“画像”可以了解用

户需求与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关系。在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的用户倾向匹配、团队组织中，

用户“画像”可用于人员管理 [2]。用户画像可以

从价值、连接、生态、体验创新 5 个维度揭示提

升用户体验的优化策略 [3]。资源推荐方面，可通

过用户画像构造智慧个性化推荐系统；在阅读推

荐中，可以将不同群体的不同观点通过画像进行

融合，促进阅读推广效率 [4]；在科技资源共享服

务中，用户“画像”则有助于进行科技资源供需

匹配，促进科技融合和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的创造。对此，本文拟通过用户“画像”描述市

场需求、用户兴趣、人员心理，集中不同背景和

领域的用户，加强群体效应，继而融合技术知

识，联合多方力量 [5]，形成跨领域的创新科技成

果。

1 技术供需的对接模式

现阶段的科技研究、成果创新、市场模式

及政策导向均对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提出新

要求。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角色功能需要从整合

科技资源，提供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上升到能够提

供科技资源融合、科技资源用户角色定位、整合

多方科技成果衍生新产品、科技资源供需匹配、

“一站式”科技成果转化等服务。技术供需对接

的一般模式如图 1 所示。

随着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不断建设，科技资

源整合度在不断提高，通过共享平台，技术与技

术、技术与产品、产品与产品间的融合需求愈发

强烈。在现阶段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场景中，用

户通常是以访问科技资源共享Web平台进行科

技资源检索匹配。当前，对于供方而言，其科技

资源数据是详细的、庞大的，作为科技成果展示

是明确清晰的，但是作为科技成果输出是乏力

的，这是科技资源供需对接方式决定的。供需双

方的条件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具体情况如图 1 所

示。一方面，供方拥有科技成果A，其包含具体

的专利、成熟技术或项目成果，同时拥有这些技

术所对应的科技资源a#，包括仪器、专家、科技

平台等；另一方面，需方的当前工作A*需要技

术a*作为支撑，a与a*的匹配度较高，这样需方

就可以获得供方拥有的科技资源。这一方式的实

现必须基于供需双方信息对称，但是由于供需双

方角色差异，供需双方对科学技术或科学问题有

不同角度的认知及描述。在信息不对称下，对于

某一技术，科研人员作为供方，对于科技资源基

本信息较需方认知更强，掌握更多关联数据。如

图 2 所示，某专利权属为某研究所，研究所为供

方单位，其不仅拥有该专利外，还拥有与之相关

的项目成果、实验方法、研究人员、仪器等。在

供需匹配中，若需方只获得了专利本身，其关联

的主要成分数据并未掌握，对需方来说，技术探

索的成本增加，不利于成果转化及资源共享。同

时，需方掌握更多潜在经验数据，在未与供方建

立对称信息体系前，还需挖掘技术应用价值或应

用转化方法。对于供方来说，基于需方用户贡献

内容得到的科技资源应用或价值属性缺失，也不

利于技术的价值发现或研究路线与研究意义的调

和，增加了科技资源供需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科

技资源共享积极性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也大幅

图 1 一般供需对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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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资源匹配取决于用户需求和资源包含的技

术特征。为减小科技资源匹配难度，需缩小匹配

范围以提升匹配效率，而匹配范围是由用户特征

与资源特征的相似度决定的。本文根据用户资源

数据特征，分析构建画像所需的数据构成，形成

一种数据特征定向获取方法，同时结合用户行为

数据，构造用户行为数据驱动的用户资源特征模

型，以获得基于用户资源属性和用户行为双边匹

配的用户画像。本文的研究虽是基于用户群体，

但并非研究用户群体的一般特征，而是通过对用

户相关数据信息的分析研究形成满足科技资源供

需双边需求、扫除双边信息障碍的画像构造方

法。

2 用户“画像”的数据依赖与构建

2.1 数据依赖

用户“画像”是用户数据的形象展示，由用

户特征标签构成 [6]。用户画像的构成包括基于用

户固定属性及公共行为或类用户相似特征的静态

“画像”和基于动态行为的动态“画像”[7]。用户

“画像”主要用于描述用户角色特征，用户的角

色特征可以很好地描述用户需求，是以用户为中

心进行设计生产的工具 [8]。在科技资源创新共享

平台建设中，角色特征由静态基本属性及行为驱

动的动态需求特征构成。静态基本属性包括描述

用户身份信息、科研领域特征、科研方向特征、

技术成果特征、研究动态特征等。行为驱动的动

态需求特征可以从行为数据中挖掘，得到构成用

户画像的兴趣维度标签 [9]。用户资源匹配中的行

为特征包括用户在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中的Web操

作行为和资源、用户交互行为及其后续科技资源

转化成果行为等。后续科技资源转化行为是指用

户在完成科技资源匹配后，利用科技资源进行的

生产创造等转化成果行为，此行为通过知识共享

交互产生用户贡献内容 [10]，扩充科技资源属性和

价值，是用户画像的特征之一。

2.2 用户画像构建

用户画像构建的核心是求解用户特征。该特

征不仅包含用户角色特征，还包含源于资源共享

交互的用户需求特征和需求资源特征。因此，为

获取用户画像，需要采集用户基础数据、用户资

源交互数据、资源基础数据。而对大规模异构数

据需要构造采集框架以获取分析所需的特定数

据。

2.2.1 建立科技资源创新共享云平台

根据资源类别及用户类别建立数据收集上传

框架，根据用户领域类别及资源领域类别进行上

传整合，以用户或资源 ID为根结点，根据用户或

资源类型的一般数据特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格

式，数据标准除记录一般数据特征参数外还设置

了用于记录相异特征的数据集。所述的资源或用

户 ID编码由资源或用户名称编码、数据源编码、

场景编码构成，基于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收集和上

图 2 供方数据构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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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数据。为实现分类上传数据，平台的数据入口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用户单位性质为基础，如

用户分为“科研院所用户”“公共行政用户”“企

业用户”“私营服务”等，用户单位性质不同，

资源需求类型也不同。另一类是以用户事务性质

为基础，针对用户事务行为进行分类，如用户分

为“基础研究用户”“基础建设用户”“政企管理

用户”“市场应用用户”等。两种分类分别以用

户和行为为中心，这是用户画像构建中的用户特

征及用户行为特征相似度分析的基础（图 3）。例

如“在医疗器械共享平台中的电子显微镜数据类

目”的 ID由“用户名称‘电子显微镜’名称编

码”“‘数据源医疗器械共享平台根目录’数据源

编码”及“‘医疗领域’场景编码”构成。如此

解决了数据收集中的异构融合问题。

2.2.2 求解特征集

（1）提取用户基础数据信息关键词，并根据

用户的基础数据构建用户分类模型。通过构造词

向量或归一化对用户基本信息数据进行量化，包

括行业背景、从业年份、职称、团队信息等，以

基础信息为原数据构造分析指标。对指标进行标

准化后形成用户数据集，继而对用户进行聚类分

析，可得到N个用户聚簇。对于指标，包含多个

关键词。如“行业背景”，可对多个关键词进行

主成分分析，得到主特征及权重，以此为行业背

景量化值；由多要素构成，如从业指数（L）由

主行业特征（I）、从业年份（Y）、职称（B）和

成果指数（R）构成；又如成果供需倾向指标由

技术购买量、技术继续研究量、技术缺乏量、技

术增值、技术转化量等构成，其中技术购买量、

技术缺乏量、技术继续研究量等需求指标与倾向

指标值负相关。根据用户的从业指数及供需倾向

数据进行用户聚类，可得到如图 4 所示的用户聚

类，对各聚簇用户的指标概率密度进行分析可得

到图 5。从图 5 可以看到，用户群 1 的从业指数

集中在 25~75，需方倾向较高，用户群 2 从业指

数较广为 0~100，供方倾向较高。例证中可以发

现，在资源供需过程中，从业指数与供需倾向并

不完全相关，而供需倾向指标可对用户进行更好

分类，如此可对用户群核心指标进行分析，但是

仅此并不能明确用户特征，明晰用户需求，同时

由于多重属性描述，更不易刻画相似用户群特征

及用户个性化画像。

为了更好地描述用户群，对各聚簇用户的指

图 3 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中的数据整合分类



·科技资源管理研究·周俊杰等：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用户“画像”研究

─ 63 ─

标所包含的原数据进行聚类分析，以得到近似用

户的近似特征语义，即形成同类标注词。由于近

似用户的主特征权重及供需倾向差异，一次求解

并不能得到真实的近似标注词，因此需连续随机

抽样后再进行聚类分析，通过聚类评价不断细分

聚簇。如此，可得到Mi个聚类标注词。进一步

对同类型数据进行分类后再分层抽样，同样可得

到Mk个聚类标注词。再对Mi和Mk进行相似度

计算，建立关联特征词库。特征词提取流程如图

6 所示，继而进行相似度计算后可得到相似特征

集，示例如图 7 所示。将不同样本下得到的聚类

中心作为特征中心，以同簇词为语料可构建相似

特征词库，形式如表 1 所示。关联词为聚类中心

同簇词向量，记录数据包括词向量和该词的离心

距离。根据表 1 即可对该类用户的特征进行预描

述。

（2）提取用户资源供求行为数据中每个数据

的特征信息，利用相应的特征信息对交互行为中

关联的资源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根据用户基础数

据信息关键词的提取方法，对用户资源供 求行为

数据进行提取得到第二特征词库，再根据所有第

二特征词库建立用户初始行为模型，这个初始行

为模型即根据用户特征、用户群特征生成的资源

需求预测数据。根据求解得到的两个特征词库建

立行为数据特征集，该行为数据特征集即为资源

特征与用户特征的关联预设集。

通过上述步骤得到了特征标注词库，首先，

可对用户群进行角色分析。在实际中，可将身份

信息作为数据特征集的主关键词，并统计该关键

词行业背景下的平均从业年份及标准差；然后，

根据行业背景特征对用户的科研成果、研究动态

等进行特征分析；最后，得到行业成熟度以及行

业基本特征，再将得到的结果与预设的指标分类

结果进行比对。

得到行业特征后，还需根据用户行为生成个

性化用户特征，以构造用户精准画像。在科技资

源共享中，用户行为数据包括供需两方面数据。

用户已占有的科技资源信息称之为用户资源供求

数据，包括用户可以公开的仪器设备、技术手

段、专利方法等。用户需要提供的技术方案、仪图 4 以从业指数和供需倾向为指标的用户聚类

从业特征X/量化值单位 1

供
需

指
标

特
征

Y
/量

化
值

单
位

1

图 5 各分群概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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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特征词提取流程

（a)取同聚簇的用户特征数据，数据为同属性；（b）分层样本 1；（c）样本 1 聚类，得到 3 个中心特征；（d）分层样本 2；（e）样本 2
聚类，得到 3 个中心特征；（f）随机样本 3；（g）样本 3 聚类，得到 3 个中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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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实际场景解决方案等属于用户资源需求

数据。用户资源供求数据通常包括仪器数据、专

利数据、应用方案数据等，这些数据需要通过一

般自然语义分析法进行处理得到其中的关键词，

通过特征分析进一步得到供方用户的角色特征。

用户资源需求数据通常包括具体的需求信息，如

所需的仪器、技术手段等，也包括一些模糊需求

信息。对于具体的需求信息进行特征分析得到需

方用户的第一角色特征；对于模糊需求信息，如

描述应用场景或需求目的等，从应用对象的角度

人工提取关键词，同样通过特征分析得到需方用

户的第二角色特征。

（3）将行为数据特征集作为用户行为模型的

训练样本，建立用户行为模型。在行为分析中，

由于用户资源供求行为数据是一种随时间增加的

动态数据，尚未建立完善的科技资源用户行为分

析模型，缺乏明确的分类标准，因此，需要通过

对用户资源供求行为数据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

的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以得到用户行为特

征值。通常先根据特征词库和用户基本角色分析

建立用户行为数据预测集，进一步实时采集用户

资源供求行为数据，根据用户预测行为模型将用

户资源供求行为数据进行归类，对各类型用户的

动态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行为特征演变。在

预测与预测模型激励下的真实行为记录特征如图 
8 所示。行为特征演变包括特征值和相应权重的

变化，根据行为数据特征集以及行为特征演变模

型对用户分类模型及用户数据特征集进行第一次

修正。步骤如下：

步骤一：假设获取用户特征后，根据用户群

关联资源预设集预测用户需求数据如图 8 所示。

步骤二：获取用户行为，记录用户行为关联

资源数据，对关联数据附加行为权重后提取主成

分需求数据，此过程每隔一段时间计算一次，得

到主成分需求动态演变。

步骤三：求解交互行为中的特征聚类中心与

预测特征中心的欧式距离，并记录距离变化，直

至用户行为结束。如此，预计可以根据演变趋势

对初始预测模型和特征词库进行优化。

表 1 样本聚类后产生层次化特征目录

　聚簇 中心标注词 关联词

类 1
（-1.037，-0.96）

word-离心距离

（-1.058，-0.939）

类 2

（0.545，0.981）

（0.524，0.876）

（0.351，0.831）

类 3
（1.369，1.56）

（1.393，1.012）

图 7 解得特征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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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户动态行为数据可以通过科技资源对

接门户网站中获取，包含浏览记录、搜索记录、

交易记录、咨询记录等，每种行为数据都包括了

时间、地点、动机、结果等信息。时间通常指该

行为执行的时长；地点通常指该行为执行地点；

动机通常指该行为发生之前用户的行为特征值，

称之为动机特征，该动机特征通过该行为发生之

前的行为特征和用户当前角色特征得到；结果是

对用户该行为的评价，主要通过对用户整个行为

过程内在联系的分析得到。例如某用户输入与仪

器信息相关的关键词“荧光显微镜”用于搜索

“荧光显微镜”供求信息，门户网站罗列所有可

共享的“荧光显微镜”，用户浏览这些信息，通

过咨询选中某一“荧光显微镜”并完成交易，至

此用户行为结束。根据用户该行为，具体的分析

步骤如下。

步骤一：获取用户 ID，根据用户 ID查找用

户数据信息，根据用户数据特征集确定该用户的

特征信息，根据特征信息确定用户类别，然后获

取该类别用户的行为数据特征。

步骤二：记录用户行为信息，包括搜索行为

及搜索内容“荧光”“显微镜”，浏览行为及浏览

时长、浏览数据量，咨询行为及咨询内容记录，

交易行为及交易详细信息。

步骤三：对用户行为信息进行语义及特征分

析得到该用户当前行为特征值，比较该特征值与

该类用户的行为特征，从而对该类用户特征模型

进行优化，进而随着用户行为数据体量的增大，

还可以从中得到该类用户的行为特征变化趋势，

进一步优化用户数据模型。

步骤四：关于用户的动机特征获取及行为

评价，该部分工作对用户特征修正方式起监督作

图 8 关于资源特征的预测值与行为记录

图 9 用户画像数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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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动机特征值及行为评价由用户角色特征及

用户行为复杂度决定。

（4）根据用户分类模型和用户行为模型获取

用户画像。通过对用户的基础数据及与基础数据

对应的用户行为日志分别进行分类和分析，建立

用户分类模型和用户行为模型，并通过这两个模

型获取不同用户的用户画像。

3 用户“画像”应用

构建的用户“画像”包含了用户及相似用户

角色特征、用户及相似用户资源需求特征、资源

与用户需求映射。如图 9 所示，用户画像中的特

征包含两项分析对象，一是用户录入到系统的基

本属性，如研究方向、用户身份、研究内容、资

历等；二是基于交互行为的用户需求画像，按照

行为目的或行为逻辑包括共享倾向、咨询倾向、

需求倾向、二次研究倾向等。为得到用户画像需

要进行特征提取和聚类分析，首先根据用户集群

画像分析所属领域或行业特征指标，然后基于行

业用户及相似用户角色特征包括行业特征和用户

集群特征，此为用户画像作为用户基本属性和用

户集群趋势的描述，以此为索引关联相似用户个

性特征作为资源推荐训练集和索引。提取基本特

征的对象有很多种，如简历、录入信息表、研究

介绍等。本文则以研究内容介绍为对象。该对象

为文字描述，可以是 .doc、.pdf、.txt等格式。基

本特征画像构造算法如下。

（1）通过PDFMiner、pywin32 等将用户行业

背景文件转换为 txt文本；

（2）TextRank提取摘要 /关键词；

（3）根据关键词对用户进行第一次聚类，并

生成共性特征词云；

（4）将关键词中的定性描述词作为标识词并

提取上下文特征；

（5）TF-IDF对研究内容文档集进行处理求

解定性描述特征词；

（6）根据定性特征词生成用户个性化词云。

词频 /权重表示如下：

{'需 求 ': 1.0, '资 源 ': 0.765, '科 技 ': 0.731, '
研究 ': 0.685, '价值 ': 0.663, '用户 ': 0.645, '要素 ': 
0.441, '信息 ': 0.408, '方法 ': 0.382, '数据 ': 0.295, '
匹配 ': 0.271, '进行 ': 0.261, '表征 ': 0.255, '分析 ': 
0.238, '资 源 共 享 ': 0.220， '模 型 ': 0.199, '对 称 ': 
0.197, '基础 ': 0.195, '仪器 ': 0.195, '知识 ': 0.172, '
条件 ': 0.164, '领域 ': 0.164, '共享 ': 0.161, '特征 ': 
0.159, '工作 ': 0.157, '技术 ': 0.153, '建立 ': 0.139, '
环境 ': 0.138, '广东省 ': 0.137, '课题 ': 0.136, '构造 ': 
0.134, '提供 ': 0.133, '平台 ': 0.131, '问题 ': 0.128, '

图 10 基于行业共性特征及用户特征的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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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0.127, '项目 ': 0.121, '主体 ': 0.119, '图谱 ': 
0.11743145120706278, '关联 ': 0.117, '差异 ': 0.111, 
'相关 ': 0.107, '形成 ': 0.105, '包括 ': 0.102, '结构 ': 
0.102, '供需 ': 0.101, '建设 ': 0.099, '解析 ': 0.097, '
得到 ': 0.097, '创新 ': 0.097, '管理 ': 0.097}

根据权重可以得到用户核心，即“需求资源

科技研究价值用户”，而共性特征词云和个性化

词云共同构成用户基本画像，如图 10 所示。在

进行资源匹配和推荐时，根据画像的匹配路径

“科技服务、产业创新-科技-需求资源、资源价

值-研究”，当获取用户输入时，根据资源画像

定向匹配，缩小匹配范围。同理，资源画像与用

户基本角色画像类似。用户画像构建作为一种集

异构数据融合、资源整合决策、供需网络建设、

隐含层挖掘等技术于一体的方法，可以为资源共

享及创新服务等方面提供决策分析、隐含功能挖

掘、资源管理标准化等技术。

对用户及相似用户的关联资源需求特征画

像，原数据来源为用户行为记录，基本记录数据

包括总时间、达成意向情况、搜索词、搜索词对

应结果浏览时间、详情 ID及对应交互时间等，根

据行为分析方法得到加权用户需求资源特征，进

一步通过特征聚类和画像构造方法生成需求画像。

如图 11 所示，基于用户画像可建立基于用

户簇的用户特征库、需求资源特征库。通常在科

技资源供需对接中，需要了解供需双方的基本信

息及资源供求匹配度。首先根据用户角色类型分

别为供需双方进行定位，然后再进行资源对接。

比如，根据供需双方用户发起资源对接请求，从

用户特征库及日志特征库中查询相关用户信息，

查询成功则完成用户特征匹配进而完成供需资源

对接；若查询失败，则请供需双方提供用户信息

以查询相似用户特征，进而完成用户匹配及供需

资源对接工作。相较于传统匹配方法，相似用户

和特征库数据的加持，增加了匹配池深度；同

时，通过画像将用户、资源角色框架进一步扩

大，属性维度进一步细分，使得用户资源在科技

资源共享中的定位更加明确，为联想检索、精准

推荐的匹配范围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语

本文基于科技资源复杂性、用户需求模糊

性、用户属性复杂性等科技资源共享中的用户资

源特性，为用户角色分析、资源对接、供需匹配

效率提升提出了一种用户画像获取方法。

（1）建立用户角色属性结构，针对复杂属性

数据构造指标模型，自上而下有行业背景、行业

供需情况等一级特征，基于用户簇的共性二级特

征，以及基于用户关联资源、研究内容等具体展

开信息的个性化特征。通过层次化、指标化模型

为科技资源用户分析提供模块化方法。

（2）通过特征提取和聚类得到用户各维度关

 （下转第 77 页）

图 11 供需对接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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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5 结论

本文基于此前的中成药科技竞争力评价，提

出了中成药科技竞争力模型，并采用了结构方程

方法对模型和其中的参数取值进行了检验与验

证。结果表明：（1）显示了此前评价方法的整体

合理性，但结合具体样本数据，通过统计检验方

法也反映了个别指标和部分权重的不合理性，可

在后续评价研究中继续完善；（2）本文提出的中

成药科技竞争力模型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只

有进一步考虑中成药企业非公开信息所反映的能

力，才能完整地反映中成药科技竞争力，为下一

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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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根据层次结构和权重构造用户基本角色画

像，为用户资源匹配推荐提供精准检索依据。

（3）根据用户及相似用户行为记录，构造用

户需求画像，从资源需求角度，提高用户画像深

度，同时基于需求画像对用户基本角色画像进行

优化，建立角色特征和需求的关联，进一步分析

相似用户共性特征，为基于动态行为的用户研究

提供科学依据。

在科技资源共享中，用户画像包含了用户

需求倾向、用户角色定位、用户资源定向关系图

谱，能够在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扮演资源协调、

用户协调、用户资源串联的角色。本文主要探究

了科技资源共享中内在问题的数据解释，研究了

用户画像获取方法及基于用户画像的资源匹配思

路，而在应用实证方面由于用户数据及交互数据

量较小的关系，只能以少量数据为基础进行方法

和技术梳理，而应用成效和对资源共享匹配效率

的提升能力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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