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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的研发、建设和实施推动科技资源发现系统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海量

用户行为数据分析能够帮助系统掌握用户重要特征，构建用户画像，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科技服务。本文围绕哈长城

市群，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科技服务SaaS应用平台，开展用户画像获取方法研究。通过整合用户静态数据与动态行

为数据，完成数据清洗、聚类及标签映射工作，进而提取用户特征，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科技服务中实现精准营销、

个性化服务，强化整体科技服务体系，使科技服务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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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platform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discovery system 
technology. The analysis of massive user behavior data through big data technology can help the system master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user profiles,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ervi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arbin-Changchu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SaaS 
application platform of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echnology service, and carries out the 
research on user portrait acquisi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user static data and dynamic behavior 
data, data cleaning, clustering and label mapping are completed, and then user characteristics are extracted, 
so as to achieve precise marketing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in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strengthen the overa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system, and mak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faster and more conv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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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高端

领域，是典型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多学科交

叉集成的多科技产业，对国家战略性经济建设与

产业升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我国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资源丰富，但资源分散，产业间的资源

整合困难。通过构建高端装备制造业科技服务平

台，可以整合科技服务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重

用，避免资源浪费。而个性化服务是高端装备产

业科技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户画像在个

性化服务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词汇“用户画像”

早期应用于美术界，但随着进入数据爆炸的新时

代，“用户画像”则被定义为通过用户在日常互

联网生活行为下产生一系列数据精炼出来的特征

标识 [2]。构建以用户画像为基础的个性化服务能

够满足新时期用户对服务精确性、及时性、专业

化的需求，大大提升科技服务质量，有助于科技

服务更高效地整合服务资源完成供需方需求匹配

工作，促进整个科技服务新技术新产业的萌发。

哈长城市群是东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新引擎和新

高地，打造一体化科技服务平台对于整合科技服

务资源，带动地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进一步

提高东北老工业地区高端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具有

重要的意义。哈长城市群高端装备制造科技服务

平台利用SaaS灵活、易扩展、成本低的服务特性

构建了SaaS系统，提升了SaaS用户的使用体验。

本文将围绕哈长城市群，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科技服务SaaS平台，从多个方面讨论用户画像在

科技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分析用户行为特征，并

根据供需方多元历史数据分析构建用户画像，为

不同用户提供个性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科技服

务。

1 用户画像需求分析

1.1 对市场供需方提供需求分析

通过对用户画像的研究可以提升科技服务质

量、完善科技服务流程、强化科技服务体系，使

得科技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对于市场供需方来

说，用户画像的获取可以极大地节约业务流程时

间，缩短工期，减少因为筛选彼此所造成的时间

资源浪费，增强科技服务便利性。科技服务业务

流程如图 1 所示。供需双方在服务平台上发布

（或接受）任务，并进行业务交流。若仅将需求

方所要发布的任务发布在平台上，则会造成大量

数据的堆叠。由于显示界面篇幅小，新发布的需

求任务会覆盖过去的需求任务，使供应方难以及

时收到之前发布的需求任务信息。在整个任务流

程中，至关重要的是供应方如何在大量需求任务

中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需求任务，需求方如何在

图 1 科技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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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申请者中去选择最优质的供应方。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所涉及行业广泛，不仅

包括小型制造业，如高端精密仪器零件的制作，

而且包括大型制造业，如汽车、小型卫星的制

作与组装。用户画像的获取加强了供需双方与

上述各类行业需求任务的“紧密度”，让整个业

务流程更加清晰，让整个科技服务流程更加便

利。根据供需方用户大量的数据行为进行分析，

得出用户特征，构建他们的用户画像。系统根

据获取的用户画像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如通过

个性化服务将更适合该供应方的需求任务在科

技服务平台上直接显示给供应方、根据供需双

方产生的用户画像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

画像中用户的任务完成度等因素推断企业下一

步的发展方向等，从而帮助供应方在大量的需

求任务中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需求任务。和供

应方一样，需求方也在“筛选”中充满了困扰。

如在其发布了需求任务就会得到供应方的申请，

若申请的供应方数目过多，需求方则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筛选供应方。因此，对供应方和需

求方的相关信息进行用户画像，可以方便需求

方根据供应方的用户画像迅速筛选出合适的供

应方，并通过分析供应方的其他信息，如历史

合作供应方、任务发布完成度等，可以更加顺

畅地对申请者进行筛选。从而帮助需求方在大

量的申请者中选择最优质的供应方。

1.2 对科技服务提供者提供需求分析

用户画像的获取让整个SaaS应用供需方的

操作变得更加便利，极大地提高了科技服务的便

利性，同时对于整个科技服务的提供者也起着参

考作用。科技服务提供者根据用户画像进一步完

善了整个科技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科技服务的

创新性，增强了服务科技含量。根据用户画像整

合的数据挖掘用户偏好，使供需方用户在完成申

请任务、筛选申请者、接收任务信息时感到愈发

便捷。此时，科技服务的辐射带动性就很好地体

现出来，用户会有意识地发觉整个平台在不断进

步，以单个用户为节点进行扩散，增加平台用户

数目，扩大整个平台规模。科技服务提供者通过

观测用户画像信息确定整个科技服务平台发展的

方向，保持在同行业服务水准的领先 [3]。不断观

测大量用户画像会使科技服务提供者增强其业务

逻辑能力及分析能力。在数据量、用户画像数目

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科技服务提供者可以进一步

增强后续算法，既有助于自身学识的不断进步，

又有助于平台的发展。

1.3 对政府管理者提供需求分析

用户画像的获取让整个科技服务平台SaaS
应用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和哈长城市群的纽带。

在过去，想要了解城市群之间的信息必须经过多

方媒介进行传递，且有大量用处不大的信息干

扰着政府管理者的判断。而如今，用户画像的出

现，可以及时地将有用的信息传递到整个城市

群。政府管理者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更好地把握整

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引领整个行业的走向并根据

这些信息制定行业政策，促进行业的发展及至整

个城市群的发展。

2 用户数据来源整合

用户画像的获取离不开大量的数据支持，在

整个科技服务平台所形成的静态数据与用户行为

就是数据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数据源可以细化为

用户本身的静态数据、用户在SaaS应用操作过程

中形成的历史数据、每次任务流程中形成的日志

数据、任务每个流程的完成情况等。用户画像构

建的核心就是用户在这些基础数据和行为下所显

现的用户特征 [4]。这些特征既包括基础数据下用

户的静态数据特征，也包括用户在与不同用户进

行交流之后的动态数据特征。因此，在获取用户

的基础数据的同时还要获取用户交互数据、基础

资源数据。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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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用户数据从用户所具有的资产情况、人才

数量、任务完成数目、公司主营类型、任务发

布数目等信息中获得。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供应方的规模和实力，可以帮助需求方

在审核供应方时判断是否能够完成需求方的任

务。供应方的任务完成数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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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源。如一个公司仅完成了几项任务，且公

司实力不是十分雄厚，那么对于那些大规模的

需求任务，大多数的需求方在筛选时可能就会

将这些公司自动过滤掉。而任务完成情况在考

察供应方时也是相当重要的。当一家公司接了

许多任务，且几乎每一项任务都按期完成交割，

就一定会给许多需求方留下好的印象。当一家

公司对于许多任务的完成度并不高，还出现产

品质量及设计方案频频返工等问题，这家公司

的画像在任务完成度、客户评价满意度等特征

方面一定是很低的。需求方在筛选众多候选申

请者时就不会考虑这样的供应方。

对需求方来说，在平台上发布的任务数目越

多，其公信力就越强，就会有更多的供应方愿意

接下其发布的需求任务。一家需求方所发布需求

任务的类型一般都是相似的。如果该需求方发布

了和过去任务类型相似的需求任务，说明需求方

对该类型需求任务的整体业务流程非常熟悉，那

么和供应方进行任务交接时就会非常顺利。如果

其发布了和过去任务类型完全不同的需求任务，

那么就需要重新了解很多的业务流程，可能在项

目审核与交接过程中给供应方带来不便与困扰，

甚至耽误整个工作的进度。在供应方去申请需求

任务时也会参考该需求方发布的全部历史任务，

若该需求方在其发布的很多需求任务上都存在着

多次审核等情况，那么供应方就会进一步考量该

需求方是否有着过分严格的要求。

3 用户画像构建

构建用户画像的整体流程如图 2 所示。首先

进行SaaS应用上用户数据采集。其次根据每个

任务流程上所产生的动态数据对供应方的整体任

务完成能力进行评估，获取所有需求任务的主题

进而获得需求方（供应方）发布（接受）主题任

务的偏好。然后采用多维度标注法对用户进行分

类，展示用户与用户之间、供应方与需求方之间

的关系。最后构建用户画像。

3.1 数据采集

用户画像本质是用户特征的“可视化”。用

户画像分为静态数据画像及动态数据画像两个部

图 2 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科技服务的SaaS用户画像构建流程图



·专题：哈长城市群科技服务理论及应用·李松江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科技服务 SaaS 用户画像研究

─ 19 ─

分。静态数据画像是根据用户所具有的固有属性

数据得到；动态数据画像是根据行为驱动的动态

需求特征得到，可以从用户的各种行为数据中挖

掘，按照对于不同行为的权重划分构成用户画像

的各类标签 [6]。

用户画像获取首先要收集用户操作形成的大

量历史数据，这些操作主要包括在整个SaaS平台

上进行的业务起始操作、业务流程操作、公司内

部操作（图 3）。其中用户交互行为还涉及需求

方对于供应方所提交任务计划书、设计方案的审

核。对采集的大量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可

以将本来杂乱无章的数据变成有用的数据。

根据需求方所发布需求任务的类别进行需

求任务分类，形成任务类别体系。以用户 ID作

为整个数据获取的根节点，获取标准的用户画

像。用户所具有的资产、人员、公司规模等属于

静态用户数据。用户社交数据、任务操作历史数

据等构成用户动态画像数据。最后对在科技服务

平台上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分类、聚类

等 [7]。

3.2 任务完成情况

在用户画像获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了解一

个公司的任务完成情况。一个需求任务从发布到

评价都离不开参考公司的任务完成情况，其在整

个业务流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需求方发

布需求任务后，供应方要去申请需求任务。供应

方通过查看该需求方完成任务数目、同类别需求

任务完成数目、资金回拨情况评估自身是否要接

下该需求任务。SaaS应用将需求任务个性化推荐

给供应方时，除了考虑供应方主营任务类型，还

要考虑该供应方的任务完成情况。需求方在审核

供应方时，任务完成情况是其考察的一个重要因

素。任务完成情况不仅代表了供应方对于各类任

务的熟练度，而且代表了供应方面对需求任务的

态度。需求方根据上述因素判断供应方能否有条

件接受该需求任务。

用户总体任务完成情况由全部单个任务的完

成情况构成。对于供应方而言，单个任务的完成

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一是是否超时：

从接受该需求任务开始截止到完成任务这段时间

是否满足需求方所规定的时间。二是退回次数：

供应方在设计完成任务图纸之后提交给需求方，

需求方对图纸进行审核，如果不合格则被需求方

退回。三是评价情况：当供应方完成该需求任务

后，需求方从任务开始到整个任务完成的所有业

务流程进行综合评价。

将一名用户所有任务完成情况整合起来，则

需要用户所做的每个任务的完成情况。根据层次

分析法得出决定单个任务完成情况所占总体任

务完成情况的因素权重（图 4）。得出权重后各

任务按因素加权合并得出该用户完成任务的能

力 [8]。

图 3 用户操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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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营偏好获取

根据用户所发布（或者接受）的任务类别以

及任务数量，可以发现该用户的主营偏好。对于

供应方而言，深入挖掘数据文本能够看到该用户

对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哪一类任务更感兴趣 [9]，

对哪一类任务的完成度较高。对于需求方而言，

发布的需求任务类别往往也是固定的，从数据直

观显示上就可以确定其主营类别。

在整个科技服务平台上还存在部分二级供应

方。这部分二级供应方由于自身公司规模的局限

性往往不能直接接受需求方发布的任务，这时他

们就会依赖一级供应方从需求方处接受任务。因

此，为了确定需求任务是否由一级供应方直接完

成，在获取用户画像时还需标注是由供应方本身

直接完成需求任务还是由二级供应方完成。

3.4 提取用户特征构建用户画像模型

在上文得出用户任务完成情况、用户的主营

偏好等用户特征的基础上，使用多维标度法揭示

供需双方的关系，构建用户画像。根据该方法可

以实现整个研究主题中每个多维对象的相对空间

位置。相对位置如果越接近对象，则与对象之间

的相似程度就越高。依此可以基于主题对用户进

行分类。多维标度法可以直观地显示同一需求方

发布的不同需求任务特点 [10]，从而进一步研究当

需求方发布任务时应该将其推荐给什么样的供应

方去完成。对整个供应链进行区分可以达到优化

流程效率的作用。该方法与其他常用的分类方法

如决策树分析法、关联规则等相比较，其优势更

加明显。

在整个用户数据中，既有用户静态数据，又

有大量的动态数据。在特征如此多的情况下需要

解决多变量因素影响结果的问题。所谓的因变量

是更为复杂的群体类型，对此更要筛选出不同用

户的特殊取值，提取出不同用户的典型特征 [11]。

在提取典型特征后，就构成了用户画像。画

像内容如图 5 所示，主要包括合作关系、基本特

征、公司业务能力、行为特征、心理特征等方

面。其中，合作关系包括与之合作的全部公司、

与公司合作的次数等；基本特征包括公司成立时

间、公司资产数目、公司员工数目等；公司业务

能力包括接受（发布）的任务数目、所接受（发

布）的任务规模、完成任务的情况等；行为特征

包括同时申请大量需求任务、经常找二级供应商

承包等；心理特征包括接受（发布）的任务类型

偏好、合作公司类型偏好、内心抵触任务拖延、

抵触二级供应商承包等。

4 结语

用户画像的研究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科

技服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大大节省了业务

流程时间，提高了科技服务质量。对于政府管

理者而言，画像的分析便于其了解整体行业的

发展趋势，加强供需方之间的联系。同时，对

于整个哈长城市群而言，用户画像的构建打破

图 4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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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域企业间信息共享互通的壁垒，深化了企

业间的联系，加强了企业间的合作。由于诸多

主客观因素存在，本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一

是数据量问题。整个研究是基于平台展开的，

而由于科技服务平台推出的时间较短，产生的

用户数据量较少，在画像构建和特征提取等方

法上难免存在误差。二是异构数据融合问题。

随着数据量增多未来会出现多源异构数据融合

问题，这也是今后用户画像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用户画像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本文提出的

研究参考框架主要基于哈长城市群高端装配制

造业SaaS应用平台的实践，今后可以从更多行

业、企业实践中选取典型案例，针对本文研究

的局限性继续完善用户画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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