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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本文以泰安市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为例，介绍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及应用，简述实现平台数据自动抓取、实时推送、即时更新

的关键技术，分析平台的建设目的、框架结构、功能模块、优势特点及应用情况，指出平台提供创新服务、精准服

务、按需服务的资源共享新模式，为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数据挖掘；精准服务；平台建设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21.06.004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for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s
—Take Taian Service Platfor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an Example
ZHANG Sen1, WANG Pu2, XU Lubo1, WANG Junjie1, TANG Yumin1

(1. Tai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an  271000; 2.College of Resourc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an 271019)

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shar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s is a crucial fact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king Taian service platfor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for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key technologies to realize automatic 
capture, real-time push and real-time update of platform data are briefly described. The construction purpose, 
framework structure, functional modules, advantages,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platform are 
analyzed. It also points out a new mode of resource sharing in which the platform provides innovative services, 
precise services and on-demand service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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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大数据作为产品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

新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数据资源，对推动科技进

步、实现社会快速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具有

重要的作用。广义的科技创新资源是指科技活动

中涉及的人才、设备、平台、信息、数据、基地

等要素资源的集合，一般将能够促进科技发展、

产业创新、社会进步的各种要素和条件视为科

技创新资源 [1]。为了有效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开

展，科技创新资源共享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区域

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作为区域创新体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发挥功

能的重要载体 [2-3]。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理念

和技术的兴起加速了科技创新资源的智能化、智

慧化变革 [4]，运用大数据自动挖掘、抓取、推送

等技术，搭建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帮助域内用户主体低成本、高效率、全方位、便

捷化、精准化、个性化地获取科技数据等创新资

源，成为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助力创新发展的重要

手段之一。

目前，随着科技资源种类及数量的不断增

加，用户需求及市场的快速变化，传统模式下科

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普遍存在着数量多而效

率不高、总体定位不准且功能特色不明显、科技

信息资源尚未实现广泛的开放共享、信息资源靠

人工录入、数据更新不及时、网站僵尸化、专业

性技术服务团队力量薄弱、科技服务不精准和科

技型企业找技术难、成本高、周期长、针对性不

强等问题 [5]。大数据时代下，科研人员对科技信

息资源的更新频率、时效性、精准度、前瞻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6]，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提

升信息资源获取和分析能力，实现平台信息资源

自动抓取、即时推送并实时更新等服务，是科技

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发

展方向 [7]。

本文将以泰安市科技局主导搭建的泰安市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例，介绍基于数据自动抓取

的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模式及应

用，综合运用大数据挖掘、比特能管道、云计算

分析、语言协同翻译、智能机器人信息采集等技

术，通过大数据手段打造区域创新体系的科技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 [8]，为区域内的政府部门、企业、

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和中介服务机构等相关用户

主体提供产业咨讯、行业动态、项目管理、通知

公告等，完善技术供需、仪器共享、科技人才、

管理咨询、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服务等功能，解

决创新体系中信息、资源等不对称等问题，促进

创新要素合理配置、创新主体有机合作、创新系

统有效运行，实现科技精准服务，推动区域科技

创新能力的发展。

1 平台创新资源的规模范围

平台创新资源基本涵盖了以国内数据为主、

国外数据为辅的国内外公开的全球数据资源，主

要包括域外数据库、域内数据库、平台管理数据

库等 3 个方面。其中，域外数据库是指国内外公

开发表的各类相关文献、专利、标准、成果、技

术、人才以及各有关机构公开发布的技术供需、

产业动态、新闻报道等各类科技信息资源库；域

内数据库是指泰安市本地政府、企业、产业、组

织等相关机构公开发布或提供的信息资源；平台

管理数据库是在平台运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各类

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应用数据、统计分析数

据、二次挖掘和分析计算形成的各类资源。

在平台创新资源规模上，主要是利用比特能

管道跟踪全国各级政府官网及主流媒体网、维普

资讯、万方数据、中国知网、国家专利网、国内

主要行业网站和资讯机构网站，全球主要经济区

企业、政府、世界知名经济组织、世界 500 强企

业等网站，提供全球范围内与泰安各主导产业、

科技信息相关的公开数据资源，通过热点分析、

聚类分析、集中度分析等方法从海量科技资源中

进行挖掘分析，以知识密集度、创业活力度、要

素活跃度、产业引领能力为主要指标搜集相关信

息，形成创新地图，提供技术、资本和产业链等

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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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数据抓取与处理的关键技术

2.1 比特能管道技术

“比特能量”是一种集数据、信息和知识于

一体的能量源，是维系泛在网络空间中数据生态

的基本能量，是对大数据的时空分布可能变化

程度的度量。比特能管道是构建用户和互联网

融合的快速通道，包括互联网、能量采集、能量

存储、能量转化、能量输出和用户 6 个部分。互

联网是知识和信息的源泉，用户是信息的使用终

端。在比特能管道内，通过信息智能机器人的数

据采集，构建微库群和知识库进行数据存储，着

重围绕需求感知、内容获取、服务推送，利用知

识图谱的数据分析、加工、处理技术，实现信息

融合和能量转化，进行能量信息的直接推送、知

识增益和智慧决策，在平台的各个终端用户界面

实现信息输出，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9]。同时，

建立反馈机制，根据智能机器人自动获取的用户

需求和喜好，对前端的采集、存储和转化环节进

行优化和调整，更好地适应用户的需求变化，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

2.2 信息智能采集机器人技术

信息智能采集机器人是实现C2B服务模式

构建的重要技术基础。根据互联网信息源特点和

采集形式，将智能采集机器人一般分为采集机

器人、感知机器人和迭代机器人，分别实现信息

站点、搜索引擎和互动媒体信息的跟踪、挖掘和

采集。智能采集机器人不同于传统的网络蜘蛛程

序，它是能够在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快速识别用

户的需求和对关键词检索，有针对性地实现用户

数据采集与推送的智能组件，每个机器人能够携

带用户需求在互联网大数据中进行智能跟踪，具

有主题识别分析、感知用户主题需求信息源、自

动监测信息源变化的能力，从而实现信息快速跟

踪、采集和即时推送服务。

2.3 微库计算技术

微库计算技术是利用知识描述体系、领域本

体概念库以及自动分类和聚类等技术进行分析和

构建知识库存储结构，从资源的专业、来源、类

型、数据结构、应用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组

织，采用XML语言对创新资源进行描述和规范

化处理的技术。微库加工处理过程一般为分资源

层、加工层、知识层、服务层等 4 个部分，根据

应用需求，通过对专利、期刊、论文、文档等创

新资源的采集，进行数据的数字化和格式处理生

成微库群，结合用户模型和计算分析，提供精准

检索、属性标注及内容梳理服务。

2.4 知识图谱构建技术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表示方法，把

数学、图形学、信息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

结合，以多维度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地将复杂知

识关联表达出来，为知识服务提供全新的知识表

示形式。通过知识图谱进行数据标注、分类、关

联挖掘、相关计算、关联网络、能量度量，实现

信息融合和能量转化。知识图谱系统分为数据预

处理、数据分析、图谱绘制 3 个模块，主要是通

过数据文本格式的转换、中文分词、停用词表过

滤、建立索引、数据特征项提取、数据标注等进

行潜在语义算法分析数据结果，并将分析结果

进行可视化技术图谱绘制，形成平台产品知识

图谱。

2.5 数据抓取的知识产权合规性处理

数据抓取行为本身只是一种技术，而技术

的本质是利用自动化算法程序，按照数据获取规

则，自动提取所需的网页数据并加以利用的现

象 [10]。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抓取公开数据原则

上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11]。该平台数据抓取采取合

法、正当、公开的方式，以技术中立性为数据抓

取行为的边界，实现竞争法律制度与数据保护制

度之间的协同，确保数据的合法性，不存在恶意

使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商业道德、扰

乱公平竞争秩序的问题。平台数据抓取的信息资

源均为网上公开数据，专利、标准以国家专利局

公开的数据为基本准则，行业新闻资讯以官网原

文链接为信息源，对数据仅抓取推送，不做进一

步的重新编辑和修改，保证数据信息合法的知识

产权；对从外部网络进出数据中心的信息内容进

行过滤，实现对应用层HTTP、FTP、T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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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POP3 等协议命令级的控制，不抓取构成

版权保护的数据，不违反网站设置的 robots协议，

推送转载数据以原文链接形式进行；对设置了安

全保障措施的数据，不会实施数据的抓取。

3 平台精准推送的匹配原则与方法

3.1 匹配原则

高层次的精准推送是将所推内容进行精细

化划分或加工，并将其通过有效的方式推送给经

过专业细分用户的行为 [12]。平台坚持“按需定

制、及时跟踪、深度挖掘、智能秒抓”的建设思

路，紧密围绕产业发展方向，以企业技术难题、

工作实际需求、高校科研成果、承担项目课题、

拥有专利、发表论文、获得奖项、举办活动等为

检索关键词，根据平台所需要的主要关键词利用

大数据分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相关资源的跟

踪、挖掘、匹配和服务，基于对企业用户及其产

品 /服务的静态属性和动态属性（用户反馈、行

为日志等）的建模分析，在对用户和系统交互状

态和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用户—关键词关

联模型和用户—知识关联模型，对信息深入挖掘

与分析，整合高校院所、专家团队、科研成果等

信息，即时链接具有最新成果的国内外高校、专

家，帮助企业有针对性地实现技术供需精准对

接，解决了产学研合作中盲目找专家、找技术、

找成果的问题，实现产学研合作中的科技精准对

接、科技信息及服务的精准推送。

3.2 精准推送方法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用户不再是被动

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逐渐成为产品的设计者和使

用者的双重身份。以比特能量、群体智慧和社会

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应用产品和服务正在由

以“B”为中心逐渐向以“C”为中心转变，形成

C2B和C2C的数据服务模式。运用知识表示实现

从知识到服务的映射，通过 4 个层次依次解决服

务的质量保证、内容表示、逻辑处理、呈现方式

等问题，根据用户环境及预定义的个性化需求关

键词信息等，匹配激活知识库中的相关服务，通

过用户的参与使得相关服务内容更加适合用户的

真实需求，采用知识推送技术实现“信息追人”，

利用比特能管道技术建立精准服务信息推送模

式，从而为用户提供主动的、个性化服务。

4 平台建设的框架及功能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领域新型智库作用，山

东省泰安市科技局直属正县级事业单位泰山科学

技术研究院建设了泰安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着

力打造科技创新资源大整合、区域创新体系服务

大链接、政产学研金服用为一体的大融合平台，

主要面向域内企业用户、科技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提供产业动态、文献查询、专利检索、新

闻报道、科技人才、技术供需等公益性服务，具

有定制开发、系统融合、拓展链接、动态更新等

功能。

4.1 平台总体架构

泰安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总体架构分 4 层，

如图 1 所示。自底向上依次为：比特能管道平台

基础设施层、科技创新大数据存储系统层、平台

及应用管理系统层、用户应用终端层。

（1）比特能管道平台基础设施层。以比特

能管道技术数据处理平台为基础，运用云计算相

关技术（云计算、云存储、云网络、云安全）及

百万智能采集机器人，提供大数据采集、大数据

存储、大数据加工和大数据应用服务。

（2）科技创新大数据存储系统层。主要建立

域外数据库、域内数据库和平台管理数据库等三

类数据库。其中，域外数据库是指利用比特能管

道，结合平台建设需求跟踪采集国内外相关各类

专利、标准、文献、动态、机构、人才、成果、

技术、供需、产业等各类资源库，大规模挖掘泰

安市以外的科技资源。域内数据库是指通过平台

录入、企业填报、数据导入等方法积累泰安市本

地的企业、产业、科技机构相关的数据资源。平

台管理数据库是在平台运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各

类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应用数据、统计分析数

据、二次挖掘和分析计算形成的各类资源。

（3）平台应用管理系统层。主要分平台公共

服务功能模块、定制服务功能模块、管理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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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方面。公共服务功能模块包括平台门户、产

业分类、企业概况、政策法规、技术供需、科技

人才、科技金融、管理咨询等。定制服务功能

模块包括科技千里眼、大数据工具包、个性化

定制、创新管理决策、创新数据监控等。管理员

维护系统主要实现数据维护、用户管理、统计分

析、配置管理和权限管理等底层系统维护管理

功能。

（4）用户应用终端层。提供面向PC机、笔

记本等设备互联网的访问，手机、PAD、微信等

移动终端的访问。系统权限控制管理可以满足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各类型科技服

务机构等用户的使用。

4.2 平台主要功能

平台在建设内容及功能上分公共服务和定制

服务两大功能板块，如图 2 所示。公共服务包括

产业分类、企业概况、政策法规、技术供需、仪

器资源、科技人才、科技金融、管理咨询等 8 个

模块。定制服务包括科技千里眼、大数据工具

包、个性化定制、创新管理决策、创新数据监控

等 5 个模块，需要用户注册授权进行访问。

4.2.1 公共服务功能

（1）产业分类。围绕泰安市主导产业进行分

类，自动推送产业相关的最新发展规划、国内外

行业资讯、行业技术发展前沿、国内外最新的技

术专利、科技文献搜集、科研新闻报道、国内外

知名专家、重点高校院所等信息，帮助用户快速

全面掌握产业的最新动态与发展方向。

（2）企业信息。按小微企业、规模以上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进

应用终端层
PC机、笔记本、手机、PAD、微信等

终端互联网访问

平台应用管理系统层 公共服务功能模块 定制服务功能模块 管理员系统

科技创新大数据存储

系统层

域外数据库（国内外专

利、标准、文献、人才、

技术等资源库）

域内数据库（当地企

业、产业、产品、技

术需求等信息库）

平台管理数据库（参数配

置、统计分析、决策咨询

等数据库）

信息跟踪采集机器人 数据录入维护系统 数据分析管理系统

比特能管道平台基础

设施层

云计算 云存储 云网络 云安全

服务器虚拟化资源池

大数据采集 大数据存储 大数据加工 大数据应用

图 1 泰安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总体架构

图 2 泰安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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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类，采集企业简介、企业新闻、主营产品、

核心技术、研发项目、人才情况、营业收入等信

息，分产业导入平台系统，形成按产业分类的企

业信息资源库，并实现定期的自动更新维护。

（3）政策法规。分别从国家、省、市等层

面为用户提供相关的政策宣传、政策解读和政策

使用指导等信息，采用大数据挖掘与自动推送技

术，对信息进行自动抓取、分类和更新，帮助企

业获取政策的全面性、快速性和准确性。

（4）技术供需。设置企业需求发布窗口、高

校院所成果发布窗口。通过数据关联匹配技术，

企业窗口可实现对接全国优势科研力量，获取最

优解决方案，快速反应、精确匹配，最短时间内

得到反馈；高校成果发布窗口可实现对接全国企

业技术需求与难题，扩大横向合作范围；科技服

务人员通过从平台内寻找解决方案，为双方牵线

搭桥，促成双方的技术合作。

（5）仪器资源。围绕全市科技与产业发展提

供动态的仪器共享、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院

士工作站、科技中介机构等各类科技创新要素资

源，利用科技资源平台及时为企业提供国内外最

新的科技动态、产业高端人才、前沿技术成果、

优秀科研团队和机构、产业市场动态等。

（6）科技人才。分产业、分领域、分类型、

分层次建立科技人才数据库，运用关键词检索、

定向追踪、网络爬虫等手段，挖掘国内外院士、

长江学者、国家级人才工程专家的基本信息、优

秀成果、获得奖项、相关专利、研究论文等内

容，为用户提供各类人才服务。

（7）科技金融。针对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融资需求和金融类机构的融资服务要求，提供国

家、省、市最新的金融政策、投资担保、融资项

目、金融产品、银企对接等科技金融类服务，为

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提供有力支撑。

（8）管理咨询。在平台中及时发布通知公

告、科技动态、服务咨询、办事指南、科技讲

座、各类政府项目申报等相关服务信息，帮助企

业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科技动态、全面掌握科技服

务流程，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信息化管理

服务。

4.2.2 定制服务功能

（1）科技千里眼。运用信息抓取、自动推送

技术，关注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各省级科技主管

部门、国内重点城市科技部门、沿海开放城市科

技部门、省内 16 地市科技主管部门等网站信息，

通过“新闻+情报+智库”的增值路径 [13]，将最

新的科技类舆情报道、科技热点挖掘、科技进展

跟踪等科技动态信息进行精准推送，实现浏览一

网站掌握多部门信息的目的，助力科技主管部门

在纵向、横向上全面了解科技舆情并正确引导和

管控。

（2）大数据工具包。提供知识雷达、知识魔

方、挖掘机等大数据分析挖掘工具，链接维普资

讯、万方数据、中国知网等科技文献资源库和国

家专利网、soopat专利搜索等专利分析工具，实

现对国内外相关专利、文献、市场动态、专题技

术前沿等各类相关信息的深度分析，辅助科技人

员快速撰写专题研究报告。

（3）个性化定制。由企业自主设计关注内

容、热点、关键词，针对企业在市场开拓、技

术创新、经营发展和政策咨询等方面的个性化

需求，为企业搭建具有按需定制、及时跟踪、深

度挖掘、智能秒抓等特点的一对一大数据个性化

应用平台，从科研专题云、竞企雷达、市场商

机、政策千里眼等 4 个方面为企业提供科技信息

资源个性化定制服务，利用百万信息智能感知机

器人，24 小时不间断地对互联网公开数据进行

扫描，及时准确抓取推送需求信息，帮助企业传

送实时市场动态、先进技术、热点新闻、产品供

需、商业情报、会展等方面的信息，提高企业创

新和决策能力。

（4）创新管理决策。根据产业发展的动态、

市场资讯、专利技术等情况，利用知识挖掘工

具，跟踪域内科技报告、项目研发、大型仪器使

用、高企申报、专利申报授权、R&D投入等情

况，对区域、产业、企业、科研机构等进行多维

度海量数据挖掘、监控和分析，采用“计算机+
人工”的模式，撰写有理论数据支撑的产学研分



·科技资源共享理论与技术·张 森等：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

─ 35 ─

析报告、产业分析报告、技术先进性分析报告，

方便政府机构、企业用户实时了解某个研究领域

的研究热点、技术方向、最新成果等，为政府、

研究机构、企业等衡量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提供决

策参考。

（5）创新数据监控。根据体现产业、企业创

新能力的知识产权数量、新产品数量、科研成果

数量、产学研合作数量、技术创新数量、科研项

目数量、引进人才数量等要素，监控各类企业科

研项目、知识产权占有、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团

队、核心产品及运营情况，构建产业、企业创新

能力指数，通过指标量化的算法，并采用数据可

视化形式进行分析展示，从多个角度对创新能力

数据进行考监控，便于科技管理人员实时了解产

业发展状况。

5 平台建设意义及应用成效

5.1 平台建设意义

（1）满足产业发展对科技服务的需求。随着

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地区产业发展和面临的

整体竞争格局越来越严峻，产业发展也迫切需要

快速吸收全球范围内的最新技术和成果，面向市

场迅速提供更具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在产业发展

的创新链中，通过创新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进

一步整合、集成、优化创新资源，及时推送产业

动态、行业资讯、先进技术等，有机衔接上下

游，协助配套产业发展，加速整合和提升创新效

率，进而更广泛、便捷、高效地服务于产业的创

新创业。

（2）满足企业创新对科技资源的需求。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

业信息动态已难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行业竞争和

市场变化。企业在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技术

培育等方面迫切需要国内外相关的科技资源、科

技服务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能够为企业技术研

发人员提供专利查询、标准查询、文献查询等大

数据工具包，以及竞争企业新产品、新闻报道、

大事件等动态资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3）满足科技管理对服务方式的需求。地方

科技主管部门在对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的过程中，

由于存在科技服务人员少、涉及范围广、服务手

段单一等问题，造成服务不精准、不及时。通过

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构建高端专家

人才库、科研成果资源库、创新创业服务、技术

成果转化信息以及科技金融超市等，对原有科技

创新平台进行集成，利用大数据分析，梳理主导

产业的地域占比、科研人才创新能力排名，筛选

产业领先的高校院所及专家，在为企业服务中，

实现科技合作精准对接服务，将科技管理工作由

单纯的线下服务转为“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服

务模式，提供丰富、优质的公共服务，促进本地

企业创新发展。

5.2 平台应用成效

泰安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采用B/S架构 [14]，

用户无需安装客户端，通过浏览器即可访问和使

用平台的相关资源和服务。平台在基于云计算和

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采用比特能管道技术，实

现了国内外相关的百万级规模科技资源的自动采

集、即时更新及信息推送服务，基本解决了产业

发展对科技服务、企业创新对科技资源、科技管

理对服务方式等多方面的实际需求，建立了以用

户为中心的信息自动抓取、即时更新的科技创新

服务平台资源共享新模式。正式上线运行 1 年多

以来，共累计自动收集、一键推送公共服务信息

970 多万条。为 31 家企业搭建了个性化定制服务

平台，针对 184 项技术科研专题内容以及 150 家

竞争企业和市场商机情况，累计推送信息 360 多

万条，满足了企业个性化需求，有效帮助企业免

费、快捷、足不出户的获得全球最优、最新创新

资源信息，大大降低了企业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成

本。在特种装备、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已

为 105 家企业精准提供技术成果 350 多项，编写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项目、高端芯片材料制备半导

体单晶衬底和外延研发生产项目等分析报告 27
项，有效帮助用户及时获得国内外创新资源信

息，显著提高了产学研合作的效率，增强了科技

深度服务与决策的能力，实现了科技精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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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云服务、知识处理等技术，提升了

科技创新资源的信息推送能力，为区域创新体系

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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