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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构建一种支持按需申请、定制服务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

[应用背景]在前期网络科技信息的自动监测平台的基础之上，为了满足更多用户进

行科技战略情报自动监测的需求，笔者需要对原平台进行扩展改造。

[方法]针对原有系统在灵活扩展、普惠型服务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了构

建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的思路，并重点在 6个方面对原有系统进行了扩展改进。
[结果]设计和实现了能够支撑用户灵活扩展的、普惠型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

平台，并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实际应用。

[结论]新平台形成了按需申请、定制服务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可灵活支持

大规模用户的战略情报监测服务需求，能有效地服务于科技战略情报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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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 new service cloud which supports on-demand self-service is builded

for monitoring strategic S&T information.

[Context] Based on the existing automatic Web in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the

authors want to extend the system to support more information analysts.

[Methods]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s of scal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e existing

system, the authors propose a idea of building a new service cloud,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service cloud with focusing on six aspects of the problems.

[Results] The service cloud for strategic S&T information monitoring with the

characters of scal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s implemented and now is used by more

users.

[Conclusion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rvice cloud results in a on-demand

self-service model for user. The new platform supports more information analysts

and provides more effective service for information an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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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网络信息资源是情报监测的重要信息源。近年来，来自科技战略情报监测、

企业竞争情报监测和政府舆情监测的研究人员不断开发挖掘网络信息资源，开展

了各类的相关研究。如赵燕平等对科技信息的网络动态监测和信息自动获取技术

进行了深入探索
[1]
；谭宗颖等构建了科技发展前沿信息监测与分析的示范平台

[2]
；陈忆金等人对网络舆情信息监测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

[3]
；袁建霞等人围绕

着“学科情报动态监测信息源”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4]
；Sehgal

[5]
提出了一种基于

profile 的方法来从网络数据中发掘美国议会社会网络关系；Porter 等人研究了

挖掘外部 R&D 来描绘科技创新的思路方法
[6]
；Choi, Le and Sung 等人开展了对

标准与创新的科技描绘方法
[7]
。上述研究和实验对于如何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实现

情报监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很多具体的技术方法在各种情报监测领域都可以通用，但笔者发现，科

技战略情报监测与企业竞争情报监测以及舆情监测相比，还是有着重要差别。虽

然科技战略情报监测与企业竞争情报监测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特定目标领域或

目标机构的动态信息，但两者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着较大区别：（1）目标主体的重

要程度不同。科技战略情报监测往往需要监测一个特定领域的一些重要目标主体

（如科研管理机构、科研机构、重要科技组织、重要人物、重要计划项目等）的

活动情况，一般而言，只要是这一领域里的重要事件，不论这一重要事件是哪个

目标主体（当然应当是一些重要目标主体）实施的，往往都会成为科技战略情报

监测关注的重点。而企业竞争情报监测则更关注目标主体是谁这一问题。企业竞

争情报监测虽然关注领域内的重大事件，但它更关注的是目标对象（如竞争对手）

的一言一行，尽量获取这一目标对象的相关信息，竞争对手的一个小动作可能会

比行业里的某个重大事件还重要。（2）监测关注的内容重点不同。在科技战略情

报监测中，情报人员关注的重点是一些重要战略、重大项目计划、重要研究报告、

重要科技指标体系（积分榜）、R&D 投入、重要组织和机构的结构调整等内容，

而企业竞争情报监测关注的内容更多的是企业竞争对手的战略布局、产品规划、

创新技术、专利申请、标准制定、市场营销、用户服务等内容。内容侧重点的不

同，导致科技战略情报监测和企业竞争情报监测在资源的选用、监测重点、分析

方法上也各不相同。

科技战略情报监测与舆情监测的差别更为明显一些。舆情监测关注的是网络

上对特定机构正负面信息的流传情况。这些信息大多来自很多不确定、甚至不相

关的某些网站，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没有保障。有关特定机构的某条信息之所以能

够成为重要舆情信息，并不在于这条信息本身的重要程度有多高，而在于这条信

息的“爆料性”和其内容的“社会关注度”。对于舆情监测，某条信息是否重要

主要通过这条信息的影响力来反映的，一般通过转载数、链接数等方式来测度。

而科技战略情报监测关注的是某一领域内科研规划、科研活动、科研管理等的相

关情况。某一领域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信息源大多数是权威、可信的信息源，某

一条信息之所以成为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的重要信息很多情况下与发布这条信息、

或与这条信息有关的机构（或个人）在这领域的权威度、重要度密切相关。由于

科技战略情报监测需要监测的是领域内的最新重要动态，因此对于某条信息重要

度的判断，往往来源于信息本身所包括的内容，而不能通过转载数、链接数来测

度。

正因为科技战略情报监测与企业竞争情报监测以及舆情监测相比，有着上述

的重要差别，因此科技战略情报监测不能与照搬企业竞争情报监测以及舆情监测



的技术、方法和系统。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一直致力于科技战略情

报监测的技术方法的研究突破和系统工具开发，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中科

院相关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已经构建起了基于网络科技信息

的科技战略情报自动监测平台
[8][9]
。在平台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针对网络科技

信息非结构化、无语义描述等特点，结合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的应用目标，提出了

“基于对象计算的战略情报监测分析方法”
[10][11][12][13]

。通过将自由文本转换为结

构化的可计算的知识单元，以实现对研究领域的态势监测。到2013年，这一平台

已经支持了中国科学院的5个战略情报研究团队、5个研究所、3个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情报中心（NSTL）重要领域信息门户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任务。目前，这一

平台已成为相关战略情报团队掌握本领域动态的重要工具，平台对6个快报产品

的情报来源支撑率达到了80%以上，有效地支撑了实际的战略情报研究工作，推

动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集约化的战略情报监测能力建设。

在系统的应用推广中，项目组发现，除了上述团队之外，其它领域的战略情

报团队、学科化服务团队、研究所图书馆、科研群组等都对网络科技战略情报自

动监测系统有着迫切的服务需求：（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有 13 个战略情

报研究团队，除了上述 5个团队之外，还有 8个团队迫切需要利用这一工具来开

展战略情报监测工作，改变人工定期到各个网站上浏览信息的状况；（2）中国科

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图书馆正在进行服务能力的转型，对研究所提供战略情报监测

分析服务是研究所图书馆的普遍需求，很多研究所图书馆迫切需要一个科技信息

的监测平台以支持其战略情报监测的服务工作；（3）在文献信息的需求基本满足

之后，科研群组和科研人员对即时性、动态性的科研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

多科研团队、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有一个平台方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领域的科研动

态信息；（4）作为国家科研工作的科技文献保障性机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目前正在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用项的知识化服务工作。为了支持相关工

作，NSTL 及其成员单位迫切需要一个网络科技战略情报的自动监测平台，以支

持重大专项及相关领域的战略情报监测服务。

上述需求表明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已经是当前中科院文献情报机构和科

研团队的一种普遍性需求。由于前期开发的科技战略情报自动监测平台采用独立

采集、独自计算、独立服务的应用模式，针对每一个新的监测服务，都需要构建

一个独立的平台，配备相应的硬件设备，需要有独立的信息采集器、独立的领域

计算和独立的门户服务。这种模式无法高效经济、快速灵活地满足大规模、多领

域、普惠型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需要。项目组需要进一步对科技战略情报自动监

测平台进行框架性调整，扩展改进平台的系统架构、服务模式等来满足上述需求。

而如何扩展科技战略情报自动监测平台，如何构建可以灵活扩展、普惠型的

科技情报监测服务体系是项目组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项目组针对这一问题提出

了构建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的思路，并基于这一思路，对原有系统进行扩展

改进，设计与实现了支撑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

台。本文研究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的设计实现中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方

案，并对系统的实现和应用效果进行分析。

2 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

针对原有科技战略情报自动监测平台在灵活扩展、普惠型服务支持方面存在

的问题，笔者提出了构建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的思路，希望在原有平台的基

础之上进行框架性调整，构建起一种新的能够支持按需申请监测服务、统一采集

监测源、分散配给新信息、情报重要度个性化计算、情报内容可定制化的监测服



务云。监测服务云的构建，需要扩展改进原有系统，重点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可扩展的体系结构问题、灵活便捷的服务申请问题、科技信息的集中采集和分散

配给问题、情报价值的个性化计算问题、平台角色的灵活适应性问题以及服务的

可嵌入性问题。在系统的设计和实现过程中，笔者围绕着上述 6个问题提出了相

应解决方案。

2.1 可扩展的体系结构问题

原有系统的体系结构如图 1所示。其中每一个新的监测服务都需要构建一套

独立的系统平台，配备相应的硬件设备，需要有独立的信息采集器、独立的领域

计算和独立的门户服务。这种结构不利于监测服务的灵活构建，特别是面对不断

增长的大规模、多类型用户的监测服务需求，这一线性扩展的体系结构几乎无能

为力。

图 1 前期独立采集、独立计算、独立服务门户的框架结构
笔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可扩展的体系结构，如图 2所示。新体系结

构的特点是“按需申请、统一采集、分散配置、个性化计算、定制化服务”。新

的体系结构提供统一的监测服务管理功能，可以让用户根据需要灵活申请新的领

域监测服务；在用户提交了需要监测的情报源之后，情报源进入监测数据采集中

心，统一由采集中心来进行采集；在采集到监测数据之后，系统自动根据每一个

应用所关注的情报源，将采集到的新信息分别配给不同的监测服务应用；各个监

测服务按照其语料和计算规则分别对所采集到的资源进行个性化的计算（如能源

领域的监测和资源环境领域的监测对于都来自美国能源部网站的同一条信息的

情报价值计算是不同的）；最终能够让用户在其监测应用平台上享受到的是一种

定制化的服务，用户所得到的信息正是按其所要求定制的、基于用户个性化语料

和规则计算的信息。



图 2 新的按需申请、统一采集、分散配置、个性化计算、定制化服务的系统框架

这一新的体系结构，理论上保证了在一套“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

之上，能够灵活方便地构建无限个领域的监测服务应用，为普惠型的战略情报监

测服务打下了重要基础。

2.2 灵活便捷的服务申请问题

为了构建一个新领域的监测服务应用，原有系统的做法是为其“搭建”一个

平台。这种“搭建”平台的模式，不能快速响应不同用户的情报监测需求，还带

来了系统的重复构建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了按需申请应用、按需

定制服务的“监测服务云模式”。为了构建一个新的领域监测服务，战略情报监

测用户只需向监测服务云“申请”一个监测服务应用，并在这一所申请的监测服

务应用中提交所要监测的战略情报源和战略情报监测语料，就可获得相应领域的

战略情报监测信息。具体工作模式如图 3所示。

为了实现这一服务模式，笔者为每个具体的领域监测服务自动分配一个监测

服务唯一标识，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中的几个核心功能，如领域监测信息源、

领域监测语料、所获取监测信息的计算方法等，都通过这一具体的监测服务唯一

标识与之进行关联。每一个核心功能将数据内容与框架结构分离，当用户产生新

的科技情报监测需求时，无论是面向学科、领域，还是面向特定专题，用户只需

要向平台提交创建自己的客户应用所需的结构化语料，通过勾选、配置不同的组

织模式，即可获取与其申请的学科领域监测服务唯一关联的框架结构，自动生成

一个基于 Web 的针对其领域的情报监测服务。

图 3 云服务模式下用户申请一个新监测服务的流程



在这种“按需申请”的监测服务模式下，战略情报监测用户不再“搭建”监

测系统平台，而是向“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申请获得一个相关服务。

因此平台能够快速响应不同用户的情报监测需求。同时，战略情报监测用户也无

需关注物理上的软硬件设备、系统安装、系统维护等工作，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

于所要监测的信息源、对监测信息的语料组织，以及监测信息的重要性判断规则

之上，整个流程简单透明，更好地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果。

2.3 资源集中采集和分散配给问题

原有的监测系统对于每一个监测领域，都需要单独为其配置一套采集系统。

另外，由于一些重要机构网站（如美国能源部等）常常是多个领域监测的目标网

站，因此原有系统平台存在着同一个网站会被重复采集的情况。这样不仅浪费了

计算资源，同时也会对网络和目标站点造成较大压力。为了节约资源和带宽，新

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采用了“集中采集、分散配给”的方式进行监测

信息的采集，以提高效率。

如图 4所示，“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构建统一的监测信息采集配

给中心，实现对各个监测领域所需的监测资源集中的采集管理。各个领域监测服

务将需要监测的目标站点提交给监测信息采集配给中心，监测信息采集配给中心

的中控服务器统一对这些目标站点进行管理，并根据站点特征合并重复的采集站

点和站点栏目。采集任务管理器根据每个监测领域对目标站点的采集频次要求，

一天之内按一定的频次，启动相应的采集任务。这些采集任务被分配给各个分布

式的采集器。各采集器从互联网上按要求获取目标站点的数据。所采集到的目标

站点的数据被统一存储到监测信息采集配给中心的数据仓储之中，经过数据的查

重对比等处理，识别出新的信息资源。之后，按照每个监测领域提交的目标站点

信息，分别分散配给相关的监测领域，以进一步实现特定领域的情报价值计算。

“集中采集、分散配给”的监测信息采集方案，通过统一的监测信息采集配

给中心能够支持多个不同领域监测的信息获取需求，除了节省计算资源、避免重

复采集、减少网络带宽占用之外，还能够有效降低采集系统的运营和维护成本。

图 4 集中采集、分散配给的监测信息采集方案



2.4 情报价值的个性化计算问题

同样一条科技信息对于不同领域的战略情报人员、科研团队或战略科学家而

言，其情报价值差异是非常大的。如前所述，“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

需要实现信息的集中采集，但是对于同一条新采集到的信息，则需要根据其配给

的特定领域监测进行单独的个性化的计算。在文
[9][13]
中，笔者提出了从情报来源

的权威性、情报的类型、情报中内容监测对象的重要程度、情报的科技相关度和

情报的主题相关度等 5个维度进行情报价值计算的计算方法，在“科技战略情报

监测服务云平台”中，需要将这种计算方法与特定的战略情报监测需求结合起来，

针对特定的战略情报监测用户的监测需要，来进行情报价值计算。

在“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中，笔者提出了基于个性化监测本体及

个性化权重体系的情报价值计算方法，来针对不同用户的情报价值取向来实现对

同一科技信息的情报价值计算。具体而言，相关的计算模型还是基于上述的 5

个维度来构建（即图中的 5维情报价值计算方法），在算法上还是采用一个通用

的情报价值计算方法。但在这一个通用的计算模型之上，笔者进一步实现了两个

方面的可配置性：即监测本体的可配置性（即这一监测领域关注的战略情报内容，

如某重大计划、某重大政策、某重要报告等）和指标权重体系的可配置性。在具

体的计算过程中，当每一条需要计算的网络信息，被配送给特定的监测领域之后，

系统调用这一领域的监测本体和这一监测领域的指标权重体系，计算这一条信息

中所包括的领域关注对象有哪些，以及这些关注对象通过权重体系计算所得到的

总值是多少，从而得出每一条网络信息对于这一领域的参考价值（通过星级表示，

五星标识为最重要，无星则表示没有太多价值）。

通过这种“基于个性化监测本体及个性化权重体系的情报价值计算方法”，

能够在不改变原有系统 5维情报价值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基于个性化监测本体及

个性化权重体系的动态配置和调用，计算出每条科技信息对于不同监测领域的情

报价值，实现更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情报监测服务。

图 5 基于个性化监测本体及个性化权重体系的情报价值计算方法
2.5 平台角色的灵活适应性问题

“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的用户类型有战略情报团队、学科化服务



团队、研究所图书馆、科研群组、具体研究人员等。不同用户有着不同的服务要

求。对于同一条重要科研信息，具体的科研用户只需及时了解这条信息即可；科

研群组则可能需要将这条信息转发到其群组平台之上以引起团队的关注；学科服

务团队或研究所图书馆可能需要进一步对这条信息进行编译报道，以提供给科研

人员；而对于战略情报团队，则可能需要将这条信息纳入到其快报产品之中。

图 6 基于角色划分的监测服务定制方案
针对这种多样的用户需求，“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提出了“基于

角色划分的监测服务定制”的方案。它针对用户的需求差异，对用户角色进行区

分，对功能模块进行细化封装，构建可灵活定制的服务，以适应多种角色的各类

需要。在具体实现上，如图 6所示。平台提供用户角色定义、战略情报监测工作、

系统功能支撑的三组列表，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情报监测工作的要求，定

义自己的角色类型，灵活组合裁剪所需的系统功能。

2.6 服务的可嵌入性问题

构建“监测服务云”的一项重要要求就是所提供的云服务能够方便地嵌入到

用户的平台之中。在实际的科学研究、情报研究、学科服务之中，用户往往已经

使用了相关平台以支撑其业务和服务工作。如一线科研用户，他们希望将监测到

的与其相关的科研动态信息反映在其团队的科研群组平台之上；研究所图书馆用

户希望将相关的信息在研究所文献服务平台上反映；而一些支撑特定领域情报网

服务的用户，希望利用监测信息来支撑其动态信息发布；而一些情报研究和学科

化服务团队，还希望能够将监测到的相关信息利用规范的格式导出，以进一步利

用第三方战略情报工具来实现情报加工或数据分析。

“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针对上述需求，提出了构建开放式可嵌入

监测云服务的方案，让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能够无缝嵌入到用户的工作环境之

中。开放式可嵌入监测云服务，以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为基础，在其上

对相关的业务逻辑进行封装，并提供可嵌入式的服务接口，如图 7所示。

在业务逻辑方面，开放式可嵌入监测云服务主要实现了调用者的服务申请、

所需监测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所需监测数据的批量下载等三项功能的封装，并在此

基础之上提供规范 Web Service 开放接口、客户端 API 接口（Java）和支持 XML

输出的简单 URL 接口等三种类型的接口，以供被嵌入系统灵活选用。各调用系统

（科研群组平台、研究所文献服务平台、特定领域情报网）只需提供领域、时间



周期等调用参数，开放式可嵌入监测云服务就能自动地随时将符合条件的科技监

测信息资源，以接口所规定的格式提供给调用系统。调用系统可将这些科技监测

信息资源灵活地嵌入到自己的服务平台。开放式可嵌入监测云服务还向用户提供

了个性化定制内容的下载嵌入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筛选所需的科技监测

图 7 开放式可嵌入监测云服务
信息资源，开放式可嵌入监测云服务可以按 XML、EXCEL、TDA 等格式，提供相应

数据的定制下载服务。所需信息可通过定制邮件的方式定期推送到目标邮箱，也

可以直接下载到用户的应用环境。用户可以进一步利用第三方战略情报工具来实

现数据的分析和加工，从而开展更为深度的战略情报监测服务。

3 系统实现及应用效果

在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基础之上，笔者设计和实现了新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

服务云平台。新的系统平台基于可扩展的体系结构，可以灵活支撑各类用户的持

续扩展；基于“按需申请”模式，能够方便地实现战略情报监测服务功能的按需

申请；构建了统一的监测信息采集配给中心，能够实现科技战略情报信息的集中

采集和分散配给；基于个性化监测本体及个性化权重体系来实现对科技信息的个

性化的情报价值计算；平台解决了各种类型用户的适应性问题，可以按用户需求

实现功能定制；为了构建围绕战略情报用户和科研用户的服务云，平台能够方便

地嵌入到各类开放系统平台之中。图 8-图 10 分别展示了系统在服务申请、集中

采集与分散配给、嵌入第三方平台方面的实现和应用情况。

这一平台的实现，将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系统做成了一种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的

服务云。用户通过申请就能获得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的相关服务。在用户使用服务

的过程中，用户不需要了解服务背后的平台构成、如何获取具体的科技战略情报

信息等技术细节，而只需要将精力集中于自己所关注领域战略情报信息源和相关

计算分析语料的配置之上，按需定制自己的资源组织模式，根据自身角色需求选

用相应的服务功能，就可便捷、灵活地持续获取到自己所关注的科技战略情报信

息，并基于监测云平台利用这些情报信息进行深层的战略情报分析服务。

这一平台自 2014 初已投入实际运营。在不到 4个月的时间内，这一平台已

经快速支撑起了我院 7个战略情报研究团队、4个研究所图书馆和 2个研究所科

研团队的战略情报监测服务。平台开放灵活的特性受到了上述用户的广泛好评。

相关的战略情报研究团队已经开始利用这一平台开展常规的领域动态监测和快



报加工编辑工作，而研究所一线科研团队也形成了利用此平台获取领域最新科研

动态的模式。另一方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情报中心（NSTL）已经将这一平台作

为其支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学科化服务的一个重要服务平台，正在其上建设 10

个重要领域的领域信息服务门户。

图 8 灵活便捷的服务申请与当前服务列表

图 9 资源集中采集与按领域分散配给



图 10 “情报监测服务云”嵌入青岛生能所“热化学转化”团队的群组平台
4 总结

按照建设目标，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原有科技战略情

报自动监测平台的优化升级，将原有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的系统平台支撑扩展建

设成为一种可以普惠我院战略情报人员和科研人员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

总结起来，这种新的按需申请、灵活定制、集中采集、分散配给、普惠服务

的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有着以下特色和优势：

（1）按需申请的服务应用。用户不需要再去“搭建”一个系统平台，而只

通过“申请”和“定制”，就能够获得一个科技战略情报自动监测的服务应用。

战略情报监测用户没有必要再去关注服务之下的具体软硬件技术细节。这极大地

降低了战略情报自动监测的应用门槛。

（2）外包式的监测数据获取服务。在这种云服务模式下，监测信息资源的

采集功能实现了外包。监测用户只需提交自己关注的情报源（网站及栏目），相

当于将监测信息资源的采集功能“外包”给了监测云平台的采集配置中心。采集

配置中心在专业人员的支持下，能够及时可靠地将用户所需的监测信息资源返回

给用户。这种外包式的监测信息资源采集特点提高了用户体验效果。

（3）高效合理的监测信息资源采集模式。基于“集中采集、分散配给”的

监测信息采集配给中心，节省了计算资源，避免了重复采集，减少了网络带宽占

用，降低采集系统的运营和维护成本，特别降低了由于高频重复采集某些网站，

而被这些网站“封杀”的风险。

（4）普惠的战略情报监测服务支持能力。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采

用了新的体系结构，从理论上保证了在一套“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之

上，能够灵活方便地构建无限个领域监测服务应用。这一平台提供了普惠性的战

略情报监测服务支持能力。

（5）灵活可配的个性化监测计算方法。平台针对各个监测应用的不同，提

供了个性化监测本体及个性化权重体系的灵活配置能力，并实现了“基于个性化

监测本体及个性化权重体系的情报价值计算方法”，能够实现更有针对性和个性

化的情报监测服务。提高了平台的领域适应能力。

（6）多类型用户的灵活应用。平台“基于角色划分的监测服务定制”方案。

可以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情报监测工作的要求，定义自己的角色类型，灵

活组合裁剪所需的系统功能。提高了平台的用户适应能力。

（7）具备开放可嵌入的云服务能力。平台以开放可嵌入第三方系统为一个

重要目标，对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的重要业务逻辑进行了封装，并提供可嵌入式的

服务接口。基于多种服务接口，能够将科技战略情报监测的服务云方便地嵌入到

用户的其它平台之中。

（8）实现了更加高效合理的软硬件平台应用。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

台减少了软硬件系统的重复投入，能够基于同套软硬件平台支持了大量不同类

型、不同领域的战略情报监测服务需求，实现了软硬件平台应用更合理高效的应

用。

面向未来，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一方面需要通过服务体系的建设，

不断提升服务的支撑能力，让更多的用户能够基于这一云平台，获取战略情报监

测服务；另一方面，科技战略情报监测服务云平台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战略情报监

测分析计算中的相关薄弱环节，提高针对不同用户的战略情报监测服务质量，让

这一平台的战略情报监测资源、战略情报计算分析工具、各类监测服务功能能够



坚实地服务用户，让监测服务云真正惠及决策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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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靖：重点对云平台的“统一的监测信息采集配给中心”进行了实现。完成了 2.3节内容的
初稿撰写。

钱力：重点对云平台系统的可视化分析功能进行了实现。参与了部分论文的修改完善。

张敏：重点对云平台的用户服务系统和后台管理进行了实现。参与了部分论文的修改完善。

于改红：重点对云平台的服务申请和语料管理进行了实现。参与 2.1节初稿内容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