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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卷调查背景 

在数据密集型科研环境下，大量开放文献或网络资源的数据已被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利

用，用于做研究、做文章，重新发现更多的研究成果。在学科馆员对我院科研人员的需求调

研中，发现科研人员对数据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很多科研人员表示，在进行科学研究、

撰写论文过程中，有利用数据的好想法，却不知道到何处获取可靠的数据源；有数据需要处

理，由于数据类型和数据数量太大却没有技术方面的支持，而束手无策；与 IT 公司合作，

因为技术人员没有相应的学科背景而导致沟通不畅，且收费昂贵。 

二、 问卷调查目标 

数据定制服务，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面向科研人员的数据需求，基于当前快速发

展的开放信息资源，为科研人员打造的个性化数据服务，在近期正式推出。本次调查的目标

在于较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科研人员在数据利用过程中的问题和需求，为该项服务的顺利开

展提供依据。 

三、 问卷回收情况统计 

本次调查面向中科院各研究科研人员，回收样本总数为 640 份，通过分析填写自己所在

研究所的问卷，来源于 65 个研究所，各研究所的答题参与人数如下图所示（考虑篇幅，图

中略去了未填写来源研究所和参与人数<5 的情况）： 

 



四、 调研结果分析 

1、 大多数受调查者知道有科研人员利用数据挖掘或分析方法来发表论文 

 

在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的科研人员中，知道有科研人员利用数据挖掘或分析方法来发表论

文的占到 71.25%，同时也有将近 30%表示不了解，剩余 1%的人未填写。可见，知道有科研

人员利用数据挖掘或分析方法来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占大多数。 

2、 在科学研究中，科研人员最常用到的数据类型为文献中出现的数据、原始实

验数据（包括观测数据）以及网络信息中的数据 

 

对于被调查者而言，科研过程中最常用到的数据类型为文献中出现的数据和原始实验数

据（包括观测数据），均占比 80%以上；其次是网络信息中的数据，占 46.56%；社会调查数



据和商业数据也有部分科研人员用到，分别占 26.09%和 16.56%；有 10%左右的科研人员表

示不需要大量数据。 

另外，5%的受调查者用到了其他类型的数据，类型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1） 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公共服务行业数据、经济数据、产业数据、新闻广

播中的统计数据； 

（2） 专业数据库，例如晶体结构 ICSD； 

（3） 研究报告、年报； 

（4） 计算模拟数据、网络开源代码数据、计算服务器计算得到的数据； 

（5） 古籍文本数据。 

3、多数科研人员表示，有同行发表数据挖掘和分析相关文章，并且也对这

种研究方法感兴趣 

 

近 65%的科研人员对基于大量科技数据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感兴趣；另外，近 30%的

科研人员不了解同行是否有这样的文章，但是却对该研究方法感兴趣；其余人员则感觉工作

中不需要太多数据，对此不感兴趣。 

4、科研人员在利用大量数据时，常遇到的困难是，由于数据量庞大且缺乏

规律，不知道如何整理，以及缺少高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工具 



 

在科研人员利用大量数据所面临的困难中，由于数据量庞大且缺乏规律，不知道如何整

理，以及缺少高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工具，这两个问题是科研人员遇到最多的困难，

均占比 60%多。其次是数据来源的问题，57.66%的科研人员表示不知道从哪儿找到或获取

所需要的数据，找不到合适的数据提供方；42.66%的受调查者由于不具备数据分析处理技

术，因此在利用数据过程中遇到困难；36.25%的受调查者表示，虽然有利用数据的想法，

但是还没想好，找不到合适的机构进行咨询。另外，还有 10.94%的受调查者反映，与 IT 公

司的技术人员沟通不畅，或者他们收费太高，造成了他们在利用数据时的困难。 

其余有少量科研人员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困难，例如： 

（1） 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可视化等质量、功能问题； 

（2） 缺乏公认的专业数据库，由于专业力量和资助力度不够，国内机构很难实现对

数据的高效管理和专业数据库的构建； 

（3） 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一方面不知道如何全面获取数据来源，另一方面

逐一收集整理的话太耗费时间，出科研成果较慢； 

（4） 目前一些数据利用被设置了人为障碍，越来越趋向一种商业行为，有些数据按

照单个收费，收费特别高。 

5、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通常就只是依靠人工下载、积累的方式获取数据 

 



高达 83.59%的科研人员只能依靠人工方式，一点一点下载、累积来获取数据；有 20.47%

的科研人员会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寻求信息服务机构或技术人员的帮助获取数据；不到

10%的受调查者会选择向商业机构购买数据；另外，有 26.32%的受调查者则表示感觉困难，

就放弃了获取数据。 

少量科研人员采用了其他方式来获取数据，包括： 

（1） 通过自己所在单位或文献情报中心搜集数据； 

（2） 自己通过实验、仪器、计算、编写代码获得； 

（3） 自己通过一些专业网站、国内外数据库等数据源获得。 

6、大多数人不了解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可以提供数据利用的相关服务 

 

83.59%的科研人员不了解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可以提供数据利用的相关服务，15.63%

的科研人员了解这项服务，其余受调查者则不关心或未填写。因此，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中科

院文献情报中心正在提供的数据利用服务。 

7、科研人员最希望的数据服务形式为按照其需求，提供数据整理加工和数

据挖掘分析的服务 



 

科研人员对数据服务形式的各需求所占比例较为一致，占比最多的为按照科研人员的想

法和需要，提供数据整理加工和数据挖掘分析，分别为 65.63%和 59.22%；其次，对相关技

术培训和技术支持工具的需求也均占到 50%多；批量数据定制获取和数据利用咨询方面的

服务需求也占至 50%左右。 

另外，部分科研人员还提出了其他服务方式，例如： 

（1） 提供原始数据； 

（2） 提供专业数据库等公认的数据源； 

（3） 提供邮件定制等数据推送服务。 

8、对于数据获取服务，受调查者最希望的合作方式为面向中科院科研人员

提供非赢利性服务 

 



科研人员期望的数据获取服务合作方式，所占比例较高的为面向中科院科研人员提供非

赢利性服务（79.69%），以及先免费试点，然后逐步合理收费（63.13%）。其次是根据数据

量计算服务费用，占到 32.19%，还有 5.31%的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收取固定服务费用的方式

来合作。另外，少量受调查者还提出了其他方式，例如，提供类似手机话费套餐的按需选择

定制方式，以及在文献中提及或重点致谢的非赢利方式。 

9、科研人员普遍对数据服务成果的保密及期限有要求，但对于成果的归属

问题看法不同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科研人员普遍对数据服务成果的保密及期限有要求，然而其中，

42.97%认为成果应归属服务双方，但需设置保密期，另外 41.56%认为成果属于委托人，保

密期至少 1 年。13.44%的受调查者对数据服务成果的保密及期限无要求，认为成果归属服

务双方。另外，还有部分科研人员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 

（1） 如果付费的话，成果全部属于委托人；如果是公益性质的，则归属于双方； 

（2） 不设置保密； 

（3） 不同的领域应设置不同的管理方法； 

（4） 通过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相关的保密事宜。 

10、中科院研究所大多数科研人员希望能够提供数据服务 

 



在参与问卷调查的研究人员中，558 位希望能够为其提供数据服务，占 87%；只有 7 位

表示暂时不需要此服务；另外，74 位未填写，1 位不清楚服务内容。可见，中科院研究所大

多数科研人员对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提供的数据服务有意愿。 

11、中科院研究所大多数科研人员愿意参加本次提供的免费服务 

 

本次问卷调查将根据被调查者的领域和需求，筛选并提供两个免费服务席位。有 81%

的科研人员表示愿意参加本次提供的免费服务，6%暂时不参加，1%则不确定，视情况而定，

12%未填写。可见，中科院研究所大多数科研人员愿意参加本次提供的免费服务。 

12、科研人员对数据服务的期待 

科研人员对数据服务的期待大致可分为以下方面： 

（1） 对大量数据的基础性处理，如统计、分类、筛选等数据预处理； 

（2） 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综合的数据分析和文本挖掘； 

（3） 抓取领域专业网站或数据库等特定数据源的数据并提供数据处理、加工、定制

服务，例如将统计年鉴数据加工成可查询、方便检索的指标； 

（4） 将具体较抽象的查询需求，逐步缩小范围直到检索到信息点，并书写出调研报

告； 

（5） 提供开放数据源、数据分析工具或软件、开放接口、开源算法； 

（6） 提供大数据服务方面的介绍讲座，相关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或工具的培训、指

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