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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研究范式和一流高校数据
服务支撑体系研究

———首届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综述

□崔海媛∗　罗鹏程　赵静茹　聂华　王继民　张久珍

　　摘要　数据驱动研究已成为全学科研究范式,数据服务也已成为高校师生最需要的新服务.
通过调研国内外数据驱动研究比赛情况,介绍首届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新研究大赛参赛情况,对

组织过程、评选方法、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研究各学科数据驱动研究方法

的特点和趋势,提出高校数据驱动研究服务支撑体系,为推动数据驱动研究范式和建设高校数据

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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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赛组织

２０１３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１],２０１６年被称为

“人工智能元年”[２].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数
据的价值受到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为了培养数据人才,很多高校与学会举办了数据大

赛,如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大数据与计算智能大

赛”[３]、清华大学的“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

据挑战赛”等[４].为了吸引数据人才解决热点和难

点问题,大量竞赛平台在产业界涌现,Kaggle[５]、

DataCastle[６]、阿里巴巴天池大数据竞赛[７]等平台吸

引了数以万计的数据人才参与.为了推动研究和大

数据产业发展,某些省市政府近年来也举办了一些

有影响力的数据比赛,如贵州省的“中国国际大数据

挖掘大赛”[８]、广东省的“广东政务数据创新大赛”[９]

等.在图书情报领域,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开放数据

应用开发竞赛”,通过面向全社会征集以开放数据为

基础的优秀移动应用产品原型和服务创意,以期充

分释放人文数据的价值[１０].
以上数据类比赛主要是算法模型和应用创新类

大赛,且大多集中在计算机科学相关领域,缺乏全学

科的、研究性的比赛.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快速发

展的环境下,数据驱动研究已经渗透到所有学科,需
要面向全学科、研究性的数据比赛来促进高校的教

学和科研.与数据受到高度重视相对应,国内研究

数据本身的开放程度和管理水平还存在不足,数据

管理意识也急需提升.为了促进高校学生基于数据

进行研究,提高学术创新能力,促进研究数据的保

存、共享和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南海大数据应用研究院主办,联合国家信息中

心等多家机构,合作组织了“首届全国高校数据驱动

创新研究大赛”[１１](以下简称“大赛”).大赛一经发

布便吸引众多学生参赛报名,在全国高校范围内产

生了较大影响.
本文对大赛的组织和参赛情况进行介绍;分析

参赛论文选题,以及数据驱动研究方法在各学科的

现状与趋势,揭示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对各学科的

影响;同时,还对数据驱动研究服务支撑体系的设计

提出建议,为高校数据驱动研究和服务体系建设提

供参考.

１．１　实施过程

大赛实施过程主要包括以下５个部分:

①大赛策划:２０１７年９—１１月.组织团队对国内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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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多个重要数据比赛进行调研,对校内多个院系的１６
位老师访谈需求,并结合数据服务,设计大赛方案.

②宣传报名: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０１８年１月

１５日.大赛通知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正式发布,并
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包括社交网络(如微信、微
博)、新闻媒体(如北京大学主页和新闻网、图书馆主

页、微信公众号)、各高校图书馆(通过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成员馆)、合作机构(如北京大学社科

调查中心领域内院校宣传)、海报展板、线下多渠道

动员等.同时举办启动与培训会、大赛咨询等相关

工作.这一期间,有近４万名用户访问了大赛主页,
最终吸引了来自全国１６９所高校的１８９２名同学报

名参赛.

③成果提交与评审: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８
年３月２２日.报名结束后,来自１２１所高校的９６８
名同学成功提交了作品.为了保证评审的客观、公
正,组委会邀请国内各领域知名专家任指导委员会

委员,同时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科学院等近１０所著名科研机构的２５位专家担任评

审委员会成员.评审原则以选题价值、创新性、论证

严谨性、工作量、规范性与数据原创性作为标准,每
篇论文需经过查重、形式审查、两位专家初审、专家

复审.最终,共有１３支队伍进入现场答辩,１２０支

队伍获得优秀奖.

④现场答辩(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现场答辩在

北京大学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分馆举

行,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信

息中心、腾讯研究院等１０所机构的１３名专家作为

答辩专家组成员.通过参赛队员的演讲展示、专家

提问等环节,最终确定了特、一、二、三等奖得主.

⑤京陵峰会展示(２０１８年５月５日至２０１８年５
月６日).大赛特等奖、一等奖得主受邀在“第二届

京陵大数据高峰论坛”主论坛介绍研究成果,二等奖

得主在“数字中国”分论坛介绍研究成果.大赛参赛

作品受到与会专家、企业代表的广泛好评,为大赛赢

得良好口碑.

１．２　参赛情况

本次大赛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共
吸引来自北京大学等全国１６９所高校的１８９２名同

学报名参赛,共有５９３组队伍,其中本科生３９２组、
研究生２０１组,平均每组队员３．１９人.在参赛报名

学校中,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人数众多,分别为１９０
人、１４６人.在参赛报名的学科中,共涉及了５６个

一级学科,其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报名队伍

最多,达到１０２组,其次是应用经济学,达８４组.
最终,来自１２１所高校的９６８人(共２８９支队

伍)成功提交了参赛作品,在成功提交作品的学校

中,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人数最多,分别达

到１３９人、８３人、３８人.图１给出了成功提交作品

人数最高的前２０所高校,从图中可以看出,至少有

２０所高校成功提交参赛作品的人数在１０人以上,
部分高校在报名阶段人数众多,但最终成功提交作

品的人数却很少.在成功提交作品的学科中,共涉

及４５个一级学科,图２给出了成功提交作品最多的

前２０个一级学科.从图中可以看出,图书馆、情报

和档案队伍最多,达到５９组;其次是应用经济学、社
会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也分别

达到５０组、２７组、２３组、１９组、１９组.

１．３　数据使用情况

大赛期间,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以下简

称“开放数据平台”)[１２]的日均访客量、页面浏览量

提升１０余倍,分别达到５４９人、３７９３页,注册用户

量与数据下载量均增加了４倍多.参赛队员在平台

中提交了约１７０个数据集.

图１　成功提交作品的参赛队员高校分布情况(TOP２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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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成功提交作品的参赛团队一级学科分布情况(TOP２０)

图３　平台已有数据使用情况

　　在通过形式审核的２３３篇论文中,有１０３篇论

文使用平台已有数据,１３５篇论文使用自带的原创

性数据,同时使用平台已有数据和自己原创数据的

共有５篇.图３统计了平台已有数据在本次大赛中

的使用情况.从图３可以看出,参赛队伍共使用了

１８个平台的已有数据集.使用量最多的为中国健

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达到２８队;其次是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达到２２队;佰职公开职位大数据信息、互联

网招聘网站数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使用量也较多,均达到９队.

　　参赛队伍使用数据情况与笔者前期调研情况表

明:数据已是全学科研究的基础,研究者需要高质量

的大数据提交、发布和研究服务平台;高质量的调查

数据、招聘数据与社交媒体数据仍是人文社科经济

学领域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数据.

２　参赛论文分析

以２８９篇参赛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分析,
从总体上研究各学科基于数据驱动研究的选题.针

对１３３篇获奖论文[１３],依据参赛作品数量和学科类

别,将提交的论文归属到计算机、理工农医、人文社

科、经济管理与图书情报５个领域,分别分析其研究

主题与方法,研究各学科在数据驱动研究领域的研

究现状与数据需求特点.

２．１　研究主题分析

利用百度 AI开放平台语言处理基础技术[１４]中

词法分析接口,对２８９篇参赛论文的标题进行分词

处理,统计各标题中名词和动词出现的频次,结果如

表１、表２所示.从中可以发现,“数据”一词出现的

次数最多,高达６８次,充分反映出参赛队伍紧扣“数
据驱动”的大赛主题.对表中数据进行总结,可以发

现各参赛队伍注重数据分析,关注于“网络”“信息”
“老年人”“家庭”“教育”“招聘”“企业”等主题的“影
响”“因素”“行为”“特征”等方面的“分析”“挖掘”“预
测”“实证”研究等.

利用百度 AI开放平台语言处理基础技术中短

文本相似度接口,计算参赛论文标题两两之间的相

似度,再利用scikitＧlearn[１５]中谱聚类算法对论文标

题进行聚合(尝试了不同参数,最终选择８个类).
从聚类结果中发现两个类有明显含义:一个是关于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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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和“养老”主题的研究(共有４２篇论文),另
一个是关于“招聘”和“人才”主题的研究(共有２４篇

论文).从表１和表２中相关名词、动词的出现频率

可以观察到,这两个主题确实涉及较多论文.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生活满

意度、养老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大赛中

关于这一主题的众多成果可以看出,学术领域十分

重视对这一社会问题的研究.招聘和人才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同学们以后会面临的问题,
参赛作品涉及这一主题的论文较多,反映出同学对

此的关心.
表１　标题中名词出现次数排名(频次５以上)

名词 频次 名词 频次 名词 频次 名词 频次 名词 频次 名词 频次

数据 ６８ 中 １３ 方法 ８ 大数据 ７ 技术 ６ 模式 ５

因素 ３３ 模型 １２ CHARLS ８ 用户 ７ 互联网 ６ 聚类 ５

例 ２６ 需求 １２ 系统 ８ 情况 ７ 领域 ６ 收入 ５

下 ２３ 文本 １１ 热点 ８ 微博 ７ 视角 ６ 学生 ５

实证 ２１ 中老年 １０ 人才 ８ 知识 ７ 科学 ６ CFPS ５

国 ２１ 信息 １０ 状况 ７ 环境 ６ 农村 ５ 情感 ５

老年人 １９ 企业 ９ 城市 ７ 机制 ６ 子女 ５
机器

学习
５

家庭 １６ 社会 ９ 经济 ７ 心理 ６ 资本 ５ 金融 ５

网络 １６ 特征 ９ 人 ７ 关系 ６ 市场 ５

行为 １６ 现状 ８ 行业 ７ 职位 ６ 政策 ５

表２　标题中动词出现次数排名(频次５以上)

动词 频次 动词 频次 动词 频次 动词 频次 动词 频次 动词 频次

研究 １０４ 预测 １９ 基于 １３ 可视化 ８ 创新 ６ 追踪 ６

分析 ９６ 挖掘 １６ 发展 １１ 养老 ８ 消费 ６ 探究 ６

影响 ５９ 调查 １５ 教育 ９ 评价 ７ 参与 ６ 应用 ５

为 ２９ 招聘 １４ 服务 ８ 识别 ７ 利用 ６ 相关 ５

构建 ５

２．２　计算机学科

通过形式审核的计算机类论文共有１９篇,其中

１篇获得特等奖,１篇获得二等奖、另有９篇获得优

秀奖.这些论文主要以现实需求为背景,利用机器

学习、数据挖掘等方法解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史

嘉彤等的论文«AASC:基于 Logistic曲线与深度回

归的众筹项目建议自动生成系统»,以众筹项目的成

功性预测和资金募集持续时长的建议为目标,收集

Kickstarter中众筹项目数据,利用深度回归和四变

量逻辑回归(Logistic)构建了预测模型.论文立意

新颖、论证合理、分析深入、数据规范,具有较好的应

用前景,得到初审、复审、答辩专家的一致认可,最终

获得特 等 奖.中 山 大 学 张 驰 俊 等 的 论 文 «基 于

GBRT的电影日票房预测建模»,以电影日票房预测

为目标,收集电影资讯网站中的影片属性、用户评论

以及演员百度指数等数据,利用梯度渐进回归树构

建了预测模型.论文思路清晰、数据收集得当、特征

分析详实,具有创新性和应用价值,经过现场答辩获

得二等奖.
其他参赛队伍有从校园生活入手,基于校园大

数据构建学生画像,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奖助

学金预测、失联预警、成绩预测等;有以可穿戴设备

人机交互需求为背景,利用智能手环收集运动数据、
构建特征,使用机器学习分类算法实现手势识别,并
应用于游戏控制.还有使用支持向量机算法对股票

进行预测,使用关联规则、K均值聚类等数据挖掘方

法对招聘数据进行分析,使用主题模型、情感分析等

文本挖掘算法对微信公众号、学生评教文本进行分

析.也有算法设计与实现类的论文,如社交网络中

意见领袖识别算法.
通过对计算机类的参赛论文的分析可知,目前

计算机学科领域数据驱动的研究集中于深度学习等

机器学习类算法、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算法的研究

与应用.在大数据驱动下,深度学习是当前计算机

领域的热门研究.

２．３　理工农医学科

通过形式审核的理工农医类论文共有３５篇,其
中１篇获得一等奖,１篇获得二等奖,１篇获得三等

奖,另有１７篇获得优秀奖.这些论文均从各自学科

领域的问题出发,基于数据进行问题分析、模型改进

等工作.北京大学吴瑶等的论文«中国人群的心血

管发病风险及预测»,通过利用“中国健康养老追踪

调查”中的居民健康相关信息,对三种心血管发病风

险预测模型进行了评估.并在评估的基础上,筛选

出相关危险因素,建立新的预测模型并进行相关检

验.该研究选题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
通过现场答辩得到专家认可,获得一等奖.浙江大

学 陈 万 成 等 的 论 文 «基 于 数 据 挖 掘 方 法 的

HEDONIC房屋价格评估模型———以美国城市西雅

图为例»,以基于数据的自动房屋价格评估为目标,
将随机森林、神经网络、K最近邻三种数据挖掘算法

与 HEDONIC模型相结合,得到了效果更优的模

型.该研究选题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在模型算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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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定的创新,经过现场答辩获得二等奖.首都

医科大学张莹等的论文以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临床实验数据为基础,针对霍夫曼(Hoffmann)方法

选择数据方面存在主观性的不足进行了分析研究,
经过现场答辩获得三等奖.

其他参赛队伍有以保健食品本体构建为目标,
通过获取中药材网站、百度百科等数据,综合利用自

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半自动地构建本体.有从提升高

速公路管理运营效率为出发点,构建绿色通行车辆

画像,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设计实现假冒绿通车识别

系统.有以南京紫金山西麓中山植物园内南方红豆

杉为对象,采集相关数据,量化南方红豆杉与邻近木

之间的竞争状况,分析种群的更新方式以及林分结

构与植株生长之间的关系.还有基于统计、GIS等

分析方法对老龄人口常见疾病发病率和环境因素进

行时空探索分析;有基于电子鼻技术和机器学习方

法识别中药种类和产地;也有结合国家战略,利用大

数据方法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石油运输发展.
通过对理工农医类参赛论文的分析可知,目前

数据驱动的研究聚焦于本学科研究问题,从各种途

径采集并分析数据,研究分析方法主要来自各领域

研究提出的模型和统计学方法.此外,部分研究论

文也开始使用计算机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将机器

学习、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应用于本学科

问题解决.

２．４　人文社科学科

通过形式审核的人文社科类论文共有５２篇,其
中２篇获得三等奖,另有２８篇获得优秀奖.北京大

学周丽玮等的论文«大数据视阈下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大

气污染治理政策对“雾霾”网络舆论的影响»,基于

PM２．５观测数据、新浪微博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情
感分析等技术手段,比较了近年来雾霾治理的成效

以及与网络舆论间的关系.该研究选题较为新颖,
有一定应用价值,经过现场答辩,获得三等奖.南京

大学贺鲲羽和中南大学彭圣钦的论文«教育获得的

多代传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０年数据的分

析»,基于开放数据平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

据,运用偏比例优势模型估计祖代的教育程度对孙

代学习进度的影响效应.该论文方法严谨、撰写规

范,经过现场答辩,获得三等奖.
其他参赛队伍有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的分层负

二项回归模型,考察高速公路建设与制造业企业进

入退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

资料库,利用社会网络社群发现方法分析宋朝元祐

年间文人和政治人物之间关系;也有分析北宋熙宁

变法中变法派与保守派代表人物的社会关系,探究

熙宁变法与朋党政治之间的关联.有以北京市近年

的第三产业比重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

神经网络进行分析和预测.还有利用中国健康与养

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数字鸿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
通过对人文社会科学类参赛论文的分析可知,

目前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统计学为基础,运
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手段分析问

题.部分参赛论文也会融合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

习、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总体来看,这类方法使用的

还不是很广泛.这表明人文社科领域的数据驱动研

究方法,仍需要进一步与计算机学科更深度交叉融

合,应用计算机最新研究技术,产生更具创造性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２．５　经济管理学科

通过形式审核的经济管理类论文共有７４篇,其
中１篇获得二等奖,２篇获得三等奖,另有３９篇获

得优秀奖.东北财经大学张梦吉等的论文«引入新

闻短文本的个股走势预测模型»,选取与股价有强相

关性的资金流向、公司财务指标等定量数据,同时引

入深度学习模型自动提取新闻事件数据,建立个股

走势预测模型.该论文选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数
据分析方法科学且有一定的难度,经过现场答辩获

得二等奖.武汉大学王宠霖等的论文«数据驱动下

的股票市场短期预测»,通过多种途径采集数据,比
较分析了传统统计分析方法、逻辑分类以及深度学

习对一分钟高频交易股价变化趋势预测的效果.该

论文选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经过现场答辩获得三

等奖.南开大学温旭东等的论文«捕捉“隐形的篮

子”———微观经济智能决策系统»,利用大数据、机器

学习相关方法,融合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行业发

展、投资情绪、天气因素、地理特征等多样化数据,构
建了微观经济决策系统,并对其中的工资波动预测、
股票智能推荐、投资组合三个模块进行分析.该研

究使用多种数据源、工作量较大,具有一定的市场转

化价值,经过现场答辩获得三等奖.
其他参赛队伍,有采用社会网络方法对招聘求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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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互联网招聘职位与求职者的

优化匹配.有采用文本聚类、情感分析、机器学习等

手段分析微博数据,研究北京市群租房问题.有基

于电商商品及网店数据,使用数据可视化、回归模型

挖掘商品和商家之间的关系,帮助商家寻找适合的

盈利模式.有基于重型货车北斗车联网数据,通过

地图可视化及聚类方法对危险报警行为进行区域分

析.有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位特征与投资项

目信息,用机器学习模型推荐适合投资的国家.还

有通过构建知识图谱的方式对互联网行业招聘数据

集进行挖掘,分析人才需求并为应聘者提出建议.
通过对经济管理类参赛论文的分析可知,目前

数据驱动研究方法中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方法应

用得较多.在经济管理中,有许多可以根据历史信

息预测未来发展变化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适

合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因此,许多经济管理类的

参赛论文都或多或少使用了最近较热门的深度学习

等机器学习方法.

２．６　图书情报学科

通过形式审核的图书情报类论文共有５３篇,其
中３篇获得三等奖,另有２７篇获得优秀奖.武汉大

学周莉娜等的论文«中文诗歌知识图谱构建与服

务»,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古代史知识库等

数据为基础,进行数据抽取和知识融合,构建中文诗

歌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实现诗歌知识查询、语义检

索、智能问答等功能.知识图谱是图情领域的研究

热点,经过现场答辩,该论文获得三等奖.合肥工业

大学江仔玲等的论文«社会化阅读环境下阅读内容

计量研究———以阅读推广类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为

例»,基于清博指数大数据平台采集阅读推广相关微

信公众号数据,通过统计分析、信息计量等方法对公

众号文章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获得三等奖.北京大

学李洪伟等的论文«基于时序狄利克雷过程主题模

型的数据挖掘分析———以知乎求职话题为例»,以知

乎“求职”话题下用户原创文章为数据源,通过基于

时序狄利克雷过程的主题模型,对话题热点和时序

演化情况进行了剖析,获得了三等奖.
其他参赛队伍有利用情感分析、文本聚类、主题

模型等手段分析网络大数据,探究江南古镇旅游形

象的同质化问题.有以科学引文索引 (WebofSciＧ
ence)网络版中特定领域文献数据为基础,通过文

献计量方法分析跨学科领域的演化情况.有利用共

引文献数量、引文位置和顺序等信息设计论文查重

算法,提高查重检测效果.有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等

工具,实现古代京官籍贯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呈现与

诠释.有利用情感分析、聚类和主题模型分析双十

一微博话题热点和情感倾向的变迁.有以微博中

“祈福锦鲤”的转发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统计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手段分析吉祥物转

发祈福的用户行为特征.还有以国内外健康问答社

区的数据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等手

段识别用户的信息需求.
通过对图书情报类参赛论文的分析可知,目前

数据驱动研究方法以自然语言处理、文本挖掘、数据

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计算机类方法为主,同时也包

含统计分析、信息计量等手段.在图书情报领域,无
论是网络用户行为分析、知识组织与管理、网络文本

和科学文献分析等,都离不开计算机信息处理手段.
因此,相比其他非计算机类学科,图情领域应用计算

机类方法最为突出.

３　科学研究与支撑服务变革

３．１　全学科数据驱动研究

通过对前期调研、大赛参与情况、数据统计与参

赛作品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在学术交流新生态环

境下,呈现全学科数据驱动研究的态势.

３．１．１　数据资源已是全学科研究的基础,价值日益

重要

数据正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对数据本身的研

究、建设、保存和共享成为各学科领域的重要工作.
在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
内一些机构很早便开始了科学数据的建设工作,例
如中国科学院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启动科学数据库工程,
现已建成科学数据云[１６];国家科技部也从２００２年

开始实施“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在资源环境、农
业、人口与健康、基础与前沿等领域开展了科学数据

共享工作[１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据资源的建

设在近年来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立项情况[１８]可以发现,以数据库建设为目标的

项目(题名包含“数据库”)在２０１０以前每年均在５
项左右,２０１１年达到１７项,之后开始快速增长,在

２０１７年达到历史最高的３９项,其中重大项目就有

２４项.
在大赛策划阶段,我们对北京大学多个院系的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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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位教师进行了访谈调查.在访谈中,教师都表

示需要数据支撑教学和科研,并希望能够有更加方

便的途径获取数据资源,提升教学和科研效率.数

据资源是学术交流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基础,已经

超越文献资源的价值,成为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

和研究的支撑性资源.正是因为数据本身的价值受

到如此广泛的重视,在大赛策划发起后,短短２月内

就获得了校内外众多机构的合作与支持.

３．１．２　数据驱动成为全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的交叉

创新凸显

当前,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不断发展使得数据

处理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数据驱动逐渐成为几乎所

有学科可以利用的研究方法.本次大赛的成果来自

于数十个一级学科,涉及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

领域,数据驱动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对计算分析要

求较多的理工科,已经扩散至社会科学,甚至是人文

科学,已经成为全学科研究方法.从参赛作品来看,
图书情报、经济管理应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自然

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等数据驱动类研究方法较

多,人文社科类主要还是以统计方法为主,理工农医

也主要以各学科自己的模型和统计方法为主,少数

研究会使用最新的计算机类方法.
学科交叉融合能够做出更多创新性研究,在本

次大赛中存在许多跨学科研究.例如,有信息管理

学科的同学对历史、计算机、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
也有理工科专业的同学研究图书情报、经济管理领

域的问题,还有许多跨学校、跨院系的研究团队.数

据驱动研究范式,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碰撞出更多

的创新火花.

３．１．３　对数据驱动研究方法的关注与学习是高校师

生的普遍需求

大赛得到的高关注度和广泛参与度,表明数据

驱动研究已经成为高校师生的普遍需求.应对大数

据发展趋势,高等教育已经在变革,在学习门户网站

(Studyportals)统计中,美国有１０４所高校设置“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DataScience&BigData)本科专

业[１９].在中国,２０１６年２月,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中南大学首次成功申请到“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本科新专业.２０１７年３月,第二批３２所高

校获批.２０１８年３月,教育部最新公布的高校新增

专业名单中,有２４８所学校获批,是过去两次审批通

过额度的近８倍[２０],数据科学已成为当下高校最热

门的专业领域.除数据科学专业、信息科学专业外,
量化社会科学、数字人文研究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

的研究热点,表明数据驱动研究方法需求广泛.设

计与提供数据驱动研究服务体系,满足师生对数据

研究与学习的需求,成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支撑体

系的迫切需求.

３．１．４　提升师生数据素养、建设数据学习空间(平
台)日益重要

通过评审参赛作品,发现部分参赛团队的选题

创新性和新颖性还有不足,对数据清洗和数据规范

描述不够清楚,数据分析方法相对单一,某些学科领

域以描述和统计方法居多,数据挖掘深度不够,样本

量不足,论文的学术规范性问题较多,对以往相关研

究的综述不够深入.这些问题说明,高校学生对数

据驱动研究的热情和关注度很高,但对数据使用、数
据分析方法和数据挖掘技术掌握不够.反映出高校

需要加强师生数据素养培训和指导,提升数据意识.
新的研究方法和领域需要数据资源、研究案例和工

具软件支持,需要尽快建设数据学习空间(平台),支
持数据驱动的教学和科研需要.普遍存在的论文学

术规范性问题说明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规

范的培训和指导.

３．２　数据驱动研究服务支撑体系设计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影响全球各行各业,数据驱

动研究已是全学科研究范式,高校的教学、科研也随

之转型,一流的教学和科研需要一流的服务体系支

撑,设计与建设高水平的数据驱动研究服务支撑体

系成为高校建设一流教学和科研服务的重要内容.
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流高校已经

建设与提供数据服务[２１][２２][２３].根据对国内外高校

数据服务的调研和对大赛的研究,建议数据驱动研

究服务支撑体系设计应包括数据素养、学习支持、研
究支持、数据长期保存和数据政策等五方面的内容,
见表３.高校应确定由信息化建设机构、图书馆等

相关职责部门研究和制定数据政策,开展数据素养

培训,为教学和科研过程提供数据服务,为数据完整

保存、复用提供长期保存支持.

①数据素养.
数据素养培训:开展相关的数据素养培训和咨

询,包括数据的概念、价值、数据生命周期,以及国

家、资助机构、研究机构数据政策.数据能力培训:
开展数据清洗、规范描述和分析标准规范、方法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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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工具软件:数据分析和挖掘等工具软件(R、PyＧ
thon等)的使用培训.研究培训:研究过程中数据

管理和数据方法等培训.学术规范培训:开展论文

写作技巧与数据引用、出版合同签署、出版媒介选

择、数据版权和发布等服务支持.数据资源培训:提
供数据资源搜索发现服务培训,了解和使用数据

资源.
表３　数据驱动研究服务支撑体系

数据素养 学习支持 研究支持 数据长期保存 数据政策

数据素养培训
开放 数 据 资 源

平台

项 目 管 理 私

有云服务

研 究 数 据 保

存服务

数据 政 策 制

定与发布

数据能力培训 数据资源导航
研 究 过 程 数

据管理服务
元数据标准

政策服务(国

家、资助机构、

机构、期刊)

工具软件 数据学习空间
创 新 研 究 孵

化空间
存储保存

知 识 产 权

服务

研究培训 教学案例库 工具软件 安全备份

学术规范培训 工具软件 源代码保存

数据资源培训

②学习支持.
开放数据资源平台:提供高质量研究数据的发

布与检索服务,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发布和检索入口

服务.数据资源导航:提供国家、国际组织、资助机

构等主体的数据研究最新发展动态(网站、手册等),
提升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帮助研究者了解最新研究

进展.数据学习空间:以开放数据平台为基础,建设

数据学习空间,提供数据、案例、工具软件、在线学

习、数据竞赛等服务,为学习者提供从初学者到研究

者的发展过程中的学习空间.教学案例库:以开放

数据平台为基础,提供教学案例资源(数据、研究成

果),不断迭代,以案例支持教学提升.工具软件:数
据软件、工具与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支持.

③研究支持.
项目管理私有云服务:提供研究过程中数据管

理私有云服务.研究过程数据管理服务:研究过程

中项目管理平台和服务支持,以专职数据服务人员、
平台和工具软件等多种服务,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过

程中的数据服务支持.创新研究孵化空间:提供数

据创新研究、教学与产业孵化服务,以活动、比赛、技
术转化等方式,推动校企合作,建设创新研究和产品

孵化.工具软件:构建研究过程中的数据管理软件、
工具与服务平台,为项目团队提供数据管理支持.

④数据长期保存.
研究数据保存服务:提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

系服务,保障数据资源长期保存.元数据标准:制定

数据资源元数据标准规范.存储保存:提供数据存

储保存基础设施、平台和服务.安全备份:制定数据

安全备份制度.源代码保存:源代码保存平台,为研

究者提供项目源代码长期保存服务.

⑤数据政策.
数据政策制定与发布:研究制定与推动机构研

究数据管理和服务政策,推进开放学术交流.政策

服务(国家、资助机构、机构、期刊):数据政策培训,
帮助研究者了解国际、国际组织、资助机构、机构和

期刊数据政策,顺利完成项目申请和成果发表.知

识产权服务:提供关于数据、成果等的知识产权培训

与服务,帮助研究者了解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４　结语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价值日益凸

显,数据驱动研究方法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为了

促进高校学生基于数据进行研究,提高学术创新能

力,促进研究数据的保存、共享和利用,北京大学图

书馆和信息管理系面向全学科领域,推出研究型的

数据驱动创新研究比赛,获得了全国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广泛关注,促进了教学和科研.当前,世界各国

均将数据视为战略资源,纷纷抢占发展先机,制定和

推动发展战略规划.中国高校正处于“双一流”建设

的发展机遇中,高校需要建设一流的数据驱动研究

服务体系,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各学科前沿研究,以
数据服务为凝聚力,提供基于数据的教学与研究的

支撑平台,开展数据创新研究、教学与产业孵化等服

务,推动数据教学与科研创新.服务转型中的高校

图书馆,需要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在数据驱动研究服

务中,找到角色定位,发挥作用,提高图书馆的服务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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