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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在海量科学基金资助成果中挖掘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成果是

展示基金资助绩效、推动优秀成果应用贯通的关键。本文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

基金项目典型成果的挖掘机制,以论文发表的年份及发表刊物信息为匹配检索点,按照标准筛选高

水平论文,从法律、经济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包含11个指标的专利价值评估体系,利用第三方专利

价值评价服务平台相关信息筛选高质量专利,建立典型经济效益成果的词库,实现典型经济效益的

挖掘。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结题项目的成果信息为对象,进
行了典型成果的挖掘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典型成果挖掘机制可以分年度、分学部筛选高水平论文

和专利;经济效益挖掘结果准确率与项目的实际应用效益吻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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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强国

建设的根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科技体制

改革的重要产物,在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体系

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1]。30多年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财政投入从1986年的8
   

000万元增长到

2019年的311.42亿元①,共资助项目56.4万项②,
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

究的最大机构,在知识生产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促进了我国学科协调演化、全链条人才培养、研究前

沿突破和源头创新供给[2]。
随着科技投入的持续增长,基金项目产出成果

呈现指数型上升的趋势。在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不

断深入的背景下,如何对丰硕的基金项目产出成果

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已成为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临的

重点问题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中

提出“加强成果管理,完善科技报告制度,持续开展

创新成果展示和科学传播”[3],这意味着典型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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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挖掘将成为新时期成果管理的重点工作。虽

然国内外学者在关于论文、专利等的评价方面进行

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但如何在巨大的基金项目成果

池中迅速准确地挖掘出典型的成果还未形成一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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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典型成果挖掘方法的探

索一方面有利于完善我国科学基金的成果管理体

系,筛选出高质量的项目成果,丰富成果宣传与展示

的内容,提高基金资助绩效;另一方面,高效的成果

管理是成果应用贯通的前提,通过对不同类别典型

成果的识别与挖掘,针对性地设计转化路线,可以更

快地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距离,发挥

基金成果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效能。基金项目典

型成果的挖掘既是成果管理全过程的重要一环,也
是成果应用贯通链条的前端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在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

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基金”)是由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联合资助方共同出资设立,促进有关部门、企业、
地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培养科学与技术人

才,进而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联合基金这一独特的“多元投入”资助体

系,使得其更加注重与国家战略需求和实际问题的

结合。识别与发现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的典型成果,
进行典型成果的共享与传播,促进典型成果的应用

贯通,可以更好地发挥出基础研究助力社会经济发

展的作用,同时加强全社会对于基础研究多元投入

的认识,扩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具有非常好的示

范作用。因此,本研究以联合基金项目为例构建典

型成果挖掘机制,设计合理的成果筛选标准与挖掘

方法,从海量的研究成果中挖掘出具有代表性的典

型成果,为后期的成果管理和成果应用贯通提供理

论支撑与决策依据。

1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选择

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规模持续扩大,基金资助取得

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研究成果管理办法》(2015年)并结合基金项目

结题报告成果数据统计表的栏目设置[4],本文认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是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经过科学研究取得的论文、专著、软件、标
准、重要报告、专利、数据库、标本库及科研仪器设备

等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产出以及项目人才培养、产生

的经济效益等隐性成果[5]。而在科学基金资助产生

的浩瀚成果中,只有高质量、具有重要应用前景和创

新性的科研成果,才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

科学问题,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科技动力

和智力支持,该类成果即为本研究中的典型成果[6]。

联合基金项目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类

型之一,其一大特点是紧密围绕区域和行业发展中

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大量基础性研究[7]。经过

20多年的发展,联合基金资助的项目已经产生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如何识别发现联合基金项目的典型

成果,并推动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项目成果快速转

化落地,促进实际生产关键问题的解决已是当下基

金管理的重点工作。因此,本文以2002—2019年联

合基金结题项目的成果为研究对象,探究网络时代

下,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典型成果挖掘机

制构建,从而推动典型成果的共享与传播,促进项目

成果更快地应用转化。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2002—2019年联

合基金项目结题报告中的成果统计信息,主要包括

论文、获奖、专利、软件著作权、成果技术转移、标准

等共90
   

605项成果,其中期刊论文和专利产出占比

高达80%。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围绕期刊论文和专

利进行典型成果的挖掘。同时,结合联合基金设立

的初衷,经济效益既是典型项目成果的主要体现形

式,也是联合基金成立20年来资助绩效的重要衡量

方式。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典型成果的挖掘机制构

建主要围绕高水平论文、高质量专利以及经济效益

展开。

2 典型成果挖掘机制构建

典型成果挖掘机制的构建是在基金项目成果信

息精准收集和分类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论文、
专利典型成果,明晰联合基金资助20年来共产生了

多少高水平论文、有多少较高价值的专利,以及对我

国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少

影响,典型的经济效益案例有哪些。主要目的是识

别基金资助的典型成果并对其进行宣传和推介,激
励科研工作者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成果,并为相关后

续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

联合基金资助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
由于基金成果数据库非常庞大,难以对每一个

项目的所有成果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因此在构建

典型成果挖掘体系前,需要明确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成果挖掘的基本原则。有学者曾指出科研项目绩效

评价应做到理论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完备性和简明

性相结合[8],即项目评价要以理论为指导进行实践,
指标的构建要简洁且能全面涵盖评价的内容。基金

项目典型成果的挖掘也应遵循上述原则。在构建典

型成果挖掘机制时应以统计学理论为指导,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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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既要全面反映成果的科研价值和经济价

值,又需简洁实用、代表性强[9]。相反,如果把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花费到基金项目成果的评价和

挖掘过程中,不仅会增加基金管理工作的压力,而且

是另一种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因此,本研究在构建基

金项目高水平论文、高质量专利和经济效益的挖掘机

制时,始终坚持以高效、科学的方式筛选出最有代表性

的成果,以可行性和适用性作为重要标准,做到所构建

的挖掘机制能够应用于基金成果管理的实践。

2.1 高水平论文挖掘标准

科技论文作为科研活动最基础的成果产出形

式,在学术界广受关注。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数据信

息的共享,学者对论文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也逐渐呈

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评价标准方面,Garfield[10]

于1955
 

年提出论文被引频次指标具有科技评价的

作用。不久后,美国科学情报信息研究所出版的《期
刊引 证 报 告》(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InCites-JCR)指出期刊影响因子指标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论文的质量。此外,国内外研究者还基于

引文网 络、引 文 内 容 等 构 建 论 文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11],比如有学者通过测度论文的中心度、结构

洞[1214]等进行论文评价,也有学者利用论文元数

据[1517],结合引用位置丰富论文的评价角度[18]。在

关注论文学术影响力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基

于论文在社交媒体、学术网络等的使用量、浏览量、
下载次数等衡量论文的社会影响力。随着论文评价

标准的不断丰富,评价工具与方法也表现出多样性,
包括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PageRank等[19]。

在对以往文献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发现论文被

引频次和期刊影响因子是最早被学者提出的评价标

准,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论文被引频次指

科学论文对文献的引用次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

文献被其他国家或机构的认可度的标志。影响因子

既是测度期刊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也是衡量论文

质量的重要指标[20]。目前,已有诸多国外科研机构

或者基金管理机构将上述论文评价标准应用于成果

管理的实践中。例如,日本国立大学在第三方评价

当中将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影响因子和论文引用指数

作为成果评价的重要指标[21];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在科研论文质量评价时也加入了引文分析和期刊影

响因子两项指标,并将期刊论文影响因子以5%、

20%、50%作为划分标准,评定为A*、A、B、C四个

等级[22]。参照国外成果管理和评估的经验,本文拟

在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成果库中筛选期刊影响因子前

10%同时被引频次前20%的文章作为高水平论文。
此外,有学者指出基金项目绩效评价应遵循分类原

则,针对不同科学部设计不同的评价指标[23]。同样

地,由于联合基金项目的论文成果年限跨度长、涉及

领域广,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

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拟通过分年份、分科学部筛

选联合基金结题项目中的高水平论文。

2.2 高质量专利挖掘标准

专利作为基金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直接体现。专利评估是实现

知识产权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环节。高质量的专利不

仅是科研价值的表现,也是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社会

生产的前提。虽然学术界还未构建出一套为大家公

认的专利评价体系,但专利质量评价的基本准则是

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技术性评价标准、法律性评价

标准和经济性评价标准。例如,李斌[24]采用技术性

指标、经济性指标、社会性指标和市场性指标构建高

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筛选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层次

分析法(AHP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吕晓蓉[25]从

专利的技术价值、权利价值和市场价值方面考虑,构
建了专利质量评级模型,并对1985—2013年获美国

授权的专利进行了评价。许鑫等[26]提出了涵盖技

术、经济、法律、战略四大层面的多维视角专利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此外,也有学者从数量维度、质量维

度和价值维度构造专利价值评估体系,为专利的评

价提供了新的理论尝试[27]。
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本文通过门户网站检索,

查阅了地方网上技术市场和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

一些发展较成熟的技术评估方法,如浙江网上技术

交易市场依据GBT
 

22900-2009《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评价通则》构建了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的评价

体系,加强对科技成果的评价[28]。基于以上分析并

结合专家意见,本文从法律、经济和技术三个维度构

建专利价值评估体系。其中,法律价值维度包括专

利稳定性、专利侵权可判定性、专利有效性和专利自

由度,技术价值维度包括技术先进性、技术发展趋

势、适用范围、不可替代性和可实施性,经济价值维

度包括市场应用情况和获益能力。拟选取专利评估

排名前20%作为高质量专利。
由于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中的部分评价指标数

据获取难度较大,例如权利要求数、专利市场需求

度、专利技术利润率等。因此,本研究就目前我国在

专利价值评估方面有着成熟做法的中国专利信息中

心的专利价值评价服务平台进行了电话访谈和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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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通过双方详细地磋商后,根据该平台现有的

专利评估体系对已经构建的专利评估体系做出部分

调整,并选用该平台分析软件作为高质量专利挖掘

的主要工具。

2.3 典型经济效益挖掘方法

经济效益是项目成果转化与推广的一个重要体

现,也是评价科学基金项目典型性及基金战略目标

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已有研究对于科学基

金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分析多采用典型案例研究或

结题报告中的成果数据统计表中经济效益一栏。本

研究在初步浏览若干份联合基金结题报告后发现,
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对经济效益一栏的填写存在概

念模糊、理解不一致等情况。同时,典型案例研究方

法也无法应用于大批量的成果经济效益挖掘中。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联合基金项目的结题报

告,选用Spyder作为python集成开发环境,运用jieba
分词词库,通过批量数据读写以及基于自定义词典的

批量数据文本分词功能,实现对项目结题报告文本内

容的挖掘,探索建立典型经济效益成果的分词词库。
为了进一步提升python数据批量读写的工作效

率,本研究将项目结题报告文件格式由PDF转化为

txt格式,在保留结题报告完整内容信息的基础上,有
效地去除了数字水印的影响。考虑到指标体系构建

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来

实现:
 

第一个阶段主要通过浏览最初从自然科学基金

委获取的26份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报告,初步确认了

23个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关键字段,并进行反向匹配

以此检测所选经济效益字段的准确度。结果显示,
已有的经济效益字段库可以选出具有经济效益的项

目。但是,由于每个项目负责人写作习惯不尽相同,
本研究设计的经济效益词库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精

确度,也会存在字段频次高但实际上并未产生经济效

益的项目。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进行了第二阶段的

测试和完善。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在首次尝试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经济效益关键词库并提高经济效益关键字段的

准确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增加了241份结

题报告,其中包括成果数据统计表中有经济效益填

写的结题报告98份,无经济效益填写的结题报告

143份。通过浏览随机增加的241份结题报告后,
重新整理出一些新字段,对第一阶段的经济效益词

库进行了扩充,增加了57个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关键

字段,共70个关键字段,进行了经济效益的再次挖

掘。此次结果显示,241份结题报告中,存在经济效

益描述的结题报告共195份。
第三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将经济效益词库中各关

键词根据频次回溯到各个结题报告中以确认关键字

段精确度。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第二阶段确定的70
个经济效益字段和195份结题报告的基础上,对总

计13
   

650个待确认数据即每一结题报告中的70个

经济效益字段进行手工回溯以确认所选关键字段的

精确度。经过人工查找与统计后,最终删除了38个

精确度低于61%的关键字段,保留了32个精确度

较高的经济效益字段作为联合基金结题项目经济效

益筛选的最终词库(具体见图1)。在所有经济效益

的挖掘字段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为转让、产业化和示

范,较准确地反映了基金项目成果的应用情况;其次

是销售、产值和示范应用,出现频次均在15次以上。
其他经济效益字段虽然出现频次有限,但在挖掘具

有经济效益的项目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1 经济效益词频分布图

3 联合基金项目典型成果挖掘分析

根据上述构建的基金项目典型成果挖掘标准和

方法,本文对2002—2019年联合基金结题项目中的

论文、专利和经济效益等典型成果进行识别,一方面

有利于展示联合基金成立20年来的绩效和突出成

果;另一方面将典型成果的挖掘结果和实际调研的

案例相结合,进一步说明本文构建的基金项目典型

成果挖掘机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1 高水平论文挖掘

(1)
 

基础数据获取和数据预处理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联合基金项目论文

信息,共获得了56
   

116条论文原始数据,论文发表的

年份主要分布在2003—2020年。经过数据初步清

洗,去除重复错误数据,仅保留SCI检索的论文(本
文以 SCI论 文 为 例 进 行 分 析),得 到 有 效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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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59
 

条。
(2)

 

数据匹配分析

高水平论文挖掘需要获取每条论文数据的影响

因子和被引频次,为此本研究引入第三方基础数据,
即《期 刊 引 证 报 告》和《科 学 引 文 索 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该类数据库有比较公认的影

响力,可以表明每年SCI检索期刊的影响因子情况

和论文的引文索引情况。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论文

成果列表数据的学术价值匹配分析工作,形成包含

论文基础信息、SCI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的标准化

数据。
(3)

 

高水平论文挖掘结果

根据SCI期刊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本文筛选

出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所发表的高质量论文分别为
 

1
   

262
 

篇和897篇论文。基于前文构建的高水平论

文挖掘标准,我们进一步识别了联合基金结题项目

所发表的同时处于期刊影响因子前10%和被引频

次前20%的论文,最终确定联合基金项目高水平论

文产 出 为 315 篇,约 占 29
   

311 篇 有 效 数 据 的

1.07%,具体分布如图2所示。

图2 联合基金高水平论文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高水平论文的产出主要集中

2009—2020年。在2009—2015年,高水平论文总

数总 体 呈 上 升 趋 势,联 合 基 金 资 助 成 效 显 著。

2018—2020年,高水平论文产出数下降较大,主要

原因是截至统计时间,联合基金项目结题不完全,导
致论文总数与前几年相差较大。从八大科学部分布

来看,高水平论文主要集中于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数理

科学部和化学科学部,管理科学部论文产出数相对

较少。
高水平论文的挖掘不仅仅有助于了解联合基金

成立近20年来的资助成效,更有利于促进科学知识

的积累和成果的宣传与展示。高水平论文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某领域的学术前沿,更具创新性和突破

性。例如,赖剑煌教授团队承担的“面向视频监控的

生物特征识别关键理论与技术研究(U0835005)”
 

发

表SCI
 

检索论文40
 

篇,基于敏感度在线学习算法的

聚类算法获得ICDM
 

2010
 

的
 

Honorable
 

Mention
 

Award
 

奖;张军教授承担
 

“数字家庭智能化的基础

算法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U0835002)”时,发表

的论文“Adap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入
选ESI全球高被引1%论文;张道远教授先后承担

联合基金项目“齿肋赤藓复水过程的分子机制—基

于基因和蛋白质高通量表达的研究(U1170304)”和
“基于转录组的荒漠藓类齿肋赤藓耐干相关基因深度

挖掘研究(U1403302)”,发表SCI论文35篇,总被引

频次达289次,被期刊评为高访问率论文(Highly
 

Accessed
 

Articles)。

3.2 高质量专利挖掘

(1)
 

基础数据获取和数据预处理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联合基金结题项目

13
   

804条专利成果数据,在剔除专利号信息有误、数
据缺失等相关专利后,剩余的有效数据为

 

9
   

238
 

条。
由于专利是否授权极大地影响了评估结果,故本研

究仅对截至结题时已获得授权的
 

6
   

199
 

项专利进行

挖掘与评估。此外,由于外观专利可获取信息较少,
无法进行评价,本文的挖掘仅涉及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专利。基于联合基金结题项目已授权专利数

据,在剔除了包括专利号格式错误和外观型专利等

2
   

434条无效数据后,共剩余3
   

765条有效专利数据。
(2)

 

高质量专利挖掘结果

根据前述专利挖掘标准,经过专利价值评价服

务平台软件的分析,得到每一项专利的价值评价总

分,并选取专利总分前20%作为高质量专利,最终

筛选出高质量专利753项。高 质 量 专 利 排 名 前

20%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联合基金高质量专利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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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可 以 看 出,高 质 量 专 利 主 要 分 布 在

2012—2019年。2013—2016年期间,高质量专利成

果数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表明,随着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的加大,联合资金资助项目成果产出的

质量也在不断提升。2017—2019年,高质量专利成

果数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部分专利转化应用需

要较长的时间,在截止统计时间内未能完全发挥其

社会经济效益,因此影响其价值评分。从科学部分

布来看,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的高质量专利产出数最

多,占到了总数的42.6%。其次是信息科学部和数

理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医学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

高质量专利产出数较少。
结合高质量专利评分表可以发现,经济价值在

总分中的占比最高,其次是技术价值,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高质量专利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更高

的创新力。例如,汤勇教授承担的“面向光电领域的

微热管制造基础研究(U0834002)”项目已授权专利

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国家专

利优秀奖;方攸同完成的“高速列车永磁牵引系统设

计理论与方法研究(U1434202)”项目专利成果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中国铁道学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解决了热管理、电磁兼容、可靠性设计

等难题,成功研发了国内首台高速列车永磁牵引电

机;罗笑南教授的“可视媒体智能处理理论和传输方

法研究(U0735001)”项目专利成果共开发出170余

种数字家庭产品及八大类互动应用服务,带动了产业

示范基地孵化数字家庭相关企业200余家企业的

发展。

3.3 经济效益挖掘

由于基金项目经济效益挖掘体系是以部分联合

基金结题报告为依据构建的,且由于客观因素本研

究无法根据前文建立的挖掘体系实现联合基金全样

本经济效益的统计和分析,因此,本文根据上述最终

确定的32个经济效益词库的字段,从267份结题报

告中挖掘出了77个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占比为

28.83%,准确率高达70%以上。可以看出,截至项

目结题,联合基金项目的成果实现了部分前瞻性基

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有效转化应用,对社会经

济发展起到了的推动作用。例如,姚红宇教授承担

的“机场跑道端飞机拦阻系统的动力学模型与实验

验证项目”(U1233203)的研究成果已成功转化为特

性材料拦阻系统(EMAS)产品,在云南省腾冲机场

实现了首次工程应用,创造了高达400万元的产值,

在国内民用、军用机场以及国外机场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29];陈曦教授项目团队完成“专用化学品联

合装 置 的 分 布 式 协 同 调 控 与 智 能 集 成 优 化

(U1509209)”后,浙江大学与浙江龙盛集团成立了

“浙江大学—安诺智能制造联合研发中心”,企业投

入一千万元进行“企业数字化及智能制造”研发;戴
李宗教授承担的“基于超分子技术的多元素协同有

机/无机纳米阻燃体系的可控构筑与相关基础科学

问题研究(U1205113)”的研究成果———P、N协同阻

燃聚醚多元醇已在湄洲湾氯碱工业有限公司实现产

业化,为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00万元,新增利税85
万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30]。

4 结论与建议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保障科技成果供给质量,
挖掘具有转化潜力的优秀科技成果,提高科技成果

落地转化 效 率”已 成 为 基 金 管 理 的 主 要 工 作 之

一[31]。这就意味着成果信息的科学管理在国家科

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基金项目典型成果挖掘机制的构建已成为新时

期基金管理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设计合理的成果筛选标

准与挖掘方法,从海量的成果库中挖掘出具有代表

性的典型成果,既有助于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管

理制度和流程,又推动了基金成果的共享、传播及应

用贯通。
本研究构建的基金成果挖掘机制的目标实现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以精准的数据收集和分类为

基础。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4.1 规范项目结题报告填写,提高成果数据收集

精度

  高质量的数据收集既是成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典型成果挖掘机制实现的关键前提。在联

合基金项目典型成果挖掘过程中,由于基金项目成

果的原始数据存储信息的方式和填写准确性的限

制,进行数据清洗的工作耗时耗力。基金管理部门

需要规范基金项目结题报告的填写,给出明确的成

果统计标准,优化成果收集方法,提升成果管理精确

度,明确基金项目成果管理工作是发挥科学基金积

极导向作用的重要基础。同时,项目负责人和依托

单位应当积极配合自然科学基金委成果管理工作,
做好项目成果原始记录的采集和保存工作,确保项

目成果报告中科学数据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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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依托大数据网络平台,加强成果分类管理

加强成果分类管理是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产业

化的迫切需求[32],而成果挖掘机制是识别和发现可

转化成果的重要前提。在基金项目成果数据收集的

基础上,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制定政策和法

律入手,注重成果数据的分类管理和系统集成,依托

大数据技术,对基金成果准确分类并精准刻画。通

过高标准的信息采集、信息编码、信息储存,有效提

升成果的价值利用,进而为基金项目典型成果挖掘

的实现奠定基础。

4.3 推动信息数据库联动,提高成果挖掘效率

根据基金项目典型成果的不同,挖掘机制所需

的筛选标准也各异。而在构建的典型成果筛选标准

基础上,需要利用外部数据库才能够实现典型成果

的挖掘,在今后的成果管理工作中,自然科学基金委

可以联合有关部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

术的优势,推动各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联动,提高典型

成果筛选指标结果获取的便捷性和准确性,节省成

果管理时间,提高成果挖掘效率,从而推动成果的共

享、传播和应用贯通。

本文从优化基金项目成果管理的角度出发,构
建的基金项目典型成果挖掘机制与以往研究最大的

区别就是在已有成果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

成果构建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挖掘方法,进而筛选识

别出典型成果,加强该类成果的宣传、展示、共享与

传播、转化与应用,不但能充分发挥基金成果服务国

家和社会的效能,也能不断优化基金的资助管理。

本文虽然以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成果为研究对象,但构

建的典型成果挖掘机制对各种类型基金的成果具有普

适性,对于各类基金项目的管理有一定的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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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use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to
 

mine
 

representative
 

typical
 

achievements
 

from
 

massiv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
 

funded
 

achievements
 

is
 

the
 

key
 

to
 

show
 

the
 

performance
 

of
 

NSFC
 

funded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excellent
 

achievements.
 

In
 

this
 

paper,
 

data
 

mining
 

is
 

used
 

to
 

build
 

the
 

mining
 

mechanism
 

of
 

typical
 

achievements
 

of
 

fund
 

projects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The
 

year
 

of
 

paper
 

and
 

paper
 

information
 

are
 

used
 

as
 

matching
 

search
 

points
 

screen
 

high-
quality

 

papers
 

by
 

criteria.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aw,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
 

patent
 

value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ing
 

11
 

indicators
 

is
 

constructed,
 

an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e
 

third-party
 

patent
 

value
 

evaluation
 

service
 

platform
 

is
 

used
 

to
 

screen
 

high-quality
 

patents
 

and
 

the
 

thesaurus
 

of
 

typical
 

economic
 

benefits
 

is
 

established
 

to
 

realize
 

the
 

mining
 

of
 

typical
 

economic
 

benefits.
 

Taking
 

the
 

achievement
 

information
 

of
 

the
 

projects
 

conclud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rom
 

2002
 

to
 

2019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ical
 

achieve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ove
 

typical
 

results
 

mining
 

mechanism
 

can
 

select
 

high-level
 

papers
 

and
 

patents
 

by
 

year
 

and
 

department;
 

the
 

accuracy
 

rate
 

of
 

economic
 

benefit
 

mining
 

results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application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Keywords typical
 

results;
 

mining
 

methods;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joint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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