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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结合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及评价研究的项目背景 ,论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

信息系统建设的意义和目标 ,然后从系统的部署 、功能设计和技术体系三个关键方面 ,研究人文社
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建设 ,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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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i ng on the background of a project , t hat is ,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 bili t y and

Eval u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 thi s art icle di scusses the signif icance and target of De2
velopment and Eval uation Informat ion System of Humanity & Social Science. Three key parts

such as system f rame , desi gn of the function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are given and di scussed.

Fi nally , conclusion i s gi ven.

[ Key wor ds] 　Humanity &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Funct ion design

1 　引言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如何利用现代化

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个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系统

对其研究成果进行监控、检索 、分析与评价 ,更好地为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服务是目前研究的当务之

急 。为此 ,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 Microsof t SQL Serv2
er 数据库平台的综合性 、大容量 、稳定安全的人文社

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 ,以期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的

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 、研究成果评

价与发展提供一个简单易用 、安全稳定的平台 。

具体来说 ,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

系统构建”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

(1)项目管理人员的需要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项目的不断 增加 ,项目 信息也日益 快速增长 。

而目前的项目信息非常分散 ,没有很好地把它们组

织起来 , 给项目管理人员带来了很大困难 。项目立

项后 ,项目进展情况更是知之甚少。本系统将会对

前几年项目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 ,并且对已经组

织好的信息进行分析评价 ,分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的学科 、机构 、项目等情况 , 给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

者提供决策依据 。

(2)项目申请人员的需要 。项目申请者通过浏

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 ,可以进行

项目查重 ,避免重复申请和重复劳动 ,而且从项目申

请、立项 、结题到鉴定的全过程都由项目负责人自己

添加 ,本系统进行管理。

(3)分析与评价的需要 。分析与评价一个领域 ,

没有数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通过组织这些数据 ,把

有意义的数据加权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一个学科或

者一个专业领域 ,甚至一个机构的科研能力和发展

状况 ,进而提出如何建设科研能力雄厚的机构或学

科的对策 。

(4)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的建设是

人文社会科学组织的一个方面 ,人文社会科学建设

是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数据库的构建把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 ,有

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

观公平的评价 ,发现不足 ,勇于创新 ,不断加强和促

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 。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将采 用

B/ S结构 ,使用 Java 语言 JSP页面程序构架 ,SQL

Sever 构建数据库 , 把数据连接 、更新、删除等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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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封装于JavaBean 中 ,基于B/ S模式的信息系统框

架模型 。

该系统分中文、英文两部分 ,分别收录和组织国

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的专题信息 、项目信

息 、成果信息 、评价信息 、机构信息 、会议信息 (含会

议录)等六大方面的信息资源 。

2 　系统框架图

2.1 　系统功能结构

如图 1 所示 ,整个系统的功能分为 :检索功能 、

基本功能 、分析与评价功能 、项目全程管理功能 。

图 1　系统功能结构示意图

　　检索功能 :包括专题信息检索 、项目检索 、成果

检索、机构检索 (按学科) 、评价信息检索 、会议检索 。

基本功能 :一般系统都具有的输入和输出功能 。

分析与评价功能 :对不同年限的不同学科的项

目数量进行分析 ,评价一个学科近几年的发展情况 ,

评价一个机构近几年的发展状况等 。

项目全程管理功能 :项目动态管理的全过程 ,包

括 :项目申报管理 、项目立项管理 、项目进度管理 、项

目结题管理 、项目鉴定管理五个部分 。

2. 2　技术体系结构

整个系统的技术体 系结构由基础设施支撑环

境 、协同工作环境 、应用系统构成 ,如图 2 所示 。

图 2　技术体系结构示意图

基础设施支撑环境 :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评

价与发展网络管理信 息系 统提供网络 、主机/ 服务

器 、存储系统 、数据输出等基础硬件设施 。

协同工作环境 主要包括信息整合部件和应用

整合部件 ,为管理中心应用服务系统提供诸如邮件

系统 、数据交换 、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共享系统等

中间支撑环境 ,从而构建统一的协同工作环境。

应用系统 :主要是面向用户的服务系统 ,如 :专

题信息管理系统 、分 析评价系统 、学术会议管理 系

统、项目全程管理系统 ,还有面向授权登录人员的数

据组织和管理系统 。

网络服 务 系 统 : 用 Weblogic 作 服 务 器 ,通 过

HTTP协议 、TCP/ IP协议和万维网进行连接 。

人机交互界面 :为用户提供简单、大方、易操作

的界面。

2.3 　系统部署

整个网络信息系统的部署如下页图 3 所示 ,主

要分为两个个部分 :后台系统维护中心和项目全程

管理中心 。后台系统维护中心主要部署后台系统维

护 ,负责各个具体的应用系统的维护与管理。项目

负责人追加信息的系统主要是为了能及时更新、上

传数据以及进行信息交互 。

3 　系统功能分析

3.1 　基本功能

(1)信息输入功能 。不仅可以进行文字内容的

输入 ,还可以实现各种格式的信息输入 ,包括 DOC

文档 、PDF 文档 、扫描的文档 、GIF 图片信息等 。

(2)信息输出功能 。每一个页面的信息都不可

以被拷贝 ,但是对于有权限可以登录的人员则可以

打印每个页面 、报表 ,分析评价图 ,统计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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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检索功能

检索功能包含以下几个检索项 :

图 3 　系统部署示意图

　　(1)专题信息检索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

几年的所有学术专著 、论文 、报告及成果 4 块检索内

容 。学术 专著的检 索项有 ISBN 号 、专著名称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版次、定价等 ,实现多字段检

索 ;论文的检索项有论文名称、作者 、发表时间 、发表

期刊等 ,实现多字段检索 ;报告的检索 项有报告名

称 、记录者 、报告人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等 ,实现多

字段检索 ;成果只包含成果 名称和发表 成果时间 。

以上 4 项检索结果都可通过链接查看全文 。

(2)项目检索 。它又分为 4 个检索块 : ①项目综

合查询 。检索字段有 :批准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姓

名 、单位名称 、申请代码 、所属学科 、资助类别 、项目

来源、附注说明 、项目主题词 、项目申请年度 。 ②人

员信息查询 。检索字段有 :姓名 、单位代码 、单位名

称 。输入要求 :姓名 + 单位代码 (单 位名称可选) 。

③资助项目计划管理 。这里有资助项目计划书和项

目计划调整书 。显示格式如下 :项目批准号/ 学科代

码 ;项目名称 名称、项目负责人 、单位 ;计划书状态 。

具体操作是链接到计划书文本 。 ④项目经费情况查

询。显示格式 :项目编号/ 学科代码 ;项目名称(带有

超链接) / 项目负责人/ 依托单位 ;批准金额 。

(3)成果检索。它又分为 2 个检索块 : ①项目成

果综合查询 。检索字段有 :成果名称、成果类别 、登记

日期、发布年月 、作者/ 研究者姓名 。其中成果类别又

分为(可选) :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文 、学术专

著。 ②项目成果研究报告 。检索字段有 :所属项目名

称 ,所属项目批准号 ,受资助单位名称 ,关键字。

(4)机构检索 (按学科) 。按学科进行机构检索

就是输入学科名称 ,可以检索到这个学科名称下的

所有机构名称 。

(5)评价信息检索。评价信息检索的字段有 :学

科名称、学科代码 、机构名称 、机构代码 。

(6)中国会议录索引检索 。这是一个单独的数

据库 ,共分为会议名称、主办单位 、会议时间 、会议地

点、会议论文集出版情况 5 个字段 ,可以实现全字段

检索 。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情况 (若存在的话)可以建

立一个超链接 ,链接到专题信息数据库 ,可以查看到

学术专著 ,论文或报告的全文信息 。

3.3 　分析与评价功能

本系统最具特色的功能在于对原始数据进行分

析 ,运用文献计量和科学计量的基础理论 ,揭示学科

的发展规律 ,预测学科的发展方向 ,构造大学和科研

机构人文社科研究科研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 ,为

科研决策提供事实和数据支撑 。具体包括 :

(1)统计单一学科历年的项目 、科研经费数目 ,

生成时间曲线图 ,展示学科的发展趋势 。

(2)统计同一时期各个学科项目立项的数目 ,对

国家的投入进行比较 ,揭示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事实

上的科研布局 ,引导项目申请 。

(3)统计某一大学或科研机构历年的项目、科研

经费数目 ,生成时间曲线图 ,显示科研机构科研能力

的变化趋势。

(4)统计同一时期各个大学或科研机构获得的

科研项目 、科研经费数目 ,显示国家人文社科领域投

入的地区 、部门分布 。

(5)对单一学科历年项目进行聚类分析 ,生成二

维点阵图 ,可以揭示各个时期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国

家科研政策的指导方向 ,一方面为项目的申请者选

题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为科研政策的制定者调整学

科发展的布局 ,对某些过热的研究方向进行阻抑 ,对

某些国家需要但是研究缺乏的研究方向提供激励 。

(6)统计单一学科内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历年

项目所获得的成果 ,生成时间曲线图 ,显示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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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生产力的变化趋势 。

(7)统计单一学科内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历年

项目、科研经费数目 、项目所获得的成果 ,建立科研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揭示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研

究的优势领域 ,一方面使科研的决策者能够为某些

重大项目选择可靠的机构 ,另一方面为实现学科发

展的地区、部门均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3. 4　项目全程管理功能

该功能主要是实现重大科研项目从项目申报到

项目鉴定完成的全程跟踪管理 ,提供项目的状态信

息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1)项目申报管理 。在项目初期 ,项目申请者通

过系统下载项目申报表 ,申报表包括申报单位名称 、

申报项目名称 、现有条件 、承担过的项目及其成果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单位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等 。

申报者填好申报表后通过系统提交 ,该项目的状态

信息即改变为“申报中”,并显示申报提交时间 ,然后

等待项目审批 。

(2)项目立项管理 。项目审批通过后 ,开始进行

项目的立项 ,提交项目立项 报告 ,项目 状态改变为

“立项”中并显示提交时间 。

(3)项目进度管理 。在项目进行期间 ,系统将对

该项目实行动态跟踪管理 ,显示项目进行期间每一

年的项目的进展状态 ,如果某一年的项目进度没有

达到要求 ,则取消该单位下一年的所有项目申报资

格 ,直到项目达到年目标为止 。这样不仅把项目的

整个状态都动态地显示出来 ,而且可以对项目承担

单位起到监督作用 ,激励项目单位力争准时高质量

地完成项目 。

(4)项目结题管理 。在项目承担单位的项目完成

之后 ,原项目承担单位(或个人)登录系统 ,提交项目的

结题报告 ,项目状态改为“已结题”并显示提交时间。

(5)项目鉴定管理 。项目通过鉴定会鉴定后 ,项

目承担单位 (或个人)登录系统 ,提交项目鉴定报告 ,

项目状态改变为“已鉴定”并显示提交时间 。

4 　系统可行性分析

(1)Java 的可 行性分析 。Java 语言 具有简单 、

面向对象、分布式 、解释执行 、安全、跨平台 、高性能 、

多线程等特点 ,能使系统以更好的面貌展现在我们

面前 ,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来设计系统 ,能比较好地处

理系统在各种不同平台上的可移植性问题 ,使我们

的系统做好之后 ,可以随时随地地使用 [ 1 ] 。

( ) SQL S 的可行性分析 。SQL S 客

户 服务器提供了许多传统主机数据库所没有的先

进功能。数据库访问并非局限于某些已有的主机数

据库应用程序 。SQL Server 的一个主要之 点就是

与主流客户/ 服务器开发工具和桌面应用程序的紧

密集成 。可以使用很多方法访问 SQL Server 数据

库 ,比如 Delphi、Vi sual Basic、Vi sual C 6 、Access、

Power Bui der、Visual Foxpro 和许多其他的 PC 开

发环境创建的应用程序中访问 SQL Server 数据库 。

当然结合Java的特性 ,使用 SQL Ser ver 作 为数据

库也是很好的选择 [2 ] 。

(3) B/ S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B/ S 模式具有以

下的优点 : ①具有分布性特点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查

询、浏览等业务处理 。 ②业务扩展简单方便 ,通过增

加网页即可增加服务器功能 。 ③维护简单方便 ,只

需要改变网页 ,即可实现所有用户的同步更新 。 ④

开发简单 ,共享性强 。B/ S模式的设计 ,使得用户可

以直接通过本地浏览器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极大方

便了用户 [3 ] 。

5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背景和人文

社会科学评价与发展信息系统建设的意义 ,提出数

据库建设的目标 ,并结合技术的手段对数据库的功

能、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目前由于人文社会科

学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 ,信息量非常庞大 ,如

何对已有的信息通过数据挖掘进行有效的组织是当

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 ,数据库建设中的

安全问题也非常重要 ,可以通过采用防火墙技术 、监

视技术 、审计、备份与故障恢复等技术来保障 [ 4 ] 。当

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本

文的探讨并不能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全面的评价 ,

而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已有成果出发 ,从一个侧面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评价和报道 ,以期通过

这个评价结果 ,总结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缺

陷和不足 ,从而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快速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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