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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科研管理的革新之路
周晓佳

惠州学院 广东惠州 516007

摘 要: 大数据技术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交通运输、电子商务各行业都加大了信息技术运用的重视。而将其渗透到
高校科研管理上，能促进管理创新。本文针对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科研管理革新策略展开讨论，具体分析了先进技术运用下科研管
理优化路径，为高校科研管理提供借鉴，逐步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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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信息存储和管理方面有明显优势，互联网技
术的成熟，对各行各业运营管理产生明显影响。具体到高校科
研管理，可注意到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科研管理朝着信息化方
向发展，注重科研活动过程中各类信息的共享和整理，确保管
理工作的有效性及合理性，方可为高校科研活动的推进提供
保障。

一、高校科研管理现状
从高校科研管理现状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科

研课题一题多报现象严重。由于科研管理的不足，导致科研课
题存在重复立项的问题，无法保证科研创新的实现，并且造成
高校资源浪费，阻碍了高校的科研事业发展; 二是科研活动监
督力度不够。［1］从高校科研管理实践看，由于目前大多数高校
对科研活动的开展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缺乏诚信监管机制，使
得部分课题在申报环节出现抄袭、剽窃的行为，降低了科研质
量; 三是科研成果与社会发展实际相脱节。高校科研队伍在制
定科研计划时，忽视了企业科研单位和事业机构的科研需求，
导致高校科研成果无法运用到现实社会中，限制了高校科研成
果的有效转化。

二、大数据环境下高校科研管理革新路径的探索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和运用，对高校科研管理带来一定机遇

和挑战，为了保证科研管理质量，需要紧抓时代发展机遇，注重
科研管理创新发展，将管理服务落实到科研课题立项和项目实
施各阶段，完善高校科研管理体系。下面将具体分析高校科研
管理的几大革新路径。

( 一) 提高高校科研课题的质量
要想解决当前高校科研活动中的不足，还应从完善科研课

题角度出发，确定有效的科研管理方案。其中创新是高校科研
的关键核心，需要谨遵创新科研原则，在活动中发现新问题并
创新处理方法。高校科研成果对社会科研水平的提高有促进
作用，当前高校科研活动已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随着项目数量
的增加，要做好科研管理工作，以免出现课题重复立项或与现
实需求不符的现象。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为科研管理创造了良
好条件，当课题立项后，管理部门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不同类
别、层次的课题进行全面分析，为科研活动展开提供借鉴。在
完善科研课题时，可综合分析结果、学校科研优势和研究人员
科研方向等，进行科研监管，保证科研资源充分利用。例如，学
校科研管理机构可利用云计算、Web 等技术，对高校科研课题
相关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将科学研究和社会生产需求相结合，
根据社会环境对高校科研课题进行优化调整，保证科研活动顺
利展开。

( 二) 健全高校科研管理共享平台
科研管理需要依靠信息支持，在信息共享的情况下确保科

研管理的有效性，为科研活动的开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因
此，高校在科研管理过程中需要注重科研管理共享平台的完善
构建，改变以往各高校科研活动独立进行的弊端，而是在高校
科研信息互通中，严厉打击学术造假现象。调查表明，当前大
多数高校参与到科研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中，将自身科研活
动信息传输到系统，如课题申报、立项等信息可在共享平台中
传输，由此拓展传播范围，为各高校科研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另外，在高校间科研数据有效互动共享的情况下，可避免出现
信息滞后的现象，从而保证科研公正性，有利于提高科研水平。

( 三) 个性化服务
除了科研课题有效制定外，还要关注科研活动全过程的顺

利展开。采用大数据技术可帮助工作人员提炼有价值信息，并
根据科研数据了解学科发展趋势，结合专业发展特点确定科研
方向。同时利用专项数据信息，确保学术资源在项目研发中的
有效利用，为科研活动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收集、整理科研
项目信息，以及关注科研项目进度等方式，及时发现科研项目
运行中的问题，为研究方案优化设计提供帮助，并在管理平台
作用下，缩小资源采集范围，使其在资源高效利用的条件下，对
研究项目有较好掌控，激发研究者创新思维。［2］在上述管理模
式下，强调了科研管理的个性化，从各个科研活动有关信息入
手，及时发现研究活动中的管理重点，确保管理手段符合科研
活动的开展需求。例如，当前大部分高校科研管理实施过程
中，会针对各项科研活动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项目运行
信息收集、整理、记录等工作，从而保证科研活动全过程都处于
监管下，提高科研管理服务水平，为高校科研实力的增强提供
基础条件。

( 四) 全员参与科研管理
要想达到较好的科研管理效果，需要管理人员主动参与到

科研管理中，及时发现科研活动中的不足，为科研规划的改进
优化提供科学建议。例如，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加大了科研
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安排专门人员参与到系统运维中，确保
系统运行质量。同时针对科研管理文件及指标的传达建立了
专门渠道，方便有关人员查询科研管理信息。大数据环境下，
要求转变科研管理模式，通过开放管理平台，促使全员参与科
研管理中，促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传统的上传下达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高校科研项
目的运行需求，在管理模式创新上，需要紧跟大数据步伐，在数
据收集、数据利用等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实现大数据技术和科
研管理工作充分融合。科研管理者要利用互联网思维参与到
管理实践中，以主动管理为主，明确大数据环境下管理革新方
向，通过提高数据利用率，提高管理服务的优质性和时效性。
同时考虑到科研活动开展中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应结合
研究实情，调整管理措施，在主动收集科研管理信息的前提下，
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并且注重数据库实时更新，对数据信息
进行分类保存，能为研究人员提供全面的科研资源，使其结合
学科发展规律提出科研创新点，以便为科研活动良好展开提供
综合服务，最大程度调动研究人员创新积极性。

三、结论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下，对高校科研管理改革提供了新

机遇，通过提供科研管理服务，能保证高校科研活动顺利开展。
新的管理模式下，科研管理信息共享程度且管理服务水平更
高，科研管理人员可借助大数据技术，挖掘科研立项到科研课
题监督各环节的开展信息，为管理策略提供信息支持，进而发
挥科研管理在高校科研工作高效展开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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