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０２
２９(１)　

编　辑　学　报

ACTAEDITOLOGICA

科技期刊的个性化推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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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提出一种

科技期刊个性化推荐策略.该策略通过对受众行为的收集与

分析,挖掘受众对内容的喜好和潜在需求;据此将期刊内容进

行拆分、关联和重组的结构化制作和知识化管理,形成个性化

信息过滤和推荐,从而为受众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这将优化

科技期刊的用户管理方式、信息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提高科

技期刊的服务质量和传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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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受众的主体

意识和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信息需求日益增强,对
科技期刊的信息质量、传播时效性以及市场竞争力提

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因此,如何利用新技术、新媒体,
创新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方式,提高科研

信息的传播质量和传播效率,从而满足受众个性化服

务的需求,是科技期刊面临的核心挑战.
为此,科技期刊迈出了数字化转型步伐,相关的学

术研究与商业实践方兴未艾[１３],主要包括:１)出版流

程的数字化.通过采编系统实现投稿、审稿、查询、编
辑加工的网络化;通过开放存取、优先出版实现快速上

网、免费浏览、全文下载.２)内容制作的多媒体化.运

用数字化处理技术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进行整合,

从而脱离纸质期刊平面的内容,形成更加丰富的内容

数据库.３)传播渠道的多元化.通过期刊官网、国内

外科学数据库、微信、App等进行数字化推广,并开发

适应多终端特点的阅读格式.
但上述数字化转型并不彻底,更多的是基于技术

层面的危机应对举措[４],在办刊理念、组织架构、业务

流程等战略层面缺少实质性创新,转型成效十分有限.
由于期刊定位还停留在满足受众“整体需求”的阶段,
对内容生产没有进行细分和深加工[５６],导致转型后

的期刊仅是同期纸质期刊的数字化拷贝镜像,在实现

期刊信息增值和知识管理上收效甚微,既无法解决信

息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同质、超载、孤岛、低效等“老”
问题,又无法满足信息接收方在数字化浪潮下催生的

个性订阅、精准分类、灵活推送等“新”需求.
因此,科技期刊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以“个性需求”

为导向,在更深层面上推进.为此,本文提出一种针对

科技期刊的个性化推荐策略,通过受众分析和信息资

源整合,为受众提供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学术信息服

务,为科技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１　个性化推荐的现状

　　个性化推荐是一种“信息找人,按需服务”的主动

服务模式.与传统媒体主导的信息过滤与筛选不同,
个性化推荐以用户为中心,通过分析用户的上网行为、
注册信息及社交关系等,借助特征分析、数据挖掘、机
器学习等技术,挖掘用户对内容的偏好和潜在需求,形
成个性化信息聚集和推荐;而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为深入分析用户之间的联系、跟踪用户的使用

习惯和频率,提供了更为广阔、便捷的平台[７].
个性化推荐最初被用在图书馆领域,主要是通过

对用户的查询条目、次数、类型等行为数据进行分析,
了解并掌握用户的特点和兴趣,以实现对读者的馆藏

推荐和数字图书馆服务.之后,又广泛应用在电子商

务领域,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从亚马逊搜集读

者评论、进行数据分析、根据购买记录和搜索偏好“预
测”读者需求、发布推荐清单开始,各大电商如淘宝、京
东的个性化推荐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近年来,
报纸、期刊、图书出版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纷纷

在融合媒体的转型中尝试定制传播,如打造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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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App平台、RSS订阅及定制新闻、网络定制剧都是

对受众信息进行个性化提炼,细致满足受众的个性化

需求,从而深入塑造媒体品牌形象的有力尝试.
个性化推荐在上述领域的广泛实践,证明了该策

略在大数据时代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科技期刊的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２　科技期刊个性化推荐策略的实现途径

　　科技期刊的个性化推荐即根据受众多样化、个性

化、精准化的信息需求,通过对受众学科专业特征、内
容偏好和科研方向的捕捉分析,主动地向受众推荐其

需要的文献信息.这将改变科技期刊的用户管理方

式、信息组织方式及信息传播方式.基于此,本文分别

从受众行为收集与特征分析、内容结构化制作与知识

化管理、信息智能化过滤与个性化推荐３方面来阐述

该策略的实现途径.

２１　受众行为收集与特征分析　目前,大部分科技期

刊没有树立对用户资源包括读者、作者、专家信息的管

理意识,更没有进行用户分析,对用户的深度需求了解

不够,大量的用户资源还处于散乱的模糊状态[８].要

实现科技期刊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必须先深入了解、分
析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根据受众的个性化特征,如专业

特征、信息需求特征、接收信息行为特征等,对受众进

行研究和细分,在细分的基础上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
目前实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与受众交互或跟踪受众行

为发现其个性化特征,建立兴趣模型,并据此利用推理

规则对信息进行过滤和推荐,其实现基础在于对受众

行为的收集与分析[９].获取受众行为信息的主要渠道

为科技期刊的在线采编系统、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

众号、App平台以及相关社会化媒体、学术网站、科学

数据库等,行为信息包括以下８种:

１)基本信息,注册信息,如单位、研究领域、投稿审

稿情况、投稿文章的关键词和主题等;

２)浏览信息,浏览或点击链接行为;

３)评价信息,对论文的评分、评价;

４)下载信息,下载、保存、收藏论文或页面;

５)搜索引擎输入,通过搜索引擎输入的查询关

键词;

６)标签(Tag)信息,根据个人需要对数字资源添

加的个性化标识说明;

７)接收信息行为,查询、接收信息的时间、地点、
渠道;

８)关联行为信息,聚合受众在相关领域的终端数

据,如社交网络的“微数据”.
用户行为信息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和分析,才能

反映用户的个性化特征.在此,需利用数据挖掘、机器

学习等大数据技术抽取有意义的行为信息进行特征描

述、关联分析和兴趣建模,从而预测用户的潜在需求.
对于科技期刊而言,有条件的科技期刊应增设数据团

队与用户服务人员,或加强与相关技术公司的紧密合

作,注重新媒体平台的建设与维护,增强用户资源精细

化管理意识.

２２　内容结构化制作与知识化管理　传统科技期刊

的以卷、期为出版单位的数字出版方式并没有解决让

受众快速获取有用信息的问题,而内容结构、版式风

格、文件格式的固定则无法满足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

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期刊内容进行拆分、关
联和按需重组的结构化制作和知识化管理.

传统科技期刊的数字化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是对

整期期刊或单篇论文进行元数据标注,如 DOI号、中
图分类号、关键词主题标引等.为了使信息不断贴近

受众需求,从而进一步优化使知识增值,需要将期刊内

容从原来的卷、期、篇拆分为章、节,甚至更小的内容片

段,并对其进行碎片标引[１０],再动态关联和按需重组,
最终以文章片段化内容和知识点为核心呈现点.主要

流程包括:

１)维持传统出版内容,将数据以文档文件格式

PDF、DOC、WPS、XML等按卷、期进行组织;

２)拆分文件以文档文件格式按篇、摘要、章节进行

组织;

３)将形成的篇、摘要、章节内容按学科、中图分类

号、主题、作者等方式分类,将形成的分类按照某一研

究方向、某一栏目、某一知识点、某一主题构建知识元;

４)对拆分后的碎片化内容添加语义标签;

５)通过关键词间语义关系将知识元进行动态关

联,形成网状互联关系;

６)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聚合、重组内容.
这是一个对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和延伸开发的过

程,目的是挖掘蕴藏于显性信息中的隐性知识,形成知

识仓库和知识链,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并加以利用[１１].
用户除了可以查阅传统的科技期刊以卷、期、篇为出版

单位的数字出版形式,还可以获取更加多元化的知识

集合,如某研究方向的摘要集合,某作者的文章集合,
某知识点的文章片段集合,甚至某领域实验集合
这些知识集合并不是预先生成的,只有在受众提出需

求时才确定其内容结构、版式风格及文件格式.相比

之下,这种灵活多元的信息组织方式更能满足受众的

个性化需求.

２３　信息智能化过滤与个性化推荐　当我们预测出

受众的个体需求,且已经具备灵活组合的关联知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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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只需将两者关联起来,通过信息智能化过滤进

行按需推荐.按照推荐系统理论主要通过以下３种方

式进行推荐[１２]:

１)协同过滤,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记录计算用户

之间的相似性,利用相似用户对论文的评价作为评判

依据,推荐相似用户的高评价论文信息给目标用户;

２)基于内容的推荐,把内容和用户兴趣模型进行

相似性匹配,把相匹配的论文信息推荐给目标用户;

３)混合推荐,多种推荐方法的组合.
此外,除了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内容,还需注重个性

化的信息服务形式,包括检索方式、文献形态、推送时

间、阅读终端的多样化.将根据受众的个体需求、使用

习惯进行选择性推送.如通过EmailAlert、微信公众

号、App、RSS等多渠道进行推送,并按照多样性终端

如手机、电脑、pad等,将文件格式转变为与之相适应

的格式发送,在表达形式上体现多媒体化、社交化、互
动化,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３　科技期刊个性化推荐策略的支撑环境

　　科技期刊实施个性化推荐策略,需要软、硬件技术

支撑及平台构建,其中应特别关注以下几点.

１)做强“云”平台.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

技术、云计算、移动互联技术搭建一站式信息服务平

台.加强数据库的建设和云存储的运用,提高数据采

集、存储、管理、分析和运用能力.一方面,实现知识信

息的集成和深度索引,着力提高数据质量,包括数据规

范性和完整性,数据的广度和相关性,提供重要数据的

直接链接与交叉链接;另一方面,增强用户信息、需求

的记录、跟踪和存储,实现用户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和深

度挖掘.

２)优化“端”体验.构造融媒体、全媒体的个性化

信息服务环境.增强网站、微信、微博、App等门户平

台的用户体验、交互式设计,增强门户与用户之间、用
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提高交流和沟通服务功能,提供

随时随地的信息知识获取服务,实现由传统网站信息

发布平台向交互式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功能转型.

３)构建“共同体”.增强跨界融合、协同合作的

办刊意识.首先,应转变编辑部的功能,增设数据

团队与用户服务人员,加强采编人员和技术应用与

设计人员、用户服务人员的交流与合作,要脱离过

去采编人员只关注内容生产的单一模式,编辑也要

参与到数字内容的制作和推广的流程中;其次,加
强与社会化媒体、科学数据库的合作,把不同行业、
领域和终端的数据进行信息聚合、关联分析和价值

挖掘;最后,加强与同领域期刊的合作,优化学术资

源共建共享机制,实现跨刊、跨专业集群检索,构建

行业期刊群,推动科技期刊知识资源向集约化、高
效化发展,实现价值共赢.

４　结束语

　　本文立足于大数据时代信息过剩和知识匮乏的信

息化环境,分析了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挑战.
认为科技期刊应秉承以用户为中心、内容为王的办刊

准则,顺应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的发展趋势,借鉴个性

化推荐在图书馆服务、电子商务及传统媒体的成功经

验,改变传统的数字出版方式,注重受众多样化、个性

化、精准化的个体需求,增强科技期刊的内容聚合、深
度加工、知识增值的服务理念,提升科技期刊数字化信

息和网络平台建设,为受众提供个性化的学术信息服

务,推动出版融合发展,提高科技期刊对科研成果的传

播质量和传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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