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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建设基础能力评估lz_

指标项（权重） 指标子项

·专门信息化建设部门
组织保障(6分） ·专门项目管理团队

·后期维护部门规划

·信息收集
质量管理能力(5分） ·系统日志收集

·日志分析、 处理和归档与反馈

·项目管理制度
过程管理能力(4分） ·项目管理经验

·项目管理资质情况

法律风险与责任(5分）

知识服务市场接受度(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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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建设基础能力指数

·三

·三

图5-3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建设就绪度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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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层面各指标项所获分值的差异， 可得出…．。 进—步， 根据所

计算指数， 基础能力可分为 初始级、 储备级、 建设级、 就绪级、 完备级

等五个等级， 如图5-3所示。 其中

·初始级是指不具备建设知识图谱应用系统的条件， 应用场景、 资源

投入等尚不明确， 有待进行战略规划。

·储备级是指已进行战略规划， 但不具备建设知识图谱应用系统的条

件， 有待在规划完善的基础上进行人力资源储备、 基础设施储备、 数据储

备等。

·建设级是指初步具备知识图谱应用系统的建设能力， 部分维度仍存

在较大弱项， 有待全面提升各维度能力等，可针对性地开展小型知识图谱

应用系统建设及研究工作。

·就绪级是指已具备良好的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建设能力， 可进一步对

各层面欠缺指标项对应能力进行提升，有能力开展较大规模的知识图谱应

用系统的建设及研究工作。

·完备级是指已具备完备的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建设能力， 各维度能力

较为全面， 可支持后续系统的建设、 实施与部署，可依据业务需求开展大

规模的知识图谱应用系统的建设及研究工作。

表5-2针对19项指标给出了各项指标自我评估判据， 每项指标分值l

至5分， 总分19至95分。 可对每项指标水平进行自评， 根据总分做出相

应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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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位于35分及以下， 初始级，

·总分位于35至45分（含）区间， 储备级，

·总分位于45至60分（含）区间， 建设级，

·总分位于60至75分（含）区间， 就绪级，

·总分位于75分以上， 完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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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应用系统建设基础能力自我评估表

表5-2应用系统基础能力自我评估表

能力
—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子项

战略
对AI感 AI 潜在 AI 产品或服务巳 AI 巳广泛应 AI巳成为公

愿景
兴趣 价值 提供商业价值 用并带来利润 司业务发展的

组成部分

在当前业 知识图谱具 知识图谱具有明 知识图谱具有 知识图谱可完

用户需 务中知识 备潜在应用 确应用需求， 基 明 确 应 用 需 全满足用户需
图谱没有 需求， 具体 于知识图谱应用 求， 且知识图 求。

求驱动
明确应用 应用需求有 可满足部分用户 谱可满足用户

业 需求。 待挖掘。 需求。 需求。

务 资源 几乎没有 开展知识图 巳启动部分知识 将知识图谱项 有 充 足 的AI

安排
预算 谱项目 POC 图谱项目并持续 目建设纳入预 及知识图谱建

层 进行实验和POC 算体系 设预算

面
行业 不具备行 具备行业资 具 备 行 业资 质， 具 备 行 业资 具 备 行 业资

资质
业资质。 质， 但行业 但行业壁垒中等。 质， 但行业壁 质， 且具有极

壁垒低。 垒较高。 高壁垒。

行业发展 行业发展进 行业发展势头向 行业发展势头 行业发展趋势
行业趋 趋势不 入瓶颈， 没 好， 没有产业政 向好， 产业政 火热， 产业政
势和产 好， 没有 有产业政策 策扶持。 策扶持逐渐变 策 扶 持力度
业政策 产业政策 支持。 多。 大。

支持。

数据 数据基础 数据基础较 数据整体情况 一 数据整体情况 有充足的数据

储备
较差 差但有部分 般但部分数据情 较好 积累及规范的

可用数据 况较好 数据存储体系

数 领域专
不具备行 具备少量行 具备少量行业语 具备少量行业 具备大量行业
业 语 料、 业语料。 料和术语。 语料和术语， 语料、 术语和

据
业数据 术语或者 并形成小范围 基础标准。
基础 标准基础。 行业标准。

层

面
不具备数 数据治理水 数据治理水平中 数据治理水平 数据治理能力
据治理能 平低下， 缺 等， 初步具备数 较高， 数据安 强， 数据安全

数据治 力 乏数据安全 据安全管理与保 全管理与保障 管理与保障能
理能力 管理与保障 障能力 能力中等 力强， 具备完

能力 备的数据治理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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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子项

缺少领域 具备运维人 具备运维人员和 具 备 运 维 人 具 备 运 维 人
知识专家 员， 不具备 领域知识专家。 员、 领域知识 员、 领域知识

人员 和运维人 领域知识专 专家和知识图 专家、 知识图
储备 员 家 谱构建人员。 谱 构 建 人 员、

以及知识图谱
应用人员。

不具备存 具有有限的 具有 一定的存储 存储能力、 计 存储能力、 计
储 能力、 存 储 能力、 能 力、 计算 能 算能力充沛， 算能力充沛，

硬件资 计算 能 计算能力， 力， 支持中等规 支持大规模数 且支持动态扩
源储备 力， 不支 支持小规模 模数据处理与存 据 处 理 与 存 展。 支持超大

持数据处 数据处理与 储。 储。 规模数据处理

基 理与存储 存储。 与存储。

础 不具备专 具有有限的 具备 一定的专业 具备较为全面 全面深入的掌
业知识储 专 业 知 识 知识， 并能够支 的 专业知识， 握了专 业 知

保 专业知 备。 认知， 对相 撑进行较为简单 可以支持大规 识， 支持大规
识储备 关专业知识 的应用和研究。 模系统的应用 模系统应用和

有粗浅的了 和研究。 研究， 并能引

层
解。 领行业创新。

面 信息化
无配套业 配套业务系 配套业务系 统， 配套业 务系 配套业 务系
务系统。 统， 少量业 部分业务流程实 统， 大部分业 统， 业务流程建设基

务流程实现 现信息化。 务流程实现信 完全实现信息
础

信息化。 息化。 化。

不具备任 有一定系统 具备基础的资质 具备全面的系 具备全面的资
何资 质， 集 成或管 和资格， 可以在 统应用和集成 质， 且有颁发
不支持知 理经验， 取 一定程度上进行 资质， 可以进 相关资质的资

资格
识图谱应 得少部分资 系 统 应 用 和 集 行大规模的系 格， 可以制定

资质
用系统集 质， 但不支 成。 统 应 用 和 集 系统应用和集
成 和 应 持知识图谱 成。 成的资质。
用。 应 用 系 统

的应用和集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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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子项

法律风 极高法律 较高法律风 中等法律风险和 较低法律风险 无法 律 风 险，

社
险与责 风险和责 险和责任。 责任。 和责任。 无责任风险。

任

市场不了 市场对知识 市场接受知识服 市场全面接受 全面的接受知
知识服 解且不接 服务有 一 定 务，但其程度仅 其 知识服务，识服务，且用
务的市

受其知识 的了解，接 限。 对其服务有较 户偏向于使用
面 场接受

服务。 受极少的服 强的认同感。 其服务。度
务。

四、 应用系统建设基础能力提升

根据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建设基础能力的就绪度等级和评估结果， 可从

人员、 技术、 资源、 战略定位为切入点出发制订能力提升实施方案，并从

业务、数据、 基础保障、 实施、 管理、社会等六个层面采取措施， 进而迭

代通过能力提升效果评估方法进行效果评价， 从而形成— 整套闭环的能力

改进提升方案， 如图5-4所示。

＿ ＿ 

I

完
备
级

就
绪
级

建
设
级

闭环能力改进提升方案

I 确定目标 = 实施方案 ：：】 评估方法 I 

图5-4知识图谱应用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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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定期开展硬件资源和建设能力评价，不断积累和提升专业知识水平。

实施能力方面，通过实施不同项目案例种类、数量和规模的积累，进一 步

提高IT资质等级。运维能力方面，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业务需求和系统运

行中的问题，不断寻求更优的解决方案，加快知识更新的效率。信息化建

设能力方面，通过对业务系统的分类梳理，不断细化业务场景，完善知识

可视化、知识问答和联想等应用，提高业务人员对知识图谱系统的理解。

管理层面：

组织保障方面，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完备的组织规章、规范的组织

措施。质量管理方面，制定严格的质量方针，明确质量目标和职责，严格

控制项目各阶段活动质量。过程管理方面，具备完整的过程策划、过程实

施、过程检查、过程改进阶段，并严格按照阶段执行。

社会层面：

法律风险与责任方面，不断完善业务流程、规范化经营，降低法律风

险与责任。知识服务市场接受度方面，紧密跟踪行业趋势和产业政策，积

极分析市场需求和痛点，不断提升企业自身行业资质，不断提高自身竞争

力形成竞争壁垒。

此外，在研发方面，加强知识图谱相关的人员储备（包括 运维人

员、知识专家等），加强软件、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存储、数

据处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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