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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科技监督的智能化平台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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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科技监督是国家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备受科技界关注，开展科技

监督智能化平台研究，对深化静默化监督、支撑全过程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 过程 ] 通过分析国内外科技监督管

理问题研究现状、平台建设与应用现状等内容，在梳理国内科技监督管理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科技监督的智能化

平台建设方案，并对平台发展方向和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讨。[ 结果 / 结论 ] 探讨建设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提高

科技监督的科学性、专业性、智能性，希望能够支撑科技监督相关信息化建设，有效提升科技监督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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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S&T supervision has been alway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S&T commun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T innov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 syste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telligent platform of S&T supervision to deepen silent supervision and support the whole process of supervision. [Methods/

Proces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ssues,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statu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domestic technolog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t proposes an intellig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plan for technology supervision,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otential challenges of the platform. [Results /Conclusions]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platform 

for S&T supervision,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professionalism and intelligence of S&T supervision.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suppor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ervision relate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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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近年来

越来越关注科技监督相关工作内容，对科研诚

信管理、科技伦理治理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越

发深入。另一方面，国家在科技治理工作中也

高度重视科技监督工作，将监督评价体系建设、

科研诚信管理、科技伦理治理等作为其中的关

键环节，开展静默化监督、全过程监督等成为

管理工作的一项巨大挑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

紧跟信息化时代潮流，推动科技监督与现代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充分运用智能化平台服务科

技监督工作，对深化静默化监督、支撑全过程

监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科技监督实际需求

出发，研究提出面向科技监督的智能化平台建

设方案，期望能够为提升科技监管效率提供一

些参考。

1　相关研究与实践现状

1.1　科技监督有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支撑作用日益强化，其中，科技监督作为科技

创新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配置创

新资源、防范和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有效

手段 [1]，已成为管理界和科技界备受关注的内

容之一。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均十分重视科

技监督体系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制度政策文

件，建立统一的评估监管体系，加强事中、事

后的监督检查和责任倒查 [2]。在学术界，国内

也高度重视科技监督相关研究工作，面向科技

监督中有关管理问题，多位学者开展研究并取

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在科技监督工作范畴方面，

靳彤等 [3] 表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以

高校诚信管理入手，提出要夯实科研诚信管理

基础、完善政策。黄国彬等 [4] 从社会伦理入手，

提出人工智能与伦理规范两者间的融合路径和

实施机制。在科技监督工作机制研究方面，张

义芳 [5] 提出建立宏观管理监督与项目执行监管

并行的监督体系，形成多形式有机结合的评估

体系。王新钰等 [6] 围绕“放管服”背景下我国

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现状，提出从健全法律制度、

打造监督评估体系等 5 个方面完善科技计划监

督评估机制。在科技监督相关要素及其关系方

面，潘昕昕 [7] 指出科技监督是指对科技活动的

监视、督促和管理，包括对科技计划、项目、

科技人员、科研机构、专家、管理部门等的监督。

廖苏亮等 [1] 构建以政府、项目管理者、项目执

行者、社会监督者为主体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分析影响监督系统运行的关键要素及要素之间

的反馈关系。

1.2　监督平台应用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赋能管理

职能的效果日益凸显，国内外相关科技管理部

门均运用信息平台辅助科技管理、科技监督工

作。特别是国外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监督类平台

建设，通过平台信息化、一体化特点，在面向

科技监督工作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在

信用数据整合方面，美国建设科研不端记录系

统，充分记录当事人个人信息、不端行为类型、

不端行为调查报告及处罚措施等，实现科研诚

信信息统一管理，在美国科研不端的管理实践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在数据智能化挖掘分析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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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日本建立府省共用研究开发管理系统，

在支持对科研项目集中、高效管理的基础上 [9]，

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对科研不端行为出现

的风险实施可视化管理，针对性地对高风险领

域或人员强化管理，有助于科研单位提前把控

风险，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早期防范和查处 [10]。

在科技公众监督方面，英国的 Research Gate-

way 平台面向社会公开公共科研资金资助情况

和科研成果信息，实现所有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信息的公开监督，构建了有力的公开电子监管

体系 [11]。此外，德国联邦部门通过建立统一、

集中的管理系统来掌握科技计划进展、经费流

动情况以及监督项目管理机构的工作 [12]。

在国内科技管理、科技监督方面，孙晶等 [13]

针对广东省科研信息管理体系建设，提出利用

信息化手段创新监督方式，构建覆盖监督检查、

信用管理、信息共享、信息应用和风险预警机

制等全维度的科研信用信息系统。曾建勋等 [14]

提出构建面向计划管理、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评审评估等科技计划实施全过程的知识管理平

台，支撑决策管理和监督检查。潘昕昕 [7] 提出

完善多要素信息系统，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

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动态、全面地收集

和传递专项监督评估所需信息。刘晓晨等 [15] 提

出建设科技管理数据集成平台，对科技管理信

息系统中存在的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进行集成，

能够支撑项目监督、执行审计和重点环节把控。

如沈阳建成辽宁省首个大数据科技监督平台，

对项目管理 5大类 110余项填报数据进行收集，

实现了科研失信及行政决策中的异常情况和涉

嫌违纪违法线索的实时发现和提前预警 [16]。

1.3　小结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调研可以发现，科

技监督已经成为科技管理的重要任务内容，也

是一项工作内涵丰富、涉及利益主体众多的工

作。从业务属性来说，科技监督可划分为 3 个

部分，一是科技计划监督 [6]，涉及科技项目受理、

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综合绩效评价的全过

程监督，对于推动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具有重要意义。二是科研诚信建设 [17]，涉及

科研主体失信、学风建设，如科研学术不端、

学术造假等，积极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净化科

研环境。三是科技伦理治理 [18]，指科研活动中

的价值准则，涉及伦理事项审查、备案，以及

科研活动预警、监测等，约束科研行为、引导

科技活动向“善”。从涉及主体属性来说，科

技监督涉及政府部门、管理机构（项目管理机

构、伦理委员会等）、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等

主体。

目前，我国科技监督信息化工作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和进展，国内科技管理部门建设

的相关集成性服务平台或专用监督平台初步满

足日常科技监督类业务工作，但相较于美国等

科技发达国家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 [6]，主要

体现在数据互联互通大格局尚未实现，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不足，科技监督应用体

系和工具体系存在欠缺等问题。随着科技体制

改革的持续深入，科技监督工作仍是科技创新

工作、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

工作，特别是常态化实时监督、全流程闭环监

督、精准化系统监督、静默化无感监督等管理

要求 [19]，给智能化监督平台建设提出了明确需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PLATFORM
FOR S&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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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适应新时代科技监督新要求，紧跟信息

化时代潮流，建设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推动

科技监督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科技

监督工作提质增效显得十分必要。

2　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构建

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是面向管理需求实际

的应用平台。围绕智能化平台构建，本文提出

系统、数据、用户“三位一体”的建设思路，

即做到系统功能完备、数据贯通一体、用户广

泛参与。具体来说，一是平台要系统功能完备，

能够支撑科技监督常态化业务工作，服务科技

监督业务场景，支撑构建前后连贯、纵深联动

的监督网络。二是平台要实现数据的充分集成

和贯通一体，支撑数据互联汇交和共享应用，

实现全国层面监督数据资源一体化建设，能够

为科技监督“调查取证”、静默监督提供服务。

三是平台要满足多主体参与科技监督工作，实

现管理层级分明、上下联动、监督有力，面向

管理主体、科研主体提供一体化监督应用和服

务。

2.1　面向创新治理的科技监督平台构建路径

针对监督平台“三位一体”的建设思路，

本文以数据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平台为

载体、以系统互联为手段，研究构建面向创新

治理的科技监督平台，形成功能设计图，如图

1 所示。通过构建科研诚信管理、科技计划监督、

科研伦理治理等模块，以及要素完整、规范统

一、系统集成的监督工具体系，形成系统的监

督功能模块和应用组合，增强数据实时收集、

关键信息披露、风险动态预警、预警核查处置

等智能化监管功能，面向管理主体、科研主体

提升科学化、精准化科技监督管理水平。其中，

科技监督数据治理模块作为平台的核心内容，

一方面推动科技监督类数据、科研活动类数据

的互联汇交和共享应用，另一方面针对特定科

技监督环节或需求，强化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数

据挖掘治理，服务科技监督业务场景。

科技伦理治理

各
部
门
、
各
地
方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监督工具体系

科研诚
信管理

模块

科技伦理管理

模块

科技计
划监督
管理模

块

• 地方管理部门

• 政府部门

数据

汇交

数据
支撑

项目
监督

信息
预警

数据
汇交

联合
惩戒

科技监督数据
治理模块

• 严重失信数据

• 信用中国数据

• 征信数据

数据
汇交

图 1　科技监督平台功能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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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集成与数据治理

数据集成是基础，用于构建支撑科技监督

工作的数据资源池。面向智能化监督平台建设

和应用需求，本文将相关数据分为科技监督类

数据和科研活动类数据，打造全国统一的科技

监督领域数据资源体系，实现跨部门、跨地区

的严重失信信息互通共享。其中，科技监督类

数据包括科研人员或科研单位严重失信数据，

个人的信贷交易信息、非信贷交易信息、公共

信息等征信数据，从信用中国获取的相关诚信

数据，从政府机关等获取的科研行为不端数据、

科技伦理数据等，形成以失信数据为主、其他

征信数据为辅的一体化监督类数据。科研活动

类数据包括科研项目数据、科研管理数据、科

研行为数据、科研成果数据等。相关数据情况

如图 2 所示。

科技监督数

据资源池

严重失信数据

征信数据

信用中国数据

科
技
监
督
类
数

据

科
研
活
动
类
数

据

科研项目数据

科研管理数据

科研行为数据

科研成果数据

科技伦理数据

论文、专利、软著等

科研人员参与学术论坛、会议等

项目管理留痕数据、

项目评审数据等

项目申请数据、项目立项数据、

项目过程数据、项目验收数据等

图 2　科技监督数据体系

建立科研数据汇交和治理的规范化流程，

支持多源异构数据的清洗加工工作。一是科研

实体抽取与归一。针对科技监督、科研活动的

多源异构数据来源，运用实体抽取技术识别科

研人员、单位等实体，建立科研实体库，设置

唯一用户标识（UserID）、机构标识（CorpID），

开展科研人员姓名消岐、科研信息特征抽取等

工作。二是实体行为关联与标引。依托统一的

UserID 和 CorpID，将科技监督类数据、科研活

动类数据与科研实体（科研人员、科研单位、

管理人员等）进行关联与标引，构建支持科技

监督的数据网络体系，实现与科研诚信数据库

深度联动。三是建立科研人员、科研单位等失

信行为事实数据库，并与科研活动数据深度联

动，全面提供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的基本信息、

失信数据。

2.3　智能监督场景研究

依托科技监督和科研活动数据，面向科技

监督实际管理场景，利用异构化科研数据治理

成效，将科研项目、科技论文、成果奖励、学

术活动等数据转化为科技监督工作的佐证，支

持对科研活动中的异常情况进行发现和报告。

从实际管理需求来说，智能化监督场景包括以

下 3 个部分，如图 3 所示。

（1）面向计划管理，加强对项目管理全过

程动态监管，强化主动监督、前置监督。在科

技项目全过程管理过程中，挖掘全量项目、成

果等数据，通过对项目领域、成果领域分析，

发现成果冲抵、成果重复报送等现象；识别同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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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同方向申报项目的“陪跑”“多头申报”

等不端行为；及时预警科研人员年度研究时间

远超 12 个月等现象。

（2）面向诚信建设，加强多维度、多来

源数据的关联识别。针对科技项目内容分析，

精准发现申报内容抄袭、剽窃等违背科研诚

信要求的行为；挖掘专家评审过程数据，辅

助识别专家评审行为异常、专家评议结论异

常等现象；分析项目成果和过程材料，识别

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等学术造假

的科研不端行为。

（3）面向伦理管理，完善科技伦理风险监

测预警机制。跟踪新兴科技发展前沿动态，加

强对科研活动的分析研判，加强对科技伦理的

监管和识别，及时预警有违“公序良俗”的创

新活动。

智能分析

数据

管理

需求

专家

智慧

计划管理

诚信建设 伦理管理

• 全过程

• 实时

• 动态

• 项目“陪跑”

• 成果重复报送

• 多头申报

• 年研究时间超12个月

• 关联

• 发现

• 预警

• 项目抄袭

• 数据造假

• 评审异常

• 学术不端

• 监测

• 研判

• 伦理审批

• 新兴技术跟踪

• 有违“公序良俗”

图 3　科技监督智能化应用场景

面向上述科技监督智能化应用场景，需要

依托知识工程方法和数据治理技术开展资源深

度建设，面向科技监督智能化应用需求，研究

构建科技监督大数据分析模型，定义科技监督

评估评价指标体系，挖掘科研数据潜藏内容，

实现科研主体的违规、失信行为的发现与刻画，

辅助开展科研诚信和科技监督工作。

3　平台应用效果分析

基于上述“科技监督数据集 + 数据深度计

算 + 监督管理需求 + 专家智慧”科技监督服务

模式，建设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在充分运用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基础上，运用平台辅助科

技监督、伦理治理工作，形成前后连贯、纵深

联动的监督服务体系，能够面向政府部门、管

理机构、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等提供服务，支

撑构建一体化科技大监督格局，提升科技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1　通过统一集成检索，实现科研实体诚信
管理

依托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构建科研诚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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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模块，建设严重失信数据库，支撑科技

管理机构汇交和共享严重失信数据，打造惩处

一体化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依托科研诚信管

理信息功能，建立健全科研领域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明确联合惩戒规范，对全国、地方科技

计划项目申报单位、科研人员等主体开展科研

诚信审核，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相关主

体，实行“一票否决”。在科技计划全流程执

行过程中，实现科研诚信与管理全流程相融，

实现对相关责任主体科研诚信履责情况的经常

性检查。通过智能平台实现科研诚信信息跨部

门跨区域共享共用，支撑全国性的科研诚信联

合惩戒，在科技活动中限制科研诚信严重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中的相关责任主体，有力构筑诚

实守信的科技创新环境，推动构建学风清正的

科研环境，支撑科研诚信管理“一盘棋”。

3.2　通过智能关联分析，强化科研活动监督
监管

服务科技项目全过程管理监督、动态监督

和静默化监督，形成科技管理自主化监督和服

务的工作机制。严格把关各个科研活动环节，

充分运用科研项目数据和严重失信数据，将科

研监督工作贯穿于科技计划指南编制、立项评

审、过程管理、结题验收和监督评估等科技计

划管理全过程，挖掘内部风险点，实现对廉政

风险、科研诚信问题的及时预警和监督处置。

面向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支撑对各部门、

各地方各类科技项目管理与实施全过程开展技

术监督。进一步扩展科技监督自发性和能动性，

将项目数据深度挖掘结果与项目管理全周期深

度融合，实现“小节点、大监督”，确保管理

全周期各环节不留空白区、不设“豁免区”，

能够及时、精准地了解到监督对象的问题，尤

其是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涉及项目责任人进

行追责。支撑科研活动与科研失信行为联动惩

戒，对于科研诚信系统发现的违规人员，支撑

管理人员撤销其相关学术奖励、荣誉称号、职

务职称。

3.3　支撑利益相关者协同工作，服务科技伦
理治理需求

打造科技伦理治理模块，依托系列科技伦

理治理信息化管理和服务功能，实现全国科技

伦理委员会成员和工作单位的有序接洽，满足

相关单位数据查询、事项审核等管理需求，服

务科技伦理宣传教育，传播科技伦理知识。依

据科技伦理治理管理需求，构建科研伦理治理

服务体系，参照科技伦理规范对科研活动进行

全过程跟踪和监管，充分运用科研伦理信息平

台数据，对科研项目伦理相关内容进行有效监

督。支撑对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常态化监管，对

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

理挑战进行研判、预警，推动伦理相关领域的

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相互促进、动

态调适。

4　未来的应用与挑战

本文在开展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建设过程

中，主要面临以下 5 个方面的挑战。

（1）多源数据处理复杂。科技监督智能化

平台建设需要对多来源数据进行清洗和挖掘。

这些存储方式不一、数据标准不一的数据通常

以不同的结构和语义表示，难以直接集成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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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给数据融合、管理和分析带来很大挑战，

需要不断强化多源异构数据处理能力，建立标

准化的数据处理流程，形成相关工作规范。

（2）监督管理需求多变。科技监督智能化

平台主要面向科技管理部门提供各类监督服务。

在实际管理服务中，由于科技管理政策、管理

要求的不确定性，平台需要根据科技管理部门

最新需求做出相应优化调整，且这种调整任务

一般要求突发、时效性高，给平台的组织管理

和建设运维带来很大挑战。

（3）应用场景复杂多样。随着科研诚信数

据的汇总和科技监督智能化研究的深入，系统

平台的应用场景逐渐从碎片化过渡到深度融合

的一体化，从单点应用场景转换为多元化的应

用场景，这对科技监督智能化平台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建设单位需要实时把握科技监督需求，

跟进落实，设计科技监督专用功能为管理部门

提供相关支撑。

（4）数据语义理解困难。科技管理数据、

科技监督数据存在大量文本数据，如何运用自

然语言处理、语义识别等技术挖掘文本数据语

义、识别数据间深层次关联，并辅助开展科技

监督工作，将是平台实际建设服务中的重点任

务之一。

（5）管理统筹难度大。科技监督工作敏感

而又复杂，涉及数据类型多、资源广，如何更

好地汇聚国内相关科研诚信类数据，对数据进

行挖掘和分析；如何制定实施数据安全策略、

不断优化改进数据防护网络体系，做好数据脱

敏和保密管理工作，均对平台建设中的管理统

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从科技监督类实际管理需求出发，结

合国内外当前科技监督研究工作和信息化建设

进程以及科技监督管理需求，提出了一种面向

科技监督的智能化平台建设方案。依托智能化

监督平台建设思路和技术路径，建立科技监督

数据、科研活动数据的归集与共享通道，逐步

建立符合实际需要的跨地域、跨领域、跨部门

的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实现资源统筹、互通共

享。同时，充分发挥监督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

注重强化科技监督类数据挖掘分析能力，通过

对各项监督数据深度挖掘、智能研判，辅助开

展科技监督工作，不断提高科技监督工作服务

能力和水平。总的来说，探讨建设科技监督智

能化平台，提高科技监督的科学性、专业性、

智能性，对支撑构建全国性一体化科技大监督

格局，推动新时代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增强

监督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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