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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数据是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重要内容。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对于推进山西省科学数据整合共享、改

善科技创新环境、提高科学数据利用率和计划项目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山西省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

通过制订数据汇交管理办法、建立数据汇交管理依托单位、将数据汇交融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流程、项目分类汇交和汇

交数据的更新等 5 个方面，提出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工作的思路，最后对汇交材料的格式进行了设计，

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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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data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ojects under sci-tech pla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data of the projects under sci-tech plan is significant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the scientific data in Shanxi Province,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rais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scientific data and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projects under sci-tech plan.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 of Sh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on the man-
agement of scientific data convergence of the projects under sci-Tech Plan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five aspects, 
i.e., working out 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ata convergence, establishing the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ata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data convergence into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the proj-
ects under sci-tech plan, carrying out the classified convergence of data and updating the convergent data. The 
paper also designs the format of convergence material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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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科学数据包括行业部门长期采集和管理的

科学数据和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研究型科学

数据 [1]。山西省的科技计划有科技产业化环境建

设、科技攻关、基础研究、国际科技合作、科技

创新、软科学研究、基础条件平台等各类科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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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这些计划的项目研究和实施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科学数据，包括原始性观测数据、探测

数据、试验数据、实验数据、调查数据、考察数

据、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具有本区域的时间和空

间特性，是评价计划项目执行情况的基本依据之

一。然而，针对这些数据的汇交管理，由于缺乏

明确具体的管理制度，缺乏统一的数据保存和管

理，大部分科技计划项目的科学数据不能汇交上

来，仍然保存在基层单位或个人手中，导致数据

的毁坏或濒临丢失，无法实现科学数据共享与服

务，失去其科学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局面。

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的数据汇交工作是实现

全省科学数据共享、改善全省科技创新环境的基

础工作，通过全省科技计划项目的数据汇交，可

以实现对全省科学数据的统一保存管理，避免科

学数据的分散保存、丢失和重复建设，充分提高

科学数据的利用效率。同时，山西省科学数据也

是对我国科学数据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对于下一

步参与全国科学数据共享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数据汇交管理的思路

早在 2003 年，在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中

就颁布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暂行

办法（草案）》。2008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工作正式

启动。该项工作依托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立数据汇交中心，开展项目数据的接

收、保存、管理和服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

展，为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的科学数据汇交工作起

到示范作用。现结合山西省各类科技计划管理办

法，提出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管理

工作的思路。

2.1 制订相应的科学数据汇交办法和制度

参照《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暂行

办法（草案）》制订《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

据汇交办法》来规范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义务，制

订相应的汇交计划、汇交义务人、汇交数据的审

核、汇交数据的保管、汇交工作的管理及汇交奖

惩 [2] 等内容，使科学数据汇交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作为科学数据汇交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

2.2 增加数据汇交管理工作依托部门

当前，在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从

项目开始的计划指南发布到最后项目验收形成的

归档材料大都由各计划项目归口管理的处室独自

管理，项目归档的材料由处室分散保存，尤其是

项目中产生和加工的科学数据，只是纸件或文字

说明形式，真正的实体数据处室并没有要求上报

和统一保存。因此，在下一步的科学数据汇交管

理工作中，科技管理部门可以增加数据汇交管理

依托部门来对全省的科学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

当前山西省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项目由全省多

家基础数据持有单位联合共建，整合的内容以参

建单位现有的数据资源为主。因此，科技管理部

门应当借助全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为契

机，以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为突破口，以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牵头单位为依托，成立科学数

据共享中心（简称数据中心），负责全省科学数据

汇交管理，负责历史或今后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

实体数据的统一保存和管理，全面开展这项工作。

2.3 将数据汇交工作纳入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流程

目前，山西省科技厅系统的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归口于不同的处室管理，由于各项目具有不同

的特点，因此其管理流程也具有差异性，但归结

起来，各项目的管理经历计划指南发布、项目申

报、项目评议审查、项目立项、项目签定任务书

（合同书）、项目实施、项目中期汇报（检查）、

项目验收、资料归档等 9 个阶段。在这 9 个阶段

中，涉及数据汇交管理的主要有申报和验收 2 个

阶段，因此，可以通过对项目申报和项目验收阶

段的重新部署，将数据汇交工作纳入到项目管理

中，作为计划项目管理的内容，进行数据汇交的

管理工作。具体的管理流程如图 1 所示。

2.3.1 项目申报阶段

（1）计划管理部门在原有的项目申报书中增

加数据汇交计划 [3] 部分。

（2）项目承担单位向数据中心提交数据汇交

计划进行审核。

（3）数据中心在审核过程中，应结合项目的

情况，详细了解项目的具体研究内容，并通过本

省及全国范围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对汇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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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科学数据建设内容进行查询，对汇交计划进

行审核，防止汇交计划的不全、重复、少报等现

象，最后给予审核意见。审核通过的计划，项目

承担单位会同其他申报材料报送计划管理部门进

行项目的评议和审查。审核不通过的计划，数据

中心提出修订意见，等待项目承担单位进行修订。

2.3.2 项目评议审查阶段

在计划管理部门组织的项目评议审查过程

中，对于没有通过数据中心审核的数据汇交计

划，将视为申报材料不完整对待。

2.3.3 签定任务书阶段

对立项的项目三方（项目承担单位、科技

管理部门、数据中心）进行数据汇交任务书的签

订，任务书中对于科学数据加工的考核指标根据

汇交计划的内容确定，并明确项目承担单位在汇

交科学数据中的各项法律责任。

2.3.4 项目实施阶段

在项目实施阶段，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数据

汇交任务书的要求，对项目中产生和加工的科学

数据进行整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质

量要求。

2.3.5 项目验收阶段

（1）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验收的前期向数据

中心提出数据汇交请求，并按数据中心制订的标

准规范要求进行数据汇交。

（2）数据中心提供基于网络的数据汇交管理

软件，并负责对所汇交的数据（元数据和实体数

据）进行质量审核和检查。经审核合格后，开具

数据汇交证明，作为项目承担单位的验收材料。

对于汇交审核不合格的数据，不开具数据汇交证

明。

（3）计划管理部门要结合数据中心开具的汇

交证明材料对项目进行验收。

2.3.6 数据的保存和共享阶段

（1）所有汇交的数据统一由数据中心分类整

理保存。

（2）按照各汇交数据的共享范围，通过山西

省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向社会开放，实现共享。

2.4 项目的分类汇交

数据汇交工作要按照各计划项目的实施情

况进行分类汇交，这里的项目分类是指已结题项

目、未结题项目和新项目。对于各计划中已经结

图 1  数据汇交管理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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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未结题项目可以作为省科技计划条件平台计

划中的新项目开展数据汇交，完成实体数据的整

理和加工。对于新启动的项目在数据汇交管理办

法颁布并实施后，按照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要求进行数据汇交。

2.5 汇交数据的更新

对于通过数据汇交保存到数据中心的各类数

据，涉及需要持续更新的数据集，项目承担单位

虽然已经完结项目，但只要后期数据集有更新，

就有义务将增量数据及时汇交到数据中心，以保

证数据的连续性。对于项目承担单位或数据提供

单位，数据中心可根据情况支付一定的数据加工

费用。

3 数据汇交相关材料的参考格式设计

3.1 数据汇交计划

作为项目申报材料的一部分，计划应明确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具有科学数据的产生、具

体产生的数据集名称和共享范围、计划汇交的期

限、汇交义务人及其通讯方式等信息。数据汇交

计划参考格式见表 1。

3.2 数据汇交任务书

数据汇交任务书是项目任务书的一部分，是项

目承担单位、数据中心、计划管理部门三方签订的

合同。任务书中除应明确项目承担单位数据汇交的

表 1  数据汇交计划参考格式

名    称 填写内容

1. 本项目是否有科学数据产生： □是（请填写以下内容）    □ 否  

2. 科学数据产生的方式： □已有数据的加工整理      □项目中新采集或产生

3. 本项目产生的科学数据集为： 

序号 名    称 共享范围

1 □ 公开    □ 非公开  

2 □ 公开    □ 非公开

3 □ 公开    □ 非公开

4、以上数据集计划汇交的期限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汇交义务人
姓    名 单位名称

电    话 手    机

6、汇交义务人签字：  日期：

7、数据中心审核意见：  签字：  日期：

表 2  数据汇交任务书参考格式

1. 本项目完成的科学数据集为： 

序号 名    称 共享范围

1 □公开    □非公开  

2 □公开    □非公开

3 □公开    □非公开

2. 相关的条款：（参考内容见后）

3. 汇交义务人：

                                                                            签字：                日期         

4. 各方意见

项目承担单位：

   签字（盖章）：        日期：

数据中心：

  签字（盖章）：        日期：

计划管理处室：

签字（盖章）：        日期：

    其中，相关的条款是项目承担单位、数据中心、计划管理部门三方责任和义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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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据汇交核心元数据参考格式

序号 元素名称 定      义

1 数据集名称 数据集的中英文提名

2 数据集关键词 描述数据集内容的词语或短语

3 数据集描述 对数据集内容的文本描述

4 来源的项目编号 支持数据集产生和加工的计划项目编号

5 数据集类型 主要指关系型数据库和文件系统，也可以将图像、音频、视频、软件等视为数据集。

6 数据量 数据集所包含数据量的说明（记录数和存储量）

7 数据集来源 对其他资源的参照，当前数据资源部分或全部源自这些参照资源

8 数据集提供者 提供数据资源的机构，即存储数据库所在的单位

9 数据集贡献者 对数据集内容创建做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的名称

10 数据集更新频率 数据集在多长时间更新一次

11 数据集时间 与此数据集的创建和修改事件相关的时间

12 数据集语种 指数据集内容的语言种类

13 数据集字符集 数据集依存数据库管理系统所使用的字符集

14 数据集共享范围 指数据集共享的范围，是公开还是非公开

15 URL 数据集提供网络服务的链接地址

16 关联数据集 与当前数据集相关的其他数据集

17 数据集范围 数据集内容所涉及的分类、时间和空间范围

18 数据集负责单位 数据集分发人（组织）的联系信息

19 元数据创建日期 元数据的创建时间

20 元数据修改日期 元数据的最近修改时间

21 元数据联系信息 元数据的联系信息，在此指平台服务单位

22 元数据标准 元数据所参考的标准

其中，1-18由项目承担单位填写，19-22由数据中心补充填写。

注：元数据标准参考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库核心元数据标准V1.1版本[4]。

数据集任务内容外，还要指定数据汇交义务人和明

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最后经各方签字盖章生效。

此任务书可在原有任务书格式上进行扩展，加入数

据汇交任务的内容，其参考格式见表2。

对于项目承担单位要明确以下权利和义务：

（1）项目承担单位必须选定汇交义务人，汇交义

务人对汇交的科学数据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

权、保护科学数据完整权、使用权等。（2）汇交

义务人必须按照数据中心的技术规定、程序、期

限保质保量完成本任务书所列的科学数据集的汇

交。（3）汇交义务人对汇交的科学数据的真实性

负责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4）汇交义务人在汇

交数据前应当通过所在单位的审核。

对于数据中心要明确以下权利和义务：（1）数

据中心作为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管

理依托部门，负有妥善保管科学数据的义务。（2）

数据中心有义务敦促汇交义务人及时汇交科学数

据。（3）数据中心不得非法披露非公开的科学数

据或封锁公开的科学数据。（4）数据中心对项目

承担单位提出的数据汇交请求，应在 5 ～ 7 个工

作日内给予答复并完成数据汇交工作。（5）数据

中心自收到汇交数据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在山

西省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网站上予以公开。

对于计划管理部门要明确以下权利和义务：

（1）计划管理部门负责科学数据汇交的管理与监

督工作。（2）计划管理部门对于在数据汇交过程

中提供虚假数据情节严重的项目承担单位，有权

取消该单位再次承担计划项目的资格。

3.3 数据汇交核心元数据参考格式

核心元数据是项目承担单位向数据中心汇交

的基础数据，元数据反映了承担单位已经完成和

加工的实体数据，是用户了解和查询实体数据的

首要信息，是数据汇交工作规范化管理的基础。

其参考格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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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汇交接收证明

数据汇交接收证明是数据中心按照承担单位

数据汇交任务书的内容，对元数据及实体数据集

进行汇交，并对数据质量进行审核通过后，为项

目承担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客观地反

映了数据汇交实体数据集的内容。其参考格式见

表 4。

表 4  数据汇交接收证明参考格式

    数据中心对XXX单位完成的省XXX计划下的XXXXXX项目

的如下科学数据集内容进行了数据汇交和接收。特此证明。

数据中心（盖章）：      日期

1、项目汇交的科学数据集为： 

序号 名称 共享范围 记录数 备注

1 □公开  □非公开  

2 □公开  □非公开

3 □公开  □非公开

4 结 语

科学资源已成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

条件和有力支撑 [5]。科技资源的科学数据的汇交

工作是逐步优化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重要

工作内容，是实现全省科学数据共享、改善全省

科技创新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全省科技计

划项目的数据汇交，实现对全省科学数据的统一

保存管理，避免科学数据的分散保存、丢失和重

复建设，能够充分提高科学数据的利用效率和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水平，对于本省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的持续发展及参与全国范围的科学数据共享具

有重要作用。同时，数据汇交工作的进行不仅需

要管理办法的约束，更在于管理办法的认知和执

行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

设的长效进行。本文通过借鉴国家有关部门数据

汇交工作的经验，提出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科学

数据汇交管理工作思路，许多细节还需成熟和深

酌。在此只愿能抛砖引玉，以促进山西省科技计

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工作的尽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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