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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科技计划所形成的科技资源是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是国家科技创新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开展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科技资源的汇交与开放共享，是支撑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本

文以我国已开展的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的实践经验和主要成效为出发点，结合我国科技资源和科技管理现状，探索提出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长效工作机制的思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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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S&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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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 resources formed by the National S&T Programs Implementation are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S&T innovation, which is strategic for the national S&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llection 
and sharing of S&T resources came from the National S&T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will support the S&T innovation 
and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main effect of S&T 
resources colle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ccording to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S&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T management, proposed the way to establish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T resources collection.
Keywords: National S&T Programs, S&T resources, collecti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第一作者简介：石蕾（1982- ），女，硕士、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资源共享与管理。

收稿日期：2012年6月4日。

热点分析

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是支撑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科技计划

所形成的大量科技资源是国家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是国家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整合

开放共享这些科技计划资源，必将对我国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那么，

我国科技计划资源管理的现状如何？如何加强资源的整合？如何建立长效的科技计划资源的汇交

工作机制？为此，本刊特刊发国家科技基础平台中心石蕾、袁伟同志的论文，以引起广泛的关注

和深入的研究。

——编  者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代表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方

向，科技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科技资源是

国家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是具有基础性、战略

性、创新性的国家科技资源。但是由于我国在制度

建设、机制保障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大量的科技资

源和信息散落在各科研院所甚至科学家手中。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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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依托已建国家科技平台，科技部启动了国家科

技计划执行过程中形成的科技资源向国家科技平台

进行汇交（以下简称“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的工

作，汇交内容包括项目（课题）执行过程中产生的

科学数据、研究实验报告、论文论著、专利标准、

大型仪器设备信息以及实物资源等。本文以我国已

开展的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的实践经验为出发点 , 结
合我国科技资源和科技管理现状，探索提出建立科

技计划资源汇交长效工作机制的思路与途径。

1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长效机制的意义

1.1 持续整合科技资源的有效途径

 “十一五”期间，全国R&D经费投入总量达

到2.42万亿元，支撑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活动，产生

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同时也形成了众多

重要的科技资源。然而，目前这些科技资源多数分

布在各项目承担单位甚至课题负责人手中，没有发

挥其更加广阔的借鉴和支撑作用。如果把这些优质

的科技资源整合起来，向广大科研人员进行开放和

服务，对于我国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具有重

要的支撑作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每年都设立新项

目，并对未完成的项目进行滚动支持，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有必要建立一个持续稳

定的汇交渠道，将这些散落的科技资源整合起来供

更多的科研人员使用，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长效

工作机制是持续整合科技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形成

的科技资源的有效途径。

1.2 落实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重要举措

2010年，《科技部党组关于深化国家科技计划

管理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将加强国家科技计

划实施形成科技资源的加工管理和开放共享作为科

技计划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

交长效机制，也是科技管理工作由前期关注科技计

划项目立项和布局转向更加关注科技计划项目执行

的结果，由关注项目立项管理转向更加强调项目执

行、验收等过程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汇交科技

计划资源的统计与分析，对我国科技计划项目执行

情况的评价以及对新一轮立项评审都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对于落实科技计划管理，提升科技计划管

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从加强“十一五”科

技计划项目验收的角度以及面向“十二五”开展科

技计划管理改革的角度，持续推进科技计划资源汇

交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3 推动科技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基础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指出，国家科技投入产生的大量科技信息

和数据，目前基本处于分散、搁置甚至流失状态，

没有充分利用起来。他强调，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

获得的科研信息资料，能公开的要尽量向社会公众

公开，实现共享，提高科技信息数据的利用效率，

这样，科研人员就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展科技

创新活动，避免重复研究，从而提高国家和社会科

研投入产出效率 [1]。将科技计划资源汇交作为一项

长期性、常态化的基础性工作持续推进，科技计划

项目产生的科技资源将源源不断地汇入国家科技平

台，这将为建立科技资源长期积累和开放共享奠定

良好的基础。 

2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试点工作经验

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制度保障、常态

发展”的工作原则，2011年科技部着力推动了人口

健康领域科技资源汇交试点工作，2012年又在农业

领域启动了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初步建立了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机制和工

作流程，也积累了实践经验。

 2.1 制订标准规范是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基础

国家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按领域开展，为

了保证汇交科技资源信息的可用性和有效性，根据

领域资源特点，先后研究制订了《人口健康领域科

技资源汇交标准规范》和《农业领域科技资源汇交

标准规范》，明确科技资源汇交内容与汇交信息字

段，确保了科技资源汇交工作的规范化实施。

 2.2 统一组织管理是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关键

国家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由国家科技部统一

组织，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负责组织

相关科技平台具体实施；各地方科技厅负责开展督

促本地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开展

科技资源汇交工作；各项目承担单位负责组织开展

本单位科技资源汇交培训，并负责对本单位科技资

源汇交工作完成情况和内容质量进行把关，初步建

立了一套顺畅的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组织管理机制。

 2.3 专家委员会是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保障

为了保证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的顺利实施，

以及对外公布的科技资源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组建了领域科技计划资源汇交专家委员会，负责对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标准规范进行把关，指导开展科

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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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并对汇交资源的质量和拟对

外开放的资源进行审核和把关，确保科技资源服务

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2.4 信息系统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条件

为了提高科技资源汇交工作效率，科技资源汇

交工作通过信息化手段开展，开发了国家科技资源

汇交系统。项目承担单位以在线方式提交了汇交计

划，填报了科技资源描述性信息，并上传了大量实

体数据，比如研究实验报告、科学数据、论文论著

等。经过去年一年的试运行，该系统高质量地完成

了人口与健康领域科技资源汇交工作，已成为国家

科技计划资源信息汇交的重要保障条件。

3 推动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的几点思考

3.1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责任机制

国家科技计划资源汇交以课题为单位开展，地

方科技厅督促指导，单位科技管理部门重点负责。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长效机制，首先要明确科技

计划资源汇交责任人、责任机构和督导机构，明确

责任分工。

（1）项目课题负责人是科技计划项目汇交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汇交工作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由于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往往由一个单位牵头负责，

多家单位共同承担，项目课题各承担单位之间的关

系相对复杂，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可由项目课题

负责人本人或由其指定专人负责，作为科技计划资

源汇交的义务人 [2]，负责科技计划资源汇交计划制

定与提交、科技计划资源信息与实物汇交等工作。

（2）项目课题主要承担单位是科技计划资源汇

交工作的主要责任机构。项目课题主要承担单位是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协调机构，应

该负责督促和指导课题组完成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

作，对本单位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完成情况和内

容质量进行把关。

（3）要充分发挥地方科技主管部门作用。地方

科技主管部门在机构设置上与国家科技部基本相同，

职能分工上也类似 [3],在地方科技厅（委）机构设置上

也有相应的计划部门和专业部门，因此，要充分发挥

地方科技厅对本地区科技计划科技资源汇交工作的组

织、监督和督促作用，建立中央与地方科技计划资源

汇交工作联动机制，保障汇交工作可持续发展。

3.2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绩效评价主要考查项目课题

科技资源汇交完成情况以及汇交资源的共享能力，

将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完成情况作为项目课题验收的

必备条件。将科技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

作为重点考评对象，建立与新一轮立项评审挂钩的

激励机制。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完成情况主要从是否及时

完成科技计划资源汇交，汇交资源的数量是否与立

项时提出的汇交计划一致以及汇交资源的科学、完

整、有效等方面进行考核。

汇交科技资源的共享能力主要从科技资源的被

使用次数、信息被检索次数以及科技资源被再次利

用对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和所发挥的经济社会效益

等方面进行衡量和评价。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要保持长期运行，必须

将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完成和共享利用情况与利益激

励挂钩，充分调动项目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的积

极性，对于出色完成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以及所

汇交资源创造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单位或个人，

应有相应的政策给予表彰和奖励，或在新一轮项目

立项过程中给予优先考虑，对于完成情况较差的给

予相应的惩罚 [4]。

3.3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制度保障机制

要确保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的顺利开展，必

须做好数据采集、加工整理、数据保管以及开放共

享等各方面工作 [5]，通过制定相应的科技计划资源

汇交管理制度，建立科技资源汇交与共享制度保障

体系 [6]，是开展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的重要保障

和必要手段 [7]。要通过制定相应的科技计划资源汇

交管理办法，对汇交的内容与范围、组织管理、责

任分工、汇交方式与共享途径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约

束，对已汇交科技计划资源的保管、使用以及对汇

交工作的评估与监督等进行说明，实现科技计划资

源依法汇交 [8]。

建议在总结、深化人口健康领域资源汇交试点

工作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

题）科技资源汇交与共享实施管理细则》等相关制

度的研究制定，明确规定科技资源汇交的类型、格

式、数量和期限，从组织管理、权益保护、开放服

务、评估反馈等方面推进建立系列科技资源汇交保

障制度。

3.4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经费投入机制

稳定的经费投入是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可持续发

展的必要保证，目前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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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管理办法中都已经明确提出了要

建立规范、健全的项目科学数据和科技报告档案，

提出科技计划执行过程中形成的科技资源必须进行

汇交，要建立项目科技资源的汇交和共享机制，但

是在经费保障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建议适当调整科技计划经费列支科目，允许在

科技计划经费中有一定比例的经费专门用于完成科

技计划资源汇交相关工作，主要用于资源的收集、

加工和整理等费用。同时，加强对相应经费执行情

况的监督与管理，提高财政资金利用的规范性和有

效性，保障科技计划资源汇交与开放共享的质量。

3.5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开放共享机制

国家开展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是科技资源

共享体系的扩充与积累阶段，是依托各领域国家科

技平台开展的。在科技部、财政部及相关部门的共

同推动下，平台建设遵循“整合、共享、完善、提

高”的方针，不断推动科技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

服务，建设了以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为龙头，初步

建立起跨部门、跨区域、多层次的资源整合与共享

网络体系。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工作的持续开展必须伴随

着资源的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只有加快推动科技

资源的对外开放，使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科技资源

能够支撑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科技

计划资源汇交工作才有意义和动力。国家科技计划

资源汇交工作依托科技平台开展，也是为了充分发

挥国家科技平台对于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重要载体

性作用。去年科技部、财政部开展了首批国家科技

平台认定和绩效考核工作，认定了一批国家科技平

台，初步建立了国家科技平台体系，也组建了专业

化的服务队伍，这为深化推动科技计划科技资源的

持续汇交和开放共享服务提供了机制保障。

3.6 建立科技计划资源汇交开放共享评估与反馈机

制

开展已汇交科技计划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对外

服务，一方面是促进科技计划形成的优势资源的高

效利用，避免浪费，另一方面也是深入推动科技计

划管理改革，提升科技计划管理科学化和精细化水

平的重要举措。在已汇交科技计划资源通过科技平

台门户（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以及各科技平台开

放共享的同时，要加强对科技资源利用情况的跟踪

与评估 [9]，定期形成科技计划资源利用情况的总结

报告，对各科技计划项目的科技资源利用情况进行

评估，及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科技计划立项管理部

门，将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纳入科技计划管理的全过

程。已汇交科技计划资源的利用情况也应该成为科

技计划立项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这对我国科技创

新管理的方向与定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

值。

4 结论

国家科技计划资源汇交是加快科技资源整合与

开放共享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完善我国科技计划

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过去的2年里，国家在人口健

康和农业两个领域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初步明确了

科技计划资源汇交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科技计划资

源汇交的组织架构、工作流程、汇交渠道和共享途

径，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要将科技计划资

源汇交工作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工作开展下去，必须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从制度保障到工作流程、从

资源汇交到开放共享，都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

只有建立了长效机制，才能保证科技计划资源汇交

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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