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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建设与管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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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数据是反映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资源。然而，目前我国科技统计指标体

系不够完善、科技数据缺乏规范性，难以满足广泛的科技统计需要并有效发挥科技发展决策支持作用。以浙江省通过

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建设与管理为例，介绍特色数据库建立的目标、建设思路、数据库指标分类与选择、数据库系统

的设计与开发以及数据库系统的维护管理。特色数据库实现了科技统计信息的社会共享，提高了统计为科技发展决策

服务的快速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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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atistics Studying the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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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s that reflect the state of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ety. However,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indicator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not normalized in China. Therefore, the 
extensive nee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can’t be met and the decision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lacked.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for Zhejiang province,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lass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index 
of databas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atabase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information sharing, index of statistics, 
Zhejiang province 

1 引言

科技统计是现代统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适应

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国家对科技工作管理的需要而

产生和发展的 [1]。科技数据是反映国家科技创新、

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研究人

员对科技数据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科技统计

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而且较强地依赖于系统、

完整、准确、及时的科技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

目前，我国科技统计采用的是由华中科技大

学管理学院科技统计信息中心提供的离线统计系统

来完成机构年报和国家级计划项目执行情况年度调

查。其他各省的科技统计也大都采用这套离线统

计软件完成统计工作。河北省对科技数据共享问题

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科技统计数据库 [2]。广东省在

科技统计系统的建设中走在全国的前列，拥有自己

的科技统计软件和数据库，能实现对高技术产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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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调查、专业镇调查、发

展基金调查、地方财政和开发贷款调查等科技统计

功能。科技统计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性

问题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尚未建立较完善的科技统计制度，现行科

技统计运行机制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部门统

计管理模式。多数部门的统计是根据部门管理工作

的需要开展的，一旦其管理工作思路有所变化，有

些统计指标甚至统计项目也随之改变，致使不少统

计指标不能稳定、数据不能连续；一些部门没有开

展规范化统计，往往根据不同需要提供不同数据。

因此，在收集数据时，只能选稳定、连续的数据作

为入库的条件。

二是科技统计分散在多个系统中，每个系统中

的相关统计数据又可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和多种统计

项目中。将目前多门、多头管理状态下的所有统计

数据汇总起来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与统计法律法规

制度相违背的。目前，科技统计数据主要分布在统

计行政管理系统（包括企业相关统计）、科技行政管

理系统、教育行政管理系统、国防科工委系统，各

部门没有提供数据的责任和义务，获取数据的难度

较大，往往要开展有代价的协作。

三是由于多系统、多部门、多种类的统计数

据指标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统计口径不统一与统

计范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多，造成数据之间不能兼

容，科技统计资料难以综合利用和实现信息共享。

进行数据汇总规范数据口径的难度非常大，往往需

要做细致的数据分析判别与数据调整工作，这是数

据库构建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与难点。

当前很多行业和领域的数据库服务都开始开展

特色数据库建设工作，并在服务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5]。所谓特色数据库，是

指依托馆藏信息资源，针对用户的信息需求，对某

一学科或某一专题有利用价值的信息进行收集、分

析、评价、处理、存储，并按照一定标准和规范将

其数字化，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信息资源库。

特色数据库实现了数据库服务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拓

展的发展模式特点 [6]。

因此，浙江省为更好地满足政府管理部门、企

事业单位研究人员及社会各界对科技统计数据的需

求，通过建设全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并对数据进

行有效管理，实现了科技统计信息的社会共享，提

高了统计为科技发展决策服务的支持能力。

2 数据库的建设思路

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指标系统结构及数

据收集、选取的基本思路有以下几点。

（1）充分体现建库目的要求。浙江省科技统计

数据库建设是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科技决策支持、

为社会公众提供数据查询服务，是为了全面系统地

描述浙江省科技工作的发展，以数据的形式、多角

度地反映浙江省科技活动的总体面貌。因此，数据

库系统建设既要考虑到现有统计工作情况，也要考

虑到统计工作的发展完善；系统指标设置既要包括

现成的、可稳定获取的统计数据的指标，也要包括

应该开展统计而目前暂无数据的预设指标。

（2）构建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系统结构。科技作

为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已日益渗透到经济发展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现代

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基于国家统一制定的地方

科技主要指标数据库，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

结合浙江特色，将各类指标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系

统，以科技活动为主线，按科技活动的阶段性及科

技活动的相关要素设定指标体系的层次。构建的基

本层次为：科技活动资源与投入（人力、财力、物

质等资源）、科技活动进展（项目数量、类型、进

展、完成等及相关活动数量）、科技活动产出（成

果、奖励、专利、论文、技术转让、新产品等）、

科技活动主体（院所、高校、企业等）、科技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高新产业及相关内容等）、科技综合

水平位次等。其中，科技活动主体按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企业、其他主体等分类展开，反映各类活

动主体的发展情况及其科技活动情况。除了各类科

技指标，还增设了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作为附

件，内容包括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人口、物质

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

（3）以权威稳定的数据来源作为保障。为使数

据库指标系统综合反映浙江省科技发展状况，数据

库系统指标分为浙江全省、浙江各市县、全国及各

省的数据，并将各宏观与中观指标的数据按年度汇

总后组成时间序列数据，形成展示动态变化的时间

数列。浙江全省及各市县科技数据以浙江省统计

资料数据为主，包括历年积累的各类原始统计数据

整理、浙江科技统计年鉴、浙江科技统计数据（小

册子）等；全国及各省科技数据以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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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的统计资料为主，其他所需数据从“地方科技

主要指标数据库”中收集或选择部分重点省市开展

协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数据，主要取自

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等权威性统计资料。

在时间序列上收集2000年开始的相关数据，并将时

间序列数据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延续到最近期。

偶尔一次性开展的统计数据一般不放入数据库，除

非特别有意义的数据才考虑以适当方式进入数据

库，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使数据能反映事物的动

态发展变化。

（4）制定数据收集与数据库维护、管理工作制

度。一是制定数据收集渠道建设方案（包括协作关

系、需开展统计内容的建议、协作经费渠道等）；

二是制定数据库管理、维护和使用的制度，包括落

实数据库管理人员力量、数据库数据修改权限与方

式、新数据收集更新与历史数据补充收集要求、数

据的长期保存及保存方式、数据保密要求与使用限

制、数据深层服务要求等。数据保存采用在线与离

线相结合的形式；数据库数据修改权仅限于数据库

管理人员；建立持久稳定的数据库维护经费（包括

数据收集经费、管理运行经费和管理人员经费）渠

道。

3 数据库指标分类与选择

构建的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指标系统分

大类主题层、小类主题层、数据范围层及指标层4
个层次，综合反映浙江省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图1）。
（1）大类主题

指标大类主题参照科技活动主线、以数据库

的基本层次结构进行设置，并反映在数据库查询目

录中，其本身无具体数据指标。由于在整个数据库

指标体系中，具体的数据表（即小类主题）有近百

张，在众多数据表名称中要查找到所需数据表并不

容易，因此需要将数据表目录进行分类排列，为此

设立大类主题。浙江省科技统计数据库最终确定了

12个科技大类和5个社会经济发展大类，详见表1。
（2）小类主题

小类主题反映大类主题的具体要素，是设置数

据表的主要依据。以大类“科技人力资源与人力投

入”为例，具体的小类主题有科技活动人员、R&D
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科技人力资

源培养等小类主题，从小类主题中又可以派生出更

具体的主题，如研究机构R&D人员、大中型工业

企业R&D人员、科技活动科学家与工程师、R&D
科学家与工程师等。一般情况下，浙江全省性数据

的数据表可以直接由小类主题作为数据表的主题词

（标题）进行检索，浙江省各市县和全国各省数据的

数据表由小类主题派生出的具体指标作为数据表的

主题词进行检索。浙江省科技统计数据库最终确定

图1  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结构示意图

浙江省科技统计数据库

大类主题 1大类主题

小类主题 小类主题 1

大类主题 2
………

………
小类主题 2

大类主题 n

小类主题 n

全省数据表 市县数据表 各省数据表

指标 1
指标 2
……

指标 n

指标 1 表
指标 2 表

………
指标 n 表

指标 1 表
指标 2 表

………
指标 n 表

数据范围

指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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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指标系统分类主题目录表

一、科技人力资源与人力投入

1.科技活动人员

2.R&D活动人员

3.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4.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

二、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与科研仪器设备

1.科技活动经费筹集

2.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3.R&D经费支出

4.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5.科研仪器设备

三、科技活动进展

1.国家各类计划项目立项情况

2.国家973、863、支撑计划项目执行情况

3.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执行情况

4.国家星火计划项目执行情况

5.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执行情况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执行情况

7.国家973、863、支撑计划项目跟踪调查情况

8.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情况

9.省级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项目执行情况

10.省级重大计划项目跟踪情况

四、科技活动产出与技术交易

1.科技成果

2.科技奖励

3.科技论文与著作

4.专利申请

5.专利授权

6.工业新产品

7.制定完成技术标准

8.技术市场交易合同数

9.技术市场交易合同金额

10.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数）

11.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

12.国外技术引进合同

五、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1.县以上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2.县以上政府部门属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机构

3.县以上政府部门属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

4.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5.科研院所转制机构

六、高等学校科技指标

1.高等学校全部科技活动人员与经费

2.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领域科技活动与成果

3.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领域科技活动机构

4.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领域国际科技交流

5.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领域技术转让与专利出售

七、工业企业科技指标与民营科技企业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成果

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项目

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他技术活动经费

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机构

7.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8.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

9.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成果

10.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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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中型工业企业其他技术活动经费

12.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

13.民营科技企业情况

八、其他科技创新主体

1.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

3.引进共建科技创新载体

4.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

5.科技企业孵化器

6.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九、高技术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

1.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基本情况

2.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科技指标

3.高新技术企业

4.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5.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指标

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与特色产业基地

1.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情况

2.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经济指标

3.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科技指标

4.国家级高新区企业技术创新主要指标

5.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要指标

6.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十一、科协与科普

1.科协系统科技活动情况

2.科协系统省级学会情况

3.全省科普事业与科普活动情况

十二、科技综合评价水平位次
1.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指数与位次

2.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综合指标与位次

附一、自然地理基本条件 1.自然地理基本条件

附二、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1.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2.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对上年增长速度

附三、工农业基本指标

1.规模以上工业基本情况

2.大中型工业企业基本情况

3.农业基本情况

附四、人口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1.人口、就业与专业技术人员

2.居民收入、支出与生活质量

3.文化、教育和卫生

附五、生态与环境保护

1.环境污染状况

2.环境污染治理

3.生态环境保护

了88个小类主题，详见表1。
（3）数据范围层

在选择小类主题的数据时，既需要反映全省

的整体数据，也需要反映各市或各市县的数据，也

需要反映全国及各省市的数据。这些不同范围的数

据不适宜在一张数据表中显示，需要分别配置全省

数据表、市县数据表和各省数据表这3种数据表来

反映，这就在小类主题下构成了一个数据范围的层

次。这3种范围的数据表配置格式为：全省数据表

中综合反映本小类主题的各项指标；市县数据表一

般选择本小类主题中的重要指标，按每个指标配置

独立的数据表；各省市数据表的配置方式与市县数

据表相同。浙江省科技统计数据库共创建数据表438
个。

（4）指标层

指标层为描述小类主题及其派生主题的各项指

标，即各张数据表中的指标，具体指标详见浙江科

技统计网。

4 数据库系统软件的基本功能

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研究开发了基于

Excel的数据库软件，已实现数据处理和管理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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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够满足统计网上数据处理、管理和发布的需

要，目前已在浙江科技统计网上上线使用。数据库

系统软件的基本功能有以下4个方面。

（1）网上在线发布功能：数据库以浙江省科技

统计网作为建设平台，正式入库的数据均已在统计

网上显示，并将及时更新数据，实现了科技统计数

据的对外发布和社会共享。用户登录科技统计网后

选择“科技统计数据”模块即可查询数据，也可以

复制数据库的数据，或将整个数据表导出。数据表

查询方法是根据前述数据库指标体系，采用逐层展

开方式查询，查到所需的数据表名后即可显示数据

表数据。

（2）数据查询与分析功能：系统根据数据库的

内容编制关键词，设置了根据关键词查询数据的功

能，以便用户快速查询到数据；设置了数据简单分

析功能，选择数据后可方便地绘制出简单的统计图

表，如柱形图、条形图、曲线图、散点图、饼图

等，同时也可以根据需要截取表中的不同字段制作

新的报表，满足用户的简单分析需求。

（3）数据库后台管理功能：数据库后台是数据

库数据整理加工的平台，其功能主要有数据表目录

调整与修改、数据表增删、数据表名及指标修改、

数据年份增删、数据录入与修改、数据更新与修改

后的上网发布、数据表复制备份等各种功能，满足

了数据库管理维护工作的需要。

（4）个性化服务功能：针对不同类别的用户，

在系统预配置功能中进行用户属性特征的登记和配

置。系统在各相关功能点，根据预先配置的用户属

性和需求实现相应的功能并推送相应的个性化信

息。

5 数据库系统维护及管理

（1）建设数据库数据来源渠道。科技统计特色

数据库包括400余个数据表，每个数据表都有若干

个指标，因此涉及指标数据庞大，只有明确每个指

标的数据来源才能有效地更新数据。根据每个指标

的数据来源，对于来源于统计年鉴和现有统计报表

的数据，清楚了解各统计年鉴的出版时间和统计报

表的报送时间，不定时更新数据库数据；对于目前

尚未开展统计而数据库中需要的指标，通过和相关

单位的协商努力开展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确保

数据的获取。

（2）设置数据库维护权限。科技统计特色数据

系统是基于Excel的数据库软件，数据更新方式是

先将数据更新到线下的Excel表中，再批量或单个

上传至网站，而数据的更新又是不定时的，因此，

必须落实数据库管理人员，负责数据库的日常维

护。为保证数据库后台管理的安全性，系统设定数

据库数据修改权限仅限于管理员，负责历史数据补

充收集、新数据收集更新、数据表线上更新等工

作。

（3）及时做好数据备份。数据库的破坏是难以

预测的，如软件或硬件系统瘫痪、人为误操作、存

储数据的磁盘被破坏等，为此必须采取能够还原数

据库的措施，而数据备份是在数据库修复中最为重

要的手段。浙江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数据保存采用

在线和离线相结合的方式，除了采用服务器数据备

份及按需Excel表导出导入的备份和还原方式外，

还采用计算机存储、移动工具存储、网盘存储等物

理存储方式，多方式长期保存数据。

6 结语

浙江省科技统计特色数据库及管理平台于2008
年建成，建立在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之上，充分保

证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完善的数据库建设

运行和管理保障了数据库的良好维护性，实现了科

技统计信息的共享，并为科技发展决策提供了良好

的服务，用户涵盖了浙江省科技厅、全省地市科技

部门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运行几年以来，特

色数据库为浙江省科技统计工作发挥了很好的支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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