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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激励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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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报告是科研过程和结果等的记录，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总结国内外科技报告建设现状，概述管理激励

理论，得出其对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激励机制的启示。最后，对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激励措施进行了探讨，即提

升科技报告的地位；提供科技报告撰写和管理专项经费；利用正性攀比心理，对优秀科技报告撰写者进行表扬；科学

研究鼓励引用科技报告；将撰写和呈交合格的科技报告作为再次申请项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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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report is a record of research process and results, is the country's strategic resource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tatus of technical report constructio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vide overview of the management 
incentive theory and obtained the revelation of its to the incentives of technical report writing and submitting. At las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ncentives of technical report writing and submitting, which includes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the technical report, providing technical report writing and managing special funds, using positive comparisons 
psychological to praise writers of having written outstanding technical reports; encouraging scientific research cited 
technical report; writing and submitting the qualified technical report as the basis for the project to re-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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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科 技 报 告 编 写 规 则（GB/T7713.3-
2009）》中定义科技报告是“科技人员为了描述其从

事的科研、设计、工程、试验和鉴定等活动的过

程、进展和结果，按照规定的标准格式编写而成的

文献”。世界各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科技项目

研究，产生大量的科技报告。由于产出科技报告的

项目通常指政府经费投资的项目，因而科技报告也

被称为政府科技报告，是政府科学技术工作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 [1]。科技报告具有积累和使用两个功

能，这是目前国内比较公认的。积累作用与科技档

案的作用相似，即进行保存，以便备查。但与科技

档案不同的是，科技报告具有研究内容新颖、报道

专深详实的特点，具有交流和使用的巨大价值。

1 激励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现状

美国是科技报告建设最早的国家，早在1945
年总统杜鲁门就颁布法令要求成立“科技报告出版

局”。在建设科技报告体系过程中，美国颁布了一

系列法律法规保障科技报告的撰写、提交、管理和

利用，并形成了国家级、部门级和基层单位三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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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报告法规体系。美国《联邦采办条例》规定 [2]：

凡承包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的科研和生产项目者，

都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交合格的科技报告（含该项目

中形成的其他文献）。NTIS（美国国家科技信息服

务局）通过提供必要的信息来促进创新与科学发

现，为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美国每年公

开的科技报告6万份左右。迄今，美国是科技报告

撰写和收集最多的国家，每年报道量超过全世界的

80%。美国的科技报告资源出口政策对各国区别对

待，我国每年只能购买其2万多份公开的科技报告。

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也建

立了相应的科技报告收集和管理体系，为各国科技

资源累积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资源保障。

20世纪80年代初，为总结一些重大科研项目

产生的科研成果，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我国开始开展国防科技报告的“抢救”工作。国防

科技报告建设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1995
年颁布了科技报告管理规定，科技报告密级、期限

及变更办法；1997年发布了科技报告编写规则。从

此，我国国防科技报告进入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建

设阶段。迄今收集至少6万份科技报告。国防科技

报告的撰写和呈交工作初见成效。

按照我国国防科技报告管理规定的要求，科

技人员完成国防科技报告的工作成绩应作为技术职

称和职务考核晋升的依据之一。各部门据此采用了

不同的激励措施。国防科技报告管理办公室定期对

国防科技报告的撰写和管理工作进行评优。对撰写

质量高的国防科技报告给予“优秀科技报告”的称

号，并视同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对

开展科技报告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分别授予科技报告“优秀工作者”和“先进单位”

的称号，并酌情给予物质奖励 [3]。有的单位制定了

专门的等级评定标准，对科技报告开展评优工作，

凡被评为一、二级的科技报告将作为国家级科技报

告，颁发奖励证书，并作为职务、职称考核评定

的依据之一。有的单位如果有3篇科技报告被评为

优，即可作为职称评定的条件之一。

科技报告是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具有巨大的

战略价值。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

需要，我国政府对科研的投入逐年快速增长，产生

了大量的科技信息资源。然而，我国民口的科技报

告制度尚未建立。我国科技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利用

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科技报告的撰写和呈交是科

技报告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但在对科技报告的认

识调查时发现，大部分科技人员表示愿意撰写和提

交合格的科技报告，但由于科研任务繁重，科研管

理部门考核太多，加上对科技报告撰写的格式等要

求不甚明了，因此，存在畏难情绪，缺乏撰写和提

交科技报告的动力。

撰写和提交合格的能反映科研过程和结果的科

技报告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在对归国博士进行访

问时，得知国外撰写一篇合格的科技报告花费的精

力不亚于撰写一篇博士论文。因此，要加强探讨建

立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激励机制，加快科技报告

体系建设。

2 管理激励理论的启示

管理激励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企业经营中，科

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激励机制可以得到该理论的启

发。管理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

型激励理论与综合型激励模式。

2.1 内容型激励理论及其启示

内容型激励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

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前者将人的需求划分5个

层次。一般情况下，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较

高层次的需要才会显现。双因素包括保健因素和激

励因素。保健因素常常与工作环境或条件相关，例

如工资；激励因素常常与工作本身有关。前者只能

消除员工的不满意感，不产生激励作用，只有与工

作内容有关的因素才具有激励作用。

根据该理论，应该保障科技报告撰写人员的待

遇，将科技报告撰写和提交的数量和质量作为科研

考核的凭据。广泛宣传科技报告撰写和提交的必要

性和意义，增强科研人员撰写科技报告带来的成就

感；对科研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他们对科技报

告的认同感和科技报告的撰写水平。例如，将科技

报告报告撰写标准的规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只有

标准化，科技报告的保存、服务才能规范化。而科

技报告是科学和技术研究活动中产生的灰色文献，

学科主题不同，科研项目性质不同，研究的阶段各

异，报告撰写的目的存在差异。纵观德国、英国科

技报告的撰写和提交，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科

技报告的利用率也较高。因此，在科技报告建设实

践中，应当尽量统一标准，完善科技报告撰写的必

要要素和可选要素。还应针对不同性质的科研项

目，提供相应的报告格式，注重研究内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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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科研人员的不满意因素，建设科技报告撰

写和呈交的良好环境。

2.2 过程型激励理论及其启示

过程型激励理论包含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和弗

鲁姆的期望理论。前者认为个人不仅关心自己获得

的报酬的绝对数量，也会对自己获得的报酬与他人

的进行比较。人们对自己获得报酬是否公平的断定

会影响自身工作的积极性。后者认为，一种行为倾

向的强度取决于预期结果对个体的吸引力。员工对

某项工作结果的期望越高，随之付出的努力越多，

当努力成果得到肯定和奖励时，反过来员工会受到

进一步的激励。根据期望理论，管理者应通过奖励

满足员工较为迫切的需要。同时，要为员工提供必

要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指导，提高员工完成工作的信

心 [4]。

我国民口科技报告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新事物，

需要对科技工作者进行宣传培训和撰写能力的培

养。针对项目实施人员开展不同形式的培训班，从

基层推进科技报告工作的实施。最终，让“科技报

告”深入人心，在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中形成

撰写提交科技报告的良好氛围 [5]。

建立合理畅通的沟通机制对科技报告撰写和

呈交能起到积极作用。科技报告管理可建立三级组

织管理机构。在部门 /行业科技管理部门下设相应

的部门 /行业科技报告管理办公室，负责本部门 /行
业内科技报告工作的具体实施。各基层单位应将科

技报告管理纳入项目承担人和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

范围之内，根据需要设立专人或专门机构负责本单

位的科技报告的收集、保存、提交、联络和协调工

作 [6]。

2.3 综合型激励模式及其启示

波特和劳勒综合型激励模式将激励过程看成

外部激励、个体内部条件、行为表现、行为结果的

相互作用的过程，并认为组织设置了激励目标、采

取了激励措施，不一定能产生所需的个人行动和努

力，使组织内的个人满意。形成有效的激励，取决

于奖励内容、奖惩制度、组织分工、工作目标、管

理效率、考核的公正性、领导者风格及心理期望值

等多种综合性因素。

科技报告建设是一项复杂工作，需要科技管理

部门、项目承担单位领导的重视，以及科技信息管

理部门的支持，需要有效的沟通和管理机制，制定

科技报告等科技信息资源保存和利用的法律法规，

还要有技术和资金支持，建立科技报告资源建设的

长效机制。此外，有必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

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科技报告知识产权政策

法律环境 [7]。这样能免除科研人员撰写和呈交科技

报告的后顾之忧。

3 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激励措施

我国缺乏对科技报告的承认机制。大部分部门

在进行科技产出统计、成果奖励、职称考核时并未

将科技报告计算在内，提交科技报告与否、质量如

何等对科研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声誉和竞争力没

有任何影响，严重影响科研人员撰写和提交科技报

告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8]。建议根据情况，对科技报

告撰写和呈交人员采取下列激励措施。

3.1 提升科技报告的地位

（1）将科技报告纳入科研考评体系。将撰写呈

缴的科技报告作为科技人员的重要科研产出，将科

技报告工作质量作为评价科研机构工作绩效和科研

人员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如对公开共享服务的科

技报告，将对用户检索、浏览和下载科技报告的频

次进行统计分析，上报相关科技管理部门，作为评

价报告提交单位科研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在技术

职务晋升、申请科技奖励工作中逐步引入科技报告

的佐证机制 [9]。

对科研人员进行绩效考评时，适当增加科技

报告的评比份额，改变单一的重视论文发表，或

者SCI风向标，将科技报告等同于核心期刊进行考

评。一方面，能保证科研人员有充足时间撰写报

告，增加技术内容，保证科技报告撰写的质量；另

外，适当减轻科研人员“论文发表任务”的负担。

（2）预留科研项目经费。将科技报告的提交及

质量是否合格作为项目验收时的一项重要内容。科

研经费预留5% ~ 10%作为科技报告的管理和奖励

费用，待项目验收时，提交合格的科技报告后再予

以拨款 [10]。

3.2 提供科技报告撰写和管理专项经费

提供科技报告的撰写、管理和利用专项经费，

部分补偿科研人员撰写科技报告的成本，促进科技

报告流通，最终形成科技报告的品牌效应。例如美

国的AD报告、NASA报告、PB报告和DOE报告，

中国的GF报告等，这样能为科技报告的撰写、提

交和服务提供保障，增强科技人员撰写科技报告的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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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

NTIS的“运营费用与采购、加工存储、编目、文献

归档等有关的费用主要通过各种收入自行解决”。

这意味着政府放弃了管理和组织政府信息的责任。

这一法令正是导致1999年关闭NTIS动议的导火

索。2002年，NTIS重新获得了政府的财政支持，

确定了作为国家政府信息传播机构的重要地位 [11]。

实践证明，科技报告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其撰

写、呈交、管理和服务需要获得国家财政的稳定资

助，才能形成科技报告撰写、保存和服务的长效机

制，促进公众对科技信息资源的开放存取和广泛共

享。

3.3 对优秀科技报告撰写者进行表扬

借鉴心理学中的正性攀比心理，以及国防科

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经验，营造良性的竞争环境，

鼓励科技人员的积极竞争行为，促进科技报告的撰

写和呈交工作。在行业部门、机构内部对科技报告

进行定期评选，对符合优秀科技报告标准的撰写者

给予表扬，对在科技报告的收集和管理工作中表现

积极努力的管理人员进行表扬，对其所属机构授予

“优秀科技报告管理单位”称号。

3.4 鼓励科学研究引用科技报告

科技报告是一种重要的科技文献，具有其他科

技文献没有的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历来受

到科研人员，尤其是工程研发人员的青睐。科技报

告是科研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包括失败的经验，是

科学研究中科技信息的详实记录，它的撰写耗费了

科研人员宝贵的时间。在科学研究中，引用公开的

科技报告是对相关科研人员和单位科研劳动和水平

的认可，能为相关科研人员和单位带来学术声誉，

激发其撰写和呈交科技报告的动力。

3.5 将科技报告作为再次申请项目的依据

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科研

人员和单位承担科研项目时，理应撰写合格的科技

报告，展示科研过程和结果，接受公众的监督。因

此，将撰写和呈交合格的科技报告与否，作为科研

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再次申请项目的参考依据。考

核项目承担单位对科技报告的撰写、提交、管理和

服务的状况，作为该单位考核和科研能力评价的参

考依据。实现科研成果的尽可能公开和科技信息资

源的广泛存取，从而实现科研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4 结语

科技报告国家科研项目研究过程和结果的记

录，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它的撰写和呈交，是国

家科技报告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提高科技人员

撰写科技报告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十分必要，需要

各方面条件的支持。除了对科技报告撰写者给予物

质和精神方面的激励外，还应明确科技报告撰写的

目标，界定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范围，尤其是针

对项目的性质，设计不同的报告格式。此外，宏观

上，应颁布科技报告等科技信息资源管理和利用的

法律法规，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建立畅通的沟通

渠道，提高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的效率和质量，有

效积累科研项目成果资源。在拥有资源后，开展共

享工作，使科技界和公众都受益。最后，实现科技

人员从“要我写”到“我要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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