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7 No.5 63-67, 72 Sept. 2015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5年9月	 第47卷第5期　63-67, 72	

人口健康科技项目资源汇交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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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阅读和现场调研等方式获取数据，然后分别从项目计划类型、资源类型和承担单位3个方面对全国

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汇交开

展时间较早，但是汇交总体状况却不乐观，其中主要存在3个问题：政府宏观协调管理不足、科研工作者汇交积极性不

高及缺乏详尽细致的要求和标准。通过研究分析，提出构建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和共享有效机制

的对策建议，供资源汇交管理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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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We analyzed the data base by the literature reading and scene research from 3 aspects: plan, resource 

and department. The situation is not very positive although it begins earlier than other area. The main problem 

is: less management, less working energetic and less standard. So, we suggest some advices for the problem, 

wish it useful for th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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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是国家科技进步及科技创新的保障和物质支撑。

科技资源的拥有、配置和利用方式的优劣，特别

是科技资源汇交和共享程度的高低，日益成为决

定国家科技强弱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科技资

源一方面存在短缺和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存在

重复建设和浪费问题。针对这一矛盾，我国政府

在加大了科技资源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启动了

科技资源平台建设，对科技资源汇交和共享制定

了一系列措施 [1]。“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形成

科技资源汇交工作是为落实科技部《关于加强

“十一五”科技计划项目总结验收相关管理工作

的通知》，支撑国家科技管理体系改革，推进科

技资源开放共享的重要举措。按照“试点先行、

稳步推进”的工作原则，国家科技条件平台中心

组织开展调研，选取人口健康作为试点领域。

专题研究：科技资源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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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汇交工作

正式启动。至今已初步建立了汇交标准和共享框

架。为了更好地掌握科技资源汇交的情况，我们

查阅了国内外文献300余篇，组织相关领域专家

对本项目进行咨询10余次，并实地调研了相关地

市和项目承担单位 ,同时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100
余份。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科技

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

题，并探索更有效的汇交机制和对策。

1 全国总体情况

科技部于2011年率先在人口健康领域开展

了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试点工作，主要包

括：973项目、863项目、科技支撑计划，以及国

家科技合作计划以及基础性工作、星火计划、新

产品计划等（保密性项目除外）。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信息技术中心对全国范围内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20多个项目承担单位通过“科技计

划资源汇交系统” 汇交的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

项目科技资源情况作了统计，截至2014年5月1

日这些计划类型项目汇交的情况如表1 ～表3所

示。

（1）按计划类型汇交的统计

从项目计划类型来看，66.24%的项目课题

没有开始汇交，正在汇交课题数占33.76%，已汇

交完成的课题数偏低，仅占总数的12.59%。863
计划和973计划项目课题已完全汇交率都在13%
左右；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已完成，创新

基金还在进行汇交中，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仅完成

1/3汇交，科技支撑计划的项目课题已完全汇交

的量仅占9.6%。农业领域按计划类型汇交数为

2438项，实际完成汇交百分比为23.26%，与人

口健康领域相差不大。

（2）按资源类型汇交的统计

按汇交资源类型分，从总体来看，汇交率

最高的是专利、资源站点和论文，这些资源的知

识产权归属明确。汇交情况最差的是实验资源，

其次为实物资源。全国人口健康领域计划汇交量

为31038项，实际完成汇交达22052项，仍有近

30%未进行汇交。从实际汇交的资源情况看，专

表1  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按计划类型分类统计表

项目计划类型 计划汇交数/项 未开始汇交/项 已开始汇交/项 汇交完成/项 完成百分比/%

863计划 1030 654 376 144 13.98

973计划 500 323 178 67 13.4

创新基金 2 1 1 0 0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 1 0 1 1 100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3 2 1 1 33.33

科技支撑计划 656 472 184 63 9.6

总计 2192 1452 740 276 12.59

表2  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按资源类型分类统计表

序号 资源类型 计划资源汇交量/项 实际资源汇交量/项 实际汇交百分比/%
1 大型科学仪器 250 162 64.80
2 人口健康科学数据 464 289 62.28
3 标准 167 94 56.29
4 专利 3641 3324 91.29
5 研究实验报告 798 540 67.67
6 论文 16981 14505 85.42
7 著作 837 459 54.83
8 实验细胞资源 1519 0 0.00
9 实物资源 6371 2670 41.91
10 资源站点 10 9 90.00

合  计 31038 22052 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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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资源站点和论文实际汇交情况较好；论文汇

交量最多，但实际汇交篇数只占计划的85.42%；

大型科学仪器、人口健康科学数据、标准、著

作、研究实验报告和实物资源的汇交情况有待提

高；实验细胞资源的汇交仅有计划，实际汇交还

未实施。农业领域按资源汇交类型统计，计划

汇交的资源量为64586项，多于人口健康领域一

倍，汇交完成百分比为62.33%，与人口健康领域

相差不大。

（3）按承担单位汇交的统计

从统计数据上看，全国项目课题资源汇交进

展情况并不乐观，在计划汇交的2190项课题中，

740项课题正在汇交进行中，未汇交的资源共计

1450件，占总数66.2%，开始汇交的资源占总数

33.8%，其中，完成汇交的仅占13%。

从整体分布上来说，全国人口健康领域项目

课题资源具有资源高度集中的特点，并且集中度

越高的城市汇交完成情况越差。54.7%的项目课

题资源集中在北京和上海，59.7%的未完成资源

也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由此可以看出，北京、上

海的课题项目汇交情况略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北京、上海是拥有项目经费在100万～ 500万

元最多的地区，分别为520项和210项。原值在

5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汇交完成较好的地区

是甘肃（20台）、北京（14台）、重庆（10台），为

大型仪器设备的共享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对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

的汇交情况的调研，不但了解了科技计划项目的

来源及成果，也为科研工作者申请课题提供了方

向和参照，更为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建立提供

了参考和思路。

2 存在问题

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科技资源汇交总体上

进展顺利，收效良好，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

步解决。分析这些突出问题及原因主要有以下3
个方面。

（1）政府宏观协调管理不足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在人口健康领域支持了很

多科学研究项目，形成了许多科技资源，积累了

大量的科学数据。但是，实践表明，很多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科技资源没有进行汇交，而是

保存在基层单位或个人手中，有的科技资源或已

毁坏，或已丢失，这极大损失了科学研究的宝贵

财富。因此，还需加强政府对科技计划项目科技

资源汇交和共享的宏观协调管理 [2-3]，建立健全

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和保障体系。

（2）科研工作者汇交积极性不高

表3  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按承担单位分类统计表

序号 承担单位名称
计划汇

交数量/项
实际汇

交数量/项
完成

百分比/%
序号

承担单位名

称

计划汇

交数量/项
实际汇

交数量/项
完成

百分比/%
1 上海市 343 53 15 18 河北省 23 4 17
2 云南省 23 3 13 19 河南省 12 0 0
3 内蒙古自治区 2 0 0 20 浙江省 85 20 24
4 北京市 855 95 11 21 海南省 7 0 0
5 吉林省 24 5 21 22 湖北省 82 4 5
6 四川省 81 13 16 23 湖南省 41 2 5
8 天津市 54 9 17 24 甘肃省 21 4 19
9 宁夏回族自治区 7 3 43 25 福建省 25 5 20
10 安徽省 19 2 11 26 西藏自治区 10 1 10
11 山东省 43 3 7 27 贵州省 8 1 13
12 山西省 4 0 0 28 辽宁省 27 3 11
13 广东省 112 13 12 29 重庆市 44 3 7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 0 0 30 陕西省 59 5 8
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 0 0 31 青海省 9 2 22
16 江苏省 89 13 15 32 黑龙江省 23 9 39
17 江西省 27 0 0 总计 2190 27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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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

技资源汇交的数据、调研地区和项目承担单位的

汇交情况，我们发现：汇交总体完成情况一般，

且汇交的地区差异性、计划差异性、承担单位差

异性均不大，与农业领域相比，汇交的情况相差

不大。这表明，各科研单位和科研工作者参与汇

交和共享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从而阻碍和限

制了科技创新要素的汇交 [4]。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科研工作者表现出对多

样性数据库的期望，包括：标准数据格式、简单

易用的数据提交工具、高数据质量、数据库间的

交互和协调等，希望从数据汇交和共享中获得相

应的回报，比如：数据所有权、共同作者身份、

更多的引用等。科技管理部门认为，科技数据汇

交和共享工作应该在科研评价体系中获得足够的

地位和认可，以此督促科技工作者认真开展此项

工作 [5]。另外，在科技数据汇交的过程中，一些

技术和认识障碍包括需要对数据做更多分析、同

行竞争、缺少足够的回报、缺少简便的数据提交

工具、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不熟悉相关数据

保存机构等原因也牵制了科技资源汇交的及时性

和有效性。

（3）缺乏详尽细致的要求和标准

人口健康领域的科学数据类型繁多复杂，涉

及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和流行病调查研究，形成

的数据大多与疾病相关，因此，数据汇交的标准

和规范就尤其重要。目前，我国在该领域尽管已

经出台了数据资源汇交的标准和规范，但还缺乏

详尽细致的要求和标准，这不仅影响了资源汇交

的效率，而且降低了数据利用的价值。

3 对策建议 

（1）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和政策支持

政府应加强宏观协调管理，在科学数据交

换、转让和使用过程中，不仅要建立相应的政

策，而且要建立有效的运行和管理机制 [6]，制度

健全，标准清晰，责权利明确，汇交和共享才能

畅通无阻；政府还需加大对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

源汇交和共享的投入，建立持续的经费保障和人

才保障，积极落实数据库共享的配套经费，建立

相应的共享导向机制、有偿使用机制，风险分担

机制、信息互动机制、高效服务机制、竞争激励

机制等，这些机制的管理和运行将有效地促进和

激励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资源的汇交和共享利

用 [7]，促使汇交和共享工作常态化，最大限度地

保护科学研究的财富，充分发挥科技资源的作

用。

（2）提高科研人员的汇交积极性

设立专门的科技汇交人员，在科研评价体系

中明确汇交人员的任务和职责，加强汇交工作人

员的培训，熟悉汇交过程；增强相互合作共享的

意识，明确科技资源汇交和共享的必要性和价值

意义，提高汇交意愿，增强汇交意识，形成良好

的汇交氛围和环境，推动汇交和共享文化建设；

建立科学有效的科技资源投入评估机制，由投入

者、使用者、管理者、一线专家组成评估委员

会，对科技资源汇交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估 [8]。建

立有效的汇交激励机制，对汇交较好的单位给予

表扬和鼓励，允许其享受更多的共享资源。对汇

交不好的单位要给予批评和监督。

（3）加强科技资源汇交管理体系建设

加强对科技资源汇交科学数据质量的管理，

将科技资源汇交工作纳入项目管理的常规项目

中。政府应制定《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

学资源汇交管理办法》，使科技资源汇交制度规

范化、标准化，对科学数据的质量提出严格要

求，通过建立和完善数据质量管理法规，制定标

准规范等手段，减化科技汇交工作的程序，规范

汇交的内容，加强对科技资源汇交科学数据质量

的控制，从而提高科学数据的质量和精度。在项

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中，明确规定审核汇交数

据的依据，并严格执行。由科技管理部门对科技

计划项目的汇交内容进行审查，以保证汇交数据

的质量，为汇交工作提供可供参照的标准。只有

符合汇交计划要求和汇交质量标准的科学数据才

能予以接收，并加以妥善保管。建立专人负责制

度，防止出现互相扯皮和推诿现象。汇交工作管

理制度应明确科技部在科学数据汇交工作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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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明确项目承担者所在单位以

及主管部门在汇交工作中的管理职责是要敦促和

帮助项目的及时、准确和有效汇交。为了防止在

汇交工作中各种违法行为，还应规定汇交中的奖

励与处罚制度，目的在于通过对在汇交工作中做

出成绩的人员进行奖励以及对违法乱纪者给予法

律制裁，对汇交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效地监

控，努力实现汇交计划所确立的目标，确保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工作高质量地完成[9]。

（4）加强汇交标准的宣传贯彻与应用培训

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

的标准已初步建立，主要侧重在信息技术和描述

标准上，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标准体系，但离具

体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在人口健康领域，资源类

型众多，专业性较强，涉及面多且敏感，特别是

人口健康领域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分类较

细，大多都涉及人口健康和个人隐私。对这部分

特殊敏感资源应进行分类管理，细化标准，区别

对待。人口健康领域汇交资源的标准化程度还有

待进一步加强，还需根据领域特点完善标准，建

立包括各小类资源的特性描述规范、数据标准、

数据质量控制规范以及收集、整理、保存技术规

程等。不断发展、不断修改、补充现有标准，根

据实际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标准，不断完善已有的

标准 [10]，自上而下地遵循规范化的途径有序地进

行。加强汇交标准的宣传贯彻落实和应用培训，

形成良好的科技资源汇交和共享氛围，经常开展

汇交和相关工作的交流，及时了解动态，充分利

用汇交和共享给科技工作带来的便利。

（5）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

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涉及的

知识产权问题较多，如汇交数据的所有权问题、

汇交数据被引用后的产权问题等，都需要进一步

界定清晰。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我们仍然要

坚持促进公共利益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统一的原

则，坚持共享自由和保护秘密相结合的原则，坚

持免费共享与有偿许可相结合的原则。既保护科

技资源共享提供者的权利，又保护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者、使用者的利益。保护是共享的前提和基

础。加强科技资源共享中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著

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同时，也要对共享活动中的知识产权在法律范围

内做出合理的限制，以合法的合理使用、法定许

可、强制许可以及权利用尽原则防止知识产权滥

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注意汇交过程中的涉及

的伦理学问题。

（6）加强与科研工作者的沟通

政府应加强与科研工作者的沟通和交流，共

同促进我国科学数据汇交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有

条件的时候，以论坛或学术讨论会的方式、以专

家团或顾问团的方式、以咨询报告的方式等加强

相互的沟通和交流，及时发现工作过程中出现的

新问题，并妥善解决，使汇交和共享工作真正起

到服务于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目标。同时，科研工

作者应转变观念，自觉树立“汇交-共享”“互

惠-互利”的观念，彻底破除和摒弃将占有的资

源作为经济收益主要手段的做法 [11]。利用网络

的优势使研究人员能够方便快捷地查询到自己所

需要的资源，清楚地了解科技资源的真实需求状

况，保障科技资源共享的信息渠道畅通。

（7）加强医学大数据中心建设

在大数据时代下，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

项目科技资源体量大且类型复杂多样。这种数据

集难以用传统的数据库工具进行抓取、管理和处

理。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汇交数据的作用，需要

建立和加强医学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使数据的发

掘、收集、整理和利用标准化和科学化，为数据

汇交、共享和应用提供技术平台和关键技术。同

时，要加强大数据人才的培养。

（8）重视汇交平台的信息安全

科技资源从本质上讲是国家资源，它的安全

应该纳入国家安全，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

科技资源的信息安全尤其重要。其包括涉及国家

安全、个人信息安全以及平台自身安全等问题。

因此，从汇交开始就应严格管理，出台相应的制

度和规范规避风险，让大数据更符合国家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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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的

汇交和共享在顺利进行中，在科技计划资源汇交

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将来汇交工作的完善有

良好启示。科技资源共享也已初步建立起了科技

资源共享框架体系，并且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

体系。为进一步推进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

科技资源汇交和共享的实践，实现较大突破，必

须立足人口健康领域科技计划项目的共性和个性

特点，在运行机制、组织、标准规范和责权利分

配等管理上，处理和理顺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需要政府和所有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提高

科技汇交的能动性和实效性，寻求推动我国科技

资源共享的有效路径和政策，真正做到“收放自

如”，实现和发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资源汇交和

共享的意义和作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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