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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报告作为重要的灰色文献，在科技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以CNKI、维普、万方三大数据库为数

据源，以题名和关键词作为检索途径，检索与科技报告相关的文献。通过文献计量和主题分析发现，科技报告论文发

表量相对稳定，2013年尤为明显；科技报告研究者、研究机构集中于图书情报领域，这些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也是当前

我国科技报告工作的主要实践者；从内容来看，当前科技报告研究集中于国内外科技报告介绍（概念、特点等）、科技

报告加工利用、科技报告体系研究等。

关键词：科技报告；科学报告；GF报告；文献计量分析；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6.01.005

Progress and Review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Research in China
QIAO Zhe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Shandong, Ji’nan 250121)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grey literature, S&T repo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searches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CNKI, VIP Information, Wanfang database by 

the title and keywords, then summarizes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 report research in China through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paper sum up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nd findings: (1)the 

publication number of S&T report papers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from 2013. (2)the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S&T report focus o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hat also the main practitioners of S&T 

report work in China. (3) the current hot research about S&T report research lie in the following point,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etc.), 

S&T report processing, S&T report system researc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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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作为科技计划 /科技项目实施的成

果，是对科研技术的总结，其作为科技情报的重

要载体 [1]，一种高效的技术信息产品 [2]，来源于科

技创新活动 [3]，同时又促进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

技术积累、交流、经济等价值。因此，开展对科

技报告的研究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及内容分

析，对我国科技报告研究的开展情况进行梳理，

分析目前研究现状，并指出当前科技报告研究中

所呈现的规律、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专题研究：科技

报告管理研究与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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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CNKI、维普、万方文献数据库作为

数据源，分别以“科技报告”、“科学技术报告”、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T report”、
“GF报告”、“国防报告”为检索词，以题名和关

键词为检索字段，检索了从1980—2015年所有

的文献，通过文献剔重、剔除期刊报道、文摘、

简报等，共筛选出204篇相关文献。其中，期刊

论文186篇，硕士论文5篇，会议论文13篇。在

检索词的选择上，经过了多次调整，最终确定了

以上检索词。其中，“科技报告”为“科学技术

报告”的简称，“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S&T report”为科技报告的英文名称及缩写，而

国防科技报告作为科技报告的一种。同时，鉴于

当前我国国防科技报告工作开展情况，本文选择

了“国防报告”这一检索词，“GF报告”即国防科

技报告。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则采用了常用的文献计

量学分析方法及主题分析方法，通过对论文的时

间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及机构分布等指标，描

述科技报告相关论文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核心期

刊、核心作者分布等，并通过论文内容分析描述

主要研究领域。

2 数据分析

2.1 论文时间分布

图1为我国科技报告研究文献年代分布图。

从图1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关于科技报

告的研究处于发端期。在这10年中，每年发表论

文数都较少且波动较大，从1980年的1篇到1983
年的0篇再到1986年的5篇。进入20世纪90年代

后，发表论文数比20世纪80年代有所增加，除

1993年仅发表1篇外，其余每年发表论文数相对

平衡。2000年之后，每年发表论文数都在3篇以

上，2013年开始，发表论文数急剧增长，2014年

则达到了历年的高峰（2015年为不完全统计）。

若以每十年为一个单位，图2则表明，尽管发表

论文数在低水平徘徊，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年

均发表论文数也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2.2 期刊分布

在186篇期刊论文中，共涉及122种期刊。

其中，发表了2篇及以上论文的共27种，其余95
种皆发表了1篇。期刊分布如表1所示。从期刊

所属学科看，27种期刊以图情档类、管理学类、

国防工业类（7种）为主，而这些图情档类期刊

多为核心期刊，如《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情

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学报》，可以说，

图1 我国科技报告研究文献年代分布图

文
献

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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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技报告发表文献十年变化图

国防、图情领域对科技报告的关注较多。这与科

技报告自身的资源属性及科技报告工作在我国的

开展有密切关系。从文章发表的数量和时间分布

来看，各期刊每年发表相关文献较少、发表时间

间隔比较长，从发表论文急剧增长的2013年和

2014年来看，这27种期刊所发表论文数量与当

年总共发表论文数相比占比不到一半，足见相关

研究都比较分散，各期刊对科技报告的研究缺乏

持续关注。

2.3 作者与机构分布

本文统计的204篇文献共涉及234名作者。

本文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数作为统计口径，分

别统计著者数及机构情况，其占比情况如表2
所示。第一作者发表2篇及以上的著者数仅占

9.4%，超过一半的作者发表了1篇论文，这说明

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了科技报告研究中。按照

普赖斯的理论，发表论文量为m篇以上的作者为

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其中m≈0.749×（ηmax）
1/2，

ηmax为发文量最多作者的发文篇数（本文中为4
篇），即研究该内容的核心作者为发表论文数2篇

及以上者，如表3所示。表4为发表2篇及以上论

文的机构分布。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

研究人员还是研究机构，对科技报告的研究都比

较集中于图情领域，这与上文中的论文期刊分布

呈现一致性。

3 文献主题内容分析

国内对科技报告的研究大致呈现这样的一个

规律：起步于对科技报告基本概念及其属性的界

定，进而对国外科技报告的介绍增多，并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技术、需求的变化，相关

研究开始聚焦在科技报告体系建设等方面，包括

国防科技报告及民口科技报告。本文从主题分析

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以下4个方面开展

科技报告的研究。

3.1 科技报告的介绍

（1）科技报告的概念、特点、重要性等。有

学者专门撰写论文对科技报告概念加以界定。如

朱东辉将科技报告总结为一种高值高效的技术信

息产品 [2]。贺德方认为，“科技报告是重要的科技

表1 科技报告研究论文期刊分布

期刊 共计/篇 期刊 共计/篇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中国信息导报 14 编辑学报 2

情报理论与实践 10 兵工情报工作 2
图书情报工作 6 档案学通讯 2

科技成果管理与研究 4 甘肃科技 2
航空科学技术 4 核情报工作与研究 2
航天工业管理 4 计量与测试技术 2
江苏科技信息 4 科技管理研究 2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 4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
档案与建设 3 科技与出版 2
航天器工程 3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

情报科学 3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

情报学报 3 新疆林业 2

世界图书 3 中国核科技报告 2

表2 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数及占比情况

第一作者论文数/篇 著者数/人 占比/%
4 4 1.71
3 7 2.99
2 11 4.7
1 131 55.98
0 81 34.62

总计 2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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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是基础性、战略性科技资源，由公共投入

形成的科技报告应列入政府信息公开范畴”[4]。

（2）科技报告与科技档案比较研究。王景

禄等认为，GF报告和科技档案既有区别又有联

系，两者具有相互转化性，同时，与科技档案

相比，GF报告成果性和记录性较弱，但传播性

和交流性较强 [5]。尹建、霍振礼认为，美国四大

报告（美国国防部AD报告、国家航空与航天局

NASA报告，能源部DE报告及政府其他部门PB
报告）与中国GF报告都具有资料性和档案性，是

科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6]。李宇红认为，从科

技报告内容或国家科技报告体系来看，两者与科

技档案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提出了科技报告体系

与科技档案体系能否进行整合的疑问 [7]。

（3）科技报告的撰写。如何撰写科技报告也

是众多学者重点研究的内容。王路、王传珂等对

农林、航空等不同行业科技报告的撰写进行简

述 [8-9]。张爱霞等从编写规则的框架结构、主要

内容、文档模板定义（DTD）等方面进行分析，

描述了科技报告编写规则国家标准的编制 [10]。陈

卫红探讨了科技报告编辑应具有的能力和素质，

以及提高科技报告编辑能力的途径 [11]。

3.2 科技报告的加工、处理、检索与利用

科技报告必须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以便

于检索、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不同

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刘立雪结合自身的工作介

绍了如何用主题词对科技报告进行处理 [12]；曾丽

萍以核科技报告标引为例，论述了核科技报告标

引的步骤、原则和方法，指出了主题标引中常见

的错误 [13]；周杰提出了科技报告集成管理系统的

总体框架，即科技报告撰写、呈交、审核、加工

和服务等五大功能模块，详细论述了三大系统设

计思想 [14]。

在科技报告的检索方面，主要是对检索工

具、方法、途径的介绍，在科技报告检索类型上

囊括了美国四大报告、医药类科技报告、军事航

表3 发文量两篇及以上作者

第一作者 论文数/篇 机构 第一作者 论文数/篇 机构

陈卫红 4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陈文天 2 南京大学

贺德方 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范 文 2 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张爱霞 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唐宝莲 2 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邹 键 4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时春丽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曾建勋 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王 路 2 《新疆林业》编辑部

朱东辉 3 总装备部技术基础管理中心 张金云 2 燕山大学

胡红亮 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杨学泉 2 《河海大学常州分校学报》编辑部

侯人华 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张奎勇 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王维亮 3 北京文献服务处 张新民 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霍振礼 3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真 溱 2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尹 建 3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周 杰 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表4 发文量两篇以上的研究机构

机构 论文数/篇 机构 论文数/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32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3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8 《河海大学常州分校学报》编辑部 2
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4 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
北京文献服务处 4 北京大学 2
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4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总装备部技术基础管理中心 4 河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 2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图书馆 3 辽宁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
南京大学 3 燕山大学 2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3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信息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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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医学科技报告、航天国防科技报告等。如美国

政府四大科技报告检索工具的编排著录、《美国

政府报告通报和索引》（NTIS）数据库介绍，网

上科技报告的检索工具以及科技报告数据的Web
网络及研究方法介绍，我国及国外科技报告收费

与免费的检索途径与方法研究。赖院根针对当前

科技报告共享使用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分析科

技报告特点及其共享使用难点，根据科技报告用

户群体的划分，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资源整合模

式 [15]。

3.3 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科技报告制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保障条

件。从科技查新角度，有必要建立国家科技报告

制度 [16]，从科技报告在减少科技项目的重复立项

和投资浪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看，建立中国科技

报告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17]。国外科技报告工作起

步早，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已经建

立了完善的科技报告体系，对我国科技报告体系

研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国外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介绍。张

爱霞等对美国政府科技报告的政策法规体系、组

织管理体系及收藏和服务体系建设特点进行了全

面分析 [18]，她还对美国能源部科技报告管理和

服务现状进行研究，指出法规制度体系、多部

门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以及严格的安全管理机制

是确保科技报告产生、提交和交流利用的重要保

障 [19]。周萍等从科技报告的撰写、提交、知识产

权以及科技报告的管理等方面，对欧盟科技报告

管理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20]。楚明超对美

国政府科技报告工作的责任单位——NTIS的历史

沿革、使命、愿景、运营模式和工作流程进行了

研究 [21]。这些都可以为我国科技报告体系建设提

供借鉴。

（2）我国科技报告体系建设研究。近几年，

我国科技报告体系的研究呈现层次多、范围广、

领域宽等特色。其层次从宏观至国家、中观至省

级、微观至基层乃至企业。在宏观层面，主要是

就国家层面科技报告体系的建设提出对策和建

议。如胡红亮、贺德方、熊三炉、郭学武等从不

同角度分别提出了我国科技报告体系建设的策略

和建议 [22-25]。贺真等提出应该整合我国科技管

理、科技档案管理和情报管理的职能优势，通过

宏观架构和功能协调的方式实现国家科技报告管

理与服务，摒弃解决一个问题搭建一套班子的思

维定势 [26]。张新民分析了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试点工作的主要环节及其已经取得的进展 [27]。

在中观层面，很多学者对省级科技报告体系建设

进行了探讨。如朱静薇等对安徽省科技报告体系

的论述 [28]，李建伟等对甘肃省科技报告体系的设

想 [29]。对省级科技报告体系建设的探讨还涉及

江苏、广西、河南、山西、辽宁、浙江等省，这

些文章都发表于2013年以后。在微观层面，曾

建勋构建了基层科研单位科技报告体系框架，并

探讨了基层科研单位科技报告体系构建的关键措

施 [30]。曹蝾方等以军工企业为核心的国内大中型

企业为对象，探讨了在“军民融合”战略转型过

程中，企业科学技术报告管理与应用机制构建与

实施的内涵和主要做法 [31]。

在研究领域方面，上述内容主要为民口，而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防领域。如：孙乐民等

提出了建立军校国防科技报告制度的5项原则等

内容，阐述了军校国防科技报告的生产利用全过

程 [32]；傅宽提出把航空科技报告征集工作纳入科

研工作程序之中 [33]；时春丽就核国防科技报告体

系的构建提出要建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三级收

藏和服务体系 [34]；孟劲松提出了国防科学技术报

告工作和管理体系的构建 [35]。

3.4 科技报告知识产权等问题研究

在科技报告体系建设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

亟待探讨和解决，如科技报告的知识产权问题、

科技报告质量问题、科技报告呈交激励问题等。

针对科技报告知识产权问题，谢建玲认为，科技

报告工作应该作为单位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有机

组成部分 [36]。胡红亮等将科技报告的知识产权归

为技术秘密权，并对如何建立保护科技报告知识

产权管理制度提供了思路 [37]。陈传夫等对科技报

告开发利用（如公共查询、文献传递、出版发行

等）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就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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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相关对策 [38]。张文玄等从科技报告著作权

委托方（国家）的角度，提出国家应该通过与项

目承担单位约定对科技报告取得排他许可授权这

一途径来解决国家合理取得科技报告著作权的问

题 [39]。针对科技报告质量问题，张新民提出应从

即时分级审核、同行网络评议、事后使用评估3
个方面入手，同时，应强化科技报告全文相似性

检测功能 [40]。裴雷等提出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方法、描述框架和参考体

系，就推进和完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机制提出了

对策性建议 [41]。刘冠伟就国防科技报告评价指标

体系进行了研究 [42]。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和主题分析发现，我国科

技报告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科技报告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以图情领

域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科技报告是一种特殊文

献，对科技报告的研究也多从文献角度入手，

故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大多主要分布于图情领域

也不足为奇。但也存在研究角度单一的问题，比

如：科技报告与科技计划息息相关，从管理学的

角度开展科技报告与科技计划的研究可以成为一

个研究思路。

（2）科技报告的研究与我国开展科技报告建

设工作呈现高度一致性。从整体趋势上看，20世

纪80年代，原国防科工委开始探索建立国防科

技报告体系。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部门才尝

试设立科技报告管理机构，建立行业科技报告信

息系统，可惜许多工作都未能继续下去。这段时

间，对科技报告的研究较少。从2012年开始，科

技报告工作得到国家高度重视。比如：2012年7
月举行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

院提出要加快建立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2014年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指出：改进与加强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实行国

家创新调查和科技报告制度。近几年对科技报告

的研究也从2012年开始迅速得到关注，发文量逐

渐增多。

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看，目前从事科技报

告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也多是当前从事科技报

告体系建设的主要执行人员和执行机构。

从内容上看，早期的科技报告研究集中于对

科技报告的基本概念、特点、作用等介绍，国外

科技报告介绍以及国防科技报告研究。2000年以

来，则集中于科技报告体系建设研究，而从2013
年以后，对科技报告体系的研究快速增多，而这

个时间段正值国家实施国家科技报告体系建设工

作之际。比如：从2013年以来，科技部率先进行

了科技报告试点工作，分别在政策法规、组织机

构搭建、共享与服务等方面采取了措施。随后，

辽宁、安徽、山东等省逐渐开展省级的科技报告

体系建设。可以说，科技报告建设工作促进科技

报告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又对科技报告工作进

行指导。

（3）科技报告研究内容逐渐细化。随着我国

科技报告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各级科技报告体系

的建立与日渐完善，科技报告工作的关注点将会

向内容管理与服务转变，科技报告研究内容逐渐

具体深化，而这必将成为科技报告研究的下一个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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