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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实践探讨

袁清昌等张国良 李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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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简要介绍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进展情况以及面临的重要机遇和挑战，从制度体系建设、基础条件建

设、平台建设、工作推进等4个方面系统阐述和分析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进展和成效，并指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

问题。然后针对不足和问题，从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建立科学工作机制、加大培训力度 、建立质量控制和奖惩机制以

及强化超前意识等5个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更好地改进和推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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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S&T) report system and fac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laborates and analyses the 

S&T report work progresses and results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system construction, basic work, platform 

building and how to promote work,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work. 

Aiming at thes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how to 

establish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the scientific working mechanism, and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raining, establish quality control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advance awarenes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 report system of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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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报告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反映

了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已成为各国科技活动最

有价值的记录 [1]。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建

立科技报告制度，经过上百年的实践，目前已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管理最完善的国

家科技报告体系 [2]。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起步

较晚，到20世纪90年代才基本建立起国防科技

报告体系。进入21世纪，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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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加快。特别是近年来，在科技部的组织和推

动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4年9月《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

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我国科技报告制度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简称“中信所”）开展中国科技报告管理体

系研究工作，其中把科技报告编写规范的制订作

为重要内容。先后制定了《科技报告编写规则》

系列标准。2012年12月，科技部先期就973计

划、863计划、支撑计划、重大专项、国际科技

合作专项、大型仪器专项以及科技奖励等科技计

划（专项）中2006年以来立项的全部非涉密计划

项目（课题）开展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试点工作 [3]。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出台了《国家科技计划科技

报告管理办法》，建成并开通了国家科技报告服

务系统，实现了上万份科技报告上线共享，基本

建立了国家科技计划中科技报告的呈交、收藏、

管理、共享体系。

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实践为地方开展科技

报告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借鉴。国内大多科技管理

工作者、科技信息管理机构以及广大科研人员对

科技报告制度还缺乏足够认识，工作基础薄弱，

而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本身是一项复杂的、艰巨

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科技报告制度在我

国全面实施还面临着巨大挑战 [4]。

山东省作为全国率先启动建立科技报告制度

的省份之一，从2013年开始探索科技报告制度建

设，目前科技报告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本文

拟通过分析阐述山东科技报告工作实践和成效情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进一步改进和推

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有关问题。

2 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议现状

作为全省科技报告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山东省科技厅十分重视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近年

来，多次把科技报告制度相关研究列入科技发展

计划，多次把科技报告工作列入厅长办公会议研

究议题，连续把科技报告工作列入全省科技工作

重点。截至2015年年底，山东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已有上千份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上线共享，系

统注册用户1000余个。全省科技报告政策环境和

工作推进机制基本形成，省级科技计划科技报告

工作步入规范化、常态化。

2.1 科技报告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山东省作为政府层面的行政规章以

及部门层面的制度已经出台，并且相对完善。比

如：2015年初山东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立

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提出了全省建立和实施科技报告制度的

时间进度、工作机制、责任分工、工作流程和保

障措施等，对推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具有

里程碑意义。2015年上半年，山东省科技厅先后

印发《2015年科技报告工作计划》、《山东省科技

计划科技报告管理细则》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明

确了各相关主体责任、科技报告工作流程、纳入

科技报告的科技计划范围及启动时间。

2.2 科技报告工作基础更加稳固

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十分注重夯建

工作基础，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机构组建、人

才培养3个方面。（1）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2013—2014年先后组织开展《国家科技报告制度

实施对我省科技管理及科技情报工作的影响与对

策研究》、《山东省实施科技报告制度对策建议》

等研究。其中，《山东省实施科技报告制度对策

建议》课题列入2014年山东省软科学重大项目，

其研究成果为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顺利

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2）组建科技报告工作机

构。在科技报告工作启动之初，山东省科技情报

研究院（以下简称“山东省情报院”）成立跨部

门的科技报告工作小组。工作正式启动后，山东

省情报院组建编制8人的“科技报告中心”专职

机构。（3）培养科技报告专业人才。山东省情报

院先后派员参加中信所举办的第一期、第二期

“国家科技报告指导人员研修班”，并参与四批

次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回溯改写和审核工作。

其中，8人取得“国家科技报告指导员”资格证

书，8人次参加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改写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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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作，共完成上千份国家科技报告的改写及审

查工作。目前，山东省情报院已形成一支十几人

的科技报告专业人才队伍。专职机构的成立，加

上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改变了过去那种职责不

清、工作松散、边缘化的弊端，大大提高了科技

报告工作效率。

2.3 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成功运行

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是科技报告制度

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网络环境下科技报告呈

交、审核、管理和服务不可或缺的载体。国家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已于2014年3月正式开通上线，

为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平台

基础。地方科技报告工作开展，同样离不开科技

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支撑。然而，当时国内尚无

一家省级单位进行地方科技报告平台建设。考虑

到平台建设专业性、技术性强，在时间紧、经

费缺、任务重的情况下，经反复调研并和中信

所协商，山东省走了“移植”国家系统的捷径。

从2014年12月初开始探索，到12月底成功远程

“移植”国家科技报告呈交和审核系统、国家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期间还选择山东省自主创新重

大专项、自然科学基金和软科学计划开展科技报

告工作试点，对部分项目科技报告进行了回溯改

写，实现近千份科技报告上线共享 [5]。在前后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山东省成为远程“移植”、

本地部署的国内第一个省份。此举也助推山东省

跨入率先启动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省份行列，为

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的部署和快速推进提供了有

力支撑。

2.4 科技报告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山东省科技报告宣

传与培训、组织与部署、呈交与审核、共享与服

务等各项工作分步开展、扎实推进。这其中将科

技报告宣传贯穿工作各阶段全过程，利用山东卫

视、科技日报、大众日报、科技部网站、国家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山东省科技厅网站、齐鲁网、

山东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等各种媒体宣传报道30多

次。在向各项目承担单位部署科技报告呈交工作

之前，山东省情报院配合各有关计划主管处室完

成了各类计划项目申报书、合同（任务）书模版的

修改（增加科技报告呈交类型、时间节点和数量

等内容）以及项目申报指南相关条款的修改。之

后，山东省科技厅向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下发《关

于开展山东省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的通知》，

对2015年前立项、在研的以及2015年（含）后立

项的计划项目呈交科技报告的类型、时间节点、

渠道和流程以及质量要求进行系统部署。至此，

山东省省级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迈入规范化轨

道。在部署科技报告呈交工作的同时，科技报告

撰写和呈交业务培训活动密切跟进。一方面，面

向各市和行业举办山东省科技报告指导人员培训

会，培养科技报告宣传、咨询与辅导的人才队

伍，已有70余人经考试取得省内指导资格证书；

另一方面，在山东省举行片区巡回培训活动，面

向全省各市承担2015年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

人，进行科技报告撰写、呈交业务培训。第一轮

巡回培训活动于2015年年底结束，全省1500余

名科研人员得到专业辅导。目前，各项目承担单

位根据科技报告呈交部署要求，组织科研人员撰

写、通过呈交系统提交科技报告已逐渐形成自觉

意识、常态行为。仅在2015年就接收各类计划项

目科技报告近400篇，上线共享137篇。

3 存在的问题

综观山东科技报告工作现状，科技报告制

度建设成效明显，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工作中尚存在以下不足和问题。（1）制度体系有

待继续完善，科技报告制度实施尚未上升到法规

高度，部门及基层制度建设不足；（2）部门之间

协同不够，科技报告工作开展主要在科技系统，

省级财政资金投入的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山东省农业厅、山

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卫生和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

科技报告工作尚未启动；（3）工作人员专业技能

较低，实践经验较少；（4）科技报告质量参差不

齐，由于部分项目承担单位的重视程度不够，完

全符合科技报告编写规则和标准的高质量科技报

告不多；（5）特色不突出，缺乏超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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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产生，涉及组织主体、管理主

体和核心主体，以及撰写、呈交和服务等诸多环

节。这其中既有主观上思想不解放、能力不足的

因素，也存在客观上无法把握的体制机制因素，

可能影响建设山东省统一科技报告制度的大局，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

4 建议与对策

结合目前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笔者就如何更好地推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

建设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4.1 健全科技报告政策法规体系

科技报告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呈交的强制性，

必须由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约束。科技报告政策法

规是科技报告工作开展的法理基础，也是科技

报告体系的重要组成 [6]，包含法律法规、行政规

章、部门制度、基层制度四级框架，其中政府行

政规章和部门制度是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启动阶段

所必需的。国家已经把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纳入新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7]。因

此，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应纳入地方立法程序，同

时指导基层出台科技报告相关制度，使山东省科

技报告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健全，为推动科技报告

制度在山东省全面实施提供健全的政策法规环境。

4.2 建立完善的协同和推进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横向协同、纵向推进的工

作机制是建立统一科技报告制度的内在要求。

“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必须呈交科技报

告”[8]，对一个省份来说，财政性资金分省、

市、县（区）等多个层级，科技项目的管理也不

仅仅限于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这种纵横交错的复

杂关系，要求科技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之间

建立一种会商协同机制，要求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这样就能确保科技报告

制度建设作为系统工程进行整体推进。单纯依靠

一个部门或者科技信息机构自上而下推动或单纯

依靠科研机构的自觉性来完成是不可能的 [2] 。

4.3 加大科技报告制度普及宣传和专业培训力度

科技报告人才是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核心

要素，是做好科技报告工作的有力保证。科技报

告被称为文献化的科研档案 [9]，具有很强的专业

技术性。尽管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已经取得实质

性进展，但仍处在起始阶段。随着科技报告工作

在全省范围铺开，必将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所

以加大培训力度是现实必需。面向各级科技管理

部门、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机构以及科技项目承

担单位开展科技报告制度普及宣传和专业培训，

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科技报告知识，有利于提高

科技报告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利于培

养科研人员科技报告意识和撰写能力，有利于营

造全社会重视科技报告的良好氛围。尤其是结合

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立项和结题验收等环节，

开展按片区的或者按计划类别的科技报告业务培

训，实现项目承担单位的全覆盖，对提高科技报

告撰写和呈交质量至关重要。

4.4 建立科技报告质量控制和奖惩机制

导致科技报告质量不高的因素很多，但关键

还在于项目承担单位的重视程度和项目负责人的

责任心。建议层层落实科技报告质量责任制，建

立科技报告收藏确认和科技报告工作奖励激励机

制，完善科研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把科技报告情

况纳入科技进步考核指标体系和项目承担单位后

补助、经费奖励依据。对于不能按合同约定完成

规定数量科技报告的或者提交的科技报告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的项目承担单位和负责人，应严格按

照相应规定给予严厉处理。

4.5 以超前意识推进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实践和成效得益于国家

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的成功经验，不论在组织

形式和工作模式上，还是在推进机制上，都做了

充分借鉴。鉴于当前全国统一的科技管理体制，

无需过于追求创新和特色，但地方科技报告服务

平台也应该有超前性。目前的山东省科技报告管

理和服务系统尚孤立于科技计划管理平台之外，

也没有将行业和市级科技报告呈交和管理纳入设

计。随着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科技报告工

（下转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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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深入开展，科技报告工作必须适应科技计划

体系以及科技计划管理模式的变化和需求，实现

科技报告和科技计划管理全过程的有机统一，将

建立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一盘棋”的格局必须

摆上日程。

5 结语

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鉴于其

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也

不可能一劳永逸。目前，科技报告制度已陆续在

国内多数省份启动建立。由于各地普遍存在基础

薄弱、能力不足、经验欠缺等困难，省级科技报

告制度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

实践表明，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机遇大于挑战。不

仅要结合自身实际夯实工作基础，更要注重顶层

设计，超前谋划，建立科学的协同和推进工作机

制。我们相信，科技报告制度在省级层面必将取

得突破性进展，建立全国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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