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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科学、客观、易于操作、适应目前国家科技报告管理的质量评价体系，是提高国家科技报告技术价值

和编制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在分析国家科技报告征集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参考借鉴国防科技报告评价的

有效经验，对国家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利用专家调研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提出国家

科技计划中产生的科技报告验收阶段和收录1~2年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并对开展国家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提出措

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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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improving the technology value and writing quality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objective and operabl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presently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was explored and studied on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collection and effective experience of 

GF report evaluation. By 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we proposed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its weighting 

on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in the stage of its acceptance and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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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年底国家科技部开展国家科技报告试点

工作，迄今已有超过6万份报告提供全社会共享

使用，已初具规模。然而，在建立体系、征集收

录科技报告的同时，如何确保报告质量，成为影

响后续工作健康、持续开展的关键问题。规范科

技报告质量管控，确保越来越多高质量的科技报

告能够得到有效收录和共享使用，有必要建立一

套相对科学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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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系列科技报告质量管控制度措施。 
目前，征集的国家科技报告主要涉及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

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以及国家科技奖励

工作等项目2006年以来立项的全部非涉密计划项

目（课题）。“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于2013年

11月开通了征求意见版，并于2014年3月正式上

线，目前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收录国家科技报

告近6万篇（图1）。
科技报告按内容分为专题技术报告、技术进

展报告、最终报告和组织管理报告四大类型 [1]。

目前，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收录的各类科技报

告以技术进展报告和最终报告为主。这些报告是

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提交的年度进展报

告、成果验收报告的基础上，经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组织科技报告专家按科技报告撰写标准

规范改写而成（表1）。
为构建能够有效评价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

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应用研究，调研和分

析研究了我国已开展的国防科技报告评价实践。

从20世纪80年代建立国防科技报告制度 [2]以

来，国防科技报告已经形成了由总装备部、各工

业部门以及基层科研单位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

各基层企事业单位基本建立了本单位国防科技报

告产生、撰写、征集以及评审方面的相关程序制

度。在质量评价方面，国防科技报告没有建立统

一的评价制度，但在各领域和行业，相关科技报

告管理部门陆续开展了一些理论探索研究和实践

工作。这些单位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对开展国家

科技报告质量评价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

图1 各类型国家科技计划产生的科技报告对外公布数量

表1 国家 科技报告与科研项目管理成果的对应关系

科技报告类型 科研项目管理成果

专题技术报告 尚未纳入计划项目管理过程

技术进展报告 计划管理中的年度进展、执行情况报告

最终报告 成果验收报告、技术验收报告

组织管理报告 计划验收中的工作报告和项目组织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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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通过对国防科技报告系统具有代表性意义的

评价工作机制与指标体系进行调研和分析，发现

国防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的主要目的是评选优秀科

技报告，相关评价体系主要是针对优秀科技报告

的撰写规范和技术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同时

考虑科技报告涉及项目本身的重要性和意义、科

技报告的交流使用价值及作者科研能力和写作水

平等（表2）。
本文在分析国家科技报告特点的基础上，通

过借鉴国内相关领域科技报告评价经验和期刊会

议文献评价的一般思路 [3-8]，利用专家研讨和层

次分析法，分析得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

值，提出国家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措施建议。

2 评价目的、主体及流程

开展国家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的目的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通过客观、全面评估科技报告本身

的质量水平，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报告质量管

控措施，从而提高报告的技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二是通过对科技报告质量的评价，间接反映和衡

量科研活动的水平和效果，对管理机关监督和考

评科研活动提供依据。

目前，国家科技报告通过国家科技报告申报

系统在线提交，报告申报系统用户分为报告提交

单位管理员和报告作者。报告作者将其撰写完成

的科技报告通过申报系统提交至单位管理员，基

层单位管理员检查后提交至科技部，委托保藏单

位审核，审核通过后收录馆藏。具体流程如图2
所示。

通过分析国家科研项目管理及科技报告呈交

流程，科技报告评价主体主要包括项目承担单位

和国家科研项目管理机关委托的评审专家团队，

在科技报告上交、项目检查与验收、科技报告上

线1 ～ 2年三个时间节点对科技报告进行质量评

价与管控。前两个时间节点质量评价主要目的是

把控和提高报告质量水平，最大程度地避免质量

低劣报告的产生和流向社会。第三个时间节点质

量评价主要目的是奖励优秀，从而激发产生更多

的优秀报告，形成撰写提交优秀报告的良性循环

（图3）。
2.1 科技报告上交阶段

对于尚未上交的科技报告，首先由项目承担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主管人员对本单位即将上交的

表2 国防、船舶等相关领域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整理

领域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核

课题 /项目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课题属国际前沿学科，具有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包括总结和分析失败的教训）

作者的能力水平 对本学科了解程度、知识水平、研究与设计能力、写作能力和科研作风

技术内容质量 理论或方法的创新性

撰写规范质量 符合诸如《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报告编写规则》（GJB567A-97）等规范标准

工程

物理

技术内容质量 理论或方法的创新性、报告的完整性、报告的准确性

编写质量 符合诸如《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报告编写规则》（GJB567A-97）等规范标准

电子

技术内容质量 技术内容的创新性、描述研究思路清晰程度、记录内容的完整性

应用价值 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被查阅的次数

撰写水平 正文撰写综合文字水平、中英文摘要的编写情况、参考文献的引用情况、检索标识准确程度

船舶

背景项目重要性 理论研究或工程研制意义

技术内容质量 反映国防科学技术成果，论点明确，内容准确完整，逻辑严谨、重点突出、论据充分

参考交流价值
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生产经营，管理决策，工艺技术路线选择，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提高

政治、经济、社会效益具有的参考交流价值

撰写要求 符合诸如《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报告编写规则》（GJB567A-97）等规范标准

兵器
技术内容质量 内容完整、真实、准确

文本质量 符合诸如《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报告编写规则》（GJB567A-97）等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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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进行质量把控，包括对科技报告进行形

式审查和组织单位内部专家进行评审等，以确保

本单位科技报告技术质量。然后通过科技报告呈

交系统上报科技报告。

对于已经呈交的科技报告，后续将依托科研

项目管理机关组织的相关项目检查和验收工作，

开展相应质量评价。评价合格的科技报告将进入

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使用。

2.2 项目检查与验收阶段

根据国家科研项目管理要求，在开展项目年

度、中期检查与验收工作时，由科研项目管理机

关组织的项目评审专家组，依照科技报告质量评

价指标，在对项目评审的同时对科技报告质量进

行评价。

2.3 科技报告上线1 ～ 2年之后

为提高项目承担单位撰写和提交高质量科

技报告的积极性，在科技报告上线服务1 ～ 2年

后，由国家科研项目管理机关不定期组织评审专

家组对科技报告的质量进行抽查评价。评审专家

组依照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科技报告质

量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优秀科技报告和项

目承担单位予以奖励。

3 质量评价指标及其权值

根据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国家科技计划

科技报告管理部门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研制部门

的具体需求，在参考借鉴国内（主要是国防）科

技报告质量评价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50余位项

目管理专家、科技报告专家和技术专家的现场调

研、问卷调研及专题研讨，构建国家科技报告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简表，通过专家分析给出评

价指标相对影响力判断，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

标权重，得出国家科技报告质量最终评价指标及

其权值。

3.1 验收阶段评价指标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验收阶段进行科技报告

质量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并利用统一科学的评

价体系，提高科技报告的整体编写质量和技术水

平，引导真正全面、客观、完整反映重要科研活

动核心、关键内容的、高质量的国家科技报告的

产生，提升报告的交流使用价值。

评价指标包含2个一级评价指标和7个二级

评价指标（图4），主要体现为报告科学价值（科

学或理论的创新性、技术综合性、技术重现度、

潜在应用价值），报告编制质量（基本信息表的

准确完整性、撰写格式标准化、写作水平）两个

方面。在通用指标下，不同类型的科技报告在指

标的内涵解释与具体应用方面要求不同。根据专

家打分情况，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获得报告科

学价值指标的权值为0.63，报告编制质量指标的

图2 国家科技报告提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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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值为0.37。通过进一步计算，（C1，C2，C3，

C4）的 权 重 分 别 为（0.2420，0.2045，0.4577，
0.0958），（C5，C6，C7）的权重分别为（0.2258，
0.4156，0.3583），根据相关权值，计算指标权重

如表3所示。

3.2 收录1 ～ 2年后评价指标

国家科技报告收录1 ～ 2年后进行质量评价

是报告质量事后评价的重要体现，由科技报告馆

藏服务机构利用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对已共享交

流报告实施事后评价，是对验收阶段报告质量评

价的有益补充。

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个一级评价指标和6个

二级评价指标（图5），主要体现为报告科学价

值（科学或理论的创新性、技术综合性、技术重

现度、潜在应用价值）以及报告使用价值（使用

指数、加权使用指数）两个方面。在通用指标之

下，评价不同类型科技报告，对于科学或理论的

创新性、技术重现度、潜在应用价值等方面的要

求侧重不同。根据专家打分情况，利用层次分析

法计算，获得报告科学价值指标的权值为0.58，

图3 国家科技报告申报及质量评价流程图

图4 国家科技报告验收阶段评价指标结构图

测定验收阶段国家科技报告质量（A）

报告科学价值（B1）

写作

水平

（C7）

撰写

格式

标准

化

（C6）

基本

信息

表的

准确

完整

性

（C5）

潜在

应用

价值

（C4）

技术

重现

度

（C3）

技术

综合

性

（C2）

科学

或理

论的

创新

性

（C1）

报告编制质量（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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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制质量指标的权值为0.42。通过进一步计

算，（F1，F2，F3，F4）的权重分别为（0.1384，
0.2430，0.4341，0.1846），（F5，F6）的权重分别

为（0.5323，0.4676），根据相关权值，计算指标

权重如表4所示。

4 评价措施建议

对国家科技报告质量进行有效评价，并将

评价结果反馈在后续的科研过程中，是保证科

技报告质量、提升科技报告使用价值的有效手

表3 国家科技报告验收阶段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序

号

一级评

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指标解释

1
报告科

学价值

科学或理论的

创新性 15

（1）专题技术报告：科研活动的科学或理论的创新价值，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

（2）技术进展报告：科研活动某阶段的科学或理论的创新价值，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

（3） 最终成果：最终成果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产品,
与国际同类技术或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所具有的创新水平

（4）组织管理报告：技术工作的组织实施过程、方法和结果的创新性

技术综合性 13 关键技术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及复杂程度

技术重现度 29

（1）专题技术报告：技术内容专深具体，根据技术表述可达到技术重现

（2） 技术进展报告：对某阶段科研过程、方法、关键技术和经验、结果进行完整准确地

归纳总结

（3）最终成果：客观科学地展示最终成果的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的内在价值

（4）组织管理报告：组织管理方法和模式的可操作性

潜在应用价值 6

（1）专题技术报告：技术思路的清晰度、技术设计的逻辑推理度、技术应用价值

（2）技术进展报告：某阶段科研过程、方法、关键技术和经验、结果的参考借鉴价值

（3） 最终成果：最终成果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产品的

技术成熟度及推广应用价值

（4）组织管理报告：组织管理方法和模式的参考使用价值

2
报告编

制质量

基本信息表的

准确完整性
8

（1）摘要反映报告目的、方法和结论的准确完整性、综合简洁明确性

（2）关键词的准确性、深度揭示性

撰写格式

标准化
15

科技报告的前置、正文和结尾部分符合编写规则（默认收录环节已审查合格得分，在具

体评价时若发现不合格，采取倒扣分制）

写作水平 14 报告表述的逻辑性、清晰性、可读性

图5 国家科技报告收录1~2年后评价指标结构图

收录1～2年后国家科技报告质量（D）

报告科学价值（E1） 报告使用价值（E2）

加权

使用

指数

（F6）

使用

指数

（F5）

潜在

应用

价值

（F4）

技术

重现度

（F3）

技术

综合性

（F2）

科学或

理论的

创新性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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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9-10]。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

质量评价工作，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如下建议。

4.1 评价工作纳入项目管理过程

科技报告管理工作只有纳入对科技计划项目

的管理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工作目的。科技报告

质量评价作为科技报告管理的重要工作，要想通

过质量评价实现提高报告质量和交流使用价值的

目的，只有将质量评价合理纳入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流程，才能够切实有效发挥质量评价的作用。

建议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重要环节嵌入科技报告

质量评价，而不是另外做一套流程和办法，独立

进行评价。

首先，根据目前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管理规定

要求，在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时要验收是否按照合

同要求完成相应数量和类型的科技报告，建议同

时对报告质量进行评价打分。可选择两种评价方

式：一是对所有项目的所有科技报告进行评价，

并进入项目验收总成绩。由专家组依照指标体系

给出每一篇报告相应分值，并将其折算进入项目

验收总分值，同时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结果写入

科研单位科研信用数据库。二是对部分科研项目

的科技报告进行抽查评价。由国家科研项目管理

机关抽取一定比例的科技报告，项目验收专家组

依照指标体系给出相应分值。报告质量评价低于

60分，项目验收将不予通过；低于80分，需对

科技报告进行改写或重写，并将相应评价结果写

入科研单位科研信用数据库。经检查或验收后，

评价合格的科技报告将进入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

统，上线供社会公众使用。同时，为进一步选拔

和鼓励优秀科技报告的呈交交流，可在科技报告

上线服务1 ～ 2年后，由国家科研项目管理机关

不定期组织评审专家组对科技报告的质量进行评

价。

其次，要在相关科技计划管理办法中明确规

定对科技报告质量的要求，规范质量评价节点、

表4  国家科技报告收录1~2年后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序

号

一级评

价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
权重 评价指标解释

1
报告科

学价值

科学或理论

的创新性
8

（1）专题技术报告：科研活动的科学或理论的创新价值，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

（2）技术进展报告：科研活动某阶段的科学或理论的创新价值，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

（3） 最终成果：最终成果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产品，与

国际同类技术或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对比，所具有的创新水平

（4）组织管理报告：技术工作的组织实施过程、方法和结果的创新性

技术

综合性
14 关键技术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及复杂程度

技术

重现度
25

（1）专题技术报告：技术内容专深具体，根据技术表述可达到技术重现

（2） 技术进展报告：对某阶段科研过程、方法、关键技术和经验、结果进行完整准确地归

纳总结

（3）最终成果：客观科学地展示最终成果的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的内在价值

（4）组织管理报告：组织管理方法和模式的可操作性

潜在应用

价值
11

（1）专题技术报告：技术思路的清晰度、技术设计的逻辑推理度、技术应用价值

（2）技术进展报告：某阶段科研过程、方法、关键技术和经验、结果的参考借鉴价值

（3） 最终成果：最终成果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产品的技

术成熟度及推广应用价值

（4）组织管理报告：组织管理方法和模式的参考使用价值

2
报告使

用价值

使用指数 22 根据一段时期内，某篇科技报告查阅、下载次数占科技报告查阅、下载总次数的比例计算

加权使用

指数化
20

高级、中级、初级及以下不同类型职称科技人员对科技报告的查阅及下载次数，计算方法

类似于使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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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办法、评价流程等，明确评价结果对于科研

项目实施和验收等的影响，做到质量评价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

4.2 质量评价与报告呈交单位和作者的考核结合

评价科技报告质量是对于报告质量的事后把

控，要想通过质量的后评价达到从根本上提高报

告撰写质量的目的，就必须将质量评价的后果与

报告呈交单位以及报告作者的考核激励结合在一

起。建议科技报告的质量评价结果进入科研信用

记录系统，单位或具体科研人员撰写报告连续或

累计多次不合格或分数排名较低，在一定时间暂

定其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撰写者本人

的不良报告记录也应当进入单位对其的职务职称

晋升以及人事考核中。反之，单位呈交报告连续

或累计多次达到优秀或排名前列，可优先申请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撰写者本人也可在职务职称晋

升以及人事考核中相应加分。

4.3 引导呈交单位开展质量评价

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是独立于项目完成单位和

下达单位之外的第三方评价。为引导项目承担单

位能够在撰写阶段就按照优秀报告的标准执行，

要全面推动和积极引导项目承担单位根据科技报

告质量评价指标，开展报告质量的自我把控。一

方面，科研人员明确质量评价指标要求，能够利

用指标提前开展自我评价；另一方面，项目承担

单位要在科研人员提交报告后，上交国家科技报

告系统之前，开展单位层面的质量评价，做好质

量管理的第一环节工作。

4.4 质量评价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循序渐进开展

鉴于目前国家科技报告处于广泛征集的阶

段，目的是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呈交科技报告，

质量评价工作应服务当前工作重点。建议可先期

在某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进行试点，首先在项

目验收环节开展科技报告质量评价，逐步完善形

成质量评价规范、流程，后续在更大范围推广，

直至进入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规范流程中。

5 结语

在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初期，通过建立一

套相对完整科学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

相对完善的科技报告质量控制流程，有助于提升

我国科技报告的质量，确保高质量的科技报告能

够得到有效收录和共享使用。本文提出了国家科

技报告验收阶段和收录1 ～ 2年后的评价指标体

系及其权重，并对如何有效开展国家科技报告质

量评价提出了措施建议。下一步将对本研究中提

出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进行实

证验证研究，挑选部分领域科技报告进行评价。

同时，建议科技报告领域管理专家和研究专家可

在本研究提出的评级措施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思

考和研究，尽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

系，促进能够有助于提升我国科技报告质量的相

关政策制度尽早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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