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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级科技报告延期公开现状及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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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15年1月1日至9月24日呈交的浙江省358份延期公开科技报告元数据为例，对项目类型、延迟公开期

限、机构类型、技术领域、延期公开理由等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了延期公开申请的主客观因素，并结合浙江省科

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的实践，就规范限制级科技报告延期公开的期限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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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tadata collection of 358 delayed disclosed reports from Jan 1, 2015 to Sept 24, 2015 ,this paper 

analyses statistically Based on the project type, the time restriction for the delayed disclosure, the organization 

type, the technical area, the reasons for the delayed disclosure and so on, in which it summariz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for the delayed disclosed report application ,and suggests politically for criterion of the 

Delayed Disclosur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with Limited Access by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report manage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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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报告是科学技术报告的简称，是进行

科研活动的组织或个人描述其从事的研究、设

计、工程、试验等活动的进展或结果，或描述一

个科学或技术问题的现状和发展的文献 [1]。科技

报告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是国家科技投

入所产出的科技成果和科研资产保存、积累和共

享的有效手段 [2]，具有内容覆盖面广、技术含量

高、新颖性和前沿性强、实用性和时效性好等特

点 [3]，包含了大量知识产权信息和内容。

国家标准《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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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GB/T 30535-2014）将科技报告的保密等

级分为5级，即“公开级”、“限制级”、“秘密

级”、“机密级”、“绝密级”。公开级科技报告包

括国家公开的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科技报告，

或项目承担单位认为可以公开的科技报告。限

制级科技报告（以下简称“限制级报告”或“延

期公开报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不适宜全社会

知悉的研究成果或技术信息，如技术内容涉及

技术诀窍或敏感信息，需要对项目承担单位进

行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级科技报告 [4]。延期公开

科技报告采取文摘公开，全文延迟公开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提供共享服务。

浙江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自2014年12月8
日正式运行至今，已收录近4000份浙江省科技计

划科技报告，其中约有20%的报告申请了延期公

开，比重较大，对科技报告资源的共享形成了一

定影响 [5]。如何评价延期公开及延期时限申请的

必要性、合理性，如何引导报告提交人合理保护

知识产权并提高报告人公开科技报告的意愿，这

些问题在浙江省科技报告制度推进过程中成为比

较迫切的研究主题。

本文针对浙江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中的延

期公开科技报告进行分析，并对延期公开报告的

管理规范及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建议。

2 限制级报告的类型与延迟公开期限

本 文 采 集 了2015年1月1日 至2015年9月

24日呈交的1566份浙江省科技计划科技报告

（含省自然科学基金、省重大科技专项、省公

益技术应用研究、创新人才培养引进项目、科

研院所专项等主要科技计划产生的科技报告）

的元数据信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筛选后，

获得延期公开科技报告358份，占报告总数的

22.86%。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项目类型、延迟

公开期限、机构类型、技术领域、延期公开理

由等方面的统计分析。

在358份延期公开报告中，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为227份，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为131
份，见表1。

由表1可知，基金类项目中的重点、面上及

青年项目和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 ,申
请延期公开的比例大致在20%左右，基金类项

目中的杰青项目科技报告要求延期公开的比例

最高，约为32.79%。依据《科技报告保密等级

代码与标识》（GB/T 30534-2014）的规定，延期

公开科技报告的延迟公开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

5年内的交流和使用需经承担单位（报告编制单

位）授权。经统计，如表2所示，要求延期1年

公开的科技报告数量最多，约占延期报告总量的

40.78%。其中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延期公开报

告中，约46%的报告申请延期1年公开，远高于

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31%（图1、图2）。在

所有的延期公开科技报告中，约有七成报告的延

迟公开期限为1 ～ 2年。

表1 延期公开科技报告依托项目类型

项目类型 报告总数/份 延期报告数/份/ 延期报告所占比重/%

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60 11 18.33

杰出青年项目 61 20 32.79

面上项目 657 157 23.90

青年基金项目 175 39 22.29

省级科技计划

省重大科技专项 156 32 20.51

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 316 79 25

科研院所专项 76 6 7.89

创新人才培养引进项目 48 6 12.5

创新载体 14 7 50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3 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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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级报告的机构类型与技术领域

经统计，在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申请

延期公开科技报告的编制机构主要有三类：教育

机构、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表3）。科研机构共

提交773份科技报告，其中30.43%的报告申请延

期公开，高于教育机构的23.42%和医疗机构的

24.04%。

在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中，教育、科研、

医疗、政府部门及公司企业五类机构均有不同数

量的科技报告申请延期公开（表4）。教育机构共

提交262份科技报告，其中25.20%的报告申请延

期公开，高于公司企业、科研和医疗机构（因政

府部门提交的报告总数较少，故不列入比较）。

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延期公开科技报告的

技术领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其他

省级科技计划技术领域划分方式与自然科学基金

不同，为便于分析，将其技术领域作了相应适当

归并处理，结果如表6所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延期公开科技报告中，生命科学、化学科学、

医学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地球科学领域的科

技报告申请延期的比例均在20%以上，其中生命

科学部的比例最高，有近1/3的报告申请延期公

开；其他省级计划项目延期公开报告中，轻工领

域、农林渔领域延期申请报告占比较为突出，通

过对具体报告内容分析发现，主要集中在农产品

深加工和食品保鲜技术方面。

4 限制级报告延期公开的原因 

自2015年起，所有通过浙江省科技报告呈

交系统提交的延期报告，需在呈交备注栏注明延

期公开理由。对延期公开报告延期理由的项数及

频次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如表7、表8所示。由

表8可知，论文和专利是科技报告申请延期公开

的主要对象。与论文相关的延期理由包括：因数

据整理、分析等原因导致论文尚未撰写，论文正

在投稿中，论文已录用但未见刊等。与专利相关

的延期理由包括：专利尚未申请，专利已申请但

未公开，或已公开但未授权等。此外，有部分报

告因进一步申请延续课题进行后续研究、技术转

让或科技成果申报等原因申请延期公开，部分企

业因其编制的科技报告内容涉及商业机密或因技

图1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延期年限及占比 图2 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延期年限及占比

表2 申请延期公开期限及占比

延迟公开期限 延期报告数/份 所占比例/%

1年 146 40.78

2年 100 27.93

3年 57 15.92

4年 5 1.40

5年 50 13.97

表3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延期公开报告编制单位机构类型

机构类型 报告总数/份 延期报告数/份 延期报告所占比重/%

教育机构 773 181 23.42

科研机构 69 21 30.43

医疗机构 104 25 24.04

政府部门 4 0 0

公司企业 2 0 0

公共文化

机构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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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保密等原因申请延期公开。

从延期公开的情况来看，比较突出地显示了

以下问题。

（1）从申请延期机构统计情况看，科研机

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延期公开申请占比相

对大，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机电、信息、化

工、医药、生物、材料等领域，尤其是研究周

期相对长，且研究延续性强的项目申请延期比

例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类项目科研成果

产出周期长，成果公开周期长，不利于成果公

开共享与转化。

（2）总体上看，浙江省科技计划科技报告

申请延期期限从1 ～ 5年呈递减趋势，其中延

期1 ～ 3年超过80%，表明项目研究成果的公开

在项目完成后的1 ～ 3年密度仍较高；而申请延

期公开5年约占20%，理由主要集中在 “技术保

密”、“商业机密”方面，此类报告在延期申请期

满后仍可能需继续申请延期，在目前以科技报

告作为成果公开方式尚未正式被明确受知识产

权保护的情况下，使科技计划研究成果的共享

效率降低。

（3）从申请延期公开理由来看，论文和专利

是科技报告申请延期公开的最主要理由，这与目

前科技计划主要成果产出形式和绩效评价方式相

吻合。在与部分报告提交人交流分析的基础上，

初步总结目前浙江省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提交延期

公开申请的原因主要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表4 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延期公开报告编制单位机构

类型

机构类型
报告总数

/份
延期报告

数/份
延期报告所占

比重/%

教育机构 262 66 25.20
科研机构 146 25 17.12
医疗机构 47 7 14.89
政府部门 7 2 28.57
公司企业 149 31 20.81

公共文化机构 1 0 0
社团组织 1 0 0

表5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延期公开报告技术领域

技术领域
报告总

数/份
延期报告

数/份
延期报告所占

比重/%

地球科学部 22 5 22.72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142 35 24.65

管理科学部 77 10 12.99

化学科学部 84 24 28.57

生命科学部 144 47 32.64

数理科学部 69 3 4.35

信息科学部 108 18 16.67

医学科学部 307 85 27.69

表6 其他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延期公开报告技术领域（除创新载体）

技术领域 报告总数/份 延期报告数/份 延期报告所占比重/%

材料 30 7 23.33

建材与城建 7 1 14.29

交通(公路桥梁等) 7 1 14.29

农、林、渔 114 29 25.44

电子信息 89 8 8.99

机电 50 13 26

化工 19 2 10.53

轻工 23 10 43.48

生物、医药卫生 126 31 24.6

公共安全与防灾减灾 23 5 21.74

资源与环境 49 9 18.37

能源 23 6 26.09

海洋 6 2 33.33

注：技术领域无申请延期公开的科技报告未在列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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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报告保密等级的设定作为自主选择

项，部分报告人存在“不论是否必要，先申请延

期”的心理。在浙江省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回溯呈

交初期，大量报告人选择了延期公开且延期年限

偏长。在对申请延期公开进行限制，要求报告提

交人必须填报申请延期理由后，这种现象有了明

显改观，申请延期公开的报告量大幅减少。

（2）延期公开年限选择存在随意性。选择延

期公开5年、3年的科技报告占总量的29%，经过

与项目负责人沟通了解后发现，不少报告人选择

延期公开年限并未从实际需要出发，存在很大的

随意性。

客观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是报告人申请延期

公开科技报告的最主要原因。

（2）约七成的延期公开科技报告申请的延迟

期限为1 ～ 2年，这与论文发表及专利审查的周

期大致相符。

（3）部分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因进一步申请延

续课题进行后续研究、技术转让或科技成果申报

等原因申请延期公开。

（4）企业承担的科技计划，其科技报告出于

商业机密或技术保密等原因申请延期公开。

5 结语与建议 

科技报告积累的根本目的是公开共享服

务 [6]，科技报告的共享服务可以实现“国家支持

的科研活动获得的科技信息资料，能公开的要尽

量向社会公众开放”[7]，合理使用延期公开制度

是提高科技报告共享程度的必要手段。本文共采

集了浙江省358份延期公开科技报告元数据，通

过对项目类型、延迟公开期限、机构类型、技术

领域、延期公开理由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归纳总

结了目前浙江省限级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提交延期

公开申请的主客观因素。笔者在此分析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全省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工作实

际，为规范限制级报告延期公开的期限，以提高

报告的共享效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完善限制级科技报告管理制度 [8]。通过

科技报告管理办法明确延期公开申请规范，指导

延期公开年限的合理申请。也可引入内容查重机

制，对延期公开申请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如科技

报告内容明显与已公开文献（论文、专利等）内

容相同，经报告人同意，可将此类科技报告确定

为公开级；如“专利已公开但未授权”等不作为

报告申请延期公开的理由。

（2）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报告撰写和

共享的关系。科研成果和技术秘密是单位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体现，科技报告以还原科研原过程为

撰写质量目标，但科技报告的安全管理和使用，

是影响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撰写科技报告质量、

呈交积极性以及科技报告共享利用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科技计划承担单位保密审核

主体的责任和权利，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科技报

告作为公开出版物或公知形式的特性，如在专利

新颖性评价中作为公开出版物或已其他方式为公

众所知的依据，以确保知识产权的保护作用。

（3）处理好科技报告和其他科技文献的科研

评价关系。科技工作者所发表的科技文献的数量

和质量，是衡量其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的重要指

标，科技报告作为一种记录科研活动过程、内容

（下转第87页）

表7 延期公开报告延期理由项数统计

延期理由项数/项 报告数/份

0（未写明具体理由） 6

1 277

2 69

3 6

表8 延期公开报告延期理由统计

延期理由 频次

论文待撰写或已录用但未见刊 230

专利待申请、未公开、未授权等 144

后续研究 22

技术保密：如新药开发 16

商业机密 5

其他：如软件著作权登记、成果申报、技术转

让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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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企业，政府的介入能够降低风险投资投

入资金的成本，从而在多方面助推、突破技术创

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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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果的科技文献，也是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一

种表现形式，应与学术论文、专利等文献共同成

为科研成果及水平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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