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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报告质量法规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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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总结美国科技报告相关的法律法规，分析美国现行科技报告法规制度的优缺点，认为其法律体系完

善，基本覆盖科技报告全流程、全方面，但缺少内容质量控制的相关制度。针对我国科技报告体系的支撑条件，提出

需要设立以科技报告为核心的国家层面法律规范，并从多种维度确立面向科技报告内容质量控制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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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Regulations of Americ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Qualit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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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everal years of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in China has arriving a new stage. 
Through summary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relate 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in America, 
this paper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uch as: consummate legal system, mostly coverage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system, but lack of regulations of quality control. Finally, 
pointing at the supporting condi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ystem in domestic, the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set up laws abou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and establish content quality control 
regulations from a variety of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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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我国政府逐步推进科技报告建设工

作，主要采取“强制呈交、合同管理”的管理方

式 [1]，使其从 2012 年开始成为科技管理工作的重

点工作之一，并已经在全国省、市、地区全面展

开，取得阶段性进展。这种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

行政方式是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的。科技

报告政策法规是科技报告工作顺利开展的法理依

据，是科技报告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和牵引

力的前提 [2]，也是保障科技报告资源质量的基础。

我国先后制定和出台的一些相关法规和政策

为科技报告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和依据 [3]。但从科技报告质量管理规范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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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发布的一些相关政策法规大多还是宏观

指导性文件，尚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目前

发布的相关标准规范，如《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

码与标识》《科学技术报告编号规则》《科学技术

报告编写规则》和《科技报告元数据规范》[4]等，

也大多是对科技报告的形式进行了约束，提出了

标准化的格式。在实际的科研活动中，对于科技

报告的质量，尤其是科技报告内容质量尚缺少相

应的标准规范和审核标准。尽管所提交的科技报

告在形式上达到了规范要求，但其内容质量参差

不齐，有些科技报告并没有将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撰写、提交，出现“数据充实，但信息价值不

高”等情况。

科技报告的质量决定了科技报告使用者的使

用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科技报告质量越

高，使用者就越容易阅读，从而发挥科技报告应

有的作用。为此，本文通过对美国科技报告质量

法律规范和我国科技报告建设的分析，提出我国

科技报告质量规范后期工作的一些思考。

2 美国科技报告法规制度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科技报告的国家，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积极应对网络时代带来的影

响，逐步完善其科技报告体系，已建成了规模最

大、内容最丰富、管理最完善的政府科技报告体

系 [5]。由国防报告、航天航空报告、能源报告和

商务报告构成的美国四大报告每年能够产生科技

报告 60 多万件，占世界科技报告总量的 80%左

右 [6]。追溯美国科技报告的发展历程，从科技报

告最初成型到发展成熟，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

撑，注重信息公开和共享的立法、政策和标准的

制定，目前已形成由国家、部级、实验室三级机

构组成的法规制度协同作用的美国科技报告体

系，内容涵盖了科技报告的任务书、撰写、提交

审核、管理发布等一系列流程的各个方面。这些

法规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从一个侧面也保证了科

技报告的质量。

2.1 国家级法规制度

在国家级法规制度中，既有通用于各种科

技报告的法律文书，也有针对特定部门的科技

报告制定的国家级法律法规。在通用法规政策

中，《国家技术信息法案》（15 U.S.C 3704b）规

定了国家技术信息服务局（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NTIS）是美国科学、技术

工程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中心，并且不经

国会批准不得撤销或改制 [7]。《美国技术卓越法》

（Public Law 102—245）中规定了联邦政府资助

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公开科学技术和工程信息应

由联邦单位及时传递给NTIS。《联邦采办条例》

（FAR）中 35.010 节对科技报告进行了描述 [8]，

对于R&D合同，应要求合同商提供与工作目标

相一致的科技报告，并作为根据合同完成工程的

一种永久性记录；在 52.227—14 节中，对数据的

权利进行了阐述，由联邦政府资助开展的科研和

生产项目，都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交合格的科技报

告，这些科技信息的产权归属于联邦政府。

针对特定部门的报告制定国家层面的法规政

策，如能源部《原子能法案》[9]（P.L. 83—703）
中提出确保非保密科技信息的传播以及保密数据

的控制、传播和解密，以促进科学和工业的发

展。《能源部组织法案》（P.L. 95—91）从项目管

理的角度提出科技信息相关的提交和管理要求，

能源部负责能源综合研发项目的计划、协调、支

持与管理工作，以及这些研发项目产生的科技信

息的发布。

在 2001 美国财政年度（公法 106—C554；H.R 
5658）的财政与综合政府拨款法案的 515（a）款

规定 [10]，美国国会要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 在 2001
年 9 月 30 日之前在政府范围内发布指南，以便

为美国联邦机构提供政策与程序方面的指导，保

证和最优化联邦机构发布信息（包括统计的信息）

的质量、客观性、实用性和完整性。美国政府

“信息质量法”将信息定义为政府信息，而科技报

告，尤其是政府资助的科技报告被认为是一种典

型的政府信息，必须遵守这一相关质量约束。

2.2 部门法规制度

在国家级法规制度基础上，各部门都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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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部门科技报告工作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以

确保科技报告工作的各流程在本部门顺利实施。

这些制度或是从项目、计划的管理角度提出科技

信息的呈交要求，或从科技信息的角度，从科技

报告的提交、审核、管理、交流等过程确定有关

职能人员和职责。

如能源部制定了《武器数据控制》（DOE 
O 5610.2）、《能源部合作研发手册》（DOE M 
483.1—1）、《出口控制和防扩散规定》、《非保密

受控制核信息的鉴别和保护》（DOE O 471.1A）、

《官方使用信息的鉴别和保护》（DOE O 471.3）、
《信息管理计划》（DOE O 200.1）、《信息安全计

划》（DOE O 471.2A）等诸多适用于能源部内

部的规章制度。其中，《能源部科技信息管理》

（DOE O 241.1A）确立了能源部的权利和职责，

确保科学技术信息（STI）得以鉴别、处理、传

播和保存，包括使科学界和公众查找并利用来自

能源部研究和有关活动的非保密和非受限科技信

息，确保按照法律或部门要求保护保密和非保密

敏感科技信息的使用；《能源部科技信息管理细

则》（DOE O 241.1—1A）第 2 部分科技信息产品

的公告和发行中，对财政资助接受者和非主要设

施管理承包单位产生的科技报告提出了要求，规

定科技报告必须交付，并规定提交的信息类型、

内容以及科技信息相关审查、发布的流程。同

时，对科技信息采用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生成

元数据公告报告，由少量能源部数据元素补充。

此外，还有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的

《NASA科学技术信息管理》《编制、审批和传播

NASA科学技术信息的要求》，国防部的《防止

非密级技术数据公开披露的规定》《国防部科学

技术信息计划实施原则和工作纲要》等。

2.3 实验室级制度

作为美国科技报告体系基层的实施单位，实

验室或企业也制定内部管理条例，即根据上级部

门的制度条例，制定本单位的科技报告相关的条

例制度，涵盖了科技报告的撰写指南、密级、格

式等要求。如圣地亚国家实验室制定的《圣地亚

国家实验室科技报告及信息产品编写指南》，根

据DOE G 241.1—1A提出的科技信息编写要求，

以及能源部指令 475.1—1A的要求，圣地亚国家

实验室的科技信息在公开或在内部广泛公布之

前，必须对其进行密级分类审查，在指南中也明

确规定了圣地亚报告的撰写规范和格式。

3 美国科技报告质量法规的特点

通过对美国现有与科技信息或科技项目相关

的法规体系进行梳理发现，美国在科技报告的产

生、管理、交流使用方面有完善的法规制度，对

国家科技信息资源建设有着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支

撑。经归纳总结，美国科技报告政策法规对质量

管理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层次分明：与政府科技报告有关的政策

法规分了 3 个层次，并且在这 3 个层次中都有具

体的政策法规颁布实施，充分将国家、部门、基

层单位三级科技报告的生产者、管理者联系起

来。在法规制度的制定上，以国家的宏观法律

法规、部门的管理条例为基础，各基层单位根据

自身所处部门的情况，制定基层管理条例和管理

办法。

（2）覆盖全面：美国科技报告相关的法规制

度从科技报告的产生和提交以及科技报告的安全

管理和使用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以《联办采办条

例》《美国技术卓越法》为代表的国家级法条明

确规定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生产项目，必须

向联邦政府负责，提交合格的科技报告。

（3）要求具体明确：在项目的合同书中需声

明每个项目产生、提交科技报告的数量、类型、

时间等。例如：以《能源部科技信息管理细则》

《圣地亚国家实验室科技报告及信息产品编写指

南》为代表的规章制度则明确了科技报告的撰写

格式、审查、管理、交流的要求。

总体来看，这一系列法规保证了科技报告的

产生、呈交、管理和交流全过程，全部的流程在

法律的支撑下显示了强制性的政府行为。

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科技报告法规体系相比，

美国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但在对现行的法规进

行解读之后发现现行的法规制度还是存在一些



·专题研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与文献分析·钟  凯等：美国科技报告质量法规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 15 ─

漏洞。比如：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NISO）于

2010 年完成的《科技报告——准备、介绍与保

存》，为科技报告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其概述了

科技报告的元素、组织与设计，包括封面、文

本、视觉、表格在印刷和电子文档中统一的格

式。但发现，这个标准仅仅从科技报告的形式上

对科技报告进行了规范，进一步深入到内容质量

方面，同样也面临着空缺 [11]。

为了更好地管理科技报告工作，国外政府

部门的科技管理工作已经将科技报告工作纳入科

研管理程序中，以实现制度化。如能源部需要和

项目承担者签订合同，以明确需要提交的科技信

息的内容、数量、时限，同时，需要判断信息的

密级、产权、版权等内容，以便进行不同级别的

处理。

4 中国科技报告质量规范建设

通过对美国科技报告法规体系以及质量规范

的分析，对完善现阶段我国科技报告质量规范工

作有所参考。

4.1 法规体系建设

乔振 [12]对我国 1980—2015 年科技报告有关

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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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索词进行题名

和关键词检索。去重以及排除报道、文摘等类型

的文献后，共检索到 204 篇相关文献。在对这些

文献进行浏览时发现：伴随我国科技报告工作的

发展，各阶段的文献内容都有所侧重，在国家开

始着手科技报告工作之时，以对科技报告定义概

念、介绍国外科技报告发展的内容为主，随着科

技报告工作不断深入，提出建设我国科技报告服

务体系，并出台了《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与标

识》《科学技术报告编号规则》《科学技术报告编

写规则》和《科技报告元数据规范》科技报告标

准规范。结合表 1 可以发现，我国尚且缺乏针对

科技报告的法律。在表 1 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是面向科技领域，仅在法规中

提及科技报告。

上述的 4 份标准规范以及两部法律从科技报

告的编号、密级、编写规则、元数据的角度对科

技报告提出管理要求，这些要求均可划分为形式

质量控制。显而易见，我国目前尚缺乏能有效控

制科技报告内容质量的法律。

表 1 中国科技报告法规制度

颁布年份 法规名称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2013 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GB/T 30534-2014）

2013 科学技术报告编号规则（GB/T 15416-2014）

2013 科学技术报告编写规则（GB/T 7713.3-2014）

2013 科技报告元数据规范（GB/T 30535-2014）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

从国家层面的法规制度来看，2007 年 12 月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是第一部关于我国科学技术的法律 [13]。目前，我

国已全面推行科技报告建设工作，急需出台相关

法律以确保这项工作的深入、可持续性发展，制

定国家层面的有关科技报告的管理规定或办法

是部级规章制度拟定的基石，应充分考虑科技报

告的流程、内容管理，设立完善的法规制度。比

如：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是将科技报告纳入

科研管理程序，保证科技报告的产生和呈交，规

范科技报告管理和交流的基础保证 [14]。相比美

国，当前我国科技报告建设的相关法律体系亟待

完善，在立法需要耗费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国家

应先颁布相关的规章制度，完成顶层设计，逐步

搭建我国科技报告法律体系。结合我国科研工作

实际情况与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规划设计面向

科研管理、科技资源、信息安全的国家级、部门

级的法律体系。表 2 是我国现有的关于或涉及科

技报告相关内容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参照美国三级法规的体系，我国在部级的规

章制度上，以科学技术部为代表，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制定颁布了《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国家科技

计划所产生的科技报告提出了管理办法。在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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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义了科技报告的概念、明确了办法适用对象

是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由科学技术部组织实施

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因此，该《管

理办法》为部级层面的规章制度。在《管理办

法》中，明确了职责分工，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家

科技计划主管单位对所属科技报告工作进行总体

部署，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负责科技报告

的接收、保存、管理和服务。和美国能源部的法

规相同，在签订合同或任务计划书时明确项目需

呈交的科技报告类型、时间节点、数量，根据报

告内容确定密级等。

我国国防科技报告体系的法规制度和技术标

准较为完善，但由于国防科技报告的交流、使用

受到安全、密级、产权等问题的牵制，尽管有比

较完善的法规制度，仍然不能确立有效的管理办

法。总结现有我国国防科技报告法规制度和技术

标准可以发现，对于保证国防科技报告质量的具

体细则办法尚未定制（表 2）。在此基础上，由各

单位如船舶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

工业总公司等制定了本部门国防科技报告的管理

规定和细则。

依据《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办法》和

《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

参照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建设，各地市 /部
门纷纷出台以国家层面的管理办法或指导意见

为原则，符合地方科技报告实际操作的政策法

规。如甘肃省科学技术厅颁布的《关于印发甘肃

省科技报告管理办法的通知》、山东省科学技术

厅颁布的《关于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

见》、浙江省科学技术厅颁布的《浙江省科技报

告制度的实施方案》等，其内容主要对科技报告

工作流程、相关部门的职责任务、科技报告管理

和保存、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等做出明确规定。地

方级别的制度保障了科技报告工作在各地区顺利

开展。

4.2 质量规范建设

目前出台的一些关于科技报告的法规制度大

多是从宏观战略层面提出指导思想，尚未出台具

体的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对于科技报告资源

质量的管控措施目前尚未有明确、量化的政策制

度。科技报告质量规范应由现已发行的标准规定

的形式质量规范和尚未有清楚评价指标的内容质

量要求共同构成。形式质量的评价由完整性、规

范性、及时性等要素构成，通过判断科技报告是

否具有所需的基本结构要素来衡量其形式质量的

优劣。依据《科学技术报告编写规则》《科技报

告元数据规范》等标准规范，可以对科技报告元

数据项的形式质量进行量化评价。内容质量评价

是对科技报告的内容质量进行衡量，是科技报告

质量控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评估。从资源类型

分析，可以将科技报告内容质量评价分为科技报

告资源质量评价和科技报告元数据质量评价两个

方面。

关于科技报告资源的评价，由于科技报告

涉及的领域广泛，决定了科技报告的内容质量评

估无法用一套标准化操作指标判断，而使用较为

通用的指标，如：正确性、完整性。正确性指的

是科技报告能够准确反映科研过程中的过程、结

果，具有客观性而非作者的主观性。科技报告不

同于学术论文，是科研过程的记录，因此产生的

科学数据不一定准确，但也需记录在内，且针对

这些数据要如实记录，从而真正发挥科技报告的

作用，提高科技报告使用的效率。完整性包括所

有与项目有关的内容，包括科技资源的种类、范

围等多方面内容，是否全面描述了项目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等，撰写科技报告时要求不能疏漏内容，尤其不

能凭主观意识对内容进行规避。若采用同行评议

方式评价专业内容，可从数据质量、创新性、完

表 2 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法规制度

颁布年月 法规名称 颁布部门

1995-12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报告管理

规定

中国国防科学

技术工业部

1995-12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报告密

级、期限变更办法

中国国防科学

技术工业部

1997-06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报告编写

规则（GJB567A—97）
中国国防科学

技术工业部

2000-12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装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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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以及文字水平方面进行评估。由于采用同行

评议，对于项目研究过程产生的数据相比于跨领

域的专家而言能相对更快速、更系统、更准确地

进行判断，从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

及时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通过调研分析，作者发现各地市科技报告管

理部门在质量规范的工作上管理方式和侧重点不

同，如山东省 [15]通过“意见”“通知”等政府发

文的形式强调科技报告质量的重要性。同时，也

存在部分地区的主管部门只为达到建设地区科技

报告服务系统的基本目标而忽略质量规范方面的

研究工作。

在上述已实施和期望落实的支撑条件下，科

技报告的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基层科技报告的撰写

人员和项目组。首先，基层单位必须对产生的科

技报告进行审核、监管，确保科技报告的质量。

有必要加大对科技报告撰写人员的培训力度和效

度，对于零经验的科研人员要在初次培训时就

强调科技报告撰写必须注重质量，并且科技报告

的质量贯穿于培训始终；对于在岗人员的继续培

训，需要科研人员增强质量意识，对所撰写的科

技报告负责也是为国家财政支出负责。其次，国

家、地市 /部门、基层单位三级科技报告管理部

门需出台相关的科技报告内容质量的规范制度，

如科技报告内容撰写规范、科技报告元数据提取

标识规范等。最后，科技报告的目的具有多样

性，包括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查新等，成果转化

的效果、查新的结果等都受到科技报告质量的影

响。除了用规章制度等来保障科技报告的质量和

呈交及时性之外，激励措施也是一项必要措施。

目前，在科技报告体系内，并没有针对撰写报告

人员进行有效激励。可借鉴船舶、航天航空领域

对科技报告呈交采取的一些激励办法，对于积极

高效完成科技报告的项目负责人，可以给予一定

的表彰和奖励，例如：在下一轮项目申报中同等

情况下优先考虑，年度绩效考核中给予一定的加

分，在评职称和晋升时也作为工作成绩一并考虑

等。对于高质量的科技报告，可以采取同核心期

刊论文相同的奖励措施。

5 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美国科技报告的质量法规制度进行研

究学习，总结美国在该方面对我国的启示，具体

如下。

（1）分层次分行业制订规范条例，多级规范

的管理。目前，我国在保障落实科技报告工作的

制度规范方面，已经采用该模式进行国家、部门 /
地区、基层单位三层管理制度。具体行业的科技

报告制度规范目前还有待完善，仅有个别行业具

有行业科技报告制度。

（2）最小质量保证原则。各行业的科技报告

内容差异较大，无法制定颗粒度较细的质量评价

条目。可参考核心元数据的概念，采用最小质量

保证原则，即确定核心的质量评价约束条件，在

此基础上根据科技报告类型针对性拓展其他质量

评估指标，从而获得相对较高质量的科技报告。

（3）管理流程和机制优化。美国相关联邦

政府部门启动科学技术信息计划（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gram，STIP），联合科研

管理部门人员、科技信息人员和科研人员共同开

展科技报告工作。我国科技报告建设中可设立科

技报告联络员，为科技报告的提交、安全管理和

利用提供了有效的工作机制保障。

相比于美国科技报告管理体系，我国在这方

面起步较晚，但近两年国家科技报告建设工作已

经全面推行，相关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也在

逐渐丰富，内容涵盖了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实践

操作等全生命周期，但相对于理论研究，在科技

报告质量规范和评价方面的工作仍存在不足。本

文通过分析对比中美两国科技报告法规体系质量

规范建设的过程，发现目前我国科技报告质量规

范建设尚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尤其是内容质量

规范方面，三级科技报告管理部门应出台科技报

告质量管理实施细则。具体地说，应以国家层面

的科技报告管理条例为核心，以各地市科技报告

工作的管理实施方案为基础，确定各基层单位具

体的科技报告质量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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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明确不同发展阶段的责任主

体及其职责范围，强调科技报告质量管理工作的

可操作性，保证科技报告资源在撰写、审核、呈

交、服务等环节的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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