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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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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报告作为“重量级”的科技战略资源，是区域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东省科技项目投入产出情况。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基于“广东省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后台数据

情况，对广东省科技报告的整体概况及与其他省市对比、科技报告地域分布情况、呈交单位类型、项目经费情况等指标，从

宏观上把握科技报告管理与建设的总体情况，定量描述广东省科技报告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针对广东省科技报告制度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促进科技报告管理研究与实践、为广东省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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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as a significant technical strategic resources, is fundamentally and 
strategically supports for reconstruction of district S&T structur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system, and reflects 
input and output situ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S&T project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 system, we use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research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s, and other index such a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ther 
province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the type of submitted institution, and project funding. By this paper, we 
can lear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s for a macro 
aspects,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provin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s accurately,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s,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of our province.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management, bibliometrics, Guangdong province

作者简介：何静（1981—），女，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 /科技报告管理与服务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科技信息资源管理、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通讯作者）；蔡利超（1991—），女，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 /
科技报告管理与服务中心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信息资源管理、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省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前期研究”（2014A080803001）。
收稿日期：2017 年 3 月 7 日。

1 引言

科技报告是按照标准格式写成的科技文献，

其主要目的在于实现科技资源的持续积累、传播

交流和转化应用 [1]。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是国家科

技体制改革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是政府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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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的关键环节，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推

动这项工作的开展，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家科技

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办法》[2]《关于改进加强中央

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3]《加快

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指导意见通知》[4]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要求出台

后，作为我国经济强省和科技大省，广东省迅速

响应，将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工作列入广东省科技

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并出台了《广东省科

技厅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的管理办法》（粤科规财

字〔2016〕39 号）[5]，由省科技厅规划财务处牵

头、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内设“科技报告管

理与服务中心”具体推动制度建设、审核改写、

平台搭建、业务培训等各项工作的落实。截止

到 2016 年 12 月 1 日，“广东省科技报告服务系

统”共收录 2315 份科技报告。其中承担的国家

项目科技报告为 1090 份，省属项目的科技报告

为 1225 份 [6]。

表 1 列出了广东省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

省和辽宁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试点省份科技报告

共享服务数量 [7]。

从表 1 可知，广东省共享的科技报告数量排

名第三，但是与排名第一位的浙江省科技报告数

量相比差距较大，仅为其 37%；而与山东省、辽

宁省相比仅差几百篇。而“十二五”以来，广

东省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在全国高居第一，仅

2015 年就比江苏省高出近 198 亿元、比浙江省高

出 319 亿元 [8]。从科技报告发布数量来看，广东

省科技报告的产出份数与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不相

匹配。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广东省科技报

告制度建设的总体情况、地域分布情况、呈交单

位类型和项目经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针对存在

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广东

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2 报告收录的地域

在广东省科技报报告服务系统中收录的 1225
份科技报告，排名前 5 位的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

区，其中广州 712 份，深圳 80 份，东莞 74 份，

佛山 66 份，汕头 64 份，分别占总数的 58%、

7%、6%、5%、5%，合计占总数的 81%。详细

地区分布见表 2。

表 1 广东省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收录科技报告数量与其他省的对比

省份 服务系统收录报告数量/份 其中国家项目/份 其中省属项目/份 其中地市项目/份

广东省 2315 1090 1225 无

江苏省 2962 1598 1364 无

浙江省 6193 901 5256 36 

山东省 1592 750 842 无

辽宁省 1755 643 1112 无

表 2 广东省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已收录科技报告的地市分布

地域 收录数量/份 地域 收录数量/份
广州 712 清远 14
深圳 80 潮州 14
东莞 74 茂名 14
佛山 65 云浮 13
汕头 64 湛江 12
梅州 23 揭阳 9
中山 20 韶关 8
江门 19 河源 7
珠海 15 阳江 1
惠州 15 汕尾 0
肇庆 14 其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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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科技报告数量遥遥领先，这固然与

全省的高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较为集聚有

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

高度重视，对口业务处室迅速响应，与省科技报

告管理与服务中心通力合作，积极开展制度建

设、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培训，并搭建了独立

的地市级科技报告系统，统筹管理全市及各区的

科技报告。相比之下，深圳虽然作为全国的创新

高地，但由于相关政策文件仅强调国家级、省级

财政支持的项目必须呈交科技报告，而没有明文

规定地市科技报告的强制呈交，因此地市科技管

理部门大多处于观望状态，这也造成了科技经费

投入力度较大的深圳市、珠三角地区与欠发达地

区一样，科技报告呈交共享数量都较少。 

3 报告呈交单位

参与呈交省属项目科技报告的机构有 598
家，主要是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公司和医院

等。表 3 左栏为单位机构呈交科技报告的份数

（或频次），右栏为对应的机构数。

单位机构呈交科技报告份数在 7 份以上的有

27 家（占机构总数的 4.52%），共呈交科技报告

383 份（占已呈交科技报告总数的 31.3%）。呈交

科技报告 10 份以上的机构情况见表 4。
在各类呈交机构中，公司有 419 家，共提交

科技报告 566 份，占科技报告总数的 46.2%；科

研机构有 122 家，共提交科技报告 348 份，占总

数的 28.4%；大中专院校有 38 家，共提交科技报

告 265 份，占总数的 24.5%；医院有 14 家，共提

交科技报告 41 份，占科技报告总数的 3.4%。如

表 5 所示。表 6 列出了呈交科技报告份数在 4 份

以上的公司情况。

从表 5 可见，来自公司企业的科技报告数量

占据首位，超过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由此可知，

“十二五”以来，广东省的科技经费投入主要以

扶持企业为主，科技报告的产出也以企业为主

体，充分体现了企业已经成为广东省科技创新的

主要力量。

在主要呈交机构中，大中专院校也占了一定

的比例。表 7 列出了呈交科技报告份数在 2 份以

上的大中专院校情况。在大中专院校已提交科技

报告总数中，华南理工大学呈交了 76 份科技报

告。同时，来自其他省市的大中专院校共有 15

表 3 呈交科技报告的份数与机构数统计

单位机构呈交科技报告的份数/份 机构数/家

≥50 1

10~49 9

5~9 32

4 14

3 36

2 91

1 415

表 4 呈交科技报告在 10 份以上的机构

排名 机构 份数/份
1 华南理工大学 76
2 中山大学 32
3 华南农业大学 29
4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22
5 暨南大学 19
6 广东工业大学 18
7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13
8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3
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12
10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2
11 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 10

表 5 呈交科技报告的机构数及其在总机构数占比

项目承担单位 机构数量/家 呈交科技报告数量/份 数量占比/%

公司 419 566 46.2

大中专院校 38 265 21.6

科研机构 122 348 28.4

医院 14 41 3.4

其他（含政府单位、社团组织、办事处等） 5 5 0.4

合计 598 12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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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共提交科技报告 32
份，占大中专院校已提交科技报告的 12.1%。由

此说明，广东省产学研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效。

表 8 是呈交科技报告 10 份以上的科研机构

情况。从表 8 可见，绝大部分的科研院所因为涉

及学科领域较多、承担项目类型与数量较大，因

此呈交的科技报告份数（或频次）较公司企业的

多，项目扶持密度较大。

4 报告项目的经费

根据广东省省属项目科技报告的统计，省

拨项目经费最高为 6000 万元。其中，100 万元

以下的项目共 998 个，占总数的 81%；100 万 
～ 200 万元的项目共 155 个，占总数的 13%；

200 万～ 500 万元的项目共 38 个，占总数的 3%；

500 万～ 1000 万元的项目共 29 个，占总数的

2%；省拨经费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共 5 个，

占总数的 1%。如表 9 所示。

从表 9 的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省 81%的省属

项目财政经费低于 100 万元，体现了广东省科技

项目量多、面广的特征，这也和“十二五”以来

科技计划项目以立项数量多、单个项目扶持力度

有限的政策倾向相吻合。

5 结语及对策建议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广东省科技报告服务

系统及各省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广东省年度立项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公示、官方公开数据等，数据

真实有效，基本能够反映科技报告的真实情况。

但由于数据来源有限，数据分析样本（科技报告

总量）较少，分析结果仍存在不足。针对广东省

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以促进广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发展。

（1）提高科技报告的总体水平

相比浙江、江苏等省，广东省科技报告工

表 6 提交科技报告数频次较高的公司

序号 公司企业 份数/份

1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2 京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3 广州乐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

4 广东高科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5

5 深圳市华威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6 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7 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4

8 汕头高新区松田实业有限公司 4

9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表 7 大中专院校提交科技报告数量

序号 高等院校 份数/份
1 华南理工大学 76
2 中山大学 32
3 华南农业大学 29
4 暨南大学 19
5 广东工业大学 18
6 广州大学 9
7 汕头大学 8
8 广州中医药大学 7
9 清华大学 7
10 广东海洋大学 6
11 华南师范大学 6
12 华中科技大学 5
13 厦门大学 4
14 广州医科大学 4
15 深圳大学 4
16 南方医科大学 4
1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
18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1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

表 8 呈交科技报告 10 份以上的科研机构

序号 科研机构 份数/份

1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22

2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13

3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12

4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2

5 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 10

表 9 广东省省属项目科技报告省拨经费总体情况

省拨经费范围/万元 项目数量/个

＜100 998

≥100～200 155

≥200～500 38

≥500～1000 29

≥1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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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配置不足，相关专业技术内容审核的外委

外聘团队尚未组建；科技项目监管力度不够，尤

其是项目验收管理中对科技报告的呈交管理有待

进一步加强。因此，科技报告数量增幅较低。对

此，建议相关科技管理部门加大人员队伍建设力

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内容审核团队。同时，通

过业务系统设置强制性呈交，加强项目验收管理

中的科技报告内容管理，不断提高广东省科技报

告数量，逐步达到国家先进水平。

（2）建立地市级科技报告工作体系

目前，广东省已呈交的科技报告数量主要

来源于珠三角地区，共提交 1012 份，占科技报

告总数的 82.6%。粤东西北地区共提交科技报告

181 份，占总数的 14.8%。科技报告作为科技产

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科

研能力和水平。因此，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区仍

然是广东省的重要科研地区，而粤东西北科技投

入仍然较低，有待进一步加强。建议珠三角地区

尽快推动地市科技报告体系建设。同时，由于粤

东西北科研管理经费的限制，科技报告相关的业

务培训、人员配置等难以到位，建议在省级科技

项目管理经费中，增设相关工作要求与扶持专

项，推动地市级科技报告体系的建立。

（3）加强扶持企业重点项目

数据显示，目前公司企业已呈交的科技报告

达 566 份，占科技报告总数的 46.2%。同时，截

止到 2016 年 12 月，广东省已立项并需提交科技

报告的项目数量为 2.488 万个，其中公司企业有

8143 个，占比约 32.7%。因此，公司企业作为科

技创新主体，也已经成为了广东省科技报告的呈

交主体。但统计结果也表明，平均每家大中专院

校提交科技报告 6.97 份、平均每家科研机构提

交科技报告 2.85 份、平均每家医院提交科技报

告 2.93 份，而平均每家公司企业提交科技报告

为 1.35 份。这表明单个企业承担科技项目研究

的较少。由于科技报告是科研创新过程中的重要

记录文本与知识产出成果，因此，建议在高企认

定、创新券、企业研发费税前抵扣等普惠制度的

同时，进一步增加对企业重点科研项目的扶持力

度，既做到普惠政策“广撒网”又兼顾重大专项

“圈养帮扶”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难点，并加

强指导企业撰写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科技成果转

化等类型的科技报告，为企业的一线科研创新与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做好基础性、战略性的知识储

备，从而进一步突显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4） 将科技报告产出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

科技报告与专利、科技论文、科技成果等

类似，是科技产出要素之一，科技报告的产生数

量和规模客观上取决于科技投入和产出能力，与

科研投入总量、科研实力、科研能力等成正比关

系。科技投入越大，立项数量越多，项目研究

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越有利于科技报告的产

出。据统计，“十二五”以来，广东省地方财政

科技拨款共计 2378 亿元、R&D经费 9813 亿元，

雄踞全国领先地位。但由于科技计划项目的投入

绩效及人才评定机制等仍多以专利、论文为主，

项目研究人员对撰写科技报告的积极性不高 [10]。

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对科技报告工作的重视，持

续开展推广培训、深入编研等工作，让科技报告

的产出数量与引用转化情况作为广东省科技计划

项目投入产出的重要绩效指标及人才考核的重要

指标，充分发挥科技报告支撑一线创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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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新时期科技查新工作的创新与发

展，定于 2017 年 7 月 11-14 日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召开“2017 年全国科技查新工作交流

会”。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

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科技查新专业委员会主办，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承办。

一、会议内容

1.科技查新工作交流研讨。就“基于大数

据的科技查新内涵与外延” “科技查新与专利信

息服务协同发展” “科技查新机构业务转型”等

主题进行交流讨论。

2.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科技查新专业委

员会就科技查新行业规范与管理等相关事项展

开研讨。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1.会议时间：2017 年 7 月 11—14 日（11
日报到）。

2. 会议地点：敖麓谷雅酒店（哈尔滨市松

北区创新三路 800 号；电话：0451-88800808）
三、参会人员

科技查新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各科技查

新机构负责人、从事科技查新工作的专家及业

务骨干等。

四、会议费用

会议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和哈

尔滨达成会议服务有限公司具体承办，会议费

1000 元 /人，会议费发票由承办单位开具。食

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五、参会方式

有意参会者，请在 7 月 9 日前与黑龙江省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会务人员联系，索要会议

回执。会务人员的联系方式：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联系人：刘宝铭

联系电话：0451-51920618/0655
     13936497978     
电子邮箱：hljppc@126.com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联系人：曹燕

联系电话：010-58882050-802
     13810000826
电子邮箱：caoyan@istic.ac.cn

2017年全国科技查新工作交流会7月在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