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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市科技报告工作现状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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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2016年底山东省对全省17个地市的科技报告工作进行的专项检查和问卷调查结果，归纳总结了17

个地市的科技报告工作现状及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对目前阶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从制度条件、人员队

伍、服务平台、考核机制、试点工作对推进地市级科技报告工作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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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Work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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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on the basis of results in which the special inspect and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s works from 17 district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of the end of 2016, 
summarizes inductive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T report works and its effects and experience in it, analyzes 
existing problems from ago phase works, and, after tha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 form system 
condition, staff procession, service platform, check system, and experimental works to pushing on the S&T 
report works of district cities in it.
Keyword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the S&T report) work, Shandong province,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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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关于

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指导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14〕43 号），明确提出了“建立科技报

告逐级呈交的组织管理机制”“建立地方和部门科

技报告管理机制”[1]的规定。根据通知精神，全

国各地积极开展了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并对

相关的工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浙江省、

甘肃省、辽宁省、云南省、江苏省、陕西省等对

本地区的科技报告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

了深刻的理论设想和建议 [2-12]。山东省也积极开

展了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不仅在省级层面进行

了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而且开展了地市级科技

报告工作。根据 2015 年山东省政府颁发的《关于

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

2015〕10 号）提出“到 2016 年，在总结试点经

验的基础上，全面启动科技报告工作”[13]的要

求，2016 年底，山东省对全省市级科技报告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同时下发了市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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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报告工作情况调查问卷，对全省 17 个地市的科

技报告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摸排。调查结果表明，

山东省 17 个地市每年立项约 2000 多个科技计划

项目，按一个项目产出一份科技报告计算，每年

能形成至少 2000 多份科技报告，这将是不可忽视

的重要的基础性资源，为推进市级科技报告工作、

加快建立山东省统一的科技报告体系奠定了基础。

本文在调查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目前山东省地

市级科技报告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推

进地市级科技报告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1 政策法规与组织体系

截至 2016 年年底，全省 17 个地市中较早启

动科技报告工作的有济南、青岛、淄博、东营、

烟台、济宁、威海等 7 个地市。其中，济南、烟

台已经开始上线接收乃至审核和共享市级科技

报告。

2015—2016 年，山东省 17 个地市中有青岛、

淄博、东营等 8 个地市拟定或者出台了科技报告

工作的相关政策，烟台、日照、滨州 3 个地市同

时还制定了科技报告的实施细则，为地市级科技

报告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执行标准

（表 1）。
一般地，科技报告工作由各市科技局相关

处室牵头，负责科技报告工作的整体规划，具体

由信息研究所或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具体负责实

施。有的地市还成立了由市科技局分管领导、相

关处室领导及工作人员组成的科技报告工作领导

小组，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到人。这就从组织领

导源头上给予地市科技报告工作强有力的支撑保

障。各地市科技报告的主管单位如表 2 所示。

参照国家和省级科技报告培训模式，2016 年

7 月和 12 月，济宁市和威海市分别组织召开全

市科技报告培训会，提高科研人员的科技报告撰

写能力，落实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培训市级项

目负责人及研发人员共 260 余人。多层级、多元

化、多领域的培训，不仅加强了科技报告工作的

影响力和宣传力，而且扩大了科技报告培训的覆

盖面，减轻了省级科技报告培训工作的压力，提

升了地市科技管理部门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

2 管理服务平台

为了更好地建成山东省全省科技报告服务大

平台，在地市科技报告平台的建设中，采取“两

条腿走路”的方式，提供双项选择：一是合作共

用省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延用省级科技报

告服务系统的模式，省时、省力；二是可以自主

开发，根据市情自主设计。调查表明，在准备建

立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的地市中，有济南、

青岛、淄博等 5 个地市拟选择自主开发（表 3），
枣庄、潍坊、济宁等 8 个地市意向选择合作共用

省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

“以点带面、试点先行”，这是山东省市级科

技报告工作的指导思路。在先行开展此项工作的

表 1 部分地市拟定或出台科技报告政策一览表

地市 出台时间 名称

青岛市 2016年
《关于尽快建立青岛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体系的建议》

《青岛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办法》

淄博市 2016年 《淄博市关于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

东营市 2016年1月 《关于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东政办发〔2016〕1号）

烟台市
2015年9月 《关于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烟政办函〔2015〕71 号）

2016年 《烟台市科技报告实施细则》（烟科〔2016〕50号）

济宁市 2015年7月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省科技厅〈关于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济科发〔2015〕35号）

日照市 2016年 《日照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细则》

临沂市 2016年 《临沂市关于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初稿）》

滨州市
2015年9月 《滨州市科技局关于建立实施科技报告制度意见》（滨政办发〔2015〕22号）

2016年5月 《滨州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实施细则》（滨科字〔2016〕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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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中，尤其是自主研发的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

平台的地市中，济南、青岛、烟台的科技报告已

经开始接收或已上线共享服务。

通过初期的上线服务，我们发现市级科技报

告的回溯工作比较顺利，但是对科技报告的编制

标准、内容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今后市级

科技报告的对外服务有待进一步探讨。

3 存在问题

目前，全省各地市科技报告工作的开展进度

不一，推进不均衡，甚至有的地市因自身的情况

不同，科技报告工作还尚未启动。目前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省市科技报告工作存在着部分脱节。

地市科技工作任务重，工作量大而繁琐，科技报

告作为新增业务，在一段时间内对其依然会存在

排斥和抵触心理。同时，由于还未全面深层地了

解和认知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部分地市科技报告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省

市之间缺乏足够的工作交流和互通有无。

表 2 各地市科技报告的主管处（科）室及承担单位

序号 地市 各市科技局主管处（科）室 具体承担单位

1 济南 发展规划处 济南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服务中心

2 青岛 规划发展与监督处（科技金融处） 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3 淄博 计划科 淄博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4 枣庄 规划科 枣庄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5 东营 发展计划科 东营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6 烟台 发展计划科 烟台生产力促进中心

7 潍坊 发展规划科 潍坊市科技合作中心

8 济宁 规划财务科 济宁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9 泰安 发展计划科 泰安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10 威海 规条科 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11 日照 从2015年度开始已将市级科技开发与研究项目经费整合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不再安排市级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12 莱芜 计划科 莱芜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3 临沂 规划财务科 临沂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14 德州
自2014年，德州市市级应用研发经费投入德州市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以基金形式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进

行金融支持，市级计划项目未再进行立项。

15 聊城
自2015年，原市科技局管理的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纳入市级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统筹使用，由第三方市场化运

作。因此，从2015年至今，无市级科技计划。

16 滨州 发展计划科 滨州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17 菏泽 发展规划科 菏泽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表 3 部分地市（5 家）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开发及上线情况

地市 平台建设开发情况 系统上线服务情况

济南

2015年在已开发完成的济南市科技云平台计划管理系统中，自主开

发设立科技报告在线提交、审核、汇总功能，并纳入科技计划管理

环节，将科技报告提交工作与年度科技计划申报等管理工作挂钩。

2016年上半年，科技报告线上管理系统正式使用，

已接收科技报告662篇，完成审核662篇，上线共享

497篇。

青岛
整理科技报告系统开发需求、调研论证信息系统建设，形成了科

技报告系统技术方案初稿。

完成近600余份科技报告的收交，目前正在对汇交的

科技报告进行分类整理。

淄博
与软件开发公司对接，共同提出《淄博市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建设

方案》，现已定稿。

东营

2016年，申报东营市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计划项目《东营市科技报

告管理与服务平台》，主要包括三大系统：东营市科技报告呈交

系统、审核系统、服务系统，完成时间为2017年10月。

目前该项目正在实施中，正在开发东营市科技报告

管理与服务平台。

烟台
2016年9月，完成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单一来源政府采购，10月完

成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安装调试并上线试运行。

目前共上传国家、省市科技报告112份。已接收市级

科技报告23篇，完成审核20篇，上线共享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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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地市在落实基础性工作方面存在

些许拖延。例如：有的地市尚未出台科技报告的

相关制度文件，没有提供市级科技报告的操作依

据；有的地市尚未启动搭建科技报告的管理和服

务平台；有的地市财政支持不到位；等等。

第三，科技管理部门从事科技报告辅导的人

员仍然缺乏。虽然目前各个地市都已经配备了科

技报告指导人员，但是需要提交科技报告的项目

多、分布范围广，科技管理人员人手有限，且并

不是专职负责科技报告业务工作，因此无法满足

科技报告的实际工作需求。

第四，科技报告的培训工作范围不够全面。

科技管理部门每年科技报告培训工作的不断拓展

和更新仍然跟不上科技计划的时效性和一致性。

每年省级和地市级的科技计划项目都有所变动，

领域划分、项目名称等都或多或少存在变化，因

而导致每年立项的部分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的项目

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对于科技报告仍有“盲区”

存在，这就使得这部分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对

新增的“选项”甚至带有抵触情绪，更谈不上对

科技报告的撰写和提交。

第五，科技报告的执行力欠缺。由于地市级

科技报告指导人员自身对科技报告的实践操作不

够熟练，因而无法更好地辅导科研人员撰写、修

改、提交和共享使用科技报告，导致在科技报告

工作执行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资金和

时间。

4 结语与对策建议

随着全省地市科技报告工作逐步步入轨道，

如何实现与国家、省级平台的数据共享、互联互

通，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为了更好地建立各

地市自己的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体系，以点带

面、以先带全地促进各个地市科技报告工作均衡

发展，同时构建全省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系统的

大统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速地市制度和条件建设

加强省级和各地市科技管理部门之间的协

调沟通，针对省级和地市各类科技计划科技项目

的特点，进一步完善科技报告工作制度。督促各

地市根据市情加快本区域内科技报告相关文件的

出台，为本区域内开展科技报告工作提供政策

依据。

加强科技报告工作的条件保障，机构编制、

财政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支持科技报告工作，

确保科技报告工作的顺利开展。

（2）加大培训力度和地市级专职科技报告指

导人员队伍扩充

根据每年的科技计划实际情况，做好培训

计划。加大全省科技报告培训的范围和力度，建

立长效、系统的学习培训机制，提高各级科技管

理人员及项目承担人员的科技报告工作和撰写能

力。另外，根据工作的阶段时效性不断更新培

训内容。同时，继续加强和扩大宣传，让全社会

更加广泛地了解和理解科技报告的内涵和制度

建设。

加大科技报告指导人员队伍的扩充。经过

2015 年全省首期科技报告指导人员资格培训后，

各地市的指导员都已在科技报告工作中发挥了

作用。但相比较而言，对科技报告的认识还停留

在比较浅显的层面。为满足地市科技报告工作需

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实施工作和学习再更

新，应加大对地市科技报告指导人员的后续培

训，扩充科技报告指导员队伍。

加强指导员队伍的实践操作能力，提升指导

员队伍在科技报告问题咨询、撰写指导、系统使

用、共享服务等方面的实用水平，尤其是对本区

域科技报告的撰写质量进行核控把关，建议考虑

把对科技报告的初审权利酌情下放到地市层面。

（3）推进地市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建设

统一全省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建设思

路，推进地市平台建设。根据前述“双项选择”

的方案，即各地市合作共用省科技报告管理服务

平台和各地市自主开发建设管理服务平台，结合

市情可自由选择，但利弊均享。第一种方式接口

统一、标准统一、方便管理，但系统建设费用需

要很好的沟通协调；第二种方式各个地市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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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情有自主的建设权，但是存在接入标

准不统一的情况，对后期的统一管理可能存在

障碍。

目前，山东省已经有 5 家地市自主研发了

管理和服务平台，这就对省级科技报告管理和服

务平台的统一部署提出更高的要求，为自主研发

和合作共用省科技报告管理服务平台两种不同方

式的平台管理对接制定出更好的管理办法。建议

参照国家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的建设模式，

顶层设计科技报告管理系统，统一使用，分级

管理。

（4）建立健全考核机制

加强工作考核，建议地市科技报告工作中

合理引进和运用第三方评价机构，加强对本级主

管部门、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科技报告工

作的检查、调度和考核，对不提交科技报告或提

交的报告不符合要求的视为项目不通过验收或

不予结题，并纳入科研信用记录等。对于按时提

交科技报告并完成质量较好的撰写人员，建议在

本区域评优、晋升及职称评定中给予优先考虑和

侧重。

（5）开展市级试点工作

开展市级科技报告试点工作。选取部分地市

先行作为科技报告工作试点，建立省市联动，做

好省市科技报告的呈交、共享、增值服务，总

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省科技报告的整体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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