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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实践与探讨

苗 军等廖奇梅 钱莉萍 苏绍玉 杨 榕 高海燕

（福建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福建福州 350003）

摘要：为保证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福建省开展了科技报告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

组织管理体系和收藏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已实现了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呈交、审核、加工、收藏和共享服务的全

过程管理。本文在总结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福建省科技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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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goal of Fuji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system 
construction, Fujian has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and regulation system, standard system,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llection service system, and has realized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of 
submitting, audit, process, collection and sharing servi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of Fuj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 In the future we will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improving policy and 
regulation, perfect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improving management program, optimizing service platform, 
strengthening main responsibility and increasing repor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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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报告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科技资源。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关于

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指导意见的通知》[1]，

对国家、地方及部门科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提

出了工作要求，拉开了国家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

设的序幕。2013 年，科技部率先在国家科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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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署科技报告试点工作。印发了《国家科技计

划科技报告管理办法》[2]，收集“十一五”以来

立项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2014 年 3 月

1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

信所”）开发建设的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正式

上线运行，目前收藏共享国家及地方科技项目的

科技报告总量已达 8.5 万余份。2016 年 12 月，

科技部印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科技报告管理暂行办法》[3]。国家科技报告

制度和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

在科技部的统筹部署下，部门和地方科技报

告工作也已全面启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和“交通部科技报告

服务系统”已上线运行。浙江、安徽、山东、山

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陕西、江苏、江西、

宁夏、新疆、广西、吉林、福建、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甘肃和云南等 21 个地方科技报告

服务系统也已上线运行。各地方的科技报告制度

体系正在积极建设中。

国内关于科技报告制度及管理体系建设已经

有部分的研究成果，熊三炉 [4]、贺德方 [5-6]、侯人

华 [7]等在国家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做了研

究探讨，侯人华研究了科技报告政策体系及服务

方式 [8]，曾建勋对科技报告技术标准体系和基层

科技报告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 [9-10]，张新民

对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试点工作进行了回顾与

展望 [11]。这些研究为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打下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各省市如浙江 [12]、陕西 [13]、

山东 [14]、山西、云南、河南、辽宁、甘肃、安

徽、江苏、河北、广东和新疆等都开展了地方科

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

很多有效的建设思路和建议。为贯彻落实《关于

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指导意见》精神，福

建省科技厅作为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牵

头和责任单位，于 2015 年 4 月和 8 月分别印发

了《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工作方案》”）和《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

科技报告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15]，成为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和

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据。本文在归纳总结福建省科

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存在问

题，探讨下一步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2 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实践

科技报告制度是推动科研活动标准化、规范

化管理的基本制度。贺德方等 [5]提出科技报告制

度建设体系主要包括政策法规体系、组织管理体

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收藏服务体系四个方面。福

建省科技报告制度体系也围绕这 4 个方面开展了

建设性工作。

2.1 政策法规体系建设

科技报告管理体系建设涉及多方主体，因此

必须有工作开展的法律基础和政策依据。福建省

积极落实国家对地方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要求，

2014 年 10 月 23 日，福建省政府印发的《福建省

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加强省级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

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省级

重大科研项目科技报告制度，实现科技资源持续

积累、完整保存和开放共享”。2015 年 4 月，福

建省科技厅印发的《工作方案》明确了福建省科

技报告制度建设的原则、目标、任务及工作进度

安排，提出到 2019 年实现全省公共财政支持的

科研项目科技报告呈交和共享服务；2020 年建成

全省统一的科技报告管理服务平台的工作目标。

2015 年 8 月，省科技厅印发的《管理办法》进一

步明确了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的各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职责及管理流程。上述文

件为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试点和推广工作

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2.2 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和实施离不开相关的

技术标准支撑。曾建勋等 [9]将科技报告标准规范

体系分为撰写标准、组织管理标准、加工标准和

服务标准 4 类。2014 年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颁布了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科技报告编号规则》《科

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和《科技报告元数

据规范》4 个国家标准，成为目前国家和地方科

技报告工作的主要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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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技报告工作严格执行上述国家相关

标准，并在科技报告试点和推广培训中进行了相

关标准的普及宣传，不但为科研人员撰写科技报

告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保证了管理服务平台与国

家和各省市科技报告的互通和共享。

2.3 组织管理体系建设

福建省科技报告组织管理体系由福建省级科

技报告管理机构和科技报告管理中心，省级科技

计划项目管理部门、省直其他科技项目管理部门

和地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部门，基层项目承担单

位管理部门三级组织管理机构和部门构成，通过

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建立规范的工作机制，保

障福建省科技报告工作开展。

2.3.1 管理体系构建及责任分工

（1）福建省科技厅是全省科技报告制度体

系建设的牵头单位。负责建立由省级科技主管部

门、省级其他部门和地市科技管理部门参加的福

建省科技报告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会商机制。

负责全省科技报告工作的总体部署、实施组织和

统筹协调，制定相关管理法规和实施办法，并监

督实施。

（2）设立省科技报告管理办公室和科技报告

管理中心。管理办公室设在科技厅，负责规划省

科技报告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组织开展科技报告

宣传培训以及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试点、推广等

组织管理工作。省科技报告管理中心设在福建省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负责科技报告管理服务平

台开发、运行和管理，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

告的收集、加工、收藏和共享服务，建立科技报

告安全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协助省科技报

告管理办公室开展科技报告相关宣传培训和业务

咨询，并与国家科技报告管理机构业务对接。

（3）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机构、省直其他

部门和地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机构，按照省科技

报告工作的统一部署，遵循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将科技报告纳入科技项目管理程序，负责本

机构 /部门科技项目的科技报告管理工作。

（4）省级各部门和地市各级科技项目承担

单位负责将科技报告工作纳入本单位科研管理程

序，指定本单位的相关部门承担科技报告管理职

责，督促项目承担人员撰写科技报告，对本单位

呈交的科技报告进行审核并及时上报。

2.3.2 管理程序确定及执行管理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福建省科技计划项

目科技报告管理流程和要求（图 1），包括科技报

告计划申报和任务下达，科技报告撰写、审查、

呈交、审核验收和交流利用等。

（1）项目立项阶段科技报告计划指标确定和

图 1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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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在签订项目任务书时，根据项目类型、研

究性质和资助强度，经签约各方共同商定后，明

确项目承担单位须呈交的科技报告类型、数量、

完成单位和时间节点等指标，作为项目的考核指

标和验收（结题）的必备条件，并由项目信息管

理系统按提交时间自动提前催报。

（2）项目验收阶段科技报告的呈交和审查。

项目人员根据项目任务书中科技报告相关指标，

在项目验收阶段按标准撰写科技报告，并通过省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中嵌入的科技报告呈

交系统提交科技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承担

单位、承担单位主管单位等对提交的科技报告进

行内容和形式审查，而对于“延期公开”的科技

报告，上述审查主体审查报告文本的权限有所不

同。省科技报告管理中心对由呈交系统进入审核

系统中的科技报告进行形式审查和加工修改，并

反馈回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交由科技

厅业务处室对科技报告等验收材料进行终审，确

定项目是否启动验收程序。福建省级其他部门和

地市科技项目的科技报告管理流程有待省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程序完善后确定。

2.4 收藏服务体系建设

福建省科技报告管理中心负责省科技报告

的集中收藏和共享服务，通过建设集科技报告呈

交、审核加工和共享应用功能于一体的省科技报

告管理服务平台，实现科技报告的统一呈交、集

中收藏、统一编码、加工处理、规范管理及共享

服务，并负责向国家科技报告管理中心呈交公开

科技报告全文和非公开科技报告题录。

目前，福建省科技报告管理中心已依托省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科技报告呈交

系统，并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合作开发建

设了福建省科技报告管理服务系统（包括审核和

共享服务系统），对科技厅业务处室审核通过的

科技报告进行收藏管理，并出具科技报告收录证

书。“公开”科技报告向全社会提供全文浏览等

共享服务，“延期公开”科技报告受控使用，到

期后提供全文共享服务。

3 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

3.1 工作成效

按照《工作方案》的工作目标和进度要求，

福建省科技厅 2015 年在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项

目中开展了科技报告试点工作，2016 年在省自然

科学基金和高校产学合作项目中开展了科技报告

推广工作。一是在新立项的项目申报书和任务书

预期成果和考核指标中，增加科技报告的呈交类

型、数量、完成单位和呈交期限等内容；二是在

研项目验收时，验收材料中必须提交最终科技报

告，并鼓励项目人员提交进展和专题科技报告；

三是由省科技报告管理中心对上述项目承担单位

的科技管理人员及项目负责人等进行科技报告撰

写、审核和呈交操作等培训，2 年共培训相关人

员 3600 余人，发放教材 4600 余册；四是省科技

报告管理中心对呈交系统提交的项目科技报告进

行审核加工，并对通过审核的报告进行收藏管理

和共享服务。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呈交到审核

系统的科技报告已达到 420 余篇，共享服务系统

（http://www.fjstrs.cn）上线科技报告达到 206 篇。

科技报告的试点和推广工作促进了福建省科技报

告制度和体系建设工作。

3.2 特色经验

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取得了初步

成效，在试点和推广工作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

有地方特色的宝贵经验。

一是《管理办法》提出的科技报告管理流程

非常明确而具体，可操作性强。特别是对使用范

围为“延期公开”的科技报告，要求提交“延期

公开”科技报告的同时还要提交脱密（精简）的

科技报告用于项目验收，项目承担单位和主管单

位的管理人员不能审核报告文本等，最大限度地

保护了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成

功开发了科技报告呈交系统，并实现了与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发部署的福建省科技报告管

理服务系统的无缝对接和实时反馈。项目人员和

管理人员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上就能完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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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报告的撰写、呈交和审核，支撑了科技报告试

点和推广工作的开展，使福建省科技报告服务平

台系统建设位列地方平台系统建设的前列。

3.3 存在的主要问题

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目前还处在研

究探索和初步实践阶段，因此还存在很多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地方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

设的共性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与各地同行

共同研究探索解决。

（1）在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方面，虽然福建省

科技厅已出台《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但

都侧重于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的制度体系建

设和管理，对省直其他部门和地市科技项目科技

报告工作还没有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同时对基层

单位的科技报告管理和应用也缺乏强制实施措

施。而建立省级科技报告管理体系的重点和难点

在于省直其他部门和地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

告管理机制的建立，没有省级层面的科技报告管

理法规将难以统筹部署。

（2）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目前各省市都

在执行 4 项 2014 年版科技报告国家标准，这有

利于科技报告格式和质量的统一及服务系统的互

通。但是，现行的科技报告国家标准与当前执行

的科技报告编写格式存在差异和矛盾之处，标准

内容也不够全面，特别是缺少科技报告质量评价

标准，影响科技报告的质量提升和应用。

（3）在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方面，福建省科技

计划项目的科技报告组织管理体系虽初步搭建，

并实现了报告呈交、审核、加工、收藏和共享服

务全流程管理，但多部门参与的组织领导机构尚

未建立，会商机制也未形成；科技报告管理中心

基础建设和管理制度还有待健全；基层科技报告

管理制度的建设尚未开展，项目管理单位、承担

单位和项目人员的责任意识还很淡漠，呈交的科

技报告质量不高，退回率在 10%以上；科技报告

质量评价尚未开展，应用效果还很有限。这些问

题应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不断的实践

探索中解决。

（4）在收藏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福建省科技

计划项目的科技报告管理服务系统已能够正常运

行，但省直其他部门和地市科技项目的科技报告

呈交方式和服务管理模式尚未确定，还需要研究

和借鉴其他省市经验探索解决。

4 对策与建议

针对福建省科技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解决建议及措施。

（1）成立由福建省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科

技、财政、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教育、

卫生、农业等有关部门和各设区市科技管理部门

负责人参加的全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领导小组，

负责全省科技报告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组织实

施。制定全省科技报告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适合全

省科技报告管理的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由省政

府办公厅发布，把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工作

推向深入。

（2）由国家科技报告管理中心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尽快修订《科技报告编写规则》国

家标准，使内容及格式更符合目前科技报告编写

实际情况；开发符合科技报告编写标准的编写模

板 [9]，切实减轻科研人员和审核人员的工作量；

制定和完善科技报告的组织管理和服务标准，支

持部门 /地方各级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机构的质

量管理，如编制适用于不同评价主体的科技报告

评价规范和指标体系，提高科技报告质量管理水

平，促进基层单位科技报告的应用和推广。

（3）落实省各级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和基层项

目承担单位的科技报告管理机构和人员，明确科

技报告质量管理主体责任，建立科技报告质量评

价、反馈和问责机制，确保科技报告管理落到实

处。开展基层项目承担单位的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试点，开展科技报告评价应用，提高科技人员撰

写科技报告责任意识和积极性，切实提高科技报

告质量。

（4）修改完善科技报告管理流程。在科技

人员撰写科技报告水平普遍提高和各级审核部门

的责任意识增强后，在科技项目立项阶段增加立

项评审专家对项目科技报告数量、提交时间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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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审核程序，并在任务书中予以明确；在验收

阶段仍强制提交科技报告，由验收专家对科技报

告进行评价并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的科技报告

呈交到科技报告管理服务系统，经加工后收藏共

享。具体管理流程见图 2。
（5）加强省科技报告管理中心的建设，明确

其科技报告收藏服务和培训支持的职责和定位，

在人员、经费和设备等方面给予保障。科技报告

管理中心要开发和完善科技报告管理服务平台，

支撑省直其他部门和地市科技项目的科技报告的

呈交和审核；加强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

交流和协作，不断完善共享服务的内容和功能，

同时加强内部质量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保证

省科技报告管理服务平台安全稳定运行，保护科

技报告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对实现

“十三五”福建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总体目标意

义重大。为此，福建省在科技报告制度体系建设

方面积极实践，开展了科技报告试点和推广工

作，实现了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呈交、审

核、加工、收藏和共享服务的全过程管理，并在

地方科技报告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

前列。今后将在健全政策法规、完备管理机构、

完善管理程序、优化服务平台和提高报告质量等

方面加强研究和应用。

国家科技报告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实施

难度巨大的长期性工作 [11]，地方科技报告作为国

家科技报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任务更是

艰巨而复杂。既需要国家科技报告管理部门对共

性问题的研究和指导，也需要各部门 /地方管理

机构和基层单位提高责任意识，先行先试，探索

前行，更需要广大科技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共同

努力把科技报告制度和体系建设工作做好。

 （下转第 103 页）

图 2 修改完善后的科技报告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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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像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院和日本科学

技术振兴机构这样的全链条的研发机构，以统筹

配置科技资源，把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

等主体链接起来，把各方的需求从基础研究到产

业推广有效地衔接起来并实现可持续运转。我国

科研机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发挥导向和政策支持作

用，科研机构明确发展方向、服务对象，建立高

效运转治理结构，建设灵活的用人机制以及良

好的科研环境，应该成为国立科研机构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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