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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概述公共科研机构定义及职能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信息公开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对影响其信息公开的动

力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到公众需求推动力、政策法规压力等外部动力要素，以及利益追求驱动力、组织管理建设支

撑力、信息资源保障力、网络信息技术支持力等内部动力要素。进一步分析得到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提升动力

水平、提高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水平和效率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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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about definition, fun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identified dynamic factors of information publicity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lated 
to influence factors of information publicity. Research concluded internal dynamic factors including public 
demand and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also ex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pursuit of interests,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dynamic factors is also analyzed,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enhancing 
driving force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for information publicity of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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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7 年 4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我国首

部信息公开相关的行政法规，其规定的信息公开

义务主体不仅涵盖了政府行政机关，而且涵盖了

经行政机关授权的诸多公共企事业单位。我国公

共科研机构主要由财政性资金建立并资助，接受

政府部门的直接或间接管理，掌握着大量涉及人

民群众利益的社会公共资源，双重公共属性要求

其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此外，《关于改进加强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

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改革的方案》以及 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理论研究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9卷第6期  2017年11月

─ 82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等相关政策性文件对科研机构建立健全的信

息公开制度、加强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

目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公开和推进资源共享等提出

了明确要求。但目前，关于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

开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相关制度还不完

善，《条例》规定的信息公开范围只包括了履行

行政管理职能的科研事业单位的政务信息，还不

能涵盖其他科研机构的各种类型的信息。另外，

对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相关的研究极少，尤其是信

息公开动力相关的研究，为确保公共科研机构信

息公开的有效开展和持续推进，必须从根本上寻

找持续的动力源泉。对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

动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有助于发现各

动力要素存在的问题，为提升动力、提高机构信

息公开水平和效率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也

是对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动力研究相关理论体

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2 相关研究进展

公共科研机构主要包括政府科研机构、高校

科研机构及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为主的、不以营利

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及有关组织，影响其信息公开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了推动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前进和发

展的动力。

国内外学界针对政府、高校等信息公开影响

因素开展了一定研究。Sol[1]和Grimmelikhuijsen[2]

分别对西班牙及荷兰市级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影

响因素进行探究，认为人均收入水平、教育和政

治意愿及组织能力、政治压力、社会群体压力等

对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产生影响；Williams[3]认

为除教育外，长期对行政机构的约束将增加政府

信息公开的数量；张鸣 [4]从公众监督力度、惩罚

实施力度、信息公开意愿与能力等 3 个方面提出

了 14 个影响信息公开的假设因素；韦景竹 [5]归

纳了法律法规、监督体制等 18 个障碍因素；马

亮 [6]提出了政府资源与能力、政治规范和法制化

进程、公众压力和需求 3 个影响因素；张冰梦

等 [7]从技术维度、制度维度、文化维度归纳了信

息公开的影响因素。此外，还有学者在识别影响

因素的基础上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如李春

阁 [8]从制度、组织、权利、市场、舆论等核心因

素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和作用机制；阎

波 [9]基于创新因素影响理论提炼了领导意愿、创

新氛围、资源禀赋、配套建设 4 个内部因素及居

民、企业和环境压力 3 个外部因素，并构建影响

因素的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公共科研机构的公共属性决定了

其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但目前其信息公开相

关理论研究匮乏且系统性不强，实践方面也还存

在不足。本文将在信息公开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的

基础上，对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动力要素的构

成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究。

3  动力要素构成

动力在个体层面往往被界定为动机。动机是

由目标或对象引导、激发与维持的个体内在心理

或内部动力，是产生行为的动力来源之一 [10]。根

据系统论的观点，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动力

体系结构具有复杂社会系统的特征，动力与动机

层面之外的更多因素之间存在紧密相关性。因

此，本文涉及的动力是指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及

发展的一切力量，可理解为推动系统运动变化的

各种要素，如权利、制度、资源及技术等。根据

动力来源的方向，信息公开的动力来源于活动进

行的内部和外部的作用力，为活动的形成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因此，来自科研机构内部

和外部的作用力共同构成了推动其信息公开发展

的动力系统。

3.1 外部动力要素

3.1.1 公众需求推动力

公众需求是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工作开

展和持续的根本动力来源。当前，公众越来越深

刻地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其获取科技信息的愿

望与诉求对科研机构的信息公开行为产生有力影

响。一般而言，需求越迫切、越强烈，动力也越

大。不同类型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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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素使得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

化（图 1）。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大多数公众，科研信息需求主要集

中在医药卫生、教育、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与

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公益性领域，如气温、

降雨、台风等气象科学数据及大气环境质量等环

境领域数据等。此外，公共科研机构基本信息及

科研活动等信息的公开也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科

研机构、参加科普活动，提高科学素养。

（2）对于科研人员及学者，科研信息需求主

要体现在：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科学仪器设备

等科技条件资源信息；科普活动、学术会议及报

告等科研活动信息；论文、专利、软件、研究报

告、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等科研成果信息。

这些信息的共享和利用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

知识创新，同时扩大了机构科研能力和成果的影

响力。

（3）对于企业等各类创新平台，作为信息时

代最具活跃性的创新主体，企业、创新服务中心

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科技信息需求主要体现在科

技条件资源信息及成果信息等，如文献资源、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等的开放使用 [11]。通过对科研机

构信息合理有效的利用，可以为各类创新主体提

供技术支撑，发挥资源潜在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4）对于政府管理人员，出于对财政科研经

费、科研设施与仪器等资源使用和运行状况进行

有效管理、高效使用及监督约束的目的，同样存

在着对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需求。

3.1.2 政策法规压力

政策法规等外部制度是一种强制驱动力，刚

性地约束、规范了公共科研机构的信息公开行

为。外部制度是一种正式制度，是国家权利机关

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通过

直接的机理和约束以及间接的示范和警示等功

能，在强调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信息公开内容

和公开程度以及具体制度建设和科研经费管理信

息公开等方面均起到指导和规范等重要作用，其

强大的外在压力提高了信息公开的实施效果，充

分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文件 4 个层面（图 2）。

图 1 公众需求推动力对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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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科

学技术进步法》等明确要求公共科研机构需开展

信息公开。前者体现了知情权的理念和精神，后

者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公共科研机构在履行

社会责任、开展科技资源的信息公开等方面提出

了明确要求。

（2）法规层面，《条例》作为我国首部国家

级信息公开法规，也适用于具有公共性质、承担

政府授权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及与人民群众利

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

（3）规章层面，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政

府参照《条例》进一步制定的面向公共企事业单

位的具体实施办法，如教育部的《高等学校信息

公开办法》以及科学数据共享领域及科技计划管

理等方面的规章，如《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等。

（4）其他涉及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科研信息

管理及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规范

性文件，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等。

3.2 内部动力要素

3.2.1 利益追求驱动力

利益是每个主体求得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每

个主体的利益追求都以其连续性、可预测性，在

技术、制度等既定条件的约束中，在主体可控可

用的资源的限度内，得以展开和实现的 [12]。尽管

公共科研机构以提供公共服务、开展公益性科研

活动为主要职能，但利益追求依然是推动机构信

息公开最直接的驱动力。而与企业等以获得利润

为根本目标的主体相区别的是，科研机构信息公

开的动力主要源于组织机构内部对精神及物质的

内在需求。机构可以通过主动公开与共享科技信

息资源，履行科普大众、辅助科研及科技创新的

责任，来推动建立起科研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和

声誉，展示科研实力，提高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中

的影响力。同时，也为科研机构寻求与外界的学

术交流、项目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提供更多的

契机。通过“利益追求—信息公开动力—获取利

益”的协调机制（图 2），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原

动力不断增强，机构信息公开活动不断开展。

3.2.2 组织管理建设支持力

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能够为公共科研机构信

息公开的开展提供有力支持，主要包括组织结构

建设和组织制度建设两个方面。

（1）组织结构建设。一般地，相对完备的信

息公开组织架构主要包括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和负

责具体实施的专兼职工作岗位。其中，信息公开

领导小组负责信息公开工作的规划、审核、监督

等总体管理和协调工作；负责具体实施的专兼职

工作岗位主要从事信息的收集、分类、整理、公

开和反馈等。一方面，分工负责、协同有效的组

织架构可以使机构人员在职务范围、责任等方面

界限清晰，保障信息公开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

提升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有助

于增强公开信息的可用性、便利性及规范性，同

时提升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

（2）组织制度建设，即组织内部信息公开制

度的制定。虽然外部制度能够对信息公开起到一

定的指导作用，但目前还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科研

机构信息公开的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信息公开工作的主动性和规范性。科研机构通过

制定相关内部制度，建立激励或约束机制，从而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强化监督和责任机制，同时

规范机构信息公开的程序、边界和操作规范，从

而产生有效的约束力。具体地，相关制度主要包

括保密审查制度、内部考核制度及知识产权制度

等，其中知识产权制度主要用于协调知识产权制

图 2 利益追求驱动力要素因果关系示意图

注：图中正号表明箭头指向的要素将随箭头源发要素作用的增加

而增加、减少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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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信息公开的约束与信息公开对知识产权的侵

犯两个方面的关系 [13]。

3.2.3 信息资源保障力

公共科研机构掌握的科技信息，包括科技人

才、经费、仪器设备、文献、数据以及科技活动

等信息是其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和保障 [14]，有利于发挥科研机构科技创新的支撑

引领作用。信息资源保障力包括科技资源信息和

动态信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人才信息，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基

本信息，以及宏观层面的人才队伍规模、构成、

研究方向等。人才信息公开有利于科技人才的管

理与服务，展示人力资源实力，同时为其他机构

基于一定需求找寻科技人才等提供参考依据。

（2）科研经费信息，包括经费规模、渠道、

使用情况等。经费信息公开是优化科研资源配置

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部门对科技资金运行状况

进行有效管理、高效使用和监督约束，并使之发

挥最大效益的重要措施。

（3）条件资源信息，包括科技文献、科研数

据及仪器设备信息（使用相关规定、仪器数量及

参数等）。公开条件资源信息可以展示机构发挥

科技创新服务和支撑作用的实力，向社会开放共

享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条件资源，从而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

（4）科研产出信息，包括论文、著作、研究

报告、专利、软件著作权、新产品、新工艺及获

奖情况等信息。公开科技成果信息有利于展示机

构科研实力，也是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

成果的前提 [15]。机构通过梳理科技成果资源，发

布科技成果目录，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企业有

效对接，实现科技成果市场价值。

（5）科研活动信息，包括机构组织的各类学

术会议、报告、讲座、交流互访等信息。科研活

动信息的公开对于加强机构学术宣传推广、推动

机构内外学术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上述科技信息的公开有助于科研机构履行社

会责任，包括为公众科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

科技条件等；有助于为机构之间交流合作、参与

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创造条件和机会。同时，也是

政府及公众对科研机构实施管理、监督的重要途

径，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的必

然要求。

3.2.4 网络信息技术支撑力

公共科研机构掌握的信息技术是信息公开的

有力支撑，直接关系公众获取信息的机会与利用

信息的水平。以网站为依托的信息公开和资源共

享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公众能够随时随

地利用网络终端访问各种网站获取全球的数字信

息资源，从而为各种数字化资源的网络共享提供

切实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因此，作为公共科研机

构公开信息的主渠道，网站建设和管理能力是影

响其信息公开能力及效果的重要因素。专业化的

网站建设能够保障系统稳定的运行，有利于机构

人员对信息的分析加工与有效维护，最大限度地

提高公众访问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机会，推动信息

公开的纵向深化发展。

4 动力要素相互关系

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各动力要素之间相

互影响和反馈，主要表现为外部要素之间、内部

要素之间及内外两部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4.1 外部动力要素相互关系

外部动力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

通过系统内公众满意度及公众参与度两个影响因

素形成相互作用关系回路（图 3）。
（1）公众需求满意度对政策法规出台起到负

反馈作用。公众需求是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外

图 3 外部动力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图

注：图中正号表明箭头指向的要素将随箭头源发要素作用的增加

而增加、减少而减少；负号表示与此相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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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核心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刺激政府通过颁

布相关政策法规等方式提高信息供给能力。公众

需求满意度越低，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的压力

越大。

（2）政策法规制定可积极引导公众需求。国

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是公共科研

机构信息公开的刚性约束力，对公众获取科技信

息资源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积极引导作用，促进其

参与到信息公开活动中来。

4.2 内部动力要素相互关系

（1）利益追求对组织管理建设、信息资源配

置及网络信息技术利用的促进作用：科研机构对

精神和物质利益的追求推进了其组织架构及信息

公开制度等组织管理要素的建设。同时，不断革

新网络信息技术在科研机构网站建设和管理中的

运用，有助于整合网站信息资源，增加公众对科

技资源信息的利用率。

（2）组织管理建设对利益追求、信息资源的

配置及网络信息技术利用的促进作用：在正确的

权责意识及信息公开价值观念等良好的信息公开

氛围下，机构的组织架构与相关激励或约束制度

的建设越完善，信息资源管理能力越强，操作越

规范，也对机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

高的要求。

（3）信息资源保障对利益追求、组织管理建

设及网络信息技术的促进作用：信息资源的有效

规模越大、公开程度越深入，越有利于科技资源

的监督管理和高效使用，实现机构精神与物质利

益追求。同时，也促使机构通过专业的网站建设

等方式不断拓展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形成对外展

示科研能力、寻求项目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的窗

口。此外，信息资源还是加强机构组织架构及制

度建设的催化剂，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能力。

（4）网络信息技术对利益追求、信息资源的

配置及组织管理建设的促进作用：网站等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良好，有利于整合、公开和共享

机构信息资源，推动科技资源增值，并收获良好

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同时，也促使机构不断加强

组织架构及制度建设等组织管理要素的建设。

综上，内部动力要素通过与系统内其他影响

因素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产生要素间相互间的影

响作用，并连接形成良性循环回路，如图 4 所示。

4.3 内外部动力要素相互关系

机构内、外部动力要素的相互影响关系，主

要表现为公众需求与内部动力要素之间的双向作

用关系及政策法规与内部要素之间的单向作用关

系。

（1）公众需求与内部要素之间的双向作用公

众对科研机构的信息需求强弱直接决定了其完善

组织架构、信息公开制度及建设专业化网站的动

力大小。此外，公众不仅是科技资源信息的需求

方，影响信息公开的全面性、完整性及信息公开

图 4 内部动力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图

注：图中正号表明箭头指向的要素将随箭头源发要素作用的增加而增加、减少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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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且是科技资源信息的提供方，他们通过

信息交换、共享等活动补充和优化信息资源，还

能够间接促进满足机构精神与物质利益需求，尤

其是实现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等精神层面的利

益追求。

反之，机构利益追求、组织管理建设、信息

资源保障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也能够影响

公众需求。机构的组织管理建设能力越强，对外

公开信息的效率就越高，越有助于引导公众参与

到机构信息公开活动中来；信息资源公开得越全

面深入，公众需求的满意度越高；机构网站等基

础信息技术设施建设得越专业，公众对信息的获

知能力和利用效率也越高。

（2）政策法规对内部要素之间的单向作用

以及相应政策法规的出台能够促进机构信息公开

权责意识、价值观念等良好机构氛围的形成，从

而推动机构组织结构的改革及信息公开相关制度

的建立，加强机构建设专业化网站及公开信息资

源的主动性，从而驱动并保障机构利益追求的实

现。此外，为了保证国家科技发展目标的实现，

政府也会加强对科技活动的宏观调控，给予长期

稳定的支持，甚至向机构投入和配置更多的科技

资源以保障机构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和信息共享

体系建设的推进。

综上，内、外部动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

连接形成良性循环回路（图 5）。

5 结语

通过对公共科研机构内外部信息公开动力

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表明，公众需求是公共

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动力源，政策法规是强制压

力，技术是支撑，机构利益追求是驱动，组织管

理建设是重要支持，科技信息资源是保障，六种

动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耦合形成合力，

协同推动公共科研机构信息公开的发展。但本研

究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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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内外部动力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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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有待深入，由于不同类型科技资源支持科技

活动的性质以及支撑科技创新活动的路径、作用

机理与创新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需要在精准

管理与评价方面深入探索；第二，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性质和运行管理的复杂性决定了本文提

出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还需逐步完善，包括指

标体系的选取、指标计算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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