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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是对科研活动实际过程、进展与具体成

果的记录，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基础资源和战略资源。

科技报告制度建设也是国家科技创新基础制度体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受重视。近几年来，学者们对

科技报告的关注主要在科技报告内涵、制度与体系建

设、服务模式等方面，对科技报告有了较多的认识和

见解。然而，对于具有复杂系统性特征的科技报告价

值转化及其应用问题，一直是一个研究盲区。南京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孙建军教授等编著的《科技报告质量

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从质量管理的角度对科技报告

体系建设与综合利用进行了系统探究，既是对科技报

告基础理论体系的一次有效扩充，也是对国家科技报

告长效性质量管理与建设的学理性回答。该书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 9 章，研究内容兼顾理论与实

践、案例与实证、国外与国内、当前与长远，重点关

注科技报告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与应用、质量分类评价

体系、实证研究等问题。笔者有幸成为该书的首批阅

读者，感觉很有必要向读者推介此书，并分享关于该

书的重要内容以及一些看法。

第一，理论融合基础上的内涵式创新：此前的研

究多关注科技报告的文献属性，该书进一步剖析了科

技报告的双重属性内涵，认为科技报告的内涵应兼具

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并认为科技报告已经从一种单

纯的文献形态，发展为一种科技资源治理机制与制度

安排。同时指出，科技报告质量是科技活动质量的直

接反映，包括文献论述、专业内容和应用效益 3 个方

面。该书将质量管理相关理论融入到科技报告管理与

服务中，提出科技报告质量管理理论模型，呈现了科

技报告质量管理主体依照相应的控制流程对科技报告

进行质量管理的过程。

第二，比较研究基础上的特色体系建构：该书系

统总结了我国科技报告质量管理的体系建设与应用框

架，参考和观察了国际上科技报告质量管理的经验、

模式、技术和实践，从科技报告质量管理的组织保障、

标准规范、操作流程、监督工作等方面提出了科技报

告质量管理机制与运转体系，为科技报告质量管理工

作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南。科技报告质量管理包括质量

标准设置、质量评价、质量反馈与质量改进等多个环

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该书部分内容既借鉴了发达国

家技术报告质量管理的经验，也考虑到了我国的国情，

对推进我国科技报告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具有指导意

义。

第三，凸显以本土为导向的评价与实证研究：现

今科技报告质量评价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科学和完善

的评价体系与评价制度。该书开展了科技报告质量管

理的综合评价研究，结合信息质量评价的相关指标和

评价方法，考虑到科技报告撰写阶段、提交检测与验

收阶段、后期评估阶段的差异性特点，构建了科技报

告分类评价体系，并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从

而便于诊断和鉴定国内已有科技报告质量管理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弥补了国内关于科技报告质量评价实证

研究的不足。

第四，面向需求与问题的策略组合设计：当前，

科技报告质量管理体系和分类评价体系在建设、实施

和落实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关键问题与挑战，需要考

虑科技报告价值认知、科技报告质量源控制、科技报

告质量控制主体与方法等。该书系统地提出了科技报

告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推进策略。从综合治理的宏观、

中观与微观角度出发，提出了科技报告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的前期质量规范策略、事中质量控制策略、事后

质量控制策略等，可作为科技报告质量管理建设实施

与落实的策略体系参考。

《科技报告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从不同学科

视角进一步探讨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深度和广度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的问世响应了国家关于推动科技

报告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战略规划。相关的研究思想、

研究观点与策略体系等可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科技报告

呈报、存储、管理乃至开放共享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

参考与实践指导，是情报学领域面向决策层面的一次

智库式“发声”。

重视科技报告质量 服务科技创新发展

——《科技报告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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