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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报告资源的持续积累，为提高科技报告的呈交质量，需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根

据科技报告的特点及要求，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结合科技报告撰写、呈交、审核、共享等过程，采用专家访谈、

问卷调研等方法，构建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提出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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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ed accumu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resource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bmitt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need to establish a set of feasibl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writing, submit, audit and sharing 
process, using expert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other methods, construct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quality evaluation, including the whole 
process, all elements, management mechanisms, multi-level and multi angle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quality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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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已向社会公众

公开共享各类科技报告 12 万余份 [1]，已有 28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科技报告制度，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成了科技报告共享服

务系统并正式运行，实现了与国家科技报告服务

系统的统一认证。在推进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过

程中，如何有效地确保科技报告的质量，需要建

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的方法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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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有关科技报告质量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3 个方

面：一是通过研究美国科技报告质量法规制度建

设，分析我国科技报告资源建设中存在的主要质

量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如宋立荣等的研究 [2-3]；

二是对国家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

究，如裴雷等 [4]、任惠超等 [5]和朱丽波等 [6]提出

的有关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结构

和评价方法；三是地方科技报告质量控制与评价

研究，如乔振等 [7]对山东省科技报告质量控制与

评价工作中的做法进行了梳理。从目前已有研究

来看，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及理论方面开

展，较少涉及地方科技报告工作实践中如何开展

质量评价的细化研究。本研究拟对科技报告工作

质量管理评价体系进行探讨，并以陕西科技报告

质量管理的评价为例，进行研究验证。

1 评价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菲根堡姆于 1961 年

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TQM）”的概念，即在

全面社会的推动下，企业中所有部门、所有组

织、所有人员都以产品质量为核心，把专业技

术、管理技术、数理统计技术结合在一起，建立

一套科学严密高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控制产品质

量形成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因素，以优质的工作、

最经济的办法提供满足用户需要的产品的全部活

动 [8]。“三全”管理是全面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

“三全”分别指：（1）内容与方法的全面性。不

但着眼产品实体质量，还要注重形成产品的工作

质量和服务质量。（2）全过程管理。戴明等认

为，任何产品质量的萌生、形成、发展至实现都

表现为一个完整过程，又称“质量环”，只有将

产品质量形成的全过程、各个环节及相关因素均

有效地控制起来，才能有效地形成一个综合的质

量保障体系。（3）全员参与。全面质量管理强调

所有人都参与质量管理活动，对产品质量各负其

责。由此可见，全面质量管理具有全局性、系统

性、预防性。

本研究从全面质量管理的“三全”管理角

度出发，建立指标体系对报告内容及格式进行全

面评价，并对科技报告产出的全过程和涉及的全

要素进行质量管理。科技报告产出过程包括审核

前、审核中和共享后，如图 1 所示。审核前：开

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培训，提高科技报告撰写意

识，组建专业化的人员队伍。审核中：制定科技

报告撰写模板，开发格式化软件系统，及时沟通

审改意见，按照已发布的 4 个国家标准及地方撰

写规范要求实现标准化作业。共享后：开展科技

报告质量评价，进行科技报告共享反馈，完善质

量控制流程，制定奖励激励机制。

对科技报告产出过程中的全要素进行质量管

理。包括报告作者、项目承担单位、科技报告管

•

•

•

图 1 科技报告产出全过程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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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同行专家、科研人员及社会公众，如图

2 所示。对每个要素设置清晰合理的质量管理规

则，如报告作者严格按照科技报告标准规范，按

时保质完成科技报告，并对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

负责；承担单位对本单位提交的科技报告的格式

和内容进行审核，并及时向科技报告管理机构呈

交；科技报告管理机构对所有呈交的科技报告进

行格式审核，并开展科技报告的具体管理工作；

同行专家对科技报告的技术内容进行审核并作出

评价；科研人员及社会公众对公开共享的科技报

告进行监督评价。

2 质量评价的目的、原则与流程

对科技报告进行质量评价的目的：一是将科

技报告质量的评价结果作为项目结题验收的评价

标准之一，促进科技计划项目的精细化管理；二

是对科技报告进行质量评价，有针对性地制定相

关完善措施，提高后续科技报告的呈交质量；三

是通过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提高科技报告的撰写

意识，深化科研诚信管理。

裴雷等 [4]提出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原则，包括：最低质量标准与自由裁量

原则，一致性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多元评价原

则，评价激励原则。本研究认为，科技报告质量

评价还应遵循可操作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指标

体系的设置应具有操作性，某些指标过于宏观或

模糊不清，在具体使用中无法进行有效评价，降

低了评价的准确性。指标的动态性体现在不同计

划项目、不同评价阶段、不同评价主体，应设置

有相应不同的动态调整指标。

开展科技报告质量评价工作主要包括以下 5
个流程（图 3）：（1）制定实施计划。根据科技

报告的特点和要求，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实施计

划。（2）建立质量评价体系。根据质量评价的目

的和原则，建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技术内

容和文本格式两方面的质量评价，对报告进行标

准化管理与控制。（3）开展过程试点。选择部分

计划类别的项目作为试点，开展预评价，并对预

评价结果进行分析。（4）修正指标体系。根据预

评价结果，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和完善，形成最

终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5）全面推广运行。对

各类计划呈交的科技报告开展质量评价工作，评

价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4 个类

别，合格及以上等级的报告直接审核通过，不合

格的报告退回重新修改。

3 指标体系

科技报告是技术报告，主要体现项目的技

图 2 科技报告产出全要素质量管理

图 3 科技报告质量评价工作流程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2期 2019年3月

─ 58 ─

术完成过程。对科技报告质量的评价应包括技术

内容和文本格式两方面的评价，这两方面也是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一份科技报告在

格式上不符合要求，比如按照结题验收报告的形

式撰写的，那么其内容必然是侧重项目管理过程

的介绍，缺少详细技术细节的描述，不符合科技

报告的要求。从指标体系的构建来看，由于各类

计划项目的研究性质、资助强度不同，因此很难

用篇幅的长短进行统一的衡量。在选取评价指标

时，要从全局把握指标的合理性和可用性，选择

共性的通用的评价指标对科技报告质量给出有效

评价。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科

技报告的特点及要求，结合科技报告撰写、呈

交、审核、共享等过程，采用专家访谈、问卷调

研等方法，最终确立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的指标

体系，包括一级指标 2 项，二级指标 10 项，如

图 4 所示，具体指标说明见表 1 和表 2。

4 权重系数

技术专家对报告技术内容给出评价，权重为

70%。通过专家咨询法，技术难度、技术复杂性、

技术创新性、方法合理性、效益可行性 5 个方面

的二级指标，除效益可行性的权重为 10%外，其

他 4 项指标权重均为 15%（表 1）。
科技报告管理机构对报告格式给出评价，权

重为 30%。通过专家咨询法，在二级指标中，除

正文格式的规范性权重为 10%外，其他 4 项指标

权重均为 5%（表 2）。

5 案例分析

依据文本格式评价的 5 个二级指标，对陕西

表 1 科技报告技术内容评价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技术

难度
15

（1）项目技术在本领域或行业达到的水平

（2）技术实现的难易程度

技术

复杂性
15

（1）对关键技术信息描述的完整性、全面性

（2）对技术过程的描述是否具体、清晰，同

行技术人员可重现技术过程及结果

（3）项目技术的复杂程度

技术

创新性
15

（1）项目技术的创新性，包括新技术、新方

法、新发现等

（2）是否体现本项目类别研究特点及目标

方法

合理性
15

（1）项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

（2）技术及工艺路线的科学性

（3）计划进度安排的合理性

效益

可行性
10

（1）项目技术、成果、方法等能否实现转化

（2）项目产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表 2 科技报告文本格式评价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 指标说明

元数据的规范性 5 （1）辑要页中报告名称、作者、单位、关键词、摘要等元数据是否规范

图表格式的规范性 5
（1）图、表清单是否包括编号、名称、页码

（2）图、表编号、字体、格式是否符合标准规范

正文格式的规范性 10

（1）是否按照引言、主体、结论、参考文献、附录的格式顺序撰写

（2）主体内容按照技术要点是否分别成章

（3）目录、图、表清单是否自动生成

（4）正文层级是否清晰、逻辑是否严谨

正文文本的规范性 5
（1）正文字体、字号、行间距是否符合标准规范

（2）正文各要素是否完备

返工率 5 （1）退回修改次数的多少

图 4 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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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2017 年度提交的 1267 份科技报告的文本格式

进行了评价。从评价结果来看，报告质量参差不

齐，其中质量较好的有 768 份，高校的报告质量

普遍比较高，这和高校承担国家和地方各类科技

计划项目比较多、对科技报告的格式规范比较熟

悉有关，而企业对科技报告的认识较模糊，将科

技报告与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汇报、项目结题

报告等混淆，在正文格式及正文文本的规范性方

面较差，返工率较高。

6 几点建议

6.1 把控质量评价的全流程、全要素

从科技报告工作全流程控制科技报告产出质

量，包括签订合同、报告撰写、报告呈交、报告

审改、报告共享等阶段。要控制及提高科技报告

的质量，就要从每一阶段的流程和细节着手，把

控好各个阶段的质量要素。在签订项目任务书

时，明确科技报告的呈交要求；在科技报告撰写

阶段，制定适合本省科技计划项目特点的科技报

告撰写规范及模板，进一步细化及明确科技报告

的撰写要求，为科研人员撰写合格的科技报告提

供参考，尽量减少科研人员的重复劳动；在科技

报告呈交及审核阶段，严格按照科技报告标准规

范要求，对于不符合规范的科技报告，要写明意

见，退回修改；在科技报告共享后，通过同行科

研人员的监督评价进一步强化对科技报告质量的

评价管理。

从科技报告工作全要素控制科技报告产出质

量，包括项目负责人、项目单位、科技报告管理

机构、技术评审专家、科技行政机构等。针对科

技报告完成过程中的不同角色主体开展有针对性

的培训，对项目负责人开展科技报告撰写培训、

科技报告呈交系统使用培训；对单位管理员和主

管机构进行报告审核培训及系统使用培训，对于

需要审核的内容进行说明；科技报告管理机构对

科技报告改写及审核人员进行培训，组建专业化

的人员队伍，统一标准，确保质量。

6.2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机制

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结果纳入科技计划项

目管理过程，建立健全科技报告质量评价关联机

制、科技报告评价反馈机制、科技报告奖励激励

机制等。

（1）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的关联机制。将科

技报告质量评价结果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过程相

结合 [9]，探索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与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的动态关联机制，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与项

目结题验收、科研信用体系、专家评审等进行关

联，实现科研活动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提高项

目申报、项目评审等科研活动效率。一要将科技

报告质量评价作为科研项目结题验收的重要考核

指标之一，对于科技报告不合格的项目不能通过

验收，并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结果作为再次申请

科技计划项目的考核指标之一。对于科技报告质

量评价较高的项目承担者再次申请项目时可优先

支持。二要将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结果纳入项目承

担者、项目承担单位的信用评价体系。将科技报

告质量评价结果作为信用评价体系的重要考核指

标之一，对于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不合格的项目在

信用评价中直接扣减项目承担者、项目承担单位

相关分值，而对于科技报告质量评价较高的项目

则给予加分。

（2）形成科技报告的评价反馈机制。对科技

报告质量进行评价是为了不断提高科技报告的撰

写质量，推动科技报告资源的共享使用。开展科

技报告质量评价的同时，形成科技报告质量评价

的反馈机制。通过对科技报告撰写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总结归纳，开展评价反馈，将科技报告内容

及格式两方面的最终评价结果反馈给报告作者，

形成“撰写—呈交—审核—反馈”到下一个“撰

写—呈交—审核—反馈”的闭环，对于出现较多

的共性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高科技

报告的呈交质量。科技报告公开共享后，还可通

过社会公众及同行专业技术人员对科技报告质量

进行监督评价并反馈。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可

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在提高

科技报告撰写质量的同时，也提升了科技信息资

源的使用效率。

（3）建立科技报告奖励激励机制。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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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技计划项目完成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产

出，其内容详尽专深，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目

前，专利、科研论文等项目产出成果都有明确的

认定及奖励机制，而科技报告作为一项新生事

物，仅作为项目结题前强制呈交的一项成果，还

没有被纳入科研评价体系，没有明确的激励机

制，所以广大科研人员更多地把撰写科技报告作

为一项工作任务完成，没有充分调动起科研人员

撰写科技报告的热情和积极性，科技报告的学术

价值因此而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因此，应

尽快建立科技报告工作的激励机制，在科研人员

报奖、评定职称、申报项目等科研活动中将科技

报告作为一项考核指标，促进科技报告质量的不

断提升、科技报告资源的有序积累及使用，提高

研究起点，避免重复研究。

6.3 探索多层次、多角度的质量评价方法

探索构建多层次、多角度的科技报告质量评

价方法，不断提升质量评价效果。进一步细化科

技报告的评价指标，并调整各指标权重，确保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如成果转化及应用类

项目应偏重示范、推广、应用的考核评价。软科

学研究类项目偏重于相关研究方法及实证调研方

面的评价。产品研发类项目偏重于产品的试验、

试制、生产等的评价。平台类项目偏重于平台建

设与发展情况的评价。人才类项目偏重于人才培

养与队伍建设情况的评价 [10]。除了管理机构给出

的格式评价和技术专家给出的内容评价外，还可

让同行技术人员、社会公众等不同角色从不同角

度对科技报告质量进行评价，全方位、多角度的

评价能够有效避免专家评价的片面性，确保评价

结果的客观、公正、有效。

7 结语

本文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为基础，从技术内

容和文本格式两方面初步构建了科技报告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并以陕西省为例对报告文本格式的

评价指标进行检验，从质量评价的全流程、全要

素出发，提出控制好每个环节，建立健全科技报

告质量评价的关联机制、反馈机制、激励机制等

管理机制，探索多层次、多角度的质量评价方法

等建议。本文尚未对报告技术内容的评价指标进

行实践检验，下一步将结合科技报告工作实践，

邀请有关专家开展技术内容评价指标的检验及修

正，进一步完善各项指标及权重，提升质量评价

的合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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