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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比分析各地方政府、机构发布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现状与特点，为我国各科学数据主管

单位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以收集到的11份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为对象，运用内容比较分析法，从政策总

体要求、管理架构、科学数据管理模式、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保密与安全、评价考核制度等多层面对文本内容

进行分析。《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具有形式规范并注重与相关政策法规的协同、形成科学数据中心为载体的多

级管理架构、科学数据管理模式化、突出管理和服务平台作用、强调数据保密和安全管理和重视考核评价制度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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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Policy" in China, and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by various scientific data authorities in China.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content comparis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11 scientific data policies collected from 
the network, from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olicy (including overall requirements, managemen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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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学数据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战略性资

源，是科学发现和知识创新的重要依据与基石 [1]。

近年来，美国 [2-3]、欧盟 [4-6]、英国 [7-8]等国家发

布多项科学数据管理政策，我国科研人员从不同

维度进行了研究分析 [9-12]，并在科学数据的管理

与应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13-15]。但是，我国科

学数据工作还存在实践先于政策 [16]等情况，缺少

科学数据的政策体系和系统管理指导。面对当前

科技创新对科学数据管理的需求， 2018 年 3 月国

家颁布了《科学数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17]，标志着我国正式在国家层面加强和规

范科学数据管理工作 [18]。此后，一些省市制定并

发布了实施细则。

通过以“《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和“科学数据管理与

开放共享”为检索词，在互联网上搜集到《办

法》实施细则类政策文件 11 份（截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每一份文件以官方正式文件（政府文

件发布网址以 .gov.cn结尾为准），如表 1 所示。

本文拟参照《办法》，对已发布的这些科学数据

管理实施细则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从多视角、

多维度分析政策文本的差异性，总结其特点。

1 实施细则文本分析

1.1 总体要求

11 份实施细则定义了政策整体目标和制定依

据，列出了与本细则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从

科学数据的内涵与范围、政策适用科技活动场景

两个角度对适用范围进行界定：（1）科学数据的

内涵与范围，除陕西省外，10 份细则完全继承

《办法》定义。此外一些细则略有补充，如安徽

省增补了“数据类型包括但不限于音频、视频、

图片、表格、文字”，湖北省定义了“科学数据

管理，包括科学数据采集（征集）、加工、保存、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model,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latform, confidentiality and 
security,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etc.)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the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Polic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mal standardization, emphasizing the coordination with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ming a multi-level management framework based on scientific data center, modeling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latform, emphasizing data 
confidentiality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as well a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rules, scientific data policy,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表 1 2018 年 3 月—2019 年 3 月正式发布的实施细则

序号 发布机构 政策 发布时间

1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21] 2018 年 8 月 2 日

2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贯彻落实《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2] 2018 年 8 月 17 日

3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23] 2018 年 8 月 29 日

4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24] 2018 年 9 月 28 日

5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25] 2018 年 11 月 1 日

6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办法》[26] 2018 年 11 月 18 日

7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数据管理办法》[27] 2018 年 11 月 20 日

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科学数据管理实施办法》[28] 2018 年 12 月 24 日

9 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科学数据管理实施办法》[29] 2019 年 1 月 17 日

10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30] 2019 年 2 月 11 日

11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31] 2019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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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交、共享与利用等内容”。（2）政策适用科技

活动场景主要包括 3 个方面：政府预算资金支持

的科学数据活动、社会资金支持的科学数据活

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从事科学数据相关活动。

实施细则所明确的科学数据管理原则与《办

法》精神内核完全统一，其中 8 份细则继承“科

学数据管理遵循分级管理、安全可控、充分利用

的原则”，其余政策则根据实际情况略有扩展，

中国科学院规定“科学数据工作遵循统筹协调、

规范管理、安全可控、持续发展的原则”，陕西

省规定“统筹规划、分散自建、数据共享、安全

可控”，内蒙古自治区在《办法》定义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调“谁拥有谁负责、谁开放谁受益”。

1.2 管理架构

1.2.1 管理机构体系

《办法》确定了全国科学数据管理工作分工

负责、权责明晰的科学数据管理机制，9 份细则

定义了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主管部门、法人单

位和科学数据中心组成的四级管理机构体系（图

1）。
（1）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承担宏观管理和综合

协调的职责，具体负责以下 4 个方面的工作：政

策和标准规范制定，规范管理开放共享和评价考

核，指导科学数据中心建设，负责科学数据网络

平台建设和数据维护。湖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增

加了“指导科学数据资源目录编制工作”。

（2）主管部门作为实施主体，主要工作包

括：建立健全科学数据管理规章制度，指导法人

单位加强和规范科学数据管理，负责科学数据定

密工作，统筹规划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建立激励

机制并开展所属法人单位考核评估。部分细则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整和补充：陕西省为加强

政策落实，将激励机制改为奖惩机制，并详细规

定了考核内容“科学数据采集、加工、汇交、开

放共享、安全保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科学

院对院机关 8 个职能部门进行了详细工作职责规

定；甘肃省未提及科学数据定密和科学数据中心

统筹规划；云南省略去了考核评价。

（3）法人单位作为责任主体，主要工作包

括：建立健全本单位科学数据相关管理制度；制

定有关标准规范进行科学数据采集生产、加工整

理和长期保存；负责科学数据保密和安全管理工

作；建立科学数据管理系统，公布科学数据开放

目录；软硬件设施等条件、资金和人员保障。此

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和江苏省增加了科

学数据或相关汇交计划的审核机制，且广西壮族

自治区增加规定数据结构化加工（电子表格化和

数据库化）和数据生产者的业务培训工作。

（4）科学数据中心作为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共

图 1 管理机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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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重要载体，主要工作包括：负责科学数据的

整合汇交，科学数据的分级分类、加工整理和分

析挖掘，实现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保障科学数据

安全，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等。此外，黑龙江省

提出建立科学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湖北省提出建

立数据安全审查机制、保障科学数据安全安全存

储和异地备份；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建立健全有

关技术规程，编制相关领域科学数据统计分析报

告；安徽省、江苏省和中国科学院明确提出建立

门户网站；甘肃省规定提供科学数据管理工作的

技术支持，并出具项目数据汇交证明。

1.2.2 科学数据中心体系

有 6 份细则提出依托法人单位或科研机构建

设科学数据中心体系，承担具体的科学数据管理

工作。其组织形式多样，按照层级结构划分为 3
类：两级数据中心体系、三级数据中心体系、四

级数据中心体系。

（1）两级数据中心体系。甘肃省设立“省

级科学数据中心—分科学数据中心”；广西壮

族自治区设立“云长制”、推动科技云建设，形

成“自治区数据中心—分数据中心”的一体化数

据管理和服务体系；内蒙古自治区设立“自治区

科学数据中心（一级）和其他科学数据中心（二

级）”。

（2）三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科学院规定

“科学数据中心体系由总中心、学科中心、所级

中心三类组成”，并详细定义了各中心之间的关

系和职责，如总中心侧重技术支持、学科中心侧

重学科领域数据的分析挖掘和深度应用，所级中

心侧重法人单位的数据汇聚和质量控制；安徽省

规定“建设一个省科研领域科学数据中心，培育

建设若干个省行业领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市建设

本地区科学数据中心”，形成一体化的全省科学

数据中心体系。

（3）四级数据中心体系。黑龙江省提出了

“省科学数据中心—部门科学数据中心—地方科

学数据中心—单位科学数据中心”的科学数据中

心体系。

1.3 科学数据管理模式

按照章节设置和要素构成，所有政策明确的

科学数据管理模式可以总结为两类：全生命周期

管理模式和P2P（从项目到论文）管理模式。

1.3.1 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

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主要包括科学数据采

集、汇交、保存、共享和利用 5 个关键节点，11
份政策围绕上述内容提出了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

管理模式（图 2）。
（1）科学数据生产和采集阶段。《办法》要

求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组织开展，确保准确性和可

用性，强调标准规范、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云南省增加规定“使用区块链等进行数据采集和

管理”。陕西省提出明确目录格式以及元数据标

准。

（2）科学数据汇交阶段。11 份细则均要求

图 2 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



·专题研究：科学数据管理·高瑜蔚等：《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比较研究

─ 5 ─

建设科学数据汇交制度。首先是项目数据汇交，

要求从国家财政支持和社会资金支持两个来源角

度明确各级科技计划科学数据汇交制度和汇交方

式。细则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科技报告制度（湖

北省）、要求提交数据成果清单和要求、汇交单

位、凭证等（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

省）；二是汇交情况列入立项依据（安徽省、陕

西省、湖北省）。其次是论文关联数据的汇交，

11 份细则提及了论文关联数据的汇交管理，其中

有 9 份是对《办法》的完整继承。中国科学院在

此基础上规定了汇交方式、流程和管理主体等详

细举措，云南省删除了相关规定。

（3）科学数据保存阶段。有 6 份细则继承了

《办法》相关规定，明确要求“法人单位应建立

科学数据保存制度，配备数据存储、管理、服务

和安全等必要设施，保障科学数据完整性和安全

性”。

（4）科学数据共享阶段。有 10 份细则定义

共享原则“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中国

科学院在多年科学数据工作基础上创新提出了

“分等级、可发现、可访问、可重用”四大原则；

在科学数据共享分类方面，黑龙江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规定分为无条件共享、有

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三类；广西壮族自治区、安

徽省明确了共享服务方式；11 份细则在数据共享

目录发布、分类分级管理、科学数据出版、收费

管理等方面基本继承《办法》规定。

（5）科学数据利用阶段。细则均规定“在论

文发表、专利申请、专著出版等工作中注明所使

用和参考引用的科学数据”，相关费用根据程序

进行收取。安徽省增加了数据具体使用方式的规

定“使用时需要提交申请，说明使用的目的、范

围、方式、自身资质能力等内容”；湖北省要求

“提供书面使用承诺”。

1.3.2 P2P管理模式

不同于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中国科学院

在项目数据和论文数据的汇交管理方面单独各

设立一个章节进行细致规定，笔者将之称为P2P
（Project to Paper，从项目到论文）管理模式（图

3），通过对科学数据的生产源头和成果输出两个

关键节点的把控实现科学数据的管理。

在我国，财政经费支持的各类科技项目

（Project）是科学数据的重要产生依托，中国科学

院单独设立第三章“科技项目科学数据与管理”

列明 4 项条款，明确提出“科技项目数据管理计

划作为项目立项的必要条件，列入项目评审内

容”，并规定了 4 个方面内容：科技项目数据管

理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定位；科学数据整编和质量

控制的要求；项目数据汇交机制和汇交要求；院

内与国外合作产生的数据根据是否在境内产生分

为两类，并明确对应汇交要求。

科学数据是学术论文（Paper）的重要支撑，

相关数据具有很高的重用价值。中国科学院单独

设立第四章“论文关联数据汇交与管理”对三类

主体提出明确要求：科研人员应及时汇交和共享

科学数据；院属期刊应逐步建立论文数据汇交机

制；法人单位需要管理和备份本单位的论文关联

数据，并对科研人员的论文关联数据情况进行考

图 3 “P2P”科学数据管理模式

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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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政策尤其强调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数

据应当汇交。

1.4 管理和服务平台

《办法》规定建立和运行“科学数据网络管

理平台”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11 份细则均

包含相关规定，但存在较大的名称差异。本文统

称科学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简称“管理和服务

平台”），将从分类和职能两个角度展开分析。

1.4.1 平台架构

管理和服务平台共有三级三类，分别由四类

主体参与建设和维护，详见图 4。
（1）科学数据网络管理平台（或称“科学数

据共享交换服务系统”）：有 7 份细则明确规定由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统筹，主管部门具体落实，负

责数据汇交和数据资源目录发布。从上层设计来

看，细则对平台相关功能进行了整体部署并提出

了相关的要求。云南省规定“构建由不同部门、

不同学科领域科学数据组成的全省科学数据管理

共享服务系统”；江苏省规定除平台建设和数据

维护外，还要“与省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进行对

接和数据共享交换”。

（2）科学数据管理系统：有 7 份细则明确规

定由法人单位负责建立，发布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目录并开展共享服务。湖北省规定有些不具备条

件的可依托上级单位的数据共享交换服务系统展

开工作；安徽省和甘肃省由法人单位承建的科学

数据管理系统承担科学数据管理工作，未设立省

级科学数据网络管理平台；中国科学院将数据中

心体系和平台体系建设相结合。

（3）科学数据共享服务门户网站（又称“科

学数据开放共享技术平台 /服务系统”）：有 3 份

细则规定由科学数据中心负责建设和运维。如中

国科学院规定“科学数据中心应建立科学数据开

放共享的技术平台和服务系统；总中心建设运行

全院科学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学科中心构建数据

开放共享服务平台、数据挖掘分析与学科应用平

台”。安徽省规定“省科研领域科学数据中心及

省行业领域科学数据中心应建立科学数据共享服

务门户网站，面向公众提供科学数据在线检索、

摘要浏览等服务。公开发布科学数据共享有关的

标准规范和管理规定；提供与各专业网站、国家

科学数据中心以及其他国内外知名数据服务网站

的纵向横向链接等”。

1.4.2 平台职能

（1）管理和服务平台参与科学数据全链条

管理。在科学数据管理全过程中，平台在数据

采集、保存、汇交、共享、利用和安全等方面

发挥作用。湖北省系统定义了省科学数据共享交

/

/

图 4 管理和服务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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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服务系统的六大功能：发布省科学数据资源目

录；接收汇交各类科学数据；根据科学数据属性

分类管理；按照统一标准规范整合数据，实现数

据资源物理存储、逻辑集成、统一访问和共享服

务；集成一批面向主题领域和面向应用场景的数

据库，为社会提供一站式、集成的数据资源发

现、检索、下载或接口交换功能；建立健全科学

数据资源共享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护

措施，保障科学数据共享交换时的数据安全。

（2）管理和服务平台在数据汇交阶段承担重

要职责。有 6 份细则规定科学数据汇交到科学数

据网络平台。黑龙江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

和江苏省规定在“统一政务网络和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的基础上开展本部门（地区）的科学数据汇

交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规定“科学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完成全区各级数据中心数据汇交的互

联互通工作，实现多源异构数据汇交”；湖北省

规定“法人单位和相关领域的省级科学数据中心

应按有关要求将自行采集的科学数据向省科学数

据共享交换服务系统进行汇交”。

（3）管理和服务平台是数据共享和利用的

主要途径。《办法》规定法人单位“建立科学数

据管理系统，公布科学数据开放目录，推进科学

数据开放共享”。有 8 份细则明确了管理和服务

平台的共享和利用职能。陕西省提出“实现跨部

门、跨地区、跨学科的科学数据网络共享”并指

出“接入陕西省科技管理服务一体化云平台并面

向社会和相关部门开放共享”；安徽省规定“面

向公众提供科学数据在线检索、摘要浏览等服

务”；云南省提出和省政务服务平台的对接和共

享；广西壮族自治区规定全区各级数据中心之间

应通过广西科学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交换数据，促

进法人单位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同时平台应向

社会提供可公开性科学数据的开发应用接口。

1.5 保密与安全

由于科学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因

此科学数据的保密与安全成为所有政策的必备要

素。数据保密和安全管理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的内容：（1）建立涉密科学数据管理与使用制

度，覆盖全流程，对制作、审核、登记、拷贝、

传输、销毁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明确对外合作

中的数据过程管理，要求签订保密协议。（2）加

强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定一系列科

学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同时加强数据下载的认

证、授权等防护管理。（3）建设网络安全管理机

制下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防护体系、完善数据

管控、行为追溯等管理措施，健全防篡改、防攻

击、防病毒等安全防护体系。（4）建立应急管理

和容灾备份机制，实现异地备份。

有 3 份细则提出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中

国科学院规定“不同等级数据按照不同标准备

份、重要数据多份异地备份，各类数据中心定

期对备份数据进行应急演练”；湖北省明确指出

“应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建立健全

并严格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完善科学数据运行管

理维护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定期开展预案应急

演练，确保科学数据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安徽省规定“对科学数据信息系统进行等级保护

和分级保护”。

1.6 评价考核制度

有 9 份细则明确规定建立评价考核制度，文

本描述基本继承了《办法》的相关条款。为确保

科学数据管理政策相关举措能顺利实施和持续发

展，部分细则充分考虑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实际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加以保障，如匹

配相应的经费支持，建立监督机制等，以达到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目的。

其中，有 2 份细则在《办法》的基础上从

评价流程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具有如

下两个特点：（1）明确了评估主体、考核机制和

引导方向。中国科学院明确评估主体和相应支持

“院网信办会同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对中国科学院

科学数据中心建设运行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

给予相应支持”，同时规定“院属法人单位应当

将数据论文列入成果统计和晋升考核”，并鼓励

“创办数据论文期刊”。湖北省规定科学数据中心

实行动态管理，由省科技厅开展考核评估工作。

（2）详细定义了评估指标，更具备实际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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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提出制定科学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

明确该省科学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完整

性评价、一致性评价、准确性评价、及时性评

价、合法性评价”。

2 实施细则的特点

2.1 政策形式规范，注重与其他政策法规的关联

与协同

所有细则从格式和章节设置上继承了《办

法》，体例完善，内容详细，形成从中央到地方

政策的体系化。主体包含总则、职责、采集汇交

与保存、共享与利用、保密与安全、附则等。一

些科学数据管理基础较好的省份在章节上有所

探索和突破，如安徽省重点关注科学数据中心建

设和数据汇交并单独设置章节，明确科学数据中

心分类、职能和建设要求，强调数据汇交的重要

性。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则将保障机制单设章

节。

政策的基本信息包括政策目标、政策适用范

围、相关术语定义、适用范围等，11 份细则在总

体目标上保持高度一致，同时注重与其他政策法

规的关联与协同。这些政策法规为科学数据管理

与共享提供法律和理论依据，有助于隐私保护、

知识产权、安全保密等政策纳入科学数据进行完

善修订，也为科学数据管理政策实施提供支撑和

保障。

2.2 权责明晰，形成科学数据中心为载体的多级

管理架构

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科学数据管理工作分

工明确、权责明晰，形成了以政府部门领导，主

管科技部门分制，责任部门承担，科学数据中心

实施的科学数据管理机构体系。部分省市、机构

的政策在此体系上有所创新，进行了前沿探索。

如中国科学院在“落实主体责任，创新管理机

制”总体要求下，建立了五层管理机构体系，在

四层管理机构体系上增设由中国科学院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作为全院科学数据工作的领导

和决策机构，负责顶层设计、统领全局工作。广

西壮族自治区在角色定位上较有特色，设立科学

数据管理委员会承担宏观管理和综合协调工作，

科学数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实施主体，同时

在四层体系外还设立了广西科学数据管理专家委

员会承担专业化技术咨询、决策参考和培训服务

的相关工作。

此外，科学数据中心作为载体，其建设重

点关注以下 3 个方面的内容：（1）进行体系化探

索，形成层级分明、责权利清晰和服务对象明确

的一体化数据管理和服务体系。（2）明确职责和

责任单位，建立切实可行的建设规范和流程。如

湖北省明确提出科学数据中心建设流程“形式

审查、专家评审、现场考察、公示等程序联合开

展”。（3）落实相关的保障和支撑，如经费支持

和考核监督制度等。

2.3 践行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数据管理模式

科学数据管理模式主要围绕科学数据全生

命周期展开，重点关注内容是：采集阶段建立

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用性；汇交阶段建立科学数据汇交制度，并

从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两方面展开对项目数据

和论文数据的汇交工作，明确汇交方式和汇交

机构；保存阶段建立科学数据保存制度，配备

数据存储、管理、服务和安全等必要设施；共

享阶段规定编制科学数据资源目录、利用数据

管理和服务平台进行共享服务、明确科学数据

分类分级管理、鼓励科学数据出版与传播；利

用阶段要求科学数据使用者对科学数据进行规

范引用、特定场景和需求下可进行费用收取，

鼓励形成有价值的科学数据产品，开展增值服

务。在此基础上，各省市 /机构根据自身特色创

新科学数据管理模式，例如中国科学院进行了

“P2P”管理模式的探索，以实现科学数据管理

工作的稳步推进。

2.4 提高标准和规范意识，加强平台建设

细则中多次提及标准规范，表明我国科学

数据管理工作提高了标准和规范意识。体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1）科学数据生产和采集过程强调

标准规范，要求建立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按

照统一标准规范整合数据；（2）在数据汇交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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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相关标准，加强对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的科

学数据的可操作性；（3）科学数据共享需制定有

关的标准规范和管理规定，包括数据资源目录格

式、科学数据共享标准等；（4）在平台建设方面

定义建设标准和接口标准，实现多平台体系化建

设和互联互通。

管理和服务平台是科学数据共享的重要方

式，主要用于科学数据信息发布和网络管理。建

设重点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完善平台的功

能，有效及时更新数据，发布科学数据资源目录

等公开信息，建立完善的沟通交互机制；（2）加

强平台数据汇交职能，同时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

和安全保障；（3）建立科学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

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各级科学数据中心之间、省

级和国家平台之间的联通。

2.5 强调数据保密和安全管理

《办法》始终把确保数据安全放在首要位

置，对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科学数据如何把握

好开放与保密的关系，作了原则性、政策性的规

定 [32]。目前所有细则的相关规定基本全部继承

《办法》条文，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加

强。

数据安全是科学数据管理和应用的基本保

障，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各地方政府或机构可

以结合本地实际借鉴先进经验。如澳大利亚发

布的《信息自由改革法修正案》[33]《隐私修正

（提高国民隐私保护）法》[34]以及新加坡发布的

《个人数据保护法》[35]等。在涉密数据管理上，

相关细节可参照我国近年来相继修订和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系列法规。

当前全球网络安全形势仍然严峻，个人信息

与商业数据遭遇大规模泄露与违规利用，针对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恶意网络攻击频发。因此，加

强科学数据安全管理并落实细节成为政策中的重

要内容。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规定，结合《办法》要求，落实建立涉密科学数

据管理与使用制度、建设网络安全管理机制下

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防护体系、建立应急管理

和容灾备份机制，以鼓励创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实现防范泄露科学数据、侵犯国家安全、危

害网络安全的行为。

2.6 重视评价考核制度

评价考核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科学数据管理目

标的实现，因此科学和专业的考核评价管理体系

设计非常必要。总体来说，细则重点从以下两个

方面推进相关工作：（1）明确评估主体和考核对

象，设计运用一套系统的制度性规范、程序和方

法进行评价，建立考核机制。如黑龙江省进行了

一定探索，一方面由法人单位、科学数据中心按

照年度对数据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自评，另一方面

主管部门可通过用户评价、系统在线测评等方式

对所属法人单位、数据中心进行考核。（2）结合

自身特色制定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绩效考核

评估工作。2018 年国家标准《信息技术数据质量

评价指标》（GB/T 36344-2018）正式发布，为相

关工作提供了参考。

3 结语

总之，我国地方政府和机构逐渐开始重视科

学数据管理政策的价值和意义。从正式发布的科

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可以看出，11 份细则具有形

式规范并注重与其他政策法规的关联与协同、构

建以科学数据中心为载体的多级管理架构、创建

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数据管理模式、提高标准规

范意识、加强平台建设、强调数据保密和安全、

重视评价考核制度的特点。从目前的样本文本分

析中发现，各地方政府 /机构的科学数据管理前

期基础不同而各有特点：如中部东部省市的政策

内容相对更加完善，以湖北省、安徽省为代表，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机构设

置上具有特色，成立了广西科学数据管理专家委

员会等非实体法人机构；云南省和云南省昆明市

将热点技术纳入政策条文中；中国科学院的政策

文本与其他细则差异最大，机构层级达到五层，

内容详实多达 10 页，具有科研机构的特色，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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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该机构的科学数据工作管理需要。而受限于样

本数，很多细节分析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同时相关政策还有可拓展空间，例如数据权益如

何划分、网络安全如何落实等，以上问题都值得

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大数据时代，加强科学数据的管理和开放成

为数据开发利用、满足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良

策，我国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的制定与实施尚

处于起步阶段，对《办法》实施细则的分析不仅

仅提供了政策制定参考，更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政

策观念、推动科学数据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最

终实现科学数据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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