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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成果管理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对科研工作的部署、科研计划的决策等科研管理活动具有反馈

作用。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引导下，我国在科研领域持续增加投入力度，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管

理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利用信息化手段管理大量科研成果，可以提升管理效率，在新的成果管理模式下，将更

易体现成果管理的价值。本文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为例，探索成果管理的价值以及管理方式，浅析成果管理信息化

的优势，通过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的运行与应用，简化工作流程，提升科研成果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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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a crucial par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brings feedback to work plan and decision mak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utcomes coming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The informat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can greatly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e new management model can help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This paper will cast an eye on the value and management methods of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and explore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The case of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will 
be studied to analyze the nee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introduce the design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discuss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s data association. By putting the system into practice, 
the work procedure can be simplified and a higher level of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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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科研成果”，一般是指以论文、论

著、科技报告、专利等作为科研项目研发取得的

成果 [1]。科研成果评价、科研竞争力、科研质量

评价体系等评价分析方法 [2]皆以科研成果作为重

要的评价对象，并将评价结果作为有效的反馈意

见供科研决策者和管理者参考 [3]。在英国实施的

“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评价体系中，评价指标占比最高的是成果

产出指标（高达 65%）[4-5]。因此，有效地管理科

研成果已成为科研成果评价的前提。随着我国在

科研领域加大投入力度，科研环境不断优化，科

研经费逐年增长，科研成果产出量日趋庞大，管

理科研成果也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计量科学作为国家的重要技术基础，其科

研成果具有前瞻性、基础性、公益性和国际性等

特性，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本文将结

合国家计量院科研成果管理内容及管理特点，分

析其科研成果管理方法，精细化管理需求 [6]，实

现科研成果数字化转型，提升科研成果的管理水

平。

1 科研成果的管理

1.1 成果管理的内容

国家计量院是国家最高的计量科学研究中

心和国家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瞄准国际计量科

学前沿开展科学研究，产生了大量高质量的科研

成果，具有成果数量大、专业覆盖全面、基础研

发和技术应用相结合等管理特点，在国家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

作用。结合国家计量院专业特点及其科研项目特

点，其科研成果的类型主要有论文、论著、科技

报告、专利、软件著作权、科学技术奖励、个人

或团队荣誉称号、测试报告、成果鉴定证书、成

果评价证书、项目验收证书等。总体来看，计量

科研成果偏向于基础性、探索性、先行性。其成

果主要体现为高精度测量能力及实现测量能力的

方式方法。计量科研成果因其精度要求苛刻、量

值传递需求、专业覆盖全面等而形成了相对独立

和系统性的成果类型。国家计量院每年度各种类

型的科研成果以部门为单位集中收集纸质材料，

进行统计记录和归档存储。

为便于对科研成果信息化管理，在对成果数

据进行储存与统计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以下 3 个

方面的管理：一是对科研成果进行整理、凝练与

挖掘，发现成果价值，并针对计量科学成果特

点，记录测量校准能力提升的时间轴。二是对

科研成果进行数据关联与分析，反馈科研产出效

率，为科研管理者提供参考数据，以便决策科研

方向。三是对科研成果建立档案，优化科学家科

研档案。完善以个人、实验室、部门为单位的成

果数据，形成可查询和展示的成果数据报告，为

优化科研管理提供量化依据。

1.2 成果内容数据化

要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科研成果高效管理，

需要对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进行数据化，构建标

准化的科研成果数据结构。鉴于科研成果数据包

括各类型成果的不同维度信息，下文以国家计量

院的专利和论文为例说明成果数据化的优势。

（1）关于专利数据化的优势：国家计量院每

年的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100 项，利用每一条专利

成果数据下的细分数据字段，包括专利类型、专

利状态、发明人、专利代理公司、专利代理费

用、产生专利的研究课题等等。可以实现成果

数据关联管理以及经过历史数据迭代优化专利管

理流程及管理效率。例如关联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成果报送专利部分数据，降低人力成本及管理成

本；另外通过长期对专利代理公司的监测统计，

择优推选指定公司代理，实现提升代理服务的同

时提高经费管理效率。

（2）关于论文数据化的优势：根据科技部印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achievements data, 
data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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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

若干措施（试行）》的要求 [7]，鼓励发表“三类高

质量论文”。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本着少而精的

原则确定“三类高质量论文”的期刊和学术会议

范围。国家计量院每年以本单位前三作者发表的

文章近 500 篇，论文数据化对文章质量的监控、

本单位“三类高质量论文”的筛查以及每年期刊

会议范围的调整工作等提供了一个灵活的综合管

理平台。数据化的管理方式使得成果和项目紧密

关联，更利于梳理全流程科研管理细节，同时可

以根据国家政策，及时调整管理方式，有效落实

国家文件。

1.3 成果管理的应用

加强科研成果管理可以为研究人员的职称评

聘、科研业绩津贴、科技奖励等方面提供重要依

据及备案信息，也可以为科研管理绩效评估、档

案统计等提供相应的科研资料 [8]。以每条成果数

据为单位，各数据字段进行关联，可以生成多

维度的成果数据报告。如可以生成某位科学家

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数据报告，亦

可生成某个项目周期内的成果数据报告等。这些

成果数据报告既有利于科研管理者知悉各部门的

成果数据，也有利于科研人员总结成果材料。此

外，数据化的科研成果管理模式更利于成果宣传

并为成果转化提供成果储备平台 [9-10]。

2 科研成果管理数字化的设计

2.1 需求分析

根据科技部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管理的规定》，科研成果必须同时具备新颖性、

先进性和实用价值（或学术意义）。为筛选出满

足以上条件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

系统将通过数据字段的基本限制，备案有效科研

成果。此外，该系统还要实现以下基本目标：一

是对专利奖励等成果进行申请过程管理，实现申

报、公开公示、筛选等程序的流程化；二是对各

类成果进行实时数据录入与备案管理，通过自动

查重、信息简化等数据处理技术实现成果数据标

准化；三是对完成备案的成果数据进行数据关

联、建模加工，生成用户自定义的成果数据报

告，提供便捷的成果宣传材料或绩效评价量化依

据；四是形成一套科研人员、部门秘书、科技管

理人员等协同工作的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

国家计量院下设 16 个专业研究所，学科分

布广泛，产生的成果数量较大，成果形式多样。

通过总结近年来专利、论文、软件著作权、成果

鉴定 [11]或成果登记等成果管理经验，确定了成果

管理的对象类别，以及各类成果数据的数据结构

及成果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其中对象类别在系

统中分为奖励管理、论文管理、专利管理、版权

管理、成果登记 5 个模块。这 5 个模块管理的成

果类型见表 1。
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要实现以下模式的

并行管理：一是以个人和成果权属关系进行成果

标记管理；二是以时间轴线进行成果分层管理；

三是以研究所、实验室、个人等多维度进行成果

分布式管理；四是以项目、项目类型等为纽带进

行成果关联管理。图 1 是分布式管理关系示意

图，图 2 是关联管理关系示意图。

2.2 系统分析与设计

为实现系统对成果管理的新需求，需要获取

可靠准确的成果数据信息，并构建完整的成果数

据结构。图 3 是成果数据创建流程，其中“成果

管理”模块启动各类成果的录入流程，“任务管

理”模块控制录入流程中的审批流，“我的成果”

和“统计查询”分别面向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

表 1 各模块管理成果类型

奖励管理 论文管理 专利管理 版权管理 成果登记

国家奖励

省部级奖励

社会力量奖

团队荣誉

个人荣誉

中文期刊论文

外文期刊论文

中文会议论文

外文会议论文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国外专利

软件著作权

出版物版权

论著版权

电路板设计版权

科技报告

测试报告

鉴定证书

评价证书

验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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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输出成果数据，“字典维护”约束成果数据录

入的标准化。结合以上模块构建完整有效的成果

数据资源。

从成果数据录入到完成备案都是在业务系统

内进行的 [12]，业务系统参与人员及各阶段任务如

表 2 所示，成果数据录入及审批流程共分为科研

人员（项目负责人）、研究所领导、科研管理人

员三级，研究所秘书协助参与流程。

充分利用数据仓库技术进行成果数据集成，使

用ETL（Extract-Transform-Load）工具从业务系

统抓取并清洗数据。在SQL Server数据库中设计

元数据结构，构建事实表和维度表 [13-14]。通过构

建的层级维和变化维等维度表实现成果数据的分

层和分布式管理，通过主键和外键的表关联实现

成果标记管理及关联管理。完成备案的成果数据

之间有复杂的关联关系，通过成果数据中的具体

数据字段建立关联关系 [15]。图 4 为数据字段关联

示意图。

2.3 成果数据可视化

将系统中数据的各个属性值以多维数据的

形式表示，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观察数据，利用详

尽的数据资源及数据可视化工具（如润乾报表工

具）[16]可以生成国家计量院自 2000 年以来各维

度检索的成果数据报告。表 3 为成果数据基本字

段表，图 5 为成果数据检索界面，图 6 为专利数

据图表。

图 1 分布式管理关系示意图

 图 2 关联管理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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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果数据创建流程图

表 2 成果数据备案过程参与人员任务表

角色 奖励申请阶段 奖励数据维护 论文数据录入 专利申请阶段 专利数据维护 版权数据录入 成果登记

科研人员 提出申请 维护数据 录入数据 提出申请 维护数据 录入数据 录入数据

研究所秘书 - 协助维护数据 协助录入数据 - 协助维护数据 协助录入数据 -

研究所领导 审批后自动公示 - 批量审批 审批 - 批量审批 批量审批

科研管理

人员
- 审批完成备案

批量审批完成

备案

审批代理合同

盖章

批量审批完成

备案

批量审批完成

备案

批量审批完成

备案

3 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效用

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经过需求分析、设

计研发、宣贯培训上线已稳定运行。通过历史数

据录入及运行期间实时数据录入，系统完成上万

条有效成果数据备案，平均每条成果数据有十几

个字段，其应用成效显著。

3.1 成果数据录入精准化

成果数据创建过程是一套面向用户的业务系

统，所有成果数据通过标准界面录入，大部分字

段通过字典维护确定固定选项范围，同时加入审

批流，保证录入数据的标准化和精准化。科研人

员和科研项目等基本信息从系统数据库调取；成

果名称等主要字段设置自动查重校验；同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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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字段关联示意图

表 3 成果数据基本字段表

奖励成果数据 论文成果数据 专利成果数据 版权成果数据 成果登记数据

奖励类型

奖励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年度

获奖时间

奖励等级

荣誉称号

获奖证书

主要完成人

产生奖励项目

颁奖单位名称

……

文章名称

文章作者

通讯作者

关键字

发表刊物名称

发表会议名称

刊物类别

产生文章项目

收录情况

收录日期

文章原文

……

专利状态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国别

申请经费来源

代理费用

代理公司

产生专利项目

专利权人

发明人

专利证书

……

版权类型

版权名称

版权登记号

出版 ISBN号

出版国别

产生版权项目

版权登记时间

出版时间

著作权人

权利范围

版权证书

……

成果登记名称

科研报告附件

科研合同附件

成果登记时间

项目完成人

验收证书附件

科研成果附件

设计文件图纸

关键工艺附件

原始数据记录

其他相关材料

……

数据录入后将在每个成果完成人账号下的“我的

成果”目录中显示；成果登记采用电子签章，登

记号自动生成。以上系统设计的细节避免了数据

手动输入和成果数据的重复录入，减轻了科研人

员的工作量，强化了成果数据录入的灵活性，提

升了成果数据的准确性。

3.2 成果数据备案高效化

相对于传统成果数据定时定点的统计方法，

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实时统计过程，产

生的成果可随时启动录入流程，并且记录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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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等成果的申报过程。科研管理人员不再介入

纸质材料整理与线下统计工作，而是审阅系统中

成果数据及上传材料的完整性，在减少管理人员

工作量的同时提升备案效率。对于科研人员来说

缩短了个人成果备案时间，自动整理得到“我的

成果”目录。系统的运行实现了国家计量院成果

数据备案高效化。

3.3 成果数据应用多元化

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将

进一步推动成果数据的多领域应用。对于研究人

员，涉及个人成果总结、研究履历、职称评定、

项目申报等，该系统可以提供成果电子档案作为

有效的佐证材料。对于研究所及相关部门，其评

估团队及研究人员的产出效率、个人绩效，该系

图 6 专利数据图表

图 5 成果数据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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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能够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对于国家计量院，

在研究所考核、年度总结、5 年科技规划等科研

管理活动中，该系统可提供专业研究所、团队、

个人、不同项目类别、不同时间周期等自定义多

维度的成果数据报告，为决策科研活动提供参考

数据。

4 结语

科研成果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结果和产出。针

对科研成果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等特点，本文结

合科研管理新需求，研究分析国家计量院的成果

特点，具体实现了一套可靠高效的科研成果管理

模式。经过实践验证，得出以下经验。

（1）利用信息化准确、可靠、高效、便捷等

优点，结合成果管理的特点，围绕新需求和国家

政策设计科研成果管理系统，同时开发数据可视

化功能，在科研成果管理的过程中，让信息化技

术充分发挥能效。

（2）科研成果管理的最终目的不是成果定量

统计，而是在保证数据可靠的同时实现成果评价

的定性分析，科研成果管理信息化系统为成果评

价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及材料。定量与定性的评

价可以提供科研管理者反馈信息，进而调整管理

政策，提升高质量成果的产出。

（3）成果管理系统在成果宣传、成果转化

等方面充当基础成果数据平台及成果储备库的作

用，在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优化科技评价

制度、汇交科研数据 [22]等国家新政策方面将起到

数据比较、筛选、分析引用的作用。科研成果管

理信息化系统的应用为潜在的科研政策和管理需

求提供了迅速应变的可能性。

（4）经过对计量相关成果进行数据化管理，

形成一个成果资源共享平台。该平台不仅在成果

的管理、总结、分析等方面提供便利，还可以和

计量数据中心，计量基标准业务平台等其他科技

数据资源进行数据交换，提供更全面的计量支撑

与更高效的服务水平，是对成果资源多角度利用

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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