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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建立起了一条从本底资料收集到信息汇聚共享的重要科技资源供给通道，成为

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源头活水”。但是科技基础资源涉及的学科领域多样且资源调查数据生命周期较长，因此

准确把握其数据流动特征、有针对性地加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的评价和管理已成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有力实施和

提高成效的关键。在分析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定位和特征的基础上，挖掘科技基础资料采集、加工整理、汇交保存

到共享应用各阶段对科技管理措施的要求，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方法，构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评价模

型，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科学管理和提升成效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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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amental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Program has established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flow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hysical 
background data to the convergence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iving water” for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Due to the diverse subject areas and the long life cycle of the flo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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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础研究是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

获取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活动，是科

技创新的源头活水 [1]。科技基础性工作是对基本

科学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进行系统考察、采

集、鉴定，并进行评价和综合分析，以探求基本

规律，推动这些科学资料的流动与使用的工作 [2]，

是科技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十一五”

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将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分为 3
类 [3]：一是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二是国家任

务的定向性基础研究，三是对基础科学数据、资

料等系统地进行采集、分析、综合等基础性工

作。因此，科技基础性工作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三

大类型之一。

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科技基础性工作

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欧美等国家的探

险家长期持续对南北极和青藏高原地区开展多学

科的综合科学考察，获得了一手资料。美国国家

水生资源调查项目（NARS）通过调查和统计，

评估全国沿海水域、湖泊和水库、河流和溪流以

及湿地的质量。加拿大启动了 2016—2021 年北

极区域环境研究计划（ARES），目标是研究未来

海上石油和天然气活动对北极地区的潜在环境和

社会经济影响。俄罗斯高度重视地理考察工作，

该国地理学会会长通常由国防部长兼任。在典籍

志书编研方面，2011 年由美国密苏里植物园等

牵头，开始编写世界在线植物志；丹麦正在牵头

编写泰国植物志。在工程材料领域，美国通过材

料自然环境腐蚀试验积累了大量材料环境腐蚀数

据，20 世纪 50 年代将试验研究范围扩展至全球。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开始本土系统的材料腐蚀

数据收集，为其高品质钢铁工业和防腐蚀新技术

发展奠定科学基础。在人口健康领域，美国于

1956 年通过《全国健康调查法》授权开展全国健

康调查，且于 1990 年国会通过《全国营养监测

和相关调查法案》。纵观国外科技基础资源调查

的现状，主要发达国家对资源的收集具有前瞻性

和计划性，而且科技资源收集的范围早已从本土

延伸到境外，收集的领域和类型也无所不及，丰

富的科技资源收集和积累助力其占领基础研究科

技发展的制高点。我国也长期重视科技基础性工

作，并通过科技项目等方式给予持续支持，还设

立了“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连续多年开展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工作。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支持的重点集中在考察调查与资料整编两大部分

内容。具体可再分为综合科学考察、专项科学调

查和科技资料整编。综合科学考察是对特定区

域或主体开展跨圈层要素的综合性资料调查、采

集、整编和科学规律分析，并形成结论。专项科

学调查是对特定区域或主体，开展专题要素的资

料调查、采集、整编和科学规律分析。科技资料

整编是围绕某项科学主题深度加工成统一表达，

形成典籍、志书、图集、报告等成果。科技基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amental resources, it is a key task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data flow 
and to enhance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is program in a targeted manner.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positioning of the Science & Technology Fundamental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Program, analyzes its flow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collation, remittance and preservation to the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mining deeper into the requirement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measures at each stage,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whole chain analysis,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spe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resources survey is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pe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resources survey.
Keywords: basic resear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amental work, resource investigation,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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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查专项实施以来，支持获取了大量具有重

要科学价值、长时间序列的原始数据和资料，保

存了为数众多的样品和标本，编制了一系列图集

图鉴和重要志书，为推动学科发展、科技进步和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4]。

尽管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和

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很大的差距，还不

能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对科技基础资

源不断增长的急迫需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社会的持续影响、国际地区冲突不断加剧、全

球资源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大等现状，原创性科技

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成为国家创新发

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我国倡议的新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正处于构建之中，对科技基础资源

的收集、挖掘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

新的需求牵引下，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要主动

适应，谋求新的发展，这就需要深入思考其特征

和定位及其在实施中的管理要求，有针对性地分

类加强其成果评价模式。

1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定位和特点分析

美国唐纳德·司托克斯 [5]基于巴斯德微生物

研究的案例，将科学研究依据是否具有基本认识

和实际应用两个特点划分成“象限四重图”。第 I
象限为由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称为波尔象

限。第 II象限为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如巴斯

德对发酵的研究解决了甜菜制酒的现实问题，被

称为巴斯德象限。第 III象限代表追求实际应用的

生活工作技能训练与整理试验，被称为爱迪生象

限。第 IV象限表示既没有基本认识，也没有明确

的实际应用目的，而是对一些特定现象或专题的

研究，被称为皮特森象限。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是面向科学目标和国家战

略需求开展的对自然本底数据和材料的获取、对

已有数据和材料的整理与编研等科技基础性工

作，其是“以实用为目的”和“以求知为目的”

的两大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源支撑。科技

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主要从事标准化、重复性、周

期性的调查工作，且调查人员要经过系统的培训

和训练，因此最接近于技能训练与整理实验（第

IV象限）。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存在面向天文、

空间、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的调查，也存在面向

国家生态文明、“一带一路”建设、区域高质量

发展、健康中国等国家需求的调查，以及面向交

通建设、材料腐蚀等工程领域的调查，因此与纯

基础研究（第 I象限）、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第

II象限）以及纯工程应用研究（第 III象限）都有

交集。但总体应用出口方向，集中在应用引发的

基础研究领域，即第Ⅱ象限（巴斯德象限），如

图 1 所示。

通过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与科学研究项目和行

业调查的对比（图 2）可知，科技基础资源调查

专项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特点。

（1）基础性。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围绕自

然本底信息和基础科技资源，开展第一手资料的

获取和已有历史资料的整编，面向科技界和全社

会开放共享，为学科发展、科技创新和行业领域

应用提供基础支撑。

（2）长期性。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对自然界各

要素开展持续性野外观测、周期性区域本底更新

以及长时序历史科学数据和资料整编，为揭示地

球系统长期演化规律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支撑。

（3）综合性。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覆

盖范围非常广，涉及地理、地质、地球物理、生

态、生物、农林、环境、大气、海洋、工程材

料、健康等多个学科领域。单一的行业调查数据

往往只局限在业务工作范围之内，不能掌握全

貌。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克服地理单元之间的行业

部门管理界限，促进跨行业部门的科学数据采集

和系统化整编。

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数据流动过程分析

2.1 资源类型划分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所产出的数据资源价

值代表性体现在数据库。数据库可分为资源型数

据库、研究型数据库与参考型数据库 [6]。这 3 类

数据资源特点也反映了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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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分别对应为资源增长型、应用导向型和标

准比对型。

资源型数据库是指那些数据资源规模大、数

据时空序列完整且覆盖面大，但缺乏特别针对性

的应用对象，而是面向普遍性的应用群体和领

域。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对地观

测领域的 12 个分布式数据中心 [7]，均是资源型数

据库。对应于此的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则

称为资源增长型的项目，即通过调查或资料整编

大量增长数据资源。针对资料空白区，则通过数

据资源采集来填补空白。针对周期性调查区域，

则通过资源增长来不断增加本区域的资源数量，

提高数据的长时间序列和数据可比性。多数科技

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具有此类特点，如冰川、

冻土、湿地、湖泊、沙漠等周期性调查和资料积

累等。

研究型数据库是指通过某个项目研究所产

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一般只经过有限的处理，通

常只为特定的应用目标服务 [8]。在科技基础资源

调查专项中存在这类以特定的应用目标和研究群

体的项目，即应用导向类的项目。如针对特定生

态脆弱地区的黄土高原生态系统与环境变化考察

项目、针对西北农业缺水的西北干旱地区农业经

济用水量调查专项、针对南水北调的水环境变化

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生物群落环境调查专

图 1 科技基础资源专项科学研究在巴斯德象限中定位

图 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与科学研究项目和行业调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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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等。

参考型数据库旨在为大范围应用提供标准

的数据支持，因此要求数据更为权威和规范，能

够成为数据对比的基线。典型的参考型数据库包

括蛋白质数据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基因序

列数据库GenBank等，其他同类数据能否发表要

先和这里的数据进行比对。相对应地，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项也有立典、立志和标准规范类的项

目。如中国地层立典剖面及若干断代全球界线层

型项目、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和中国植

物志的编研项目、中国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病学

图集编研项目等。

据不完全统计，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产出

研究型数据库、资源型数据库与参考型数据库的

占比分别为 26%、32%和 33%。这些数据资源在

经过早期分散阶段采集和加工，后期成果发表和

确权后，逐渐完成资源标识和价值确定（图 3）。
只有具有完整的科技资源标识和价值权益归属的

数据，才能具有科学数据开放、传播、流动和增

效的能力。

2.2 资源流动过程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的任务是获取各种科技

资源。这些资源通过科技管理的疏导，汇聚到各

类科学数据中心和资源库，形成全社会的科技基

础资源供给。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的数据内容覆盖

领域广，如覆盖了农业、林业、生物、地理、地

质、海洋、大气、健康、工程等诸多领域。这

些多样化的科技基础资源就像“毛细血管”一样

收集整理起来汇聚到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这个

“心脏”中，然后输送到各个行业领域“组织”

里，为整个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身体”

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能量。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的数据流动过程分为科技

基础资源采集、处理分析以及数据汇交（图 4）。
科技基础资源数据来源于地球系统和生物圈（含

人类活动）各要素，经过数据处理和分析后，得

到规范化和结构化的数据体。进而对数据实体进

行汇编、集成、统计，形成数据库、标准规范、

咨询报告、期刊文献等不同的成果形式。由于不

同项目面向的问题特点不同，科技基础资源调查

专项项目的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以资源增长为特

征的、以解决应用需求导向为特征的和以标准比

对参考型为特征的不同类型。这些特点不同的科

技基础资源均汇交到相应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或

资源库馆 [9]，并对外提供共享服务。

2.3 资源变化特征

科技基础资源的数据流动体现出以下 3 个方

面的特点：一是从无到有，即从无数据、暗数据

到有数据和开放数据；二是从分散、碎片和多样

化的数据向集中、规范和统一的数据资源转变；

图 3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数据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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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低值到增值的价值增加过程，数据资源的

价值和生产力得以提高。

（1）从无到有。这主要体现在资源空白的

地区。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很多地区缺少

资料、家底不清，呈现大量的空白区。这个期间

对西藏、华南地区、黄河中游、黑龙江流域、新

疆、青藏柴达木盆地盐湖、黄河及长江流域土壤

调查、华南和云南橡胶为主的热带生物资源、西

北地区治沙、青甘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南水北调、

内蒙古和宁夏等地区进行考察 [10]。在这个过程

中，产生大量的野外考察第一手数据，通过整编

积累成为重要的数据集、考察报告和地图资源，

·
·

·
·

·
·

·

·

·

·

·

·

·

·

·

····················

图 4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数据流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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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编制了各区域考察报告、全国 1:100 万土地资

源图和 1:100 万草场资源图等。

（2）从多样到统一。科技基础资源数据源

具有多源、多学科、多类型等多样化特征。以志

书为例，任何一部志书编修的数据来源都是多源

的，通常涉及国家或地方机构和考察团队等 [11]。

只有通过以上多来源资料的汇编、整理和加工

后，才能形成有科学依据、可以长期参考和标准

比对的基础资料。因此，典籍、志书、图集的编

研始终是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标志性成果

特色。

（3）从低值到高值。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所产

生的数据是具有价值属性的。随着数字经济的发

展，数据成为有巨大价值潜力的资源，各行各业

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收集、整理、汇编，加快挖掘

出更多有效信息服务于生活与应用 [12]。将原始分

散的数据进行专业的整理、加工、集成，挖掘数

据的价值、增加数据的可利用性、提取数据的有

效信息、提升数据要素的价值，成为当前的重要

的应用范式。因此，科技基础资源采集加工的过

程也是数据增值的过程。通常数据准确度和整合

度越高，其价值越大 [13]。科技基础资源数据价值

随数据流动的变化见图 5。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资

源，其价值曲线有一定的差异。标准比对型数据

短期内增长不高，但最终价值最大。应用导向型

数据是为具体应用而产生的，因此短期内价值提

升最快，但长期增值相对不大。资源增长型数据

价值居于中间，其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大，也具

有较大的价值。

3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成效评价模型的

构建

3.1 总体管理环节

适宜的成果评价手段不仅利于科技基础资源

调查专项提高效益，而且使得项目管理过程高效

且有章可循。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实施过程

中，伴随着数据的流动，其在不同阶段的管理和

评价内容是不同的（图 6）。在数据采集阶段，数

据离散程度较高，需要适应多源数据的采集和获

取；在数据处理阶段，要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规

范化，强调标准化和数据质量控制；在数据汇交

阶段，数据按统一规范进行汇交，并制备相应的

图 5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数据价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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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档和元数据说明，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

共享和应用。对于科技基础资源成效的评价主要

包括以下 11 个方面。

（1）数据数量评价，主要针对提交数据的数

量是否达到任务书中汇交量指标，以及在服务系

统中的数据公开共享率进行评价。

（2）数据质量评价，主要通过同行评价的

手段，对项目汇交数据内容的时间跨度、空间范

围、数据价值、数据不确定性程度等进行评价。

在数据汇交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数据质量的评

价，并在课题汇交、项目汇交的层级管理过程中

充分体现数据质量的检查和溯源。

（3）数据规范化评价，主要是审查数据的格

式和内容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规范，以及在开放

服务中的资源描述和内容规范化程度。

（4）社会影响评价，主要体现在科学数据的

传播及其影响力，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对相关科

学记录、科学作品、科普报道等的社会影响力进

行评价。

（5）人才培养评价，主要对其项目培养的

获得学位的硕士生数量、博士生数量、获得职称

晋级的人数以及获得的人才荣誉称号等情况进行

评价。

（6）论文成果评价，主要是对科技基础资源

调查成果的学术影响力等进行评价。如通过计量

项目产出的中英文论文数量、合作研究国家、合

作机构、载文期刊、学科领域及其影响力、研究

主题进行评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6 数据流动过程及其评价方法



·科技资源共享与管理·王 祎等：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特征分析及其成效评价模型构建

─ 9 ─

（7）标志性成果评价，图集志书典籍专著

等标志性成果评价包括对成果的数量、质量、领

域覆盖面、支撑成效、引用率、影响力等进行

评价。

（8）成果奖励评价，主要对科技基础资源调

查所获奖项的类型、等级、数量等，以及对成果

的价值和影响力进行评估。

（9）技术先进性评价，考虑科技基础资源调

查专项在信息化、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

术支持下的应用情况，鼓励采用数字化和智能技

术对专项赋能。

（10）数据共享评价，主要对出版和发布数

据集的数量，以及数据在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用

户访问量、下载量、数据引用量进行评价，并对

数据应用的反馈情况进行收集和评价。

（11）机构共享评价，主要对数据生产依托

单位或机构的数据共享情况、成果宣传情况等进

行评价。

3.2 分类评价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评价的类别可

分为资源增长型、应用导向型和标准比对型。同

一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项目可能交叉分属不同的类

型，如某些项目既属于资源增长型，又具有特殊

的时代紧迫需求特点而属于应用导向型。不同类

的资源需要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对不同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成果建立管理模型。

（1）资源增长型。资源增长型以扩大数据量

为基本特点，要求面向全球、覆盖全国，形成本

底资料。资源增长型项目评价的重点也是其量，

包括时间、空间、要素，覆盖面、覆盖的深度，

与同类已有数据相比的弥补度和稀缺性等。目的

是填补空白和加强厚度，即通过填补空白以求完

整，通过加强厚度以求数据可比提高精度。此类

资源的评价对应在管理举措上，可以从数据获取

手段、数据处理方法、数据库建设以及在填补空

白方面等进行评价。综上所述，其评价要素集中

在填补空白、数据时空完整性以及数据先进性等

方面。

（2）应用导向型。应用导向型是结合区域或

学科发展需求，要求针对性的目标清晰，短期内

的成果支撑服务的作用明显，且具有区域或学科

的代表性、科学性以及可推广性。如落实中央的

重要战略部署、针对国家关切或区域发展获取全

球或区域数据资源、针对地方紧迫的应用需求而

开展的相关调查等。其对应在管理层面，重点关

注其应用成效如何，如是否形成上报中央的咨询

建议批示、是否有提供地方应用的证明、是否有

重大的用户使用证明等。综上所述，其评价要素

集中在目标针对性、应用证明和重要应用案例。

（3）标准比对型。标准比对型要求资料精

准、具有参考性和标准性，以利于长期比对，因

而要求成果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和先进性。其对

应在管理层面，可以对数据标准化、数据先进性

以及在学界的引用情况等进行评价。此类项目的

应用价值是引用率，即通过对比其在应用中被引

用和对比的次数，来评估数据资源的价值。综上

所述，其评价要素集中在成果的规模和数量、成

果引用次数、国内外影响力等。

3.3 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成效评价通

常由数据汇交评价和综合绩效评价两部分组成。

但这两部分内容相互独立，并未形成一体，且后

者主要是通过同行评审，缺少充分的定量指标支

持。然而，这并不是评价中最主要的问题，其最

大的难点在于以下 3 个方面：一是现有的评价采

用统一的评价标准，未对项目特点进行分类，这

会导致不同特点和分类的项目采用一个标准尚不

能充分发挥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特点和优势；二

是尚未兼顾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影响面大、数

据流动周期长和成果类型多样的特点，也未考虑

其数据论文产出、机构影响力、成果滞后效应等

方面；三是尚未形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指

标体系，未来可以对各项目进行包括数据汇交和

综合绩效评价在内的定量评估（作为后台数据），

与同行会议评审的定性评价共同形成完整的综合

评估模式。

（1）科技基础资源成果评价指标体系

整体评估指标包括通用指标和特色指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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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通用的指标体系包括资源汇交、资源应

用、资源成果和社会影响 4 个方面，占分值的

80%。特色指标根据其所属的资源增长型、应用

导向型、标准比对型进行专项针对性打分，占分

值的 20%。通用指标和特色指标如前文所述，并

对其进行打分，分值见表 1。专用指标可针对 3
类不同类别的项目分别设置。

（2）指标权重确定

表 1 科技基础资源成果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详细描述 分值 评分标准

通用指标

（必选）

资源汇交评

价（25%）

科技资源数

量T11

科技资源汇交的数量，以

及能够在开放服务体系中

可以检索发现的数量

8 ～ 10 数据量远超任务书规定的数量，且按时汇交

6 ～ 7 数据量略超过任务书规定的数量，且按时汇交

≤5 数据量等于或未达到规定的数量，且按时汇交

科技资源质

量T12

科技资源的同行评价情况，

以及在开放服务体系中用

户的质量反馈情况

8 ～ 10
数据审核检查错误率小于 3%，且数据覆盖空间范围

完整，时间序列长。

6 ～ 7
数据审核检查错误率小于 5%，且数据覆盖空间范围

较完整，时间序列较长

≤5
数据审核检查错误率小于 10%，数据覆盖空间和时

间范围不完整

科技资源规

范性T13

科技资源遵循的标准规范

情况，以及在开放服务中

的资源描述和内容规范化

程度

4 ～ 5
元数据文档、数据相关描述齐全，且数据本身符合

相应规范标准

2 ～ 3
元数据文档、数据相关描述、数据本身基本符合规

范标准

≤1
元数据文档、数据相关描述、数据本身未达到规范

标准

资源应用评

价（15%）

数据共享情

况T21

通过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服

务绩效体系，获取有关科

技资源的共享利用情况，

主要包括下载次数、下载

量、应用证明等

8 ～ 10
数据对外开放共享，数据访问量大于 3 000 次 /年，

下载量大于 200 次 /年，且有应用证明（或用户反

馈）

4 ～ 7
数据对外开放共享，数据访问量大于 500 次 /年，下

载量大于 100 次 /年，或有应用证明（或用户反馈）

≤5
数据协议开放共享或暂不共享或数据访问量低于

500 次 /年

机构共享情

况T22

通过本机构或项目组持续

运营的应用服务系统中，

获取其科技资源的共享利

用情况

4 ～ 5
单位或机构有报道宣传，数据提供开放下载，且运

行服务良好，下载量大

2 ～ 3 单位或机构有报道宣传，且数据提供下载

≤1 单位或机构无报道宣传，亦不提供下载

资源成果评

价（25%）

典籍志书图

集等代表性

成果T31

科技资源相关的成果进一

步形成图集、志书、专著

出版的情况

8 ～ 10
典籍志书图集等出版成果多于考核指标要求，获得

相关奖项或出版基金资助

按时完成考核指标要求的出版成果

6 ～ 7 按时完成考核指标要求的典籍志书图集等出版成果

≤5 典籍志书图集等出版小于考核指标

论文 /数据

发表T32

科技资源相关的论文发表

和数据出版情况，并借助

文献计量分析其科学影响

力

4 ～ 5
数据论文发表多，汇交科技论文远超指标，且学术

影响力大

2 ～ 3
数据论文有发表，汇交科技论文较超指标，具有一

定学术影响力

≤1 汇交科技论文低于指标要求

奖励情况

T33

科技资源获得的各类奖励

情况

4 ～ 5 获得国家级奖项

2 ～ 3 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1 获得其他奖项或者无

技术先进性

T34

在信息化、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等方面应用情

况

4 ～ 5 广泛使用先进信息技术，或有显著技术创新

2 ～ 3 较为广泛使用先进信息技术

≤1 较少或未使用先进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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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详细描述 分值 评分标准

通用指标

（必选）

社会影响评

价（15%）

科学传播

T41

科技资源制作成为科普作

品的情况，以及其在社会

上的传播和影响力

8 ～ 10
在国家级媒体或核心以上期刊传播科普作品或科学

报道

6 ～ 7 在省部级媒体或其他期刊传播科普作或科学报道

≤5 在其他媒体报道或者未进行报道

人才培养

T42

科技资源相关的人才培养

情况

4 ～ 5
培养有院士、长江、杰青、优青等人才及大量研究

生

2 ～ 3 培养专业骨干人才及大量研究生

≤1 培养部分专业人才及少量研究生

特色指标

（单选）

资源增长型

特色评价

（20%）

填补空白情

况T51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

数据增量情况

6 ～ 7 数据直接填补空白

4 ～ 5 数据补充填补空白

≤3 数据无填补空白

数据时空完

整性T5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

时空序列完整情况

6 ～ 7 数据时空序列长且完整

4 ～ 5 数据时空序列完整

≤3 数据时空序列不完整

数据先进性

T53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

数字化赋能能力

=6 先进技术赋能显著，且有应用

4 ～ 5 先进技术赋能，但仅尝试

≤3 采用传统非新技术

应用导向型

特色评价

（20%）

目标针对性

T51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

目标需求

6 ～ 7 直接面向中央部署需求

4 ～ 5 面向地方领域需求

≤3 目标针对性不明确

应用证明

T5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

应用案例支撑情况

6 ～ 7 有国家领导人批示

4 ～ 5 有地方或领域应用证明

≤3 无相关证明

重要应用案

例T53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

数字化赋能能力

=6 有重要应用案例且影响大

4 ～ 5 有应用案例

≤3 无应用案例

标准比对型

特色评价

（20%）

成果的规模

和数量T51

权威和参考型的成果发表

的数量和质量

6 ～ 7 成果数量大且质量高

4 ～ 5 成果数量和质量符合要求

≤3 成果数量和质量未达标

引用次数

T52

权威和参考型的成果被引

用的次数

6 ～ 7 引用次数高

4 ～ 5 有引用

≤3 无引用

国内外影响

力T53

权威和参考型的成果的国

内外影响

=6 成果具有国际和国内影响

4 ～ 5 成果具有国内影响

≤3 成果无国内影响

（续表）

成果评价指标权重见表 2。在确定权重之前，

选择专家分别对表 2 的通用指标和特色指标进行

重要性打分。

以表 2 中的资源汇交数量T11 为例，标准化

后的Y = {y11, y21, …, yn1}如下：

y11 = [x11 - min(x11,x21, …, xn1)]/[max(x11, x21, …, xn1) 
- min(x11,x21, …, xn1)]

y21 = [x21 - min(x11, x21, …, xn1)]/[max(x11, x21, …, xn1) 
- min(x11, x21, …, xn1)]

……

yn1 = [xn1 - min(x11, x21, …, xn1)]/[max(x11, x21, …, xn1) 
- min(x11, x21, …, xn1)]

各指标信息熵的计算如下：

 E p pj ij ij= −
ln 
1
n∑i=

n

1

ln  （1）

 p y yij ij ij= /∑
i=

n

1

 （2）

根据标准化数据Y逐次利用式（2）、式（1）
计算Pij, Ej得到 10 类指标的信息熵。

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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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i = = …
10 Σ

1−
−

E
E
i

i

         1, 2, ,10 （3）

再将信息熵E转化为权重W，得到 10 类数

据指标的权重。

（3）定量评价

 Z P W=∑
i

10

=1
li i si （4）

邀请m位专家（P1, P2,…, Pm）针对表 1 对科

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成果进行综合评价。Pli {i = 
1,2,…, m}为各指标项的中值 /均值，si为各指标

在表 1 中的满分分值，按式（4），计算资源科技

资源成果的评价量化值Z。Z越大表示该科技基

础资源调查专项成果价值越高。

 S Z M= +    （5）
最终的项目百分制总得分S由式（5）计算得

到。式中，Z为该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成果通

用指标价值；M为该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成果

特色指标价值，针对表 2 中的 3 类特色专项指标

进行专家评审打分，确权和打分方式与Z类似。

（4）综合评定

采用“定量评价+定性评价”结合法，式

（1）～式（3）为定量评价环节，该专项项目得

分可记录在项目负责人的科研诚信系统中。以定

量评价为基础，对科技基础资源专项项目开展

定性评价，定量评价的结果可以作为定性评价的

支撑。

4 结语与建议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对原始创新提出了更大的

需求，原始创新对科技基础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

越高。面向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21—2035
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国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粮食安全、区域高质量发展、海洋强国、

生态文明建设、健康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等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这都对科技基础资

源收集、挖掘、利用等提出了新的需求。在新形

势下，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

战。结合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管理和评价模

型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总体调控模

式。建立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总体跟踪专家组，及

表 2 科技基础资源成果评价指标确权表

指标类型 指标 X1 X2 … Xn

通用指标

科技资源数量T11 x11 x21 … xn1

科技资源质量T12 x12 x22 … xn2

科技资源规范性T13 x13 x23 … xn3

数据共享情况T21 x14 x24 … xn4

机构共享情况T22 x15 x25 … xn5

典籍志书图集代表性成果T31 x16 x26 … xn6

论文 /数据发表T32 x17 x27 … xn7

奖励情况T33 x18 x28 … xn8

技术先进性T34 x19 x29 … xn9

科学传播T41 x110 x210 … xn10

人才培养T42 x111 x211 … xn11

特色指标

资源增长型

填补空白情况T51 x112 x212 … xn12

科技资源质量T52 x113 x213 … xn13

科技资源规范性T53 x114 x214 … xn14

应用导向型

目标针对性T51 x115 x215 … xn15

科技资源质量T52 x116 x216 … xn16

科技资源规范性T53 x117 x217 … xn17

标准比对型

成果的规模和数量T51 x118 x218 … xn18

科技资源质量T52 x119 x219 … xn19

科技资源规范性T53 x120 x220 … x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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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跟踪和发现专项实施中的问题，并能够通过会

议协调机制及时收集各方面建议。利用信息技术

建立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实施沙盘系统，对已完成

的大气、海洋、地理、地质、生物、农业、健

康、工程等各领域项目进行归纳和展示，在数据

目录、空间平面和三维可视角度进行查看和分

析。以上模式的作用：一是利于掌握全或布局，

了解是否存在空白区；二是查看布局与目标的差

异度，以及与当前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的

差异；三是加强薄弱区或需要对快速变化区域进

行周期性的调查安排等。

（2）建立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分类管

理的评价机制。针对资源增长型、应用导向型、

标准比对型 3 类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的不

同特点，建立其定量与定性评估的记录系统，以

对应跟踪其项目执行效果。把综合评价结果登记

进入相关负责人、单位机构的诚信系统，为相关

负责人及其研究单位的未来项目立项提供一定的

诚信记录依据。

（3）兼顾科学数据长尾效应，充分借助于文

献计量分析方法，发掘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成果影

响力。持续分析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论文

产出和全球相关科研态势，形成科研脉动报告。

结合成果追踪评估和文献计量分析等手段，追踪

其结题 2 年内的成果，进而完成全面评估，进一

步挖掘科学数据的潜在价值和应用成效。后评估

方式可以使数据使用效益和论文成效效益的量化

跟踪形成闭环监督，并促进成果的宣传和影响力

扩大。

（4）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鼓励科技基础资

源调查专项充分利用各类大数据技术。提倡科学

调查和资料整编中的新装备、新技术、新方法应

用。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科技基础数据

资料有了越来越多的快速增长渠道。如生态观

测正从传统的、不连续的样方地面观测向“天—

空—地”多尺度、多要素、多过程的综合观测转

变，由单一的生态学研究人员参与向全民参与的

“公民科学”模式转变 [14]。以往的传统野外调查

数据增加了手机移动数据和社交媒体大数据，具

有了大数据特点的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和数据

驱动的科学研究态势的结合更为紧密。

致谢：感谢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领域专家的指导

和课题组成员的调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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