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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中部分类别科技计划项目为例，对基于工作分解结构（Work Breakdown Struc-

ture，WBS）的省级科技项目多元化评价体系进行理论探索研究和实证评价研究。探讨多元化科技项目评价体系的构建

方法、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等，并以实证项目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索评价体系的适用性、评价方法的客观性、体系

现阶段的不足以及评价结果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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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some typ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s in Jilin Province as examples, 
carries ou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mpirical evaluation research on the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of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based on WBS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the evaluation method, the evaluating indicator, etc. and then takes the empirical 
proj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objectivity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ystem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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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省级科技项目是地方政府促进科研和技术创

新等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合理配置省内科

技资源、促进全省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省级科技项目开展评价是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要

管理手段，也是制定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对省

级科技项目的评价结果会直接影响地方科研经费

的投入使用效果，并对实现全省科技资源的合理

高效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即工作分

解结构，是一种涵盖了项目全部工作内容的项目

分组结构。在此结构中包含多级附属层级结构，

每个下降层级都会表示出较其所属上一层级更加

具体的项目工作分组 [1]。WBE（Work Breakdown 
Element）即工作分解单元，是在工作分解结构

中能够独立表达、独立测量、独立评价的基本单

元。建立WBS的目的在于把一个项目细化、分

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以便于管理层和研发人员

全面了解与掌握项目工作内容 [2]。

本文以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负面

清单+诚信+绩效”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试点的指

导意见》[3]为导向，以 2020 年立项的吉林省科技

发展计划项目中部分类别科技项目为研究对象，

应用WBS方法进行多元化实证评价探索研究。

对项目的主要内容、关键技术、产出成果等展开

全面分解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成熟度、创

新度、技术先进度和领域分析等评价过程，深入

研究基于WBS的多元评价方法在省级科技项目

评价中的应用。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丰富和完善

现有省级科技项目的评价形式，为原科技项目同

行专家评议方法提供辅助和客观评价依据，并与

同行专家评议形式相结合，共同形成一套适合省

级科技项目评价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1 文献综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推行科

技评估制度以来，不断有学者对科技项目评价方

法、评估模型等进行深入探索挖掘 [4-5]。姜文超

等 [6]采用DEA投入导向模型对成果转化类科技项

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研究；何成等 [7]基于模糊评价

方法探索了科技计划项目的立项评估体系；马丽

娜等 [8]研究了层次灰色评价模型在科技项目立项

评估中的应用；杨仕辉 [9]研究了在区域项目发展

优选中的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效果。这些科

技项目评价方法，有些是早期的项目评价方法，

而有些则并不适用于省级科技项目的评价。目

前，最常用的省级科技项目评价方法主要为同行

业专家评议法 [5]。

同行业专家评议法是现阶段省级科技项目

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属于定性

评价方法，其在评价科学性、客观性等方面也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如相关领域行业专家的数

量、学术水平程度、对领域发展的预见性，以及

行业专家对评审材料的理解程度、所形成评审意

见的主观部分占比程度等都会对评审结果质量产

生一定影响。同时，行业专家在评审过程中缺少

评价的标准依据，也会间接导致评价结果缺乏客

观性。

2018 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

见》[10]，其目的在于建立健全科技项目评估评价

体系，推动我国科技项目评估工作向着科学化、

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各

省市也相继开始在同行业专家评议法的基础上，

探索多元化、系统化的科技项目评价方法。广东

省在重大科技专项中期评估中正式引入了技术就

绪水平评价方法 [11-13]；河北省对省级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产业化交付物和

关键技术成熟程度开展定量评价 [14]；山东省青

岛市出台了《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技术成熟度立

项评价工作规程（试行）》[15]，将技术成熟度应

用于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示范类科技计划项目

遴选的立项过程评价。从评价对象和评价周期来

看，各省市涉及情况均不相同，但从评价方法来

看，对于项目技术就绪水平（即技术成熟度）的

定量评价已成为研究热点，而对于科技项目的评

价形式也已经由仅对项目初始阶段的评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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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项目全周期过程的多维度、多类别的评价

形式。

吉林省在促进科技项目评价体系规范化方面

采取了多项措施，先后印发了《关于优化科研管

理提升科研绩效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

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意见》等多

项指导实施文件，旨在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为根

本依据，从深入推进吉林省科技项目评价改革机

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建立客观标准的项目评估评价评审流程等

角度出发，建设涵盖项目评审全过程关键环节的

制度体系。

基于此，笔者从吉林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角

度出发，融合同行业专家评议法，探索研究一套

基于WBS且包含定量评价和定性分析过程的省

级科技项目多元化评价体系。

2 省级科技项目多元化评价体系理论框架

设计

2.1 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评价体系作为省级科技项目质量评价的重要

工具，既应客观反映被评项目的真实技术水平，

也应符合项目指南基本要求。因此，在体系构建

方面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根据科技项目特点，评价

指标等级界定应清晰明确，成熟度、创新度、先

进度等指标设置应科学合理，让评估人员能够快

速准确地判定评价等级，让项目管理机构及评审

专家能够清楚每个等级所表达的含义。

（2）独立客观原则。评价体系应客观反映

科技项目的真实技术水平，每个维度的评价结论

皆应独立客观，并由论据充分的佐证材料进行

支撑。

（3）导向性原则。评价体系应与项目指南

要求相匹配，根据不同类别科技项目的不同支持

重点，在设置评价体系的指标时应体现不同的导

向性。

（4）标准可操作原则。评价方法、指标和评

价结论应尽量简洁、标准易操作，能够让评估人

员迅速抓住科技项目的评价重点，在有限时间内

搜集密切相关材料，尽量作出精准评价。

2.2 评价体系构建方法

本文在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时主要基于以下

4 种方法：一是建立WBS法，是指按照省级科技

项目的研究内容、实施过程、所在地域或交付物

的物理结构、主要功能等对项目进行自上至下的

全面逐级分解，将其拆分为多个可以独立表达、

独立测量、独立评价的WBE，并建立所属分支

明确的WBS结构图的过程。项目WBS结构如图

1 所示。二是多元化技术指标评价法，是指按照

项目的WBS情况对项目每个WBE或核心WBE
进行成熟度、创新度、技术先进度指标的等级评

价，即分别从项目的技术就绪水平或理论方法就

绪水平、新颖性程度和核心指标的先进性程度这

WBE 1

WBE 1.1

WBE 1.1.1

WBE 1.1.2

…

WBE 1.2

WBE 1.2.1

WBE 1.2.1.1

…

…

…

图 1 项目WBS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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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维度来评价项目质量。三是所属领域分析评

价法，是指利用文献计量法、专利聚类分析法等

对科技项目的核心技术 /理论所属领域或领域上

游相关产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旨在评价科技项

目研发方向所属领域或其上游相关产业的发展趋

势情况。四是行业专家咨询法，是指在以上评价

方法形成综合评价结论的基础上，采取咨询相关

领域行业专家的方式来验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以最终形成完整、规范、科学、客观的科技项目

多元化评价报告。

2.3 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指标主要从成熟度、

创新度、技术先进度和领域分析 4 个维度产生。

2.3.1 成熟度指标

成熟度指标是指按照项目WBS对每个WBE
进行技术 /理论方法就绪水平进行评价时的指标。

国家标准GB/T 22900-2022《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评价通则》[16]对科技项目的类别划分为基础研

究类、应用研究类、开发研究类。据此，本文将

成熟度指标设定为 2 项，即基础研究成熟度指

标、应用研究成熟度指标。对应开发研究类科技

项目，本文采用同时考察其基础研究成熟度和应

用研究成熟度评价的方式来获得评价结果。对于

基础研究成熟度和应用研究成熟度的评价标准，

本文借鉴山东省青岛市对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 [2]

的技术成熟度评价标准，根据应用研究类项目特

点，设计了 13 级应用研究成熟度评价参照标准，

如表 1 所示，并根据基础研究类项目特点，设

计了 7 级基础研究成熟度评价参照标准，如表 2
所示。

2.3.2 创新度指标

创新度指标是指对科技项目的核心技术部

分或核心工作单元的新颖性水平进行评价时的指

标。本文设定创新度指标 1 项，并对照山东省青

岛市的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价方法 [2]，结合前期对

评价体系的基础研究过程 [17-18]和省级科技项目特

表 2 基础研究成熟度等级评价参照表

级  别 简  称 定   义

第七级 应用级 形成完整理论体系并在多领域中得到推广应用

第六级 体系级 形成初步理论体系并在本领域成功应用

第五级 策略级 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成功发现自然规律

第四级 优化级 提出最优技术方案（理论方案）

第三级 实验级 实践验证 /实验验证方案结果

第二级 方案级 提出针对问题的多个解决方案（对自然现象的多种解释理论）

第一级 问题级 明确研究目标或待解决问题

表 1 应用研究成熟度等级评价参照标准

级   别 简称 定    义

第十三级 回报级 收回投入稳赚利润

第十二级 利润级 利润的达到投入的 20%

第十一级 盈亏级 批产达到±盈亏平衡点

第十级 销售级 第一个销售合同回款

第九级 系统级 通过实际运行任务的成功考验

第八级 产品级 实际系统完成并通过实验验证

第七级 环境级 在实际环境中的系统样机试验

第六级 正样级 相关环境中的系统样机演示

第五级 初样级 相关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

第四级 仿真级 研究室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

第三级 功能级 关键功能分析和实验结论成立

第二级 方案级 形成了技术概念或开发方案

第一级 报告级 观察到原理并形成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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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设计 7 级创新度评价参照标准，如表 3 所示。

2.3.3 技术先进度指标

技术先进度指标是指对应用研究类和开发研

究类科技项目的核心技术先进程度进行评价时的

指标。由于基础研究类项目一般无法产生具有可

比较性参数指标的实质性交付物，因此这项评价

指标不用于考察基础研究类项目。本文设定技术

先进度指标 1 项，借鉴山东省青岛市科技成果标

准化评价 [2]中的技术先进度评价标准，根据应用

研究类和开发研究类项目特点，设计 7 级技术先

进度评价参照标准，如表 4 所示。

2.3.4 领域分析指标

领域分析指标是指对科技项目研发方向所属

领域进行趋势分析评价时的指标，结合省级科技

项目特点，本文设定生命周期阶段、领域方向实

力机构、研发方向热点技术 3 项指标。由于领域

分析为定性分析过程，本文设定的这部分指标不

作为项目评价依据，仅作为辅助参考指标。

2.4 评价实施流程

本文所构建的多元化评价体系主要由确认

评价目标、建立工作分解结构（构建项目WBS
图）、提取项目相关指标、文献检索分析与佐证

材料整理、进行多元化指标评价、形成综合评价

结论、咨询行业专家、形成多元化评价报告等内

容构成。其中，提取项目相关指标环节主要是指

对项目预期产出或已产出成果、项目主要创新

点、项目核心技术指标等内容的梳理提取，这个

环节也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取研发风险、研发

团队情况、项目保障条件等信息；进行多元化指

标评价环节主要包括对项目成熟度、创新度、技

术先进度指标的等级评价和对项目研发领域的分

析评价。在形成综合评价结论后，需要经过咨询

行业专家环节，由相关领域行业专家对评价内容

和评价结论进行判定，如行业专家对评价内容和

结果提出质疑，则返回提取相关指标或文献检索

分析环节对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进行修正。此过

程可循环多次，最终形成无质疑的科技项目多元

化评价报告。评价体系构建流程如图 2 所示。

3 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实证评价研究

3.1 研究方法

上述省级科技项目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仅

为初步理论构思，还需通过实证评价进行支撑和

验证。本文选取 2020 年立项的吉林省科技发展

表 3 创新度等级评价参照表

级  别 定   义

第七级 该创新点在国际范围内，在所有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六级 该创新点在国际范围内，在某个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五级 该创新点在国内范围内，在所有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四级 该创新点在国内范围内，在某个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三级 该创新点在吉林省范围内，在所有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二级 该创新点在吉林省范围内，在某个应用领域中都检索不到

第一级 该创新点为成熟现有技术

表 4 技术先进度等级评价参照表

级  别 定   义

第七级 在国际范围内，该项目的核心指标值领先于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应指标

第六级 在国际范围内，该项目的核心指标值达到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应指标

第五级 在国内范围内，该项目的核心指标值领先于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应指标

第四级 在国内范围内，该项目的核心指标值达到该领域其他类似技术的相应指标

第三级 该项目的核心指标达到所在行业国内标准最高值

第二级 该项目的核心指标达到所在行业国内标准最低值

第一级 该项目的核心指标暂未达到上述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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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中 14 个技术创新引导项目为研究对象，

基于多元化评价体系采取分类评价与分阶段评价

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实证评价研究。所谓分类

评价，是根据项目的研究内容和交付物特点，遵

循同类型事物横向可比较原则，将被评项目划分

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开发研究类，并对

不同类别项目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所谓分阶段

评价，是根据项目的全周期过程特点，对同一项

目的不同阶段进行纵向实施情况的验证性评价，

主要体现为对同一项目立项阶段的评价和验收阶

段的评价。

本文按照分类评价方法，将 14 个实证项目

分为基础研究类 4 项、应用研究类 9 项、开发研

究类 1 项，并分别进行评价研究；按照分阶段评

价方法，将 14 个实证项目分为立项阶段和验收

阶段，并分别进行了两次评价研究。

3.2 实证评价研究

3.2.1 典型案例研究

选取基础研究类项目（案例一）和应用研究

类项目（案例二）各 1 项作为典型案例，对其进

行实证研究。典型案例的基本信息如表 5 所示。

按照多元化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

对实证案例进行实证评价，其中立项阶段未实施

领域分析评价。典型案例评价情况如表 6 所示。

3.2.2 实证综合研究

本文对 14 个实证项目分别进行分类评价研

究和分阶段评价研究，统计整理得到实证项目综

合评价结果，如表 7 所示。

3.3 研究结论

以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为例，对省级科

技计划项目多元化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

几点研究结论。

3.3.1 WBE数反映项目饱满度

各 类 别 实 证 项 目 的WBE数 量 范 围 均 为

8 ～ 13 级，立项阶段和验收阶段项目的WBE数

量基本相同或略有增加，未出现WBE数量减少

的情况，说明全部实证项目在实施过程没有偏离

技术路线，都能够基本做到按照任务书要求执行

并完成项目内容，且项目实施饱满程度均较高。

3.3.2 成熟度等级跨度的横向可比较性

由于 14 个实证项目类别不同，其成熟度参

照指标不同，评价得到的成熟度等级不同，各阶

段成熟度等级不同。从项目立项阶段的成熟度等

级情况来看，应用研究类项目整体高于基础研究

类项目的初始等级；从项目立项阶段到验收阶段

的成熟度等级跨度来看，应用研究类项目的平均

等级跨度 3.4 级明显高于基础研究类项目的平均

等级跨度 1.8 级。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一是由

于基础研究类和应用研究类项目的成熟度评价

标准不同，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础研究类项

目在交付物成果产出方面很难产生跨越性研究进

展。而对于同一类别科技项目的成熟度而言，本

文认为如果设定评价阈值，则成熟度等级跨度也

可作为反映项目工作饱满程度的评价依据。

3.3.3 技术先进度评价的局限性

在本次实证评价中，验收阶段的预期技术先

进度水平大多达到或超过了立项阶段预期技术先

进度水平。一方面说明项目的完成指标达到的效

果较好，另一方面说明项目组的预期指标设定值图 2 省级科技项目多元化评价体系构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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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过低。

而实证评价中发现有 2 项应用研究类实证

项目无法实施技术先进度评价，其原因在于评价

过程中虽然可以从实证项目中提取获得可量化的

核心技术指标，但由于这类指标属于基础性能指

标，而非具有可比性的功能参数指标，无法进行

技术先进度水平对比。

3.3.4 技术生命周期稳定

在领域分析评价中，有 6 项实证项目处于

技术萌芽期向技术成长期转变阶段，有 8 项实证

表 5 典型案例基本信息表

类  别 案例一 案例二

项 目 名 称
A基纳米粒子对B位置内皮细胞作

用的研究
人参农田种植与连作生产研究

项 目 分 类 基础研究类 应用研究类

项目研究内容

揭示A基纳米粒子对B位置内皮细

胞的作用的力学性质、作用机制以

及其产生的生物学效应机制等

1.生物改良农田及参地土壤，改善土壤理化指标等，同时减施化肥，

为人参连作种植创造适宜土壤条件

2.人参产量及土壤重金属含量均达到一定标准

项目交付物

掌握 3 种A基纳米粒子和 2 种非A
基纳米粒子对B位置内皮细胞的作

用规律

1.土壤改良后的理化指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2.制定土壤改良生产技术规程

3.改良后参地人参产量>1.5 kg/m2

4.人参中有重害金属含量符合国家级药典要求

5.减施化肥达到一定比例

项目创新点

将多种类别显微镜成像方法结合应

用，探索不同类型的A基纳米粒子

对B位置内皮细胞的作用规律

施用自主研发的土壤生物改良剂，并配合生物复合肥、调节剂和生物

菌剂等对农田及老参地土壤进行改良，减施化肥达到一定比例，并改

善土壤理化指标等，提高人参产量和质量

项目核心技术指标 —

1.土壤改良后理化指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2.土壤改良后人参指标：人参产量>1.5 kg/m2，人参中有害金属含量符

合国家级药典要求

表 6 典型案例评价情况一览表

指标类别 实证案例一定量评价结果 实证案例二定量评价结果

项目所处阶段 立项阶段 验收阶段 立项阶段 验收阶段

项目WBE数 8 个 8 个 12 个 12 个

成熟度 2 级 3 级 2 级 7 级

创新度 预期达到 5 级 5 级 预期达到 5 级 5 级

技术先进度 — — 预期≥2 级 4 级

领域分析

情况

所处领域 纳米材料生物学效应及生物安全性 农田栽参技术

生命周期阶段 技术萌芽期→技术成长期 技术成长期→技术成熟期

综合实力机构 —

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南大学、

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苏州

大学、湖南大学等

—

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

产研究所、延边大学、沈阳农业大

学、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韩国农业发展管理局、拜耳作物科

学公司、美国富美实公司等

热点研究 —

纳米材料生物相容性、细胞毒

性研究、纳米生物材料制备、

纳米生物传感器、纳米结构光

热治疗等

—

人参的连作种植技术、连作障碍研

究、连作土壤改良、土壤养分调节、

土壤生物防治方法研究、人参中重

金属成分检测等

咨询行业

专家情况

行业专家数量 3 名 3 名 3 名 3 名

行业专家

综合意见

评价结论符合

项目所处阶段

实际情况

成熟度等级划分建议调整，领

域分析建议深入，评价结论基

本符合项目所处阶段实际情况

评价结论符合

项目所处阶段

实际情况

技术先进度佐证材料证据力不足，

领域分析建议深入，评价结论基本

符合项目所处阶段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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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处于技术成长期向技术成熟期转变阶段，未

发现处于技术成熟期向技术衰落期转变阶段的项

目。一方面说明实证项目均处在稳定的技术生命

周期阶段，另一方面说明实证项目的研发前景均

较为广阔。

3.3.5 行业专家认可程度较高

本文对 14 个项目的实证评价研究共形成了

28 份多元化综合评价结论，均获得了相关领域行

业专家的基本认可。专家普遍认为，评价结论符

合项目所处阶段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客观性。

但有部分专家对评价体系自身提出了一些建议和

观点，其中包括成熟度等级划分应进行调整、领

域分析不够深入、技术先进度佐证材料证据力不

足等。以上说明，多元化评价体系虽然可以基本

做到对科技项目的客观评价，但体系自身仍需不

断调整和完善。

4 建议与展望

本文提出的多元化评价体系现阶段虽然存在

一定的问题需要改进，但笔者认为，体系对于省

级科技项目的评价具有较大意义，具体可以体现

为评价结果在省级科技项目不同评价形式中的应

用。因此，笔者建议，多元化评价体系可应用于

省级科技项目评审、科技专项（计划）评价及科

技奖项评选中。

4.1 评价结果应用于省级科技项目评审

多元化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可应用于省级项目

立项评审和结题验收评审中。在立项评审中，评

价体系中各项指标可作为评审参考依据。如WBE
数和成熟度指标值可以表征项目的前期工作量及

项目内容饱满度；创新度指标可以表征项目的创

新性水平；领域分析指标不但能表征项目的横向

水平，还可以间接描绘出处于迭代期和衰退期的

技术。与立项评审相比较，结题验收更侧重于项

目本身的完成情况（即成果产出情况），因此评

价指标的应用方法也不同。如成熟度指标在项目

执行周期中的等级跨度值可以表征项目推动技术

的发展情况；技术先进度指标可以用于考察项目

技术指标水平的先进程度等。

4.2 评价结果应用于省级科技专项（计划）评价

对于省级科技专项（计划）评价而言，多

元化评价体系相较于主观定性评价方法具有可统

计、可分析的优势。笔者认为，对科技项目的多

元化评价结果可以作为专家评审的辅助参考依

据，并对某一类别项目的多元化评价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还可以间接获得此计划 /类别项目的中

观或宏观评价结论，进而为科研管理部门对专家

评审结论的二次验证提供参考依据。

表 7 实证项目综合评价结果一览表

类别
项目

编号

项目WBE数 成熟度
创新度

技术

先进度

领域分析

（生命周期阶段）立项阶段 验收阶段 立项阶段 验收阶段 等级跨度

基础研究

类项目

1 10 11 1 3 2 5 — 萌芽期→成长期

2 8 8 2 4 2 5 — 萌芽期→成长期

3 10 10 1 3 2 5 — 萌芽期→成长期

4 12 13 2 3 1 5 — 成长期→成熟期

应用研究

类项目

1 12 12 2 6 4 3 — 成长期→成熟期

2 12 12 3 4 1 3 4 成长期→成熟期

3 8 10 1 5 4 2 4 成长期→成熟期

4 11 12 2 7 5 5 4 萌芽期→成长期

5 8 9 2 6 4 5 — 萌芽期→成长期

6 13 13 2 3 1 2 4 成长期→成熟期

7 11 12 2 6 4 4 4 成长期→成熟期

8 12 13 1 5 4 5 6 成长期→成熟期

9 11 11 4 8 4 5 4 萌芽期→成长期

开发研究

类项目
1 9 9

基础 1 级

应用 2 级

基础 2 级

应用 5 级

基础 1 级

应用 3 级
3 2 成长期→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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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价结果用于省级科技奖项评选

对于科技类奖项评选，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各

奖项的奖励对象和奖励范围对评价体系设置不同

指标阈值，将由此得到的评价结果应用于奖项评

选的初筛中。如自然科学奖评选鼓励技术创新，

可重点考察申报项目的创新度等级（即项目的自

主研发情况）不应低于 5 级，而酌情放宽项目成

熟度等级；科技进步奖评选则侧重考察科学技术

的应用转化价值，可重点考察申报项目的成熟度

等级（即项目成果的转化情况）不应低于 12 级。

由此可见，既可以辅助奖项设置机构筛选出已取

得重大经济效益的项目，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

低专家评奖的任务量，对于提高评审效率及评审

客观性均能起到一定作用。

新体系从提出到推广应用，只有经过不断探

索、论证、改进的往复循环过程，才能得到改善

和提高。笔者希望通过扩大实证评价范围、增加

评价样本量、邀请更多行业专家点评的方式对多

元化评价体系进行不断论证和完善，使其更具备

客观性、实用性和适用性。新时期、新形势下，

科技项目评价方法和体系将进一步得以健全。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多元化评价体系必将在助力和

成就优秀科技项目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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