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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下设课题实施期满后，面临着任务完成情况和经费管理使用情况两方面的绩效评

价。项目牵头单位作为责任主体，落实责任、规范流程、细化要求，科学高效地组织做好课题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

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为例，介绍其在规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绩效评价管理、加强课

题绩效评价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成效，对今后更好地推动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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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eriod in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we are faced wit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terms of the task achievement as well as fund management and 
use. Hence, how to impl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standardize the process, refine the requirements, organiz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scientifically and efficiently is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task for 
the undertaking unit of the project. Tak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work performance in standardiz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anagement and develop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Meanwhile, some suggestions for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nalyzed and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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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4 年以来，国家科技计划管理进行了深入

改革 [1-3]，将原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近百项科技计

划（专项、基金等）优化整合成五大类。其中，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五类科技计划中启动最早、

改革力度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一项改革，为其

他四类科技计划的优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十三五”期间，为规范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管理，

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

和《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

金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保障了重点

专项项目申报、立项、实施、绩效评价各阶段的

有序组织与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

间启动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共约 70
个，立项项目有 3 500 余项，中央财政经费投入

近 760 亿元。截至 2021 年 6 月，“十三五”重点

专项陆续进入收官阶段，实施期满的项目和课题

基本完成了绩效评价的重要检验。

截至目前，针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

目组织管理的信息化研究，主要围绕项目实施的

过程管理和数据汇交等方面，总结管理经验、分

析管理不足，强调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如沈满

等 [4]对高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杨帆等 [5]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一体化管理的实施举措提出了建议；卢祝华

等 [6]对重点研发计划优化专项项目档案管理进行

了分析与思考；陈军等 [7]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计量科研项目，从承担单位的视角探索了科学数

据汇交工作流程，进行了信息化研究，对优化管

理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

价工作规范（试行）》的要求 [8]，绩效评价工作

分为课题绩效评价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两个阶

段。课题绩效评价由项目牵头单位负责组织，而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由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以下简

称“专业机构”）负责组织。作为项目牵头单位，

应落实主体责任、细化工作要求，尤其是借助信

息化系统高效组织开课题绩效评价工作 [9]。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计量院”）在

“十三五”期间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

专项项目 39 项，涉及课题 200 余项，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课题绩效评价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本文将以中国计量院为例，介绍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绩效评价的总体要求，以及课题绩

效评价信息系统的总体思路、功能模块设计和工

作成效，为相关科研院所加强课题绩效评价管

理、提升工作效能提供参考。

1 课题绩效评价的总体要求

1.1 评价内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施期满后，首先应

完成课题层面的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课题任

务绩效评价和课题结题审计两部分 [10]。项目牵头

单位作为课题绩效评价的责任主体，在项目下设

的各课题实施期满后 3 个月内，应组织专家组对

课题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价。专家组全部由

技术专家组成，其中可包括重点专项总体组专家

和专业机构聘请的项目责任专家。责任专家更加

了解专项及具体项目的管理要求和完成情况，有

利于客观全面地评审课题任务的完成情况及质

量。专家组在审阅资料、听取汇报、现场考察的

基础上，根据科研项目绩效分类评价的要求，按

照任务书约定，对课题目标和考核指标完成情

况、研究成果的水平及创新性、成果示范推广及

应用前景、课题对项目总体目标的贡献、人才培

养和组织管理等情况进行评价（表 1）。
与此同时，课题承担单位从国家科技管理

信息系统中选取具有资金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开展课题结题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经费使

用方面重点关注课题承担单位资金拨付及到位、

执行预算、执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和经费开支合

规性等情况，一般建议项目组统一委托同一家会

计师事务所对下属所有课题进行审计。

1.2 工作流程

面对“十三五”项目集中到期的现状，中国

计量院百余项的课题需要在到期后 3 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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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工作，并配合项目组完成项目综合绩效

评价材料准备工作，成果审查、材料审核以及会

议组织的工作量巨大。为保证课题绩效评价全流

程高效化、规范化、痕迹化的管理，中国计量院

开发和应用了一套能够满足科研管理需求的课题

绩效评价信息化系统，对于顺利开展重点专项项

目综合绩效评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梳理规范工作要求的同时，中国计量院还

细化了课题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11]（图 1）。首先，

由课题负责人维护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上传课题

绩效评价材料并提出申请，材料经课题承担部门、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牵头单位审核通过后，由项目

负责人统筹预约课题绩效评价会议，经项目承担

部门和项目牵头单位审核通过，项目牵头部门组

织召开课题绩效评价会议，会后由课题负责人维

护课题绩效评价结论，经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牵头

表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绩效评价专家评分标准

序号 评 价 内 容 分值

1 课题目标、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对项目总体目标的贡献 55

2 成果水平、创新性、应用前景及示范推广情况 30

3 人才培养、组织管理、数据共享、技术档案归档等情况 15

合计 100

图 1 重点专项课题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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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确认后，课题状态由“在研”变为“已完

成”。 中国计量院积极推进“院所两级管理”，设

立学术助理，由院所两级科研管理人员和学术助

理对课题绩效评价材料和研究成果层层把关。学

术助理和课题承担部门负责成果的真实性审查，

并对成果证明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进

行审查；项目负责人和院科技管理部负责检查课

题绩效自评价报告、科技报告完成情况和科技成

果填报情况，保证课题承担单位之外的成果或课

题任务之外的成果，不被纳入绩效评价材料。

2 课题绩效评价信息系统

2.1 总体思路

课题绩效评价的信息化工作是在相关规章制

度建设和评价工作流程细化规范的基础上，通过

信息化手段实现以下管理活动：①按照任务书约

定，在线提交课题绩效评价材料，在线审核把关

课题目标 /考核指标和有关材料的完成情况；②

专家评审会议统筹管理，在线预约会议，形成专

家库；③推行无纸化办公，满足专家在线评审需

求。最终形成一套科研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科

研管理人员协同工作，且科学完备、高效减负的

课题绩效评价信息化系统。

2.2 架构设计

课题绩效评价信息化系统建设旨在提供与

课题绩效评价活动相关的各环节功能与视图，管

理流程从始至终包括考核指标维护、考核指标审

核、课题绩效评价申请、绩效评价材料审核、绩

效评价会议在线预约、专家会议评审、绩效评价

结论维护等环节。系统架构设计详见图 2。
2.3 功能模块及特点

根据课题绩效评价信息系统的架构，进一步

细化为考核指标模块、绩效评价申请模块、会议

预约模块、专家评审模块、结论维护模块 5 个功

能性模块。

（1）考核指标模块。该模块包括维护课题

考核指标、审查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退回修

改等功能。维护课题考核指标功能是将考核指标

总体划分为 6 大类 28 种成果类型（表 2），分别

明确所需上传文件和填报说明，以确保提交成果

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系统将课

图 2 系统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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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任务书中约定的考核指标固化，由课题负责人

（或指派人员）进行相关成果证明材料的填报和

提交。考核指标审核包括学术助理审查和科技管

理部审核两个步骤。

（2）绩效评价申请模块。已完成考核指标审

核校验的课题，承担单位将进一步审核课题负责

人在线提交的绩效评价材料（表 3）。绩效评价

申请模块包括课题绩效评价材料模板下载、课题

绩效材料上传、材料审查和审核、退回修改等功

能，其审核流程包括承担部门审查和院科技管理

部门审核两个步骤，课题承担部门负责对课题绩

效评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审核把关。该模块

的创新点是课题科研成果汇编与考核指标模块相

关联，系统可将前期已维护好的考核指标证明材

表 2 课题考核指标总体架构

成果类别 成果类型 关注要点

装置、部件与标准物质类

实验装置 /系统 （1）完成时各项考核指标状态

（2）需提供成果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装置照片、测试报告（含测试大

纲）、专家组评审意见、第三方检测报告；比对报告、计量标准证书，标准

物质研制报告、标物证书、申请标物证明文件或专家组评审意见等

计量标准（建标）

关键部件

标准物质

知识产权类

论文

（1）完成时各项考核指标状态

（2）需提供成果证明文件，包括论文、录用证明；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类

证书；数据库页面截图、软件界面截图以及其他相关证明

专利

软件著作权

数据库

软件

比对、标准与规范类

国际比对

（1）完成时各项考核指标状态

（2）需提供成果证明文件，包括比对报告、CMC官网截图；计量规程 /规范

（报批稿）、申报证明其他证明；标准（报批稿）、标准阶段证明等

国内比对

CMCs

计量规程（规范）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其他标准

新方法与新技术类

新方法 /新技术

需提供成果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论文、研究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等新原理 /新理论

新数据

人才培养与示范应用类

人才培养

（1）成果名称为培养人才类型及人数，示范应用内容（应用单位），新产品 /
解决方案 /能力验证 /工程工艺名称

（2）需提供成果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毕业证书、博士后证书；应用证

明、用户使用报告以及专家组评审意见、第三方评价证明等

示范应用

新产品

解决方案

能力验证

工程工艺

科技报告类
研究报告 需提供成果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报告全文、专家组评审意见等

科技报告 需提供成果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最终科技报告等

表 3 课题绩效评价在线提交材料列表

序号 名称 关注要点

1 课题绩效评价自评价报告

按照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下载的模板编写，篇幅不宜过少。取得的

重要成果及效益部分建议按照项目类型（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示范）有所侧

重编写

2 课题绩效自评价摘要 高度概括，突出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亮点成果和经济社会效益

3 任务书中约定应呈交的科技报告 对照任务书中约定提供，按照国科管系统下载的模板编写

4 课题绩效评价材料真实性承诺 课题责任人确认后签字

5 课题调整变更事项汇总表 除经费外的所有变更内容， 并提供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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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自动编辑合成为课题成果汇编，供专家在线查

阅，从而大幅节省了课题组的成果及证明材料编

辑和排版时间，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会议预约模块。该模块包括会议预约、

会议时间调整、会议查询与统计功能，课题绩效

评价会议预约由项目负责人统筹管理操作，课题

绩效评价材料审核通过后，项目负责人方可在线

预约课题绩效评价会议召开时间。为避免会议冲

突，系统设定以半天为一个时间段，同一项目下

设课题可集中召开会议，同一时间段不同项目召

开的课题绩效评价会议最多不超过 2 个。在预约

会议的同时，系统提供了会议通知、会议日程、

专家组名单等会议相关模板供课题组下载使用。

（4）专家评审模块。该模块包括课题绩效评

价材料查看、专家个人意见在线打分、填写意见

等功能。绩效评价专家组专家可在会前登录此模

块，审阅绩效评价自评价报告和成果证明材料，

以便充分了解申报项目情况。会议当天，专家听

取课题汇报并同步审查材料，在线进行打分，最

终形成课题绩效评价专家个人意见。借助该模

块，专家可通过远程登录查阅全部资料，会议可

实现线上、线下两种课题绩效评价模式，在保证

评价工作质量的同时，操作更加灵活，从而大幅

提升了工作效率。

（5）结论维护模块。课题绩效评价专家组

意见分为通过、未通过、结题三类。在课题绩效

评价会议召开完成后，课题负责人需将签字后的

专家组意见表、专家签到表等会议材料上传至系

统，经项目负责人审核通过后，科技管理部根据

绩效评价结论将课题状态标记为“已完成”。

3 课题绩效评价信息化工作成效

3.1 提高课题绩效评价工作效率，提升管理工作

效能

中国计量院紧跟科技部和专业机构项目综

合绩效评价的新模式，自主研发了重点专项课题

绩效评价信息化系统，高效有序地组织完成了百

余项课题绩效评价工作。该信息系统是课题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管理人员、绩效评价专家多方

合作的协同工作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缩短了

从材料报送、材料审核、材料修改到最终材料提

交近 60%的时间，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同时，

系统实现了绩效评价材料在线提交、审核以及专

家在线查阅材料等功能，课题在召开绩效评价会

议时，仅需准备 2 套纸质版自评价报告和科技报

告，其余材料均可在线审阅，大幅缩减了提交纸

质绩效评价的材料，节约了资源和成本。

3.2 规范课题绩效评价工作流程，切实为科研人

员减负

绩效评价信息化系统形成了一套规范化标

准化的课题绩效评价流程，为科研人员有序开展

课题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保障，支撑项目综合绩效

评价材料的汇总编写及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公共服务平台的最终提交。该系统具备绩效评价

材料模板下载功能，在为科研人员提供便利的同

时，保障了绩效评价材料的规范性。配合编制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手册》

为科研人员顺利完成绩效评价工作提供指导。该

系统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科研人员少跑

腿”，切实减轻了科研人员的负担。

3.3 注重需求导向和用户导向，满足新冠病毒感

染疫情下在线评审需求

为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视频会议成为一

种常见的会议模式。中国计量院开发的课题绩效评

价信息化系统适时满足了绩效评价会议在线评审

的需求。在召开绩效评价会议前，通常需要组织专

家现场检查，如专家不能到现场，则在正式召开

会议时，由课题组以提前录制视频或现场视频连

线的方式，展示完成成果的情况。专家还可以以

远程视频参会的形式在线听取课题组的执行情况

汇报，在线查阅课题绩效评价各类材料，在线对

各课题进行打分、填写个人意见，最终讨论形成

专家组意见，从而完成课题绩效评价的全流程在

线评审。该系统上线使用后获得专家的一致好评。

3.4 打通信息系统“最后一环”，实现全流程痕

迹化科研管理

绩效评价信息化系统的建立，打通了科研管

理信息系统最后一环，实现了科研项目从合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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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到项目组织实施再到项目绩效评价的全流程痕

迹化科研项目管理。科研人员登录系统可查看项

目信息、项目档案、项目经费执行情况，也可借

助系统完成绩效评价工作。管理人员可借助信息

系统进行统计查询、数据分析，也可实时跟踪项

目进展，从而实现科研项目全流程的科学化、规

范化和自动化管理。

4 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思考与建议

中国计量院课题绩效评价信息化系统在实践

探索中，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该系统于 2021
年 1 月投入运行，截至目前，已顺利组织完成了

166 项课题的绩效评价工作，大幅提升了科研管

理工作效率和信息化水平。但科研项目绩效评价

工作仍处于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对其功能模

块不断进行完善和扩展，并结合实践建设更加科

学合理、标准规范、开放共享的信息化系统，保

障更好地开展科研项目（课题）绩效评价工作，

加快实现项目管理从重数量、重过程向重质量、

重结果的转变。

4.1 总结课题评价经验，保障项目评价效果

课题绩效评价完成后，项目将接受相关管

理专业机构组织的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由专业机

构组织专家组进行评议，突出创新质量和综合评

价。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应积极思考如何做好项

目综合绩效评价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应在总

结课题绩效评价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项目

管理，做好项目绩效评价材料审查，规范材料格

式，严格审核项目成果的真实性和相关性；另一

方面，组织专家进行预评价，在技术层面进一步

把关，帮助提炼项目成果的创新性水平和实施成

效，以保障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的顺利通过。

4.2 跟踪项目研究进展，促进成果宣传应用

完成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并不意味着项目的

结束，更重要的是如何将项目成果应用到生产实

践中。中国计量院在开展课题绩效评价工作的同

时，借助信息化系统考核指标模块，完成了对课

题研究成果名称、核心指标及成果证明材料的

分类整理，并梳理形成项目亮点成果汇编。下一

步将设计搭建项目成果库和优秀科技成果展示平

台，在分类梳理和分析项目成果的基础上，推动

成果信息的开放共享，加大成果的宣传力度，进

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落地应用。此外，系统搜

集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信息，通过细化专家领域

和研究方向，有助于支撑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库建

设，更好地满足项目评审要求。

4.3 评估项目实施成效，助推优化科研布局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在组织好课题绩效评价工

作，并配合专业机构完成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的同

时，应强化对绩效评价结论的应用。一方面，应

建立绩效评价结论与专业所和科研人员科研诚信、

绩效考核等的挂钩机制，适当加大对优秀人才和

团队的奖励和支持，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潜能

活力；另一方面，应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估，

利用科学手段合理评估项目投入产出，系统分析

项目成果成效，为后续科研布局提供参考，进而

提升科研项目质量和科研院所创新能力。

5 结语

课题绩效评价的工作质量是项目综合绩效

评价的前提和基础。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中国计

量院根据绩效评价的工作要求和程序，研究开发

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绩效评价信息系统，是

科研项目信息化管理的一项有力举措，为落实国

家“放管服”政策，高效规范地开展课题绩效评

价工作提供了技术保障。实践证明，该系统为科

研人员、管理人员和评审专家协同操作提供了便

利，大幅提高了课题绩效评价工作效率，有效保

障了重点专项课题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在

系统设计过程中，梳理总结的标准化工作流程和

功能模块，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可推广的管理模

式，为相关科研单位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和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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