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　 　 第 3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37　 No. 3
2020 年 9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Sep. 2020

[投稿日期]2020-07-16
[基金项目]邯郸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项目(编号:1134201100-7)
[作者简介]刘富军

 

(1969-)
 

,女,河北新城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科技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

提高我国科技报告服务效果研究
刘富军,

 

陈会谦

(河北工程大学
 

图书馆,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充分发挥科技报告的作用是我国科技报告建设的初衷。 分析了科技文献的开发利用模式

和利用方式,研究了我国科技报告的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落实国家科技报告的政策法规、完
善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强化科技报告的文献服务功能和拓展科技报告有价信息(知识)的深度挖掘

等措施,提高我国科技报告的利用效果。 特别是研究提出通过技术手段,包括完善科技报告查重功

能、建立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开发应用于不同目的和不同机构的科技报告分析工具,并将这些技

术手段和分析工具纳入科技计划管理系统、科技报告加工审核系统和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提升我国

科技报告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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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0)03-041-06

　 　 自 2013 年全面启动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工作以

来,我国科技报告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 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从“十一五”开始回溯科技报告,到目

前入库科技报告已有 10 余年的持续积累,现已实现

了科技报告呈交的制度化、常态化,“国家科技报告

服务系统”从 2014 年开通以来,经过不断改进,服务

功能日趋完善,现已收藏科技报告 20
 

万份,为科技

报告的共享服务提供了物质保障,今后我国科技报

告的工作重点将从数据资源建设转向共享服务。

一、科技报告的利用情况

　 　 目前,我国收藏的科技报告主要是政府科技报

告,是由国家或地方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

产生的[1] ,具有强制呈交的特点,这类科技报告的完

整收藏变得相对容易,其价值也能充分实现。

(一)科技报告的价值

　 　 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投入每年大幅增加,据统

计,目前每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 R&D)达到了近 2
万亿元,但是,从前我国的研发项目产生的研究成果

却没有一个公开的展示平台,其他研究人员和社会

成员不能查阅利用这些研究成果,造成了社会财富

的巨大浪费。 科技报告可以完整展示国家财政支持

的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它涵盖每个计划

项目的整个研究过程,包括内容、方法、仪器设备、研
究数据、实验步骤、研究结果、结论、成功的经验和失

败的教训。 一篇好的科技报告如果严格按照其研究

程序进行操作,可以重现研究结果。 在科技报告产

生之前,我国科技成果的展现查阅方式主要是通过

《国家科技成果网》和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的《中国科

技成果数据库》,这两个科技成果资源平台收录的科

技成果均为我国省(部)级及以上科技管理部门登记

的成果信息,成果条目主要是不超过 500 字的摘要

信息,项目负责人自愿登记。 我国科技报告服务系

统与《国家科技成果网》和《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记录的成果信息相比,具有整体展示全部计划项目、
描述研究过程详尽、文献属性明显、便于阅读理解和

转化利用等优势,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为
落实科技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科技报告的利用方式

　 　 根据科技报告的利用目的,可将科技报告的利

用方式分为作为文献资源的利用方式、在科技管理

中的利用方式和在科技评价中的利用方式。
1. 作为文献资源可以提高我国的科研水平

科技报告最重要的价值是其蕴含的文献价值,
社会成员特别是科研人员通过检索阅读[2] ,丰富自

己的专业知识,开阔视野,少走弯路,提升研究起点,
高质量地完成所承担的研究项目,特别是在攻克国

家重大高新技术项目和难题、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3] ,这是我国下决心建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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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制度的初衷,也是科技报告最基本、最重要的利

用方式。 全球科技报告工作做得最好、科技报制度

最完善、科技报告收藏最齐全、应用效果最突出的是

美国,二战期间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纳粹德国等先进

国家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军事情报),并在战后迅速

建立了完善的科技报告体系,形成了在国际上享有

盛誉的科技文献———《美国政府报告》 (NTIS),美国

科技人员利用科技报告提供的先进理论、方法和技

术,大幅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完成了一批具有国际

影响的重大课题,支撑美国在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

的全球领先。 钱学森等从国外回国的功勋科学家,
利用在美期间了解到的科技报告建设情况及其重要

作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提出我们也要建设自

己的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议。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
科技报告的建设及其对国内外科技报告的深度利

用,对于我们突破技术封锁、攻克科研难题、研制高

端产品和关键设备,加强科技创新,推进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科

技水平和国际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
2. 用于科技管理

通过科技报告的相似性检测可以避免科技项目

的重复立项,提高科技计划经费的使用效率;提升政

府项目过程管理能力,加强科技项目阶段性检查、结
题验收,及时进行项目水平评价和科技奖励[4] ,通过

科技报告的统计分析和知识深度挖掘,提升政府的

科技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随时掌握下属单位研究

性质、研究领域、研究团队结构构成、研究特点、研究

能力、研究方向、研究热点,快速了解国内外科技发

展趋势,暗藏的技术隐忧,及时调整基金支持范围,
布局未来科技发展领域[5] ,科技报告适度公开共享

还可以促进科研管理的公开透明,促进科技管理人

员加强工作自律,提高管理水平,督促项目承担者杜

绝学术不端行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集中精力提高

研究水平,促进了我国的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用于科技查新。 目前科技查新主要是科技项目

(课题)查新,包括项目立项查新、结题查新、科技奖

励查新,科技报告是科研计划项目完成情况的完整

表现形式,所以,科技报告是科技查新最重要、最贴

切的文献资源。 多年来,《美国政府报告》 ( NTIS)是

科技项目国外查新的必备资源,这已是业界的共识。
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国内查新科研项

目和成果的检索主要用《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替

代,由于该成果库记载的项目研究信息较少(500 字

以内的摘要),收录的计划项目不完整,其在科技查

新中的作用受到了限制。 我国“国家科技报告服务

系统”的投入使用填补了这一空白,将科技报告纳入

科技查新的数据资源,将会明显提高科技查新质量。
用于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查重。 在科技项目立项

时,通过拟立项项目与科技报告的相似性检测,避免

科技项目的重复立项,近年来在国家科技项目立项、
浙江省等地方科技项目立项时,已开展了科技项目

的立项查重,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3. 用于科技项目水平评价

科技报告可用于科技项目阶段性检查、结题验

收和科技奖励的水平评价,为项目检查验收评奖提

供依据。 一方面,科技管理部门及科级管理人员通

过相关科技报告的检索分析对比,对相关计划项目

或评奖项目做出新颖性、先进性、实用性的判断;另
一方面,委托中介机构或情报机构的专业人员,通过

检索分析评估,对计划项目或评奖项目进行客观

评价。

(三)目前科技报告的利用效果

　 　 目前,国际上科技文献的开发利用模式有集中

模式、分散模式、分布模式、集成模式[6] 。 我国科技

报告系统的开发利用模式接近于分布模式。 国家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主要收藏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计划

项目产生的科技报告,各地方、各部门(行业)审核、
收藏本地科技报告,同时在某一时间节点向国家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提交汇总,由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

统向社会公众统一开放服务。 各地方部门依照国家

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为模板建设与运行,用户可以在

一家科技报告系统注册[1] ,便可登录其它科技报告

服务系统,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与各地方、各部门

(行业)的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相近,国
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向各地方、各部门(行业)的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因此,
从全国来讲,我们的科技报告开发利用模式总体上

是分布模式,而对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及各地方、
各部门(行业) 的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单一系统来

讲,又是集中模式,现阶段我国科技报告开发利用主

要是通过国家科技报告系统实现,因此集中模式是

目前我国科技报告开发利用模式的主体[7] 。
2014 年至今,国家科技报告系统对社会公众提

供免费科技报告摘要浏览服务;对实名注册、身份认

证的专业人员提供在线全文浏览、检索服务,但对所

有用户都不提供下载、保存全文服务[8] ,这或许间接

导致近年来科技报告的浏览量偏低[5] ,总体利用效

果不明显。 但在科技管理方面,科技报告查重作用

开始显现,特别是近几年,国家科技部应用“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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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报告服务系统”对新申请立项的计划项目以及在

项目结题验收时进行了相似性检测,导致每年都有

少部分项目由于相似性较高而不能立项或不能通过

结题验收,这项工作已在浙江、江苏等省市铺开,至
于科技报告在其他方面的利用还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我国科技报告的开发利用模式是以集中模

式为主,主要是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收藏了全国

的科技报告资源,而地方和部门(行业)科技报告建

设发展很不平衡,尽管我国内陆省份都已启动了科

技报告工作,并且部分省份已经实现了科技报告呈

交的制度化、常态化,但也有一些省份科技报告工作

刚刚启动,多数部门(行业)科技报告工作尚未启动。
随着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特别是随

着地方、部门(行业)的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数据资

源的丰富和服务功能的加强,科技报告在地方、部门

(行业)的利用程度必然会加大,特别是在科技管理、
科技评价、立项查重等方面,我国科技报告的开发利

用模式将逐渐由集中模式转变为分布模式,我国科

技报告的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将变得强大起来。

二、提高科技报告利用效果的途径

　 　 目前,我国科技报告的利用效果还不高,主要原

因有: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政策贯彻不彻底,不
能做到计划项目的完整持续呈交;科技报告持续收

藏的时间还比较短;科技报告的质量参差不齐;科技

报告服务系统的服务能力需要改进完善。 本文利用

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以下提高我国

科技报告利用效果的办法、途径。

(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政策,确
保全国科技报告的完整呈交和持续积累

　 　 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关于加快

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 ( 国办发

〔2014〕43 号) [9] ,该文件要求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

技项目必须呈交科技报告,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将科

技报告工作纳入本地、本部门管理的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科研管理范畴,在科研合同或任务书中明

确项目承担单位须呈交科技报告,到 2020 年建成全

国统一的科技报告呈交、收藏、管理、共享体系,形成

科学、规范、 高效的科技报告管理模式和运行机

制[10]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科

技报告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组织管理体系

和呈交加工收藏服务体系,国家和多数内陆省份将

科技报告呈交纳入了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实现了计

划项目科技报告呈交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但

是,各省之间科技报告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分省份

科技报告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部门(行业)、地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科技报告工作还没有启动[10] 。
只有全国一盘棋,使科技报告建设在各地方、各部门

(行业)得以全面开展,实现全国科技计划项目科技

报告的完整收藏和持续积累,科技报告的价值才能

获得充分的体现[10] ,否则科技报告的作用,特别是

在科技评价、统计分析、查新、查重等方面的作用将

会大打折扣。
为此,国务院要加大《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

告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执行力度,对照该文件做一次

执行情况大检查,对好的地方、部门进行表扬,对差

的地方、部门进行批评,对情节严重的进行纪律处

分,杜绝有令不行的行为,确保按文件要求在全国各

地方、各部门(行业)全面启动科技报告工作,并且将

科技报告呈交纳入各地方、各部门(行业)科技计划

管理系统,实现科技报告工作的过程管理,确保我国

科技报告的完整收缴和持续积累。 国家政策的执行

力度是我国科技报告建设工作能否健康发展、建设

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二)完善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提高科技报告服务效能

　 　 赵丹阳博士[7] 将文献服务方式分为:
 

传统服

务;通过系统平台整合的集成服务;对用户进行定制

化服务和信息推送服务的个性化服务;对文献信息

进行二次开发利用的知识服务 4 种服务模式。
我国科技报告的服务方式为文献集成服务方

式,多篇科技报告集成于一个文献服务平台,向社会

用户提供文献阅览服务,这与其他文献服务平台

(如:维普、中国知网、万方,其他国家和地方文献共

享平台)采用的文献集成服务方式类似,并且我国开

展的科技报告资源服务的方式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检

索和全文授权阅读为主的基本服务,科技报告的利

用率比较低,开展面向用户的科技报告增值服务,对
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和机构是难度和挑战性更大的工

作。 据此,提出以下完善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主要

措施:
1. 完善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服务功能。 经过几

年来的努力,“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服务功能

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在检索方式上增加了高级检索

功能,系统首页设置了报告导航、标准规范、撰写培

训等功能模块。 但是,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浏览量依

然偏低,缺乏必要的开放共享功能[12] 。 多数用户反

映科技报告资源可获得性较低,全文公开率太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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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下载全文[13] ,只能通过向作者本人发送请求

或者获取阅点才能获取到全文[14] 。 因此应该增加

原文获取渠道,科技报告对知识产权的要求不应高

于专利文献,在确保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参考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做法,让读者方便获取科技报告全文,科
技报告服务系统应增加全文文献传递功能;尽量减

少延期公开的科技报告数量,做到能公开的尽量公

开,努力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服务系统开发

智能化知识检索方式,例如支持全文检索、句子检索

等,同时增加检索支持的字段类型,在现有途径的基

础上增加全文、参考文献等检索项[14] ;增加读者反

馈机制,便于科技报告服务机构了解读者的意见、系
统存在的问题,开放科技报告读者与作者的交流渠

道[12] ,提高科技报告质量和系统的浏览量

2. 增加科技报告个性化服务。 科技报告服务系

统中潜藏的巨大有价值信息有待进一步挖掘开发,
个性化的知识服务主要体现为用户创建更为个性化

的服务环境,科技报告系统可以提供相关领域科技

报告收集整理的功能,如用户提供其研究主题时,系
统可以为用户推送大量符合其要求的文献,既节省

用户的时间,也有助于科技报告的有效利用,加强个

性化服务,使得服务更加人性化,更具针对性[6] 。 目

前可以开展面向用户的定题推送服务,我国国家科

技报告系统实现了报告收藏和记录用户浏览足迹的

功能,结合用户在注册时填写的研究领域,就可以很

好地实现上述定题服务,将新增的相关科技报告统

一推送到用户邮箱
 [6] ;通过对用户行为的记录和分

析,向用户推送其所关注的科技报告最新情况,此
外,还可以为用户提供统计、分析[14] ,增加专题检索

及专题分析服务,以及最新的前沿跟踪服务等,提供

全文订阅与推送服务[13] 。
3. 对科技报告资源进行深度知识挖掘。 科技报

告是科研人员与科技管理者获取知识的重要载体,
面对海量的科技报告资源,如何使用户能够在最快

时间内识别出有用的所需知识是当前科技报告服务

系统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

统还需对所收藏的大量科技报告进行更深层次的知

识挖掘,对已有科技报告进行分析探索与归纳整理,
从中识别出更为有效的相关知识,依托于现代智能

化信息技术, 为用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专业知

识[14] ;科技报告系统可以根据收集整理的科技报告

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定期整理出各领域的研究热点,
并将这些研究结果整理成报告,以有偿或无偿的方

式将这些报告提供给用户[6] ,形成国家制度依托于

资源公开支撑的科技报告衍生增值产品系列[13] 。

(三)建设科学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提升科技

报告内容质量

　 　 质量是科技报告的生命,有效的质量评估手段

是保障科技报告质量的前提。 我国目前提交到服务

系统中的科技报告多数是合格的。 但是,由于我国

科技报告建设的起步较晚,科技报告的质量总体还

不是很高,有些报告因要求提交而提交,科技报告的

内容描述过于简单,关键技术一笔带过,读者无法从

科技报告获取科技项目的主要技术、研究环节及其

内在关系,这样的报告自然就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关于提高科技报告质量的研究已有较多,包括:提高

科研人员撰写科技报告的责任意识、完善科技报告

培训制度、加大科技报告审核力度、建立科技报告撰

写呈交的制度规范等,这些措施对于保证科技报告

质量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拟通过科技报告质量评价

体系研究,并将科技报告评价体系应用到报告撰写

呈交和应用服务中,确保科技报告的质量和应用

效果。
关于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国内已有研究

报道,任惠超等[15] 利用专家调研法、层次分析法等

方法提出国家科技计划中产生的科技报告验收阶段

评价指标,评价报告科学价值和报告编制质量[10] 。
陈洁等[16]则对科技报告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

选择、评价原则、具体操作规范等进行阐述。 刘顺

利[10]则认为应将科技报告的应用服务情况也纳入

到科技报告评价系统中,对科技报告的质量进行总

体评价。
总之研制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艰

苦的过程,研制人员需要熟悉科技报告工作,反复试

验、不断修正完善,才能形成可以广泛应用的质量评

价体系。 经过实际应用可行的科技报告质量评价体

系作为评价软件可以嵌入科技报告加工审核系统、
科技计划管理系统,为科技报告审核、科技项目结题

验收提供依据[17] 。 包含服务情况的科技报告总体

评价体系主要用于科技管理部门[18] 及其指定的科

技报告管理服务机构对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地区、
部门、行业的科技报告工作、科技项目完成情况的综

合评价,可作为科技管理部门后续项目安排的依据。

(四)开发科技报告分析工具,提高科技报告利用效果

　 　 1. 基于科技报告开发应用于科技管理部门的统

计分析工具。
经过调查,多数科技管理部门得到的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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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果分析报告是用 EXECl 表制作,提供的几类

数据统计分析,反应科技报告的收缴数量,研究领域

分布,科技报告访问数量,提交科技报告的所属院

校、项目完成人,及项目获得资金支持数量等数据,
对蕴藏在科技报告内的数据联系没有进一步揭示,
缺乏对科研人员的研究全面、准确的描述,无法构建

全省范围内的产业链路径图,对于全省范围内的研

究人员研究方向、研究热点不能及时捕获,提供给管

理部门的数据存在冗余。 在这方面张倩[19] 提出通

过知识图谱信息分析技术,结合并行本体构建和融

合的方法,对已有科技报告进行全文内容标引、知识

分类、统计分析,构建用户需求,实现科研数据分析

原型系统。 为管理部门准确掌握不同单位及单位性

质、不同研究人员及人员研究方向、特点、研究能力,
为以后安排计划项目提供依据,通过统计分析我国及

国外的科技报告,可以发现科研工作的新方向、新热

点,调整本地的计划项目布局,提高科技管理效果。
2. 开发应用于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的分析工具,

自动生成调研报告(研究报告、发展趋势报告等)。
科技报告信息庞杂,噪声大,冗余信息多,科研

机构很难快速抽取有用信息,为此科研管理机构应

组织开发一套能有效处理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分词、词
性标注、关键字抽取、词向量处理技术,实现需求分析

中的文本预处理、噪音文本过滤、目标句定位、语义相

似度计算、信息抽取等功能分析软件,为科研机构、中
介服务机构、管理部门提供分析服务,自动生成调研

分析报告(行业趋势报告、行业分析等报告),为社会

服务、为科研服务、为科技决策提供参考[20] 。
3. 开发评价评估专业工具,为科学地评价科研

人员科研水平提供辅助依据。
目前许多科研院所没有基于科技报告的专业评

价、评估工具,对于科研人员项目研究的科学性、先
进性缺乏数据评价支撑,而这方面的研究也仅限于

理论研究,多数研究是基于科技报告的先进性、实用

性及报告格式等十项至二十多项指标设定一至三级

评价指标体系,经过计算、归化处理,给出科学的科

技报告评价指数,对达到特定范围指数的科技报告

认定为优秀、合格、不合格等级,对科研人员的研究

水平给出一个量化的评价。 为此提倡通过国家科技

报告平台开发一套通用的科技报告评价分析工具,
为全国院所评价科研项目提供可行的方法和手段,
同时减少各省开发成本,实现全国范围内项目评估

体系的标准化,为提升全国科研水平提供统一评价

标准体系。 通过开发评估、评价工具还能发现新申

请项目的新颖性、先进性及其社会利用价值,是否具

有申报、立项研究的必要,同时对于项目验收鉴定、
科技奖励、技术转让、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客观、公
正依据。

4. 开发信息抽取、聚类分析工具,提高客户对科

技报告的内容的使用粘性。
经调查,近三年河北科技人员应交科技报告

5911 份,实际提交 2547 篇,未提交科技报告数量是

3364 份,占总共提交报告的 56. 91%,科技人员对科

技报告年浏览量不超过 500 人年次,下载篇数年均

800 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科技报告系统易

用性较差,科研人员重视不够等,更重要的原因是科

技报告内容层次划分不聚类,科研人员对有价值的

科研信息获取不便。 为此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自己的

观点:如刘卫江[21]提出用主题决策算法模型对科技

报告内容中的科技元素进行揭示,发现科技发展演

化进程及发展脉络,动态把握科技发展动态,提升科

技人员预知科技发展动态能力,提高客户使用粘性。
朱晔[22]提出构建知识链服务体系,通过对无序的知

识进行重新提取重构,构建科技报告研究元数据知

识体系,定位推送,多点反馈,达到重构科研人员新

的科研生态。 我国基于内容的挖掘技术发展很快,
但作为国家级科技报告平台,缺乏进一步的知识链

挖掘服务,缺乏知识抽取、内容检索的一站式服务平

台,为此建议在国家科技报告服务平台上构建基于

科技报告内容分析的知识挖掘工具,提升科技人员

对科技报告使用粘性。
5. 加强校、所合作,促进各类开发工具开发、有

效落地。
经过网上调研、电话采访,多数省份科技报告管

理服务系统设在各省科技厅下属的情报研究院或情

报研究所,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科技报告管理、推广费

用。 情报院、所编制多在 50-100 人之间,技术人员

分散在政策研究、产业研究、区域创新研究等研究领

域,从事科技报告管理的专业人员多数具有一定的

计算机专业背景,但是他们多数知识更新缓慢,知识

结构陈旧,无法胜任专业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无
法完成复杂的工具软件开发任务,调查显示这部分

研究院、所拥有大量的优质科技数据资源,这些资源

基本上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而外界科研人员也

无法完整获得。 经过调查,表明全国各省都拥有数

所高等院校,这些院校拥有大量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前瞻性基础研究人才,这些教授、学者在基础研究,
关键技术研究、前沿引领技术研究领域能力显著,但
是他们缺乏优质的科技数据资源,如果能够有效加

强校、所合作,融合发展,对促进各类软件工具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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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效落地提供一条有效途径。

三、结语

　 　 我国科技报告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加大科技报告

深度利用是今后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 本

文通过分析科技文献的开发利用模式和利用方式,研
究了我国科技报告的利用现状,提出了强化科技报告

文献服务功能和拓展深层次服务手段,从政策角度,
技术手段,提出了提高我国科技报告利用效果的意见

建议和办法措施,期待科技报告为落实科技驱动发展

战略,推进我国科技发展和国力增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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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ocuments,
 

stud-
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uti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implementing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improving
 

the
 

service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strengthening
 

the
 

document
 

service
 

fun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and
 

developing
 

the
 

deep
 

mining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knowled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so
 

a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in
 

China
 

Utilization
 

effect.
 

In
 

particular,
 

the
 

research
 

proposes
 

to
 

improve
 

China ' 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by
 

means
 

of
 

technical
 

mean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duplicate
 

checking
 

fun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
ports,

 

establishing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s,
 

develop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
 

analysis
 

tool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nd
 

institutions,
 

and
 

integrating
 

these
 

technical
 

means
 

and
 

a-
nalysis

 

tools
 

in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lan
 

management
 

syste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
 

pro-
cessing

 

audit
 

system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port
 

service
 

system
 

Service
 

ability
 

an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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