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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评价提升国家创新治理体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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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主题论坛：创新体系与科技评价面向充分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邀请国内

外各领域专家围绕准确评估发展成效、评估预测前沿动向、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等方面展开

深入研讨。本篇专题报告对创新体系与科技评价主题论坛的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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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六 

以科技评价提升国家创新治理体系效能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化，科技治理的重要性

不断突显。科技评价作为一种评估发展成效、支撑未来决策、引导人

才发展的重要科技治理工具，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点关注。与会嘉

宾一致认为，应充分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加强对当下科技

活动成效的准确研判、对前沿技术领域的价值决策判断、对各类创新

人才发展方向的目标指引，提升国家创新治理体系整体效能。 

一、科技评价重要性日益突显 

一是各国普遍高度关注科技评价对科研活动的指导作用。科学技

术部副秘书长贺德方指出，当前世界各国愈加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科

技评价受到格外关注。中国政府一直把科技评价改革作为科技体制改

革的重要内容，以评价改革促进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科技部科技评

估中心主任聂飙提到，科技评价是主要创新国家高度重视的政策工具，

今年年初，美国能源部对费米实验室进行了评估评价，依据评估结果

提出更换实验室运营团队。 

二是科技评价已成为预测研判前沿技术的重要工具。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旭指出，科技评价的起点，是要引导科研机

构服务国家使命、满足国家战略。而技术预测与评价是“指挥棒”的

另一个重要指向，历次技术预测与评价为我国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关键

技术的识别提供了有力支撑。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技术与

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指出，技术经济价值的识别对高质量发

展至关重要，不仅是高校院所、初创企业需要技术评价，投资者更需

要对技术进行准确估值。 

三是科技评价为人才成长提供了准确的方向指引。中国科学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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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指出，科技评价最终都会作用于人，如

何评价科技人才研究的水平和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不仅关乎有限

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对科技人才的教育培养和职业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西湖大学讲席教授、校长助理裴端卿介绍，西湖大学探索建

立创新导向的科技评价标准，引导人才更加关注产出成果的不可或缺

性。 

二、当前科技评价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评价系统性有待增强。贺德方指出，科技评价在以下几方面

有待加强：（1）统筹联动不足，各部门科技评价定位不够精准、互补

性欠缺，与经费、人事、薪酬等方面结合统筹需进一步加强，与评价

结果应用之间衔接不够顺畅；（2）破立并举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科

技评价正处于“旧唯在破，新标在立”的过渡阶段，既存在思维惯性，

也受到各类社会排名影响；（3）“政府评机构、机构评人才”的评价

传递机制不够健全，以使命绩效为导向的科研单位评价体系和以能力

贡献为导向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二是评价能力面临更高要求。张旭指出，（1）“无人区”探索任

务更加严峻，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要瞄准世界科技变革的态势，

做好趋势研判，及时迭代调整。（2）国际竞争形势复杂化加剧不确

定性，要准确客观判断各个领域科技竞争能力和实力，做好摸底评价

工作，找准短板弱项和突破口。（3）社会实际需求变化带来更多挑

战，要更好协调各方面，摸清经济社会发展未来需求，找准共性关键

技术。 

三是基础性评价制度有待完善。潘教峰指出，一方面，定量评价

导向正在悖离科学价值的本质。定量评价体系易停留在指标计算上，

在重数量的评价导向下，大量论文仅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补充，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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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开拓性原创性成果。另一方面，科技人才分类分级评价体系尚

未建立。科技人才评价注重标准的普适性，缺乏针对不同类型科技人

才精准分类，也缺少基于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识才体系和个性考量。

同时，功利化现象侵蚀了科学家精神。专家评价、同行评议容易产生

“圈子文化”、“大佬文化”等问题，定量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和多

元性，两者结合目前还存在实操困难。 

三、全方位探索完善科技评价的有效路径 

一是将科技评价工作与科技活动紧密结合。贺德方提出，要将科

技评价嵌入科技活动及科技管理工作的全链条，强调科研活动全流程

评价，开发更多科学化评价工具；明确评价改革重点方向，推动国家

层面的评价与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直接挂钩，建立“政府评机构、

机构评团队、团队评人才”的评价传导链条，坚持“职责使命定位什

么就评什么”“谁用人谁评价”和“约定什么就评什么”的基本评价

原则；加快“立新标”探索实践，开展微观操作规范化建设，围绕重

大战略规划政策等开发科技评价工具，建立科技评价负面清单。 

二是将技术预测融入科技评价形成完整闭环。张旭提出，要坚持

将技术预测与评价作为规划制定的基础，将形成的共识转化成规划任

务和重大科技项目；建立稳定连续的技术预测与评价机制，增强时间

线上的技术可比性，建立相关标准规范；将技术预测与评价工作深度

结合，建立预测、规划、计划、项目、预算、绩效、评估的闭环管理，

加强技术预测与评价结果在科研机构绩效评价中的应用。傅晓岚指出，

可借助 AI 手段探索解决技术估值的瓶颈难题，通过技术价值效用理

论，为每个行业建立大型特定数据库，定制化开发人工智能算法。 

三是建立回归科学价值本源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潘教峰指出，

（1）建立分类评价体系。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五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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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分类分评。（2）完善精细化评价指标。坚持实践和贡献导向，

结合不同创新主体的职能，增强指标针对性、精准性，形成客观公正

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体系。（3）健全人才评价方法。注重运用社会

学、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最新成果，综合使用情景模拟、数据挖掘

等技术手段。（4）明确政府市场评价分工。依据不同类型科技人才

价值导向，合理推进人才评价自主权下放。 

 

 

 

整理：张宇、罗仙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