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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政政策策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推动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为建立科学有效的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绩效评价工作体系，提高省级财政科研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推动构建“基础
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绩
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将于9月1日起试行。《评价办法》制定以“引导和识别高质量科技成果、推
动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为目标，以评价标志性成果“五元”价值为切入点，坚持全面覆盖、有机融合、系统推进，不折不扣
落实科技领域“放管服”和科技评价改革精神，积极探索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新方法新路径。

围绕国家和省的战略目标和使命
任务凝聚共识，强化省级科技计划绩
效评价的统筹协调，为科技创新减负
赋能。一是制度化规范化推进财政预
算绩效管理在科技领域走深走实。制
订《评价办法》，在全国率先以规范性
文件形式整合科技视角和财政视角的
绩效评价，既是新时期省级科技计划

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设计，也是对以
往有效创新实践的系统集成，让财政
科研经费的绩效评价更加遵循科研规
律、更好融入科技管理和评价工作。
二是建立科技、财政部门“联合评价、
结果互认”的工作机制。科技、财政部
门共同制定中长期绩效评价工作计划
和年度任务清单，共同组织具体评价

任务，共同实施质量控制，共同确认评
价结果，两部门不开展未纳入任务清
单的绩效评价活动，有效避免重复检
查。三是持续推进科技计划绩效评价

“减表并表”。加强绩效管理信息化建
设，整合科技项目年度执行报告、分期
拨款评估、预算绩效自评等3项工作表
格，实现“一次填报、一表通用”。

扫描了解
《评价办法》全文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将于9月1日起试行

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全面落实科技
评价改革要求，将提升科技自立自强
能力和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任
务，分解转化为政府部门和创新主体
的共同行动。一是突出导向性。指标
体系聚焦“四个面向”，体现科技创新
质量、贡献、绩效为核心的评价导向，
强调科技计划标志性成果产出和质
量，围绕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细化

“五元”价值评价内涵，设置“解决重大
科学问题实效”“技术突围实效”“支撑

产业发展实效”等新增特色指标，全面
评价科技计划落实国家和省战略需
求、引领创新发展的实质作用；同时，
通过优化过程指标落实科研诚信管理
要求，营造求真务实的创新生态。二
是突出系统性。按照“整体—专项—
项目”三个层次分别设置科技计划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全口径覆盖省级科
技计划各专项、项目及资金，贯通科技
创新战略部署到具体科研项目的预算
管理链条，指标设置逐层分解科技战

略规划、政策任务的考核目标，实现项
目成果产出、专项目标达成、整体绩效
提升的有机统一。三是突出融合性。
指标体系在总体框架上符合财政绩效
评价的共性要求，具体设置体现科技
工作和科技评价特点，在项目层和专
项层以“五元”价值作为效益指标，在
整体层以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生态链
构建作为效益指标，全面替换原有的
财政效益指标。

谁来评

转变过去由政府唱独角戏的评价
模式，以及以项目产出、资金使用规范
性为主的微观项目视角，通过探索多
元的评价方法和视角，对科技计划使
命任务的完成情况开展多维度的精准
评价。一是强化科技计划整体和专项
绩效评价。重点考察科技计划战略布
局、创新政策供给、标志性成果产出、

创新体系建设、创新生态链构建等方
面的整体效果，努力回答新时期如何
优化科技计划组织实施支撑国家和省
战略目标实现的时代课题。二是结合
区域创新特色完善评价专家库建设。
鼓励吸纳来自国家实验室、高水平新
型研发机构、科技领军企业、港澳地区
的高水平专家参与科技计划绩效评

价，补充吸纳绩效专家、科技评价专家
入库。三是拓展识别标志性成果的评
价方法。综合采用代表作评价、技术
就绪度评价、用户评价、高质量知识产
权评议等方法，探索开展非共识评价，
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有价值、有实效
的探索给予肯定。

将科技计划绩效评价作为新时期
科技部门履行资源统筹和综合协调宏
观管理职能的重要抓手，有效发挥科
技计划评价“指挥棒”、“诊断器”的作
用，引导科技部门聚焦使命、转变思
路，系统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水
平。一是保障科技计划顺利实施和
目标达成。对标科技计划设立目标，
加强动态绩效管理和风险预警，对评
价结果揭示的问题进行分级处理，建
立全流程管理闭环，压实主管部门和
承担单位主体责任，确保科技计划整
体绩效目标实现。二是支撑多评价
主体“评用结合”。引入行业主管部

门、行业用户、行业协会（学会、研究
会）、科技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等主
体参与评价活动，建立评价结果共享
机制，将其他主体的评价结果作为科
技计划绩效评价的有力补充，推动科
技计划绩效评价结果成为行业评价、
投 融 资 决 策 和 成 果 推 广 的 重 要 参
考。三是强化政府与市场的统筹、财
政科技投入的统筹。开展诊断性、对
策性、前瞻性评价，通过科技计划布
局必要性分析，统筹政府与市场，合
理配置科技资源，确保财政科技投入
始终服务国家和省的战略目标，在市
场有效驱动的应用技术研发领域逐

步退出，集中投入市场不能有效驱动
的基础前沿和重大共性关键核心技
术研究，确保科技部门始终聚焦当前
及未来发展科技瓶颈；通过科技计划
专项全链条差异化分析，统筹财政科
技投入，健全科技计划专项之间、部
门之间的协同机制，减少项目和经费
交叉重复，推动财政科技投入跨部门
一体化配置，系统提升省级科技计划
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构建全过程创新
生态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等方
面的保障和引领作用。

聚焦“谁来评”，首创科技、财政深度融合的科技计划绩效评价机制。

评什么
明确“评什么”，搭建“战略目标层层分解、创新链条有效贯通”的科技
计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怎么评
探索“怎么评”，丰富科技计划绩效评价的视角和方法。

怎么用
强化“怎么用”，完善科技计划绩效评价结果综合运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