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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在规模和功能上的扩展， 以其为平台，利

用全球创新资源开展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可能。这种创新平

台不仅仅适用于非公共产品类科研，而且对公共产品类科

研的资金投入的拟成果购买制 ［1］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价

值。因此，探讨拟成果购买制的互联网运作模式问题，对于

促进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体系管理模式的制度创新，提高科

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加速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的定义

1.1 拟成果购买制的基本特点

拟成果购买制是指政府在公共产品类科研领域，选择

可拟成果购买类科研，模拟政府采购的形式，将原来在研

究之前即投入科研资金的立项拨款制改为以附加一定利

润“购买”研究成果的科研资金投入体制 ［1］。 在拟成果购买

制的实施过程中，按照项目是否被预先公告，分为先行公

告项目和后申报成果项目两类情况，拟成果购买制又可以

分为先行公告制和后申报成果制 ［2］。 作为一种新型的科研

资金投入体制，拟成果购买制有助于引导财政科技投入对

全球创新网络环境下产生的创新民主化和平民化趋势的

经济支持，并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因此，我

们结合互联网的特点，探讨拟成果购买制的互联网运作模

式问题。
1.2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的定义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
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化、信息化、时效性、互动性、开放性

等优势，实施拟成果购买制的一种方式。互联网发展至今，
以其为工作平台的各种运行模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众

多领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拟成果购买制以互联网为平

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点，不仅可以使得拟成果购买制

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还将使拟成果购买制运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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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杰，奉 公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4）

摘 要：分析了拟成果购买制和互联网的特性，结合互联网特点构建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拟成果购买制的

运作模式，并对其优点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公共产品类科研

中图分类号：F713.5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08-0016-04

收稿日期：2007－12－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3035）
作者简介：杨杰（1983-），新疆奎屯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奉公（1957-），男，

湖南隆回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

第26卷%第8期

2009年 4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6 No.8%
Apr. 2009



第 8 期

的管理得到简化。

2 拟成果购买制与互联网的互适性分析

拟成果购买制与互联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适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互联网为拟成果购买制开发利用创新人力资源奠定

了基础

拟成果购买制强调调动全社会的创新人力资源开展

科技创新。这里的创新人力资源泛指能够在某一方面有新

思维、有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的人员，不仅包括科研机构的

科研人员，还包含社会大众。从互联网的发达程度来看，全

球互联网用户人数已过10亿，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截至到

2007年7月 ， 我 国 网 民 数 量 达1.62亿， 网 民 普 及 率 达 到

12.5%，上网计算机总数达到6 710万台，中青年网民占总数

的78.6%，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网民数量占总数的43.9%［3］，
其中，地、市级以上的科研单位和大学所属的主要科研机

构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以上， 东部地区已全面普及。
发达的互联网为开发利用这些创新人力资源、实施拟成果

购买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互联网为实现拟成果购买制所倡导的科研机会平等

理念创造了可能性

拟成果购买制以成果决定投入的取向，不以研究人员

的资历决定投入的取向。 因此，只要在公共产品类科研领

域获得创造性成果者，都可以获得财政科技投入的科研机

会。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共享性、时效性和开放性，使得互联

网用户可以得到其需要的信息。 同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

发展， 资源共享的程度和行为协同的能力在不断提高，适

用于公共产品类科研的共享资源也不断累积，为拟成果购

买制运作模式中的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可靠保障。

2.3 拟成果购买制的高度开放性与互联网的开放性具有

一致性

拟成果购买制强调科研信息和成果评审的高度开放

性，尽可能地调动全社会的创新人力资源，同时，提高社会

各界对科技成果评审的监督水平。 在这些方面，现有的互

联网数据库、 搜索引擎和实时互动等技术已较为完备，可

以满足拟成果购买制对科研信息和成果评审的开放性要

求，使得科研信息和成果评审信息能够通过互联网较为全

面、及时、有效地传播。

3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的基本架

构

在落实拟成果购买制基金及其管理机构的前提下，拟

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的基本架构主要涉及以下几

个方面：

3.1 项目公告系统

项目公告系统主要由拟成果购买制项目及其相关信

息和成果购买信息公布两部分组成。 具体运作细则为：①

通过规范化的途径确定项目的 名 称、范 围、目 标、成 果要

求、时限、价格等 ［3］；②通过项目公告系统向全社会公告拟

成果购买制项目的上述详细信息；③实施拟成果购买制项

目的研究主体（个人或团队）在项目公告系统中对自己实

施研究的行为履行进行登记，项目公告系统采用互联网动

态技术， 统计和公布每项拟成果购买制项目的跟进情况

（包括实施每个项目的研究主体的数量、主持人、依托机构

等）。对于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跟进但是又特别重要的项目，

应由管理机构分析具体原因，并 对 其 范 围、目 标、成 果要

求、时限、价格等内容进行调整；④拟 成 果 购 买 信 息的 公

布。 对应于本模式中的成果公告与异议系统，对一定时期

内无异议的成果进行公布。

3.2 成果提交系统

成果提交系统，是拟成果购买制项目的实施主体向拟

成果购买制基金管理机构提交公共产品类科研成果的网

络平台。 对于先行公告制来说，拟成果购买制项目的研究

主体获得相应的成果之后，即可以通过网络采用标准化的

格式，向该系统提交研究成果的信息，提出拟成果购买申

请。 当拟成果购买申请被系统确认之后，随即转入评审系

统等待评审。 对于不符合标准化的拟成果购买申请，系统

将通知申请者核实修改。 对于后申报成果制 ［2］来说，公共

产品类科研成果的获得者同样可以向成果提交系统提交

其成果的详细信息，并提出拟成果购买申请。 只有通过了

拟成果购买制基金管理机构对其是否属于拟成果购买制

的范围进行审查之后，系统才将其转入成果评审系统等待

评审。 成果均以电子版形式提交，样品或样机均提交其数

字化信息，包括样品或样机的图片和外形、功能等详细说

明。

3.3 成果评审系统

成果评审系统主要由拟成果购买申请数据库组成。其

运作程序为：①利用网络的各种数据库查询，淘汰所有重

复的“成果”；②基金管理机构从专家库里选择相关领域的

专家，专家根据成果审核与评价标准对所申报的成果进行

审核与评价；③以与先行公告项目相同的标准，对后申报

成果作出审核并确定价格，以作为对其实施拟成果购买的

依据； ④将审核与评价的结果转入成果公告与异议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审核与评价是对应于所设定的科研目

标和成果的真实性进行的，而不是对成果的价值及社会后

果评价。 所有的审核与评价均由专家组作出。

3.4 成果公告与异议系统

成果公告与异议系统是社会大众对于经过初步审核

后的成果的评价和异议平台。 该系统具有BBS功能，但是

该系统采取实名制登陆，在用户进行注册时要提交相关的

身份认证，以保障成果提交者的利益和评审系统得到的信

息和言论的真实性。建立该系统是为了充分保障成果审核

的公正性。通过该系统公告的成果，经一定异议期限后，基

金管理机构组织专家综合异议并接受社会对该成果的评

杨杰，奉公：拟成果购买制的互联网运作模式探讨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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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最终决定是否对该成果实施拟成

果购买。

3.5 基础数据库系统

基础 数 据 库 系 统 主 要 包 括拟 成

果购买制项目数据库（简称项目库）、
拟成果购买制的成果数据库（简称成

果库）、专家数据库（简称专家库）以

及与其它各种成果、项目等数据库的

链接。

（1）项目库。 项目库主要由已被

跟进的拟成果购买项目信息和已 完

成拟成果购买的项目信息两部分 组

成。项目库有助于用户检索和拟成果

购买基金管理机构新设项目。已被跟

进的拟成果购买项目信息包括 项 目

名称、编号、范围、目标、成果要求、成

果拟购价格，以及项目的跟进情况等

详细信息，该信息主要从本模式的公

告系统中获取， 再加以统计分析；已

完成拟成果购买的项目信息由项 目

名称、编号、开始和终止时间等详细

信息组成。

（2）成果库。 成果库主要由拟成

果购买制实施前后的财政科技投 入

项目的成果信息构成。成果信息应包

括项目名称、成果内容、验收时间、专

家鉴定结论、 验收鉴定专家名单等，

对拟成果购买制实施之前的成 果信

息的统计应参考官方统计资料，拟成

果购买制实施之后的成果信息 则参

考该模式的成果评审系统。

（3）专家库。 专家库中的专家来

源可以参考如下几条标准进行选择：

①承担省部级及其以上公共财政资助项目的主持人；②被

中央政府拟成果购买的成果的获得者；③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技奖励或著名民间科技奖励的主要获奖者或项目主持

人；④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正式职位、领取国家薪资、专业

技术职务为正高职称且得到政府认可的科技工作者；⑤公

开发表科技论文和出版学术专著达到规定指标的人；⑥符

合其它某些特殊要求的专家。专家库随着拟成果购买项目

和成果的增加以及专家在科学道德和信用等方面的表现

及时更新。成果验收和鉴定所需要的专家应该以双盲的方

式来自于该专家库 ［4］。
此外，本模式还可以建立“风险投资管理”平台，给研

究主体和风险投资者提供一个信息服务平台，有助于解决

研究主体资金缺乏问题，并给风险投资者提供相关的投资

信息 ［5］。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的具体流程如图1
所示：

4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的优越性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行模式以互联网为依托，能够

简化拟成果购买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问题，为该制度

在科研投入体制中的全面推广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4.1 信息的高度开放性和共享性

借助本模式的各个系统，拟成果购买制项目的跟进信

息、成果信息、验收和鉴定的结论、评审专家等数据以成果

公告与异议方式将向全社会公开，达到社会对拟成果购买

制实施过程的监督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强化拟成果购买制

项目的研究主体和拟成果购买制基金管理机构的责任意

识，更好地履行自身的义务。 在本模式中，项目、成果以及

相关专家的信息都以数据库的形式保存， 以互联网为平

台，尽可能实现全社会的共享，以提高财政科技投入过程

中的信息对称水平。

图 1 拟成果购买制互联网运作模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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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uasi -purchase System of Research Output （QSRO）and the internet
respectively. Also it provides an internet-based QSRO operation mode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combined and
makes an evaluation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model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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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社会的创新资源

拟成果购买制的互联网运作模式是公共产品类科研

向草根化、民主化方向延伸的一条重要途径，能够最大限

度地利用全社会（甚至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科研资源的

优化配置。从理论上讲，凡是互联网延伸之处，那里的创新

人力资源就能够为拟成果购买制所用。 同时，本模式还能

够为处于不同地域的创新人力资源搭建交流的平台，促进

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重组，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4.3 缩短科研、评审、成果转化的周期，节约科研成本

在拟成果购买制的互联网运作模式中， 项目公告、评

审、 成果等相关信息都以互联网数据的形式进行传播，减

少了科研管理中的成本。采用本模式还可以简化以往公共

产品类科研投入的管理程序，减少管理费用，节约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另外，采用拟成果购买制的互联网运作模

式，利用互联网传播拟成果购买制相关信息，则从拟成果

购买制项目的公布到跟进、从成果的发布到审核、从成果

的推广到转化的周期都将进一步缩短。
4.4 统一拟成果购买制的实施

我国所有以拟成果购买制形式实施的项目全部在此

模式的网络系统里进行，由“拟 成 果 购 买 制 基 金”统 一管

理。采用统一的运行程序，统一的信息公布格式，所有拟成

果购买制的相关信息都可以统一于本模式所属的数据库

系统，以便于管理。

参考文献:

［1］ 鄂宏哲，杨国军，奉公.拟成果购买制下的风险投资与普通

风险投资之比较［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23（9）：5-7.
［2］ 薛晶天，奉公.拟成果购买制架构中的后申报成果制与专利

制度的比较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6（4）：34.
［3］ 朱九田. 拟成果购买制的管理模式与现行科研资金投入体

制管理模式的比较［J］.科技导报，2005（6）：45.
［4］ 鄂宏哲，奉公.科技投入的拟成果购买制中的风险投资初探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2）：20.
［5］ 奉公，周莹莹，余奇才，等.国家财政科技投入体系的信息库

建设问题初探［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1）：24.
（责任编辑：万贤贤）

杨杰，奉公：拟成果购买制的互联网运作模式探讨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