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探索建立国立科研机构

基于绩效考评的资源配置体系

中国科学院

中国 科 学院 是我国科 学技术 方面

最 高学术机构 和 全国 自然科学与高新

技术 综 合研究 发 展中心，始终 致 力于

面向 国 家战略 需 求，面 向世界 科技前

沿的创新工作。近年来，为用好国 家财

政资金，鼓励竞争合作，促进持 续健

康 发 展，提高创 新效益，中国 科 学院

围绕战略定位，确 立了统筹调 配国 家财

政资金的 资 源 配 置体系，按照 创 新 绩

效与目标需求相 结合的原则，建立并完

善了“导向明确、分类管理、鼓励竞争、

注 重绩效”的资源配置制度。

一、基于绩效考评的资源配

置体系

中国 科 学院 的 资源 配 置体 系包括

研究 所 资源 配 置体系和 院 事业发 展专

项 配 置体系。研究 所的 资 源配 置体系

以 研究 所 为对 象，以 绩效 考评为基本

依据，按绩 效优先的原 则统筹 调 配资

金，在发挥 全院 综合集成能 力的 同时，

充 分发挥研究 所自主 权，提高科技创

新 快 速反应 能 力，促进综合优势的 发

挥。而 院 事业发 展专项 的 配置体系则

是由院 直接组 织 各 项 事业发 展。两个

资源配置体系均按照“整体规划、保证

重点、择 优支持、鼓励竞争、优化配

置、动 态调 整”的资源配 置 方针，充 分

发挥资源 配 置的 杠杆 功 能，提高经 费

的使用效益，体现“先发展 先 支持，发

展好多支持”的理念。首先，加强资源

的整体规划，实行规划、资源配置、执

行、评 价相 互 支撑的绩 效管理。其次，

严格实施绩 效 考评 制 度，建立科 学的

评价体系，并针对 不 同性质的研究工

作，采取不 同的 考核 评价办 法。第三，

绩 效 考评从产出评价，拓展 到 包括规

划、组织、实施、结 果的科技创新全过

程的评价，更加 综合，更加科学合理。

第四 ，严格按照 考评结果 配 置资源，真

正发挥评价的杠杆作用。

二、基于机构绩效考评的资

源配置体系

中国科学院 研究 机构 的财政资金

配 置 主要采取五年 一定，中期 微调，

根据绩效 考评调 整研究 所的资金 配置

办 法。通过绩 效 考评结 果 与资金配 置

挂 钩 的 机制，构 建自觉向 上、不 断创

新、竞争合作、协同发展的环境，同时

形成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

管理规范的现代 院 所制度。

一是研究 所财政资金 配置的 首要

条件是确 定科技战略 目标。根据创 新

工程的不 同阶段，确 定不 同的资源配置

目标。199 8-20 02 年，明 确 把研究 所

科技目标凝练作为首要标 准，按 照“成

熟一个，启动 一个”的原 则，严格论证，

逐所 审核，明 确 任务，推进调 整 学科

布局和 重点 发展领域。

二是在知 识创新工程实施过程中，

强调加强战略 研究，建立相应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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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规划制定工作。建立了研究 所中长

期 发 展规划、五年工作 方 案、所 长任

期目标、年度预 决算审批制度及研究所

所 长年度 交流评议制 度，促进研究 所

的规划制 定与实施，并通过节点控制，

保证终期目标实现。从 20 06 年知 识创

新工程三期 开始，中国科学院 与每个

研究 所签订 了《知 识创新工程三期工作

任务书》，明确研究所的科技目标、体

制发展 目标、体制创新、人力资源和资

金 资 源发 展规划等，其中一些指 标 是

量化目标。

三是明确研究 所 财政资金 配置的

宏观比 例，建立 配 置标准。从科技发

展的 实际 要求出发，结 合 不 同性质科

技创新 活 动 特点，研究 确 定 了研究 所

资源 配 置标 准，为决 策提供依 据。如

在人力资源 配 置 方 面，明 确 全院 岗位

聘任人员中科技、支撑与管理人员的比

例控制在 6 ：3 ：1，其中研究员占科技

人员的 25% 左 右，长期 聘用的 岗位聘

任人员控制在总数的 20 % 左右。

四 是 建立 绩 效 考评 体系。每 5 年

对研究 所进行 绩 效 考评，考评的 内容

既 包括产出，如论文、专利 及对 经 济

社 会发 展产生重 大影响 的科技成 果，

也 包括发展 态势和创新能 力，以 及满

足发 展 目 标、定位、规划 等 的 情 况 ，

实现了从结 果衡量 到过程控制，也 就

是 从传 统 的单一产出考评，拓展 到科

技规划、科技投入、组织 实施、科技

产出及其后 效 等科技活 动 各 个 环 节，

实现“目标- 过程- 结 果”三位一体

的绩效管理新模式，即综 合质 量评估。

另外，建立了年度 监测体系，包括年度

定量监 测，主要通过 采集反映研究 所

状态和产出的 关键数据进行 分 析，描

绘研究 所总体状态、能 力和贡献，监

测研究 所 的 发 展，如参照 经 济中的

G D P 方法，发 展 了科技创新能 力指数

工具，用于衡量研究 所发 展情况。开

展年度 自评 交 流，主要是 引导研究 所

自我总结 并与同 类 所进行 交 流，找 到

好的 实践 榜 样，引导研究机构 不 断改

进、发 展。

五是 考评结 果与财政资金 配 置挂

钩。研究 所 综合质量评估确 定的分 档

结 果已 成 为确 定研究 所基 本科研费、

创 新岗位数、所 长年 薪，乃至 进行 组

织 结 构 调 整 的 一个 重要因 素。2 0 05

年，经 过绩效 考评，有 2 6 个研究 所评

为优秀，有 49 个研究 所评为良好，有

5 个研究 所 评为 合格。考评 结 果 成 为

调 整 单 位 经 常性 经 费的 依据。2 0 0 8

年，针对部分发 展 态势较好的研究 所

进行 了升档 评 估，并按 结 果重新调 整

了经费。

上 述 环节相 互 衔接、相 互 支撑，

构成中国科 学院 对研究 所的 资金 配置

方式。

三、基于项目和人才绩效考

评的资源配置

科技项 目和人才投入在中国科 学

院 的 财 政资金 中占有很大 比 例，为管

好这 笔投入，制 定 和 完 善了各 专项 资

金管理 办 法，明 确 了专项 资金 的 具 体

用 途 和 支持 范围 以 及项 目目标，对申

报、评审、批复、管理、验收 和监督 检

查等 过程控制 的各 环节提出了具 体要

求，并把反映 绩效的指 标 作为资源配

置的 重要参考。

（一）重 大科技创 新 活动 经 费管

理。对科技创 新项 目进行 分 类分层 管

理。根据基础 研究、战略 高技术研究、

生物科学研究和 资源环 境研究等不 同

类型的 科技活 动，分 别建立 不 同的 绩

效 目标、管理 和 考评体系。并按照“领

域前 沿、重要方向和 重大项 目”三个层

次部署创新项 目，各层次的项 目根据自

身特点设立 绩 效 目标、标 准以 及相应

的 考评体系。例如，对 于基 础 研究 重

大项 目，遴选 标 准强调 解 决 国 家规划

中明 确 提出的 重大科技问题，或国际

上 高度 关注的 重大科技 问 题 ；对于高

技术重大项 目，遴选 标 准强 调 解决具

有明 确 技术 出口、能产生重 大 社会经

济效 益的产业核心技术 与关键技 术问

题。之外，遴选 重大项 目 还要强调承

担团队的能 力。重要方向项目的绩效目

标是面向未来，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以

期 形成解决 重大 关键科学问题的理论

基础 ，成 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新的技术

源泉。

（二）人 才 专 项 经 费 管 理。1998

年，启 动 了“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

20 01 年，增加了以 创新团 队 方 式吸 引

“海外知 名 学者”内容，同时将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纳 入“百人计划”管

理，给予配 套支持。“引进国外杰出人

才计划”首先由所里招聘，第一年的 经

费由研究 所 负责提供，一年后 参加 院

里 统一组 织 的择优支持 评审工作，每

位入选 者有 两次 参加机会，每年约有

10 % 的引进人才通 不 过该 项 评审被取

消资格，从而 有效防 止了研究 所 为争

资 源 而 引进人才的 现象，保证了有限

资金用在 最需要的地 方。人才引进三年

后，“引进国 外杰 出人才计划”领导小

组 办公室组 织 专家对 当年度计划执行

结 束的 杰出人才进行 综 合性 评估，并

评出 20 % 的优秀者。这种竞争和压力，

保证 了人才奋发向 上的动 力，成为有效

使用资金的基础。到 20 0 8 年底，通 过

“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引进的 1573

人中，168人被取消资格。

国 立科研机构绩效考评是 财政经

费绩效管理的难点，经 过多年探索，中

国科学院 初步形成了以 综 合质量 评估

为根本、以 政策导向 评 估为重点、以

基础 数据测评为基础 的综合质量评估

体系，为探索开展 国 立科研机构 的 绩

效考评打下 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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