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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科技评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8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关村巨加值科技评价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深圳航天科创实业有限公司、国投信开水环境投资有限公

司、中科高博(北京)科学技术服务中心、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电建铁路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福建华诚工

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

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山东省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日辉电

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中国技术市场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巨建国、何小敏、巨龙、康键、蔡华利、段琦、陈凯华、樊坤、杨捷、陶鹏、刘春利、

曹效鑫、董岩、王军、于跃斌、魏雪梅、闫万体、曹玉新、刘学生、曲强、刘建友、蔡延喜、蔡飞昌、叶庆铃、
林长波、张增伟、左熠、吴建文、蔡梅贵、薛士国、卢成绪、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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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源源不断的将科技投入变成经济效益,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

共生共荣。开发研究项目是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实现科技成果应用与产业化、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途径之一。如何以产业化为导向评价开发研究项目,是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件为开发研究项目评价活动提供了基本准则,为开展开发研究项目评价活动的组织提供了规

范性指导。本文件给出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按照待评价项目的特征和管理需要选择性使用。
本文件用于评价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社会组织、金融机构组织开展的技术开发和产业

化相关项目、应用示范相关项目、试验发展相关项目,对应《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Manual)第7版、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中的“试验发展”,以及《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

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中的“技术和产品开发类项目中的新产品、关键部件等的

应用转化及开发研究”和“应用示范类项目”。
采用本文件有助于优化开发研究项目的综合管理水平、合理配置科研资源、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建

立健全科研项目评价体系等,为我国开发研究项目评价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的开展,以及开发研究项目

实施成效的整体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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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实施指南
开发研究项目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评价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开发研究项目的建议,包括评价原则、评价类型、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科研项目管理机构、承担单位、评估机构和项目其他相关方开展科研项目评价活动。
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具有开发研究属性的科研项目评价活动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2900—2022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22900—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交付物 deliverable
开发研究项目形成的可以交付的所有成果。
注:交付物包括主交付物和副交付物,其中主交付物指能够直接进行产业化并产生市场收益与市场价值的部分,如

系统、硬件、软件、工艺、方法、服务、模式等;副交付物指依托于主交付物存在,自身具备价值,但不能够独立产

业化并产生市场收益的部分,如论文、专利、标准、著作、资料等。

3.2
技术报表 technologystatement
以结构化的方式,综合反映科研项目工作分解结构、工作分解单元、技术就绪水平、技术创新就绪水

平、科研投入、技术隐性收益、技术显性收益、时间、交付物、交付物状态、风险之间关联关系的表格。

4 评价原则

评价宜满足GB/T22900—2022中提出的评价原则,同时考虑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开发研究项目

(以下简称“开发研究项目”)特点,还宜遵循以下原则。
———以效益为目标。评价宜充分考虑开发研究项目的特点,将引导开发研究项目在各阶段产生实

际的成果、影响、价值、效益作为评价的目标。
———信息多源化。注重信息源的选择,注重从市场的反馈、用户的意见、产业的需求、社会的舆论中

采集评价需要的相关信息。
———注重评价效率。评价宜注重利用已有资源开展评价,保证评价内容的可获得性和评价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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