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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南 第 1部分：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础研究项目的绩效评价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解释、评价维度内容、

评价指标剪裁与选用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有明确工程应用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验收的综合绩效评价，其他类型科研项目可

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900-2022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

GB/T 41619-2022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实施指南-基础研究项目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900-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定义的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础研究项目 fundamental research projects
GB/T 41619-2022中所述的基础研究项目和应用研究项目的总称，并侧重于有明确工程应用需求

的项目。

3.2

综合绩效评价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从技术、管理、财务、档案四个维度，突出质量、绩效、贡献评价导向，全面反映成果完成质

量、技术水平、转化应用绩效、经济社会效益等的一种项目验收评价方法。

3.3

评价要素 elements of evaluation
评价活动的基本组成单元。

3.4

评价指标 indicator of evaluation
衡量项目绩效的重要工具，帮助项目组识别和改善不足，使其更好的实现其目标。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AA1F5D36F39A8DBE05397BE0A0AB19B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AA1F5D36F39A8DBE05397BE0A0AB19B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8AA1F5D36F39A8DBE05397BE0A0AB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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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体系的设计原则

评价体系的设计应满足 GB/T 22900-2022中提出的评价原则，同时考虑基础研究项目的特点，

还宜遵循以下原则：

1) 全面性原则。评价要素要完整，包括国家政策、人才、经费、条件、项目特征、管理模式、

需求、目标、技术、产品、市场、能力布局、产业布局、技术现状、地域特征、各方关系、

新技术发展等。

2) 系统性原则。评价方法需结构化分析、系统化布局、体系化实施，同时应考虑外部环境和

内部实际情况的重大变化，坚持动态调整、持续优化，保证评价的有效性和目标的实现。

3) 合规性原则。评价方式需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党内法规、管理制度等刚性要求。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体系设计总体思路

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的总纲，是反映项目验收评价重点的指挥棒，在

评价体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1）考虑综合全面性，包括项目实施包括的过程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和技术成效四个维度。

2）加强引导和监督，关注研究成果的创新和应用价值，引导绩效评价向重质量、重成果转变。

5.2 指标体系

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了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即 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1 个三级

指标，评价指标体系架构如图 1所示。

图 1 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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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按项目阶段进行设置，包括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

二级指标从产出与效果角度进行构建，项目管理包括组织管理、里程碑管理、财务管理、进度

管理、档案管理，项目产出包括完成质量和技术水平，项目效益包括能力积累和实施效益。

三级指标从可量化角度进行细化分解，使评价更具操作性和实用性。

三级评价指标体系也可从技术、管理、财务、档案四个维度来进行解析，例如：其中一级指标

项目管理可支撑管理、财务和档案三个维度，一级指标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都用于支撑技术维度，

详细解释说明见第 6章。

5.3 量化分数

根据项目实施成效，量化计分标准如下：

1) 评价得分在 100-120分之间，表明该项目除全面完成任务合同书规定的研究任务、实现研

究目标要求的同时，在项目管理上规范有效，特别是项目产出的完成质量和技术水平超出

预期，项目评价结论为“优秀”。

2) 评价得分在 80-100分(不含)之间，表明该项目全面完成项目任务合同书规定的研究任务，

实现研究目标，项目产出的完成质量和技术水平符合预期，但在项目管理和成果凝练上存

在不足，项目评价结论为“合格”。

3) 评价得分在 80分(不含)以下，表明该项目未完成任务合同书规定的研究内容、未实现研究

目标或提交的研究成果有重大问题等情况的项目，项目直接评定为“不合格”，不再评价具

体分数。

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分值分配、解释说明及评价标准详见附录 A。

6 评价维度内容

6.1 技术维度

技术维度的评价指标一级指标为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二级指标包括完成质量、技术水平、能

力积累和实施效益。三级指标分别为研究目标达成情况、研究内容完成情况、技术指标实现情况、

研究成果质量、技术成熟度、创新性和先进性、成果应用前景、知识积累、队伍建设、能力发展、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2项指标。每一项指标在评估体系中的分值和评价标准参见附录 B。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分值最高的三级指标项是研究成果质量。在项目成果质量评价方面分为 15

大类成果，包括：软件/程序、标准/规范、准则/指南/手册、方法/方案/模型/机理/规律、数据库/数据

集/数据包/数据手册、样机、系统/平台、试样、考核试验件、样品/样件、工装、图纸/图样、专利/

软件著作权、论文、专著等。15类成果的技术要求和评价标准参见附录 C。

6.2 管理维度

管理维度的评价指标一级指标为项目管理，二级指标包括组织管理、里程碑管理和进度管理。

三级指标分别为项目过程管理组织、项目团队内成果共享、里程碑节点工作完成、里程碑节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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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项目进度管理情况 5项指标。

每一项指标在评估体系中的分值和评价标准参见附录 D。

6.3 财务维度

财务维度的一级评价指标为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为二级评价指标，三级评价指标分别为财务制

度健全性和管理规范性和预算执行和资金结余。

每一项指标在评估体系中的分值和评价标准参见附录 E。

6.4 档案维度

档案维度的一级评价指标为项目管理，档案管理为二级评价指标，三级评价指标分别为档案制

度健全性、管理有效性和档案材料真实有效性。

每一项指标在评估体系中的分值和评价标准见附录 F。

7 评价指标体系维护

按照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在基础研究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工作实践应用过程中，持续探索科

技项目管理技术，定时更新维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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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及量值打分表

基础研究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A.1。

表 A.1 基础研究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1

项目管理

（30分）

组织管理

（3分）

项目过程管理组织情

况
1 项目实施过程的组织管理情况，评价项目

有效执行情况

2 项目团队内成果共享

情况
2 项目实施过程的组织管理情况，成果共享

情况，评价项目团队协作情况

3
里程碑

管理

(5分)

里程碑节点工作完成

情况
3 任务合同书约定的里程碑节点目标完成情

况

4 里程碑节点阶段成果

情况
2 里程碑节点阶段性成果取得情况

进度管理

（2分）
项目进度管理情况 2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周期要求完成任务

5

财务管理

（10分）

财务制度健全性和管

理规范性
4 项目单位的财务管理相关制度、日常财务

管理、绩效准备等情况

6 预算执行和资金结余

情况
6

项目资金到位和转拨、实际总支出和各分

项支出、资金结余、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等

情况

7

档案管理

（10分）

档案制度健全性和管

理规范性
5 项目单位的档案制度情况、档案制度执行

情况

8 档案材料真实有效性 5 项目档案资料的完整性、签署情况、归档

证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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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9

项目产出

（60分）

*视项目产

出情况可

增至 80分

完成质量

（50/65
分）

研究目标达成情况 8 项目研究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价项目研究

目标的完成程度

10 研究内容完成情况 5 项目研究内容完成情况，评价项目研究内

容的完成程度

11 技术指标实现情况
10/
15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的实现情况，评价项目

技术指标的完成程度

12 研究成果质量情况
25/
35

评价任务合同书约定的所有类型成果，同

一类型成果 1-2 项，代表性成果总数 5-8
项

13 技术成熟度等级 2 项目关键试验件或重要研究成果的技术成

熟度情况

14
技术水平

（10/15
分）

创新性和先进性 5/7.5 项目整体技术水平在国内外所处的创新性

和先进性情况

15 成果应用前景 5/7.5 项目取得的亮点成果及其对行业发展的支

撑作用、应用（前景）情况

16

项目效益

（10分）

能力积累

（6分）

知识积累 2 知识积累、运用及传承情况

17 队伍建设 2 研究队伍、人才培养情况

18 条件保障能力提升 2 软硬件能力建设情况

19

实施效益

（4分）

经济效益 2 项目实施产生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情况

20 社会效益 2 项目实施产生社会综合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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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技术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值打分标准

技术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值打分标准表 B.1。

表 B.1 技术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值打分标准表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及权重

（一）研究目标达成情况

（8分）

全部达成且证据充分（6~8）
基本达成或证据欠充分（0~6）
未达成或无证据，验收及绩效评价不合格（0）

（二）研究内容完成情况

（5分）

全部按要求完成（4~5）
基本完成或证据欠充分（0~4）
未按要求完成，验收及绩效评价不合格（0）

（三）技术指标完成情况

（10分/15分）

高于约定要求完成（10~15）
全部按要求完成（8~10）
基本完成或证据欠充分（0~8）
未按要求完成，验收及绩效评价不合格（0）

（四）研究成果质量

（25分/35分）

参照《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取平均值后，乘以 1.4折算为绩效后得分

应包含任务合同书约定的所有类型成果，同一类型成果 1-2项，代表性成果总数

5-8项

（五）技术成熟度

（2分）

参照 GJB/Z 173.5-2014
完全达到（1.6~2）（需提供证明材料或第三方评估意见）

基本达到（0~1.6）（需提供证明材料或第三方评估意见）

未达到（0）（需提供证明材料或第三方评估意见）

（六）创新性和先进性

（5分/7.5分）

国际领先（6~7.5）（需提供证明材料或第三方评估意见）

填补国内空白（5~6）（需提供证明材料或第三方评估意见）

国内领先（4~5）（需提供证明材料或第三方评估意见）

以上均不满足（0~4）

（七）成果应用前景

（5分/7.5分）

已用于型号或工程验证机等研制，且效果显著（6~7.5）
可直接转化应用并支撑型号或工程验证机研制（5~6）
尚需一定积累再用于型号或工程验证机等研制（4~5）
无明显应用需求（0~4）

（八）知识积累

（2分）

形成了系统的知识积累，传承情况好（1.6~2）
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系统性不强（0~1.6）

（九）队伍建设

（2分）

形成稳定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梯队建设好（1.6~2）
研究队伍较为稳定，未形成梯队建设（0~1.6）

（十）条件保障能力提升

（2分）

形成较好软硬件能力支撑后续发展（1.6~2）
形成的软硬件能力一般（0~1.6）

（十一）经济效益

（2分）

经济效益显著（如获得相关行业的奖励，增强单位市场竞争力等）（1.6~2）
经济效益一般（0~1.6）

（十二）社会效益

（2分）

社会效益显著（如项目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培训、教育机会，

促进人才成长和当地就业等）（1.6~2）
社会效益一般（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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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研究成果技术要求及评价标准

研究成果技术要求及评价标准表 C.1。

表 C.1 研究成果技术要求及评价标准表

序

号
成果类型 提交材料 具体要求及评价要点 评价标准

1
软件/程序

（100分）

可执行软件/程序证

明

（40分）

1.软件运行须相对独立，具有人机交互界

面和基本操作功能；

2.程序须独立或依托相关软件/系统等运

行，展示源代码。

1.可独立运行，具备约定的所有软件功能（演示或其他证明方式），人机交互良好，功能

先进，具有工程应用价值，30～40分

2.可独立运行，具备约定的主要软件功能（演示或其他证明方式），人机交互良好，10～

30分

3.无法有效运行，或无法有效展示功能，0～10分

设计说明书/使用说

明书

（20分）

包括但不限于软件/程序概述（需求、目

的、功能等）、设计原理、主函数结构及

其流程图、运行环境、操作界面（软件类）、

运行说明、安装与维护。

1.设计/使用说明书要素齐全，设计原理及运行过程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清晰，参照即

可安装、使用软件/程序，16～20分

2.设计/使用说明书要素基本齐全，基本可参照使用软件/程序，8～16分

3.没有提供设计/使用说明书或原理表述不清，难以按照其使用软件/程序，0～8分

测试大纲/

测试报告（对于软件

类项目）

（20分）

包括但不限于配置评审、功能测试、性能

测试。

1.报告要素齐全，功能、性能测试方案合理，测试结果满足约定要求，16～20分

2.报告要素齐全，功能、性能测试方案合理，功能测试满足约定要求，性能测试基本满足

要求，8～16分

3报告要素齐全，功能、性能测试方案合理，功能/性能测试基本满足约定要求，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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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类型 提交材料 具体要求及评价要点 评价标准

检测报告

（20分）

1.提供第三方具有权威资质机构的检测

报告；

2.若无相应标准，应自拟检测大纲并邀请

相关专家评审通过后依照执行。

1.满足具体要求中的全部要素，且表述清晰、逻辑合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学性，可

直接借鉴使用，16～20分

2.满足具体要求中的全部要素，且表述清晰、逻辑合理，检测报告权威性不强，可借鉴使

用，8～16分

3.覆盖具体要求中的部分要素，且表述清晰、逻辑合理，难以直接借鉴使用或无检测报告，

0～8分

2

数据库/数据集/

数据包/数据手

册

（100分）

数据文件

（80分）

1.按照规定要求统一数据类型、文件格式

及数据结构；

2.若有可执行程序，需提供测试报告，测

试包括测试方法、测试结果、结果分析。

1.数据文件要素齐全，数据获取过程、格式、用途、适用范围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清晰，

数据真实有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可直接参考使用，60～80分

2.数据文件要素齐全，数据获取过程、格式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较为清晰，数据真实有

效，可直接参考使用，40～60分

3数据格式凌乱，来源、用途等表述不清，0～40分

设计说明书/使用说

明书

（20分）

设计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说明数据获取

过程及标准、数据主要用途、数据内容、

数据不确定性、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

1.设计/使用说明书要素齐全，设计原理及使用过程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清晰，参照即

可使用，12～20分

2.设计/使用说明书要素基本齐全，基本可参照使用，8～12分

3.没有提供设计/使用说明书或原理表述不清，难以按照其使用，0～8分

3
标准/规范

（100分）

标准/规范

草案

（70分）

包括但不限于概述部分（包括封面、目录、

标准名称、引言、适用范围），技术内容

（如名词术语、符号、代号、品种、规格、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等），补充部分（如附

录等）。

1.标准/规范要素齐全，技术内容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准确、清晰，适用范围合理、可

行，通过相应级别的评审，可直接使用，50～70分

2.标准/规范要素齐全，技术内容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清晰，具备使用的基本条件，30～

50分

3.标准/规范表述凌乱，无法直接使用，0～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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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类型 提交材料 具体要求及评价要点 评价标准

编制说明

（30分）

包括但不限于需求输入、适用范围、标准

编制的原则和确定标准的内容、主要试验

的分析和综述、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的情况、与现有标准之间的关系、重

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标准性质

的建议、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废

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标准负责起草单

位和参加起草单位。

1.文件要素齐全，相关描述逻辑合理，表述准确、清晰，可全面、有效支撑相关标准/规

范，20～30分

2.文件要素齐全，相关描述逻辑合理，表述准确、清晰，可部分、有效支撑相关标准/规

范，10～20分

3.文件要素不全面或表述不清晰，无法有效支撑相关标准/规范，0～10分

4
准则/指南/手册

（100分）

研究报告

（100分）

包括但不限于需求输入，准则概述，理论

基础，形成过程，创新点描述，适用范围

及使用条件。

1.报告要素齐全，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创新点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准确、清晰，适用

范围及使用条件合理、可行，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工程应用价值，可直接使用，80～100

分

2.报告要素齐全，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创新点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准确、清晰，适用

范围及使用条件合理，具备使用的基本条件，40～80分

3.报告要素不全，不具备使用的基本条件，0～40分

5

方法/方案/模型/

机理/规律

（100分）

研究报告

（100分）

包括但不限于需求输入、原理概述、创新

点描述、验证与确认、与国内外先进水平

对比情况说明、存在的不足及应用前景、

方法详细使用说明（附件）。

1.报告要素齐全，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创新点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准确、清晰，适用

范围及使用条件合理、可行，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工程应用价值，可直接使用，80～100

分

2.报告要素齐全，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创新点等描述逻辑合理，表述准确、清晰，适用

范围及使用条件合理，具备使用的基本条件，40～80分

3.报告要素不全，不具备使用的基本条件，0～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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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核试验件

（100分）

实物证明材料

（20分）

1.试验件数量符合预定要求；

2.已用于破坏试验的试验件应提供相应

记录证明。

1.试验件数量、外观等满足预定要求，已用于破坏试验的试验件有相应记录证明，10～20

分

2.试验件数量、外观等满足预定要求，已用于破坏试验的试验件记录证明不全，0～10分

设计说明文件

（40分）

1.包括但不限于试验件设计需求，目的，

结构特征，材料，并附签署完整的设计

图样；

2.对于工艺流程复杂、质量要求严苛的试

验件，应包括加工或制造工艺流程记

录、检验或检查记录等。

1.试验件的设计过程、加工或制造工艺流程等描述清晰，逻辑合理，设计图样、流程记录、

检验或检查记录齐全，可支撑相关技术的验证和考核，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

值，30～40分

2.试验件的设计过程、加工或制造工艺流程等描述清晰，逻辑合理，设计图样、流程记录、

检验或检查记录齐全，可支撑相关技术的验证和考核，10～30分

3.试验件设计要素描述简单，过程记录缺失，对技术验证和考核不明显，0～10分

试验报告

（40分）

包括但不限于试验大纲，试验方法及方

案，试验过程、结果和结论。

1.试验原理、过程、条件等描述表述清晰、逻辑合理，试验方案可行，有一定的创新性，

试验结果合理，可有效支撑考核试验件的功能及性能考核验证，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

值，30～40分

2.试验原理、过程、条件等描述表述清晰、逻辑合理，试验方案可行，试验结果合理，可

有效支撑考核试验件的功能及性能考核验证，10～30分

3.试验过程、条件等描述不清晰或试验结果存在问题等，0～10分

7
样机

（100分）

实物证明材料

（30分）

1.样机数量符合预定要求；

2.样机实物组成、功能及外观满足要求。

1.满足具体要求要素，具备约定的所有功能（演示或其他证明方式），外观等满足要求，

功能先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20～30分

2.覆盖具体要求要素，具备约定的主要功能（演示或其他证明方式），10～20分

3.无法有效运行或无法有效展示功能，0～10分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6810504602

4006052

https://d.book118.com/768105046024006052
https://d.book118.com/768105046024006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