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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背景下地方高校科研项目管理工作提升

策略研究
党建华 张蕴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宝鸡，721013；

摘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本

研究基于“放管服”改革背景，从制度建设、科研诚信建设、信息化建设、科研管理队伍建设四方面剖析地方高

校科研项目管理工作凸显的问题，深入分析并提出响应的解决策略，以期为为新时期高校科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

提供管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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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高校作为人才集聚、科技创新、产业提升的重要

策源地，对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知

识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已成为推动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科技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于 2015 年 5 月提出并

不断深化，旨在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为各类创新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放”即下放科

技项目、科研经费、科研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的管理权限，扩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在科技活动中的

自主权；“管”指规范科技管理事项，加强后期管理、

评价及绩效考核，大力推进科技诚信建设；“服”指创

新科技服务方式，营造良好的科创环境
[1]
。

近年来，政府、高校、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共同

发力，积极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

融合。2021 年 9 月，教育部、科技部启动首批 20所高

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工作。2024 年 9

月，教育部、江苏省共建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

心，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范式。高校作为科技

创新的前沿阵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

国际合作交流以及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共同构成了高

校的六大职能职责。对于地方高校而言，推行有组织的

科研，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了职责的重中之重。

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为高校科学研究顺利开展提供了良

好的保障工作，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全国、陕西省地方高校

2023年科研项目数、拨入经费如下表所示：

表 1.全国、陕西省地方高校 2023 年科研项目数、拨入经费情况一览表

合计项数
（项）

当年拨入经
费（千元）

基础研究项
目数（项）

当年拨入经
费（千元）

应用研究项
目数（项）

当年拨入经
费（千元）

试验发展项
目数（项）

当年拨入经
费（千元）

合计 519213 64657906 238818 26192844 233074 30482312 47321 7982750

陕西省 21205 2494238 3585 813665 8003 1011149 3990 669424

数据来源于《2023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由表 1可以看出，全国科研项目立项数量和拨入经

费的数量巨大。具体到项目管理工作中，科学合理的管

理方式，既方便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又能简化项目

施的各个环节。

地方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主要力量，起科研项目管

理工作的优化对于提升科研水平、促进学术成果转化具

有关键作用。“放管服”背景下，科学提升科研项目管

理方式，有利于推动高校科学研究的顺利实施，从而实

现教学、科研、服务地方发展的联动机制。笔者根据所

在高校和对其他同类型地方高校调研中剖析目前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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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为广大

科研人员提供更加专业、高校的科研管理服务。

1 地方高校科研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制度建设不及时

规范的科研项目制度体系，能够让科研人员全身心

投日常科研工作中，特别是“放管服”改革以来，赋予

了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

现阶段，科研项目类型多样，特别是各级各类纵向

科研项目均有上级项目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作为管理

支撑。例如：2021年财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联合印发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2023年陕西省科学技术厅印发了《陕西省自然科

学基础研究计划管理办法（暂行）》；2021 年 8月，国

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的若干意见》。

对于常规项目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技

计划项目、地区科研计划项目等有一套管理体系。2023

年国家机构改革以来，有部分项目由科技部主管变为工

信部主管，往往地方高校在此类项目制度更新上有所缺

失。

1.2 缺乏科研诚信监管体系

科研诚信被定义为“科学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不弄虚作假和欺骗他人，还要恪守制定的科研价值

准则、科学家精神以及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
[2]
。科研

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科研项目管理作为科研管理工

作的关键部分，是强化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抓手
[3]
。

当下科研项目管理和科研项目诚信管理紧密度有

待提升，二者协同推动不够突出。高校科研诚信宣传不

够全面、时效性差，主要集中在理念层面，具体到科研

项目的管理中往往更加重视项目的申报政策解读，申报

书形式的审核等申报阶段事项，而忽视了科研诚信是科

研项目申报的根本，是贯穿于项目（课题）实施的全过

程。

科研人员对科研诚信和理解不够深入，在职称晋升

中，强调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忽视科学研究过程得

到正式性和完整性
[4]
。相关研究显示，1990—2019年中

国作者SCI撤稿数量为9070篇,SCI撤稿率在0.01%～2.

49%间,平均撤稿率为 0.47%
[5]
，科研诚信问题日益突出。

1.3 科研信息化滞后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普及，高校科研实力不断提

高，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不断增多，传统的管理模式已

无法适应当前复杂的科研管理流程。尤其是地方院校，

为地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科学研究服务已成为

主要职责。大多数地方高校意识到科研信息化管理对项

目实施的推动作用，逐渐建立起了各自的科研管理信息

系统。信息化管理主要体现在数据采集自动化上，而在

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共享等方面，没有实现联动

互通
[6]
,出现了信息“孤岛”。

由于系统之间缺乏联系，科研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

不能实时对接项目经费信息，需要手动录入项目信息、

经费信息，这不仅造成手工频繁录入的工作量，还增加

了错误发生的概率。遇到审计相关工作时，科研管理人

员和财务人员需要重新梳理数据，不利于相关工作的开

展。

1.4 服务质量欠佳

由于管理队伍人员的不足，地方高校科研管理人员

需要承担的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以及上级管理部门、审计

部门组织的各项临时性的工作，导致科研管理人员注重

科研管理工作的完成而忽视了服务意识的建立，没有真

正站在科研人员的角度思考问题。

地方高校科研管理人员队伍不稳定，人员更新比较

频繁，学科背景不同。对本职工作缺乏创新性思考，工

作上的开拓能力不足
[7]
。

2 科研项目管理提升路径分析

2.1 加强制度建设

笔者所在的高校就积极贯彻国家简政放权、推进科

技领域“放管服”改革，根据中省最新文件制度和科研

项目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不断

修订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先后发布了《关于调整横向科

研项目经费审批权限的通知》，印发了《关于调整纵、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审批权限和经济类合同签字权的通

知》《**学校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学校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科研

经费管理补充规定》等政策文件。使广大科研人员合规

的进行项目研究工作，不用再充当“财务专家”，更能

放开“手脚”专注科研。

2.2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放管服”背景下，对科研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少了，

需要“有形”和“无形”的手，形成合力，推动科研诚

信落地落实。在科研项目管理工作中，应该将科研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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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贯穿到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加强对可能出现科研失

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治，形成科研主体科研诚信自我约束

的内在机制。例如，建立并实时更新科研诚信档案、在

职称评定中取消科研失信行为人员几年内的职称评审

资格、定期在官方平台公布科研失信行为案例、在申报

科研项目是进行限制要求等。建立起一个高效、透明、

可信赖的科研环境，促进科研成果的创新和应用实施，

为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8]
。

2.3 加强信息化建设

“放管服”背景下，科研人员有更多的自主权，也

需要科研项目管理的“一站式”信息化服务
[9]
。健全校

内协调机制，将人事、财务、教学、国资等多部门信息

系统于科研管理系统联合共建，统筹资源。整合申报、

审批、验收等环节，利用平台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从

校内各部门层面来说，校内各部门应消除信息共享壁垒，

配合科研信息化建设，共同迎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

技发展带来的挑战
[10]
。

2.4 加强科研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地方高校科研管理队伍是基层科学技术和科技创

新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协调者、资源整合人员，是各项

科技计划顺利实施的保障人员，是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中高校和政府、企业的桥梁。高校应重视科研管理人

员队伍的建设工作，提升管理者的业务能力，这是完成

科研项目管理的必然前提
[11]
。

科研管理部门作为高校的服务部门，应该改变坐在

办公室里管科研的状况，重视管理人员能力的培养，促

进科研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管理的创新性。结合科

研项目优化专业人才能力，发挥专家优势，建立健全项

目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积极组织、参加各级各类科研动

态、科研政策等方面的培训和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12]
。

3 结语

“放管服”改革为地方高校科研项目管理工作带来

了新的契机。通过制度改革、科研诚信建设、信息化建

设、科研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策略的实施，地方高校能

够提升科研项目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放管服”改革虽

然给予科学研究人员更多的自主权，拥有自主权的同时

需要科研项目管理部门投入更多的精力为“放管服”顺

利实施保驾护航。做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与时俱进的

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才能为新时期高校科学研究工作顺

利开展提供管理支撑。为地方高校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使其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助力地方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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