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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高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理动态跟踪模式的构建
＊

吴定会 翟艳杰 纪志成

【提 要 】 大数据时代 的兴起 , 将包括人力 、 物力 、 财力 在 内 的 所有科研资源 重新调

配
,
以数据的形式 , 通过深入分析 以 实现资源 的有效整合 。 体现在我 国 高校科研项 目 管理

中 , 就是构建并完善大数据处理 系 统 ,
通过全新 的知识 ｊ ｊｉ务模式 , 提供大数据科研服务平

台 ,
实现科研项 目 管理的全流程的科学服务 ． 不仅可以 实现对高校科研项 目 的全过程监管 ,

更可以降低成本 , 将科研成果向社会公众推广 , 实现无缝对接 。

【关键词 】 高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理 动 态跟踪模式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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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展示海量的高校科研活动数据 , 实现对科
—

、 弓
1胃研投入 、 科研活动过程直至科研成果产出全程

世界经济 、 社会的发展对于科技创新的需
＠有效分析与监管 ’ 提高决策判断的客观性 ’

求 日 趋增长 。 而高校具有学科门类齐全 、 装备

先进 、 人才ｓｉ集 、 综合倾的誠 , 使其不仅？Ｆ

是教学活动的 中心 , 更成为科研项 目研究 的中
经费 、

＿

仪器和人员 ’■成协＿方式组织＃

心 。
①因此 , 高校科研项 目 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既

Ｍ活运用 ’ 形成具有我 国 国情特色 的高校科

要围绕教学綱？研 , 又要搞好科研促教学 , ｍ研项 目 过程管 式 ’

学科研互促、 科研反哺教学成为高校科研项 目
充分了解并借 ｗ项 目 管

研究的重赌点 , 舰更进－縛显 了難科
基社 , 实现与細高校觀项 目 管理 的充

研项 目 管理的重要性和不确定性 。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任务加重 , 高校管理

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 , 大数据时代的推

进 , 显然为我国高校科研项 目过程管理所面临

的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法 , 长期累
ｖｚｆｃ

＊基 金项 目 ： 教育 部人文 社会 科学 研究 规划 基金 项 目

积的我国高校科研项 目 管理的历史格局必将发

生质的改变 。 如何结合大数据技术 , 为高校科？ 朱育红 、 周健、 叶肇敏等 ： 《高校化工实验室安全与环保管

研的决策提供智能支持 , 获取 、 共享 、 分析处理措施 》 , 《实验技术与管理 》 2 0 0 9 年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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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 、 5ｔｅＳ ｉ＾＾ｆ4Ｗｉ
Ｉ Ｓ 3 3 ；ｇ科研项 目

“

中期
”

过程管理的监督体系明显缺
管王里的现状调查失 ,

不能对项 目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 、 检

本文的研究在 2 0 1 3 年 7 月
一

8 月 间展开 ,

查与控制 , 对项 目研究水平 、 进展 程度和经

分别选取浙江省 、 山东省 、 湖前和江苏省各
胃■■也不能及 时掌握 。 而这也间 接造

－所教育部直翻综合型高校展开调研 。 之所
成从高校科研管理部门 到各科研项 目 负 责人

以选择这四个省域 , 正是考虑 自 2 0 0 4 年起 , 在
均重立项轻结题 的心态 , 影 响科研项 目 的成

我 国高校人文 、 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课题情况

中 , 这四个省域高校的课题数基本都处于全目
、

,

(
－

)

前十名 。

？ 而另一方面 , 尹伟华和袁卫对我 国教

育部直属敲科聽軸贼ｓ示 , 本文腿丽还发现 , 自于贿完鋪科研项 目 过

择的酣赚高棚觀贼术鮮购分布ｍｍ ｍ

在全国均值范围内 ,
② 且郭峻和熊雌的研究结

目过■理的评估体系 ’Ｍ存在着科

论也显示 , 浙江省 、 山 东省 、 湖南省和江苏省
研管理经费提取可能超规定比例 、 科研人员 经

的高校科研状况与我 国 高校科研的总体态势基
费支■■大的现实状况°■时导致项 ＠

③验收过程普遍采用书面汇报形式检查已 完成的

调研结果显示 , 这 四所高校科研项 目 管理
工■ ’目— ｅｍ— 。

虽然已经逐步 向制度化 、 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

向发展 , 但制度不完善 、 效率不高 、 管理不规

范的状况仍然普遍存在 。 尤其针对科研项 目 的！

－
｝■胃

过程管理 , 四所高校都没有建立校级层面完整调查结果显 四所高校科研项 目 的过程

的科研项 目 过難繊 贱在錢觀项
髓 项 目 ：＆職量 , 而普遍忽视成果 的

目管理的规范中 , 零星地涉及项 目过程管繊
应用与

巧
化过程的质量管理 。 具体表现为 , 高

程 。 至于对科研项 目过程管理的具体实施均 由
校在进行科研项 目评价时更重擁人经费 和承

各个项 目课题组 自行安排 , 且科研项 目完成后 ,

Ｊｆ
由课题组负责人通过学院科研管理部门 向 申请

单位提出结题或验收 申職告 。 因此 , 总＿高校科研项 目管理中资源的无效

言 , 从制度安排到管理措施 , 这 四所高校科研社Ａ＋粉

项 目并翻
■

在完整的卿
1

项 目过程管 1 1觀 ：下 ,

对项 目实行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跟踪管理 。 尤其

对于科研项 目实施过程 、 结题直至成果鉴定均
Ｘ？ ｔ^ 6ｈ ｍ Ｌ^ 古 Ｖｒｔｏ ＋Ｗ门 8Ｈ／士ｕｎ ＶｒＭＭ ＴＴ合我国 国情的高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理的动态跟

的监督 。 存＿主■题体现糾下
■式 , 以顔他耐鎌科觀 目过程管

‘

卜 )
忽视科研项 目

“

中期
＂

ｓ程管理
理的控制 ’ 提高过程管理的效率 , 无疑应戯

调研发现 , 虽然 四所高校都有科研项 目管
畑制 由＝

／口 ▽
■＋工 ；Ｐｉ ｍ ｒＲ Ｈ Ｗ？ 出 《丄 Ｔ？①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 ： 《 2 0 1 1 年全国高校社科统计资料汇

理制度 ’ 但对于科研项＿ 申报乂项 、 实肺编 》 , 髙等教育出紐腿年版 , 第 1 2 5 页 。

结题验收等过程管理的具体要求都零星分布在② 尹伟华 、 袁卫 ： 《基于 Ｂｏｏｔ ｓｔ ｒａｐ
＂ＤＥＡ 方法的中国教育部直

各项制度规范 中 , 并没有完整 的项 目过程管理
属高校科研效率评价 》 ,

《统计与信息论坛 》 2 0 1 3 年第 6

助

的规章制度 。 直接导致项 目管理部门 只重视项
③ 郭峻 、 熊世权 ： 《 中国 3 1 个省市高校科研绩效实证评价 》 ,

目 的 申报和立项 , 而没有完整 、 系统地执行高《情报杂志 》 2 0 Ｋ) 年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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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选择 。共同展开 , 而是先区分学科 , 再细分科研项 目

—

妨从
— －＿ 、麟職理单＆ )

, 辦＿＿＆麵
二 、 国 夕卜局｜校的经验与启不究委员会和其他外部来源资助的 所有科研项

(

一

) 美国等高校科研项 目过程管理目 。 而由具有研究和管理经验的 5 名专家组成

美国髙校的科研项 目计划实行课题制管理 ,

巾 ’

且大多为校 、 院 ④ 二级管理模式 , 由项 目
家 ’

— 入
細客观性 。 还要强调的是 , 荷二高校协会对

程管理 。

① 尤其在科研项 目立项阶段 , 实现了政
；

理

府和高校在科痛 目 職＿

ｈ ＷＳ补 ,

1
其关键就題 目立项隨随麵算和项 目 执 ■

科研管 理平 口 中基細 书前 口 头 的

行阶段的严格性 。 美国高校内部项 目管理通常

是由资助项 目办公室減龍 ,
经费 自驗办＾ 目— 3 1

7ＺＺＺ＝ 玄＾ 种 2＝＝有所差异的是 , ａ 本高校则更强调 自 主按照项
公室管理 , 各院 、 系也相应承担对科研项 目 的—

每士由
“

太吉 ／工 庙甘＋粉 ＪＢ 6 6 Ｙ ＥＳｆｃｉ ＺＶｔｅ ｍ 丨 丨 士目生命周期头打预先评价 、 中 间评价和跟踪评
学术审査责任 。 而其大数据的 ；？用与分析则 由一

人＆ｍ ^ －ｌｏ＾ ＾
－

ｒ

＋ 八由本ｉ Ａ价二个阶段 , 针对不同评价对象制定相应的评
资助项 目 办公室牵头 , 通过基础数据 的录入 ,

ａ山 口 ＋
－

＾Ｔ＾ ｒ

－

ｉ＾Ｔｔ Ｔ ／ ｖ

ｒ
＋, ｔ；

ｉ
ｎｒ＾＾＾ｎｎ ／

ｆｃｎ
＇

ｎ －

Ｈ
－

＾ ｒ价内容和研
1

矢■ 目标 , 而不 同项 ＠ 贝 ！1 分另丨

Ｊ采取差
由科研专家头现知识共享 。

异化的评价标准和管理办法 。

②

这与包括英国在内 的欧洲各国高校翻政
ｒｉｔＡ士士 食姑 ：ｆｔ ｉ

ｍｍｎ 山访也 山 么念 ｂ食
—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理

府全力支持高校科研项 目 , 由政府出 台参与高

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理尚有
一定区别 。 英 国 高校ｆ^

Ｂｔ ｌＫＩ由 曰 ＴＳ 7油
？

它 丨 7 3 ￡
、

5！ 7＆ ／＋ 茨 甘 ｒ＋ｉ 如
与其他发达国家有所不 同 , 澳大利亚对高

是从国家层面建见科研评价体系 , 其中涉及的ｊ＾Ｍ ｎｒＴｉ
ｆ ｒ ｃｒａ , ｃａ

－ｈｈ＾ ｄ^

讲也加 故 2 古绝播古甘八来 Ｓ Ａ＊校科研项 目 开展有效管理的同时 , 也因其独特
政府部门包括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 苏

＋的高等教育历史和教育体制改革 , 针对高校科

ｉｓ＾ｉＳ
研项 目 的过程管 理更针对其 自 身 国情 特征 。

？ＪＳ＾ｉｉ 5 ＾ＳＳＩ＾ 2 5 2 ＾ 2ｃｕｒｒｉｅ 曾经利用澳大利亚大学科研人员 的调研
业和劳工部等 。 由 这些政府部门共同牵头 , 交斯描 必細 ＴＴ 且 ＋ 工 访也 册 士 ： ＃ 姑 ＋

｜ ？ 3八 ｉｓｍ数据发现 , 正是 由 于政府 的 支持力度 较大 ,

5 9 ％＿大■高歸研人员认滅校科研项

目管理的决策过程已经非常官僚和企业化。

③ 而

ｉ
Ｂ—ｒ也认为 ,

2 0 世纪 8 0 年代后澳大利亚 高

策刺激了珊成果出版数量的大幅增加 , 但也

＿反而忽视了科研成果的质量 。
④ 这无疑与

分运用相关数据 , 要求专家针对其 自 身条件 ,

选择最相关学科的科研项 目 评价单元 , 精确地,

对科研项 目过程展开深人分析 , 并最终实现评
？

＝年^ ＾
题制 的大学科研经费管理 》 ’ 《科研管理 》

价系统的数据共享。② 吴倚 ：
《多渠道筹措科研经费与

一

流大学的科学研究 》 ,
《研

另外 , 除了从 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 其他夂＾＾胃 3 》 2 0 0 1 ￥？ 1 8 9 。

…
、．

．
．―
山, ＿？＾

、 ,
＿

？
＿ｕ 士？丄 “ —”、 山③Ｃｕｒｒｉｅ

Ｊ ． ,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ｒｉａ ｔｅ ｉｎ

欧洲国家 , 如荷二 , 其高校协 ： 2 3：虽然属于代表Ａｎ
ｇ

ｌｏ
－Ｐ ａｃ ｉ

ｆ
ｉｃ 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Ｕｎ ｉｖｅｒ ｓｉｔ 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

－

荷兰多所大学利益的非官方组织 , 但其 目标是ｔ 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

1 9 9 8 , ｖｏｌ ． 4 2
, ｎｏ．

 1
, ｐｐ．

 1 5
—

2 9 ．

协助政府部门对高校进行全面科研管理 , 为科④ Ｂｕｔｌ ｅｒＬ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ｉ ａ

＇

ＳＣ ｒｅａｓｅｄＳｈａｒｅｏｆＩＳＩ

…
一
丄

？ 一
, 《

山 丄 ＂
．
一 …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一

ｔｈｅＥｆ 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Ｆｕｎｄｉｎ
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Ｂａｓ ｅｄｏｎ

学研九人员提高专业水平服务 。 其针对科研 ＡＰ ｕｂ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Ｃｏｕｎ ｔｓ
,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Ｐｏｌｉｃｙ , 2 0 0 3

,ｖｏｌ
．  3 2

,

目过程管理的评价 , 不同于英国高校的多学科ｎｏ． 1
’ｐｐ

． 1 4 3
—

1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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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高 校科研项 目管理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不 2
． 悉尼大学的经验启示

谋而合 。目前悉尼大学基于 ＲＡＤＳ 的科研组织架构

澳大利亚 目前有 3 9 所高校 ( 国立 3 7 所 、 私与项 目管理流程主要强调在数据分析的背景下

立 2 所 )
, 其中 , 以悉尼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多是为科研项 目创造完善的研究环境 , 也从项 目 申

把
“

澳大利亚排名第
一

的研究型 大学
”

作 为战报 、 实施到结题的项 目全程为科研项 目 过程管

略规划 的 目标 , 确保高校的科研管理按照科学 、 理提供完善的支持 , 而科研项 目 申请 、 科研绩

规范的标准运行 。 依据政府积极推行的科研项效管理和科研项 目 管理三方面内 容的相互配合

目绩效考核 , 包括悉尼 大学在 内 , 澳大利亚高与衔接不但切实提高 了项 目 申 报成功率 , 增强

校科研项 目绩效考评主要包括适 当性评价 、 效了科研人员 申报项 目 、 从事 ( 应用 ) 基础研究

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三个方面 内 容 。 而评价和 申报项 目 的积极性 , 更为我国 高校提升科研

重点根据项 目 目标和项 目 生命所处 的发展阶段项 目过程管理效率提供了 丰富的启示 。

所决定 , 并贯穿 于立项 、 实施 、 结题的科研项图 1 基于 ＲＡＤＳ 的悉尼大 学科研项目 管理流程

目过程管理全程。猶业化系统
？ ,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
ｒ ｏｆｅ ｓｓ ｉ

ｏｎａｌ

ｉ ． 悉尼大学科研项 目管理概况

全球柵项 目信息

项 目信息


悉尼大学的科研组织机构 由科研副校长牵「
头 , 下设科研校长助理 、 科研执行主管 、 科研每周

：

新

：
项＿

项 目与合同管理等部门 主管 。 其 中科研项 目与 ^

合同管理部门主要 职责是规划与 支持校 内所有政―麵 目与经細团队

科研项 目 活动 , 该部 门 必须与研究发 展部 门 、 ＩＬＪ 则輔
．Ｓｕｂｍ ｉｓｓ

ｉ
ｏｎ

商业化发展与工业合作部 门 、 科研规范与伦理 Ｉ
Ｌ＾

｜

悉尼大学创新发展部
？

北故併其全Ｓｙｄｎｏｖａｔｅ

管理部门 、 科研成果管理 、 科研政策 与分析部 丨
1

獅获取府经 费

门实现紧密合作 , 帮助科研人员获取政府类与 1
ＩＣｏ ｌｌｅ ｃｔ ｉｏＤ

＆ Ｄｉ ａｓｅｍ ｉｎａ ｔ
ｉ
ｏｎ

 ｜

非商业类基金项 目 , 以及对立项后项 目 开展相細：管理 Ｍ臓分析系统
＿＿

Ｊ 隱据统计分析

关合 同的管理 。 而悉尼大学科研组织 中 所有部
一

厂 门ＲＡＰＳ 1一

门 的科研管理都必须通过科研数据分析 系统＾Ｕ 科研绩效的定位与评价

？
Ｐｅ 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 ｕｒ ｅｍｅｎ ｔ

( Ｒ ｅｓ ｅａｒ ｃｈ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ｙｓ
ｔｅｍ , ．



ＲＡＤＳ ) , 以提供科学准确 的科研绩效汇报 、 科ｆ

研数据赚取与分析等 。



Ｉ 在＿与进細

图 1 为基于 ＲＡＤＳ 的悉尼大学科研项 目 管Ｍｚｎａｇｃｍｅａｔ

 ｜


Ｃｏｎｔｒ ａｃ ｔ＆ 

Ｐ
ｒｏｃｅｓｓ

理的具体操作流程。 可见 , 在科研项 目 申 报的 1＾
1 在研项 目规则管理 Ｉ

组织与管理方面 , 通 过完善的数据分析获得的
—￣

1“娜

科研绩效管理可以 为悉尼大学的科研人员 提供事实上 , 对欧美 、 日 本等发 达 国 家高校科

及时 、 到位的支持 , 从帮助科研人员寻找科研 研项 目过程管理的分析可 以看 出 , 目 前的总体

经费来源 到项 目 申 报策 略 、 研究计划 的方向 、 趋势是 , 越来越多 的 国家对高校科研项 目 的过

申 报书的审 阅与优化 、 项 目 立项后 的管理等方 程管理投人 了较大精力 , 从 国 家层面推动高校

面均有所涉及。 不仅为研究人员 创造 了完善的科研项 目 管理的进程 , 并多 角度地评估科研成

科研氛 围与 支撑 , 也针对科研成果转化专 门成果转化的成效 , 俨然已成为新常态 。

立相应的部门进行项 目 成果 的对接 。 最终在各

类课题 申报和招标过程 中 , 充分重视社会需求 ,

以提高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有效

增强 了科研成果转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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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动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 , 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而
四 、 构建中 国特色

Ｐ
局校

巧
研言 , 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高校科研重大项 目对

项 目过程管理动态跟踪模式 成果质量的要求 。 而强调 以数据分析为背景 ,

实际上 , 针对高校科研的不同学科 , 运用

科学方法 , 收集 、 整理、 加工和分析相关的科
过不＿？项 目＿＿实现■联系 、 ＋ 0

ｍｔ ．—》＿ 目
互制约

,
互影响 。 将项 目各

ｔ
过程的活动与

材猶编纂細 、 卿ａｍ告鮮棚雜

等 , 都可 以准确及时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校

科研项 目管理提供服务 , 而将服务需求贯穿于

包括课题申请 、 实施 、 科研成果评估的各个环
！ ｆｍｍｍｆ

节 , 按照科研项 目实施的相对 固定的周期 , 结 ^
Ａ它ＬＯＷＳ Ｂ 6 ｆｔ禅 ：ｆＨ 输 ？ 3互检 、 质检的 全过程管理 。 而利用大数据 的
合科研项 目 的管理流程 , 有针对性地头现学科＾ＹＦ？ ｎ^

,

Ｕ ＢＢ 4 ｃ／ｖ＾ ｅｊ
． 八 拥宜始； ｔｔｉ ｎｒｒＲＨ分析 , 对项 目 全过 程的控制 和持续改进 , 兀

化服务 。 分阶段 、 分对象地发掘高校科研项 目入
￣

ｒ ,
、

, ＾ ｔｃｍ ｒｉｗＫＩＴ士 田 ＭＩ Ｍ ＞－＋ 3Ｗ ＡＡ

＾ ｌ ｍ － 4 － ＾ ｉＥ ＺＶ全可以实现科研成果 的质量控制 , 以过程的
过程 中不同 时期 的管理需求 , 利用大数据分且 ／＾ ／口 、丫＆ 田 ｉＶ ？且 ／ｆｒｕ ？ｒｃＬ ？！ｎｒｄ－

＿最优保证结果 的最优 , 从根本上 提升科研成
析 , 实现 动态 跟踪科研项 目 全程 无疑 最 为

2 ． 体制变革
——

由垂直化管理转向扁平化
(

一

) 总体变革方向

通过借鉴目外難蒲项 目随體翻长舰来 , 細高請鮮(

？顧 目 的管理
Ｔ？＿■■ 目 管■状 ’ＴＯ认为 ’

普遍采用 的是等级管理制度 。 从校长到科研项
＿科学合理 、 ■明确的我国高校■项 目

目管理部 门 , 再到各院系所的研究人员 。 基层
过程管理动态跟踪模式 , 必须基于大数細背

科研人员 申报项 目 需要经过层层审批 , 项 目 研
景 , 管理理念和模式上对原有的传统管理方 究周期人为拉长 。 而针对科研项 目 的申 报 、 立

法进行彻底地变革 。 首先 ,
逐步改变我 国高校 项 、 过程 、 结题等生命周期的过程管理 , 既包

的科研经费管理的现状 ,
以政府拨款为主 , 并

括项 目组内部的管理 , 也涉及相关科研项 目 管
要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 ； 其次 , 可 以考虑将高 理部门对项 目 组的外部管理 。 再加上高校科研
校

,
研经费管理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

一项工作 项 目 的研究过程通常具有较强的探索性和风险
进行管理 , 而不能仅仅将其作为高校的事情 ,

性 , 因此 , 目前垂直化的项 目管理体制无疑不

同时各高校应根据 自身的特点对科研项 目 及经 能提供科研人员满意的研究氛围和舒适度 。 为

费进行管理
； 再次 , 不能将科研数量作为衡量 提升高校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 为降低

高校或个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标准 , 而应以 科研项 目 的风险性 , 扁平化的项 目管理模式无

其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进行衡量 , 只有这样才能 疑更有助于确保项 目研究工作的 顺利实施和

促使高校进行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研究活动 ； 最完成 。

后 ,
逐步将高校的科研活动与科研人员 的经济 3 ． 方法变革

——

由单一控制转向动态可追溯

利益脱钩 , 充分与成果转化相结合 , 逐步改变目前我 国高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理通常只要

现有单一的科研人员从其所研究的科研项 目 中求提供项 目 可行性论证 、 鉴定或验收成果研究

得到酬劳的现状 。 具体可表现为 ：报告等 , 而对项 目全生命周期并没有明确 的记

1 ． 理念变革
——

由 目标管理转向过程管理录和检验要求 , 即使要求项 目全过程管理也最

我国高校科研项 目管理的理念通常是传统终由于没有相应的数据资料而无法真正实现。

的 目标管理 , 管理重点是结果而不是项 目 的执因此 , 要推动高校科研项 目的全过程管理 , 就必

行过程 。 目标管理的模式虽然可以一定程度调须充分利用数据平台 , 搜集与分析科研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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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所有相关数据 , 实现科研项 目 申请 、 科研过科研项 目管理平 台 , 在大数据背景下 , 将科研

程管理和科研绩效管理的全盘控制 。 确定科研项项 目 由 目标管理转为过程管理 , 依赖于科研项

目过程中的各个控制检测点 , 形成对每个过程阶目管理人员 的 扁平化服务途径 , 实现项 目 管理

段的检验、 操作方式规范管理 , 实现科研项 目 管的 动态可追溯 。 本研究将项 目 过程管理的 内容

理的动态可遁溯 , 彻底由 目前的科研项 目单
一

控进
一

步细化为计划管理 、 质量管理 、 资源管理 、

制转向动态可追溯的管理 。变更管理和基于数据分析的评价管理等方面 ( 见

(
二

) 基于大数据的我国高 校科研项 目过程图 2 ) 。 在这其中 , 基于科研项 目管理平台 , 通过

管理动态跟踪模式数据搜集与分析 , 分别达成设定阶段预期 目标 ,

在管理框架方面 , 借鉴悉尼大学的管理模了解项 目执行状况 , 推动过程动态控制 , 实现过

式 。 基于我 国高校科研管理的现实状况 , 利用程管理决策的动态可追溯过程管理模式 。

图 2基于大数据 的我 国 高校科研项 目过程管理框架

｜ ｜

Ｉ
；

项 目执质景管理？过程动 ｜

｜

行職
一￣＾ 腿晋理 一“＾

态控制 丨

｜

1

、

、
丫

个
船韻佳、 乂 Ｉ

,一 ｉ ｆ Ｉ

数据搜集■

高校科研项 目
｜

与分析
管理人员 丨

丨
Ｉ ,

｜
一一

． 科研成果转化

Ａｆｍｋ
‘

：ｎ
｜ 计

？
基于数据分析

：



＾
资 Ｉ

丨

、
Ｑ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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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变更管理
＾

” ；

？ Ｉ

｜
、

Ｉ

Ｉ
阶段预期 —

—
过程管理

＼｜

Ｉ

目标
一

ｐ


ｎ决策
、

,
、 ｙｋ 质量管理 、．乂

．

 ＼

ｉ

＿ ＿
＿
 ｜

需要强调 的是 , 在科研项 目 管理平 台 的 网实现项 目过程管理的紧密联系 , 通过制定 明 确

状结构 中 , 实现高校科研项 目用户之间的互动 ,的进度计划 , 形成项 目
“

中期
”

过程管理的有

并将其嵌入科研项 目 管理的主要环节 , 无疑会机整体 , 方才最大程度地 消除 目 前项 目 各个阶

形成固定的信息流和相应 的 知识使用习 惯 , 初段相互联系的 障碍 。 这也对利用大数据背景下

步构建高校科研项 目过程管理的知识管理架构 ,的数据搜集 与分析 , 基于样本与总体等同 的基

实现对信息发 布 、 知识组织 、 资源共享 、 信息础理念提 出框架 。 只有充分利用对所有过程管

存载 、 同行交流 、 集 成服务 的一体化过程管理理 目标数据 的收集和处理 , 并灵活运 用大数据

等方面基础性的作用 。分析可能带来的科学研究更高 的准确性 , 通过

由 于高校科研项 目管理包括项 目立项 、 项揭示更多 的科研项 目过程 细节 , 方能实现过程

目实施 、 项 目结题 、 项 目 成果转化等环节 , 本管理的动态跟踪与评估体系的有机融合 。 而基

研究调研 中所发现的 我 国 高 校忽视科研项 目于大数据的科研项 目 管理平 台无疑为不断通过
“

中期
”

过程管理 、 缺少科学规范 的科研项 目过政策反馈 , 精确修正科研项 目 各个阶段的偏 向 ,

程管理的评估体系 , 以 及重数量轻质量的科研利用科学控制为科研项 目 的成功转化提供了 坚

项 目 成果转化机制 的现状 , 贯穿于项 目 立项 、 实基础 。

实施和验收 、 成果转化等几个阶段 中 , 而 只有
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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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二
) 基于大数据切实建立高校科研项目 过

五 、 国局
,
科
”
项 目过程 吕

―
动态跟

．

踪模式的 变革和建议目前我 国高校现有的学术评价手段单－ ,

髙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理的变革与创新 固然
目 目

有其 自身的内在动力 , 但也是外界推力 的综合
■巾 ’Ｍｉｉ

－ ■

体现 。 事实上 , 高校科学研究的成果不仅推自
大数据的搜集与分析 , 实现项 目

“

中期
”

考核

了大数据时代的加速到来 , 大数据更为高校科■＃＃？ § 、 ■＿

研活动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 催ｉ了新的科ｗ—

工具和科学研究的范式 。 将大数据视为生产力 ,

以数据红利的形式为更大程度地将高校科研项 (
三

) 注重高校科研项目管理人员的梯队储备

目管理向动态化 、 多样化 、 科学化迈进成为可
’

能 。 总体而言 , 建立細高校科研项 目 过程管
离
ｆ
开高校科研项 目管理人员 的全方位服务 。

理动态跟踪模式醜架还錢在以下几个方？
目前細郞亟需難隱嫌先舰研管理

进
一

步改进 ：缝 ’ 贿双
＂

龍
＂

隨舰到Ｊ
＂

錢＃ 月艮

(

－

)
推动高校科研管理人员的观念更新■ 。 只有注Ｍ校■项 目＿人员 ＠

建立科学规細过程管舰可以培养敲

科研人员严谨、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 推动帛ｔｍＭ ｉＥｍｍｎ ｍｍｍｎ

平化的服务变革对实现我国高校科研项 目 过程＿＆ 、 ■ 、 ｎ力＿

管理的动态跟踪将大有禆益 。 目前 , 各高校科胃

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 的管理观念 比较陈 旧 ,、ｏ ,

认为项 目 管理只 是程序性的上 传下达的 收发

式的管理 。 应加强宣传教育 , 帮助高校科ｗ物联网 工 程学

”
教授、

项 目管理人员 挨弃传统的管理观念 , 将项 目雜杰是

＝
南 大学领 士研究 生 ；

纪志成

管理模式逐渐从 以单位为 核心转变到 以项 目＆江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为核心 。责任编辑 ： 马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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