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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

系统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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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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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
,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我国各类科技管理部门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 )在推动科技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方

面起步较早
,

特别是 2003 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基金

委网络信息系统 ( 15 15
,

In t e rn e t
一

b
a s e d S e i e n e e I n

fo
r -

m at io n Sys et m )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推广使用
,

有力地

推动了我国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

该系统设

计科学
,

功能齐全
,

使用方便
,

堪称是管理信息系统

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的成功应用
。

本文拟从基层科研院所科技管理人员的角度
,

回顾国内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历史
,

分析总结

15 15 系统的特点
,

并介绍基金网络管理信息系统对

开发院所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的一点启发
。

1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是由人和计算机组成的能进

行科技管理信息收集
、

传输
、

储存
、

加工
、

维护
、

使用

的共享信息系统
。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各

科技管理部门工作需求的变化
,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

我国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
“

九五
”

计划期间的单机版管理

信息系统 ;第二阶段为
“

十五
”

计划以来迅速发展的

基于网络平台的管理信息系统
。

上个世纪 90 年代
,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 和

E xc el
、

F ox ha se
、

oF
x p or 等具有良好人机界面的电子

表格和数据库软件的发展
,

单机版的科技管理信息

系统大量出现
。

由于不同部门科技管理的特点
、

职

能和理念不同
,

单机版的管理系统在科研院所和高

校等中小型科技管理部门和政府科技管理机构等大

型部门又有不同的应用
。

研究院所
、

高校科技管理

部门主要应用电子表格和小型数据库软件管理科研

项目
、

科研成果
、

经费和科技人才等信息数据 ;而大

型科技管理部门由于所属单位多
,

管理过程规范
,

多

采用数据库软件编制单机版的管理系统
,

能够根据

固定的业务流程规范地处理更大量的数据
。

其中
,

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单机版基金项目管理信

息系统 ( N SF M I )S 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

对于基金项目承担单位来说
,

该单机版系统主

要是进行信息录入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管理的一个简易系统
。

用户通过它来录入 申请书

和结题材料等的简表
,

并生成上报文件
,

最后导入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数据库系统 ;用户还可以对以往

录入该系统的基金资助项目进行查询
。

目前使用

的基金申报系统 M i in IR IS 也属于该类别的管理信

息系统
。

“

十五
”

计划以来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

基于网络平台的管理信息系统开始出现
。

系统通常

采 用 B / S ( B or w s e
r/ eS vr e :

) 结 构
,

采 用 O r a e l e
、

S y b a s e 、

M S SQ L eS vr
e r 、

M Y SQ L 等各类基于网络的

服务器数据库系统
。

用户通过浏览器软件即可使用

过去单机版软件提供的各种功能
,

数据的管理
、

发布

和共享极为快速
、

便捷
。

由于大型科技管理部门对

科技信息的准确性
、

规范性
、

时效性和共享性的要

求
,

该类系统在科技部
、

自然科学基金委
、

中国科学

院和各个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中广泛应

用
,

其中使用最成熟的系统就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的

15 15
。

其他类似的系统还有
:
科技部的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申报系统
、

国家科技计划预算申报管理系统
、

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申报系统以及青岛市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平台等
。

本文于 2 0 0 7年 9月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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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科学墓金委网络信息系统 ( 15 15)的特

点

51 51启用较早
,

在 20 03 年即广泛使用
,

至今一

直运行稳定
,

功能也在不断完善
。

同其他管理系统

比较
,

151 5 设计较为成熟
,

试分析如下
:

2
.

1 功能齐全

15 15 系统除具有申请书上报功能外
,

还能够对

项目进展
、

结题情况
、

研究成果
、

基金经费以及评议

信息和专家信息等进行管理
,

可以说覆盖了自然科

学基金日常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

功能十分齐全
。

而目前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对

于项目承担单位来说
,

仅具有项目申报功能
。

2
.

2 系统开放

15 15 系 统 同 微 软 的 W O R D
、

E X C E L 以 及

A D O BE R ea ds r
具有 良好的兼容性

,

数据交换十分

便捷
。

数据录入可通过 W O R D 中宏编制的程序进

行输入
,

可轻松使用 W O R D 的功能进行排版和打

印
。

数据导入系统后
,

可自动转换成 P D F 格式文件

和生成 E XCE L 格式的汇总表
,

十分便于项 目承担

单位科技管理人员和专家对信息的处理
。

由于数据

格式转换方便
,

151 5 可充分利用其他软件的各种功

能符合应用者的使用习惯
,

因而受到极大的欢迎和

好评
。

而其他同类的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大多仍采用

在线填报的方式
,

数据的导入和导出不够方便
,

而且

由于打印报表功能不强
,

使输出的表格不够美观
。

2
.

3 共享性好

由于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坚持进行科技管理信

息化建设
,

因而积累了大量项 目申请
、

研究成果和评

审专家的各种数据
。

即使是非系统的注册用户
,

也

可以在 15 15 中检索到有关基金资助项目的信息
,

具

有比较好的共享性
。

而 目前其他部委的信息系统一

般只供科技管理部门使用
,

一般用户甚至项目承担

单位都无法检索历史数据
。

而且
,

151 5 的信息更新

较快
,

不论是新上项目的批准信息还是评审专家的

通信评议意见
,

都能方便地在系统中检索到
,

大大提

高了项目承担单位的管理工作效率
。

弹性的特点
。

因此
,

研究所必须结合自己的特点设

计适应本单位特点的信息系统
。

由于电子表格软件处理数据具有录入便捷
、

计

算功能强大
、

检索方便以及报表输出功能强的特点
,

我所科技管理部门长期使用 E X C E L 处理各种科研

管理数据
。

但由于数据库软件在大量数据处理中更

具有效率
,

也更安全而且支持大量用户的信息共享
,

所以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更应该依托数据库管

理软件
。

为结合这两类软件的特点
,

我们受到 151 5 系统

在数据交换方面功能强大特点的启发
,

特别设计了

一个数据转换软件包
。

通过在本地端安装软件包
,

就可以把 E xc el 中的数据完整地导入服务器端的数

据库中
。

用户则在客户端通过网络浏览器即可查询

相关的科研信息
。

转换软件包不仅解决了服务器端

数据输入的问题
,

满足了信息共享的需要
,

而且使我

所科技管理部门能在本地端用熟悉的方式高效地处

理数据
。

同时
,

我们还专门设计了 W O R D 文件的上

传接口
,

可以将 日常科研工作中生成的 W O R D 文件

上传数据库
,

方便数据的处理和共享
。

该系统已在我所运行多年
,

满足了科研管理工

作各方面的需求
,

受到所内广大科技人员的好评
。

3 15 15 对建立我所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的启发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

我所也结合 自身科技管

理业务工作的特点
,

特别是借鉴了 151 5 的一些设计

思想
,

构建了我所的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

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工作不同于政府科技主管部

门
,

也同大学的科技管理有明显区别
,

具有学科特色

显若
、

管理层次简单以及科研管理综合性
、

系统性和

4 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络信息系统的若

干建议

随着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不断发展
,

151 5 的功

能必将不断完善
,

现根据工作中的一些使用体会
,

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

4
.

1 进一步加强信息的共享

目前
,

在 15 15 中的非注册用户可检索到各单位

批准基金项 目清单和专家获得基金资助项 目的情

况 ;注册用户可检索到基金资助项 目的基本信息
。

建议开放更多的信息和资料
,

包括申请书
、

结题报告

以及成果资料等丰富内容
,

以供广大科研人员进行

交流学习
,

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也便于同行专家的监

督和评议
。

4
.

2 丰 , 信息反馈的内容

15 15 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信息反馈工作流程
。

在

系统中提交申请书和各种报告后
,

系统都有是否处理

得快速的反应
。

特别是同行专家评议信息的反馈及

时
、

全面
,

对帮助科研人员提高申请书质量有很大帮

助
,

也受到广泛好评
。

为加强与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

人员的沟通交流
,

建议丰富反馈信息的内容
,

对于提

交的进展报告
、

结题报告等材料
,

也能通过系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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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审查意见
,

这样一方面能够加

强基金项目的管理
,

督促科研人员根据实施计划开展

科研工作
,

另一方面加强了上下沟通
,

共同做好基金

资助项目的管理工作
,

保证基金资助项目的质量
。

4
.

3 加强科学数据库的建设

15 15 中的信息大多是项 目申请书
、

进展报告和

结题报告等材料
,

而对在基金项 目研究中产生的大

量科学实验数据和具体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管理
。

虽然这些信息不可能是一个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所能

全部包容下的
,

但对其加强管理应引起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高度重视
。

目前
,

我所受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的委

托
,

承建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岛海洋科学资料共

享服务中心
” 。

该系统收集和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海洋科学数据资料
、

研究成果
、

报告
、

标准
、

文献
、

产品和其他相关信息
。

虽然该系统建设过程中存在

信息资料收集困难
,

数据格式缺乏标准
,

数据库质控

方法和流程不完善
,

以及缺乏数据产品等问题
,

但依

然是对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信息化工作的重要补

充
。

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其他科学数据库普遍需要

解决的问题
,

因此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加强对这些

问题的研究
,

解决科学数据库建设中的一些关键问

题
,

尽快建立和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科学数

据库体系
,

这对建设公共科技信息平台
,

促进科学数

据的交流和共享
,

以及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的研究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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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制造理论与

关键技术
”

研究取得突出进展

200 7 年 6 月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材

料科学部组织专家组对华中科技大学
、

武汉理工大

学联合承担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网络环

境下的数字制造理论与关键技术
”

进行了结题验收
。

该项目所取得的突出进展和创新成果主要包括
:

( l) 提出新的螺旋边三角网格重构算法
,

以及

基于三角网格的数据拼合算法 ( T ir a
gn le I t er at ive

C los e d P o i n t 拟即 6 t hm
,

T l即 )
,

开发了集成曲面重

构和误差评定的数字建模软件模块
,

应用于汽车发

动机和自动变速箱的快速自主开发
,

建立 了汽车发

动机和自动变速箱的数字模型
,

可实现发动机等产

品的无图纸制造 ;

( 2) 提出复合形夹持新概念
,

建立了复合夹具

的可接近性
、

可达性和力封闭分析理论与方法
,

纠正

有关文献上的错误
,

澄清了以往的模糊概念
,

建立了

复合夹持
、

力装配和误差评定的统一模型 ;

( 3) 建立了七轴五联动重型数控车铣复合机床

的多约束融合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

揭示了加速度
、

插

补周期
、

插补精度等参数对插补精度和速度的影响

规律
,

提出了非均匀有理 B 样条 (N U BR )S 曲线和连

续小线段的前瞻控制 自律规划算法
,

在华中数控系

统上得到了应用
,

实现了高速插补运算 ;

(4) 提出了基于切深
一

进给速度
一

负荷映射关系

和负荷特征
一

加工参数关系模型
,

实现了数控铣床加

工过程的恒切削负荷 自律适应控制
,

在东方电机厂

大型叶片加工中得到应用
,

实验表明粗加工提高效

率约 18 %
,

精加工提高 36
.

7 % ;

( 5) 基于嵌入式技术构建分布式网络数控系

统
,

实现了对数控机床的远程控制和多机床的并发

操作管理 ;

( 6) 提出包括用户层
、

应用层
、

数据层和掩en t

(代理 )层的网络环境下数字制造资源共享平台体系

结构和基于移动掩en t 的制造资源封装机制
,

提出

了基于协作规划交换的显式协调机制和基于生物习

性学原理的隐式协调机制
,

实现制造设备间的整体

协调
,

具有更强的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

基于三元

组和层次分析法提出制造资源服务多指标综合量值

优选算法
,

并在数字制造资源共享平台上成功应用
。

(摘自基金委简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