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国 高 校 科 技 统 计 培 训

  2021.12.23

     蔡     琳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一、科技统计概况

二、本轮修订内容

目录

CONTENTS



一、科技统计概况



1.1高校科技统计的发展

第一次全
国科技普
查，高校
科技统计
正式实施
1985.10

1987.1
《1985年
高等学校
科技普查
资料汇编》
出版

2000年
1、国家统计
局发布《科
技投入统计
规程》
2、实施全国
首次全社会
R&D资源清
查

2019年
国家统计局
发布《研究
与试验发展
(R&D)投入
统计规范
(试行)》

2010年
实施全国
第二次全
社会
R&D资
源清查



1
• 《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
• 2019.4 国家统计局

2
• 《科技综合统计报表制度》
• 2019.10 国家统计局

3

•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理工文医)统计调查制度(试行)》

• 2021.12 科技司

4
• 2021年高校科技统计报表式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

2017年国家统计局与科技部
联合深入研究探讨，实现
《规范》与 FM 7th相关内容
的衔接与统一

1.2 统计规范



1.3 统计范围



UNESCO* OECD 《规范》 高校

研究与发展
R&D ○ ○ ○ ○

R&D成果应用 ○

科技服务
STS ○ ○

科技教育与培训

STET ○

*UNESCO《关于科学技术统计国际标准化的建议》,1978

1.3 统计范围

不同国际组织、国家、行业对科技统计的范围的界定



1.4 R&D的定义

R&D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

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R&D活动应当满足五个条件：新颖性、创造性、不
确定性、系统性、可转移性(可复制性)。

基础研究指一种不预设任何

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实验性
或理论性工作，其主要目的是
为获得(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
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
识。

其成果通常表现为提出一般原
理、理论或规律，并以论文、
著作、研究报告等形式为主。

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
究。

应用研究指为获取新知识，

达到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
标而开展的初始性研究。应用
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
的可能用途，或确定实现特定
和预定目标的新方法。

其研究成果以论文、著作、研
究报告、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
利等形式为主。

试验发展指利用从科学研究、

实际经验中获取的知识和研究
过程中产生的其他知识，开发
新的产品、工艺或改进现有产
品、工艺而进行的系统性研究。

其研究成果以专利、专有技术，
以及具有新颖性的产品原型、
原始样机及装置等形式为主。

－－国家统计局《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2019



1.5 2021年报表概况

• 经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独立设置的
学院、独立学院、职业本科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及其
直属附属医院中，统计年度内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单位。

对象

• 反映高校科技活动的投入、过程、产出等信息，具体包括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经费、科技活动机构、科技项目（课题）、科技交流、技术转让与知
识产权、科技论文、科技著作、科技成果奖励、科技期刊，以及创新情况
等。

范围

• 调查时期为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统计数据，其中论文被三大索引收录
数据为调查时期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年度数据。时间

报表
·基表11张（含创新调查表1张），审核表10张。基表用于录入/导入数据，
审核表是基表数据的汇总，方便进行表内和表间校验。其中基表不涉及明
细数据录入的，基表和审核表基本一致。



总量
一致

文理
分开

真实
准确

校医
独立

统计
质量

前后
正常

满足
校验

1.6 统计原则



二、本轮修订内容



2 本轮修订

本轮修订共15项，其中删除内容1项、新增指标2项、修订

指标2项、规范指标解释5项、丰富审核表式样3项、优化数据

汇总2项。

以下从基层统计人员实务角度出发，以下分为统计相关

（9项）、系统相关（6项）逐一进行介绍。

在项目名称、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调查频率、调查方法、

数据处理、报送方式、数据使用范围等均未做调整。



2 本轮修订概况
编号 修订表述 表格 现状 修订后

01 汇总对象 全套报表 未书面明确 当年没有科技活动高校(含附属医院)不
参加当年全国数据汇总。

11 调整人员所属学科解释 st1 按原从事学科统计 按现从事学科统计

12 人员年龄分组 st1-1 按≤30；31~35；36~40；41~45；
46~55；56~60；≥60分组

按≤29；30~34；35~39；40~44；
45~49；50~54；55~59；≥60分组

13 人员职称细分 st1-1 正高 正高级和副高级

14 人员表报送 st1/st1-1 基表审核表同时报送 按系统生成报送

21 增加”其中：企业委托到校经费“指
标 st2 10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 新增“18其中：企业委托到校经费”

22 增设“上缴经费”指标 st2 无该指标 新增“50上缴经费”

23 修改“主管部门专项费”指标 st2/st4 有该指标 改为“07教育部专项费”

24 优化“R&D经费内部支出合计”折算
方法

部门上报表
JY303 - -

31 同一机构多个名字填报问题 st3 未书面明确 依照新的填报规范同时填报

41 附属医院依托高校等申报并获批的
科研项目（课题）及经费填报问题 st2/st4 未书面明确 依照新的填报规范填报

42 修改“当年支出经费”指标 st4 “L5当年支出经费” 规范为“L5当年内部支出经费”

43 修改项目（课题）来源代码 st4 16类 14类

44 增加“其中：当年立项数” st4-1/st4-2 无该指标 增加“L1a其中：当年立项数”栏

71 删除国家级项目验收表（7a表） st7 有该表格 取消

修
订
一
览
表

注：红色字体是与基层统计相关的“统计相关”类



2.1.1：人员“所属学科”明确为现从事学科[st1]

2.1 统计相关



2.1.2：增设“18其中：企业委托科技经费”[st2]

2.1 统计相关



2.1.3：附表中增设“50上缴经费”[st2]

2.1 统计相关



2.1.4：“主管部门专项费”修改为“教育部专项费”[st2]

2.1 统计相关

       在本统计中，高校
所属附属医院的主管部
门视同与高校一致。

       原主管部门科技经费按照高
校不同的主管部门，分别进入教
育部专项经费（直属高校）、国
务院其他部门专项经费（部委属
高校）、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项经
费（省属高校）、地市厅局（含
县）专项费（市属高校）等。



2.1.5：明确“一个机构多块牌子”填报规范[st3]

2.1 统计相关

如下三种类型机构不进行统计：
    （1）当年未开展科技活动（即L8和L14同时为零）的机构；
    （2）学校自建的研究机构；
    （3）学校主导或参与的独立法人研究机构（按在地统计原则执行）。

       对于同一机构获得不同级

别立项即“一套人马多块牌子”）

应逐一(依次)填报，机构的人

财物数据填列在最高级别的机

构名称所在行。该机构其他级

别立项的，只需填报甲列和L1-

L4和L20栏，其他栏填零。



2.1.6：明确附属医院依托高校申报并获批项目
(课题)及经费填报规范[st2/st4]

2.1 统计相关

       附属医院依托高校申报并获批的科技项目（课题），经费和项目按实际完

成情况由高校或附属医院分别统计；如经费是先到高校再划拨附属医院的，

高校划拨给附属医院的那一部分应作为高校的外部支出，附属医院仅统计由

本单位支配使用的经费。反之亦然。

       高校或附属医院参与第三方开展科研合作，经费统计参此处理，统计应

遵循不重不漏原则。



2.1.7：“当年支出经费”，明确为“当年内部支出经费”[st4]

2.1 统计相关



2.1.8：调整项目（课题）来源代码[st4]

2.1 统计相关

01国家“973”计划；
02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03国家“863”计划；
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05主管部门科技项目；
06国家科技部项目；
0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
08国家部委其他科技项目；
09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项目；
10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
11国际合作项目；
12自选课题；
13其他课题；
1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1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6地市厅局（含县）项目；

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05教育部科技项目；
06国家科技部项目；
0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
08国家部委其他科技项目；
09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项目；
10企业委托科技项目；
11国际合作项目；
12自选课题；
13其他课题；
1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1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6地市厅局（含县）项目；
17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



2.1.9：取消“国家级项目验收表”[st7a]

2.1 统计相关



2.2.1：当年没有科技活动的不参加全国数据汇总

2.2 系统相关

       没有科技活动：指既没有科技活动的投入（人力、经费、机构建

设等）、没有科技活动过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

也没有科技活动的影响和成果（论著、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成果奖、

办刊等）



2.2 系统相关

2.2.2：年龄分组调整[st1-1]



2.2.4：表st1-1中“其他技术职务系列人员”进行细分

2.2.5：优化“R&D经费内部支出”折算方式（略）

2.2.3：调整st1上报数据（以新系统为准）

2.2 系统相关



2.2.6：增设“其中：当年立项数”[st4-1/st4-2]

2.2 系统相关



         在高校科技统计实践中，对R&D活动识别主要指在项目和经费两个主要
方面。
             项目的识别可参考《科技活动分类案例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技统计实用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石林芬老师2019授课、王根明
老师授课、“五分类”案例集（2020年杭州培训）
           要根据研究内容、成果形式，辅以项目题目、项目来源等多种手段进行
识别，才能有效提高统计质量。
           通常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等是R&D活动相对密集的行业。

       【注意】
          同一项目内不同研究内容可能存在不同活动类型；
          同一项目不同阶段可能存在不同活动类型；

A1：R&D的识别

3 强调几点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R&D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

物质固相、液相、气
相、界面张力研究

矿石不同组分与不同浮选剂
润湿性研究

对某种矿石开展矿碎度
（粒度）与已选定的浮
选剂间收得率实验

根据实验结果建立一定规模
的试验厂进行可行性试验

关于植物的蛋白质生
物合成与光合率的关
系的研究

研究谷物抗病力的遗传特性
以便获得关于培植更能抗病
的谷物新品种的知识

培植更能抗病的谷物新
品种

谷物新品种的区域试验
谷物新品种
的大面积栽
培示范

研究金属形变规律和
“超塑性”现象

通过不同组织结构材料与形
变条件的研究，确定具有超
塑性的材料及条件

利用具有超塑性能的材
料，制造形状复杂或难
变合金，解决成型问题

为生产目的对具体构件用超
塑成型方法进行成型试验

食管致癌的机理研究
真菌霉素、亚硝胺对人胃、
食管等上皮的致癌作用机理
研究

发展食管上皮重度增生
的阻断性治疗方法

应用该方法对食管癌高发病
区食管上皮增生患者进行治
疗结果报告

空气中的污染物的化
学变化的研究

分析方法的研究，以确定和
测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硫

发展物理化学技术，减
少燃烧过程中二氧化硫
的发散

为某工厂利用该技术减少环
境污染进行方案设计和试验

对高磁能积磁体旳微
观结构、矫顽力进行
研究

探讨高磁能积Nd-Fe-B磁体
用快淬、热压制作的最优化
的机理和规律

探求制作高磁能积Nd-
Fe-B磁体的快淬、热压
工艺

高磁能积Nd-Fe-B，磁体试
验生产，提供完整的技术规
格、技术条件及操作规程

A2：R&D课题的识别

3 强调几点



科技经费

02当年拨入经费合计

03其中:R&D经费拨入合计

非R&D拨入合计

24当年经费支出合计

按使用主体分

26转拨给
外单位经费

31内部支出
经费合计

按活动类型分

25R&D
经费支出

非R&D
经费支出

A3：经费指标关系

“R&D经费内部支出合计”根据st2和st4表的有关指标由系统进行折算

3 强调几点



统计单位层面：

     有科技活动的的单位。

有没有的问题

统计内容层面：

统计范围应与科技活动相关。

是不是的问题

相关性

要有体现科技活动的投入、过程、产出/影响的内容

A4：统计相关性

3 强调几点



蔡琳(暨南大学)
13724831168

祝各位同行：
新年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