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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如挪威和荷兰）和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建立了国家级的在研科研信息系统 

（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CRIS），它们在帮助政府和科研机构开展科研管理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挪威 CRIStin 及其对政府科研管理部门、科研活动实施主体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的作用，分析了我国科研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现状，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家科研信息管理

系统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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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领域的管理活动主要涉及人员、资源（项

目和经费）和成果 3 个方面 [1]。在当今的信息化时

代，如何高效地开发利用关于这 3 个方面的海量科

技信息资源，以提高科研管理效率，辅助科研决

策，是各个科研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共同关心的话

题。从 2002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惠普公司合作

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以搜集、储存和共享科研成果

产出的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

开始，截至 2017 年 6 月，全世界已有 4 400 多家

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机构知识库并提供开放获

取服务 [2]。近年来，在英、美、德、日等发达国

家，机构知识库开始超越基本的知识储存和共享功

能，朝着能够为整个机构科研管理和创新提供支撑

服务的综合性研究信息管理（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RIM）系统或称在研科研信息系统

（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CRIS）发展。

随着机构层面 CRIS 的不断增加，一些发达国家（如

挪威和荷兰）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开始整合

国内的各级各类 CRIS，建立起国家级的 CRIS[3]，

它们在帮助政府和科研机构开展科研管理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本文试

图在介绍挪威 CRIStin（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in Norway）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

国家科研信息管理系统的政策建议。   

1　挪威 CRIStin简介……

挪威 CRIStin 建立于 2010 年，由挪威教育与研

究部和卫生与保健服务部共同出资设立，其前身是

由奥斯陆大学、伯尔根大学等建立的机构型 CRIS

——Frida[4]。CRIStin 是一个用于收集、整理、存

取和传播挪威全国科研信息的管理系统，其记录的

内容包括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基金、项目、成果

（出版物、专利、产品）、奖励与荣誉等信息。

CRIStin 建立的目标在于推动挪威研究活动和研究

成果对国内外的开放（官网信息查询可用挪英双

语），为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基金组织、出版社

和其他人士获取科研信息提供便捷服务，以及为科

研机构和政府不同层次的科研管理人员开展基于绩

效的研究资助活动提供决策支撑。截至 2017 年 8 月，

CRIStin 共有依托单位 139 家，包括挪威全国所有

高校（46 所）、所有开展研究业务的医疗机构（37

所）以及绝大多数科研院所（56 所）。系统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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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人员数约为 3.5 万名，占挪威全国科研人员

总数的近 80%，存储的文献总量约 17 万篇，每年

新增存储文献量约 2.3 万篇。 

CRIStin 可实现人员、项目与研究成果之间的

多向查询。科研人员的唯一识别号为挪威国内的身

份证号。关于个人、科研项目和成果产出的信息，

由研究者本人或科研助理填写上传到系统（其中大

部分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直接从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 自动导入，只需研究者本人确认即可），

CRIStin 的管理方要求依托单位督促本机构的科研

人员每年积极上传自己的科研信息，并对信息进行

校验和审核。科研成果的登记情况、数量和质量

是政府给研究机构拨款、挪威研究理事会资助研

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重要考量指标。正因如此，

CRIStin 的各依托单位和科研人员都十分重视系统

信息的填报。此外，CRIStin 还为科研人员提供了

宣传和展示的空间，在系统填报的信息可以在申报

项目、奖励、职称评审等时重复使用，也使得科研

人员有积极性去更新自己的信息，而信息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保障了科研管理工作的准确与高效。

2　CRIStin的功能

CRIStin 对于政府科研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

科研人员等科研活动实施主体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具有不同的功能，现分别介绍如下。 

2.1　对于政府科研管理部门的功能

（1）机构评估：通过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

承担项目、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等的计量，

CRIStin 可以实现对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估和考核，

为政府拨款和项目资助提供重要参考。

在期刊论文、论文集文章、学术著作等科研

成 果 的 计 量 方 面，CRIStin 采 用 挪 威 学 者 Gunnar 

Sivertsen 开发的科学计量“挪威模型”[5]，将达到

一定科学质量标准的期刊和出版商划分为“1 级”

（普通）和“2 级”（重要），并赋予不同级别的

科研成果不同的权重，比如一篇 1 级期刊文章的

得分为 1 分，一篇 2 级期刊文章的得分为 3 分，用

以计算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出版分（Publication 

Points）。通过对比不同机构发表 2 级文献的比例，

以及发表 1 级和 2 级文献的出版分总得分和平均得

分等，政府科研管理部门每年借助 CRIStin 评估科

研机构的绩效，并将其作为分配部分科研经费的重

要参考。

（2）科研人员队伍监测评估：CRIStin 记录了

挪威大部分科研人员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作统

计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全国科研人员的数量、

年龄、性别、职称层次、学科领域、地域分布等，

以便科学地评估科研人员的发展状况，为制定合

理的人才政策（包括人才引进、流动、培养等）

和学科发展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3）项目评审：通过与项目申报和管理系统

相整合，CRIStin 可以智能审查申报人是否符合申

报资格、查询申报团队成员详细信息等。管理方还

可通过设定相关参数高效选择出合适的评审专家，

轻松实现同行评议，并能有效回避申请人与评审人

之间存在师生关系等利益关联。 

（4）科研信用管理：CRIStin 可以在系统后台

（非公开地）记录科研人员学术不端、违反科研伦

理等行为。   

（5）调查与咨询：管理方可以利用 CRIStin

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开展问卷调查、政策咨询、

信息收集与反馈等工作。

2.2　对于科研活动实施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功能 
（1）对于科研机构：与政府科研管理部门类

似，通过计量分析科研人员发表文章的数量、期

刊等次、引用次数、h 指数等，科研机构可利用

CRIStin 评估科研人员的表现及影响力，进而为科

研绩效考察、项目资助以及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等提

供重要参考。科研机构同时可以借助 CRIStin 开展

机构内部的部门 / 实验室 / 团队评价、项目评审、

职称评审、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管理等。

（2）对于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可以通过网络

随时随地将自己的科研活动（如学术讨论、调研、

讲座等）信息上传到 CRIStin，形成完备的个人科

研活动档案。同时，在申请科研项目、申报科技奖励、

到其他单位应聘时，科研人员可以通过 CRIStin 提

交详尽、完整、标准化、经系统权威认证的简历，

不用再每次收集、整理自己的科研成果以作为证明

材料，接收方也可以通过 CRIStin 查阅，不用再安

排专人审核相关材料，双方都省时省力。此外，全

世界的科研人员都可以从 CRIStin 中免费获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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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论文、著作、专利等信息。尤其是科学学研

究领域的学者，可以借助 CRIStin 方便地开展研究。

（3）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和技术转移

组织可以通过 CRIStin 及时获取最新的科技论文和

专利，联系甚至引进科研人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媒体进行科技相关报道时，可以方便地查询相关研

究进展，获取想采访的科研人员的联系方式并与之

联系等。

3　我国科研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机构知

识库，个别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科研信息管理系

统 [6]。此外，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和其他部委本身及其下属机构，以及各省市

科研管理部门根据基金项目研究或科研管理工作的

需要，都建立了自己的人才 / 专家库和项目申报管

理系统等，形成了一些科研信息的积累，但是这些

记录往往缺乏系统性、结构性，没有较好的更新机

制，不能成为完整有效的信息资源和辅助决策工具

等 [7]。以科技部为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

“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数据库”收录了 1.1 万

多条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各类信息 [8]，科技部科技人

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也积累了由近 9 万名高层次科

研人员组成的国家科技专家数据库，但是其覆盖的

科研人员仍然十分有限，科研人员相关信息更新的

及时性也较差。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加强中

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1 号），明确提出建设统一的国家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并向社会开放服务。2014 年 12 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 号），

进一步要求建设完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为响

应中央的一系列政策要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启动了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计划建成面

向科技管理者、科研人员、项目管理专业机构、服

务机构、社会大众的服务门户，支撑中央财政 5 类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的全过程信息管理。 

在建设方案中，系统设想在汇聚各类科技计

划、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科技产出信息的基础上，

面向各类用户信息需求开发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类、

科技专家管理类、科技产出管理类、科技基础信息

查询类、科技政策解读与宣传类、科技统计类、趋

势分析类等信息服务功能，有效支撑科技管理、决

策和相关科技业务的开展 [9]。 

应该说，建设中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具备

了与 CRIStin 类似的大部分功能，但是它与 CRIStin

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以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特

别是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为基础，纳入的是与

项目相关的承担人员、承担机构、成果产出等信息，

而后者则主要以科研人员为基础，纳入了所有科研

人员（包括那些没有承担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的

相关信息。前者主要应用于科技计划项目的决策、

管理与服务，而后者则应用于与全国科研人员相关

的科技管理与服务。后者涵盖的科研人员、资源和

成果信息更为丰富，功能也更加多元，能够更加有

效地支撑科技管理与服务。也正因如此，我国的科

研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和相关科研信息的完整、及

时记录，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也需要科技、

教育、卫生等更多政府管理部门的相互协调。

4　政策建议

一是建议由科技部牵头，在教育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等机构的配合下，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组，投入

专项经费和专职人员，借鉴挪威 CRIStin 并广泛参

考国外其他 CRIS 的建设经验，建立我国国家层面

上的科研信息管理系统。

二是建议扩展建设中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的功能，除了纳入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相关的人员、

机构、成果产出等信息外，一并纳入全国高校、科

研院所、卫生机构乃至企业科研人员的相关科研信

息；或者梳理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现有的相关科技管理数据库，尽快决定使用一个基

础库，然后建立合并规范，实现现有各大单位的一

些数据库的资源合并整合，形成新的国家科研信息

管理系统 [7]。

三是探索相应的管理制度，借鉴挪威 CRIStin

的经验，把科研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填报与科研机

构和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项目资助，以及机构的

财政拨款、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等关联起来，激励

 ◇石长慧：挪威科研信息管理系统介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43 —

Introduction of 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                      
in Norwa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SHI Chang-hu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At present,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Norway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South Africa) have established national-level 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s (CRIS),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governmen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Based on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RIStin (CRIS in Norw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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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及时更新相关研究信息，保证

科研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有效支

撑各级管理机构的科研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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