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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政府科研项目管理过程中，因部门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长期存在“重复资助”和“资金过度

集中”等问题，为此，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协调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等科技相关部门，合作建设“府

省共同研发管理系统”，以提高业务运行效率，实现科研经费的有效配置。本文对该系统的建设背景、管

理服务对象、功能架构、运转流程及效果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并针对我国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

出几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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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省 共 同 研 发 管 理（Electron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e-Rad）系统是日本综合科学技术

会议（2014 年更名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

CSTI）牵头建立的一个便于各省厅之间横向联系

与合作的科研项目统一申报管理平台，旨在加强

对中央政府科研经费的管理和统筹协调。该系统

以竞争性研究资金制度为中心，通过共享不同

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的信息，对研发相关文件

实施在线化管理，以消除竞争性研究经费和任

务导向型项目经费分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重复

资 助” 现 象， 避 免“ 资 金 过 度 集 中” 问 题， 实

现业务运行的高效化和科研经费的有效配置。

1    e-Rad 系统建设背景

2003 年 7 月，在“各府省信息化协调责任人

（CIO）联系会议”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出台了《电

子政府建设计划》，提出通过推进政府各部门业务

和系统运行的简洁化、效率化、合理化，实现人力

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高效配置，建成预算效率高的

简化政府。2004 年 2 月，文部科学省牵头将一部

分相关省厅业务和系统确定为“研发管理业务和系

统”。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以文部科学省为中心，

于 2006 年 3 月制定并发布了《研发管理业务系统

最优化计划》，开始构建研发管理相关文件的在线

电子化系统 [1]。

日本政府科技相关预算的执行过程长期以来

都是由不同府省来分别管理的，因此，在 2006 年

3 月日本内阁审议通过的《第 3 期科学技术基本计

划》和 2007 年 6 月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审议通过的

《2008 年度科技相关预算等资源分配方针》中，

日本政府都提出构建 e-Rad 系统，通过共享不同

研究资金制度信息、管理研究人员信息等措施，

解决竞争性研究经费和项目经费分配使用过程中

的“重复资助”和“资金过度集中”问题，提高

业务运行效率。

在此背景下，各省厅在当时日本科技最高决策

部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协调下，开始共建

e-Rad 这一科研项目统一申报管理平台，以便更加

有效、更加合理地执行政府科技相关预算。

2    e-Rad 系统的管理和服务对象

e-Rad 系统（网址为：http://www.e-rad.go.j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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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省 资金分配机构 公募型研究费项目

内  阁  府 食品安全委员会 食品健康影响评价技术研究

总  务  省 消防厅、信息通信研究机构

战略性信息通信研发推进事业
ICT 创新创造挑战计划
数字技术研发
消防防灾科技研究推进制度

文部科学省

物质材料研究机构、防灾科技研究所、放射线医
学综合研究所、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学术振兴会、
理化学研究所、宇宙航空研发机构、海洋研发机构、
原子能研发机构、医疗研发机构

科学研究费补助事业
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事业
国家课题应对型研发推进事业
研究成果发展事业
国际科技共同研究推进事业

厚生劳动省 医药基础研究所、日本医疗研发机构 厚生劳动科研费补助金
医疗研发推进事业费补助金

农林水产省 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农林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
究机构 农林水产业和食品产业科技研究推进事业

经济产业省 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石油天然气金
属矿物资源机构

先导性产业技术创造事业
创新性创造产业合作促进事业

国土交通省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铁道建设和运输设施
建设支援机构

建设技术研发补助制度
交通运输技术开发推进制度

环  境  省 — 环境研究综合推进费

防  卫  省 — 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

表 1   利用 e-Rad 系统的府省及资金分配机构 [2]

html）自 2008 年 1 月开始运行，其用户包括资金分

配机构（分配竞争性经费的各府省以及独立行政法

人）的业务主管人员、申请研究课题的研究人员、

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业务主管、项目负责人（PD）、

项目官员（PO）以及项目评审人员。日本政府要

求，除一些特殊情况外， 管理竞争性研究资金项

目的各府省及相关独立行政法人统一使用 e-Rad 系

统。与此同时，在相关部门更新自身现有项目管理

系统或网页时，要求其废除与 e-Rad 系统重复的功

能。

e-Rad 系统的管理对象主要是日本中央政府的

竞争性研究经费和部分项目研究经费。其中，项目

研究经费需同时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一是预先设定

研究目标，在一定期限内实施研究；二是按研究人

员或研究团队进行分配；三是除人员费、设施设备

费之外的资金超过一定规模。

当前利用 e-Rad 系统的日本政府的府省及其下

属资金分配机构参见表 1。

3    e-Rad 系统的功能架构

e-Rad 系统的整个功能架构由项目介绍、研究

机构登录、研究人员登录、评审人员登录、电子申

请、审查业务、采用和交付以及成果报告和评估工

作 8 个环节构成，这些环节以系统数据库为核心，

相互交织，相互配合，详情参见图 1 和表 2。

日本政府在进行 e-Rad 系统设计时，以课题、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平台，通过

申请、审查、认证、评价、成果公开等网络流程，

将政府、资金分配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评

价机构以及国民联系起来，详情参见图 2。

此外，日本政府非常重视 e-Rad 系统的信息安

全问题，规定所有用户在使用 e-Rad 系统时，都

必须经过 ID 和密码认证，其中评审人员登录还额

外需要随机发送的验证码，研究机构和资金分配机

构主管必须使用预先登记过的电脑才能访问 e-Rad

系统。不同类别的用户仅能访问预设权限许可范围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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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节点 功能内容

项目介绍 提供各个项目的公募时间和申请格式要求等

研究机构登录 研究人员所属研究机构登录，发放证书

研究人员登录 研究人员的登录和删除，发放研究人员编号

评审人员登录 审查申请内容的评审人员登录，发放评审人员编号

电子申请 受理申请信息，所属研究机构的批准，交付资金分配机构，受理确认

审查业务 评审人员分派，书面审查结果登录，协助重复检查

采用和交付 采用课题结果登录（包括采用额度）

成果报告和评估工作 成果报告信息登录，协助成果评估

表 2   e-Rad 系统各个节点功能内容 [3]

4  e-Rad 系统的工作流程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 e-Rad 系统用户的意见，在资

金分配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按

照 PDCA 循环——Plan（计划）、Do（执行）、Check

（检查）和 Action（处理）——的质量管理流程，不

断对系统进行完善。e-Rad 系统工作流程图参见图 3。

在 e-Rad 系统中，资金分配机构的作用包括：

登记项目信息；登记非法人员信息；登记评审人员

信息，并进行分派；对提交的申请信息进行登记；

检查是否重复；登记采用结果信息；对提交的交付

申请信息进行登记；登记交付和分配额度信息；登

记成果报告信息；向 CSTI 提供数据。

研究人员所属研究机构的作用包括：获取电子

证书并发放给研究人员；登记机构内的部门和业务

主管信息；登记研究人员信息（向研究人员发放研

究人员编号、登录 ID 和密码）；核准申请信息并

提交给分配机构；核准交付申请信息并提交给分配

机构；核准成果报告信息并提交给分配机构。具有

课题申请资格的研究人员不是自己直接到文部科学

省办理 e-Rad 注册手续，而是通过所属研究机构

到 e-Rad 进行注册，因此，研究机构必须事先对

研究项目负责人情况进行确认和审核。

5    e-Rad 系统的运行效果

经过 7 年多的实际运行，e-Rad 系统得到了日

图 1   e-Rad 系统的功能架构 [3]

成果报告和
评估工作

研究机构
登录

研究人员
登录

评审人员
登录

采用和交付

审查业务

电子申请

项目介绍

e-Rad 系统

内的信息。

日本政府在对 e-Rad 系统进行更新时，针对一

些府省的管理要求进行了适应性改动，并设置了一

些标准接口，以方便更多府省的更多竞争性资金管

理业务接入 e-Rad 系统。经过几年运行，日本政

府发现最初建设的 e-Rad 系统存在“面向研究人

员和资金分配机构功能不足”和“系统结构扩张性

较差”等问题，因此，对系统功能架构设计进行了

完善，在 2013 年 1 ～ 2 月进行了系统转换，并于

同年 3 月启用新一代系统提供全面服务。

 ◇ 王　玲：日本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浅析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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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Rad 系统工作流程图 [4]

图 2   e-Rad 系统设计概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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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最初预算 691 748 361 398 390

补充预算 -70 — — — —

合计 621 748 361 398 390

执行额度 458 737 358 — —

执行率（%） 73.8 98.5 99.1 — —

表 3   e-Rad 系统运行预算和执行情况 [5] （单位：百万日元）

成果指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目标值

在线
申请率（%）

成果实绩 99.8 98.6 98.5 —

目标值 95 95 95 95

完成度 105 104 104 —

活动指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活动预计

已在 e-Rad 系统注册的
研究人员数

活动实绩 581 174 人 601 381 人 624 095 人 —

计算依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估算值

每件在线申请的经费
( 现行 e-Rad 运行经费 ÷

在线申请件数 )

单位成本（日元） 3 730 4 563 3 291 3 855

计算公式
403 681 000 日元

/108 217 件
473 993 000 日元

/103 881 件
350 638 000 日元

/106 558 件
过去 3 年的平均值

表 4   e-Rad 系统的运行实绩 [5]

本各省厅以及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的应用支持，现

已相对成熟，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并且得到多方好

评。e-Rad 系统近几年的预算和运行情况可参见表

3 和表 4。借助 e-Rad 系统，资金分配机构可以在

线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课题管理负担大大减轻，

有效避免了不合理重复和过度集中问题；研究机构

可以实时掌握本机构研究人员申请国家项目情况和

研究进展情况；研究人员在线申请课题，手续较为

简便，效率更高。

依靠 e-Rad 系统，日本政府在科研项目资金管

理过程中实现了以下任务目标：

（1） 研发管理相关文件资料的在线电子化。

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向资金分配机构提交课题申

请、研究经费申请和成果报告，全部过程实现电子

化，以便提高资金分配机构业务运行的效率，为研

究人员提供更多便利，减轻其事务性工作负担。与

此同时，实现研究课题名称、研究人员姓名、研究

期限和资金分配额度等申请基本信息的统一。

（2） 确保研究人员编号的唯一性。每位研究

人员登录 e-Rad 系统时使用的编号都是唯一的，

但不是只要拥有编号就能申请所有项目，还必须通

过项目指南确认申请资格。

（3） 课题采用前，避免了“重复资助”和“资

金过度集中”现象。通过上述（1）和（2）内容，

资金分配机构业务主管利用 e-Rad 系统，可以消

除上述现象（同一研究人员的同一课题得到多部门

的经费资助）和“过度集中”现象（一个研究人员

或研究小组当年分配获得的研究经费超过了其需要

的额度，年底出现资金结余）。

（4）向 CSTI 提供信息。在 e-Rad 系统投入使

 ◇ 王　玲：日本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浅析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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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防止不适当的研究
　经费使用方式
·实施有效的资金投入

研究人员

·通过在线申请和报告，
　提高效率
·可以有效检索可申请的
　竞争性资金

ｅ-Rad

图 4   e-Rad 系统运行效果 [6]

向国民展示项目成果相关信息。另外，e-Rad 系

统在处理研究人员的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时，充

分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严格管控用户访

问权限。

借助 e-Rad 系统，项目管理机构可以在线对课

题申请进行审批，课题管理负担大大减轻；研究机

用前，各资金分配机构都是根据 CSTI 的委托，分

别完成项目报告后离线提交。e-Rad 系统开始运行

后，资金分配机构可直接向 CSTI 在线提交各种注

册信息，提高了办事效率。

（5） 完善了研究成果发布窗口。e-Rad 系统

集中提供各个资金分配机构的成果发布主页链接，

构可以实时掌握本机构研究人员申请国家项目情况

和研究进展情况；研究人员在线申请课题时，手续

较为简便，效率有所提高（参见图 4）。

今后，日本政府将不断完善该系统，使其发挥

更大的效用。

6    结论

参照日本 e-Rad 系统建设和运行经验，我国国

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可从中获得如下启示

和借鉴：

（1） 要求相关各方切实使用该系统，同时重

视用户意见，不断完善更新系统流程。日本政府要

求管理竞争性研究资金项目的各府省及相关独立行

政法人必须统一使用 e-Rad 系统，并且非常重视

e-Rad 系统用户的意见，根据资金分配机构、研究

机构、研究人员意见，不断对 e-Rad 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加强质量管理。建议我国国家科技管理信息

系统在建设过程中，切实关注用户体验和实际需求，

对系统架构和流程不断进行设计调整和升级改造。

（2） 权责明确，运行有序。e-Rad 系统事先

对相关省厅、资金分配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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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类用户的权责进行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

以便相关各方在使用 e-Rad 系统时做到相互配合，

确保系统有序运行。日本政府还专门针对研究人员

编制了非常详实的用户指导手册，对使用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予以解答和说明，便于研究人员

尽快熟悉掌握 e-Rad 系统使用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3） 把信息安全摆在首要位置。鉴于 e-Rad

系统集成了海量日本科技管理内部信息以及用户

隐私信息，日本政府非常重视 e-Rad 系统的信

息安全问题，规定所有用户在使用 e-Rad 系统

时，都必须经过 ID 和密码认证。建议我国国家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严格规范各类用户的访问使用

权限，让不同类别的用户仅能访问预设权限许可

范围内的信息，以确保科技管理相关信息的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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