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新闻 纵深
2021年11月2日 星期二

主编：章德庆 编辑：蔡杨 美编：郑典
投稿邮箱：306732878@qq.com04

“世界科技强国，同时也是科普强
国。科技创新强市也是科普强市。”10
月26日，在2021年成渝地区科普创新
发展论坛暨科普能力提升培训活动
上，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邱成利在题为《国内外科
普场馆现状、趋势以及对成渝科普场
馆联动的启示与对策》的报告中表示，
成渝地区要将科普发展作为创新发展
的重要一翼。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个‘圈’
的含义非常丰富，也是成渝地区独有的
称号。”邱成利表示，这个“圈”实际上是
经济学领域的专业词汇，从经济学的角
度来看，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会逐渐呈
现出区域化特征，而且趋势会非常明
显。但是，由于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经
济发展的程度、科技和教育的实力是不
同的，所以城与城之间的发展会有差
距。这时候，优化不同区域的创新环境
就显得非常重要。取长补短，协作共

赢，“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邱成利认为，在新形势、新机遇

下，成渝CP要强势“出圈”，两地应该
进一步推动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科普

资源，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科普场馆，
并通过成渝科普场馆联动，产生“1+
1＞2”的效果。

具体来讲，比如激励科研机构和
大学开放资源，加大科普投入力度，因
地制宜建设科普场馆。在短期内财政
难以大幅度增加科普资源建设投入的
情况下，开发废旧设备与物资、车辆的
剩余功能，转入学校、社区、科普场馆
用于科普，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鼓
励企业、私人建设科技馆，开放实验
室、生产设施等，增加科普场馆数量，
优化科普场馆布局，合理配置科普资
源。加强农村、社区科技活动设施建

设，通过在乡镇农村建立科技活动室、
在社区建设创新屋、在学校建设科普
实验室、加强流动科技设施建设等，满
足更多群众的科普需求。

“科技强国不仅是科技创新能力
强，科学普及能力也必须强，建设一
批世界一流的科技馆，应该是其中
的重要内涵。”邱成利表示，成渝地
区科普场馆的发展，必须适应科技
创新带来的新突破，抓住机会，创新
求变，增强实力，迎接挑战，真正发
挥科技馆在科普中的重要作用，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作
出应有的贡献。

根据《管理办法》，市科技局
依托大数据技术，对重庆市科研
诚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扩建
升级，将全市近24万个主体纳
入信息系统，通过创新机制，加
强科研诚信管理全过程“诚信承
诺+诚信抽查”监督。

“在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实
施与管理的各环节，各责任主体
都需签订诚信承诺书，承诺遵守
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
要求，承诺数据材料真实、经费
使用合规等规定。”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管理办法》

和《管理细则》对失信行为的界
定，科研诚信管理信息系统还会
对各责任主体进行信用记分和
评级。

进入科研诚信管理信息系
统，信用记录信息包括责任主
体、失信行为、处理结果、处理单
位、处理依据和处理决定时间
等。各责任主体的初始信用分
值为10分，当出现失信行为时，

其信用分值会被扣减相应分值。
在此基础上，系统按照分值

划分了A、B、C、D四个等级，对
各责任主体进行评级，作为信用
激励与惩戒的重要参考依据。
比如，信用等级为A的责任主
体，同等条件下将被优先支持参
与相关科技活动。信用等级为
D的责任主体，项目承担单位或
第三方机构2年内、项目组成员

或科技专家3年内不得参与有
关市级财政科技发展资金支持
的科技活动。

该负责人介绍，市科技局还
与科技部监督司共同开展部市
联动共建科技监督体系改革试
点，探索建立基于专家互派、信
息共享、结果互认的科技监督上
下联动机制。联合10个相关市
级部门，率先在全国成立重庆市
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专家委员
会，强化跨部门科技监督协作，
对全市科技监督和诚信建设工
作提供决策支持。

重庆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扩建升级科研诚信管理信息系统

健全科技创新监管机制当好“大管家”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专家在成渝地区科普创新发展论坛上建言

将科普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翼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成都日报记者 曹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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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激发
创新活力，释
放创新潜能，
一方面要为科
研人员减负，
让 他 们 拥 有
更 大 的 自 主
权，另一方面
要 充 分 发 挥
监 督 和 诚 信
建 设 的 保 障
和净化作用，
营造良好的科
技创新生态。

近年来，
我市不断深化
科技领域“放
管服”改革，积
极探索新做法
健全科技创新
监管机制，全
市科研诚信意
识明显增强，
财政科技投入
绩 效 大 幅 提
升，助推创新
活 力 持 续 释
放、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项目经
费使用采取预算制，即科研经费
要按照预算要求来使用。

2019年，重庆率先在全国
启动实施科研经费使用“包干
制”改革试点，即经费用途包干、
经费使用包干、项目实施包干。
其中明确经费支出不设科目限
制和具体比例限制，与项目研发
活动直接相关的支出据实开支，
实行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制，并
且在项目考核指标不降低的前
提下，项目负责人可以自主调整
项目技术路线、实施方案以及项
目组成员。

在前期开展系列减负放权
工作的基础上，今年5月，市科

技局、市财政局、市教委又联合
启动了我市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动，营造更
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科技管理部门放权，为科
研人员‘松绑’，并不是放任不
管，而是要当好‘科技大管家’，
让科研人员安心搞科研、专心
搞科研。事实上，改革后，项目
管理更突出了诚信管理。”市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科
研项目及经费管理改革的重要
补充，我市进一步加强了科研

诚信建设，于今年9月相继出台
了《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诚信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和《重庆市科学技术局科
技计划项目诚信管理细则》（以
下简称《管理细则》），通过优化
制度设计，对市级财政科技发
展资金资助的科技计划项目实
现了管理流程和责任主体两个

“全覆盖”。
也就是说，从项目指南的编

制、项目申报到结题验收，再到
绩效评价、成果转化等项目实施

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不论是项目
承担单位、项目组成员还是科技
专家、第三方机构，只要是参与
了项目实施和管理的法人和自
然人，均纳入诚信管理。

为了帮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
员更好地守住“底线”，营造风清
气正劲足的科技创新生态，我市
在出台规范性文件的同时，还发
布了《重庆市科研诚信提醒二十
条》，做到“提醒在前，预防在先”，
对科研诚信注意事项予以提醒，
特别是一些很容易忽略的事项，
有效降低科研失信风险，引导科
研人员增强自律意识，倡导诚实
守信，维护科研道德，规范科研
行为。

随着科技创新监管改革的
深入推进，我市科研项目管理水
平及经费使用合规性得以进一
步提升。

我市一家医药企业，在
2020年6月市科技局组织的绩
效评价抽查中，被抽到 3个项
目。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影响和
企业对市场发展的研判，其中2
个项目被提前终止实施，1个项
目暂停了较长时间，绩效评价结
果不理想。

除了进行信用评估评价，市
科技局还组织了技术专家和财

务专家到企业走访，帮助企业分
析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整改建
议。一年多来，该企业有针对性
地采取改善措施，项目实施情况
得到很大改观。

在今年7月的绩效评价抽
查中，该企业的2个项目绩效评
价结果均为良好，所有技术研究
目标任务已完成，经费使用合理
合规，且经费使用进度与项目研

究进度相匹配。
对于“科技大管家”来说，不

仅要有监管，更要有服务。而这
样“有温度”的服务，让监管也受
到企业欢迎。

“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来了
之后，为我们查找问题、解决难
题，帮助项目更高效地推进。”该
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被抽查的
两个项目，在国内都是独家研

发，目前进展都十分顺利，项目
组已经在着手准备结题。

“当然，对于严重失信行为，
我们也绝不手软，加大问责力
度。”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今年9月30日，科研诚信管
理信息系统已累计产生信用记
录262807条，当年新增失信记
录666条，66个责任主体因严重
失信被列入“黑名单”。累计对
60余个项目提出扣减诚信分，不
予拨付项目经费合计 4849 万
元，促进财政科技投入发挥更大
效益。

制度设计
实现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流程和责任主体“全覆盖”

创新机制
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兼顾”的大监管格局

成效凸显
科研项目管理水平及经费使用合规性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