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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关键价段 ， 重点之一是建立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高效科

技计划项 目 管理机构 。 本文对英 国研究理事会的机构性质 、 治理模式 、 内部治理结构和项目管理过程等

进行深入剖析。 英国研究理事会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定位、 现代化的治理模式 、 科学化的项目 管理机制 ，

可以为我国科技管理改革工作的推进 ，
特别是科技计划管理机构的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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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拥有良好的科学研究基础 ， 在世界科技舞付 ， 相当于稳定支持部分 。 作为
“

双重支持系统
”

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 根据 《 ２０ １３ 年英国研究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

， 研究理事会的经费是英国公

础 国际 比较报告 》 ， 英国以 占世界 ０ ．９％ 的人 口
、共研发经费中对科研项 目进行支持的主体部分 。 对

３ ．２％ 的研发投人以及 ４．
１％ 的研究人员 ， 创造了世英国研究理事会的机构性质 、 治理模式 、 内部治理

界上 ９ ．５％ 的论文下载数 ，
１ １ ． ６％ 的被引用论文数结构和项 目管理过程等进行深入剖析 ， 可以为我 国

和 １５ ． ９％ 的世界髙被引论文 。 按照投入产 出 比 ，科技管理改革工作的推进 ， 特别是科技计划管理机

英国每单位 ＧＤＰ 的研发投入所产生的被引用论文构的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

数位列世界第
一

； 每
一

个研究人员的论文数 、 被４口

引脈文数以及每篇论文細軸位居世界之首 ，

１ 研九理事右的机构性质和 目标定位

体现出极高的研究效率
［
１ ２

］

。１
．１ 研究理事会的机构性质

英 国进行科研经费分配的
“

双重支持系统
”

１ ９９４ 年 ， 英国依据 《科学与技术法案 １９６５ 》

为其极高的科学产出效率奠定了重要基础 ＇所谓成立了７ 个专门研究理事会 ， 分别为 ： 生物技术
“

双重支持系统
”

包括两个部分 ：

一是项目研究经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 ＢＢＳＲＣ ） 、 艺术与人文研

费 ，
这部分经费主要通过 ７ 个研究理事会按照研究究理事会 （ ＡＨＲＣ ） 、 工程与物质科学研究理事会

领域拨给大学 、 公共研究所和企业等 。 项 目研究经（ ＥＰＳＲＣ ） 、
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 （ ＥＳＲＣ ） 、

费需要竞争性申请 ，
经过同行评议获得资助 ， 相当医学研究理事会 （ ＭＲＣ ） 、 自 然环境研究理事会

于竞争性支持 ；

二是人员和科研条件经费 ， 主要为（ ＮＥＲＣ） 和科技设施理事会 （ ＳＴＦＣ ） 。 这 ７ 个研

英国大学开展教学 、 科研活动等提供必要的人员和究理事会均属于非政府公共机构 ， 履行政府的部分

条件费用 ， 这部分经费通过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职能 ， 但不属于任何一个部门 ， 也不属于某个部门

员会 （ ＨＥＦＣＥ ） 按照科研规模和水平拨给大学 。的
一

部分
［
４

］

。

ＨＥＦＣＥ 的经费按照每五年进行
一

次的评估结果拨研究理事会作为英国竞争性研究经费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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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管理与体制改革 ？

资助机构 ， 负 责项 目 的审批和管理等具体工作 。行官领导的人力资源部门 负责 ，
ＢＩＳ 不能插手和干

研究理事会接受政府科技部门商业 、 创新和技能预 。

部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Ｂｕｓ ｉ ｎ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ｋｉ ｌｌ
，虽然整体科学预算案 、 各研究理事会间 、 国家

Ｂ ＩＳ ）

？
的指导 ， 但又与之保持

“
一臂之距

”

，
独立级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基金的总体科研资金分配

开展工作 。 各研究理事会按照皇家宪章开展活动 ，与国家研究重点的确定 由主管部长作出 ， 但政府没

每个研究理事会涉及领域不同 ， 在皇家宪章中提出有权利干涉研究理事会发展重点 的确定和项 目评审

的 目标定位也有所不同 。 主管部门对各理事会评价过程。 作为非政府公共机构 ， 各理事会每年要向主

的最根本依据是皇家宪章 。管部门报送年度报告 ， 年度报告要对各方面工作进

根据皇家宪章 ， 各研究理事会的重点在于促进行总结和汇报 （包括研究 、 财务和审计情况 ） ， 并

各 自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 、 培养科学研究人公开发布
ｗ

。 政府会不定期地对研究理事会进行全

才以及促进各领域科学和技术的传播等
［
５

］

。 具体而面的评估 ，
并根据评估结果对研究理事会的改革方

言 ， 研究理事会的核心功能包括 ：

一是作为公共研向 （ 包括对机构性质 、 经费预算 、 具体运行机制等 ）

究经费的最有效和高效的拨付渠道 ；
二是确保英国进行调整 ＾Ｂ ＩＳ 会经常性地与各理事会的主席和首

从研究能力中获得最大收益 ；
三是对研究进行战略席执行官就重大事项和问题进行磋商 ， 大学与科学

规划 。 具体而言 ，
主要活动包括如下几类 ：

一是基国务大臣会经常性地 （

一般两个月一次 ） 与 ７个理

于研究卓越性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资助研究项 目 ；事会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会谈 ， 每两个月与研究理事

二是资助和协调研究生的培养 ；
三是开展包括研究会总会主席进行一次

一

对
一

面谈 。 每个研究理事会

和创新园 区在内的知识转移活动 ；
四是直接负责研每年两次就各 自运行情况 、 重大事项和风险等向大

究理事会所属的研究所 ； 五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提学与科学国务大臣进行文字汇报 。

供大型研究设施
；
六是建立国际合作以及与新兴市１ ．３ 研究理事会总会的性质和作用

场建立联系
；
七是与公众 、 企业交流 ， 为决策提供为 了进

一

步协调各研究理事会之间的分工与

咨询 ；
八是评价研究的效率和影响 。合作事宜 ，

７ 个研究理事会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联合

１ ．２ 与科技主管部门的关系成立 了研究理事会总会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 ｏｕｎｃｉ ｌｓＵＫ
，

研究理事会的主管部门是 ＢＩＳ
，ＢＩＳ 对研究理ＲＣＵＫ ） 。 ＲＣＵＫ 是

一个虚拟的 网络联合体 ，
不属

事会进行指导和监督 ， 主要负责研究理事会的发展于实体机构 。 ＲＣＵＫ 的主要职能包括科研经费管理

战略 、 经费预算 、 重点选择 、 重要人事任命等宏观系统建设 、 研究的评估与影响 、 研究人员培训和

事项 ， 包括协调不同理事会之间的利益冲突等 ， 但发展 、 知识交流 、 国际合作和科技社会发展等
［
７

］

。

不能插手研究理事会具体运行以及项 目评审等具体ＲＣＵＫ 设有执行小组 ， 成员为 ７ 个研究理事会的首

工作 。席执行官 ， 主席从 ７个首席执行官中选出 。 近年来 ，

研究理事会的主要经费来 自 Ｂ ＩＳ 的部门预算 ，由 于对研究理事会效率的要求不断提高 ，
ＲＣＵＫ

每年 ＢＩＳ 的研究与创新总司长与各研究理事会主席在涉及各理事会共用的项 目 申报平台等工作的协

等根据各理事会的计划共同协商经费预算额度和分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也会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涉

配方案 ， 最后由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决定 ， 并纳人及各个理事会的相关工作 ，
比如协调六大跨领域

当年 Ｂ ＩＳ 的经费预算 。 Ｂ ＩＳ 按照流程公开进行研究的研究计划 、 组织跨理事会的审计等 。

理事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遴选和任命 ， 包括主席和

首席执行官的任命 ， 议会对有关过程进行监督雛
２ 研九理事右的 理模式和内職１理 构

询 。 研究理事会的高级工作人员由负责人员聘任的２． １ 研究理事会的治理模式

专门委员会负责 ，

一般人员的招聘和管理由首席执各研究理事会治理模式略有不同 ， 但总体框架

① Ｂ ＩＳ 是英国科技主管部门 ， ２０ １６ 年与能源和气候变化部 （ Ｄ 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ｅｒ

ｇｙ 
ａｎｄＣ ｌ

ｉｍａｔ ｅＣｈａｎ
ｇ
ｅ ，ＤＥＣＣ ） 合并为商业 、 能源和产业战

（ 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

ｔ
ｆｏ ｒ Ｂｕｓｉｎ ｅｓｓ

，
Ｅｎｅｒ

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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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兴 ： 英国研究理事会的治理模式研究


基本由三个部分组成 ， 包括战略管理单元 、 执行单会的职责包括围绕 ＥＰＳＲＣ 的使命确定发展战略 、

元和顾问单元 。 战略管理单元主要包括主席领导下把握 ＥＰＳＲＣ 的发展 目标和重点方向 、 确定执行方

的管理委员会及下属专门委员会 ，
主要负责理事会案的重点 （ 包括经费分配 ） 。 管理委员会授权执行

宏观战略决策和发展方向把握 、 重大人事任免 、 审部门进行 日常事务管理 、 执行实施原则和规范 ， 并

计等 。 执行单元指首席执行官领导下的执行团队 ，支持执行部门的工作 ；
检测 目标完成情况及进展

由若干部门组成 ， 每个部门 由
一

个髙级管理人员领 （ 包括经费 〉
；
平衡专业知识和

一

般管理知识之间

导 ， 对首席执行官负责 。 各个部门按照理事会制定的关系 ， 确保管理委员会成员代表 ＥＰＳＲＣ 利益相

的战略和实施方案 ， 具体负责相关工作 。 研究理事 关方的利益 ， 而非代表其本人领域或机构 。 ＥＰＳＲＣ

会执行单元的最高领导是首席执行官 ， 首席执行官执行部门负责研究理事会的 日常运行 ， 并根据实际

是管理委员会成员 ，
《^ 管理委员会负责 。 顾问单元情况不断提供政策建议 ， 促进机构 目标的完成 。 执

是由外部专家构成的网络或团 队 ，
主要为执行部门行部门有义务与相关方面进行接触和合作 ， 向管理

提出咨询建议
， 帮助执行部门开展工作 。 顾问单元委员会提出战略建议 ； 当需要进行决策的时候 ， 执

也有义务向管理委员会提供适当的建议 。 大多研究 行部 门要为管理委员会提供需要采取的措施 、 风险

理事会还会根据不同决策需求 ， 设立专门的顾问专和后果等信息 ； 执行部 门还负责记录和实施管理委

家组 。员会的决定 ， 围绕既定 目标向管理委员会汇报进展 ，

管理委员会和执行部门 的具体职责有明确 的支持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等相关活动 ， 为管理委员

规定 ， 分工十分明确 。 以 ＥＰＳＲＣ 为例 ， 管理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
［
８

］

（ 见表 １
） 。

表 １Ｅ ＰＳＲＣ 管理委员会及执行部门的具体分工

管理委员会执行部门

＊

战略决策提供背景信息 、 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包括政府 ）
； 起

确定宏观战略 ，
签署战略规划 ， 提出和发布重大事项信息 。草战略规划 ， 提供关键信息 。

？ 决定宏观经费分配

围绕战略

￣

确定经费分配 ，
确定哪些主题要制定预算 ； 并确为决策提供基于分析的选择 ，

提供可选的主题 ， 与其

定不同主题之间的 比例 ，
面向能力建设和挑故的主题经费他理事会 、 政府

一

道进行主题的管理 ， 包括作为不同

比例
， 研究 、 人才培养以及研究人员基金的 比例 ，

博士培意见的交流平台 ；
以及主题的确定和实施 。

训项 目资助 比例等。

起草执行方案并负责具体实施 ， 包括确定主题 、 专业

的重点 、 信細发布 ； 签署执行方案和评估 。 巧隸漂等

管綱行评议过程 、 管麵究项 目和

？ 确定指导机构运行的基本原则

确立机构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和评价标准 ，
比如 ， 项 目 自 制定具体操作流程 ，

比如
， 项 目征集内部流程 ； 提出

主奖学金 、 博士培训计划的时间和方位等 ； 确定机构与外 和执行具体的活动 ； 为管理委员会成员对外交流活动

部联系 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 比如 ， 时间的确定 、 活动的性 提供材料 。

质确定等 。

？ 按照战略和既定 目标进行监测

确定关键产 出和结果指标 ； 对执行方案完成情况进行检测 为管理委员会提供足够的信息和福标 ， 供管理委员会

和评估 ； 每年进行两次回顾 ，
对主题进行阶段性监测 ； 对 评价参考 ， 确保能提供完整 、 清晰和及时的信息 。

财务状况进行回顾 ； 估计预算 。

资料来源 ： 作者根据ＲＣＵＫＥｘｅｃｕ ｔｉｖｅ Ｄ ｉ
ｒｅｃｔｏ ｒａｔｅＤｅ

ｌ
ｉｖｅｒ

ｙ 
Ｐ

ｌａｎ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 ７翻译整理 。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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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管理与体制改革 ？

２
．
２ 不 同治理单元的构成的执行层提供建议 ， 帮助他们制定 、 实施和修改

研究理事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资深学术规划和计划 、 并为管理委员会提供适当的建议 。

界人士和来 自企业和公共部门的代表气 成员获得除此之外 ，
ＥＰＳＲＣ 还围绕重要议题设立若干咨询

津贴作为他们在研究理事会事务上所花时间的报委员会或小组 ，
为负责相关领域或议题的管理人

酬 ， 但他们不能作为研究理事会的雇员 （ 理事会的员提供咨询建议 。 比如 ： 战略咨询小组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首席执政官除外 ， 他 ／ 她通常也是研究理事会管理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Ｔｅａｍ
，ＳＡＴ） 、能源战略咨询委员会 （ Ｅｎｅｒｇｙ

委员会的副主席 ） 。 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提名通过公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Ａｄｖｉｓｏｒ
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ＳＡＣ ） 和数字经济计

开广告竞争 ， 最后由科学部长任命 ， 任期通常不超划咨询董事会 （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Ｅｃ ｏｎｏ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过四年 。 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受议会的监督 。

一Ｂｏａｒｄ ，ＰＡＢ ） 等 。

般管理委员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任命程序和过程２ ．３ 研究理事会的监管模式

要接受议会的质询 。 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 由公共理论上 ， 研究理事会只需要履行皇家宪章赋予

广告招募的提名选拔结果任命。 这样做的 目的是使的职责 ， 直接向议会负责 。 政府主要通过科技主管

每个机构在专业知识 、 性别和区域代表性上达到平部门 ＢＩＳ 来实现对研究理事会的监管 。 各研究理事

衡 。 所有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详细信息必须公开 ， 并会负责监管的委员会每年举行 ４￣６ 次会议 ， 众多

且必须说明他们可能与研究理事会事务或涉及的具的非执行团队代表参加会议。
ＢＩＳ派代表以观察员

体事项之间的利益冲突 ， 相关信息 自动公开 ， 供各的身份出席会议 ， 代表政府立场 。 每个季度各研究

界监督 。理事会提交运行和风险报告给 ＢＩＳ 。 目前 ，
ＢＩＳ 正

大多数研究理事会还下设若干专题委员会 ，在计划引人每年对各研究理事会主席进行评价的机

包括负责审计的委员会 、 负责委员选举的委员会 、制 。

负责委员 任命的委员会等 ， ＥＰＳＲＣ 在管理委员在经费监管方面 ，
ＢＩＳ 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管

会下设有专门的资源审计委员会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ｕｄｉｔ理研究理事会的经费的预算 、 拨付以及监管 ； 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ＡＣ ）ＲＡＣ 的成员包括管理委员研究理事会都设有审计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成员

会的成员以及来自企业和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委员 。与独立委员 以及国家审计局共同完成经费的监管

ＲＡ Ｃ —般每年至少要开四次会议 ， 讨论机构的治和审计工作 。 比如 ， ＢＢＳＲＣ 、 ＭＲＣ 和 ＳＴＦＣ 在 ＢＩＳ

理 、 风险管控 、 外部审计 、 效率以及理事会财务授权下聘请专业审计公司 Ｄｅ ｌｏ ｉｔｔ ｅ 进行经费的审

事项 等 。 薪酬 委员 会 （ 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 ｉｔｔｅｅ
，计。 在经费的管理上 ， 各研究理事会通过 ＢＩＳ 、 英

ＲＣ ） 负责决定部门负责人等髙级管理人员的薪水国共享商业服务公司 （ ＵＫＳＢ Ｓ ， 是多个研究理事

等事宜 ， 但执行董事的薪水由 ＢＩＳ 决定 。 ２０ １４ 年会为节省运营成本 、 提高效率而联合成立的专业

ＥＰＳＲＣ 在管理委员会下还成立了任命保障委员会化的服务机构 ） 和各 自 的审计和监管团 队来实施 。

（ ＡｐｐｏｉｎｔＡｓ 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ＡＣ ） ， 负责审查针对跨理事会经费的管理 ， 各理事会与英国研究

提名和选举程序 ， 确认审计委员会和战略顾问单元理事会总会的跨理事会审计团队合作加强 了对跨

（ 战略顾问 网络和战略顾问小组 ） 的委员的任命理事会经费的审计 。

１
１ １

］

。 此外 ，
ＡＡＣ 还 向管理委员会提供顾问 咨询以此外

，
几乎所有研究理事会管理委员会及下属

及负责组织管理委员会空缺岗位的招聘。 据了解 ，专门委员会成员 、 执行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 、 顾问

ＢＢＳＲＣ 等其他研究理事会也设有相应的专门委员专家网络成员 的简历 、 利益声明等都要公开 ， 接受

会 。社会各界的监督 。

ＥＰＳＲＣ 战 略 顾 问 网 络 （ Ｓ ｔｒａｔｅｇ ｉｃ Ａｄｖ ｉ ｓｏｒｙ１ 加办加由Ａ Ｑ舟 、一 凑
一

樹加相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ＡＮ ） 是专ｎ为管理委员会雛行娜

３ 研九赠＾内部 日常塔彳了管理机制

提供战略和决策咨询的单元 ，

一般在 ３０人左右 。研究理事会 日 常事务由首席执行官负责 ， 理事

ＳＡＮ 由来 自产业 、 学术机构 、 政府和第三方的利会内部管理结构扁平化 ， 按照职能成立若干领导单

益相关方代表组成 。 ＳＡＮ 根据需要对研究理事会元 ， 分工明 确 ， 各负其责 。 以 ＥＰＳＲＣ 为例 ， 其内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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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团队包括 ＥＰＳＲＣ 领导小组和 ６ 个职能单元务和运行副主管 ，
以及信息指导委员会的主席 。

小组 。 在 内部管理团队的领导下 ， 各领域具体事宜信息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掌握 ＥＰＳＲＣ

由业务处具体负责
［
１ ２

］

。 ＥＰＳＲＣ 负责 日 常运行的领的信息活动以及批准信息战略；
批准信息系统战略

导团队包括以下小组。确定用于信息系统方面的项 目和活动经费 ； 批准信

３ ．１ 领导小组息项 目和活动招标
；
对信息系统工作每半年进行一

领导小组 （ ＥＰＳＲＣ
’

ＳＬｅａｄ ｅｒｓｈｉ

ｐ
Ｔｅａｍ

，ＥＬＴ）次报告并对下
一

步工作进行计划
；
接受信息系统以

是 ＥＰＳＲＣ 最高级别的内部管理团队 。 成员包括首及信息系统服务相关报告 ； 监管信息安全 ，

一

年两

席执行官 （ 任小组组长 ） 、 资源主管 、 科学和工程次听取信息安全官员的报告
；
评估信息安全风险并

主管 、 战略与企业关系主管 ，
以及领导力 的副主管 、 跟进 、 改进流程 。

能力主管 、 影响力副主管 。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３ ．４ 整体实施小组

领导和促进 ＥＰＳＲＣ 机构价值和 目标的实现 ； 确定整 体 实 施 小 组 （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ｙ

Ｉｎｔｅ
ｇ
ｒａｔ 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

总体方向 、 重点和产出要求 ，
确定机构职员和其他ＤＩＧ ） 负责对战略方案的 目标 、 实施方案的落实进

资源的管理机制
；
设计机制并与管理委员会进行配行领导和管理 ， 并负责对 ＥＰＳＲＣ 与大学 、 企业以

合 ； 商议并提出 ＥＰＳＲＣ 的能力需求 ； 确定有效的及其他用户的关系进行有效管理 。 核心成员包括科

制度 、 运行和金融控制 ；
提出并跟进重大项 目 ；

确学与工程主管 、 战略与企业关系主管 、 能力建设副

定和其他理事会合作的战略和资源分配 。主管 、 领导力副主管和影响力副主管 。

３ ．２ 监管小组ＤＩＧ 向 ＥＬＴ报告 ， 其主要职责包括 ： 根据执行

监管小组负责确保 ＥＰＳＲＣ 的组织结构 、 资源方案 ， 按照战略 目标确定各个主题实施的重点 ； 与

的使用 以及对外关系符合公共机构的标准 。 监管财务部门合作 ， 根据管理委员会以及实施方案确定

小组负责年度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的审查 ， 包括的资源性预算部署和实施项 目
，
以实现预期产出 目

支持审计委员会工作的开展 ； 确保 ＥＰＳＲＣ 的活动标 ； 部署资本性预算项 目
； 确保各主体项 目清单的

符合法律和规章 （ 包括健康和安全 ） ； 制定内部整体效应 ； 商定各主题的规划和产出 目标 ； 对实施

财务和管理规章 。 监管小组在首席执行官领导下 ，的项 目进行评价 ， 包括对各个主题表现进行评价 ；

直接对首席执行官负责 。 成员包括交流 、 信息 和对实施流程进行回顾 ， 确保其符合相关监管规定 。

战略主管 ， 研究基础主管 ， 企业创新主管以及财３ ．５ 职员小组

务和运营主管 。职员小组要确保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 使职工

具体而言 ，
监管小组要确保机构风险可控 ； 确的来源 、 招募 、 部署和培养符合机构的需求 ； 协助

保内部和外部评估工作弁展 ， 包括内部审计 、 科学制定职工和技能战略 ，
以完成战略规划提出的相关

评估以及外部审计等 ；
经常性地对机构的运行效果目标

；
做出实习和内外部借调等决定

； 向首席执行

进行评估
， 包括财务 、 人力资源 、 医疗和安全 、 信官报告选拔和奖励情况 ； 确定副处级以下职工的薪

息安全和投诉 、 关键绩效指标和评估等
；
提出机构酬 。 成员包括交流 、 信息和战略主管 ， 财政和运营

重大项 目 、 系统和流程 ； 监督规则制定以及 ＢＩＳ 要副主管 ， 影响力副主管
，
领导力副主管和能力建设

求的出版物 （ 包括年度报告 ） ； 管理有关投诉和监副主管 。 人力资源部 门的主管为该小组的工作提供

督科研不端行为 。支持 。

３ ．３ 信息系统小组３ ．６ 理事会薪酬支付董事会

信息 系统小组确保 ＥＰＳＲＣ 数据的保密 、 获取成员包括首席执行官 （ 主席 ） 、 科学与工程主

以及整合 ，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
合理地发展 、 开管 、 战略和企业关系主管 、 资源主管 。 每年进行一

发和运行信息系统 ，
以支持战略规划的实施以及理次会议讨论副处级岗位的表现 。 负责副处级岗位人

事会的运行
；
提供信息系统相关投人和支持并监控员 的薪水 、 奖励和选拔以及评价 。

进展情况 。 信息系统小组成员包括交流 、 信息与战３ ．７ 运营小组

略主管 ， 影响力的副主管 ， 领导力主管副主管 ， 财运营小组负责根据机构能力 的规划 目标开展

—

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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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决定重大人事事项和资源分配 。 成员包括 ：清晰 ， 对所有环节都制订了规范的操作流程以及相

资源主管 、 能力建设副 主管 、 影响力副主管 、 领关详细规定和指导手册 ， 相关规定文本在网络发布 ，

导力副主管 。 运营小组向 ＥＬＴ 报告具体运行情况接受外界监督 。 研究理事会还会根据需要提供相关

及对机构其他活动的影响等 。 主要工作包括根据资料或者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 比如 ，
ＥＰＳＲＣ 会

ＥＰＳＲＣ 整体招标情况部署管理预算 （ 不包括项 目对入选专家库的专家进行专门 的培训
［
１ ４

］

。

运营 ） ； 协商信息系统战略并监测其实施过程 ；
负４

． ３ 项 目管理体系及任务分工

责 ＥＰＳＲＣ 内部信息安全
；
评估信息系统风险 ， 监研究理事会项 目管理体系主要包括研究理事

测进展和改进活动 ； 评估职丁和运营表现 ；
根据机会的项 目管理团 队 、 专业的项 目管理操作服务机

构的人力资源战略制定职工战略和规划 ； 对职工进构 、 专家和专家评审委员会三个部分 。 以 ＥＰＳＲＣ

行培训 、
实习和借调或借出等事宜 。为例 ， ＥＰＳＲＣ 的项 目 管理 团 队的 主要任务是制

』 ａ＾＾
定 同行 ｉ平 ｉ义有关政策 、 做 出 资 助决定和拨付经

４费 、 遴选专家以及专业委员会成员 。 ｕｋｓｂｓ 代表

４ ．１ 主要项目资助类型ＥＰＳＲＣ 管理同行评议具体过程 ， 负责从项 目 申请

研究理事会资助的项 目种类众多 ， 包括研究类到结题验收全过程的具体程序 ， 并对拨款和项 目

项 目 、 人才类项 目 、 产学合作项 目 、 定 向资助下属经费进行具体管理
［

１ ５ ’ １ ６
］

；
参加同行评议的网评专家

机构的项 目 以及奖学金项 目等 。 研究类项 目 占研究 主要从各研究理事会的专家库中抽取 ，
网评专家对

理事会资助项 目的主要部分 ， 按 申请模式
一

般可以项 目进行初评 。 专家评审委员会以网评专家结果为

划分成 目标导 向类和 自 由 申请类两个类型 ，
两种类基础 ， 对项 目进行打分和排序 ， 决定是否对项 目进

型项 目 的比例 由研究理事会确定 。 目标导向类项 目行资助 。

由各研究理事会根据 自 己 的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各 自４ ． ４ 联合电子 申报系统

的战略主题 ， 研究理事会通过发布任务需求 ，
经专联 合 电 子 申 报 （ Ｊｏ

ｉｎｔｅｌ 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ｕｂｍ ｉｓ ｓ ｉｏｎ
，

家委员会评审对申请者采取竞争性支持的方式进行Ｊｅ
－

Ｓ ） 系统 （ ｈｔｔ
ｐｓ ： ／／

ｊ
ｅ
－

ｓ ＿ ｒｃｕｋ ．ａｃ ．ｕｋ／ ） 是 ７ 家研究理

支持
；
在跨理事会层面 ， 研究理事会和 ＢＩＳ 针对信事会共用的项 目管理平台 。 研究理事会通过这个统

息 、 能源 、 健康 、 食品安全 、 环境 、 自然灾害等人
一平台对资助项 目进行全过程管理 。 该平台面向所

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共同提出的六大主题计划有项 目 申请单位和人员开放 ， 注册后即可进行项 目

也属于 目标导向类项 目 ， 包括数字经济计划 、 能源的查询 、 申报 ， 同时也用于理事会的管理。 该平台

计划 、 全球食品安全计划 、 全球不确定性计划 、 终有热线电话和电子邮件答疑 ， 充分利用各家研究理

身健康与福利计划 以及与环境变化共存计划 。 跨领事会的人员和专业背景等资源为研究人员提供服

域项 目 由 ＲＣＵＫ 统筹协调 ， 并 由各研究理事会具务 。 此外 ， 研究理事会和项 目相关的所有公开文件

体执行和实施 。 自 由 申请类项 目
一般通过 自 由 申请 、 和信息均可在该平台查到 。 研究理事会资助项 目 的

网络专家评审 、 专业委员会打分排名的方式进行竞年度报告任务就是在该平台上发布的 ，
年度报告的

争性支持 ，
这类项 目几乎覆盖了研究理事会的所有提交也在该平台上完成 。 Ｊ ｅ

－

Ｓ 系统的优点是能够

领域 。有效协调各种事项 、降低成本和提高整体服务水平。

４ ．２ 项 目 申请程序和流程４ ．
５ 大学是项 目管理的主要抓手

研究理事会项 目评审基本采取建立在
“

霍尔丹作为研究理事会项 目 的承担单位 ， 大学在具体

原则
”

基础上的 同行评议机制
［
１ ３

］

。 在同行评议的项 目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 ，

基本框架下 ，研究理事会对项 目评审过程进行细化 ，
研究理事会就是通过大学来完成对众多科研项 目的

对不同类型的项 目 ， 从提交申请到项 目执行和验收控制和管理的
［
１ ４

］

。 按照研究理事会和大学的约定 ，

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 并且所有规定都公开透明 。 项大学必须对通过其预审的项 目预算负责 。 所以 ， 从

目评审关键环节的主体 ，
如 ＵＫＳＢＳ 、 ＥＰＳＲＣ 的项项 目 申报阶段开始 ， 大学就要发挥作用 ，

比如 ：
负

目管理团队 、 同行专家 、 专业委员会等各部分职责责核算间接成本和直接分摊成本 ， 对申请人申报的

—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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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进行预审并对其预算的直接成本部分进行核顾问咨询单元 ，
比如战略顾问 网络等 ， 根据需要吸

对 ，
以保证预算的合理性 。 研究理事会项 目拨款一 收来 自各方面的专业化意见和建议 ， 支持执行团队

般拨付到大学账户上 ， 课题组的任何支出都需要通开展相关工作 。 为了提高效率 ， 研究理事会还将
一

过学校财务人员来完成 。 项 目的经费支 出要符合大半的流程性工作外包给 ＵＫＳＢＳ 等专业化的服务机

学的财务制度和规定 。 大学在经费使用上有很大权构 。 特别是在项 目评审和管理上 ，
几个研究理事会

力
，
例如 ： 项 目人员费用标准需要大学核定 ，

实验联合与相关的专业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合同 ， 购买专

材料和设备器材等支出往往也需要通过学校固定的业化的管理服务 ， 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 在项 目

统一供货商来订货 。 大学可以在制度范围内给予课评审等具体工作方面 ， 研究理事会主要控制环节和

题组财务上的便利 ，
比如 ： 课题组可以在直接成本 、 程序 ， 依靠来 自学术界的专家进行项 目评审 ， 充分

间接成本这样的预算科 目大项 内灵活支出 。发挥了不同治理单元的专业性 。

（３ ） 科学化的项 目管理机制
５项 目管理是研究理事会的核心工作之

一

。 在同

目前 ， 我 国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行评议的大原则下 ， 研究理事会根据不 同的项 目类

段 ， 重点之
一

是如何建立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高效型制定了科学的管理流程 。 相关的管理流程信息全

的科技计划管理机构 。 英国研究理事会在以下几个部在网络公开发布 ， 项 目评审严格按照公布的流程

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操作 。 对于各个关键环节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要求也

（ １ ） 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定位有明确规定 ， 不同环节涉及的各主体职责明确 。 特

研究理事会的性质属于非政府公共机构 ， 按照别是 自有申请类的项 目要进行两轮评审 ： 网络评审

皇家宪章规定的 目标独立开展工作 。 研究理事会接采取匿名评审机制 ，专家委员会评审结果公开透明 ，

受科技主管部门 ＢＩＳ 的指导 ， 定期向 ＢＩＳ 汇报工作委员会专家要报告利益冲突并采取回避制度 ，
保证

和进展。 ＢＩＳ 负责掌握研究理事会的预算 、 管理委了评审过程的公正性。 在项 目实施管理过程中 ， 对

员会的任命 ， 并对研究理事会战略规划和执行方案经费进行全过程控制 ，
严格按照预算进行管理 。 项

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
协助协调各跨理事会的事宜 ，

目经费采用全成本核算并采取阶段性拨付的方法 ，

也对研究理事会的资助重点提出建议 ， 从国家战略能够对经费使用进行有效的控制 。 此外 ， 充分发挥

层面表明政府的意见 。 但 Ｂ ＩＳ 不能直接插手研究理项 目承担单位 （ 主要是大学 ） 在项 目预算 、 经费管

事会的具体工作 ， 特别是项 目的评审 、 执行部 门人理以及监管中的作用 ， 也是研究理事会管理上的
一

事 、 内部管理工作等 ， 这些工作完全由管理委员会个重要特点 ， 承担单位的全过程参与也有效减轻了

以及首席执行官领导下的执行团队负责 。 这样的机研究理事会在项 目管理过程中的负担 。 ■

构定位既保证了研究理事会的独立性 ，
不受政府的

干扰 ， 也保证了科技主管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参考文献 ：

并使研究理事会的资助重点充分体现出 国家战略需［ １］Ｂ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 ｅｏｆｔｈｅＵＫ

求 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
－

２０ １ ３
［
ＥＢ／ＯＬ

］
， （２０ １ ３

－

１２
－

０６）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

０ １
］

，

（ ２） 现代化的治理模式ｈｔ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ｇｏｖ
．ｕｋ ／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ｕ

ｐ
ｌｏａ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ｕｐ ｌｏａｄｓ／

研究理事会采用现代化的治理模式 。 管理委员ａｔ ｔａｃｈｍ ｅｎｔ
－

ｄａｔａ／ｆｉ ｌ ｅ ／２ ６ ３ ７２９／ｂｉ ｓ
－

ｌ ３
－

ｌ２９７
－

ｉｎｔｅｒａａｔｉｏｎａｌ
－

会在宏观上把握研究理事会的发展战略 、 方向和发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

ｐｅｒｆｏ ｒｍ ａｎｃｅ－

ｏ ｆ
－

ｔｈｅ －Ｕ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ｂａ ｓｅ
－

２〇１ ３ ．

展重点 ， 特别是围绕皇家宪章的 目标要求 ， 负责批Ｐｄ
ｆ．

准战略规划和执行方案 。 其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对研［
２］ 李振兴 ． 基于统计数据分析的英国科研活动特征及科

究理事会的人事 、 审计 、 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等重学产 出特点 ［Ｊ］ ．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
２０ １４（ ８ ）：１

－

６ ．

大事宜进行决策 。 首席执行官领导下的专业化管理［
３

］Ａ ｌａｎＨｕｇｈｅｓ ，Ｍｉ ｃｈａ ｅｌＫｉｔｓｏｎ
，ＡｎｎａＢｕｌ 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团队管理研究理事会的 日常运行 ， 落实管理委员会Ｄｕａｌｆｉｍｄｉｎｇ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 ｅ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 ＵＫ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确定的战略规戈丨

Ｊ和执行方案 。 另外 ，
还设有专门的Ｃｏｕｎ ｃｉ ｌａｎｄＦｕｎｄ ｉｎｇＣｏｕｎｃｉ ｌａｌ ｌ ｏｃ ａｔｉ ｏｎ ｍ 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

５ ８
—





？ 科技管理与体制改革 ？

ｔｈ ｅ
ｐ

ａ ｔｈｗａｙｓｔｏｉｍｐ ａｃ ｔｏｆＵＫａｃａｄｅｍｉ ｃｓ ［ＥＢ ／ＯＬ
］

．ｃ ｏｕｎｃｉ ｌ
－ｍｅｍｂｅｒ ｓ／ ．

［２０ １６
－

１ ０
－

０２
］

． ｈｔ 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ｇ
ｏｖｅｍｍｅｎｔ／ｕｐ ｌｏａｄｓ ／ ［

１ ０
］
ＥＰＳＲＣ ．Ａｎｎｕａ ｌＲｅｐ ｏｒｔａｎｄＡｃｃ ｏｕｎｔｓ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 ４ ［Ｒ／

ｓｙｓ ｔｅｍ／ｕｐ
ｌｏａｄｓ ／ａｔ 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ｆｉ ｌ ｅ／ １ ８ １ ６５２ ／ｂｉ ｓ
－

１３
－

５４５
－ＯＬ

］
．（２ ０ １ ４

－

０７
－

１ ８）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

０２ ］
．ｈｔｔｐ ｓ ： ／／ｗｗｗ ．

ｇｏｖ．ｕｋ／

ｄｕａ ｌ
－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ｒｅ ｓｅ ａｒｃｈ －

ｉｎ －

ｔｈｅ －ｕｋ－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ｇｏｖｅｒａｍ ｅｎｔ／ｕｐ ｌｏａｄｓ ／ｓｙ ｓ ｔｅｍ／ｕｐｌｏａｄｓ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

ｃｏｕｎｃｉ ｌ

－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ｃｏｕｎｃ ｉｌ
－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 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ｌ ｅ／３３ １ ５ ９３ ／Ｅｎｇｉｎｅｅ ｒｉｎｇ

－

ａｎｄ －

ｐｈｙｓｉｃ ａｌ
－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ｌｉ
＿

ｐａ
ｔｈｗａｙｓ

－

ｔｏ
－

ｉｍｐ
ａｃ ｔ

－

ｏｆ
－

ｕｋ－

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ｓ ．

ｐ
ｄｆ ． ｃｏｉｍｃｉ ｌ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４ ．

ｐｄｆ
．

［
４

］
张换兆 ， 许建生 ． 英国研究理事会的特点分析及其对我［

１ １
］ＥＰ ＳＲＣ ．Ｔｅｒｍ ｓｏ ｆｒｅ ｆｅ ｒｅ ｎｃｅ

［
ＥＢ／ＯＬ

］

．

［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

０２ ］
．

国科技计划改革的启 示 ［
Ｊ ］

．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
２０ １ 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ｐｓｒｃ ．ａｃ ．ｕｋ／ａｂｏｕｔ／ｇｏｖｅｍａｎｃ ｅ／ａｐｐａ ｓｓｃｏｍｍ／

（ １ １ ）：６ ６－ ７ １ ． ｔｅｒｍ 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ＵＫ ．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 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 １９６５ ［Ｒ７ ［ １ ２ ］ＥＰ ＳＲＣ． Ｏｕ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

ｇ
ｆｉ

＊

ａｍｅｗｏｒｋ ［ＥＢ ／ＯＬ］
．

［
２０ １ ６

－

ＯＬ
］

． ［
２ ０ １ ６ －

１ ０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 ｅｇ ｉ ｓ ｌａｔ ｉｏｎ ． ｇｏｖ
．ｕｋ ／１ ０

－ ０２
］

．ｈ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ｅｐｓ ｒｃ ．ａｃ ． ｕｋ／ ａｂｏｕｔ／
ｇｏｖｅ

ｒｎ ａｎ ｃｅ ／

ｕｋｐｇａ／ １９６５／４／ｐｄｆｓ／ｕｋｐｇａ＿ ｌ ９６５０００４
＿

ｅｎ．ｐｄｆ．ｇｏｖｅｍａｎｃｅｍａｎｕａ ｌ／ｇｏｖｅｍａｎｃｅ／ｄｅ ｃｉｓ 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 ．

［
６
］ＢＩＳ ．Ｔｒｉ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ＥＢ／ＯＬ

］
．［

１ ３
］ 郭东波 ． 顶层导向与 自 由探索 ，

相斥还是共生 ？
英

［２０ １ ６
－

１０
－

０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
ｕｋ／ｇｏｖｅｒａｍｅｎｔ ／ｕｐ ｌｏａｄｓ ／国霍尔丹原则的 回望 、 审视与思考 ［Ｊ］

． 全球科技经济

ｓｙｓｔｅｍ／ｕｐｌｏａｄｓ／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一

ｄａｔａ／ｆｉ ｌｅ／３０３ ３２ ７／ｂ ｉｓ
－

１ ４
－

７４６ －瞭望 ，
２０ １ ５

，
３ ０（１）：６６－７０ ．

ｔｒｉｅｎｎｉａｌ
－

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
－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ｓ ．

ｐｄｆ
．［

１４
］ 李振兴 ． 英国研究理事会项 目管理机制剖祈 ［Ｊ ］

． 全球科

［
７ ］ＲＣＵＫ ．ＲＣＵＫ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Ｄｅｌ ｉｖｅ ｒｙ 

Ｐｌａｎ ２０ １ ６技经济瞭望 ， ２０ １ ５（ １ ０ ）：２ ８－

３４ ．

—

２０ １ ７
［ＥＢ／ＯＬ ］ ．

［
２ ０ １ ６

－

１０
－０２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ｃｕｋ．ａｃ ．ｕｋ／［ １５

］ＵＫ ＳＢ Ｓ ．Ｓｕｂｍ ｉ ｓ ｓｉ ｏｎｔ ｏｔｈｅＲＣＵＫｔｒｉ ｅｎｎ 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ｒｃｕｋ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ｄｅ ｌｉｖｅｒｙｐ ｌ２０ １ ３
［
ＥＢ／ＯＬ

］
．［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

１ 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ｕｋｓｂｓ ．ｃ ｏ ．ｕｋ／

ａｎ－

ｐｄ分
．ａｂｏｕ ｔ／Ｄ ｏｃｕｍ ｅｎ ｔｓ ／ＵＫ％ ２ ０Ｓ ｈａｒｅｄ％２０Ｂｕ ｓ ｉｎｅ ｓ ｓ％ ２０

［
８
］ＥＰＳＲＣ． Ｃｏｕｎｃｉ 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ＥＢ／ＯＬ
］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

０２
］

． ｈｔｔ
ｐ
ｓ ： ／／Ｓ ｅ ｒｖ ｉｃ ｅ ｓ％２０ Ｌ ｔ ｄ％２０

－％２ ０ＲＣＵＫ％ ２０Ｔｒ ｉｅｎｎｉ ａ ｌ％２０

ｗｗｗ ． ｅｐｓｒｃ
． ａｃ ． ｕｋ／ｆｉｌ ｅｓ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 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Ｓｕｂｍ ｉｓｓ ｉｏｎ ．ｐｄｆ

．

ｐｒｏｔｏｃｏ ｌ／ ．［
１ ６

］
ＵＫＳＢＳ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ｐ ｌａｎ２０ １ ６
一

２０ １ ７ＵＫ Ｓｈａｒ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 ｓ

［９ ］ＥＰＳＲＣ ． Ｃｏｄｅ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ｍｅｍｂｅｒ ｓｏｆｃｏｕｎｃ ｉ ｌ（２００６

—

Ｓ ｅｒｖｉｃｅ ｓＬｔｄ
［
ＥＢ／ＯＬ

］
． ［２０ １６

－

１ ０
－

１ ５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ｕｋｓｂｓ ．

２００８ ）［
ＥＢ ／ＯＬ

］
，［
２０ １ ６－ １ ０－０２

］ ．
ｈ ｔｔｐｓ ：／／ｗｗｗ．ｅｐｓｒｃ

．
ａｃ

．
ｕｋ／ｃ ｏ ．ｕｋ／ａｂｏｕ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ＪＫ％２０ＳＢＳ％２０ＢＰ％２０２０ １ ６ １ ７

．

ｆｉｌｅｓ ／ａｂｏｕｔｕｓ ／ｇｏｖｅｍａｎｃ ｅ／ｃｏｕｎ ｃｉ ｌ／ ｃｏｄ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ｆｏｒ
－

ｐｄ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Ｋ

ＬＩＺｈｅｎ－

ｘ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 Ｂ ｅｉ

ｊ
ｉｎｇ１ ０００３ ８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ｏｆ 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

ｒａｍ

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ｉｓｓｅ
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ｓｐｅｃ

ｉａｌｉｚｅｄｈｉ
ｇ
ｈ 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ｏ 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ｉｓａｃｃｏｒｄ ｗ ｉｔｈ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ｈ 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

ｙ
ｚｅｓ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ｔ

ｙｐ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ｊ ｅｃｔ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 ｌＵＫ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ｉｔ ｓｒｅ ｌｅｖａ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ｓ

ｔｏｍａｋ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 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
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ｗｉｔｈ

ｇ
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

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ａｎｄ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ｔ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

ｔ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 ｓ：Ｕ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 ｉｌ
；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
；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ｓ 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

５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