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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党校(干部学院)科研任务的加重,迫切需要建设一套全面的科研管理系统,以提高党校科

研管理水平,促进党校科研管理的改革。本文对此展开讨论,归纳出科研工作的主要流程,提出科研管理

系统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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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校(干部学院)的三大主业是教

学、科研、咨询。科研不但是教学的深

入同时又促进教学的提高。科研的管理

水平是党校(干部学院)的管理水平的重

要体现。各校科研管理普遍存在人员少、

工作量大、工作任务繁重、沟通困难等

问题。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必须借助信

息化手段。一个好的科研管理系统应该

涵盖院校科研管理的全领域,不但帮助

科研管理人员解决业务层面的问题,减

轻他们的工作量,还应规范科研管理流

程、促进科研管理的改革。 

1 地市党校科研管理主要内容 

地市级党校(干部学院)一般设有科

研管理部门,专门负责组织管理院校的

科研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有：科研工

作量管理、科研项目管理、科研活动管

理、评审评奖、科研经费管理、科研档

案管理、校刊出版工作等。 

1.1科研工作量管理。科研工作量管

理首先必须制定《科研与决策咨询工作

考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年对专业技术

人员的科研工作进行量化考核。 

科研工作量考核主要根据专业技术

人员完成科研课题、决策咨询、学术论

文、论文转载、出版著作、学术活动、

获奖成果等任务进行量化计算,这几个

方面一般又分成不同的层级,甚至层级

下还有更细的划分。如,决策咨询分为国

家级、省部级、市级,每一级再细分为获

得肯定性批示、一般性批示、未获批示。

不同层级有不同的量化分值。多人合作

完成的科研工作按比例进行分值分配。

同时,根据院校的实际发展,这些考核标

准可能发生变化。 

每年专业技术人员都必须对自己的

科研工作量进行申报,科研管理部分负

责审核、核对并计算出所有专业技术人

员的科研工作量。年终工作量考核业务

流程图如下： 

 

1.2科研课题管理。科研课题分为校

级课题、市级课题、省级课题、国家级

课题。校级课题由院校科研管理部门根

据科研规划确定,其它课题由上级部门

确定。 

科研管理部分负责科研课题的发

布、动员、申报、初审、立项、监督实

施、验收或核实验收,同时负责相应课题

经费的管理。其流程如下： 

 

发布可通过网站、微信等多种形式,

发布时将要需要提交的各种材料模板一

并下发。动员是指为申报举办的各种辅

导活动。申报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提交

相关材料。对有些课题院校可以直接指

派某人或某部门完成。初审主要由科研

管理部门对提交材料的种类、格式、内

容进行审核。立项包括组织专家评审,

重要的课题可能进行多轮评审,评审通

过后进行立项、公示、下拨资金。实施

是指对课题进行跟踪管理,包括阶段性

审核、评审。对院校负责的课题由院校

组织验收。其它课题的验收由相关单位

负责,院校负责审核相关验收材料。 

1.3科研活动管理。科研活动管理主

要包括：(1)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科研活

动的申请进行审批；(2)举办院校理论研

讨会,发布论文征集、评审、汇编出版等

工作；(3)组织其它科研活动。 

1.4评审评奖。建立专家库,对需要

评审的专题、论文等组织专家进行线上

或线下评审。 

 

科研管理经常需要组织专家评审。

有必要建立按专业分类的专家库及线上

评审系统,这样可以提高评审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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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性。 

1.5科研档案管理与出版刊物管理。

科研档案管理主要包括对科研成果的收

集、整理、归档及展示。重要的科研成

果可以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同

步展示。必须建立科研档案管理系统,

方便档案的存储、检索、利用。 

刊物管理主要包括投稿、初审、专

家审核、录用、出版、归档等。 

2 科研管理系统的建设目标与

需求 

2.1建设目标。建设一套涵盖科研管

理全领域的网络化、自动化的科研管理

系统。包括：工作量管理、科研课题管

理、科研活动管理、网络评审、科研经

费管理、科研档案管理、出版物管理等

内容。实现科研项目文档、成果、进度、

质量、人员的全方位管理,同时能对科研

成果、科研面貌、学术动 、学术活动

进行全方位展示。 

科研管理系统的开发必须基于有线

终端和无线终端,主要功能模块必须能

在手机在实现。 

另一方面院校科研管理系统是智慧

校园的一部分,必须坚持一体化原则。在

智慧校园整体框架内,实现基于公共数

据库体系和统一身份认证的信息应用集

成与服务,实现与院校其它系统的互通

互联。 

2.2主要业务需求。(1)发布展示：

通过短信、微信、网站发布各种通知公

告、科研动 要闻,展示各种科研成果。

(2)申报：通过手机端或PC端进行专题、

工作量、活动申请等的申报。(3)审核：

对各种申请进行审核处理。(4)线上专家

评审：可以自动抽取专家、自定义评分

标准并自动统计评审结果。(5)查询统计

与报表：根据需要进行各种查询并统计

生成所需报表。 

3 主要功能模块 

3.1用户管理。党校科研管理系统的

用户主要为全校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

用户的使用权限分为七种类别(角色)。 

(1)系统管理人员：负责系统运维的

专业人员。主要权限包括系统基本设置、

角色的建立、权限的分配、数据的导入、

导出等。(2)业务管理人员：科研管理部

门的工作人员。主要权限包括起草各种

通知公告、各种科研动 ；检索查询；

对各种申请进行初审(决定初审通过或

退回)；对评审项目进行分类,选择专家

并分配评审任务。(3)普通专业技术人

员：主要权限为申报、查询、修改。包

括工作量申报、科研活动申报、科研项

目申报等,可以查询、修改自己参与项目

的有关情况。(4)科研部门负责人：主要

权限为审核,对需要科研部门负责人审

核的事项进行审核。如,各种发布内容的

审核、科研经费的审核、工作量的审核

等。(5)各教研部负责人：主要权限为初

审,对需要教研部门负责人审核的申报

项目进行审核。(6)院校领导：主要权限

为批复,对需要校领导批复的申请进行

批复。(7)专家：主要权限为评审,对分

派的评审任务进行评审。 

3.2统一工作流管理。统一工作流管

理是科研管理应用的支撑平台,用户通

过可视化、图形化的流程设计工具对流

程进行定制以及再造的手段,其支持

WFMC国际标准,支持并行、串行、环形拓

扑结构,支持跨组织工作流,支持辅流、

并发流、串流,支持多个子流程,强大的

权限控制和处理方式,提供二次开发接

口,方便流程复制、导出成xml。 

工作流引擎的基本功能包括流程定

义、监控、前端的任务管理以及工作流

执行服务等功能。工作流引擎的基本要

求：提供具有安全、可靠、稳定、可灵

活应用的工作流引擎；支持顺序、并行、

选择和重复执行等多种工作流工作方式,

实现各种流程的灵活配置；可图形化的

维护工作流控制数据和工作流相关数

据；实现对各种工作流的监控、管理；

满足文件特殊处理要求等。 

3.3科研项目管理。实现各类课题的

发布、申报、审核、专家评审、立项、

结项、经费管理、入库、检索等。 

(1)发布：业务管理员通过系统将科

研项目信息及所需材料模板进行发布,

同时自动生成消息通过短信、微信通知

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项目发布时业务管

理员应对项目申报审核评审流程与项目

结项流程进行设置。包括是否由教研科

室进行初审,是否进行专家评审等。(2)

申报：专业人员通过手机或PC进行科研

项目申报。申报填写界面包括项目基本

情况及附件,附件是项目发布时所附的

材料模板。申报界面应设置保存、查看、

修改、提交、取消等按钮。点击保存,形

成列表(含课题类型、课题名称、负责人、

承担单位、附件),点击课题名称,显示表

格形式的完整的申报表,可点击“查看”

预览,点击“修改”修改,确定后点击“提

交”上报,提交后完整的申报表自动入

库。(3)审核：根据项目发布时的设置分

初审和审核。审核界面应设置通过、回

退、取消等按钮。点击通过,项目进入下

一个环节。点击回退,项目退回申报人,

申报人可补充材料后重新申报。点击取

消,项目审核不通过,该申报被终止。(4)

专家评审。需要专家评审的项目,进入专

家评审。业务管理人员可自动生成评审

专家也可手工挑选评审专家。评审可线

上线下进行。如线下进行,评审结果手工

输入。线上评审则自动生成评审任务,通

知专家,专家进入评审模块进行线上评,

评审结束自动生成评审结果。(5)其它：

审核与评审通过后,经领导核准后即立

项通过。立项通过时生成资金申请单。

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人提出结项申请,

申请包括项目费用支出情况。根据项目

发布时的结项流程进行结项审核,审核

通过后进行项目入库并公示,项目完成。 

4 结束语 

以信息化助推党校科研,大幅度提

升科研水平和影响力是党校事业发展的

必然选择,党校科研管理系统的应用必

将推动党校科研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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