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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基于技术增加值》以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为评价对象，介绍了在科研项目
全过程管理中采用的工作分解结构、技术就绪水平、质量成本进度三种管理工具；计量中采用的技术
就绪指数、技术隐性收益、技术显形收益三种指标；评价中采用的事前事中事后闭环校射、年度与期
间的技术增加值钩稽嵌套、投入产出效率阶段计算并逐段累积的三种评价方法。
重点论述了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同时给出了典型的范例和应用案例。
　　《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基于技术增加值》可作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科研管理部门的科技人
员和科技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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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巨建国，笔名巨澜。
1958年生，西安交通大学信息控制工程系77级学生，硕士。
1982年分配到电子工业部第20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课
题组长、研究室主任、科技处处长、生产处处长、计划处处长、副所长、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现任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8万名职工）企划部部长。
　　著作有《我看中国共产党》，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年；《知识成果生产力度量衡》，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建议并参与起草了国家标准《科研项目评价通则》。
自行设计和实践的“战略规划领跑的业绩考核体系”，作为国资委推广案例并编入《中外企业经营管
理经典案例》一书，该书由胡锦涛总书记作序。
　　　　汤万金，博士，研究员。
1998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
2000年出站后进入原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工作至今。
现任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工业与消费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质量协会理事，全国用户委员
会委员，全国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标准化技术委经济、生态环境等。
近年来负责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攻关项目，发
表科技论文70余篇、论著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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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具有强大的将力量变为做功的能力　　1.评价标准　　牛顿力学对于功的定义：力使物体
沿力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这个力就对物体做了功。
否则，做的是无用功。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出力并不等于做功。
做功与否的评价标准是有没有“位移”，而不是出力没有出力。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专业方向上的研究成果，必须促进该专业方向的生产力有一定数量的发展，才能
称得上“重大发展”。
总体来说，一个创新型国家应该具有很强的将国民的“创造力”转换为“定向做功”的能力。
　　2.中国目前的现状和差距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将力量变为做功的能力方面，差距较大。
　　外部评价。
2007年12月14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布了《中国的航天计划：中美合作的多种选择》。
报告提出：美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可以减少两国在太空目标上存在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避免制定
具有威胁性的计划。
可以保持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同时了解中国技术的性能和进程，使美国能够在两国关系中具有掌
控力。
可以利用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节约美国航天任务的成本。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别看中国正在研究该项目，出钱出力，但距离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尚有距离。
真的形成生产力，美国人就降价。
　　内部评价。
中国的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国家出了很多钱，科技人员出了很大的力，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专著
，唯独最终没有转化为生产力。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专业方向上，有研究成果，但没有促进该专业方向的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移动
一段距离）。
这种事情越多，创新担负的成本就越大。
只有促进该专业方向的生产力“移动一段距离”，才能叫“重大进展”。
所以，中国科技评价语言所有的形容词，都应该有数据支撑，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诺贝尔奖？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重大进展”只要用“移动一段距离”来计量，就没有技术增加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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