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 3 0

·

基金纵横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信息化与管理变革

党延忠

( 大连理 工大学
,

大连 1 16 0 12 )

引 言

信息化正在给社会
、

经济
、

科技
、

文化带来 巨大

的变化
,

无疑也将对管理产生重大 的影响
。

但是从

历史上看
,

计算机技术在管理领域
,

特别是经营管理

中的应用
,

虽然 已经有 40 多年 的历史 了
,

可是其应

用效果
,

特别是在高层次和深层次中的应用成效
,

却

远远逊色于其他应用领域
。

除了用于具体事务处理

之外
,

其余许多应用项 目成功的少
,

而遇 到挫折 的

多
。

以至于美国有些论著在评价这方面的工作时认

为
,

在人类奋斗的历史中
,

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付出如

此大的代价而取得如此少的成果 仁̀ J
。

国外典型分析

资料说明
:

有 75 % 的信息系统长期没有结束开发工

作
,

或者开发出来不能使用 ; 75 % 的生产与库存管理

系统是失败的
。

虽然国内至今还缺乏完整的统计资

料
,

但据有关报道
,

大约有 70 % 一 80 % 的信息系统

是不成功的
。

从表 面上来看
,

可以找出许多具体原

因艺’ 了
,

但是
,

没有把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变革结合起来

统一考虑
,

则是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

在这种背景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展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信息化与管理变革
”

的研究工作很有意义
。

1 信息化与管理变革的关 系

1
.

1 信息化与管理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人们在谈论信息化
,

特别是管理领域 的信息化

建设时
,

往往把信息化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

讨论
,

因而很容易落人技术的陷阱
。

当前人们普遍

认为
,

信息化是装备问题
,

是技术问题
,

只要在设备

上肯花大钱
,

买最先进的设备
,

建设速度最快的网络

系统
,

一旦网络开通就大功告成
。

其实管理领域 的

信息化问题是离不开管理因素的
,

完整 的表述应该

是管理信息化
,

也就是说信息化与管理变革是管理

信息化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它们相互制约
、

相互促

进
。

信息化建设 的根本 目的在于提高管理效益
,

其

本身并不是目的
,

只是提高管理水平的一种技术手

段和工具 ;反之管理模式的合理化
、

管理工作的规范

化
、

业务流程的理顺等管理方面问题的解决
,

也会为

信息化建设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上的支持
。

虽然独立的管理变革是可以进行 的
,

但是离开

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变革
,

在 当今的社会也不会是高

水平的管理变革
。

另一方面
,

离开管理和管理变革

的信息化也必将是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终将是不会

成功的
,

这一点历史已经 给出了证 明
。

信息化建设

从根本上讲是管理的需要
,

更是管理变革的需要
,

反

过来成功的信息化建设必将推动管理变革的进行
,

从而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
。

人是管理的主体
,

也是信息化建设的主体
,

在进

行信息化与管理变革 的过程中
,

除了技术因素和管

理因素之外
,

人文因素
,

特别是人的信息素质和管理

素质对于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变革的成败也是至关重

要的
。

因此
,

信息化与管理变革是涉及技术
、

管理和人

文因素在内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需要从整体上

对三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

统一规划
、

统一设计
。

1
.

2 技术
、

管理
、

人文因素的关系

技术因素是信息化建设的必要因素
,

但不是决

定性 因素
,

技术的先进与否并不完全代表信息化建

设整体水平的高低
,

衡量信息化建设水平高低的唯

一标准要看其是否促进 了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管理能

力的加强
。

那么
,

怎样才能通过信息化的建设促进

管理变革
、

提高管理水平
,

这是信息化建设的首要问

题
。

管理的信息化是管理科学化 的一个重要标志
,

管理的信息化不只是给管理工作配备一个信息工具

而已
,

反过来信息化建设也需要管理变革的密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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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作为业务领域信息化的集 中体现
,

它

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工具
,

需要有合理 的信息流程

和信息关系
。

通过信息 系统的开发
,

来促进各项管

理工作关系的理顺
,

管理业务流程的理顺
,

管理工作

信息流程的理顺等等
,

从而使管理工作更趋于科学

化
。

因此
,

在信息化建设促进管理变革的同时
,

对管

理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下 面
,

通过分析一个简化的基金项 目申报受理

流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

这个简化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

如果在远程 申报的同时
,

信息系统还具有初审

(形式审查 )和合法性检验的功能
,

那么上述管理流

程还可 以进一步简化为图 4
。

{虱枢}
合法性

检笼

同行通
讯伴议

评审 组会

图 3 再改造后项 目申报受理流程

因一一一一一巨要卜
一

七习
争

图 4 流程 再造的最终情况

图 1 简化的项 目申报受理流程

由图 1 可见
,

在从
“

初审
”

到
“

评审会评审
”

之间

的虚线框中有两条路经
,

实 际上这两条路经并不是

互不相关的
。

所谓
“

合法性检验
” ,

目的就在于查找

并剔除申报上来 的违规项 目
,

这些项 目没有资格参

加评审
。

由于种种原因
,

在实际上
,

暂时还做不到先

剔除违规项 目
,

再送同行通讯评议
,

这就造成了违规

项 目也参 加同行评议的事实
。

从而产 生了邮寄 费

用
、

人力
、

时间和其他相关资源的浪费
。

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
,

需要把这一段并行关系的管理流程改为
“

合

法性检验
”

在前
, “

同行通讯评议
”

在后的串行关系
,

以达到违规项目不参加评审
,

减少浪费
,

提高管理效

率的目的
。

这种改变属于管理变革的范围
,

是管理

问题
,

改变后的流程如图 2 所示
。

很显然
,

上述过程就是基金项 目管理业务流程

的再造过程
,

属于管理变革问题
。

然而
,

如果没有信

息技术和信息系统 的支持是绝不可能的
,

这是管理

变革对信息技术提出的需求
。

反之
,

通过信息系统

的开发
,

可以促进管理工作中各种关系的理顺
,

从而

使管理工作更趋于规范化和科学化
。

在进行上述的信息化与管理变革的同时
,

人文

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

包括
:

心理 因素
、

习惯 因

素
、

情感因素等等
,

特别是需要相关人员能有与信息

化与管理变革相适应的管理素质和信息素质
。

信息

素质是信息意识
、

信息化意识
、

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

等的总称
。

相关人员既包括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内部人员
,

还包括全体项 目申报和承担人员以

及所有的同行专家
。

这些人员的综合素质将影响信

息化与管理变革的进程
,

反之通过信息化与管理变

革的推进
,

也会促进相关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

因此
,

在进行信息化与管理变革的过程中
,

管理

因素
、

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制约
、

相互促进
,

如

图 5 所示
。

叶丹
卜巨巫二侧书 i舀扭{…仁夔到

争

图 2 改造后的项 目申报受理流程

图 2 的虚线框部分是改造后的流程
,

这个流程

可以解决违规项 目参加评议的问题
。

但是这个管理

问题的解决需要信息系统给予大力的支持
,

否则难

以实现
。

进一步
,

如果能够消除申请书的邮寄
,

将会

使相关资源得到更加合理 的利用
,

要实现管理的这

一步变革
,

需要信息技术提供
“

远程网上评议
”

系统
。

要想网上评议
,

则需要首先实现
“

远程网上申报
” ,

其

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

这样一来
,

项 目申报受理流程

将进一步变为图 3
。

图 5 三种因素的关系

如果协调 的好
,

三者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关

系
,

否则就会相互制约
,

而影响信息化与管理变革的

推进
。

1
.

3 信息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的关系

技术与管理因素的协调问题
,

实质上是信息专

业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协调问题
。

信息化建设也好
,

信息系统开发也好从表面上看只是信息专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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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由于信息化与管理变革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

面
,

并且涉及到技术
、

管理和人文等诸多 因素在内
,

因此
,

信息化建设既与信息专业人员相关
,

又与非专

业人员
,

特别是管理人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既是

信息专业人员的责任
,

也是管理人员义不容辞的责

任
。

管理人员是信息化建设 的直接受益者
,

也最熟

悉管理工作
,

除了提出信息化要求之外
,

更要提出建

议
,

并参与到信息化与管理变革的工作 中来
,

主动改

变不适应信息化要求的管理工作模式
、

管理工作方

法和管理工作的流程
、

规则与习惯等等
。

另一方面
,

信息专业人员既是信息系统的开发者
、

管理者
,

也是

为管理提供服务的服务者
,

所 以需要积极地了解
、

熟

悉管理工作
。

但是
,

决不能用削足适履 的办法去迎

合管理中不合理的东西
。

这就需要双方人员互相学

习
,

互相促进
,

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信息化与管理变

革中的各种问题
,

使两类人员形成一种 良性 的互动

关系
。

2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委 员会信 息化 建设的

领域
、

范围和 总体内容

2
.

1 领域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信息化建设领域包

括
:

业务领域
、

办公领域和公众服务等三个领域
。

业务领域是利用科学基金
,

围绕项 目展开的对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进行管理的领域
。

办公领

域 自成系统
,

并纳入到党政机关办公系统之 中
。

公

众服务系统主要通过
“

推
”

和
“

拉
”

两种方式 向社会公

众提供与基础研究相关 的各种信息
,

为社会公众服

务
。

公众服务系统与业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密切相

关
,

业务领域为公众服务系统提供基本数据和信息
。

业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信息化与管理变革工作的重点
。

2
.

2 范围

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请
、

中期报告
、

结题报告等一

系列与基金项 目相关 的材料
,

都是通过所在单位统

一上报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获资助 的项 目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受资助单位和项 目负

责人协同配合
、

各负其责
,

地区联络网长单位在基金

管理工作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

因此
,

事实上科学

基金实施的是多个层次的分级管理模式
。

如果考虑

联合资助与合作 申请
、

海外留学人员等
,

科学基金的

管理范围还涉及到境外的相关人员与单位
。

地 区 网长单位
、

受资助单位虽然也承担科学基

金管理的部分工作
,

但是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
。

目前
,

以基金委为核

心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
“

虚拟组织
”

结构和松散

的管理模式
。

这种虚拟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决定了

科学基金信息化建设的范围
,

既包括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内部 (办公大楼内部 )的信息化建设
,

也

包括地区联络网长单位
、

申请 和受资助单位以及广

大的科技工作者个人
。

因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

地区联络网长单位
、

基金相关单位和广大的科

技人员组成了一个科学基金运行与管理的大系统
。

其中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内部 的信息化

建设是这个大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和龙头
,

全 国

与科学基金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对

于科学基金整体大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影

响
。

因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内部的信息化

建设
,

不能完全代表科学基金信息化建设的全部内

容
。

如果把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看作信息化建

设的内部系统
,

把 由地区 网长单位
、

受资助单位和科

技人员个人看作为外部系统
,

那么内部信息化建设

与外部信息化建设具有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的关系
。

只进行内部信息化 的建设
,

外部 的信息化建设不能

适当地跟进
,

那么科学基金管理 的整体信息化水平

照样不会提高
。

所以科学基金信息化建设一定要内

外配合
,

相辅相成
,

在信息化与管理变革过程中形成

协调发展的态势
。

2
.

3 总体内容

信息化与管理变革涉及到管理
、

技术和人文等

三种因素
,

所以科学基金信息化建设也包括
:
管理体

系
、

技术体系和人员体系等三个方面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内部的管理体系和人

员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是重点
,

外部管理体系
、

技术体

系和人员体系的信息化建设需要采取一种适当的原

则和方法引导
、

促使其 自我发展
、

自我建设
,

并能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内部的建设相适应
。

3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委员会信 息化 建设的

定位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十五
”

发展计划纲要 中明确

了
“

科学基金在 国家创新体系中着力推动源头创新

的地位和作用
,

要始终围绕源头创新
,

做好基金的各

项工作
” 。

因此
,

自然科学基金所支持的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
,

其本质是知识创新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把所有项 目和参与研

究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组织成为一个庞大的
“

知识创

新系统
” ,

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 自然科 学基 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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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作为评价主体的同行专家
、

作为创新主体的项 目

承担者
,

以及项 目和知识是这个创新系统 的基本组

成要素
。

要素之间相互作用
、

相互促进产生知识创

新功能
。

这个系统包含三个子系统
: 由所有管理人

员组成的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核心的创新

管理系统
,

由全体科技人员组成的创新资源系统和

以项 目群组成的研究对象系统
,

其 中项 目群以集成

的方式代表了创新研究的方 向
、

内容和 目的
。

知识

是系统的产品
,

也是原料
,

知识以
“

流
”

的方式把系统

各个层次
、

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
。

在知识创新系统

中
,

创新管理系统负责对人员
、

项 目和知识进行管

理
,

使系统能够高效地产生知识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管理是对创新的管

理
,

特别是对知识创新的管理
。

知识创新的
“

生产效

率
” ,

既取决于知识创新个体的创新能力
,

更取决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组织管理水平
。

这就需

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具有不断地促进个人知

识的产生并吸收个人知识升华为组织知识的机制
,

建立一种
“

学习型组织
” 。

通过柔性的结构把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各种知识因素联 成知识 网络

( K n o w l e d g e 一 n e t w o改 )
“

记忆
”

组织知识
。

组织 中的每

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数据
、

信息
,

特别是知识的

交流和共享
,

在交流过程中吸收和学习别人 的知识

和经验
,

再经过内部的过程转化为管理创新的能力
,

从而提高知识创新的管理水准
,

最终促进知识创新
,

提高知识的生产率
。

在进一步的网络交流过程 中
,

展开新一轮的学习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创

新管理工作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

无论从单位的性质
、

管理对象的属性
、

管理工作

的特点
,

还是从人员整体构成
、

整体素质情况 以及基

金管理的战略性任务的需求上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已经具备了知识管理的基本条件和现实的

需求
。

因此
,

从战略性
、

前瞻性考虑
,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信息化建设应定位于
: 面 向知识管理 的

信息化建设
,

并为实施学习型组织战略服务
。

广义的知识管理包括
:
创新过程管理

,

创新资源

管理
,

创新成果管理和创新成果应用管理等几个方

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目前对基金项 目的管

理就是创新过程管理的一部分
,

广大的从事基金项

目研究的科技人员和同行专家是创新资源 的一部

分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目前信息化水平还没有

达到知识管理的水平
,

使得每年 80 % 以上的落选项

目被 白白地浪费掉
,

这是一笔巨 大的知识 资产
。

如

果把信息化定位于知识管理
,

而不仅仅是数据管理

和信息管理
,

那么与基金项 目相关的大量的知识资

产就都会被管理起来
,

这对于开展知识创新
,

特别是

源头创新
,

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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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洪堡基金会推出鲍尔奖计划

德国洪堡基金会最近推 出了一项鲍 尔奖计划
,

此奖是以德国著名物理学家
、

19 89 年诺贝尔物理奖

得主霍尔富冈
·

鲍尔的名字命名
。

目的是吸引国外

优秀青年科学家前往德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

获奖

者年龄不超过 50 岁
,

详细情况可从网上了解
。

德 国

洪堡基金会的网址是 :

~
.

hu nbt
o
dlt

一

fo un da t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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