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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评审作为一种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项目评审过程中的新型评审方式，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

制，具有灵活方便的特点，能够避免时间及人工成本的浪费，提高评审效率，越来越多的科研管理部

门选择采用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项目评审。本文从网络评审实践出发，阐述网络评审的构成要素，探

讨网络评审系统应用中出现的重复指派、专家信用体系建设、非共识项目及专家评审意见反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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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evaluation is not limited by space and time; has the advantages of flexibility and convenience; can 

avoid the waste of time and labor costs improves the evaluation efficiency. More and mor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departments choose the network evaluation method for project evaluation.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elements of network evaluation, the problems of the dupl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xpert credit system, the 

non consensus project and the feedback of the experts.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network evaluation, evaluation expert, evaluation system

ISSN: 2095-915X  Vol.1   No.6   67-73  Dec   2015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情报工程 ISSN: 2095-915X

第1卷   第6期 67-73 2015 年 12 月



068

情报工程 第 1 卷   第 6 期 2015 年 12 月

1  引言

网络评审作为一种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项目

评审过程中的新型评审方式，不受空间和时间的

限制，和会议评审相比，具有灵活方便的特点，

能够避免时间及人工成本的浪费，提高评审效率，

越来越多的科研管理部门选择采用网络评审的方

式进行项目评审。目前已有学者简要介绍了网上

项目评审系统的体系结构、技术实现及功能、详

细阐述了网上评审和传统的会议评审相比具有的

优势 [1-3]。本文从网络评审实践出发，阐述网络评

审构成的要素，探索网络评审目前存在的问题及

解决方案。

2  网络评审构成要素

从网络评审的整个流程来看，网络评审的构

成要素包括项目申报者、项目申报单位、主管部门、

科技管理部门、评审系统、评审专家、组织人员、

技术人员等。项目申报者首先在网上进行填报，

经项目申报单位及主管部门审批后提交至科技管

理部门，科技管理部门对所有提交的项目进行形

式审查，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进行专家网络

评审。从评审阶段来看，网络评审系统、网络评

审专家、评审组织人员及技术支持人员四个要素

为网络评审中的主要要素，本文仅就这四个主要

要素进行说明。

2.1 网络评审系统

网络评审系统是网评工作开展的基础要素。

一个完备的网络评审系统应该包括完善的专家库

信息、完整的项目库信息以及推进评审进行的各

评审模块。

（1）专家库建设

专家库信息资源的充足和完善是科技项目网

络评审开展的前提条件。网络评审通常邀请的是

外省专家，假设每个项目需要邀请三位专家参与

评审，考虑到专家的研究侧重方向、时间安排及

评审意愿，参与评审的项目数量与评审专家库中

相关学科的专家数量比例应达到或超过 1:6，这样

基本能够在数量上保证网络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邀请专家时较少出现无备选专家从而影响评审

进度。

专家库的建设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专家信息

的完善也非常重要，比如学科专业、擅长领域、

研究方向等信息是否完整准确，这在计算机自动

匹配专家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多数专

家库中专家的学科划分都不够细致，没有划分到

二级学科以下，致使专家和项目进行匹配时不够

精确，造成大量专家筛选工作需人工进行，费时

费力，违背了网络评审的初衷。

（2）项目库汇集

网络评审开始前，将本次需要进行评审的项

目汇集至评审系统，如有必要可将项目按照不同

申报类别进行分组。汇集的项目信息包括项目编

号、项目名称、研究领域、申报单位、申请人、

申请金额等字段。

（3）各评审模块

对评审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及管理，具体模块

包括评审指标的设定、项目分组、专家邀请、专

家指派、评审通知、维护评审信息、评审进度查询、

评审结果查询、评审通知日志、评审统计报表、

个人信息维护等。具体功能如下表 1。

2.2 网络评审专家

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经验丰富、态度认真的

评审专家是网评工作开展的核心要素。评审专家

的意见对于所评项目能否立项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作用，而随着交叉学科的项目数量越来越多，准

确地选择评审专家难度也越来越大，如果没有完



069

善的专家信息资源作为支持，就无法在数量及质

量上确保项目评审的进行及评审的回避条件 [4]，

如规定同一组项目只能在同一单位选择一位专家

参与评审，那么该单位的其他专家将不能作为该

组的备选专家。目前在选择评审专家时，主要是

通过专家库中该名专家的职称、学历、年龄、专

业领域、工作单位等信息来判断是否满足评审条

件。网络评审通常邀请的都是外省专家，评审时

系统会自动屏蔽申报人、申报单位等信息，由各

评审专家独立进行匿名评审，目的是确保项目评

审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避免出现“人情

项目”。

2.3 评审组织人员

评审组织人员是网评工作开展的支持要素，

在网络评审中通过各评审模块进行全过程的管理

工作，完成无法由计算机自动处理的操作，主要

负责处理专家邀请、项目指派、退回重评的项目

及评审结果统计。项目评审过程要求评审组织人

员在网络评审过程中恪守相关规定和纪律要求，

保证项目申报信息、专家信息和评审信息的完整

和安全。

2.4 技术支持人员

技术支持人员是网评工作开展的保障要素，

负责解决评审专家及评审工作人员在评审过程中

系统操作的各项问题，通常会列出登录系统评审

的步骤及常见问题解答，并提供系统使用演示及

相关软件下载。

3  网络评审系统的使用

陕西省科技厅从 2014 年开始对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开展网络评审，参评专家全部为省外专家，

通过系统自动匹配专家，确保了评审过程的独立、

公平、公正，增强了评审透明度，提高了项目评

审管理效率，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项目评审前，

先要设定评审指标，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由评审

组织人员按照学科对评审项目进行分组，根据不

同的学科类别在系统内自动匹配并随机选择评审

专家，邀请有评审意愿的专家参与评审，指派匹

配领域的项目至专家账户并设置评审时间，评审

专家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进行评审，若出

现与专家领域不相符的项目则退回至系统，由评

评审模块 实现功能

评审指标设定 设定不同类别项目的评审表

项目分组 按照不同学科类别对评审项目进行分组

专家邀请 按照学科匹配同领域专家并邀请专家参与评审

专家指派 给能够参与评审的专家指派一定数量的项目

评审通知 可通过短信、邮件等方式发送通知告知评审专家登陆地址、账号及密码等相关信息

维护评审信息 可进行退回重评、评审延期、拒绝指派等操作

评审进度查询 可按照不同分组、不同评审专家及评审状态等信息查询评审进度

评审结果查询 可查询评审状态、评审详情等

评审通知日志 可查询评审通知发送状态、内容等

评审统计报表 可对评审信息进行统计并导出 excel

个人信息维护 进行账号信息修改及维护相关操作

表 1  各评审模块功能实现

科技项目网络评审中的相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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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组织人员重新进行系统匹配，整个评审过程中

技术支持人员需及时跟踪解决评审专家及评审组

织人员的技术问题。

网络评审提高了评审管理效率。与会议评审

必须到指定地点参加评审不同，网络评审专家只

需登录评审系统就可进行评审，在评审期限内根

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灵活掌握评审进度，节省了大

量的会议时间及路途奔波的时间成本及费用。以

2015 年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评审为例，

通过在评审过程中不断完善评审系统设计、改进

工作方法，在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内共邀请省外专

家 600 余人，完成 3300 余项目的评审。从以前的

人工筛选，费时费力还容易出错，到系统自动筛选，

大大降低了人工劳动的强度，实现评审过程的智

能化、科学化、标准化，同时也提高了评审结果

的准确性。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在进行复议时也得

到了有关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认可。

网络评审增强了评审透明度，确保了评审过

程的独立、公平、公正。在评审过程中，系统将

项目申报者信息自动进行屏蔽，评审专家只能看

到项目信息，根据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技术路线、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创新点等信息做

出判断是否立项，同时评审专家全部为省外专家，

同一个项目由 3 个以上的省外专家进行评审，最

后系统算出综合得分。采用这样的评审方式，评

审专家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减少了由于个别专家

的倾向性而造成的误差，使评审结果更具有代表

性及公正性。

图 1  网络评审系统流程图

4  网络评审系统使用中的相关问

题探讨

4.1 重复指派项目的原因及建议

网络评审的时间进度不像会议评审可以严格

控制，主要就是因为存在重复指派问题。从陕西

省自然科学基金网络评审的数据来看，约有 10%

的项目出现了重复指派的情况。对出现重复指派

项目的原因进行分析，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其中大部分为前两类因素，占到重复指派项目总

数的 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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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叉领域的项目。有的评审专家对交

叉领域的研究内容不熟悉，比如化学与环境科学、

医学与电子工程学的交叉等，会出现部分项目无

法评审的情况，对这部分项目需要重新选择专家

进行评审。

（2）分组学科较大或专家自身研究领域较

窄。分组学科较大时，一组内会包含若干子学科

的项目类别，若评审专家研究领域较窄就会出现

部分项目无法评审的情况。

（3）专家自身时间及意愿因素。有少部分专

家参与了网络评审工作但由于自身原因最终无法

按期完成，这部分项目也需要重新选择专家进行

评审。

（4）项目申请人选择学科类别有误。项目申

请人填写申报材料时学科填写错误，导致与该学

科匹配的专家无法评审此类项目。这种情况较少

出现。

所评项目需要重新选择专家时，必然会消耗

一定的时间成本，造成评审进度的拖延，目前出

现的重复指派项目中大部分是由于评审专家与所

评项目研究领域不匹配造成的。如果按照大学科

分组，由于大学科领域较宽泛，会出现分配项目

与专家研究领域不能精确匹配的情况，从而需要

进行二次指派、三次指派甚至更多次重复指派，

评审时间会因此而被拖延。而按照小学科分组，

分组数量较多，每组中的项目数较少，首次分配

需要较多专家，由于学科领域划分细，专家匹配

度高，这种分组方式重复指派的项目数量较少，

难点是找到与项目研究领域高度匹配的专家。以

陕西省自科基金网络评审的经验来看，按照三级

学科分组能够较好的匹配专家，项目重复指派次

数少，评审效率较高。

4.2 专家信用体系建设及完善

目前的网络评审系统尚未建立评审专家信用

方面的数据，本文认为，评审专家的选择直接决

定了网络评审工作的质量，是网络评审中最重要

的环节，应尽快建立网络评审专家的信用评价体

系。专家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实现

专家在评价别人时自身也受到监督，确保后续评

审中优质专家的筛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评

审质量，促进项目网络评审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

从网络评审工作实践来看，绝大部分的专家

都能够按期完成评审任务或出现问题及时沟通，

但有少部分专家不能按期完成也并未提前告知，

由此造成了重复指派，并拖延了评审进度。对于

那些不负责任、不能按期完成评审又不提前告知

的专家应列入评审黑名单，限制其再次参与评审

工作。另外，对于参与了评审工作的专家，根据

其评审次数、评审数量、完成时间等也进行相应

的评价，能够在下次评审时快速筛选出评审意愿

高、评审时间充裕的专家，提高评审效率。本文

设计了评审专家评价表，如表 2 所示。系统在匹

配专家的研究领域后，优先选择 A、B 等级的评

审专家，有利于评审进度的把控。通过专家信用

体系的建设及不断完善，逐步提高网络评审的效

率及质量。

等级 描述

A 能够提前完成评审，态度积极、沟通及时、
效率很高

B 能够按时完成评审，态度较积极、效率较高

C 能够在工作人员催促后按时完成评审、效率
一般

D 在工作人员催促后也未能按时完成评审、效
率较低

E 无法联系、置之不理、无理由中途退出

表 2  评审专家评价表

表 2 只是针对专家的评审态度及效率做出评

价，未考虑专家的研究成果、所获奖励、承担项

目情况等因素。这是因为以目前专家库的建设情

况，很多专家只是在注册专家库时填写了自己的

相关信息，各类研究成果信息未能随时间推移及

科技项目网络评审中的相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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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系统中更新，另外，国家及各地方进行专家

库信息共享时，通常考虑到安全等因素，不会共

享全部字段信息，只是共享了较为简单的个人基

本信息，其他如专家发表论文、承担项目、所获

奖励等信息处于空缺或不完整状态。而项目网络

评审时通常邀请的都为外省专家，必然涉及到若

干个专家库的专家信息，由于共享信息的不全面，

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以此为依据进行相关的专家评

价。在专家库信息实现动态化管理及实时共享后，

可将这些因素列为专家评定的指标。关于专家的

评审结果评价，已有众多学者提出了命中率、成

功率、定量评估指标等 [5-7]，本文不再赘述。

4.3 非共识项目的处理

从评审实践来看，在评审过程中会出现对于

同一个项目，不同专家给出截然不同的评审意见，

此类项目即非共识项目。引起非共识项目的原因

主要有：技术生长具有不确定性的项目，具有市

场风险的技术项目 [8]，多学科交叉的项目，前沿

领域的项目，评审专家对评估指标理解的差异，

评审专家自身的学术背景、研究经历、学术水平

的差异 [9]、项目信息不完整等。对于非共识项目

的处理，目前主要有重新邀请专家进行复议、申

请者进一步补充材料或进行答辩、提供预研性基

金资助 [10] 等方式。本文认为，对于非共识项目，

可通过后期邀请专家重新进行评议，综合两次评

审结果得出最终结论，更具有操作性。

4.4 专家评审意见的反馈

在项目评审结果中，评审专家除了给出评审

结论外，还会给出相应的评审意见，指出该项目

在项目选题、技术路线、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或具有的优势，并提出相关建议及意见。这

些信息可通过匿名方式反馈给项目申请人，通过

专家评审意见，项目申请人能够了解其项目申请

书中存在哪些问题及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改进，对

其下一次申报书的填写及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指

导意义。

5  结论及建议

（1）在专家库的建设方面，应尽快建立国家

及各省实现信息共享的专家库系统，同一个专家

无需在不同的专家库中重复注册，国家与地方之

间可共享专家库信息资源，这样既方便专家信息

的更新管理，又扩大了专家的选择范围，有利于

保证评审工作的效率及质量。

（2）建立及完善专家信用评价体系，对专家

参评次数、参评态度、完成时间、评审结果等信

息进行跟踪评价，同时综合专家自身的研究成果、

学历、职称等因素，建立起一套动态的专家信用

评价体系，确保评审专家的高效筛选。

（3）建立评审结果反馈机制，通过匿名方式

将专家的评审意见反馈给申请人，在保证专家权

益的同时，提高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使申

请人及时了解其在项目申报中存在的问题，提高

项目申请质量、加强后续研究。

（4）开展专业化咨询服务。随着交叉学科的

增多、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如何清晰地表达出

项目主旨思想及核心关键技术，让专家了解其研

究意义，是项目成功申请的重要因素之一。开展

对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申报人的专业化咨询服务，

指导其清晰表达项目研究内容，减少项目评审时

的理解误差、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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