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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技报告的编辑与出版在我部已开展近10个年头。现从管理的角度对此项工作作一

回顾与总结。 

一、航天科技报告的概况 

“科技报告”是科学研究进展或研究实验成果的记录与总结。我国从50年代的老五院到

80年代初航天部，虽然研制出一大批我国第一代运载火箭和卫星等，产生了大量科研记录、

试验数据及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由于这部分科研成果的管理很薄弱，一直到80年代初，

这些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智慧和心血的宝贵财富，仍然分散在科研人员各自的资料柜中、笔

记本上、甚至个人的脑海中。这和国际先进国家的科技报告的发展情况相比，存在着明显的

差距。直到1983年，部领导作出决策，决定成立专门机构，从事航天科技报告的搜集、编辑

出版、评审和发行工作。 

航天科技报告发展至今，经历了“试点”、“抢救” 和“提高”三个阶段。1982年，

根据部党组会议的决定，提出编印《航天工业科技报告》，并对此作出了6项规定。1984年4

月部正式发出了《关于开展航天科技报告编辑出版工作的通知》，在七○七所成立航天科技

报告编辑部，并在十一所、七○三所、二十五所和五○二所进行试点。这是试点阶段。抢救

阶段是从1984年由原部长李绪鄂主持召开了各院院长参加的航天科技报告工作会议算起，会

上强调了编辑出版报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定不再试点而要全面铺开。1985年1月，部下

发文件，在七○七所、一院、二院、三院、四院、五院和上海航天局设立编辑部。刘纪原副

部长先后主持了航天科技报告第一、二次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1986年还成立了以孙

家栋副部长为组长的航天科技报告编辑出版工作领导小组。这一阶段抢救搜集的报告数量创

最高记录，平均每年达1 000篇。提高阶段，在航天科技报告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对报告的

搜集、编辑出版以及经费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专题报告的搜集；

加强报告的审定和编辑出版质量；购置了设备，培训了人员，并改铅印为激光打印。与此同

时还增加了英文文摘，开展国内外交流。这一时期航天科技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稳定向前发

展。截止到1991年底，共搜集航天科技报告6 230篇，出版4 220篇。 

航天科技报告编辑出版工作历时刚刚10年，但它在科研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

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实践表明，建成航天科技报告系列为全面总结我国30年来航天型号及

航天技术经验、“抢救”航天财富作出了贡献。航天科技报告的立论原则、分析方法、工艺

方法、理论等，被直接或间接用于型号研制、设计、试验和生产中去，起到缩短研制周期和

节约经费的作用；同时为项目关键技术提供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宝贵实践经验；也为

培养后继人才，保持航天技术发展势头，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成绩的取得首先归功于部领导的关心和部机关支持。其次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关

怀与努力是航天科技报告走向成功的基础。第三是系统管理，这应归功于航天情报系统的广

大工作者。 

二、航天科技报告的系统管理 

《航天科技报告管理规定》中明确：“七○七所协助科技司负责航天科技报告编辑出版



的组织、业务协调工作，并负责经费管理。” 

航天科技报告的计划管理、组织管理、经费管理、质量管理和推广应用管理构成了整个

系统管理。其管理结构见图1。 

 

图 1  航天科技报告系统管理结构图 

1. 计划管理 

计划管理是系统工程的主要内容，若大的一个管理系统没有计划管理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航天科技报告管理工作规定》中 

明确规定：“航天科技报告的撰写要纳入长远规划和年度科研生产计划，由主管领导提出，

由计划部门下达。”“航天科技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由七○七所在征求编辑出版单位意见

后初步确定，再报部批准后统一下达。根据年度计划，各编辑部所在单位与七○七所签订合

同，年终由七○七所检查任务完成和出版质量情况。” 

目前航天科技报告的编辑出版已列入航天系统正常工作，包括搜集工作在内完全纳入部、

院的科研生产计划。 

2．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分行政管理和职能管理。行政管理又分为部级和院(局、基地)两级管理，其中

部级是航天科技报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职责为：决定报告的收录范围；审批报告的年度

征集和出版计划及拨款指标；决定报告的国内外发行范围和发行办法；决定报告的保密范围

和解密办法，国际交流和转让事宜；审定或修改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有关政策；决定表彰

和奖励报告编辑出版工作的优秀单位和个人。院(局、基地)级则由各院(局、基地)主管领导、

科技委组成的航天科技报告领导小组即编委会。编委会的职责主要是：安排报告的撰写计划；

对搜集的报告进行等级评定；对报告进行密级审查，推荐可供国内外交流的报告。行政管理

的健全，有力地促使航天科技报告工作纳入部、院科研生产计划，便于意见反馈、信息交流

和协调配合。职能管理的体现：一方面是由七○七所总编辑部、各院的6个分编辑部和200

余人的联络员网组成的搜集、编辑加工的专业队伍；另一方面是由部科技委老专家组成的部

级评审小组、院(局、基地)科技委专家组成的院级评审小组和厂(所)级评审小组。这三级评

审机构负责报告的技术审查和等级评定。 

3. 经费管理 



航天科技报告的工作量大、投资也大，从1983年至今已达数百万元。面对如此数额的经

费管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以最低的经费编辑出版尽量多的航天科技报告。经费管理经历

了三个阶段：①80年代初，航天科技报告经费是由部把经费指标下达给各单位，年底由各单

位将经费使用情况报部决算。这种宽松的经费管理方式不能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目的。因此，

我们建议将实报实销改为经费承包的办法。对此，部下发了文件，规定“航天科技报告专款

专用。每年由七○七所根据部拨给的款额和各编辑部所承担的任务进行分配。年初拨部分预

支款，年终按合同结算”。这种办法避免了经费管理上的漏洞，可以用同样多的经费出更多

的报告。②1988年以前，航天科技报告都是铅印出版，耗资巨大，每年印刷费就占整个航天

科技报告费用60%以上。为了降低成本，控制经费，从1988年起改为激光打印，样本存档，

用户需要可以复印存取。这样不仅节约了出版经费，而且大大加快了“抢救” 步伐。③1991

年以前，航天科技报告的经费全部由部承担，截止1990年已投入400多万元。随着出版费用

和稿酬标准的增长，尽管部里拨款越来越多，但仍然不能满足航天科技报告的出版要求。1991

年5月，七○七所提出了发挥两个积极性，即由部和院(局、基地)共同出资支持航天科技报

告的编辑与出版。领导小组研究后决定：改变只有部统一拨款为部、院(局、基地)联合支持；

部、院支持经费的比例为2：l；部每年从技术基础费中拨出；院局从型号费中支出。各院、

局、基地积极响应这一改革措施，一院、四院等单位均把报告经费的出处列入自己的“八五”

规划中。这样改革的结果给航天科技报告注入了活力。 

4. 质量管理 

航天科技报告质量直接影响使用，因此质量管理是整个系统管理的重要内容。报告出版

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选题、撰写、编辑加工、录入排版和清样校对6个环节的工作质量。

我们采取的措施有：①建立了一整套质量保证体系，制定了5个文件(《航天科技报告管理工

作规定》、《航天科技报告撰写规则》、《航天科技报告编辑工作须知》、《航天科技报告

版式规定》和《航天科技报告编辑出版质量控制办法》)和两个部标准(QJ1171-87《航天科

技报告编写规则》、QJ1669-89《科技文献密级调整实施细则》)； 

②各环节有质量控制措施并设专人进行质量检查；③为不断提高质量，召开了一系列的质量

工作会、质量评比会、质量分析研讨会等。这些措施，使航天科技报告的出版质量得到大幅

度提高，差错率大大低于一般期刊、杂志(低于 0.03‱)。 

报告选题是直接影响报告的内在质量的关键问题，因此收录范围至关重要。几年来，航

天科技报告的收录范围经历了三个台阶，如图1所示。 

5. 推广应用管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编写航天科技报告的最终目的是应用，只有及时地把科技

成果送到科研生产第一线，才能使其转化为生产力。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编辑出版检索刊物

《航天科技报告文摘》20期，使技术人员及时了解和掌握航天科技报告的编辑出版情况，随

时可以联系索取。航天科技报告文摘数据库于1988年完成数据采集网的建设，1989年进入使

用阶段，可通过航天情报计算机网络提供全航天系统使用。届时在京内外，随时可以提取报

告的文摘，如果需要，一个电话，或从各院情报所，或从七○七所均可以得到复印件或电子

邮件形式的报告全文。 

自1990年起，上海航天局，一、二、三、四、五院，七○七所等单位开始在部内广泛宣

传和推广已编辑出版的航天科技报告。通过举办展览的方式，把报告送到科研人员手中。展

览期间，许多老科技人员带着新同志，亲自给他们指点和介绍，使这些新同志开阔了眼界，

受益匪浅。1991年，七○七所派巡回展览团到067基地、西安和兰田地区宣传推广航天科技

报告，历时20天的巡回展览，仅现场复印就有上万页，受到广大科研人员的高度评价和欢迎。

他们反映：不少报告尽管撰写时间较早，但报告中提出的立论、数据和方法对他们正在研究

的科研项目及研制工作仍有很大帮助和借鉴作用。另外，我们还为公开级报告扩大用户范围、



开发国际发行市场的对外交流做准备工作。1989年我们曾与美国、西德等国家联系，并与美

国商业部国家技术情报中心NTIS签订了合作协议，委托NTIS在国外发行我们公开级的航天

科技报告。自1989年起，我们组织各院为公开级报告作英文文摘，目前已有数百篇。现在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航天科技报告走出国门，扩大中国航天工业影响，开展航天技术

文献的国际交流的日子即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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