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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评价方法》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下达的团体标准编制任务，计划编

号 2019-XXX-XXX，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归口管理。 

2.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工作组成立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标准化委员会下发计划后，2020 年 1 月，科

技资源评价方法标准起草小组成立。 

（2）广泛调研阶段 

2019 年 6 月—2019 年 9 月，编制组首先对国内外科技资源评价方法相关的

技术、架构、标准和规范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最大程度地基于当前国际、国家、

行业标准，以及工程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多次对宁波、青岛、成都、上海、杭

州等地的科技资源评价方法研究、服务和应用相关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科技资源

评价方法和商业模式等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实际应用情况。 

与此同时，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和参加科技资源评价方法相关论坛，研

究科技资源评价方法的相关技术及发展趋势；检索国内外科技资源评价方法标准

及其他相关应用实施规范标准，认真分析了《GB/T 32236-2015 以 BOM 结构为

核心的产品生命中期数据集成管理框架 2015-12-10 2016-07-01 》 《 GB/T 

30883-2014 信息技术 数据集成中间件 2014-09-03 2015-02-01 》 《 GB/T 

18975.2-2008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流程工厂(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

生命周期数据集成 第 2部分：数据模型》《GB/T 18975.1-2003 工 业 自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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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与集成 流程工厂(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生命周期数据集成 第 1

部分:综述与基本原理》《GB/T 35127-2017 机器人设计平台集成数据交换规

范》《GB/T 34047-2017 制造过程物联信息集成中间件平台参考体系》《GB/T 

18729-2011 基于网络的企业信息集成规范》《GB/T 20720.1-2019 企 业 控 制

系统集成 第 1部分：模型和术语》《GB/T 34044.1-2019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的关键性能指标 第 1部分：总述、概念和术语》《GB/T 27758.3-2017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诊断、能力评估以及维护应用集成 第 3部分：应用集成

描述方法》《GB/T 35127-2017 机器人设计平台集成数据交换规范》《GB/T 

35116-2017 机器人设计平台系统集成体系结构》《GB/T 35587-2017 制造过

程物联集成平台应用实施规范》《GB/T 32419.5-2017 信息技术 SOA 技术实

现规范 第 5部分：服务集成开发》《GB/T 34047-2017 制造过程物联信息集成

中间件平台参考体系》《GB/T 34044.2-2017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运行管

理的关键性能指标 第 2部分：定义和描述》《GB/T 33137-2016 基 于 传 感

器的产品监测软件集成接口规范》《GB/T 22270.3-2015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

集成 测试应用的服务接口 第 3部分：虚拟设备服务接口》《GB/T 22270.4-2015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测试应用的服务接口 第 4 部分：设备能力专规模板》

《GB/T 20720.5-2015 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第 5部分：业务与制造间事务》《GB/T 

27758.2-2015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诊断、能力评估以及维护应用集成 第 2

部分：应用领域矩阵元素描述与定义》《GB 11291.2-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

备 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求 第 2部分：机器人系统与集成》《GB/T 16656.45-201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45 部分：集成通用资源：材料

和其他工程特性》《GB/T 22270.2-2012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测试应用

的服务接口 第 2部分：资源管理服务接口》《GB/T 19114.44-2012 工 业 自 动

化系统与集成 工业制造管理数据 第 44 部分：车间级数据采集的信息建模》

《GB/T 27758.1-2011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诊断、能力评估以及维护应用集

成 第 1部分：综述与通用要求》《GB/T 18726-2011 现代设计工程集成技术

的软件接口规范》《GB/T 19902.5-2011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软件

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 5部分：基于多能力类结构进行专规匹配的方法学》《GB/T 

16656.54-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54 部分：集成

通用资源：分类和集合论》《GB/T 16656.56-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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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56部分：集成通用资源：状态》《GB/T 26327-2010 企

业信息化系统集成实施指南》《GB/T 26335-2010 工业企业信息化集成系统

规范》《GB/T 16656.41-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产品数据表达与交换 

第 41部分：集成通用资源：产品描述与支持原理》《GB/T 25483-2010 面向制

造业信息化的企业集成平台测评规范》《GB/T 20719.14-2010 工业自动化系

统与集成 过程规范语言 第 14部分：资源理论》《GB/T 19902.2-2005 工业自

动化系统与集成--制造软件互操作性能力建规 第 2 部分：建规方法论》《GB/T 

17645.24-200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24 部分: 逻辑资源: 供应商

库的逻辑模型》《GB/T 16656.49-200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产品数据表达与

交换 第 49 部分: 集成通用资源: 工艺过程结构和特性》《GB/T 19114.1-200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工业制造管理数据 第 1部分:综述》《GB/T 18975.1-200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流程工厂(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生命周期数据集

成 第 1部分:综述与基本原理》《GB/T 17645.20-2002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20部分:逻辑资源:表达式的逻辑模型》《GB/T 19150-2013 零件库

术语》《GB/T 17645.42-201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42 部分：描

述方法学：构造零件族的方法学》《GB/T 17645.511-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

集成 零件库 第 511 部分：机械系统与通用件：紧固件参考字典》《GB/T 

17645.101-2008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101 部分：参数化程序的几

何视图交换协议》《GB/T 17645.102-2008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102部分：符合 GB/T 16656一致性规范的视图交换协议》《GB/T 17645.25-2008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25 部分：逻辑资源：带聚合值和显式内容的

供应商库逻辑模型》《GB/T 17645.1-2008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1部分: 综述与基本原理》《GB/T 17645.24-2003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

件库 第 24部分: 逻辑资源: 供应商库的逻辑模型》《GB/T 17645.20-2002 工

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20 部分:逻辑资源:表达式的逻辑模型》《GB/T 

17645.26-200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零件库 第 26 部分:信息供应商标识》

《GB/T 32180.1-2015 财经信息技术 企业资源计划软件数据接口 第 1 部分：

公共基础数据》《GB/T 32180.2-2015 财经信息技术 企业资源计划软件数据

接口 第 2部分》《 GB/T 32180.3-2015 财经信息技术 企业资源计划软件

数据接口 第 3部分库存；采购》《GB/T 32180.4-2015 财经信息技术 企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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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计划软件数据接口 第 4部分：销售》《GB/T 32180.5-2015 财经信息技术 

企业资源计划软件数据接口 第 5部分：预算》《GB/T 32180.6-2015 财经信

息技术 企业资源计划软件数据接口 第 6部分：资金》《GB/T 36478.4-2019物

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 第 4部分：数据接口》等，对应用实施规范标准的制订方

法进行了研究。 

（2）起草阶段 

在这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总结，分析

科技资源评价方法，起草小组确定了标准框架和基本内容，提出科技资源评价方

法要求，2019年 10月形成《科技资源评价方法》标准的初稿。 

（3）内部讨论阶段 

2019年 10月—2020年 5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了多次标准内容讨论会，包括

后期的网上讨论会，对初稿进行了充分地讨论，整理各方会上及会下的意见，综

合考虑作了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 主要起草单位 

浙江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北京万方数

据股份有限公司、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青岛海尔科

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科技资源评价方法服务中心、中关村四方现代服务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浙大联科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写规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格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写，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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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的主要内容 

除了标准的规范性要素（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等）外，本标

准的正文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科技资源评价方法的参考模型、科技资源评价指标、

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科技资源应用效益

评价、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等方法。 

（1）科技资源评价方法的参考模型。提出了一种科技资源评价方法体系框

架，包括：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科技资

源智能评价、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等，

利用不同方法，针对不同的科技资源的特点，进行全面的评价。阐明了科技资源

评价的目的。 

（2）科技资源评价指标及建立方法。给出了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定义，分

析了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需求，提出了科技资源评价指标的建立方法和一种科技

资源评价指标的架构框架。 

（3）科技资源用户评价及实施方法。给出了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的定义，分

析了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的需求，提出了科技资源用户评价的实施方法。 

（4）科技资源专家评价及实施方法。给出了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定义，分

析了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需求，提出了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实施方法。 

（5）科技资源智能评价及实施方法。科技资源智能评价是通过分析科技资

源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对科技资源的价值和关系、科技资源提供者和评价者

的水平等进行评价。给出了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的定义，分析了科技资源智能评价

的需求，提出了科技资源智能评价的实施方法。 

（6）科技资源专家评价及实施方法。给出了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定义，分

析了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需求，提出了科技资源专家评价的实施方法。 

（7）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及实施方法。给出了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的

定义，分析了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的需求，提出了科技资源应用效益评价的实

施方法。 

（8）科技资源引文分析及实施方法。给出了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的定义，分

析了科技资源引文分析的需求，针对科技资源引文分析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

技资源引文分析的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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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科技资源检测评价及实施方法。给出了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的定义，主

要是采用检测仪器等对产品、硬件、软件等科技资源的性能、质量等进行测量，

分析了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的需求，提出了科技资源检测评价的实施方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验证情况    

在浙江月立电器有限公司的产品全寿命管理的服务平台的构建和应用中进

行初步应用验证，能够满足服务平台的设计要求。 

四、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情况 

科技资源评价是对科技资源的质量、性能、相互关系等的评价，是解决科技

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标准为开展科技资源评价

提供参考模型，科技资源评价方法对不同的科技资源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科技资源

的质量、性能等的评价，这是科技资源共享的基础。本标准有助于提高科技资源

有序共享效率，促进科技资源共享和专业化协同，支持协同创新。 

五、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有关专利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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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起草工作组 

2020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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