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兴检奖项目公示表 

项目名称 标准化共性技术方法研究及标准研制 

推荐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项目简介 

新的社会环境下，技术不断创新、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管理手段也有了巨

大提升。这给标准化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关键

技术标准推进工程中设置了“标准化共性技术方法研究及标准研制”课题（课

题号 2006BAK04A07）。该课题针对标准化工作中所面临的技术、经济和管理等

方面的共性问题，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说，主要研究

了如何将技术发展成果用标准化工具来评价、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

准、在技术与标准结合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其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从而为提高

标准的科技含量提供技术支持。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系统分析了我国国家标

准中的产品标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立了一套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价

我国国家、行业或地方的标准化整体水平。从管理创新的角度来说，开展了标

准管理创新研究，以营造提高标准适应性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 

如何建立现代科学技术的评价方法是我们科技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难题。本

课题创新性地提出了技术增加值（TVA）、技术隐性收益和技术显性收益的概念

模型和运算模型，并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国家标准。国务院

副总理张德江专门针对该标准今后的实施作了重要批示。该评价方法将为 2008

年 7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提出的“国家建立和完

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评价制度”提供了技术支撑。依据该国家标准和

具体评价方法，开发了“科研项目评价与管理系统”通用的软件工具，并将该

方法和工具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零六所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进行应用，

取得了 6.1700 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和大量的间接经济效益，帮助二零六所获

得了 2011年国家现代管理成果奖。 

在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如何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并通过标

准化手段对创新成果加以推广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技术难题。本课题通过研究首

次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评价体系，构建了不同类型科技成果转化

为不同类型技术标准的转化模式，设计了具体转化路径。海尔集团通过运用该

方法成功推动了集团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制定了 8项国家标准。 

知识经济环境中，妥善处理好标准和专利结合的问题，是当前标准化工作

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本课题通过研究，提出了我国国家标准中专利问题的

处置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帮助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其部门规范性文件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征求意见稿）。该研究成果还推动

了 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出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理论

与教育研究所并为此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先进集体的奖励。 

本课题完成了任务书的要求，通过了验收。课题完成了 19 篇研究报告，

发表 19篇论文、2部论著，开发了 2套计算机软件，研制完成 1 项国家标准，

1项国家标准报批稿。 



成果推广

应用情况 

本课题通过研究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国家标准，开发了

“科研项目评价与管理系统”通用的软件工具。以上方法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张德江的专门批示，为 2008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

步法》提出的“国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评价制度”提供技

术支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零六所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应用该方法进行

科技项目管理，取得了 6.1700 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和大量的间接经济效益，

二零六所获得了 2011年国家现代管理成果奖。 

本课题通过研究构建了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标准的方法和体系。海尔集团通

过运用该方法成功实现了将集团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制定了 8项国家标

准。 

本课题通过研究提出了国家标准中专利的处置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帮助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了部门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征求意见稿）。该研究成果还被写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

的第 17 条，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理论与教育研究所并为此获得了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先进集体的奖励。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专利目录

（已授权

和已公示） 

1、软件著作权： 

科技成果申报系统V1.1；登记号2010SR024013；证书编号：“软著登字第0212286

号”；权利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2、软件著作权： 

科技成果评价系统 V1.1；登记号 2010SR024012；证书编号：“软著登字第

0212285号”；权利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其他知识

产权目录 

 

 

 

主要完成

人 

排名：1 

姓名：白殿一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作为课题负责人，从总体上对课题进行策划和组织，完成了课

题的申报、实施和验收。指导课题组制定了研究框架，完成了本课题的主要研

究内容，进行了成果凝练并形成了课题总报告，组织完成了课题的验收。在本

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①2005 年“国家术语、图形符号标准体系建设”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②2008 年“标准化工作导则国家标准 (GB/T 

1.1—2000、GB/T 1.2—2002)”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排名第一。③2008

年“《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 1 部分：图形标志及相关

要素》等 5 项标准” 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二等奖，排名第一。④2011 年“城

市图形导向系统标准化及应用研究”获得科技兴检一等奖，排名第一。 

 

排名：2 



姓名：汤万金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本课题设计，完成了“科技成果评价方法与标准化工具研

究”任务，重点围绕科技项目评价中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

“技术增加值”概念，以及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项目评价的原理与方法，牵

头组织制定了该领域第一项国家标准（GB/T 22900-2009《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评价通则》），出版专著一部（《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项目评价理论与方法》）。

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6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9项。其中一等奖 5项，二等奖 3项，

三等奖 1 项。 

 

排名：3 

姓名：赵朝义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负责课题的申报和组织实施，指导课题任务研究，完成课题研

究和成果凝练。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曾获 2007 年度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兴检奖一

等奖。 

 

排名：4 

姓名：王益谊 

技术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在该课题研究中，完成了 1 部研究报告，发表 3 篇论文。研究

了国际和国外标准组织对标准与专利结合的处置规则，为制定我国《国家标准

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征求意见稿）提供了借鉴，保证了该政策与国

际规则的一致性。将该研究成果写入了 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并

作为理论与教育所所长带领该所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先进集

体”的奖励。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①“标准涉及专利的信息研究及数据库开发”项目获“2011

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②“国际标准化发展研究”项目获

201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兴检奖”三等奖。 

 

排名：5 

姓名：柳成洋 

技术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方法研究”任务负责人，提出

了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转化模式和路径，并提出科

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保障体系框架和实施方案，探索出一条科技成果与技

术标准协调发展的路径。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09标准创新贡献二等奖、快递服务（第一）；2008标



准创新贡献三等奖、社区服务指南（第三）；2012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邮政业标准化系统建设与实施（第一）；2011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一

等奖、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第一）；2011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

奖二等奖、服务标准化导论（第一）；获“十一五”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先

进个人一等奖、2013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优秀青年奖、2012中国商业联合会科

学技术奖创新人物奖、2012国家质检总局直属机关青年五四奖章、2006国家

质检总局优秀青年先进奖称号。 

 

排名：6 

姓名：朱翔华 

技术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在课题研究中，完成研究报告 1 部，发表论文 6 篇。作为“标

准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关键问题研究”任务负责人，负责完成了本任务的主要研

究内容和《标准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关键问题研究报告》。本任务的研究成果为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暂行）》（征求

意见稿）和 2008《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本项

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①“标准涉及专利的信息研究及数据库开发”项目获“2011

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第一。②“国际标准化发展研

究”项目获 2011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兴检奖”三等奖。排名

第五。 

 

排名：7 

姓名：逄征虎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参与总课题的策划、论证。主持完成了任务 5“标准管理创新

研究”。协助完成课题总报告的撰写。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

量的 4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①《标准化工作导则国家标准 GB/T1.1 和 GB/T1.2》荣获

2004 年度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二等奖，本人在获奖名单中排名第二。

②《标准化工作指南系列国家标准 GB/T20000.1~5》荣获 2005 年度国家质检总

局“科技兴检奖”三等奖，本人在获奖名单中排名第一。③《国家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研究》荣获 2007 年度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一等奖，本人在获

奖名单中排名第七。④GB/T 1《标准化工作导则》荣获 2008 年度 “中国标准

创新贡献奖”一等奖，本人在获奖名单中排名第二。 

 

排名： 8 

姓名：王金玉 

技术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作为本项目中《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任务负责人，指导

任务组完成了任务研究框架、主要研究内容。指导任务组研究了标准化评价方



法，构建了标准化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利用该评价方法在典型行业领域和地

方开展了验证评价。该研究成果为制定我国标准化发展政策提供了基础数据支

撑。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①1996 年负责完成的《国外定量包装商品的检验及监督管

理》获得全国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②2010 年参与完成的《国家应急平台体系

关键技术系统与装备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③2012 年负责完成的《高

新技术企业技术标准战略研究》获得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一等奖。④2011 年参与

完成的《标准涉及专利的信息研究及数据库开发》获得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三等

奖。 

 

排名： 9 

姓名：程永红 

技术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作为子任务负责人完成了该课题子任务“国家标准中的产品标

准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任务编号：2006BAK04A07-3）,分析了国家标准中产

品标准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的 5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①2004 年获“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一等奖”。②2005 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③2007 年获“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二等奖”。④

2007 年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⑤2011 年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关

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优秀个人奖。 

 

排名：10 

姓名：田武 

技术职称：副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贡献：作为《标准化共性技术方法研究及标准研制》课题中《科技成

果评价标准化工具研究》任务的负责人，负责该任务的总体协调工作，并参与

具体研究工作。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 

主要完成

单位 

排名：1 

单位名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①为本项目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和提供了技术支撑。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长期以来致力于我国基础标准化的研究

工作，对标准化工作中的基础性、通用性、共性问题开展研究，并且实质性地

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成为了我

国标准化发展以及相关领域标准化工作的基础理论支持以及政策制定依据，为

本课题研究和项目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②完成了本项目的主

要创新工作。本课题设置了 6 个研究任务，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作为本项目的牵

头和主要承担单位，承担并完成了其中 5 个研究任务，是本项目创新工作的主

要完成单位。③完成了本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作

为课题承担单位，负责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工作，并将课题研究成果在多家单位

进行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④为本项目的创新提供了人才队伍。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长期以来奖励一支全方位的综合人才队伍，全院现有职工 500 余人，



包括研究员 30 名、博士及博士后 80 名，人才遍布标准化基础理论、原理方法、

节能减排、质量管理、国际贸易便利化、视觉健康与安全防护、现代服务等领

域；这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一支有力的人才队伍保障。⑤为本项目创新工作

的完成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作为本项目的组织牵头单位，

从总体上对课题进行策划和组织，并对 6个任务的 5家单位进行协调，保证了

项目创新的顺利实施和完成。 

注：项目公示表请转为 PDF 格式。表格内容须与推荐书内容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