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两个环节包括 5 年一次的“一三五冶专家诊断评估和“重大突破冶目标完成情况验
收,一个基础是研究所关键指标年度监测。

在评价过程中,要突出国际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专家的诊断评议作用,不保密的工
作尽量邀请国际专家评估。 要利用我院“三位一体冶优势,重视发挥学部在专



基础类研究所,主要以国际同领域高水平专家为主组成专家组。 综合类研究所,由国
内外同领域高水平同行专家和用户专家组成专家组。 涉及国防任务量大的研究所根
据情况组织适合的专家组。 同类型研究所尽量组织相同的专家进行诊断评估。

(三)评估程序
相关专业领域提前确定被评研究所,聘请专家、形成专家组。 评估程序包括:研究

所自评,专家组提前审阅研究所相关材料,专家组到研究所开展 2 天左右的现场评议,
诊断分析同类研究所的同质化问题,形成诊断评估报告。

院对研究所的相关管理工作,如所领导班子届中届满考核、院巡视工作、业务局的
过程管理等要与“一三五冶专家诊断评估相互衔接,实现科学、高效管理。

四、“重大突破冶目标完成情况验收
“重大突破冶目标完成情况验收以重大突破为重点,判断研究所“一三五冶目标完

成情况,并以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检验。
(一)验收标准
对照院与研究所签订的任务书,以研究所“重大突破冶为重点,结合“一三五冶专家

诊断评估意见和研究所关键指标年度监测,判断目标完成情况。 如果院根据发展需要
对研究所任务书进行了调整,按调整后的任务书验收。

研究所的“重大突破冶根据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方向、关键核心技术、系统解决
方案、重大社会经济效益和重大影响咨询建议等六类“重大突破冶的参考标准,以及在
国际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促进科教融合等体制机制创新的重
大成效,进行认定。 六类“重大突破冶的参考标准如下:

重大科学问题和开辟新方向。 重大科学问题主要是本领域公认的重大科学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开辟新方向主要是提出新的理论主张或
认知框架,发现新现象或重要物质体系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发展一种新方法使理论
假设得到检验,发明新的仪器从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验收参考标准主要包括:入选
本领域国际年度重要科学进展;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获得本
领域国际公认的重要奖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产生国际同行公认的新学科、新方
向;在国际数学家大会等最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等。

关键核心技术。 重点是突破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国防安全重
大关键技术和开辟新的应用领域的变革性技术。 验收参考标准主要包括:获得国际国
内核心专利并得到应用;打破国际技术垄断或封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国家安全中的重大科技难题并产生重大影响;在所属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促进
新兴产业的产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以
上;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等。

系统解决方案。 重点是有核心技术突破,并集成多种技术,形成系统级解决方案,
建设和高效运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及重大科研仪器设备。 验收参考标准主要包括:实
现规模试验示范并有重大应用前景;形成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形成推广的示范装置;
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自主研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承担并完成国家安全总体性重
大任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以上等。

重大社会经济效益。 重点是开发、应用、推广科技成果,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产
—3—



业等,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验收参考标准重点看规模效益、增长性、扩散性、市场占有
率,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大幅改善民生;有效治理环境等。

重大影响咨询建议。 重点是围绕关系国家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