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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介绍了航天科技报告工作的基本情况，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开展科技报告工作的意义，最后

就当前科技报告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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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天科技报告工作的基本情况 

航天科技报告是中国国防科技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是中国的 NASA 报告。航天

科技报告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它的发展共分为四个阶段：试点阶段、抢救阶段、提

高阶段和转轨阶段。到目前为止，航天系统产生的科技报告数量已达 10000 余篇，年编辑出

版量 1000 篇。在 1995 年原国防科工委计基字 3047 号文件颁布后，集团公司级和院、基地

级领导小组、编审委员会、编辑部、航天科技报告管理办公室以及院、基地所属的厂、所联

络员等，围绕此项工作的有关人员达 400 余人。现在，航天系统每年从型号费、预研费和技

术基础费中拿出足够的经费以保证航天科技报告工作的正常运行。 

为了更好地进行管理，20 年来，除了建立了一整套科技报告工作规章制度外，还针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课题研究，比如：国防科技报告提交范围的确定规范；国防科

技报告保密措施及非密化处理研究；航天科技报告基本概念研究；国防科技报告安全使用办

法研究；美国情报的保密与解密情况研究；1998-2000 年航天系列专题报告编写规划（草案）；

航天科技报告与知识产权关系研究；航天科技报告的推广应用与保密认证的关系研究。 

航天工业对科技报告工作如此兴师动众是因为历届航天系统的领导和专家都非常看重

航天科技报告工作的意义和科技报告的作用。 

二、开展航天科技报告工作的意义 

我国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航天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截止到 80 年代，30 年过

去了，我国第一代武器型号已基本定型并投入使用。当时航天部的领导、老专家已经认识到，

记录科研生产过程中经验教训、发展思路等的科技报告已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否则就会带

来严重的重复劳动，给国家和民族造成重大损失。 

从宏观上讲，航天科技报告可以帮助一个非航天技术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

航天技术国家；从微观上讲，它除了解决了具有保密要求的航天科技成果的正式出版问题外，

航天科技报告还凝聚了我国航天科技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科研过程中出现过的问题以及解

决的办法，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航天科技报告比一般学术论文更具应用价值，是用金钱也

买不到的不可替代的宝贵知识财富。在各种软件成果中，航天科技报告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实践证明：航天科技报告对航天技术的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1)在国防后续型号研制过程中有重大指导意义；(2)实用价值高；(3)报告论述的原则、

方法和理论有推广价值；(4)对培养航天后继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5)可提高社会生产力，

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三、对航天科技报告的交流与保密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1. 技术积累、收藏和交流是开展科技报告工作的全部内涵 

美国和前苏联搞竞争近 50 年，双方一直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战胜对方的主要手段。不

同的是，前苏联对科技保密作的严而又严，美国从它那里基本上得不到什么资料；相比之下，

美国有较完善的文献交流渠道和相应的保密政策。尽管前苏联从美国的出版物中得到了大量

的科学技术，美国仍然在工业、农业、军事、航天等领域占据优势。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

理的马丁博士说过：“美国的主要优势是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美国的空间政策是把 NASA

的空间技术作为国家资源，把航天科技成果推广到所有可以发挥作用的方面去，把军用技术

应用到民用领域中去，并且取得了不亚于开发空问方面的成就。”美国这样做，就好象从一

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牛皮！应用技术能力的开发，两用技术的推广，都是在发挥科技报告作用

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自我封闭，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封锁了别人，同时也封锁了自己。 

2. 当前在交流和保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载体之一的航天科技报告，产权问题直不够明确，从上到下，没有

个明确和权威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也就缺乏系统的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上基于上述情况所造成的认识的差异，在实际工作中出现

了三种倾向：导致科技报告涉密过多；出现保密过度和互相保密的现象；报告的技术含量低，

甚至不写技术内容。 

3. 航天科技报告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1)航天科技报告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信息资源。航天科技报告是航天科研生产

过程中的技术诀窍、工艺方法、试验和飞行参数与数据、产品配方等的重要载体，是一笔巨

大的无形资产和财富，对于航天科技的发展及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都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成

果申报依据。这些无形资产如何加以保护，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以提高整个航天产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将关系到中国航天今后的发展和在当今国际空间竞争中的地位。 

(2)知识产权的作用与功能。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律上所赋予人们对其智力成果或与其智

力成果相关的信息享有的专有使用的权利。知识产权的功能在于：可以合理配置知识资源、

智力资源。因为，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和版权，具有鼓励新知识的公开和传播的作用，他人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提高创造水平。如果没有专利法和版权法的保护，其他人

就可能进行重复创造。知识产权是引进新知识、新技术，吸引外资，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

显然，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新知识、新技术和资金不会进入我国，我国的航天产

品也不会进入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后，更要遵守有关的“游戏规则”，保护知识产权。 

(3)知识产权与航天事业。要将知识产权纳入科技创新体系，实施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战

略，就要改变以科技成果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激

励机制。对中国航天事业而言，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挑战，更是对中国航天工业在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航天工业跨越式发展等方面的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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