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2 卷 12 期  ISSN: 2661-3751(Print);  2661-376X(Online)

·6 ·        科研管理

浅议制约科研管理工作的因素及对策

唐彦波

腾飞科技公司  安徽黄山  242700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是社会第一生产力地位的确立，社会各界对于科研工作的关注程度大幅提升，从

而有效推动了我国科研水平的全面提升与优化，为我国科研工作的有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此过程中，通过

对大量科研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人员指出，为了有效实现科研工作的合理开展与落实，相关工作人员在进行科研工

作的同时应积极做好对于相关工作的合理管控，以便确保科研工作的有序开展与顺利落实，为科研成果的获取提供

帮助。本文针对制约我国科研管理工作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旨在有效推动科

研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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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指出，为了有效实现科研工作的合理开展

与落实，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做

好队伍管理工作的充分关注，从而有效实现对于科研工

作的系统管控，为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保障。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科研工作

者可以进一步实现对于科研成果的有效保护，对于我国

科研工作成果的充分转化与有效应用具有良好的促进作

用。然而，就目前而言，通过结合大量科研管理工作发

展情况，研究人员指出，在科研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

仍存在较多的影响因素，从而导致科研管理工作综合水

平相对偏低，不利于我国科研事业的全面发展。针对这

一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应积极做好自我反思，从而有效

实现科研管控水平的全面提升。

一、制约科研管理工作的相关因素
（一）管理人员专业素质偏低，不利于管理工作的开展

在科研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作为相关管理工作

的主要实施者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往往会对

管理工作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然而，就目前而言，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人员指出，现阶段，我国科研管理

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往往存在弱化的问题，

继而不利于管理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对管理工作进行合理

的开展与落实，对于我国科研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与顺

利之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与阻碍。此外，相关调查显示，

部分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相对偏低，从而不利于其有效

结合此管理工作现状进行合理调整与转变，对于我国科

研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造成了阻碍。

（二）科研管理工作制度匮乏，不利于细节工作的落实

就目前而言，我国科研管理工作正处于探索的阶段，

因此，部分科研机构并未有效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实

现科研管理工作制度的有效制定与完善，进而不利于科

研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对我国科研管理工作

的合理执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阻碍。另一方面，由于

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相关科研管理工作在具体执行问

题上往往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完善，具体来说，在细节

问题管理工作方面，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管理工作人

员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相关问题的合理管控，继而不

利于我国科研工作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对科研工作效

率的提高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三）管理工作技术水平弱化，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

大量调查显示，现阶段，我国科研管理工作的技术

水平相对较为薄弱，主要以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为主。

实践表明，基于这一管理模式下，部分管理工作人员往

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科研工作的系统管控，对于我国科

研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与有效落实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与此同时，基于人工管理模式下，科研人员在对科

研工作的数据进行处理时往往难以实现对于数据的动态

调整与及时更改，继而不利于科研工作的有序开展，对

于我国科研综合能力的优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与阻碍。

（四）监管工作体系尚不完善，不利于管理方法的调整

相关数据表明，现阶段，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在开展

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并未有效实现监管体系的有效建立与

落实，从而不利于管理方法的及时调整与变革，继而对

我国科研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造成了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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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与阻碍。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指出，由于受到监

管体系不健全的影响，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管理工作的

同时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管理要点的及时变革，进而

不利于管理工作综合能力的提升，对于我国科研管理工

作效率的优化造成了限制。

二、优化科研管理工作水平的相关对策
（一）定期开展管理人员培训，推动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研究人员指出，为了有效推动我国科研管理工作

综合水平的提升与优化，相关科研机构应定期组织科研

管理工作人员就相关科学知识与管理理论进行系统的学

习与培训，从而帮助其进一步实现对于相关内容的充分

掌握，为科研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落实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保障。实践表明，通过对相关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与

探究，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可以有效结合专业理论对当前

我国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及时调整与优

化，对于我国科研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提升具有良好的

促进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内容进行合理分析，

研究人员可以更好的帮助科研工作人员实现对于管理工

作的系统探索，对于我国科研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有效完善管理工作制度，合理保障管理工作细化

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为了有效实现我国科研管理互

助综合水平的提升，相关机构应积极结合自身日常管理

工作发展情况对管理工作制度进行合理的制定与完善，

继而推动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为我国科研管

理能力的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在这一问题上，

大量实践表明，通过对管理工作制度进行合理的完善，

管理人员可以进一步促进管理工作的有效执行，对于科

研管理工作的细化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另一方面，通

过有效实现相关制度的制定与确立，管理工作人员可以

结合实际情况有效实现对于具体工作的充分执行，对于

科研管理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与各个部门之间的

充分协调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

（三）积极做好先进技术引入，有效提升管理工作水平

研究人员表示，为了进一步实现科研管理工作综

合能力的提升与优化，相关工作人员在开展科研管理工

作的同时应积极做好对于先进技术的合理关注，以便有

效推动先进管理技术在科研管理工作中的合理应用与落

实，为科研管理工作综合效率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与

保障。实践表明，通过信息技术的有效引入，科研工作

者可以有效实现网络管控平台的建立与完善。基于此，

在科研管理部门开展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可以进一

步结合实际情况做好管理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管

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另一方面，通

过网络技术的引入与应用，科研管理人员可以进一步实

现对于相关数据的动态调整与科学计算，对于我国科研

工作效率的全面提升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

（四）合理推动监管队伍建设，确保工作要点及时调整

总的来看，在科研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作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监管环节的开展与落实有利于帮

助管理人员及时对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发现与解

决，对于管理工作综合效能的提升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

另一方面，通过相关工作的合理开展，管理工作人员可

以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对科研管理工作的相关要点进行

归纳，对于管理工作综合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研究人

员表示，在这一管理环节的引导下，科研管理人员可以

有效实现自身管理经验的充分积累，对于我国科研工作

的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有利于推动我国科学

技术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对于我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提

升与科研技术综合水平的优化具有良好的导向性作用。

结语：
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科研工作的开展与

落实对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与综合国力的强

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此，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

位的不断加强，社会各界对于科研工作的关注程度大幅

提升，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科研管理工作的开展与落实。

研究人员指出，通过有效实现对于科研工作的管理，相

关工作人员可以进一步实现科研技术水平的有效提升，

对于我国科技成果的落实与应用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

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实现科研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提升，

相关工作人员指出，科研管理工作者应积极结合当前我

国科研管理工作发展情况进行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同时合理应用先进管理技术对管理工作进行辅助，以便

为我国科研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奠定基础。与

此同时，管理工作人员在开展具体工作的同时应合理做

好监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便有效实现对于管理工作

中潜在问题的及时纠正，继而为科研管理工作的全面优

化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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