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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科技规划制定方法与启示
■ 任真

［摘 要］指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科技规划的制定，其采取的集中协调型科技管理体制有利于国家科技规
划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在对韩国科技规划制定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近年来韩国在科技规划的立法保
障、参与主体协作机制、技术水平评估、技术预见等方面的做法与特点，对韩国科技规划的组织模式和制定流程
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其对我国科技规划制定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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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韩国的电子工业、信息通信业等支柱产业之所以能在

较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得力于该国国家科技规划

和政府对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的成功实施。韩国政府所

采取的集中协调型科技管理体制有利于政府制定科技

规划，并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从而更好地推动国

家经济的发展。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对韩国的科技发展战略

与规划进行研究。秦涛等分析了近几十年来韩国在科

技政策调整、国家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工作与产业发展

相结合、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等方面的经验［1］; 刘仲华

研究了 20 世纪 80 － 90 年代韩国的科技体制、科技决

策体系和重要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2］; 王国进对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技术预见工作的发展历程、经验与不

足进行了分析［3］; 刘蔚然等剖析了 2000 年韩国出台的

“2025 年构想: 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背景、主要目标、

重点的科技发展方向与任务［4］; 佟贺丰以“2025 年构

想: 科技发展长远规划”作为韩国的案例，比较分析了

中日韩三国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目标、重点领域、

保障措施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和各自特点［5］; 康相武以

2000 年韩国制定的“2025 年构想: 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和 1992 年的“国家先导技术计划”作为案例，总结了美

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在科技规划与计划的制定、

管理方面的共性特征和差异［6］。

虽然国内对韩国科技规划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

但是大部分集中于对 20 世纪韩国制定的科技规划的

背景与内容分析，以及对韩国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的

历史演变过程进行综述，缺乏对 21 世纪以后韩国科技

规划的制定方法与流程的详细剖析。笔者在长期动态

跟踪与监测韩国科技战略与规划的基础之上，参考了

一系列可靠的韩文原始文献，总结其在科技规划的立

法保障、参与主体协作机制、技术水平评估、技术预见

等方面的特点，以韩国于 2010 年公布的“科学技术未

来愿景与战略”和 2013 年公布的“第三次科学技术基

本计划”作为案例，分析近几年来韩国制定科技规划的

具体方法与流程，挖掘值得我国科技规划制定工作借

鉴的经验，为我国即将开展的国家“十三五”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制定工作提供参考。

2 韩国科技规划的立法保障

2001 年出台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是指导韩国科

技发展的根本大法，为制定每 5 年一期的“科学技术基

本计划”、开展技术水平评估和技术预见提供了法律保

障，并赋予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 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 制定科技规划、协调和评估国家级研发计划、分配

政府研发预算的职能。

韩国《科学技术基本法》第 14 条对技术预见、技术

水平评估做出规定:“政府应就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

文化、伦理、环境的影响进行事前评估，并在政府的政

策措施中予以反映。为促进科技的发展，政府应评价

重要核心技术的技术水平，制定提高 技 术 水 平 的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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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第 20 条，韩国科学技术计

划评价院( KISTEP) 于 2001 年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能

是分析研究、参与制定国家科技战略与规划，属于国家

级的科技规划支撑机构［7］。

3 韩国科技规划的制定主体

1999 年，韩国依据《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设立了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任委员长，教育科技部

部长任副委员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韩国科技政

策的最高决策和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审批国家科技发

展规划，协调政府各部委的科技政策。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的设立使得韩国的科技管理体制由过去的部门

分散管理型转变为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中心的集

中调整型。
2013 年 3 月，朴槿惠政府根据修订后的《科学技

术基本法》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替代了原

有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其主要职能包括对科学技

术基本计划、各领域的科技研发规划、科技预算、科研

评估、人才培养、国际科技合作、区域创新等重要的科

技政策进行最终决策。该审议会设两位委员长，分别

由国务总理和由总统任命的一位民间联席委员长担

任，委员数量不超过 25 人，其中包括各部委的部长 13

人、民间委员 10 人，委员的任期为两年［8］。

作为国家级智库的韩国科学技术计划评价院则对

国家科 技 规 划 的 研 究 与 制 定 起 到 重 要 的 决 策 支 撑

作用。

4 韩国科技规划的前期准备

韩国在制定科技规划的过程中采取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即由政府确定长远的国家发展

目标［9］，并通过技术水平评估和技术预见等方式征求

基层专家意见，经过反复调整后再公布和实施科技规

划。技术水平评估是对过去和现状的研究，技术预见

是描述未来的技术发展途径，以上两项研究工作为韩

国科技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1 技术水平评估

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 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 负责每两年进行一次国家级重点技术的评估工作，

以便为科技规划的制定做好前期准备。为此，国家科

学技术审议会专门成立了技术水平评估委员会，由一

位委员长和 20 位委员组成。技术水平评估委员会还

下设 5 个大领域的分委员会: 信息电子分委员会，生物

医疗分委员会，机械、材料、航空、海洋分委员会，能源、

资源、环境分委员会，建设、交通、安全分委员会，每个

分委员会由约 10 位委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政府各部

委负责科技规划的专门机构和产学研各界，以上 5 个

分委员会分别负责各自领域的技术水平分析。由国家

科学技术审议会业务处和韩国科学技术计划评价院组

成的“综合支援办公室”负责综合分析美国、欧盟、日

本、中国等主要竞争对象国的技术水平，研究韩国与技

术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
2011 年 1 月，原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产学

研各界的 2 130 位专家进行了德尔菲调查，并对论文

和专利进行了定量分析( 见图 1 ) ，最终公布了“2010

年技术水平评估结果”。结果显示，韩国在 11 个领域

的 95 项国家级重点技术的平均技术水平相当于最高

水平 的 60． 2% ( 最 高 水 平 为 100% ) ，比 2008 年 的

56． 4% 上升了 3． 8 个百分点。2010 年，韩国的平均技

术水平比美国和日本分别落后 5． 4 年和 3． 8 年。2008
－ 2010 年期间，韩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缩短了 0． 3 年

－ 1． 9 年，正在迎头追赶发达国家［10］。

图 1 韩国技术水平评估的流程

4． 2 技术预见

技术预见是对未来较长时期的科学、技术、经济和

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其目标是确定具有战略性的

研究领域，以及选择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最大贡献

的关键技术群［11］。

从 1993 年起，韩国每 5 年进行一次技术预见工

作，由《科学技术基本法》予以法律保障。截至 2011

年，韩国共进行了 4 次技术预见( 见表 1) ，其中的前两

次技术预见运用了德尔菲法，由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

究院和韩国科学技术计划评价院共同完成; 而第三次

则增加了未来社会与社会需求展望、未来社会情景描

述等预测方法，由韩国科学技术计划评价院单方完成。
2009 年，韩国科学技术计划评价院启动了为期两年的

“第四次技术预见”，此次技术预见还采用了文本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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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论文网络分析等方法，以便更好地把握社会和科技

发展的态势［12］。这 4 次技术预见为韩国的科技决策

层提供了新兴科技领域的愿景和方向，确定了对国家

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极具潜力的新技术，技

术预见的成果均落实到国家科技规划的制定中。

表 1 韩国第一至四次技术预见

项目 第一次技术预见 第二次技术预见 第三次技术预见 第四次技术预见

报告题目 韩国的未来技术 韩国的未来技术 韩国未来社会与未来技术展望 科学技术开启未来时代

时间跨度 1995 － 2015( 20 年) 2000 － 2025( 25 年) 2005 － 2030( 25 年) 2012 － 2035( 23 年)

学科领域( 个) 15 15 8 8

具体技术( 项) 1 174 1 155 761 652

问卷调查项目
知识准备度、重要度、技 术 水
平、开发和推广的时间、信 任
度、约束条件

补充了“政策措施”
补充了“领先国家”和“资助主
体”

对前三次预见结果进行评估，
补充了“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问卷调
查阶段

准备阶段 1992 年 6 月 －1993 年 5 月 1997 年 5 月 －1998 年 5 月 2003 年 7 月 －2003 年 12 月 2009 年 －2011 年

德尔菲调查阶段 1993 年 8 月 －1994 年 9 月 1998 年 6 月 －1999 年 10 月 2004 年 6 月 －2004 年 8 月 2011 年 7 月 －2011 年 10 月

问卷反
馈数量

第一轮( 份) 1 590 1 833 5 414 6 248

第二轮( 份) 1 198( 回收率 75． 3% ) 1 444( 回收率 78． 8% ) 3 322( 回收率 61． 4% ) 5 450( 回收率 87． 2% )

技术预见方法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未来社会需求展望、
未来社会情景描述

德尔菲调查、未来社会与社会
需求展望、未来社会情景描述、
文本挖掘、论文网络分析等定
量分析方法

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负责审议和批准每次技术预

见的结果，其下设的“技术预见综合委员会”，由来自

科技领域和人文社会领域的 20 位专家构成，负责技术

预见工作的总体协调与组织。技术预见综合委员会还

下设 3 个委员会:①未来技术评估委员会: 由 8 个领域

的科技专家组成，每个领域约 10 位专家，负责对上一

次技术预见结果成功与否进行评估; ②未来展望委员

会: 由 3 个领域的科技专家和人文社会专家组成，每个

领域约 7 位专家，负责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和分析;

③技术预见学科委员会: 由 8 个领域的科技专家组成，

每个领域约 10 位专家，负责以未来社会展望为基础遴

选未来技术。

5 韩国科技规划制定的组织模式———
以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例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是根据韩国《科学技术基本

法》每 5 年制定一期的国家级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

划。2013 年 7 月，韩国总理郑烘原主持召开了国家科

学技术审议会会议，批准并公布了“第三次科学技术基

本计划”［13］，明确了 2013 － 2017 年韩国科技与创新发

展的愿景以及未来 5 年将重点推进的五大战略: 加大

研发投入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开发国家战略性技术; 增

强中长期的创新力量; 积极发掘新产业; 创造就业岗

位。计划通过振兴基础科学研究、培养创意型科技人

才、重点开发 120 项国家战略性技术和 30 项关键技术

等 78 项具体的政策措施，增强韩国的创新能力。

该计划由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牵头制定，并征集

了其他相关部委的意见。2012 年 4 月，“科学技术基

本计划推进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成员共 101 名，其中

46 名来自大学、36 名来自国立科研机构、19 名来自企

业。该委员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前者

负责对各领域的现状和在研课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各

领域的规划，后者负责为各领域规划的制定提供建议。

在该计划的制定过程中，韩国组织了各界专家分学科、

分领域召开讨论会，并得到了韩国科学技术计划评价

院的咨询支撑。在该计划制定完毕之后和正式发布之

前，韩国还为该计划专门召开了听证会，广泛征集民众

对该计划的意见与建议，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

结合的方式对该计划进行完善和修改，最后经国家科

学技术审议会审议批准，如图 2 所示:

图 2 韩国第三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制定

工作的组织模式

韩国政府在制定重大科技规划的过程中，注重吸

收政府、企业、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等方面的专家、学
者参与，很好地发挥了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公众、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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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利益相关方的协同作用。

6 韩国科技规划的制定流程———以科

学技术未来愿景与战略为例

2010 年 10 月，原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并

公布了由原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制定的、面向 2040 年

的“大韩民国的梦想与挑战: 科学技术未来愿景与战

略”，对国家科技发展前景进行了顶层设计。

为了实现韩国所设想的未来景象，即亲近自然、富
饶、健康和便利的社会，该战略在分析国际环境和国内

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的科技发展趋势，并提

出了使韩国在 2040 年跻身全球五大科技强国的科技

发展长期愿景与目标。该战略利用 SWOT 分析法遴选

出了可再生能源技术、气候变化监测与应对技术等 25

项未来核心技术和 235 项具体技术，并提出了今后将

重点推进的五大政策方向: 扩大创造性研究和前沿性

研究、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建设国际开放型创新体系、

开展绿色增长型技术创新、增强科技对国民和社会的

贡献作用，如图 3 所示［14］:

图 3 韩国科学技术未来愿景与战略的制定流程

该战略对 25 项未来核心技术和 235 项具体技术

的遴选过程共分 3 个阶段。第一阶段: 分析韩国现有

科技规划中的重点科技领域，包括对“第二次科学技术

基本计划”中的 90 个重点科技领域、“绿色技术研发综

合对策”中的 27 个重点技术、“新增长动力愿景及发展

战略”中的 17 个技术领域进行比较分析，以遴选对实

现未来社会目标具有较大贡献可能性的候选技术群。

第二阶段: 对韩国的科技实力进行 SWOT 分析，遴选具

有选择与集中可能性的技术领域。第三阶段: 以问卷

调查等方式收集的意见为基础，通过与专家小组协商

等方式听取专家的意见，最终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做出决策。

7 启示与建议

我国在制定国家科技规划时所采取的工作流程与

韩国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但是韩国的一些特色做法对

我国开展相应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韩国的技术水平评估和技术预见工作虽然启动的

时间晚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属于坚持最好的

国家之一，这得益于韩国《科学技术基本法》等一系列

法律的有力保障，因此，法制化和程序化可以说是韩国

科技规划制定过程的重要特征。我国迫切需要加快与

科技规划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保证科技规划

制定程序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使得科技规划的制定有

法可依。

韩国政府指定唯一的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审议

会负责科技规划的制定，把国家科技规划的优先领域

转化为各部委的具体目标，同时相应调整各部委的研

发预算。我国的科技规划体系复杂，科技规划制定过

程中所涉及的管理部门和咨询部门较多，包括科技部

代表国家制定的 5 年科技规划和不同时期的中长期规

划以及各部委制定的部门或行业科技规划、地方各级

政府制定的科技规划，导致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类似的

项目较多，造成资源重复配置。因此，我国可以借鉴韩

国的做法，成立国家级的独立的科技规划制定机构，不

仅可以保证科技规划的逐层分解，还有助于政府的科

技预算向重点领域倾斜并兼顾平衡。

韩国两年一次的技术水平评估为制定国家科技战

略与规划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评估的方式也在不断

创新。2011 年，由五大领域的专家分别对 11 个领域的

95 项国家级重点技术进行了评估，并在生物、能源与

资源领域采用了论文、专利定量分析方法与问卷调查

方法相结合的形式，提高了评估结果的科学性。与韩

国相比较，我国由科技部牵头开展的国家技术预测调

查中只是设计了“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这一指标，

下设“我国领先”、“同等水平”、“落后 5 年”和“落后 6
－ 10 年”等几个选项，采用德尔菲法得出的调查结果

显示: 我国在被调查的技术项目总体研发水平方面落

后世界领先水平 5 年左右［15］。在这项工作中，我国可

以借鉴韩国的做法，即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并使技术

差距的年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以便比较在不同的

历史阶段我国与世界领先水平的细微差距。

韩国在每 5 年一次的技术预见工作中不断丰富德

尔菲法调查的项目，在第二次预见中补充了“政策措

施”一个项目，在第三次预见中补充了“领先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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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主体”两个项目，第三次预见时不仅对前三次预

见结果 进 行 了 评 估，而 且 补 充 了“政 府 投 资 的 必 要

性”、“国际合作的必要性”等项目。在我国的“十二

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并没有涉及资源配置的内

容，建议在即将制定的国家“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中能够明确国家战略任务与资源配置的相互关

系，以区分政府主导、民间主导、国际合作等不同的技

术发展途径。

韩国在 4 次技术预见工作中还不断探索了新的技

术预见方法。例如，前两次技术预见运用了德尔菲法，

而第三次则增加了未来社会需求展望、未来社会情景

描述等预测方法，第四次技术预见时还采用了文本挖

掘、论文网络分析等先进技术，以便更好地把握社会和

技术的发展态势。我国也应在国家“十三五”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将定性和定量、主观和客

观的分析方法进一步结合，以提高我国科技规划制定

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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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South Kor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mak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Ｒen Zhen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
［Abstract］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Kore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ma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ic plan and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of centralized coordination is beneficial to enact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plan． Based on
reviewing the method of South Ko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making，it analyzes the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islative guarantee，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players，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technology foresight，and makes
case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 model and planning process of Korea． Finally，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enlightenment for
making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ic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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