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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梁 伟 唐守渊 冯 驰

（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重庆 ４０１１４７）

摘要：介绍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背景和“政策法规、实物资源、管理服务、网络运行和专业服务”五

大体系，总结平台的双向补贴、多元共建、动态服务系统等特色，探讨平台建设取得的成效，分析平台目前存在的问题问题。

最后提出平台建设的发展思路，即广泛收集仪器资源，进一步提高仪器资源整合率；全面了解企业需求，提高平台服务能力；

主动宣传，推送服务；推动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全程服务系统；建立分析测试综合服务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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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济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经济发

展的速度、结构和质量并不均衡。都市经济圈发展较

好、渝西走廊和三峡库区较为落后，二元结构特征突

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

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绝大多数大型科学仪器分布在

主城区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其他地区和单

位则很少。为适应经济发展和企业的需求，迫切需要

对分散的仪器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近年来，国家对

科技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大，２００４年科技部等四部委
出台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纲要》。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市于同年启动了大型科

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

源共享平台由重庆市科委、市财政局、市教委和市物

价局牵头发起，平台依托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通过

补贴、奖励等激励措施吸引在渝高校、科研院所和各

类企业参与，共同推动大型科学仪器的资源整合和

对外开放服务。经过４年多的建设，平台已经具有相
当规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实物资源、管

理服务、网络运行和专业服务五大体系，明显提高了

大型科学仪器的使用效率并节约了资源，为重庆市

建设成为 “长江上游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科研成果产

业化基地”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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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共享平台构成体系

１．１ 政策法规体系

重庆市非常重视平台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

２００４年平台成立之初就制订了 《重庆市大型科学

仪器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详细规

定了平台组织机构的组成、入网仪器的条件、大型

科学仪器资源共享的权利和义务、资金来源和使

用、共享仪器的收费和补贴、奖励与处罚等。２００６
年，平台制订了《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考评

激励办法》，规定了考评激励的范围、考评激励的程

序、考评激励的内容和指标以及激励的具体措施。由

于考评激励关系到调动仪器单位和机组的积极性，

对平台推进非常重要，因此分别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
和２００９年又重点对考评的指标进行了修改，增加了
使用机时的权重，并把动态服务系统采集的数据作

为使用机时的主要考核依据。２００７年，平台出台了
《重庆市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管理办

法》，规定单台价格在５０万元人民币以上，成套价格
在１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型科学仪器，必须由市
财政局、市科委和市教委等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对新

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必要性、合理性、前瞻性等进

行可行性技术分析评议，评议结果作为批准购买的

重要依据。该办法对联合评议的申报程序、评议程序

都作了具体规定。２００９年，平台制订了《重庆市大型
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动态服务系统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规定了动态服务系统的安装范围、安装程

序、权利与义务、动态采集数据的应用等。

１．２ 实物资源体系

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加入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
资源共享平台 （简称 “入网”）的大型科学仪器达

１４６９台套，入网单位８０家，入网仪器总价值约１２
亿元。其中，单台价格在３０万元以下的仪器为６９１
台，占４７％；单台价格在３０万～５０万元的仪器为
２９３台，占２０％；单台价格在５０万～１００万元的仪
器为２７９台，占１９％；单台价格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
仪器为２０６台，占１４％。入网仪器单台价格最高的
是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结构动力实验所的地震

台，该设备价值３５００万元。从仪器分类来看，色谱
类仪器１６８台，占１１．４％牷质谱类仪器３５台，占

２．４％牷光谱类仪器６３台，占４．３％牷显微镜类仪器
８４台，占５．７％。

１．３ 管理服务体系

一是成立了由市科委、市财政局、市教委和市

物价局等市级部门组成的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

源共享管理委员会，由市科委主任出任管委会主

任，并在市科委设立管委会办公室。二是依托重庆

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了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

共享服务中心，负责收集仪器入网、建立平台网站、

审核和发放补贴和平台宣传推广等具体共享事

务。三是在仪器设施比较集中的大学、科研机构和

大型企业建立共享服务分中心，负责推进本单位科

学仪器内部共享。目前，已在重庆大学、第三军医大

学、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长安汽车集团、重庆科技

检测中心等单位成立了１３个服务分中心。
１．４ 网络运行体系

目前，平台已经开通了门户网站，并经过两次

改版。平台网站设置了仪器信息、统计分析、专家

信息、电子地图、网上会展、虚拟实验室、技术论

坛、服务指南等栏目。门户网站还包括大型科学仪

器资源数据库、多种网上服务流程、仪器知识库等

信息。同时，各分中心也都建立了网站或网页，全

面展示本单位的仪器信息。另外，平台在全国率先

建立了大型科学仪器远程动态服务系统，实现了

对仪器资源使用情况的实时监测。

１．５ 专业服务体系

为了更好地为全市科研人员服务，成立了独

立法人的社会团体重庆市分析测试学会。学会秘

书处设在平台服务中心。目前，已设立了色谱、光

谱、电镜、汽车摩托车、医学、环境与产品质量、公

共检测等 ９个专业委员会，拥有各类分析测试专
家１０００多名，人员广泛分布于各行业和领域。实
践表明，学会实际上起到了平台专家委员会的作

用。学会的成立，为入网仪器审查、考评、仪器操作

培训等平台技术性工作提供了专家支持，提高了

平台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２ 共享平台的特色

２．１ “双向补贴”的激励机制

为了激励用户、机组及仪器单位的积极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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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设立了财政全额拨款 １年 ２００万元的专项资
金，实行补贴用户、奖励机组和仪器单位的双向激

励机制。在平台入网仪器中，专家遴选出４０２台协
作共用仪器。凡是用户使用这些仪器进行科研和

技术开发所产生的费用，可采用 “先缴后补”的方

式向服务中心申请获得１０％～３０％的补贴。对参
与共享平台并且服务优良的单位和仪器机组，在

年终考评后依据考评成绩，实行 “以奖代补”的形

式给予一定运行经费补贴。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对用户、
机组及单位的奖励补贴经费共达３５１．８９万元，其
中对用户的补贴经费约占４０％，对机组及仪器单
位的奖励补贴经费约占６０％。通过少量的财政投
入，有效地盘活了１２亿元的仪器存量资产，杠杆
作用十分明显。

２．２ 部门联动、军民结合、产学研结合的多

方共建管理体制

多方共建管理体制目的在于发挥全社会的力

量，共同推进平台建设。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

是跨部门联动，建立了市科委、市财政局、市教委

和市物价局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并经常性地与

市经委、市中小企业局开展联动。跨部门联动提高

了平台的统筹和协调能力，推动了共享工作的开

展。二是军民结合。由于历史原因，重庆市军工企

业较多，他们的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在市内占有很

大比例。平台吸收了重庆长安（集团）有限公司、第

三军医大学、建设集团、兵工集团、后勤工程学院

等军工单位成为协作共用单位，有效地促进了军

工单位仪器资源为全社会所用。三是产学研结

合。平台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收集产学研三方资

源，尤其注重整合 “学和研”的仪器资源为企业服

务，促进产学研技术合作。

２．３ 率先在全国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远程动

态服务系统

考核是评价服务效果和调动仪器单位积极性

的关键，但考核的难点在于难以掌握仪器使用机

时的真实数据。平台在全国率先安装了远程动态

服务系统，这是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

台的一大特点。该服务系统包括３个部分，一是安
装在仪器上的采集盒，二是数据传输程序，三是动

态系统管理软件。通过服务系统，仪器的开机、关

机、待机状态一目了然，实现了实时显示、动态采

集信息和在线统计。目前，平台已安装了２００台采
集盒，覆盖了多数分中心和部分协作共用单位。在

２００８年平台考核办法中，明确了仪器利用率数据
主要采用动态采集数据，保证了考核的科学性和

权威性，客观地评价了各单位大型科学仪器资源

的对外服务和使用情况。

３ 共享平台建设取得的成效

３．１ 显著提高了仪器使用效率，减少了仪器

闲置和浪费

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以

来，加入平台的仪器使用率从建设初的 ２５％左右
提高到了６５％左右。由于平台对仪器资源的整合
和共享，原来不为人知的仪器逐渐被用户熟悉并

得到了使用，全市范围内的仪器服务机时数明显

提高，２００８年平台入网仪器服务机时达 ９１万小
时。其中，长安（集团）分中心入网的３７台仪器总
服务机时达２７１７５小时，同比增加 ２３％；重庆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分中心的机时达到１９６２小时，按
照教育部制订的 １４００小时年标准机时计算，实际
使用机时已经突破 １４０％；电子显微镜的服务已
经延伸到了西部乃至全国，仪器利用率超过

１００％。仪器使用率的提高，极大地减少了仪器的
闲置和浪费，同时也为仪器单位增加了一定的经

济收益。

３．２ 减少了仪器重复购置，节约了财政资金

不少用户通过平台了解到市内已有某种仪

器，而放弃了购买计划，从而就减少了仪器重复

购置，节约了财政资金。例如，重庆市很多企业、

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曾经计划购置电磁兼容实验

装置，当通过平台了解到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和

西南计算机有限公司等单位均建成了电磁兼容

实验室，于是放弃了自建计划。仅此项就节约了

大量资金。

３．３ 降低了科研成本

一些单位原计划到外地做实验，但平台建成

后就可以在市内完成，这就大大降低了科研成本，

也缩短了新产品开发时间。重庆市仪表材料所承

担的“新型超导磁材料ＮｉＺｎ铁氧体”课题，需要对
粉末原材料形貌和颗粒直径进行重点测试。原来

·专题报道：科技资源管理与共享·梁 伟等：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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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所准备将样品送到外地，后来通过平台了解到

五九所可以检测，于是在本地就圆满完成了测试

任务。重庆李尔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过去许多样

品都送到国外检测，费时费力，现在通过平台大多

数样品都可在重庆进行测试，大大节约了时间和

资金。

平台不仅为重庆市内的用户，同时也为其他

省市的用户节省了开支。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贵州省某
企业准备到西安做电磁兼容实验，后通过平台得

知重庆的西南计算机有限公司能做相关实验，而

且收费便宜，于是改由该公司做，因此节约了科研

时间，降低了成本。

３．４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平台建立以来，社会效益明显。２００７年时任
国务委员陈至立对重庆市的平台建设作出批示

予以肯定，要求在全国推广重庆的经验和做法。

中央电视台、重庆日报也先后对此进行专题报

道。平台有效地促进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仪器资

源流向企业，大力支持了企业技术创新。２００８年，
平台服务企业 ２２００余家，测试样品上百万件，支
持科研项目 ６０００多项。另外，加入平台的一些单
位还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了作用。２００８年三鹿
奶粉事件发生后，重庆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重庆市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３个分中心在牛奶三聚氰胺检测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日常检测

中发现一批出口罐头中含有三聚氰胺，一旦这批

产品出口国外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该分中心

迅速组织技术攻关，找出了该批罐头三聚氰胺的

来源，为企业消除了隐患，保证了产品的顺利出

口。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重庆交
通科研设计院分中心携带地质雷达仪等多种入

网仪器设备前往灾区，为灾区恢复重建作了贡

献。

４ 存在问题与发展思路

４．１ 存在问题

（１）仪器共享意识和对外服务积极性不高。近
年来，重庆市的仪器共享和对外服务意识有了显

著提高，但旧有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一是对外服

务的积极性不够。二是仪器所在部门往往倾向对

本单位内部服务，更愿意自己购置仪器设备。三是

项目经费多，而且在计划中有购置仪器设备的硬

性规定。四是有些院所的项目团队划地为牢，根本

不对外服务；也有单位因知识产权、科研保密等原

因不愿向社会开放。

（２）用户、机组、分中心和服务中心的沟通交
流不够。虽然平台已经将用户、机组、分中心和服

务中心联系起来，但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远

远不够。首先，用户和分中心、服务中心之间缺乏

沟通。用户与机组联系多，但很少和分中心、服务

中心联系，这导致用户的意见和需求难以汇集，平

台的发展与用户需求有脱节现象。其次，机组和服

务中心联系少。由于平台有上千个机组，因此服务

中心一般只与分中心或协作共用单位打交道，与

机组联系少，对机组的工作情况、意见和诉求不了

解，难以调动机组的积极性。沟通和交流不够的深

层次原因是尚无更好的机制和政策来确保这种沟

通交流的进行。

（３）宣传力度不强。平台的宣传形式主要为报
纸、电视和推介会等，手段不少，但力度还不够；各

分中心和机组的宣传力度更是不够，在主动派送

仪器资源 “下乡入园进企”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平

台的社会知晓度不高，阻碍了应用推广。

４．２ 发展思路

（１）广泛收集仪器资源，进一步提高仪器资源
整合率。目前，平台已入网了１４００多台套大型科
学仪器，但在全市仪器中所占比重还偏低，还要继

续收集和整合资源。一是要加强新购仪器入网。一

些协作共用单位新购仪器后，没有及时入网，使资

源整合大打折扣。二是与市国资委合作，加强大型

企业集团，如化医集团、机电集团、轻纺集团、重钢

集团等仪器收集工作。三是扩大范围，加强与各区

县合作，收集区县科学仪器资源，方便区县科研人

员使用仪器。四是加强整合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

室的大型科学仪器。

（２）全面了解用户需求，提高平台服务能力。
平台要有效发挥科研人员助手作用，离不开对科

研人员需求的详细了解，应从以下 ４方面加强用
户需求调查：一是建立用户长效沟通机制；二是开

展企业用户需求调查会；三是增加在线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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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随时提意见和建议；四是把用户需求满

足情况纳入考核体系，促进仪器单位和机组人员

服务质量的提升。

（３）主动宣传，推送服务。平台要提高知名度，
让更多科研人员了解和使用平台，除要维持常规

宣传方式如报纸、电视等外，还需主动宣传：一是

深入企业、工业园进行推介宣传；二是发挥机组人

员直接面对用户的宣传推广作用，制订激励措施；

三是在企业集中的地区建立平台宣传与推广中

心。

（４）推动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全程服
务系统。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全程服务系统是

一个新概念，它是通过为用户发放分析测试卡，全

程记录用户使用情况的网络管理系统。通过该卡，

用户可以实现充值、付费和享受补贴；服务中心可

以掌握仪器对外服务情况，并可以据此作为发放

分析测试补贴的依据；分中心也可以通过该系统

加强对机组的管理。该系统和目前已存的动态服

务系统相结合，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仪器利用率

数据。另外，该系统可以让线下交易变为线上交

易，从而激活平台，使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５）建立分析测试综合服务体系。建立分析测
试配套服务体系可深化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服

务，为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工作提供长远的人

力、技术和物质基础保障。建立分析测试综合服务

体系主要包括：一是加强综合性和行业性分析测

试机构建设，依托现有的重庆市科技检测超市（重

庆市科技检测中心）将市内一些重点大型科学仪

器进行集中管理 犤１犦；二是建立耗材试剂配送、仪器

维修、会展等服务体系；三是继续加强重庆市分析

测试学会建设，充分发挥各专委会作用，加强分析

测试技术交流和培训，增强分析测试人才队伍能

力。需要说明的是，建立分析测试综合服务体系并

不是要新增实体机构，而是利用现有的大型科学

仪器资源共享平台、重庆科技检测中心、分析测试

学会等机构来进行。

５ 结 语

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几年

以来，深刻认识到以下方面的重要性：一是仪器资

源共享工作牵涉面宽，协调难度大，因此要充分争

取各方面力量参与，尤其要争取相关政府部门的

支持和配合；二是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要高度

重视调动仪器拥有单位和机组的积极性，使其愿

意将其仪器提供出来，并激发其对外服务热情；三

是平台建设应当掌握仪器使用的真实数据，一方

面使考评有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能实时了解平

台运行的真实效果；四是要加大宣传力度，使更多

用户了解和使用平台资源；五是要重视平台门户

网站建设，使网站能够尽可能方便用户查询仪器

信息，得到帮助犤２犦；六是要建立技术支撑、咨询服务

和培训的专家队伍，为平台发展出谋划策，为用户

答疑解难；七是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最好不要以项目的方式进行，而应设立大型科学

仪器资源共享的专项资金，从而使该项工作有长

期而稳定的资金保障。

总之，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是一

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许多问题和困难都是在实

践过程中遇到并逐步解决的，许多思路都是在实

践过程中探索获得的。因此建设大型科学仪器资

源共享平台，需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需要有精心

规划、分布实施的工作思路，更需要有长期坚持不

懈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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