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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共享作为资源优化配置与利用效率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但到目

前为止，资源共享的内涵和本质等基本问题并未得到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本文在对共享、资源及资源共享等基本定

义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分析相关学科在关注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资源共享的认识。基于

此，对资源共享概念进行再界定，提出资源共享存在的3个本质特征，包括以利益交换为基本前提、通过产权让渡行为

而形成非独占关系以及满足稀缺方的需求。进一步论述了资源共享的产权转移条件和资源匹配条件，以期对资源共享

的相关理论体系建设和资源共享实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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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he Basic Problems of Resource Sharing 
Peng Jie1,2, Bai Chen1, Zhao Wei1

(1.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of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2.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optimal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resource sharing becomes a focus 
recently. However, the nature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its basic problems have not been interpreted systematic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basic and expansive definition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then we analyze the limit of related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concern points, the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that, we give the definition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the characters of definition elements and put forwards 
three basic characters, which including the interests exchanging as the basic premise, property right transferring to 
the formation of non-exclusive relationship and satisfying the demanders’ need. Further, we discuss the conditions of 
property rights transferring and conditions of matching, which is of great meaningful for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 sharing and the guiding of practice.
Keywords: share,resource sharing,non-monopolization, property right, interest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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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在学习工作、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频繁地听到

和用到这个词。资源共享可以理解为一种理念、一种手段、一种状态等，那么资源共享的本质究竟是

什么？由于资源共享主要是从实践中引出的问题，尽管不同学科都在关注资源共享，并从不同的角度

对资源共享进行了诠释，但关于资源共享的理论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跨越了

学科界限对资源共享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尚不多见。现组织刊发的《资源共享的本质问题研究》一文

将解读资源共享的本质，为资源共享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编  者

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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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重大转型，资源

的拥有、配置和使用方式，特别是共享程度、共享

效率的高低，日益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军事、政治、

经济等多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资源共享行为存在的范围极其广泛，从本质上

来说，资源共享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参与利益交

换的各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稀缺和追求效益最大化的

驱动下，以各方认可的机制实现资源产权的让渡或

资源的流动。从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存在个体间

的资源共享。随着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变，逐步出现

机构组织间的资源共享行为。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200年，别迦摩图书馆就从亚历山大图书馆获取图

书资料，开始初期的资源共享行为。后来资源共享

被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组

织行为学等领域，成为解释社会资源流动、资源演

化的重要概念。但是，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科由

于关注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差异，对资源

共享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片面地解读了资

源共享的本质。因此，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梳理关

于共享、资源共享的基本内涵及其概念定义，为完

善资源共享的相关理论体系建设和指导资源共享实

践提供依据。

1 共享、资源及资源共享的基本定义

1.1 共享的基本定义

中国的经典字典、词典，如在《辞海》、《中

国百科大词典》、《语言大典》中对“共”及“共

享”做出了基本定义，这反映了其日常使用的本质

含义。《辞海》[1]认为“共”包含了5种意义：（1）共

同，一样；（2）共有；共同使用或承受；（3）总共；

（4）一同，一道；（5）与，和。在《中国百科大词

典》[2]中对“共享”的解释是传播双方通过传播活

动所获得的对信息的共同享有，即在某一情况下某

种确定性认识的一致增加。这是传播活动的根本环

节，也是传播活动能够发生多方面作用的关键。

在《语言大典》[3]中对“共享”的定义是：（1）share 
in：表示接受者对于愿为其他人所有的某物接收部

分应用、享受或享有。（2）enjoy together：共同或

在一起享受或庆祝。《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图书

馆资源共享”条目言：图书馆的职能由一些图书馆

共同分担的运转方式。目标是提高图书馆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即读者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料和服务，各

馆可以用最少的经费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和服务。

共享的资源可以是实物、人员或资金，包括馆藏资

料、图书馆目录、工作人员的专长、存贮设施和计

算机等设备。

著名的汉英词典、英汉词典也对“共享”做出

了定义。在《高级英汉词典》[4]中“共享”（share）
的定义：共享、分享、均分、共有。（1）作为动

词，词义是分享、分担、均分、分配、参与的意

识。（2）作为名词，词义是一份、份额、参与。在

《韦氏英汉双解词典》[5]中“共享”的定义：（1）作

为不及物或及物动词，为与他人分享、合用之意；

（2）作为及物动词，为与他人均分、分摊之意；（3）
作为名词，作为一份、一部分之意。在《汉英大词

典》[6]中对“共享”的解释有共同拥有、共同使用之

意，enjoy together, share, sharing。相关的词语有：

共享利润 share in profits；共享胜利的喜悦 share the 
joys of victory；共享祖国的荣誉 share the honors of 
the motherland；共享操作系统 share operating sys-
tem；共享程序 share routine；共享磁盘系统 share 
disc storage；共享存储器 shared storage；共享地址

shared address；共享电子 shared electron；共享设备

shared device；共享数据集 shared data set；共享文

件 shared file；共享主存储器 shared main storage。
字典和词典对共享的定义和解释，主要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认为共享是一种状态，即参与共

享的主体达到共有、共用、共承受、分担的状态；

二是对共享的解释重点落在共享客体的内容上，关

注参与主体在对不同客体进行共享时的差异性。

1.2 资源的基本定义及共享资源的特征

《新语词大词典》[7]中对“资源”的解释为：资

源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自然条件的总和，

如土地、矿藏、空气、阳光和水等。《政治经济学

大辞典》[8]认为“资源” 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

基本要素。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常

以矿山和土地作为讨论的资源形态。而在现代经济

学中，资源的含义相当广泛，广义的 “资源” 包括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等 [9]。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和资金

资源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4种主要资源。

狭义的 “资源”概念一般是指自然资源。《技术学辞

典》[10]认为“资源”是为人们提供生活资料、生产

资料的各种来源。资源可以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

资源、经济资源等。但一般来讲，资源主要指自然

资源。在《人口管理实用辞典》[11]中引用了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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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环境、资源和发展” 专题讨论会上专家组对

“资源”的定义。认为“资源”一词包括人力资源、

资本货物和自然资源。后者是能用于生产过程中的

自然的组成部分。其中所谓资本货物一词，又称物

质资本，并不通用。它是指生产中的固定资产和基

础设施。我国有人把这一类资源称为经济资源。按

照上述划分，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又合称社会资

源，以与自然资源相对应。

从上述对资源的定义可以看出，资源是一个

包含内容非常丰富的词汇，传统上“资源”主要是

指自然资源，但随着经济的腾飞、科技的高速发

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资源概念的范围不断在

扩展。虽然可用于共享的资源都属于资源范畴，但

是我们所研究的资源并不是所有的资源，例如空

气、阳光这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虽然

具有有用性，但是每一个主体都有权利使用支配并

且没有权利剥夺其他主体的使用权力。因此，这些

资源具有天然的共享性，在现实中不存在任何矛盾

冲突。我们关注的是具有稀缺性的非天然共享的资

源，这些资源只有通过人为参与进行配置，才能改

善资源的稀缺情况，才能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稀缺性是指欲望总是超过了能用于满足欲望的

资源 [12]，即在某一特定的时空里，特定资源的总体

有限性相对于人类欲望无限性以及欲望无限增长而

言，亦即特定时空里有限的资源小于人类满足欲望

的总体需求。资源的稀缺性即物的有限性假定，描

述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13]。资源的稀缺性会引发资

源的配置以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而共享就

是其中的一种手段。

稀缺性资源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稀缺

性资源是具有价值性的，资源需求方获得其需要的

稀缺性资源便能够创造出满足利益要求的、更丰富

的资源，正是由于这些资源能够为人们带来增值利

益，所以主体才愿意通过各种途径来充分地获得并

利用这些资源。第二，从资源获取成本来看，由于

资源开发、生产、保存等过程都需要人力成本、物

力成本、财力成本、时间成本的先期投入，但是资

源需求方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成本投入是有限的，因

此需求方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方式，在可接受成本的

情况下获得所需要的资源。第三，从资源获取的时

效性角度来看，需求方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对资源需

求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随着时间推移，新的需求

会导致原有需求因过时而改变，因此需求方对资源

的稀缺是绝对的，而哪些资源是稀缺资源又是相对

的。

2 共享和资源共享概念的扩展研究

当今社会，“共享”是一个应用广泛的词语，

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共享”，根本无法满足理论

研究与实践操作的需要。已有的关于“共享”的研

究成果多从图书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组织

行为学等学科的视角对共享进行研究，不同学科、

不同视角带来了研究的差异性，也形成了研究的多

样性。

对于“资源共享”的字典定义主要集中于一些

专业性的词典中，如《图书情报词典》、《统计大词

典》、《中国百科大辞典》等。《图书情报词典》[14]对

“资源共享”的界定是：某一图书情报机构的资源

为其他图书情报机构共同享用的活动。共享的资源

为文献、书目数据、人员、设备等，而尤指文献资

源。资源共享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来确立，

目的在于提高服务工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其

机构包括联机书目数据库、书目服务中心、图书馆

网、情报网等；其规模可分地区性的、全国性的或

国际性的。《统计大词典》[15]从计算机资源共享的

视角对“资源共享”进行了界定，认为资源共享是

多个用户共用计算机系统中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在

网络系统中终端用户可以共享的主要资源包括处理

机时间、共享空间、各种软设备和数据资源等。资

源共享是计算机网络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

百科大辞典》[16]认为“资源共享”有两个层面的解

释：一是图书馆之间的联合与协作，使得每个图书

馆的藏书、书目、设备、数据系统等资源都能被其

他图书馆所利用。主要内容包括采购协作、集中编

目与书目控制、馆际互借及建立共同储藏系统等。

二 是 文 称Universal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 简

称UAP，亦可译作出版物在世界范围内的获取和利

用，或可译作出版物之普遍可用等，是指一项无论

何时何地都能最大程度地向读者（用户）提供其所

需要的出版物的目标或计划。

很多学科也从其自身学科研究特点和视角对资

源共享进行了界定。

社会学的研究者认为，“共享”是一种关系的

表征，共享关系联系着有特定目标和任务的人群，

他们共同关注有价值的资源，相互之间协调行动，

并提出资源共享是社会发展中行为主体的一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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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是人类的理想，是一种

社会整体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理性妥协 [17]。

系统工程领域从科学和调配资源角度认为资

源共享是系统中众多用户对共有资源的分享和利

用 [18]，认为资源共享是组织在其组成、功能、机制

上对共有、共存、共同的主动追求，组织成员之间

相互协调行动，并运用控制、规范等手段进行资源

的优化配置 [17]。

社会经济学和管理组织行为学借助共享二字的

字面含义给出“共享”的含义 [19-20]。“共”是指对客

体功能、机制、组成以及文化配置等方面的共有、

共用、共存的需求、追求，并通过控制、规范等

手段去处理这方面的管理问题；“享”是指享用、享

有、获取到。“共”和“享”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

“享”是“共”的目标，“共”是“享”实现的途径。

图书情报领域定义的共享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丰

富，大多表现为共有、同享、分享、分担、参加、

参与等 [21-23]。共享意味着既有付出，又有获得，

应当是付出和收益的平衡；同时，共享应是互不封

闭，信息公开透明，自愿公平交易，但又不是无限

制的开放，无条件的享用。“资源共享”是一种互惠

（Reciprocity），即每个成员都拥有一些可以贡献给

其他成员的有用事物，并且每个成员都愿意和能够

在其他成员需要时提供这些事务的伙伴关系 [24]。近

年来，图书情报领域的部分研究人员对文献资源共

享的关注点，逐渐从资源客体向中介、用户转移，

关注用户的需求和利益，关注个体的主体能力和思

维方式以及用户的个体行为等 [25]。

经济学领域认为共享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

其研究的核心是利益分配 [26]。共享的成因是获利，

因为人们是谋求“有益的后果”或者说高回报代价

的后果。因此，从社会交换的角度可对资源共享作

如下定义：资源共享是个体或组织受自我利益的指

导，与其他个体或组织进行资源的交换，获得利益

的过程，其目的是用最低的代价获取自身所需要的

资源，共享对双方而言是“各自获利”的结果。从

经济学理论的社会交换角度考虑资源共享，是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资源流动，是一种理性的、能计算得

失的资源交换，遵循公平、互惠的基本法则。

3 对资源共享本质问题的局限认识

不同的字典和学科以及不同学者对共享、资源

共享的字面解释和内涵理解的表述上有所不同，其

中存在着一些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过程，即“共”的共识。共的方式主

要包括共有、共用、在一起享受、均分、参与等，

这一过程需要参与共享的主体对客体的所有权或使

用权一起共同使用。

第二，对结果，即“享”的共识。资源共享达

到的最终状态是各方共同拥有或使用资源的状态。

尽管学者们对共享的解读存在着以上共识，但

是，这些研究在准确反应资源共享的真实内容和本

质特征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共享”概念本质理解的差异。社会

学侧重把“共享”描述为一种关系；经济学侧重为

一种利益交换行为；管理行为学侧重为一种状态；

系统工程则把“共享”定义为保障资源流动的系

统；图书情报领域认为“共享”是一个资源共用平

台。这些领域对于共享的描述各有侧重，仅仅是从

某个角度阐释了这一概念，是不全面的。

第二，没有揭示“共享”的深层次含义。不同

学科在对“共享”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描述

并形成共识的同时，并没有明确地指明资源共享的

一些本源特征。只有对这些本源特征进行清楚的界

定，才能够分析资源共享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机理，

以获得资源共享系统自身调整和外部有效干涉的途

径，进而达到最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第三，对资源共享中“中介”的定位和作用理

解存在偏差。某些研究将资源中介作为资源共享的

需求方。中介是资源供给过程中非必要存在的主

体，只是在复杂系统中才成为重要的主体，成为需

求的代理方。但是一些研究常常将中介的需求替代

了真正共享主体的需求，而忽视了资源共享的真正

需求方——用户。资源共享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资

源需求而开展的，没有了终端用户发出的需求，资

源提供方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基于上述分

析，可以认为，中介存在的意义只是促进作用，促

进资源匹配的效率。

4 资源共享概念的再界定

资源共享指的是通过共有和（或）共用的资源

非独占方式实现资源产权的让渡，使资源稀缺方获

得了所需资源。

资源共享以利益交换为前提，以资源的非独占

为基本方式，以满足资源需求为根本动力，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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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被提供为基础，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

创造为目标，以合理的协调机制为支撑， 资源共享

是一个稀缺资源从非共享状态到共享状态的过程。

4.1 资源共享本质特征分析

本研究对资源共享的概念界定存在3个本质特

征。

第一，资源共享是以利益交换为基本前提的。

参与资源共享的各个主体，以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作为驱动而进行资源产权让渡的行为。社会学认

为，参与资源共享的人群共同关注有价值的资源

而相互协调行动，而关注有价值资源的根本原因是

获得或提供资源的主体，能够通过获得对自身有价

值资源或提供满足需求的资源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提

升，因此利益交换是社会学定义中隐藏的含义。系

统工程学认为，资源共享包含了用户对共有、共

存、共同的主动追求，这描述了资源需求方对获得

资源、资源提供方对提供资源的主动追求，而该主

动追求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通过资源流动能够实

现互利。也就是说，该定义同样是以参与共享主体

利益的获取为基础。图书情报学对资源共享的理解

虽然常与“共享促进”、“共建共享”等相混淆，但

是仍然强调了共享既有付出，又有获得，是付出和

收益的平衡，即通过利益交换实现互惠。经济学的

定义认为，资源共享的核心是利益分配，这与我们

所描述的利益交换是一致的。因为经济学的理论体

系是建立在人是具有理性的、能够在面临给定的约

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基础之上，那么在资源

共享中，理性的参与主体在最大化偏好时，需要相

互合作而实现共赢。

第二，资源共享是通过产权让渡行为，而形成

共享主体对共享客体（即资源）的一种非独占的关

系。它是建立在开放基础上的，通过对资源产权，

包括对资源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

收益权和处置权等的再分配，而实现参与共享的各

个主体自愿公平交易。可以说，产权问题是资源

共享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资源共享体系是一个开

放的系统，资源共享过程公开透明，但需要指出的

是，它又不是无限制的开放、无条件的享用，必须

是在能够保护资源产权的基础上的共享。社会学认

为共享的实现需要参与主体相互之间协调行动。其

中，协调实现的深层次含义就是资源提供方能够接

受将所拥有资源的产权部分让渡给资源需求方，以

及资源需求方能够接受资源提供方对其所需资源的

让渡尺度。也就是说，社会学所指的共享实现的根

本是要主体间能够相互协调产权分配而达到社会整

体与个体成员间的理性妥协。系统工程学在对资源

共享的概念界定中强调，用户对资源的分享和利用

是运用控制、规范等手段实现的。其中，用户对资

源的分享即形成一种非独占的关系，利用控制、规

范等手段，即通过法律法规等措施实现资源产权的

合理配置而达到非独占的关系。图书情报领域强调

共享是参与方付出和收益的平衡，其中对于提供方

来说，付出的是对资源产权的让渡，收益的是需求

方为其获得的部分产权而支出的费用；对于需求方

来说，收益的是对所需资源部分产权的获得，付出

的是因获取资源而支出的各种成本总和。综上，虽

然各个学科在定义资源共享概念时所用的描述语言

和侧重点各异，但是深层次含义中都认为资源共享

最终形成的是一种非独占关系。也就是说共享和独

占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第三，共享要满足需求方对稀缺资源的需求。

“需求”是共享的动因，是资源需求方针对稀缺资源

的获得欲望。一些学科在对“共享”的“过程”和

“结果”层面形成共识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一共享的

根本动因。如果没有了需求方对稀缺资源获取的愿

望，就没有了共享行为发生的动力。只有分析资源

共享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机理，以获取通过资源共享

系统自身的调整和外部的有效干涉管理的途径，才

能达到最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4.2 资源共享的条件

4.2.1 产权转移条件

产权描述了资源共享客体与资源共享主体之

间的关系，是主体对客体一系列权利束的总称。它

规范了主体在共享活动中为获取所需要的稀缺资源

而引起的利益冲突，明晰共享资源的产权有将助于

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从状态上来看，资源共享是

相关主体之间在资源转化与协调机制的作用下，形

成的资源产权改变、价值创造力提升的一种优化状

态。正是合理的产权让渡方式，满足了资源稀缺方

的需求。

产权发生转移程度的不同，反映了资源共享

方式的不同。如果资源产权的转移率P%=0，则资

源产权完全没有发生转移，则此时是资源拥有方

对资源的独占而不是共享；如果资源产权的转移率

0<P%<100%，则资源产权发生部分转移，这时共

享主体之间对资源形成共享关系；如果资源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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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率P%=100%，即资源的产权发生完全转移，

则将形成新的资源拥有方对资源的独占形式，也不

是共享。

在资源各种产权形式中，所有权和使用权是

最重要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当主体拥有资源的

所有权时，也就意味着它同时拥有使用权。资源共

享中要么是资源的共有，要么是资源的共用，要么

是资源的共有和共用。以下进一步分情况讨论在资

源产权的转移率在0<P%<100%时的不同情况。第

一，通过共用的方式实现共享，可以通过如下几种

方式实现：（1）所有权完全不发生转移而使用权部

分转移，即所有权转移率R%＝0，使用权转移率

0<U%<100%；（2）所有权发生完全转移而使用权部

分转移，即所有权转移率R%＝100%，使用权转

移率0<U%<100%；（3）所有权完全不转移且使用权

完全转移，即所有权转移率R%＝0，使用权转移

率U%=100%；（4）所有权完全转移且使用权完全不

转移，即所有权转移率R%＝100%，使用权转移率

U%=0。第二，通过共有的方式实现共享，即所有

权必须发生部分转移，具体地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

式实现：（1）所有权发生部分转移而使用权完全不发

生转移，即所有权转移率0<R%<100%，使用权转

移率U%＝0；（2）所有权发生部分转移并且使用权

发生完全转移，即所有权转移率0<R%<100%，使

用权转移率U%＝100%。第三，通过共有和共用的

方式实现共享，此时所有权发生部分转移而且使用

权也部分转移，即所有权转移率0<R%<100%，使

用权转移率0<U%<100%。

具体如表1所示。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不论

以何种方式共享，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一定会发

生让渡而形成资源的共有和（或）共用。

4.2.2 匹配条件

资源需求与资源提供之间只有达成匹配，才能

真正实现共享。面对资源供给系统，需要识别什么

是满足需要的资源，什么是不能满足需要的资源，

也就是分析匹配程度如何，只有良好的匹配才能保

证共享获得成功、获得最佳的效果。因此，在实施

资源共享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资源需求方所需要资

源的特征和资源提供方提供资源的特征。只有这

样，才能确定共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如何促进

共享。上述描述包含如下几个含义：（1）正匹配。资

源需求方获得了所需要的资源，即资源提供方提供

了已获得的资源。也就是说，资源能够从资源提供

方流动到资源需求方，并且符合、满足了资源需求

方的需求。（2）负匹配。资源需求方获得了资源，

资源从资源提供方流动到资源需求方，但是资源需

求方经过辨识，判断该资源不是所需要的资源或不

是能够完全满足需求的资源，使得资源需求方需要

继续寻找完全满足需求的资源。

综上，实现资源共享需要具备4个基本条件：

第一，存在资源稀缺方对资源的切实需求；第二，

存在可共享的稀缺资源，且资源拥有方有提供资源

的意愿；第三，资源稀缺方需求的满足是通过与资

源提供方的资源共有和（或）共用的产权让渡方式

实现的；第四，资源需求方与资源提供方之间达成

供需的匹配。

5 结语

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革命迅速蔓延等诸多

因素，使得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而快速的发展必然

伴随着资源需求的增加。资源共享的实现可以有效

地减少浪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解决资源的局部

稀缺性。

本文跨越学科界限，尝试对资源共享的本质

进行揭示，认为资源共享首先源于对稀缺资源的需

求，然后通过产权让渡达到共有和（或）共用资源

的共享方式。资源共享面临着诸多挑战，分析资源

共享产生的原因和机理，对于获得资源共享系统自

身调整和外部有效干涉的途径，达到最终提高共享

的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表1  资源共享中产权转移的方式

使用权转移率

0 0<U%<100% 100%

所有权

转移率

0 独占（被资源所有者） 共用 共用

0<R%<100% 共有 共有和共用 共有

100% 共用 共用 独占（被资源需求方）

（下转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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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6]，势必要提高国家科技经费投入的效益；三是

机制政策的建立实施，提升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运行管理的效益，真正发挥平台运行服务的效能，

更有效地支撑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加

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运行，必须准确把握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概念和内涵，强化顶层设

计，不断创新机制，坚持“以用为主、开放服务”

的原则，促进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高效、有序、

持续发展，为全社会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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