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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内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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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体系结构、基本特征、功能定位等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指出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的建设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认为其建设的主线是整合科技资源，运行的核心是共享，关键是机制创

新，目的是提高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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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ed system structure, basic features, functions and position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platform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kinds of platforms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the mainline is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During their operation, its central role is to promo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open and share”. The key to 
achieve this is imple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ultimately aim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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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国务院批准科技部、财政部等有关

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重点

领域试点项目，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发改

委、教育部、财政部制定的《2004-2010年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再到目前科技部、财

政部联合开展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认定与绩效考

核工作，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已经走过了10年的

发展历程。10年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理

论与实践证明，要保障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持

续发展，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以下简称“条件平台”）的科学内涵。正确理解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内涵，是推进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工作有效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之一。本文将从条件

平台的体系结构、基本特征、功能定位、建设过

程、建设主线、运行核心、运行机制、建设目的等

方面进行梳理，揭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

内涵。

1 体系结构

根据前期研究成果，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

体系结构是资源、机制与服务的有机结合体。其框

架主要包括3个层面、6类平台、7个共性要素和一

个接口 [1]，如图1所示。其中，3个层面是实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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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层、应用网络层。实物层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资源载体的实物表现。数据层是实体层所含资

源的数字化和相关领域所集成的科学数据库（集）

的表现形式。应用网络层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重要的信息服务形式，是科技工作者与管理者获取

资源信息的重要途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这

3个层面和6类平台建设内容、7个共性要素、一个

接口有着密切关联性，相互起着支撑作用。6类平

台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主体建设任务；7个

共性要素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资源整合和运行

服务的保障体系；一个接口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资源与国际资源互联对接的渠道。实物层、数据

层是形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资源基础，7个

共性要素组成了资源集成的纽带。这个纽带将分布

在不同地方的资源优势单位有机联合起来，并通过

应用网络层向用户提供获取资源信息的重要途径，

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带动实体资源的共享。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是针对我国科

技资源多头分散管理、重复建设、相互交叉、效率

不高的现状，对传统科技资源建设、使用和管理模

式做出的一项重大改革。它不但拥有丰富的各类科

技资源基础，而且有以共享为核心的制度机制与人

才队伍体系 [2]，同时，还能够对社会提供有效、高

质量、公益性服务。因此，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体系结构是以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为基础，以政策机

制为纽带，采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所形成的逻辑

上高度统一、物理上合理分布、服务于全社会科技

创新的网络化的支撑环境。

2 基本特征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基本特征是非竞争

性和非排他性的。一般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

品称为私人产品，而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

产品称为公共产品。产品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

公共产品时不排斥也不妨碍他人共同使用，同时也

不会因此改变公共产品的质量、减少公共产品的数

量；产品非排他性是指对某一公共产品的消费不能

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特点，决定了竞争市场不可能提供公共

产品，只能依靠公共部门来提供 [3]。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国家科技创新活动

的公共平台，要求向全社会开放共享，为全社会人

员提供开放和服务，达到共同受益的目的。因此，

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产品，具有社会公共产品属性。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特征决定其只能由政府主

导发展，同时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建设和运

行。

3 功能定位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

展的工作体系。在这工作体系中，资源不断地向系

统输入实物资源、信息资源和管理要素等。由于系

统具有特定的组织、结构、属性，因而形成了如下

特定的功能。

（1）科技资源的“整合者”和“开发者”。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

设”，主要是针对我国科技资源多头分散管理、重

复建设、相互交叉、效率不高的状况进行必要的整

合。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既要以整合资源

为主线，资源共享为核心，盘活存量资源，加强对

资源进行集成、加工、处理、挖掘、保藏和质量完

善，同时还要根据需求，不断开展增量资源建设与

布局，为全社会提供最新、最优、最权威的科技基

础条件资源。

（2）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开放共享不仅为全社会提供丰富

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更重要的是瞄准需求，通过

服务机制创新，建立适合平台科技资源特点的共享

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知识

化的服务，有效支撑科技创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求。

（3）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管理者”。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服务过程中，借助现代信息技

术和相关评估方式对现有各类资源的开放利用情况

进行跟踪与监测评价，并对科技资源进行统计分

图1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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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综合利用和预测，为科技管理部门在资源配

置、增量资源建设与布局等方面提供相关决策依

据。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的本质是一个资

源共享的机制体系，因此，其管理的核心是建立统

筹、协同、共享、高效的管理体制。主要内容包

括：建立政府主导的可持续的多元化投入体系；建

立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和认定考核体系；建立有效

的激励与评估监督机制。通过有效的运行管理服务

使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发挥最大效益。

4 建设过程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过程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在不改

变现行体制的前提下，对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进行的

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是对跨部门、跨领域、

跨地方相关单位资源与优势的整合，涉及部门多、

资源类型多、参加单位多样化，在推进过程中要求

参加部门、单位转变意识，突破现有的条块界限。

这种探索和尝试，必然与现行体制发生这样或那

样的摩擦和矛盾 [4]。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之

所心是系统工程，是因为社会需求与所整合的资源

要对应起来，实体资源与资源信息化建设要相互关

联 [5]。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6类平台的任务与

各子平台建设内容不是完全隔绝或孤立的，是一种

内在的、必然的有机联系；平台资源整合、运行服

务与机制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工作整体。只有这样才

能使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真正落地，真正体现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效能，更有效地支撑科技进

步与创新。 

5 建设主线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主线是整合。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基础是资源，有了资源才可

能具有对外提供服务的产品。随着国家科技经费投

入的增长，许多科研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科技资源，

但在现行体制下多头管理、重复建设、使用效益低

下的现象还依然存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对现有的存量资源进行整

合，充分发挥不同类型资源的优势，形成1+1>2的

效能，使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益；提高国家科技经费

投入使用效率，在盘活存量资源基础上，根据科

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增量资源建设和配

置。因此，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以存量资

源整合与优势资源单位之间联合为基础的一项系统

性的工作。

6 建设和运行核心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核心是

共享。只有整合形成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资

源基础，才能对外开放共享、提供高效服务，才能

使平台“走起来”，才能体现平台价值和意义。不

能对外开放共享的可能是科技资源建设的范畴，但

不属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运行的内容。所

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不是以搞研究为主，而

是支撑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创新、服务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项长期性工作。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

设运行的核心是“以用为主、服务为本”。不开放

共享就不符合平台发展的宗旨，也偏离了平台的发

展方向。

7 建设关键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关键是机制创

新。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资源整合的一个主要

任务是推进资源优势单位之间的联合，要把资源

优势单位有效组织起来，其核心是要靠一个有效的

机制与政策，就好像各优势单位是一颗颗闪亮的珍

珠，机制和政策是一根引线，只有这根引线才能把

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起来，形成美丽的珍珠项链。

然而，无论是项链的价值还是效能，都远远大于原

来的一颗颗珍珠。所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

组织保障、政策制度、标准规范、运行机制、投入

机制、评估监督机制等是资源优势单位紧密联合的

纽带，更是保障平台高效运行的关键。政策机制就

像一个“粘合剂”，有序地把资源优势单位粘连在

一起，形成一个资源丰富、功能完备的支撑服务体

系。

8 建设目的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目的是提高效

率和效益，而建设的效率和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一是体现在科技资源利用和对外开放服务

的效益，针对需求，深度挖掘资源，开展知识化、

专业化和跨平台联合的专题服务，平台在科技、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效益将会最大化凸显；二是通

过盘活存量资源，合理布局增量资源，避免重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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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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