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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已逐渐由以资源整合建设为主的“边建设、边服务”阶段，转向以运行服务为主的

“边服务、边建设”阶段。如何全面理解运行服务阶段的平台组织管理，建成什么样的组织管理机构才能更好地促进平

台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是当前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全面剖析高效运行的组织管理机构在平台运行服务中重要意

义的基础上，结合调研和实践对与运行服务相适应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组织管理机构组成与职责进行分析，并以地球

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为例，分析组织管理机构在平台运行服务整体链条中的角色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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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has transferr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stage 
to the operational service stage. How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latform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ssues in 
the operational service stage? What is the bes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for platform resources 
sharing and utilization? These are the key problems required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requirements at present, analyze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resources sharing 
process, discussed the optim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components and their du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practice, taken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Sharing Platform as the case, studied it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roles and functions in the whole platform operational servic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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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主要由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和研究实验基地、自然科

技资源、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网络科技环境等物

质与信息保障系统，以及以共享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和专业化技术人才队伍等3个方面组成。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布的《2004-2010年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全面启动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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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工作。“十一五”期间，平台整

合和盘活一批存量资源，为我国科技创新、重大工

程、应急防灾、政府决策、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等

提供了有效支撑 [1]。2011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

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认定和绩

效考核工作的通知》，并向社会公布了《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认定指标》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运行服务绩效考核指标》，完成了首批平台认定

工作，“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等23个平台

通过认定 [2]。这标志着平台建设逐渐由以资源整合

建设为主的“边建设、边服务”阶段转向以运行服

务为主的“边服务、边建设”阶段，平台工作步入

了运行服务时期。

十年来，平台建设理论与实践证明，组织管理

一直是平台建设和发展中的难点 [3]。主要表现为：

平台承担与参与单位应实行什么样的组织管理形

式，组织管理机构的组成和职责是什么，平台建成

后的运行机制如何设计等。这些问题在当前平台运

行服务工作中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全面理解运行服

务阶段的平台组织管理，建成什么样的组织管理机

构才能适应平台运行服务工作的要求、更有效地推

进科技资源的利用，是当前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 平台组织管理机构的功能 
 （1） 有效整合资源 
组织管理机构把资源优势单位有效组织起来，

有序地“粘连”在一起，形成一个资源丰富、优势

互补、功能完备的支撑服务体系。各资源优势单位

好像是一颗颗闪亮的珍珠，组织管理是一根引线，

把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起来，形成美丽的珍珠项

链，其价值则远远大于原来的一颗颗珍珠 [4]。 
（2）  确保平台运行服务规范化 
功能健全、运行良好的组织管理机构能够牵引

平台的整体发展，促进平台按照统一的管理政策、

统一的标准规范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积极、主动、

负责任、可考核、可定绩效地完成相应的工作，确

保平台整体运行服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性。

（3） 协调平台各方的责、权、利 
平台组织管理机构是平台内部运行中协调各参

加单位的枢纽。在运行服务过程中，根据用户对不

同资源的需求，通过这一枢纽调配相应的资源单位

按照一致的、标准化的流程提供服务，提高服务效

能。在资源整合过程中，通过这一枢纽可以根据资

源的存量情况，协调和调配相关的参加单位完成某

类资源的采集或更新，而不需要所有单位都重复开

展此类资源的更新，避免重复建设。通过平台组织

管理机构这一枢纽可以协调好各方的责、权、利，

并在统一的调度下衔接各方的工作，确保各参加单

位优势的互补，形成1+1>2的效能，使资源发挥最

大效益，提高国家科技经费投入使用效率。

（4）平台运作的基础保障 
平台管理机构是由参加部门和单位的代表组成

的机构，共同决策、咨询、监督和执行平台的各项

任务。这一新的、联盟型的实体化模式能够最大程

度地克服现有制度和机制的不足，保障平台长期、

稳定地运作、持续发展。

3 平台组织管理机构组成和职责

全国已进入运行阶段的平台有23家。本文选

择其中分属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和研究实验基地、自

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领域的5家平

台 [5-9]，列举了其组织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见表1。
由表1可见，在运行服务阶段，多家平台在原

有参加单位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平台决策、咨询、

监督、执行四位一体的组织管理架构，各机构之间

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独立，从不

同角度保障平台运行服务的有效开展，形成较为完

善的闭环组织管理体系，对涉及多部门、多单位联

合组建的科技资源服务载体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

  4 平台组织管理机构运行机制

基于以上网络调研和分析，结合已开展的数据

共享平台运行服务实践，一种适合于平台运行服务

的组织管理体系见图1所示。在科技部、财政部领

导下，各平台建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专家委员会提供咨询，用户委员会提供监督，平台

办公室协调实施，平台各依托单位及平台业务工作

部（组）开展具体的资源汇集、管理、分发、共享。

理事会是平台的领导决策机构，主要由平台主

管部门有关领导，依托单位、主要参加单位负责人

和领域资深专家组成，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平台重

大发展战略；审议批准重要活动计划；审批平台的

规章制度；审议决定平台成员单位的加入与退出；

领导平台各机构开展工作等。

专家委员会是平台的咨询机构，主要由相关学



·热点分析·袁  伟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组织管理机构探讨

─3─

表1  若干平台的组织管理机构示例

序号 平台名称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组织机构

1
  国家大型

科学仪器

中心

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包括仪器中心协调小组、管理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等。协调小组由出资部门

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组成。仪器中心管理委员会是仪器中心的具体管理机

构，由仪器中心依托单位负责人、技术委员会主任及仪器中心协调小组委派

的人员组成。仪器中心管理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技术委员会，一般

为5～7人，任期4年

2
 国家微生

物资源

平台

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

农业部

平台以农业部、卫生部等8个部门下属9个单位所挂靠的9个国家级微生物菌

种保藏中心为核心建设运行，共享服务主体是农业、医学、药用、工业、兽

医、基础研究、林业、教学实验、海洋微生物资源等子平台。中国农业科学

院牵头的平台工作委员会，在平台理事会、咨询专家委员会、监督专家委员

会的指导下组织开展平台运行服务工作

3
地球系统

科学数据

共享平台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平台实体包括1个总中心、14个分中心、若干数据资源点。平台组织管理体系

包括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理事会、专家委员会、用户委员会、平台办

公室、各业务工作组（部）组成。理事会由平台上级领导部门、主管部门有

关领导，依托单位、主要参加单位负责人和领域资深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

由地球系统科学相关学科、政策法规、信息技术、管理科学等领域的专家组

成。用户委员会由地球系统科学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和用户代表组成

4

人口与健

康科学数

据共享

平台

中国医学科

学院
卫生部

平台由卫生部主管，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建立了多部门联合、分层管理、

协同工作的运行服务组织管理体系。平台实行理事会管理体制。专家委员会

由15位成员组成，从人口健康领域专家中推选，理事会聘任。用户委员会由

21位成员组成，由科技重大专项、973、863、科技支撑、重大公益等项目的

首席科学家代表，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普通用户代表组成。人口

健康平台管理中心是平台运行服务的常务管理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中

心主任负责制。管理中心下设一个联合办公室和五个工作组

5
 科技文献

共享平台

国家科技图

书文献中心
科技部

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会是中心的领导决策机构，由著

名科学家、情报信息专家和有关部门代表组成。主任负责中心各项工作的组

织实施。科技部代表6部委对中心进行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中心设信息资源

专家委员会和计算机网络服务专家委员会，对中心的有关业务工作提供咨询

指导。平台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等文献共享加盟机构具体实施共享活动

图1  平台运行服务组织机构示意图

专家委员会 用户委员会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理事会

共享平台办公室（牵头单位）参加单位

……

共享网站

……
平台业务工作部（组）

咨询机构 监督机构

资源汇集

资源汇集

资源服务

资源服务

业务组织

主任

决策机构

执行机构

共享平台办公室（牵头单位）参加单位

……

共享网站

……
平台业务工作部（组）

资源汇集

资源汇集

资源服务

资源服务

业务组织

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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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域专家、信息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组成。主要

职责包括：根据平台发展需要，制定平台的总体战

略和发展规划；为理事会遴选平台成员机构提交咨

询建议；为平台长期运行和发展的机制建设，提供

咨询建议；参与平台共享工作的检查和评估等。

用户委员会是平台的监督机构，主要由用户代

表和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主要职责包括：监

督平台运行服务效果；反馈用户对本平台的意见和

建议；对平台提出开放服务与资源的需求；参与平

台绩效考核等。

平台办公室是平台的执行机构，主要由平台牵

头单位和平台参加单位骨干组成，主要职责包括：

协调各组织机构的工作衔接；调动各参加单位按照

平台总体部署开展资源整合和运行服务；研究制定

平台的管理制度及标准规范；协助理事会处理日常

事务，发挥承上启下的沟通作用；为各个业务部的

后勤提供保障，组织和筹办平台业务会议等。

参加单位是平台实施的法人机构，主要职责包

括：按照平台决策实施资源整合；开展日常服务和

专题服务；设置平台运行服务专门岗位和落实专门

人才队伍；提供软硬件保障等方面的支撑等。

业务部（组）具体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实施。

各运行服务中心结合本学科或区域特点，为平台提

供丰富和稳定的科技资源，开展数据共享服务。

  5 平台组织管理机构运转实例 
现以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为例，剖析其

在平台整体运行的实践经验，如图2所示。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作为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的一员，其运行服务链条包括以下主要环

节：需求调研与分析、资源整合、日常服务、专题

服务、年度绩效评估等，平台组织管理机构在平台

的整个运行服务链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求调研与分析：在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总体

图2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组织管理机构在运行服务链条中的作用

需求调研与分析

资源整合专题服务

年度运行服务
绩效评估

奖惩和建议

参加单位提出资源整
合、专题服务年度安排

平台审定

审议通过

审议未通过

实施情况
中期检查

持续运行

日常服务

定期发布逐月统计

审议通过

现场检查（法人参加）
或会议+网络检查

专家评估后，核定后补
助经费

反馈到各参加单位，
在下一年度落实



·热点分析·袁  伟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组织管理机构探讨

─5─

和远期发展规划指导下，结合用户委员会的需求建

议，平台办公室组织各参加单位开展需求调研，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年度服务和资源整合目标。理事会

对各参加单位的年度专题服务任务和资源整合任务

及其相应经费预算进行审定。通过审定的内容进入

实施环节，未通过审定的内容需要重新进行需求调

研后再上报。

资源整合：平台牵头单位和各参加单位根据理

事会批复的年度工作安排，开展资源整合，具体包

括资源更新、新增资源的建设、资源保藏、资源标

准化、资源加工、资源集成等。整合后的资源要不

定期地在线发布。根据参加单位在平台中的角色不

同，可有两种发布做法：一是参加单位承担平台分

中心任务，则可在本平台上直接发布数据；二是参

加单位是数据资源点建设单位，则直接把数据汇交

到总平台，由总平台完成数据发布。年底考评前，

要完成所有年度资源汇交。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包括日常服务和专题服

务。日常服务是各参加单位的基本要求，需要不间

断的持续开展。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要求各

分平台需在每月10日前上报上一个月的日常服务量

和应用案例。专题服务则需要根据需求，提出年度

安排计划，并经理事会审批后执行。专题服务的执

行需要接受平台办公室的定期检查，包括中期检查

和年终绩效评估检查。中期检查将以现场检查或会

议检查的方式开展，要求法人代表参加检查会议，

确保参加单位参加共享平台的法人机制。会议检查

则包括参加单位汇报检查与总平台的网络测评相结

合。

绩效评估：平台根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绩

效考核指标体系，以及本平台提出的实施细则组织

开展平台的年度工作检查和绩效评估。平台专家委

员会和用户委员会将参加绩效评估，对所有参建单

位的年度工作进行评分排队。绩效评估成绩优秀的

单位将足额拨付后补助经费并择优奖励。绩效评估

差，无故未完成年度工作安排的单位将削减部分经

费并给予限期整改等惩罚措施。检查和评估中所发

现的问题，将反馈给相关的参加单位，并将这些问

题纳入下一年度需求调查阶段的工作进行落实。

  6 结语

平台组织管理机构对平台的长期发展意义重

大，它是平台资源整合的粘合剂、平台运行服务的

灵魂、平台内部运行的枢纽、推进平台实体化的重

要抓手、平台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结合调研和实

证分析，认为“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是一

种较好的平台组织形态，理事会、专家委员会、用

户委员会、平台办公室、各参加单位等平台组织管

理机构在平台需求调研、资源整合、日常和专题服

务、绩效考核与评估等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平台运行服务任重而道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科技体制改革对平台组织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健全、高效的组织管理机构是平台运行服务的重要

基础，也是促进平台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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