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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从建设阶段进入了运营阶段。为了有效保障平台的长期稳定运行，需要协调各

方的利益。熵理论能从系统运行的角度较好地进行多方利益分析。本文从熵的角度对共享服务平台的4种管理运营模式

分别进行讨论，分析各种模式下熵值的变化条件以及各种模式的优势和不足，认为现有运营模式对平台的平稳发展产

生了重要作用，但平台主管部门、专家委员会、用户委员会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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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我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建成了一批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的建设在优化配置科技资源、支撑科技研发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推进产

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并且在组织管理、共享服务、资源整合方面的方式、

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营模式。然而，组织管理一直是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和发展

中的难点之一。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有效保障平台的长期稳定运行，是广大科技管理者和研究

人员关注的热点。袁伟等特为本刊撰写了《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模式的熵效应分析》

一文，从熵的角度对共享服务平台的管理运营模式进行讨论，分析在各种模式下熵值的变化条件

及其优势与不足，并从降低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的熵增效应的角度提出保障国家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平稳有序发展的建议。现将文章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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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opy theory can be used to analyze interest balance from the system 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ur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odes of the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opy, analyzes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entropy in various mode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model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xisting operation mode of platform has be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perational stage, 
but the role of platform authorities, expert committees, user committees have yet to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service platform,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entropy increase principle, principle of entropy increase, entropy theo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sharing

1 引言

为进一步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利用，国

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经过多年努力，至目前已

在多个领域建成一批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共享服务平台”），为优化配置科技

资源、支撑科技研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信

息保障，成为推进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

设的重要载体 [1]。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工作的

深入，共享服务平台在组织管理、共享服务、资

源整合方面的方式、方法不断调整和提升，形成

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模式。

共享服务平台是以科技资源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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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全社会的科

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社会民生提供共享服务的网

络化、社会化的组织体系 [2]。

在运行服务阶段，每个共享服务平台从管理

要素上来看由 4 个要素组成：资源管理子系统、

服务子系统、人力子系统和决策子系统 [3]。对这

些子系统进行运行管理，都需要相应的机构。决

策子系统一般由决策机构进行管理，收集其他子

系统的一些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决策；服

务子系统一般由执行机构进行管理，具体负责共

享服务平台的资源集成、资源加工、资源服务等

任务，实现共享服务平台支撑科技创新和社会发

展的相关功能；人力子系统由决策机构、咨询机

构、执行机构等共同组成；资源管理子系统则由

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监督机构共同构成 [4]。共

享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体系如图 1 所示。

共享服务平台管理模式的构建需要考虑 4 个

方面的功能，即有效整合资源、运行服务规范

化、协调各方责权利和运行的基础保障 [5]。组织

管理一直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和发展中的难点

之一。共享服务平台承担和参加单位应实行的组

织管理形式是什么？组织管理机构的组成和职责

是什么？共享服务平台建成后的运行机制如何设

计？这些问题在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中显得尤

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运行，共享服务平台在组

织管理方面形成了“分类指导，分级管理”“绩

效考核，奖励补助”“法人负责，非项目管理”

和“四位一体组织管理”4 种特色模式。这 4 种

模式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有效地推动了共享服

务平台的运行和发展。

“熵”是热力学的一个专用术语，即“转变”

的意思。它表示热量由高温向低温的传导过程。

当在封闭的容器内热量达到均匀平衡时，熵值即

达极限。从热力学的观点来看，国家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管理系统是一个包含耗散路径的开放

系统，根据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热力学理论，国

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系统的熵增可如下

式表达：

ds = des + dis

在式中，ds表示系统的总熵变。des表示系统

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或能量交换所产生的熵，其

值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若其使得系统的无序程

度增加，则该值为正；反之则为负。dis为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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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过程所产生的熵值，其值一定为正。二者

相加得到该系统的总熵变，即自然界以及社会系

统的无序程度是由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 [6-8]。当

共享服务平台的总熵增ds为负时，共享服务平台

方可有条不紊地运行。

由此可见，熵理论能够从系统运行的角度较

好地进行多方利益分析，进而协调各方的利益，

有效保障共享服务平台的长期稳定运行。因此，

本文拟从熵理论的视角，对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

理的 4 种模式进行分析，为共享服务平台的长远

稳定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2 “分类指导，分级管理”模式的熵效应

分类是指根据共享服务平台所共享科技资源

的类型不同进行差异化的组织与管理。分级则是

指对共享服务平台进行分级、分层的管理，包括

主管部门、牵头单位和参建单位 [9]。主管部门包

括组织管理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部、财政

部是共享服务平台的组织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

制定共享服务平台大的发展方针和政策，宏观指

导其运行管理工作；制定管理制度并组织共享服

务平台认定和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并下

发奖励补助经费，监督检查经费使用情况。国务

院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是共享服务平台的行政主

管部门，主要职责是落实国家有关共享服务平台

的方针和政策，支持共享服务平台的运行服务，

组织本部门、地方共享服务平台参加评价考核，

指导共享服务平台的运行和管理；指导组建共享

服务平台决策机构，聘任共享服务平台主任；加

强对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奖励补助经费管理使

用的监督检查。牵头单位和参建单位是共享服务

平台的具体负责单位。牵头单位的主要职责是组

织开展相关科技资源整合、开发、管理和信息汇

交工作；组织完善自己管理的共享服务平台执行

机构和咨询、监督机构；组织建立和完善共享服

务平台运行管理机制和运行服务奖励补助经费管

图 1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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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保障共享服务平台正常运行服务；组织

开展相关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工作，提供共享服务

平台运行服务所需的相关条件保障。参加单位的

主要职责是开展相关科技资源整合、开发、管理

和信息汇交工作；开展相关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工作，提供相关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所需的条件

保障。

从熵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分类指导，分级

管理”模式中，组织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牵

头单位和参加单位都与共享服务平台存在物质、

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共享服

务平台的熵值。

组织管理部门通过制定共享服务平台的发展

方针和政策，为共享服务平台输入外部的发展方

向和政策需求；通过制定考核指标，组织绩效考

核，与共享服务平台内部实现信息的双向沟通。

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向组织管理部门推荐共享服务

平台、指导组建共享服务平台决策机构等活动，

向共享服务平台输入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方针和

政策需求；通过聘任共享服务平台主任的职能实

现与共享服务平台的双向互动。牵头单位通过组

织完善咨询和监督机构，实现共享服务平台内外

部的信息交换；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通过提供共

享服务平台运行所需的相关条件保障，实现共享

服务平台与外界的物质和信息交换。

如果组织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单

位和参加单位都向共享服务平台输入有利于共享

服务平台运行和管理的熵值，且负熵值之和大于

共享服务平台自身产生的正熵值，则共享服务平

台能够有序健康发展，且不断壮大。如果 4 个主

体向共享服务平台输入的熵值之和等于共享服务

平台自身产生的正熵值，则共享服务平台可以维

持运行。如果 4 个主体向共享服务平台输入的熵

值之和小于共享服务平台自身产生的正熵值，则

共享服务平台的运行向恶性发展，难以维系。从

4 个主体的具体职能来看，组织管理部门通过绩

效考核活动较大地影响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的

熵值；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对共享服务平台的熵

值影响可能不显著；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的具体

管理制度可能会较大地影响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

理的熵值。

3 “绩效考核，奖励补助”模式熵效应

科技部和财政部按照“以用为主、开放服

务”的原则，以共享服务平台对社会提供共享服

务的“质”和“量”为核心，结合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管理要求，研究制定了共享服务平台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 [10-11]。这套绩效评价指标包含服务情

况、运行管理和资源整合 3 方面的指标（表 1）。
从评价指标与共享服务平台主体的对应情

况看，评价指标比较注重共享服务平台自身管理

和运行的情况，即共享服务平台的执行机构与外

部直接的物质和信息交换，如资源服务数量、资

源增量和质量、服务成效等。除上述指标外，共

享服务平台考核中还有用户满意度评价，这些都

极大地调动了共享服务平台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

性。通过对用户的充分服务，可以明显减少共享

服务平台的熵增效应。但同时也能看到，评价指

标对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机制中的上级主管部

门、咨询机构、监督机构以及牵头单位和参加单

位的支撑保障情况的考核权重相对较弱，不利于

最大限度地调动这些主体对共享服务平台形成正

向的熵减效应。

4 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法人负责制管理模式

的熵效应

共享服务平台运行单位法人责任制是共享服

务平台工作有效、顺利、长期开展的重要保证。

共享服务平台单位法人责任制指各共享服务平台

单位发挥法人作用，制定适应本共享服务平台的

法人责任机制，将科技资源共享和共享服务平台

运行服务工作作为单位职责和重要人物，纳入本

单位工作计划，加强部署、指导和监督考核。各

共享服务平台单位主要负责人定期研究资源开放

共享和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工作，及时解决资

源共享和共享服务平台工作中的问题和难点。研

究设立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所需要的服务工作岗

位，建立专职工作队伍，完善共享服务平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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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支持本单位人员参与共享

服务平台的工作，保障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所需的

场地、经费等软硬件条件。

法人负责制模式强化了牵头单位和参加单

位自身业务与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工作的联

系，通过设立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所需的服务工

作岗位、完善共享服务平台工作人员的评价激励

机制，以及提供保障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所需的场

地、经费等软硬件条件等措施对共享服务平台系

统施加影响。这些影响如能促进共享服务平台的

长期运行和发展，则是熵减效应；如果阻碍了共

享服务平台的长期运行和发展，则是熵增效应。

5 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的熵效应

所谓“四位”，是指决策机构、执行机构、

咨询机构和监督机构。所谓“一体”，是指四位

互相有机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推进共享服务

平台的运行和发展。

决策机构一般由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及其主

管部门有关负责人等共同组成，通常指的是共享

服务平台的理事会等类似的机构，其职责是：确

定本领域共享服务平台年度发展方向和规划；审

查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制度；推荐共享服务平台主

任；审定共享服务平台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监

督共享服务平台经费使用情况；协调共享服务平

台发展中的相关重大问题等。执行机构由牵头单

位负责组建，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机

制，负责共享服务平台制度和标准规范建设、日

常管理、组织协调、内部绩效考核及服务对接推

广等工作。

咨询机构一般由科技资源领域专家和管理、

信息、财务专家等共同组成，负责对共享服务平

台运行服务与管理提供战略咨询。通常咨询机构

都是以专家委员会形式建立。监督机构一般由科

技资源重要用户组成，负责收集提供科技资源社

会需求建议，监督评价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

工作。

在“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决策机构提

供总体指导，执行机构进行具体工作开展，咨询

机构提供战略咨询，监督机构监督共享服务平台

工作沿着正确轨道顺利开展。这 4 个机构既相互

联系又相互促进，保障共享服务平台工作有效、

有序、高效率开展。

在四位一体管理模式中，专家委员会和用户

表 1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绩效考核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服务情况

资源服务数量
重点考核共享服务平台资源服务的数量及其年增长情况，包括提供实物资源服务的数量、信息资源服务

访问量与下载量、技术研发服务的数量、技术与成果推广服务的数量、培训服务的人次等方面的情况

服务对象数量
重点考核共享服务平台服务对象的范围、数量及年增长情况，着重考核对共享服务平台参建单位以外的

服务数量及年增长情况

服务成效 
重点考核共享服务平台支撑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取得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支撑情

况以及对论文、论著发表，专利获取，标准制定，科研成果获奖等的支撑情况；考核服务产生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情况

专题服务
重点考核是否符合科技创新和民生发展重大需求，是否产生了突出的服务成效，如解决重大困难和问题

或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等

运行管理

组织机构运行 重点考核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情况，着重考核在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推动运行方面发挥的突出作用

制度落实 重点考核共享服务平台在组织管理、经费管理、共享服务方式、服务流程等方面的改进和完善情况

支撑保障
重点考核共享服务平台依托单位在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人员配备、配套经费、技术与硬件保障、网

站升级完善、访问畅通率等方面的情况

资源整合

资源增量与质量
资源增量主要考核共享服务平台新整合的科技资源数量；资源质量主要考核新增科技资源与相关标准和

技术规范的相符性以及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

资源维护与更新 重点考核共享服务平台实物资源和信息资源的维护情况，保障共享服务平台正常运行的情况

信息资源情况
重点考核向国家共享服务平台门户汇交科技资源信息的数量、质量及本共享服务平台门户网站整合公布

资源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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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分别由科技资源领域的专家和重要用户组

成，是共享服务平台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窗

口，主要是收集社会需求和用户建议，向共享服

务平台提供数据资源的需求建议，反馈重大科研

项目用户、重要单位用户以及一线科学家等对共

享服务平台的意见和建议。对专家委员会和用户

委员会的高效组织，对于共享服务平台的发展可

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对共享服务平台的运行

管理产生熵减的效应。

6 总结与建议

共享服务平台的 4 种管理模式对其运行系统

的熵都有影响。“分类指导、分级管理”模式中，

组织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单位和参加

单位分别通过制定政策、组建管理团队、制定管

理制度对共享服务平台的运行产生熵增或熵减效

应。“绩效考核、奖励补助”模式可以有效地调

控共享服务平台的熵的变化值。“共享服务平台

运行法人负责非项目管理模式”通过设立共享服

务平台运行所需的服务工作岗位、完善共享服务

平台工作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以及提供保障共

享服务平台运行所需的场地、经费等软硬件条件

等措施对共享服务平台的熵值施加影响。“四位

一体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专家委员会和用户

委员会引入外部的信息，影响共享服务平台的

熵值。

因此，在共享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方面，可

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机制设计，以降低共享服

务平台运行管理的熵增效应，保障共享服务平台

平稳有序地发展。

一是在绩效考核指标中，增加运行管理指标

的权重和考核项，充分调动行政主管部门、牵头

单位和参加单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高其共享

服务平台工作的支持力度。例如，考察行政主管

部门对共享服务平台决策机构的参与程度，考察

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对共享服务平台岗位设置的

管理和评价机制落实情况等。

二是在绩效考核指标中，增加专家委员会和

用户委员会的考核项，加强这两类机构对共享服

务平台的咨询和监督力度，督促共享服务平台的

有效运行。例如，考察这两类委员会每年召开的

次数、人员参会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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