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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明确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基础上，探讨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提升国家科技创新

能力支撑作用的评价模型，并建立分层的多指标评价方法。以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十二五”期间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稳步提升，且创新产出数量贡献指数与创新活动效率

贡献指数增长显著，创新产出质量贡献指数与长期创新潜力贡献指数增长相对平缓。为提升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管理效率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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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aking clear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multi-index and multi-objectives 
index system and method. Then, this paper takes Large Scientific Instrument Center as an example, carries 
ou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is platform is increasing steadily in 
12th Five-Year Plan. The resear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natural 
science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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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是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研

究与开发活动）的物质和信息保障，是一个国家

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大型科研设

施、科学仪器、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生物种质

资源及科学实验材料等 [1]。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是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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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建设

与运维问题日渐成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归

纳而言，该领域研究已经由理论研究向理论与应

用相结合过渡，由开展科学内涵界定、运行机制

与服务模式研究向绩效评价、优化管理的层面延

伸。在针对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绩效评价

方面，研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选择，

已有文献集中于从科技资源投入 [2]、科技基础条

件资源影响力 [3]、平台资源优化配置效果 [4]、用

户满意度 [5]等视角开展绩效评价分析。国家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核心目标是加强科技创

新，虽有文献开展科技平台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

究 [6]，但平台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到底如何发

挥、如何量化评价，仍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继续

进行深入研究。关于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涵盖宏

观、中观、微观层面，包括国家创新能力评价、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与比较、项目与机构的创新能

力评价等 [7-10]，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

究方法体系。本文借鉴创新能力评价方法，构建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评

价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并选择典型科技资源共

享平台开展实证分析，为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绩效导向管理实践提供探索研究与方法支

撑。

1 主要类型

不同类型科技资源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参与方

式、支撑路径存在明显差异，由于物理形态、存

储方式等的差异对创新的支撑作用也明显不同。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科技创新活动产生基础

性支撑，具体表现方式包括直接（或间接）的工

具支撑、科技基础材料支撑、信息支撑和环境支

撑等 [11]。开展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评价的

核心是考量科技基础条件是否达到支撑创新活动

的预期目标，鉴于平台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主

要与平台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有关，本文依照为创

新活动提供资源或条件的物理属性特征将科技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划分为以下 4 种类型。

1.1 材料提供型平台

材料提供型平台是指在具体科技活动中消耗

的各种类型材料及其传输、共享系统的总和。材

料可以是消耗性或共享性的，在物理形态上包括

生物样本、科研文献与数据等。材料提供型平台

主要包括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国家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国家标准文献

共享服务平台、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

台、国家标准物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1.2 服务提供型平台

服务提供型平台是指跨学科、领域和区域的

专业化科技服务及其网络或平台的综合，包括分

析、测试、检测等，典型的是国家应急分析测试

共享服务平台。

1.3 条件提供型平台

条件提供型平台为科技活动提供专业型基础

设施，包括野外观测台站 /网络、大型科研设备

等，如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服务平台、国

家材料环境腐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共享服务平

台、国家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共享服务平

台等。

1.4 科普提供型平台

科普提供型平台主要面向公众等非科研专业

人员提供科普资源与服务，包括科技馆、科技教

育基地等，典型的是中国数字科技馆。

对此 4 个类型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评

价是以其功能发挥、使用效率及其对科技创新支

撑能力为导向，不同类型的平台其评估方向与重

点不尽相同。

2 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评价模型

2.1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与创新能力是两个

相对独立的事物，两者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

系。考量科技创新活动过程，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科技创新和社会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微观层面直

接表现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具体科技活动

的支持，包括通过科研资源与人才的集聚提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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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动活跃度，实现科技活动效率、科技成果数

量及质量的提升等；宏观层面的贡献既包括微观

层面贡献的总和，也包括长期科研发展潜力等延

伸性内容。

2.2 评价模型

本文探索表达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科技

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点和作用效果，

即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支撑创新能力的评价包

含显性绩效、隐性绩效和潜力绩效 3 个构面 [12]，

贯通科技创新活动—科技创新产出与科技创新环

境全过程，具体而言，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通

过支撑创新产出数量、创新活动效率、创新产出

质量与长期创新潜力等 4 个维度综合体现对创新

能力的作用。

创新产出数量强调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支

撑科技创新活动的规模，体现平台自身建设的能

力以及资源分配效率；创新活动效率体现科技创

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比率，即一定的资源投入形成

的各类物化科技成果的能力；创新产出质量反映

平台促进科技创新主体形成高质量科研产出的能

力，是科技创新基础条件与创新资源、制度有机

结合的产物；长期创新潜力体现科技基础条件对

科技创新及社会经济发展支撑的持续性。评价模

型（图 1）可用如下函数表示：

( ), , ,CIP f CIPS CIPQ CIPE CIPLP=

其中，CIP表示创新贡献综合指数，反映平

台对科研发展的综合贡献；CIPS表示创新产出数

量贡献指数，反映平台对科研活动数量变化的贡

献；CIPQ表示创新产出质量贡献指数，反映平

台对科研活动质量变化的贡献；CIPE表示创新活

动效率贡献指数，反映平台对科研活动效率变化

的贡献；CIPLP表示长期创新潜力贡献指数，反

映平台对科研活动的长期贡献潜力。

3 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评价指标体系

3.1 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能够体现

科技基础条件对科技创新支撑的特点和规律，提

取支撑实力、潜力的主要特征指标，且各指标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

（2）导向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需要充分

反映不同类型科技基础条件对创新活动的支撑方

式和内容，考虑在评估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3）可比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主

要是为了进行不同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之间

的横向或纵向比较，需要从不同类型的平台中

抽象和提炼出反映其共性特征的可测度的代表

性指标。

（4）可操作性原则。评估方法应简便易行，

相关指标体系及其特征指标需具备可行性和数据

可获取性。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被视为创新能

力测度的关键环节，指标构建由注重结果评价向

注重创新活动全过程评价发展。对科技创新能力

的评价需要包括创新能力形成和功能实现的驱动

因素、创新能力生成过程因素和对长期科技发展

的影响力等 [13-14]。本文重点考察科技资源支撑科

技创新的过程、结果及长期科技发展潜力等，具

体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贡献维度、维度要素、要素

指标与统计指标等 4 个级别。其中，能够体现在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支撑下的创新成果数量增

加、质量提升、效率提高和长期科研支持潜力提

升等关键因素，称之为维度要素。维度要素内容

的具体化形成了要素指标，可用于表示要素指标

的统计指标为该要素指标的统计指标。具体指标

体系见表 1。图 1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支撑创新能力提升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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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权重设置

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反映不同维度

指数对综合指数的影响。根据管理实践，不同类

型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因提供的资源与服务方

式不同，对科技活动不同维度的贡献能力具有明

显的差异性。采用德尔菲法，选择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管理人员、领域专家、平台运行服务人

员等多层级专家队伍开展问卷调查，确定不同类

型平台的指标权重体系，如表 2 所示。

4 以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服务平台

为例的实证分析

4.1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服务平台概况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服务平台是 2011
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认定的国家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之一，整合了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

春、西安、武汉、绵阳等地的 16 个国家大型科

学仪器中心。截至 2015 年年底，国家大型科学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

指数 贡献维度 维度要素 统计指标

CIPS
创新产出

数量

科技成果

论文数量、专著数量、图谱与其他正式学术出版物数量之和

专利数量、标准数量、软件著作权与其他注册（备案）出版物数量之和

新产品 /品种研发

专报、咨询报告、决策建议等具有相当重要程度的非公开发表成果

不在上述类型的其他第三方科技成果

科技活动

由政府部门或企业资助的可公开的各级各类科研或技术改造项目数量

支持的省部级以上（包括国际合作）重点 /重大科技工程，或重大的管理决策与

管理行动

不属于上述两类的科技研发与技术改造项目

CIPE
创新活动

效率

每项科研活动平均对应

的科技产出数量

服务群体的人均各类科技成果数量

服务群体的人均科技活动数量

CIPQ
创新产出

质量
高质量创新成果占比

当期纳入SCI、EI、SSCI等国际检索的论文数量占总成果数量的比重

当期发明专利占总成果数量的比重

获得省（直辖市）部级及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数量占总量的比重

获得省部级部门和领导批示的文件、报告等

CIPLP
长期创新

潜力

服务范围与结构
平台登记用户的总数量

平台登记的机构数量

服务总量

平台可提供的各类电子资源的总量（如果有）

平台用于共享的各类实物资源的总数量（如果有）

平台可提供的用于共享的总机时（如果有）

平台提供的各类服务的总量

服务质量

主管部门认可的专题 /主题服务数量

服务省部级以上重大项目 /重大工程的数量

服务重大公共管理决策与管理行动的数量

服务群体满意度

综合服务潜力

社会认知度

各类媒体中与平台相关的报道次数

主要群体的关注度与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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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中心共计拥有核心仪器和配套仪器 112 台，

包括核磁共振谱仪、各种质谱谱仪、高分辨电子

显微镜、能谱谱仪、中子散射谱仪和X射线数字

化成像仪等仪器，主要涉及生命科学、环境科学

和材料科学等领域，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

科技目标为导向，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

和科技人员提供综合服务，推动科技进步，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服务效果。

4.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按照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类型划分，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服务平台属于条件提

供型平台。本文采用 2011—2015 年国家大型科

学仪器中心运行与监测数据开展实证分析。以年

度为考核量级，按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运行与监

测数据分类整理、清洗与归一化处理。选取 2011
年数据为基准数据，将指标值定为 100，消除指

标之间的量纲影响，考察“十二五”期间平台绩

效评价的变动趋势。

4.3 实证分析结果

如表 3 所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大型科

学仪器中心共享服务平台创新贡献综合指数由

2011 年的 100 增加至 2015 年的 154.3，年均递增

11.45%。创新产出数量贡献指数与创新活动效率

贡献指数增长显著，创新产出质量贡献指数与长

期创新潜力指数增长相对平缓。

具体而言，创新产出数量贡献指数CIPS呈

现持续增长态势，由 2011 年的 100 增加至 2015

年的 182.31，年均递增 16.2%；创新产出质量贡

献指数CIPQ在 2013 年出现下降后持续增长，且

“十二五”期间年均递增 7.11%；创新活动效率贡

献指数CIPE呈现持续且稳定增长态势，“十二五”

期间年均递增 13.91%；长期创新潜力指数CIPLP
持续增长，“十二五”期间年均递增 4.5%。

从实践角度，“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尤其重视科技资源共享与绩效评价

工作，不断探索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效果监测与评

估方法，促进了各平台在科技资源开放、服务能

力建设、合作创新模式、平台运行管理制度建设

等多方面业务的有效推进，并取得了长足进步。

5 结语

基于平台贡献维度和平台资源类型维度的

二维度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了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评价模型，包括创新

产出数量贡献指数（CIPS）、创新产出质量贡献

指数（CIPQ）、创新活动效率贡献指数（CIPE）、
长期创新潜力指数（CIPLP）等 4 项分指数以及

创新贡献综合指数（CIP）。该方法适用于开展国

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追

踪。研究结论可探索应用到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

务平台管理实践中，满足平台绩效导向管理的具

体需求。

笔者认为，后续研究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

步完善：第一，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分类型

表 2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设置

平台维度 材料提供型 /% 服务提供型 /% 条件提供型 /% 科普提供型 /%
创新活动数量 40 30 40 20
创新成果质量 30 20 30 10
创新活动效率 20 10 10 10
长期创新潜力 10 40 20 60

表 3 2011—2015 年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评价结果

指标
年份 /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CIPS 100.00 116.06 172.35 175.48 182.31
CIPQ 100.00 122.17 98.96 131.45 135.63
CIPE 100.00 102.18 157.03 163.25 168.37

CIPLP 100.00 105.18 119.70 123.15 119.26
CIP 100.00 114.33 138.27 150.58 1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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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有待深入，由于不同类型科技资源支持科技

活动的性质以及支撑科技创新活动的路径、作用

机理与创新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需要在精准

管理与评价方面深入探索；第二，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性质和运行管理的复杂性决定了本文提

出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还需逐步完善，包括指

标体系的选取、指标计算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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