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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的发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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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是面向我国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等科技

基础条件资源开展的一项全面调查，旨在持续并及时地掌握存量和动态变化情况，摸清财政投入形成的科技资源家

底，为科技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在回顾调查工作产生的背景的基础上，阐述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和进展成效，根

据新时期实施创新发展驱动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等重大需求，提出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

作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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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s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and designed to keep on mastering these resources’ stock and dynamic condition in time , inclu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facilities and instruments, scientific data, and biological germplasm materials, to find out the real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from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looks back to the background produced by investigation, 
elaborates the main measures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work,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implementing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eepen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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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家

竞争力的关键。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简称“科技

资源”）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成果表现，也是

专题研究：科技资源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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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保障。科技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1]。

我国科技资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了包括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研究

实验基地、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科学数据、科

技文献等庞大的科技资源及其保藏体系。但是，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处于多头管理、

分散投入的状态，宏观调控力度不够，不能有效

优化资源配置。自 2002 年启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建设①以来 [2]，这一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缺

少对全国科技资源基本状况的了解，资源整合和

统筹布局的难度还很大。基于此，启动科技资源

调查工作，掌握我国科技资源信息和利用情况，

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为国家科技资源的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和整合共享创造基础条件，也有助

于科学评估自身科技基础条件实力水平，对确定

科技发展的目标和重点，科学制定科技发展战略

和科技发展规划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5 年，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和中国科

学院联合建立了大型仪器设备购置的联合评议制

度，但当时缺少相关科技资源存量及运行利用状

况的基本信息，导致联合评议缺少系统的客观材

料的支撑，评审专家主观意向影响较大；对于科

技计划项目、重大专项的论证、审核和立项，大

多以项目申报书为基本依据，其支撑条件情况也

难以考证。建立科技资源基础数据库，能够从源

头上解决科技基础条件建设投入与科技资源存量

脱钩的问题，避免重复购置和建设，从而保障科

技基础条件投入的科学性与公平性，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由此，从科技基础条件财政投入的

角度，对全国科技资源进行摸底调查的需求应运

而生。

2007 年 12 月 29 日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

针对我国当前科技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的问题明确

要求，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国务

院有关主管部门，建立科学技术资源的信息系

统，及时向社会公布科学技术资源的分布、使用

情况②；科技资源管理单位应向社会公布所管理

的科技资源的共享制度和使用情况 [3]。这就从法

律上明确了政府部门和资源管理单位的责任和义

务。开展科技资源调查工作是贯彻落实《科技进

步法》，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重要举措，也

是各级科技管理单位和科技资源管理单位落实法

律责任的重要工作。2008 年，在前期调研和准

备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财政部两部门共同发

文，正式启动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简称“科

技资源调查”）工作。

随着我国科技投入持续加大，科技资源的保

有量不断增长。管好、用好存量科技资源，以及

做好新增科技资源规划和布局，促进科技资源的

高效利用，迫切需要管理部门摸清资源家底，并

及时掌握动态变化情况。科技资源调查工作已成

为一项服务于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

要求的科技基础条件建设规划布局的基础性工

作。对此，本文拟对近十年来科技资源调查工作

做一简略回顾，并对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

工作的发展提出建议。

1 调查方法

1.1 构建多部门、多地方分工协同的工作体系

教育部组织的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③，主要

针对本部门内的相关资源，依托本部门内的工作

体系，工作协调难度较小 [4]。然而不同于教育部

组织开展的这项统计工作，科技资源调查涉及多

个部门、地方，科技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且广

①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的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以促进全社会

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②　《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建立科学技术研究基地、科学仪器设

备和科学技术文献、科学技术数据、科学技术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普及资源等科学技术资源的信息系统，及时向社会公布科学技术资

源的分布、使用情况。

③　该统计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开展，面向包括普通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和独立建制的成人高校等在内的各高等学校，以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贵重仪器设备、实验室基本情况和经费情况、专任实验人员等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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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分布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因此，

开展科技资源调查主要依托现有科技工作管理框

架，由科技部、财政部牵头组织，多部门分工协

作，各地方分级负责，形成自上而下的科技资源

调查分工协同工作体系。截至 2016 年，共有 37
个中央部门和地方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 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的 4000
余家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有关企业被纳入科技

资源调查体系。

1.2 强调调查内容涵盖科技资源的各个类型

从科技资源类型来看，美国科技资源调查①

重点围绕科研基础设施 [5]，未覆盖科技资源的各

个类型，而我国教育部组织的高校实验室信息统

计主要针对仪器设备。我国科技资源调查是专门

针对科技资源的全面调查，涵盖了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生物种质和实

验材料四大类型 [6]，调查的内容较之一般性的统

计工作要更加细致和具体，着重收集描述和反映

科技资源具体状态的各类指标、参数以及与科技

资源管理相关的财务、人才等信息。目前调查内

容主要包括：各有关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科

研仪器设备概况以及原值 50 万元以上大型科研

仪器基本信息及利用情况，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建

立的研究实验基地基本情况，生物种质保藏机构

基本情况，科技资源服务和共享情况，人力资源

配置情况，科技产出情况等。

1.3 注重调查对象覆盖面的广泛性和全面性

美国科学与工程研究调查②对象主要集中在

部分研究型大学、非营利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和

医院，覆盖面较窄。我国科技资源调查则将行政

主管部门、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纳入到调查工作体

系中来，从而为调查对象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提供

了机制保障。科技资源调查主要对象为拥有财政

投入形成科技资源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涉及财政

投入的各类主体，具有较广泛的覆盖面。

1.4 建立完备的组织保障体系

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科技资源调查已经形

成了一个由工作流程、人员队伍、信息系统组成

的“三位一体”保障体系。目前，科技资源调查

已经形成了由网上填报、现场培训和多媒体培

训、数据核查、数据挖掘和分析利用、资源信息

公布等各环节组成的全链条的工作流程，组成了

一支由各中央部门联络员、各地方科技主管部门

相关负责人员和技术支撑人员、各填报单位调查

员等组成的工作队伍，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建成了

集综合管理、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功能的管理

信息系统，支撑数据填报和科技资源管理。科技

资源调查每年组织一次，完成全面数据更新，整

个保障体系已趋于成熟。

2 调查成效

2.1 基本摸清重点科技资源家底

截至 2015 年年底，掌握 4000 余家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和转制院所等单位拥有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 39 项，其核心仪器设备 831 台（套），原

值 38.17 亿元；50 万元以上大型科研仪器约 7.3
万台（套），仪器设备原值 1049.5 亿元；国家级

科研基地 1020 个，基地拥有的大型科研仪器数

量约为 2.5 万台 /套，原值 290.1 亿元；科学数据

库 1062 个；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资源库 433 个，

其中植物种质资源库 247 个，植物标本库 17 个，

动物种质资源库 77 个，人类遗传资源库 2 个，

微生物菌种库 66 个，岩矿化石标本库 2 个，其

他库 6 个；标本资源库 50 个；科研用试剂集中

采购金额为 16.5 亿元；科技活动人员总量约 140
万人；当年承担课题总量为 54 万项、发表论文

95 万篇、专利授权数 10.47 万项、发明专利累计

拥有量 35.5 万项、当年获得的科技成果奖励数量

1.5353 万项。

①　美国科技资源调查工作由国家科学基金（NSF）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C-SES）负责。目前，该中心负责13个项目的科技调查，

涵盖了科学与工程研究设施、科学与工程人力资源、R&D投入与产出等现状与发展情况，为美国政府制定和调整科技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②　科学与工程研究设施调查于 1988 年正式启动，调查周期为 2 年，资助单位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要调查对象为在上

一个财年R&D支出超过 100 万美元的研究型大学和上一个财年至少接受NIH资助达 100 万美元的非营利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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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调查工作开展以来，建立了包括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研究实验基地、生物

种质资源、科学数据库等 17 个科技资源信息数据

库 [7]。这些数据库在包含了相应资源的基本信息

的同时，也反映了资源的结构、利用和动态变化

情况。以大型科研仪器为例，调查数据表明，近

年来，我国大型科研仪器建设投入持续增加，科

研院所与高校的大型科研仪器规模持续快速增

长。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

单位拥有大型科研仪器总量为 7.3225 万台（套），

原值合计 1049.5 亿元；2008 年至 2015 年，大型

科研仪器数量、原值年均增长率为 16%、17.2%。

在生物种质资源方面，以微生物种质资源为例，

截至 2014 年年底，微生物种质资源保藏机构

有 87 家，保藏资源种类数目约为 14.1 万株，较

2013 年年底增长了 11%。在科学数据方面，近年

来，总量增长迅速，以高能物理、天文、地球系

统、遥感等领域最多，数据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

实现标准化处理的科学数据库占比增多。

2.2 支撑科技管理决策和科技规划研究制定

为从建设根源上避免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自 2009 年起依托科技资源调

查数据库，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申购

和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专项、中央补贴财政

地方科技条件专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

发计划等领域开展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购置查重评

议工作 [8]。2009 年至 2015 年，对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领域中购置的大型科

研仪器进行了查重评议，累计减少重复购置经费

达 172 亿元。2016 年，首次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2 个重点专项所购置的大型科研仪器开展了查重

评议工作，提出了减少重复购置 1.58 亿元的建议。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

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向

社会开放的意见》，对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

的配置及其开放共享提出了具体的部署和要求，

并明确指出“启动现有科研设施与仪器的资源调

查，摸清家底，在建立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仪器

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科研基础设施与

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全覆盖”。2015 年，科技

资源调查范围进一步拓展，并对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进行了深入摸底，基本摸清了科研基础设施与

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底数，掌握了实情，为推动

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建

设，评估监督管理单位落实意见情况提供了重要

的数据支撑。

2016 年 6 月，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发布了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地方政府围绕国家科技发

展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改善地方科技

基础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支持基层科技工

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区域科技创新

能力等方面。在资金分配中，地方科研综合能力

是重要的分配因素，其中包括科技基础条件水平

和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水平等多方面的指标。科技

资源调查数据成为部分指标测算依据之一，为开

展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工作提供重要基础

和数据保障。

在科技发展有关规划的研究制定中，科技

资源调查数据发挥了有效的支撑作用。例如，在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执行情况检查评估工作中，有力支

撑了对科技资源共享利用情况的评估考察；为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与条件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规划》

的研究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中国科学院、公安

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利用调查数据制

定了有关科研装备规划，推动研究实验基地建设。

2.3 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科技资源调查采用信息化手段，统一技术

标准规范，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建立了集填报、审

核、统计分析为一体的调查管理信息系统，实现

了调查工作与科技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全

面提升了科技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和精细化水平。

通过调查，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更加全面地掌握

了我国大型科研仪器、研究实验基地等资源的分

布和使用情况，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

法》中关于建立科学技术资源信息系统等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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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社会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环境进一

步改善。部分地方也将科技资源调查纳入法制轨

道，例如《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明确了开

展科技资源调查的法律要求；《太原市科技资源开

放共享条例》明确要求建立科技资源信息管理系

统、科技资源拥有者提供资源信息、科技主管部

门应编制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目录，并要求建立科

技资源开放共享评估制度。

中国科学院利用调查数据，加强资源集成，

完善了院所两级大型仪器中心建设和运行。上海

市、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等多个地

方科技主管部门利用调查数据规划科技平台和科

技资源建设布局，进一步提高了全社会科技资源

共享水平。例如，上海市利用调查数据，推动上

海科技创新资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拓展提升上海

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资源开放共享服务辐射能级，

调动调查单位将 2200 台仪器设备纳入上海科技

创新券服务范畴，推动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安徽

省将科技资源调查数据库中的实验室、大型科研

仪器、科技人才、生物种质资源等数据应用到安

徽省科技创新平台“科技路路通”服务总网中，

并对外发布共享。

3 结语与建议

科技资源调查工作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基

本摸清了我国科技资源家底，并在支撑科技管理

决策和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形势下，科技资源调查工作面临着更高的要

求和挑战。科技资源调查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

设，创新工作机制，强化成果利用。下一步可以

选取某一类型科技资源或某一类调研对象，对调

查数据进行具体、深入地分析挖掘和利用研究。

对于今后的科技资源调查工作的开展，提出

如下建议。

3.1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加强科技资源

调查制度建设和成果利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央提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全面创新。2016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完善符合科技创新

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解决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

财务管理方法管理科技资源等问题，优化基础研

究、战略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类研究的支持方

式，力求科技创新活动效率最大化”。科技资源

作为科技创新的物质保障，其配置和利用的好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进而

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式。可见，贯彻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资源调查

制度建设，研究制定科技资源调查管理办法；进

一步明确资源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

进一步明确各相关部门、地方、被调查单位的职

责分工；进一步固化数据填报、审核、汇交、核

查等科技资源调查工作流程；进一步明确各环节

的时间节点要求。强化调查成果分析利用，形成

一批调查成果，系统发布调查数据和评价结果，

加强调查填报系统分析统计功能①，增强支撑科

技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高科技供给体

系的配置效率。

3.2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资源

调查服务企业技术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企业为技术创新

主体，有助于快速把握市场需求，有效整合产学

研力量，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进而为加

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我国正处于由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

历史进程当中，企业技术创新、大众创新创业等

创新活动日益活跃，企业对科技资源的需求更加

迫切和多元。当前，科技资源配置和管理体制尚

有待完善，部门、机构间科技资源配置分散且信

息不通，跨地区、跨机构的开放共享不足，利用

效率不高，闲置现象较为突出。针对这些问题，

①　见 2016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专题研究报告“985、211 高校大型科研仪器建设与共享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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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国家重

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

见》，旨在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

发挥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仪器对科技创新的服务

和支撑作用。科技资源调查作为落实意见的重点

任务之一，应继续推进科技资源调查范围向企业

的覆盖，面对量大面广、类型多样的企业，必须

以需求为导向，采取有效措施，为支撑企业技术

创新提供决策支持。

3.3 强化科技军民融合，加强科技资源调查服务

军地信息共享共用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

合印发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的意见》，对军民融合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意见

指出“加强科技领域统筹，着力提高军民协同创

新能力”，强调军地业务主管部门拟制发布资源

共享目录，制定资源共享办法，构建资源共享平

台。科技资源调查可为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提供第

一手数据资料，是做好平台建设顶层设计和体制

机制创新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见，落实科技军

民融合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拓展科技资源调查的

范围，探索建立科技资源调查军地联合部署、联

合实施的工作机制，发挥军口部门的积极性，在

保证军事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军民科技资源

信息的共享共用，进一步提升科技资源对科技进

步、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水平。

3.4 落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要求，创新调查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科技资源

支撑保障能力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科学分析我国科

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的基础

上，围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发展，作

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

见》提出要加强科技资源管理、促进科技资源开

放共享和高效利用。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持续推

进，科技创新活动所形成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大型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生物种质等科技资源

将成为政府科技管理的重要对象，其规模、质量

和利用水平将成为政府评价科技创新活动的基本

依据。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方向是强化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科技资源，尤其是财政投入形成的

科技资源，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和公共性，强化科

技资源管理，发挥科技资源调查的支撑保障作

用是政府强化科技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抓手之

一 [9]。为此，应进一步创新调查工作机制，探索

普查和抽查相结合的调查方式。例如，针对企业

的调查，由于企业类型复杂、分布广泛、数量众

多，考虑到全面普查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且

准确性难以保障，因此可以采取样本抽查的方

式，通过数据纠偏、测量误差、数据的时间可比

性、估计和预测等调查统计方法，强化数据的准

确性；在保证调查指标的统一规范的前提下，加

大部门和地方调查工作的自主性，并根据自身工

作重点和特点，拓展与科技资源管理相关的调查

内容，以满足不同部门和各层级的科技公共服务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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