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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梳理主要发达国家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战略及措施的基础上，以华南地区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平台为研究对

象，分析了华南地区的科研仪器共享现状与经验。通过网络调研法对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商业机构等的相关

平台的服务模式进行了探讨，分析成功经验与存在问题。最后针对提升我国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效率，从科研仪器共享

的政策顶层设计、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制度调整、平台引入商业化模式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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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rticle,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s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 sharing on the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n,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s of the large-scale instrument sharing 
in southern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advice for other regions in the large-scale instrument sharing 
field, and finally. Focusing on the instrument-sharing platform, discuss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online survey as well as the case study of different service pattern of these platforms.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literature stud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dvice for policymaking, institute regulation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commercial pattern introduction aiming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sharing large-scale instrument.
Keywords: large-scale instrument, resource management, instrument sharing, pattern study, platform building

作者简介：祝林（1981—），女，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战略情报和知识产权分析；陈嘉琪（1988—）女，广

东省科技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知识产权研究；褚英敏（1977—），女，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副教授，研究方向：管理学；李红

亮（1967—），男，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研究方向：系统工程；谢忠安（1964—），男，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研究方向：计算机系统工程；欧阳志楠（1988—），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王春

明（1973—），女，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情报科学研究员，研究方向：情报科学研究（通讯作者）；招富刚（1979—），男，广东省科学

院发展规划及法律事务部副主任，研究方法：科技战略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广东新型研发机构提质增效研究”（2017B07070500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础

研究科学数据传播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管理研究”（2017A030313635）；广东省科学院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专项资金项目“技术与产业创

新发展情报分析团队”（2016GDASRC-0107）。
收稿时间：2018 年 7 月 9 日。

专题研究：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Ⅱ）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2期 2019年3月

─ 2 ─

0 引言

科研仪器共享是全球科学发展的潮流，发达

国家已经将科研仪器共享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

制定了专门的措施推动科研仪器共享，从政府和

主管部门层面给予了长期的支持。政府颁布各种

法律法规的引导并支持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国外

在开放平台的运作经验中已经总结出了一套严格

的制度，从建设到人员培训再到绩效考核都有严

格的制度参考，确保平台的运作。美国将“完全、

开放、无偿”资源共享政策作为联邦政府的一项

基本国策。韩国相继颁布了 5 项法律确保科学资

源的开放性 [1]。日本将“加强科技振兴基本条件

建设”作为推进科技发展的基本政策，仪器资源

基本实现全社会共享 [2]。英国通过扶持和指导两

类政策，由政府主导仪器资源的共享 [3]。在此背

景下，各国不遗余力地建立了形式多样的仪器共

享平台。如英国的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国
家计量公共检测研究和服务的共享平台拥有独特

的仪器设备，提供部分仪器租赁，也提供精确计

量的生物诊断与分析、材料分析以及化学气体的

分析测试服务，并在环境保护方面向政府提出建

议 [4]；美国科技资源共享门户平台Science.gov整
合了美国大部分科研机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科

研成果并提供共享，该平台上线了全美 10 多万名

研究员和 700 多家联邦实验室，提供全流程分析

测试及其他项目服务 [5]。十分注重技术合作和交

流。 如 德 国Physikalisch-Technische Bundesanstalt
物理技术研究院与意大利 Istituto di Metrologia G. 
Colonnetti国家计量研究院之间有过多次跨区域的

研究项目合作 [6]。

我国大型研究仪器共享起始时间较早。从上

世纪末我国逐步加大在科研领域的投入。随着教

育部加大对“211 项目”“985 项目”的投入，科

研仪器设备资源在教育发达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

所高度集中并数量大幅增长。因此，各高校和科

研机构出台了相应的科研仪器开放服务管理办

法，通过不同形式尽量合理分配资源，提高科研

仪器的使用效率。但因多方面的原因，高校和科

研机构仍存在明显的仪器资源使用率不足、年有

效工作机器时间远小于标准机时、部分仪器闲置

的问题 [7]。同时，企业与课题组都缺乏仪器共享

信息与渠道，增加了企业参与研发的壁垒，从一

个侧面也造成科研缺乏市场方向性导致的浪费。

课题组在无法共享的情况下重复购入仪器，从而

形成了使用率低下的恶性循环，造成了科研资源

的浪费。针对科研仪器共享程度较低、科研资源

浪费的问题，我国在 2014 年颁布了《关于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发的

意见》，提倡科研资源共享；2017 年，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

了《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管理办法》；之后，三部门再次联合印发了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与条件保障能力建

设专项规划》，要求全面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和高效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是贵重科研仪器资

源集中区域，其科研仪器共享系统建设一般依托

于本单位实验室建设需求，或依托于与政府合作

建设以及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科研仪器设备

的管理基本是“课题组”模式，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所属权限分明，且运维费用均由各所属单位负

责。近 10 年来，高校科研机构的大型科研仪器

设备一直在增加，各单位为尽量合理分配资源，

提高科研仪器使用效率出台了相应的仪器开放服

务管理办法。公共服务平台一般采用有偿使用制

度，基本原则是使用收费、成本分摊、不以营利

为目的、收取的费用由实验室用于仪器的维护 [8]。

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已取得一

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资源不均衡、高校有 60.8%
的仪器年有效工作机时不到标准机时的一半、仪

器分享比例低于规定要求 [9]、共享缺乏规模效应

等问题 [10]。

本文拟以华南地区政府部门、高校与科研

机构以及企业运营的科研仪器共享平台为研究对

象，对相关平台的共享模式进行分析，总结成功

经验以及出现的问题，为其他地区大型科研仪器

设备共享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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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类型机构大型仪器平台建设及共享

模式

1.1 政府部门

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是管

理和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的政府机构，通过项

目管理的方式联系统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型科

研仪器资源，已经先后建立了广州地区科学仪器

协作共用网、“粤科汇”与广州科技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 3 个科研仪器共享平台（表 1）。其中，广

州地区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专门提供大型仪器共

享服务；“粤科汇”除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外也提供

代测试实验、委托技术研发等服务；广州科技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以研发信息与科技服务为主，仅

对大型科研仪器资源进行展示，需通过大型科研

仪器所在单位的联系方式进行预约。

1.2 高校与科研机构

针对华南地区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关大型

科研 仪器平台建设与设备共享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分析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各研究机构、广东省

科学院及下属研究院所、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以及暨南大学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的特点

和模式。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

台一般采取网络预约的方式进行仪器共享（表

2）。企业对大型科研仪器的使用需求本质是对科

技创新能力的需求，高校和科研机构依托于自身

的实验室、科研与人才资源开展委托实验服务，

弥补企业在专业人才与仪器资源上的不足。企业

可通过项目合作委托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技术研

发，也可通过在线申请，通过后寄送样品委托高

校与科研院所进行分析测试并出具相应报告。

高校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主要在校区内，而

科研机构则有多种布局方式。部分科研机构建设

有完善的检验检测网络系统，在全省各地都设有

分支机构开展检验检测服务与大型仪器共享；部

分科研机构会根据产业领域直接在当地建设检测

机构提供服务；部分科研机构则挂靠在当地的行

业协会，只设置服务点，接受申请并收集送检样

品，运送至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分析；科研机构

同时也通过与其他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合作开

展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如中国广州分析测试

中心共有 15 个实验室分布在广州、佛山和中山

等 [14]，同时与广东省科学院“南方双创汇”合

作，在平台展示 18 项分析检测服务，通过网络

接口，直接进入该研究机构的检测平台，进行预

约，开展检验检测服务。

除一般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高校与科研机

构立足自身科研资源，建设了针对专业方向的大

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与重大科学装置（表 3）。如

针对生命科学研究方向的广州生命科学大型仪器

区域中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管理运行的中

国散裂中子源和江门中微子实验以及两个超级计

表 1 政府部门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建设情况

平台名称 管理机构 建设内容
仪器容量 

/台套
服务情况

运行

状态

广 州 地 区 科

学 仪 器 协 作

共用网 [11]

国家科技部、广东省科技

厅、广州市科技局、中国

科学院广州分院和广东省

科学院、广东省教育厅

关联广州地区科研院所和高

等院校的大型科研仪器
232

仪器平均年开机时数 1355 小时，

2003-2008 年仪器共享率保持在

40%以上；为 7529 项课题提供检测

服务，对外分析各类样品 93 万个

已失效

粤科汇 [12]
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中心

已搭建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

网、高性能计算重点实验室、

信息系统测评实验室等技术

研发和服务平台

2216
试运行建设中，注册账户在线预约

使用

大部分连

接无内容

广 州 科 技 资

源 公 共 服 务

平台 [13]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与

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面向企业、研究院所、科技

工作者并为他们提供研发信

息及科技服务的科技资源交

流与共享服务平台

4731
“一站式”窗口服务；提供大型科研

仪器所在单位联系方式，不提供在

线预约

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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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般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建设情况

平台名称 管理机构 建设内容
仪器容量

/台套
服务情况 运行状态

南方双创汇 [15]

广东省科学院、

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共同主办，广

东 省 科 技 图 书

馆、南方日报、

南方新闻网协办

全省首个权威的创新创业服

务总平台。依托省科学院及

下属研究院的大型科研仪器

与实验室资源
325

展示科研仪器信息，通过网络接口

连接大型科研仪器所在单位申请页

面。平台特色是引入商业化运营模

式与自有仪器资源的结合

运营中

中国科学院广

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公

用仪器中心 [16]

中国科学院广州

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

集中了所有的大型科研设备

和公用性强的普通设备
/ / 运营中

先进技术研究

院技术平台 [17]

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

深圳地区较具规模、设备最

为先进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共享的技术支撑平台，与多

个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实

现交叉共享

/

入网中国科学院科研仪器设备管理

共享平台，广州地区大型科学仪器

协作网和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

运营中

深海工程技术

实验室 [18]

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

由海洋设备装配及调试实验

室、深海综合实验水池、电

子设计与研制实验室、深海

压力试验装置、机械精加工

中心等组成

7
对研究所内各科研团队和所外用户

提供有偿服务
运营中

中山大学测试

中心 [19]
中山大学

校级平台包括公卫学院、生

命科学院、中山医学院和药

学院，待建的包括测试中心

与其他单位

1780

面向全校和社会开放；仪器共享程

度不高，中山医学院、药学院和公

共卫生学院仪器设备管理系统链接

失效；生命科学院的页面无内容

运营中

中山大学院级

仪器共享平台

中山大学各二

级学院
/ / 面向本院和全校开放

无校园网登

录账号，无

法查看详情

华南理工大学

仪器设备共享

管理平台 [20]

华南理工大学 / 472 网络预约 运营中

暨南大学的贵

重仪器设备共

享平台 [21]

暨南大学实验技

术中心
/ 30 网络预约；网页链接失效较多 运营中

算中心。因仪器的使用特殊，一般需要单位在网

络平台上申请预约，经管理运营部门审核通过后

安排团队配合实验使用。

1.3 商业机构

商业机构的大型科研仪器服务平台主要有两

类（表 4）。一类是医学检验方向如华大基因检测

与金域医学检测，自身拥有仪器设备与团队，有

一定的科研实力，主要提供检测与合作科研服

务，较少单纯共享仪器。另一类如易科学与汇桔

网，自身没有仪器资源，通过建立科研机构与企

业供需信息平台，给予客户使用指导与定制化

服务，建立客户黏性。汇桔网还结合知识产权资

源、成果转移转化等建立全链式服务拓展客户渠

道，完善服务类别。

2 华南地区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的优势分析

2.1 政策支持和政府大力推广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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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后，

科技部会同国务院 22 个部门共同印发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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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业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与重大科学装置建设情况

平台名称 管理机构 建设内容 服务情况
运行

状态

广州生命科学

大型仪器区域

中心 [22]

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牵头，联合中

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中国

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广东省

昆虫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

研究所、广东省生态环境与

土壤研究所共同打造

集科研装备、科研团队与承接科研任务于一体的

生命科学公共技术平台
网络预约 运营中

中国科学院超

级计算广州分

中心 [23]

受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委

托，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

药与健康研究院负责筹建

中国科学院“十二五”信息化建设专项项目

接入院超级计算网格环

境，开放大规模科学计

算、数据模拟和实验验

证等功能共享给网络用

户使用

运营中

中国散裂中子

源 [24]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为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纳米科

学、医药、国防科研和新型核能开发等学科前沿

领域的研究提供科研平台

建设中
刚完成项

目验收

江门中微子实

验 [25]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建设期间将完成若干重大科研装置的设计与建设

任务，参与国际大型探测器的合作设计与研制，

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光电倍增管的预研与国产化；

在前端电子学关键技术研究，发展大容量高速数

据获取与处理系统技术，推动技术转移并带动国

内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

建设中 建设中

“天河二号”超

级计算机 [26]
中山大学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疗健康，工业设计制造，

天文地球物理，大气海洋环境和智慧城市云计算
用户通过单位申请使用 运营中

表 4 商业机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建设情况

平台名称 建设内容
仪器容量

/台套
服务情况

运行

状态

华大基因检

测 [27]

“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建

立了测序、质谱、基因工程、信息计算

等技术平台

/
业务包括基因研究、测序、深圳国家基因库建

设、科技服务、临床医学、农业应用；客户直接

联系华大基因进行合作

运营中

金域医学检

测 [28]

打造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规模大、检验

实验室数量多、覆盖市场网络广、检验

项目及技术平台齐全的企业

/

从事第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向各类医

疗机构等提供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外包服务。也

提供跨界内容，包括健康管理、卫生检验、临床

试验、司法检验和冷链物流

运营中

易科学 [29]

国内首家市场化运营的“互联网+科技

研发”服务平台，聚集高校、科研院

所、第三方检测机构及科技服务企业等

单位实验室的科技资源，包括：科学仪

器、实验服务、专家学者、科技成果等

231476

关联服务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公

共服务平台、钢铁研究总院、清华大学分析测试

中心、国家有色金属研究院、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服务有限公司等 832 家科研机构 3876 项实

验服务。企业可以主动发布需求获得服务机构的

技术解决方案，VIP客户可以获得客户维护团队

服务满足其他个性化需求

运营中

汇桔网 [30]

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资源共享企业服务

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全产业链的贯通，

因而积聚了大量中小微企业客户网络

1071
在汇桔网的仪器设施以交易为主，包括租赁、检

测和共享服务、仪器租赁
运营中

〈意见〉实施推进方案》，召开试点工作启动会

议，制订试点工作方案，将广东省列为全国第一

批大型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的试点省 [31]。

随即，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促进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2期 2019年3月

─ 6 ─

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实施意见》[32]。

自 2016 年开始，广东省政府采取措施，大

力推广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建设省级科研仪

器网络管理平台，组织省内资源优势单位试点整

合各类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9900 多台套，设备原

值 13 多亿元，以及发放大型科研仪器开放补贴

和创新券，调动供需双方积极参加大型科研仪器

设备平台共享，服务大中小型企业有 1.4 万家 [33]。

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导

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建设，打破了高校、科

研院所系统的藩篱，将科研仪器设备资源统一整

合到网站上进行共享，提升了大型科研仪器使用

效率，强化了科研资源共享，为今后实现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互动打下良好的基

础，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

2.2 丰富的 “互联网+仪器”共享平台资源

华南地区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商业平台发展

也较为突出，探索了“互联网+”的仪器共享模

式。高校与科研机构都建立了面向大众的网络平

台，通过在线预约模式进行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及

委托实验；易科学、汇桔网等商业平台利用“互

联网+其他科研机构和高校大型仪器资源”共享

的模式，将各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仪器资源

关联到自己的平台上，通过平台展示并提供在线

实时咨询，对线上资源进行调配，为相关领域的

用户提供大型科研仪器使用共享的服务。

在“互联网+”的时代，大型科研仪器共享

平台融入了多种创新要素，通过实现实时服务与

线上线下互通，鼓励中小微企业使用大型科研仪

器进行科技创新。用户可以通过PC端或移动客

户端上传仪器需求，采用线上咨询答疑线下使用

模式，体现了低成本、超便捷、高效率的特点，

契合了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的需求。以中科进出口

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包括产

品进出口代理、自营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在内的

业务体系，现正在运营微信公众号“仪器大咖”，

整合了华南地区科研仪器设备行业资源。第一期

仪器大咖沙龙活动与南方双创汇合作，将线上资

源在线下整合，通过线上联系拓展线下资源，再

进一步通过线下活动提升全产业链资源的紧密联

系。今后“仪器大咖”将进一步建立“互联网+
平台”的线上线下资源共享，促进小微企业的使

用大型科研仪器与科技创新。

“互联网+”大型科研仪器共享运营较好的

仪器共享平台，其与企业客户的维系与拓展都较

好。易科学、汇桔网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方面

服务企业数分别是 50 万家和 20 万家。商业运

营模式的融入，从运营、维护和宣传 3 个方面提

升平台的服务质量。商业平台有专业的团队立足

“互联网+”背景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易科

学和汇桔网提供了网页平台的实时应答、预约专

家答疑、限时预约仪器与委托实验、开发手机客

户端等服务。平台的维护包括网页平台、手机客

户端等渠道的维护、仪器信息实时更新、实验数

据的收集、立足于大数据时代的产业数据共享。

平台的宣传主要是网页平台的使用设计，通过线

上线下的活动让企业客户特别是地方中心企业了

解平台。线下活动是拓展这个客户群体的最好方

法。南方双创汇、汇桔网等机构在线下开展了许

多活动，让中小企业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大型科

研仪器共享服务。

2.3 创造了“科技+大众传媒”的融通创新模式

广东省科学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打造

的“南方双创汇”，跨越了科技和文化领域，开

拓了大型科研仪器共享领域的新“蓝海”。通过

“南方双创汇”平台，广东省科学院自有的 266
台套大型仪器设备被有效地展示和运营，利用南

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报纸、自媒体、网站等多渠道

的宣传加大了广东省科学院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的

知名度，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4 重大科学装置建设推动了与华南地区基础研

究发展

华南地区重大科学装置建设与区域的重点产

业发展密切相关，通过重大科学装置建设布局，

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推动广深科创走廊

的建设，着重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

如具有专业针对性、提供高度稀缺的前沿科研平

台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东莞散裂中子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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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和江门中微子实验室以及两个超算中心，

专供基因检测技术的华大基因以及医学检测专业

的金域医学检测。这些平台在产业内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集聚了高端资源及人才，形成了强大的

科研能力，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提供优良的实验

环境，因而吸引了企业客户开展合作，促进了区

域科技经济的发展。

3 存在问题

3.1 平台缺乏维护

（1）网页平台缺乏维护。在进行网络调查

过程中，网页失效的平台占 10%。其中，存在

页面信息缺失、下载链接失效等问题的平台达到

40%，仪器使用信息无更新的平台达到 60%。

（2）平台缺乏维护团队，在处理各服务机构

的关系方面缺乏提高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的主

动性。如有的学校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使用申请步

骤繁琐；负责调配仪器富余机时共享的仪器管理

部话语权小，与课题组协调不畅，导致对不同课

题组的仪器富余机时共享的调配欠佳，无法满足

仪器共享使用申请需求，甚至影响课题组自己的

使用，因而课题组更倾向于在经费允许情况下自

行购买使用。这就导致平台上不同学院的仪器与

检测服务存在重合，同一件仪器重复购买的情况

较多，对仪器共享的需求降低。另外，学校的奖

惩制度对大型科研仪器分享的激励促进有限，执

行力度不足；对重复购买的仪器缺乏统计，对仪

器购买缺乏整体规划。

（3）平台缺乏追踪统计与研究，对后续平

台提升缺乏帮助。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平台自

2011 年后缺乏统计研究，也缺乏相关数据。只有

在易科学上有相关的研究。

3.2 平台使用程序繁琐

从平台展示、初次使用与仪器预约使用 3 个

方面来看，有的页面设计对重要信息或常用选项

不够突出，在网页上要找到所需信息较为困难。

初次使用不便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平台与高校

平台，如要查看仪器详细信息需提供“课题组”

信息，这对于个人与企业用户而言增加了初次使

用的难度，形成了一定的壁垒。还有的平台仅展

示了仪器，不提供在线预约服务，从而增加了对

大型仪器共享使用的难度。在仪器预约使用的过

程中，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仪器共享平台预约系统

属于被动预约。平台内部存在仪器设备运转维护

和使用者时间安排限制等多项问题因素，申请流

程和后续涉及发票、合同等事宜繁琐，且处理交

接效率较低。

3.3 制度制约

（1）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采购制度以课题组提

出需求为主，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对关

联机构或区域机构的统筹和共享。

（2）制度还有待健全。仪器管理部门缺乏操

作细则与标准，且在调节各个课题组时缺乏话语

权。在制定仪器管理使用办法等文件后，在实际

操作中涉及单位与部门、部门与课题组的各方利

益缺乏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3）共享系统之间缺乏互通制度。高校与科

研机构各自的共享平台本身相互独立，导致各系

统之间无法对接，课题组在需求仪器时无法得知

其他系统中的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4）高校的课题组关注自身科研较多，对仪

器共享的主动性不足，宣传力度不大，且存在配

合度较低的情况。

4 启示与建议

综上所述，华南地区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

台受益于政策支持与政府推进，获得了较为快速

的发展，其支撑领域涵盖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共性

技术研究的创新全产业链条，聚集了一批高端技

术人才，利用“互联网+”技术催生了新业态，

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另外，该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共享平台存在开

放性不足、共享效率不高、仪器购置重复性较

大、年运行机时较低以及共享流程繁琐等问题，

企业的共享平台出现了大型科研仪器供给不足以

及供需信息不对等的状况。华南地区的案例给我

国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的发展带来如下启示。

（1）从顶层设计而言，政府应从政策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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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细化、指导和监督 4 个方面对大型科研仪器

共享平台提供支持。在政策制定应大力支持市场

因素融入仪器平台的运营维护，制度上细化执行

准则，将大型科研仪器平台共享与扶持中小企业

结合，予以仪器平台一定的关联性优惠政策与奖

励，强化监督共享的开放性，对网页平台失效，

信息缺失等情况加以追责。同时，也要加强各个

创新主体利用大型科研仪器开展基础研究及应用

基础研究工作的奖励，提高大型科研仪器产出效

率，促进高水平的原始创新。

（2）从高校科研机构平台而言，主要从仪器

资源的统筹、平台服务的优化与提高共享仪器的

主动性 3 个方面着手。仪器资源的统筹主要包括

对已有的仪器资源统计，根据每年科研发展与课

题申报进行仪器购买的规划，对课题组仪器购买

申请加强审核，减少重复性使用率较低的仪器购

入，从一个侧面促进课题组进行仪器共享。平台

服务的优化包括增加平台的开放性，做好平台的

维护推广；主动加大市场因素的融入，形成产业

链式服务，结合企业开发需求、科研项目申报、

国家地市政府项目申请，更加紧密结合科研与企

业生产，从而提高大型科研仪器的使用率。通过

细化可执行的奖惩制度，并严格执行，提高科研

仪器共享的主动性。

（3）对商业平台而言，应平衡仪器设备使用

的科研效率与盈利。立足于自身大数据的优势，

辅助企业进行产业方向性、决策性的核心技术研

发。商业平台自身拥有的仪器资源较少，可作为

联系高校科研院所仪器资源与市场需求的枢纽，

积极牵线举办线下活动，将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向

企业进行推广。商业平台可将拥有的市场大数据

资源与政府、科研机构及高校共享，为政府科技

战略规划、科研院所与高校科研方向与科研仪器

资源统筹提供数据参考，促进大型科研仪器资源

管理共享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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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方便、适用性强等优点，可帮助我们从总体上

了解仪器管理单位的开放共享对社会产生的服务

绩效水平。本文选取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共享

服务平台的 15 家管理单位作为典型案例，按仪

器管理单位的性质分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3
类，并将AHP/DEA综合评价方法应用于仪器共

享服务绩效评价 [14-15]，通过对样本的绩效评价结

果，着重分析了高校、院所和企业 3 种类型之间

的服务绩效水平差异，找出不同类型单位在仪器

共享服务中的优势和存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这三类单位改进仪器共享服务的方法建议，为

健全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机制和后

补助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推进云南省大型科

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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