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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进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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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总结云南省近10年来在推进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中的具体做法，包括采取科学有效的管理模

式、多方签订检测服务战略合作联盟、设立年度服务绩效奖补资金、持续开展推广应用培训等，进一步分析了各种做法

取得成果及不足之处，并从管理者的角度，提出进一步优化仪器设备资源、提升仪器设备共享服务能力的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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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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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Large Instruments Open Sharing Management Office, Kunming 650051)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pen sharing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in Yunnan 
Province, making the utmost of the efficient use of the instrumen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methods,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open sharing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in the past ten years of Yunnan Province; specifically from the active explo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models, the signing of the inspection services strategic cooperation 
alliance with multi-par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nual fund award for services and performances,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application training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rs,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resources of instruments 
and to enhance the service of instruments sharing.
Keywor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management, large 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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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仪器设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

创新的重要保障。促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

享，有助于提高仪器设备共享服务效率，有助于

整合全省科技资源，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提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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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发成功率和科研成果产业化。为贯彻落实

国家科技部工作要求，云南省于 2007 年建成云

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平台（以下简称

“大仪网”）。经过 10 多年的积极探索与创新服

务，现已建成面向全省、功能齐全的网络化、信

息化仪器共享服务网站，成为推动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为各行业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

与科研合作提供有利支撑的重要载体。目前，云

南省初步形成了全省大型科研仪器综合集成、规

范管理和共用共享的新局面。

1 开放共享的现状

1.1 整合高端仪器设备，为开放共享服务奠定坚

实基础

截至 2017 年 12 月，大仪网有 109 家仪器管

理单位入网 20 万元以上仪器 3421 台套，仪器原

值达 14.7 亿元。涵盖分析、物理性能测试、计

量、特种检测等 12 类，服务范围涉及农业、材

料、电子与测量、农产品与食品等 23 个科研领

域。仪器主要分布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检

测机构（图 1）。入网仪器单位上传测试服务记录

和仪器共享管理办法分别为 24 余万条、103 条，

在全国相关数据填报记录中名列前茅 [1]。

其中，2011—2017 年，科研院所开放共享

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最多：50 万～ 200 万元的仪

器设备有 217 台套，占共享仪器总数的 48.4%；

200 万～ 500 万元的仪器设备有 45 台套，占该

数值范围内仪器设备的 60%；500 万元及以上的

仪器设备有 8 台套，占该数值范围内仪器设备的

57.1%；科研院所仪器设备共享数量远高于高校

和企业的仪器共享数量，为开放共享服务奠定了

坚实基础（表 1）。

1.2 开展战略合作联盟，为企业创新提供专业化

服务

为充分发挥聚集于大仪网的科研院所、高校

及企业的众多科技资源优势，形成服务联盟，共

同面向企业，尤其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分析

检测服务，大仪网先后与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冶

金研究院等 16 家检测机构签订了战略联盟合作

协议，共同推进全省仪器设备共建共享工作。据

不完全统计，2014—2015 年，11 家战略联盟单位

共服务企业 5090 家，测试服务收入 2098.5 万元，

为企业提供分析检测优惠服务金额达 675.2 万元 [2]

（表 2）。
1.3 奖补政策助推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快速发展

依据《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

暂行办法》，完善适合共享服务特点的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开展仪器设备共享服务绩效评价，是

贯彻落实国家奖补政策、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手

段 [3]。全省累计奖补仪器管理单位 228 家（次）、

奖补企业 376 家（次），奖补金额为 1689.35 万

元。特别是 2015 年的奖补金额增长迅速，政府

投入的奖补金额分别比 2013 年和 2014 年提高了

表 1 2011—2017 年管理单位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情况

 单位：台套

仪器设备原值范围 共享仪器总数 科研院所共享仪器数 高等院校共享仪器数 企业共享仪器数

50 万～ 200 万元 448 217 92 101

200 万～ 500 万元 75 45 14 16

500 万元以上 14 8 5 1

合计 537 270 111 118

图 1 云南省共享仪器设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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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和 66.7%。通过奖补，提高了入网仪器单

位对外开展分析测试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

励了企业积极利用仪器设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有效推动了全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4]

（图 2）。
1.4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综合指数稳步提升

据《国家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利用指数报

告》不完全统计，2010-2012 年，云南省大型仪

器设备装备水平提高较快，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综合指数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以 2010
年尤为突出：云南省大型仪器设备综合指数为

46.07，全国排名第五，仅次于北京（65.98）、上

海（56.58）和广东（46.67）等发达省区，在仪

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方面取得一定成绩。2011 年

和 2012 年的数据还显示，云南省仪器设备共享

水平在逐年下降，说明云南省在仪器设备共享的

政策宣传和实施意见贯彻落实方面还有待提高

（图 3）。
1.5 持续开展推广应用培训，为企业创新创业保

驾护航

大型仪器设备只有向社会开放共享才能释

放服务潜能，为全省实施建设创新型云南提供有

效支撑。为此，面向全省州市和行业，组织开展

各具特色的专题技能培训，有效调动了仪器单位

的积极性，更好地为云南省科技创新创业提供检

测服务。全省累计培训企业 1166 家，培训人数

表 2 2014—2015 年战略联盟单位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情况统计表

序号 战略联盟单位 培训人数 /人次 优惠企业数 /家 优惠金额 /万元 服务收入 /万元

1 昆明冶金研究院 79 123 90.5 487

2 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90 101 29.3 288.7

3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60 149 2 91.6

4 昆明理工大学 48 50 12.5 38

5 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84 35 0 114.5

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20 14 13.8 50.4

7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心实验室 20 36 323 950.4

8 保山市质检中心 75 1896 17.2 76

9 德宏州质检中心 51 179 1.5 89.9

10 普洱市质检中心 19 1073 185.4 76

11 西双版纳州质检中心 15 1434 0 646

合计 561 5090 675.2 2098.5

图 2 2011—2017 年大仪网奖励补助情况

䃼

图 3 2010—2012 年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利用与共享指

数及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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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7 人次（图 4）。持之以恒的宣传培训，大仪

网的点击率迅速上升，达百万余次，有效推进了

全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和开放共享。

1.6 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初见成效

多年来，依托大仪网平台，云南省以集成

科技资源、促进仪器共享为目标，通过平台优

化整合仪器管理单位的科技资源，初步实现了

包括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基地等科技资源

的共建共享，大型科研仪器正在为各行各业的

科学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快捷方便的分

析检测服务和重要技术支撑。目前，入网的大

型仪器设备数量以 30%的增长速度逐年增加，

为企业创新服务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储备。以

2017 年为例，入网单位累计为 6534 家企业提

供了分析测试服务、测试 90 余万次、服务收入

2.77 亿元、使用机时 196 多万小时。2011 年仅

有企业 425 家，其测试次数超过 4 万次、服务

收入 900 万元、使用机时近 19 万小时。2017 年

与 2011 年相比较，其企业数、测试次数、服务

收入、使用机时分别增长了 15.3 倍、21.8 倍、

30.7 倍、10.4 倍。由此表明，科研仪器开放共

享的积极推进，对充分利用存量仪器设备、降

低分析测试单位的科研成本和提高公共财政投

入使用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表 3）。

2 存在的问题

2.1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理念淡薄，管理重视程度

不够

目前，大多数高校、部分科研院所对仪器共

享服务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共享理念淡薄，开放

共享配套制度尚不健全，对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监

督责任力度不够等，造成仪器设备共享率和使用

率不高，且缺少相应的技能培训和激励机制，导

致仪器设备因缺乏专业操作人员而出现大量闲置

浪费的现象。

2.2 过剩与不足共存，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高校、科研院所购置的仪器设备大多来源于

云南省财政资金的支持，仪器可无偿使用，因而

出现了仪器重复购置、使用效率偏低等现象。甚

至部分仪器仅提供某人或某项科研工作专用，一

旦项目终止或人员变动，便会导致仪器停用，造

成资源浪费。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参与对外服

务的科研仪器年均有效工作机时为 868.4 小时，

远低于发达国家年均 3000 小时的水平。此外，

图1，图2，图4，请提供excel文件

图 4 2009—2017 年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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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一半以上的大型科研仪器都集中在省会城

市昆明，约占入网仪器设备总数的 54%，而针对

各州市产业发展需求还缺乏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

规划，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为地区技术创新提供有

力支撑。

2.3 仪器设备服务人员能力不足，队伍不稳定

多数仪器管理单位存在仪器设备服务人员

能力不足、检测人员不稳定的现象。以 2011—
2013 年为例，云南省平均每百人高层次人才拥有

的大型仪器设备数量分别为 5.2 台套、5.9 台套、

5.3 台套，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北京

（18.3 台套）、上海（17.6 台套）、广东省（11.9
台套）经济发达地区水平。可见，云南省检测人

员队伍人才短缺，仪器设备人员配置不高的现象

尤为突出 [5]。

3 促进开放共享的建议

3.1 加强政策宣传，扩大培训，开创仪器共享工

作新格局

继续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的宣传与学习工

作，充分利用大仪网站、科技网站、新闻媒介，

宣传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新理念，提高仪器共享意

识；面向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公司等创业

载体，联合仪器开放共享优秀管理单位，共同设

立“一站式”培训、检测服务站点，深度挖掘各

类创新主体的实际需求，提高精准服务能力；加

强平台建设和仪器共享宣传推广，在全省积极营

造仪器资源开放互动、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全

面提升仪器设备共享服务能力 [6]。

3.2 创新仪器共享模式，加快推进我省开放共享

制度建设

依据《国家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开放共享管理办法》《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创新仪器共享模式，完善

开放共享的激励引导机制，打破条块管理，形成

仪器设备资源合理流动、开放共享新局面，不断

提高全省仪器设备社会化服务水平 [7]。鼓励高校

在实现校内充分统筹共享的基础上，开展仪器设

备的对外共享服务；科研院所在以项目研究实现

仪器共享的同时，以仪器外租共享等形式实现仪

器共享；鼓励其他检测机构在立足于利用现有实

验室设备和人力资源积极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

时，以合作科研项目、课题等形式提高仪器利用

效率 [8]。

3.3 创新服务管理，建立开放式的功能完善的共

享服务平台

一是建立由管理单位领导、仪器共享负责

人、实验室管理人员、大仪网平台信息联络人组

成的工作体系。强化法人责任，切实履行实施科

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职责，最大限度地推进仪

器设备对外开放，不断提高仪器利用率；二是

加强和完善平台仪器设备数据库、专家数据库建

设，进一步推动管理单位在线服务平台建设，形

成覆盖全省的仪器设备共用共享网络服务体系，

实现与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无缝对接和数据共

享；三是创新平台服务管理，对为仪器共享做出

贡献的管理单位、机组实行年度绩效评价和后补

表 3 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利用及共享服务发展情况

年份 /年 入网仪器单位 /家 使用仪器设备数 /台套 仪器原值 /亿元 测试次数 /次 服务收入 /万元 使用机时 /时 服务企业 /家

2010 以前 25 200 1.2 — — — —

2011 28 256 1.5 41312 900 188764.5 425

2012 31 535 4.5 121226 1923.28 158510.5 738

2013 45 622 5.03 217830 1662.9 204800.3 812

2014 68 705 6.53 221900 6250.85 198769 1500

2015 109 1010 9.16 366735 9158.44 877129.3 5580

2017 238 1923 14.7 902314 27700.92 1961404 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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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有效调动入网单位工作积极性 [9]。

3.4 注重专业人才培养，提升仪器共享服务能力

水平

专业技术人员检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

仪器设备利用率的高低。组织开展检测人员的技

能培训，是有效提高仪器共享率的一个重要环

节 [10]。一方面，要鼓励入网仪器单位加强自身技

术队伍建设，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采

取学习交流、项目合作等互动方式，不断提升检

测员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展仪器共

享研究思路，鼓励和引导检测人员积极开展技术

研究，加强仪器管理与共享关系研究、仪器共享

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等研究工作，努力提升平台

管理人员的素质，充分调动每一位人员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推进共享工作深入、高效开展。

3.5 加强引导和督察，共同推进全省仪器开放共

享工作

积极开展调研和不定期督查，及时向社会公

布管理单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运行及使用

情况；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全省开放共享

工作的督导与检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共同推进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工

作。

4 结语

全力推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

享，是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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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任务，

是提高云南省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更是一

项涉及面广、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0 年来，

云南省开展实时政策宣传、逐级推广培训、年度

绩效评价与奖补等一系列创新性工作，成效显

著。面对创新型云南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

新要求，云南省仪器设备共享要以现有的科技资

源为切入点，服务双创工作，提高全省创新驱动

发展能力。同时，还应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

创新思路，积极探索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共享模

式，通过统筹协调、合作创新、优化资源、组织

培训、绩效评价等方式，扎实推进平台管理与创

新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支撑高校院所科学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更好

地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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