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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市场化运营的公共管理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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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国家科技管理政策对科研仪器设备共享采取市场化运营的新要求，梳理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现有主体及

其关系，结合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产权结构现状分析，构建多种主体参与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驱动机制模型，以授权

管理为核心设计新背景下的公共管理模式，并提出建设科研仪器设备市场化运营授权管理监督与服务体系、推进制定

相关配套资源市场化运营管理措施、研究授权运营共享效益与管理风险的评估机制、建设支撑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市场

化运营的公共服务数据体系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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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policy for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sharing, this paper combs the 
existing subjec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sharing, combine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sharing, and 
constructs the driving mechanism model for divers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sharing, and designs public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with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as the core.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supervision and service system of authorized management of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promoting the formulation of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related supporting resources, study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benefit and risk of authorized operation 
sharing, and building a public service data system to support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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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驱动战略等宏

观政策的贯彻落实，借助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制

度创新契机，各级政府近年来在科技基础条件资

源建设与管理领域不断探索新的管理模式。鉴于

相对较好的政策基础和较成熟的管理基础，科研

仪器设备成为众多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中最受关注

的资源门类。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浙江、湖北、甘肃等省份就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制

定了技术服务收入管理和“创新券”补贴等相关

制度，并针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服务人

员补充制定了职称评定制度 [1]。与欧美等发达国

家相关建设与管理经验的对照研究表明，受各国

公共管理体制、设备稀缺程度、配套技术服务价

值、学科门类和产业应用的影响，科研仪器设备

的共享机制和公共管理模式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而市场化运营和社会化资本参与是科研仪器设备

共享的必要组成部分 [2]。虽然国内科研仪器设备

共享工作主要由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并积

极利用“互联网+”模式创新共享机制和管理模

式 [3]，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应用仍存在“地

域分割”“行政归口分割”和“学术小圈子”等

问题。即使在部分相对成功的市场化运营案例

中，市场化运营机构对自身在国家科研仪器设备

共享的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定位仍不明确，合理定

价、收益分配、跨域服务等尚待明晰的政策性问

题仍是约束相关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 [4-5]。

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家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

要求科研仪器设备“为科技创新和社会需求服

务，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支撑”，

开启公共科研仪器设备“向社会开发”的全面服

务新时期 [6]。2015 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

方案》中提出要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建

立三方检测市场化，进行仪器共享与补助，使

得“创新券”和后补助等行政体系内的奖惩措施

得以推进 [7]。2017 年和 2018 年科技部连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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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

台管理办法》，不仅明确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责

任主体，还提出允许在非营利服务的前提下收取

合理费用。2019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第

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建立“以授权为基础、市场化方

式运营为核心的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机制”[8]。

《通知》首次为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运营管理和执

行主体提出明确要求，必将为相关行业带来新一

轮变革。相应地，由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地

方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所构成的公共管理主体

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应针对市场化运营对共享管

理的影响，为管理单位、专业服务机构、资源用

户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提供必要的服务。

1 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参与主体及其关系

（1）公有制主体和私有制主体

依照主体的资产归属，可以将科研仪器设备

共享相关主体分为公有制主体和私有制主体。公

有制主体是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要运营经费的机

构，主要包括各级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各级政府

财政管理部门、各级政府主导下的科研仪器设备

共享网络管理平台以及政府属科研机构等 [9]。私

有制主体是以经营收入或商业投资为主要运行

经费的机构，主要包括科技服务企业、高技术企

业、私人科研机构等。所有制差异对主体产生的

影响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在管理目标方面，公有制主体在宏观层

面体现为公共科研仪器设备的充分利用和促进科

技基础条件资源建设，中观层面体现为各项相关

政策的推进执行，微观层面体现为科研仪器设备

共享的各项评估指标的提升。私有制主体的管理

目标相对简单，宏观层面体现在企业或科研机构

的行业影响力与品牌价值，中观层面体现在资产

增值和综合研发能力，微观层面体现在盈利能力

和科研产出等。

二是在管理工具方面，公有制主体主要通过

政策法规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其管理目标的实

现，业务响应的实现周期较长但风险较小。私有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6期 2019年11月

─ 44 ─

制主体主要通过商业合同或内控管理的方式实现

其管理目标，业务响应周期较短但风险难以控制。

三是在激励机制方面，由于公有制主体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盈利运营，只能采取负向激

励，且激励的响应时间较长。私有制主体通常采

取以业务提成、绩效奖金、股权分红等经济利益

为主的正激励，并且可以灵活地控制激励的响应

时间。

（2）资源的供给方、需求方与中介方

依照主体对科研仪器设备的供需关系，可

以将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中的主体分为资源供给主

体、资源需求主体、资源中介主体。资源供给主

体是指在科研仪器设备共享过程中向另一方出让

资源使用权的主体。在以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建设

的研究范畴下，资源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投入科研

仪器设备建设经费的各级政府、受政府委托管理

公共科研仪器设备的管理单位与提供私人科研仪

器设备的企业。资源需求主体是指在科研仪器设

备共享过程中从另一方获得资源使用权的主体，

主要包括各种所有制下的科研机构、高技术企

业、高等院校、科创团队等具有现实科研仪器设

备需求的主体。资源中介主体是指并不消耗资源

使用权，但积极获取和传递科研仪器设备及其相

关信息的各种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所属科研

仪器设备共享网络管理平台和以科研仪器设备共

享为主要业务的科技服务企业 [10]。在科研管理实

践中，同一机构的供需关系经常转换或出现多重

身份，主要包括以下 3 种情形。

一是科研机构经常兼具供给主体和需求主

体双重身份。由于科学探索的复杂性，科研团队

通常很难完全精准地预先设计较长周期的研究方

案。随着科学问题或技术指标的变化，前期购置

建设的科研仪器设备时常不能满足后续的研究需

要，从而造成资源的闲置。科研机构在出让闲置

资源的同时，也需要寻求满足新科研需求的科研

仪器设备。在经费不足以购置建设新资源的情况

下，租用设备、购买数据或者委托测试加工等形

式就成为科研机构的权宜之计。随着市场化运营

的到来，身兼供需双重身份的科研机构将更加普

遍。

二是部分共享服务平台和科技服务企业经常

兼具中介主体与供给主体双重身份。一方面，由

于当前相关政策落地尚不明朗，公共科研仪器设

备共享的合规性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由于

科研仪器设备类型的复杂性，科研仪器设备共享

的供需匹配需要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

管理。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部分拥有闲置资源又

难以承担管理成本的科研机构选择与专业中介机

构签订长期合作或服务代理协议，将部分科研仪

器设备的使用权交由中介机构管理。由于科技服

务专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身兼中介主体和供给

主体双重身份的科技服务机构同样更加普遍。

三是部分科技服务企业将中介主体与需求

主体的业务深度融合。受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

技术应用不断发展的影响，以科研机构为主的需

求主体通常难以处理科研工作中跨领域的业务管

理和信息分析，例如跨领域技术验证或基础研究

中的多领域实验设计与管理。随着科技咨询行业

的深入发展，部分科技服务企业对科研机构的业

务介入不断深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需

求主体对技术指标、服务质量、过程管理等需求

细节的研判和执行工作。在实验室管理、设备维

护、委托测试加工等场景中，部分科技服务企业

实质上执行了中介主体和需求主体的双重业务。

综合上述两种分析维度可以看到，科研仪器

设备共享主体的综合分类如图 1 所示。其中科技

服务企业在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中呈现的属性最为

复杂，已经渗透到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全过程中。

（3）相关行业组织体系及其关系

依照机构主要运营业务的行业分类，可分

为行政机构、科研机构、商业机构和科研仪器设

备共享网络管理平台。行政机构是指以履行行政

管理职责为业务内容的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政府

科技管理部门和财政管理部门。科研机构是指以

开展科研工作为业务内容的机构，主要包括高等

院校、政府属科研机构、私人科研机构和企业下

设科研部门。商业机构是指以科研仪器设备及其

信息流转相关商业活动为主要业务的机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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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主体综合分类示意图

包括资源集成企业、渠道营销企业、科技咨询企

业、大数据分析企业等业务侧重点不同的科技服

务企业。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是指以科研

仪器设备相关信息管理和传播为主要业务、具有

完整和明确的业务体系但挂靠于其他各类型实体

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所属科研仪器设备共

享网络管理平台和具有公开服务能力的企业所属

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信息平台 [11]。

一是行政机构整体构成严密的政府行政管理

体系，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各级财政管理部门分

别形成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口径，并且在同级别

同行政区划中存在部门间的行政协调关系。在行

政管理体系外，依据各自行政管理口径，各级行

政机构对科研机构和商业机构提供行政服务，存

在行政管理关系。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通常是科研

仪器设备共享网络管理平台的挂靠单位，实际承

担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行政机构组织体系及

相关外部关系如图 2 所示。

二是科研机构全部主体通过学术交流、合作

研究、共建实验室等形成极为松散的学术体系，

部分主体通过委托开发和技术服务等商业行为形

成相对稳定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在学术体系和产

学研合作体系外，宏观上所有科研机构均依照行

政区划受各级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指导；中观上政

府属科研机构受相应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直接管

理，受委托管理公共科研仪器设备的管理单位在

资源维护和共享上受到行政监督；微观上各类科

研机构因承担公共财政资助科研项目或被委托管

理公共科研仪器设备，受到相应行政机构的审核

和评估。科研机构组织体系及相关外部关系如图

3 所示。

三是商业机构之间由交易行为形成资源流通

体系，部分承担了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信息传播

和资源让渡功能。商业机构理论上受到行政机构

监督管理，但现有制度条件并未明确赋予科技管

理部门和财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商业机构所开展

的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业务的权力，因此对相关商

业机构仍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商业机构与大部

分政府科研机构的关系仅限于资源信息服务，只

能与明确了自身公共资源共享合规性保障的大型

科研机构或区域科研机构集群建立明确的资源共

享服务代理关系。除了机构间关系外，部分商业

机构还可以通过与实际占有公共科研仪器设备的

个人完成交易的方式进行存在较高违规风险的科

研仪器设备让渡活动。商业机构组织体系及相关

外部关系如图 4 所示。

此外，各级各地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网络管理

平台之间通过数据公开服务和协商制定相关标准

图 2 行政机构组织体系及相关外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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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等活动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科研仪器设备共

享网络体系，各平台的运营工作通常由相应政府

科技管理部门的下设机构承担，在业务层面主要

围绕当地政府的科研实力和科技产业发展要求，

在信息管理和数据建设方面受国家网络平台的统

筹指导。由于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网络管理平台的

公共服务属性，其公开数据已经成为相关行业商

业机构的基础数据来源。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网络

管理平台组织体系及相关外部关系如图 5 所示。

2 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产权结构与市场化

管理体系

从主体分类的结果可以看到，科研仪器设备

的实际产权控制人是管理单位。管理单位对专业

服务机构开展市场化运营的授权过程，实质上是

对科研仪器设备产权的让渡。科研仪器设备的产

权具体包括科研仪器设备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

置权以及所有权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收益权。而

科研仪器设备的公共属性决定管理单位并不完全

拥有其所有权，普通的商业授权行为不适用于

此 [12]。

（1）科研仪器设备的产权结构

由于科研仪器设备投资较大，且需要占用一

定的空间放置和使用设备，该类资源的产权具有

一定的独占性和易逝性。独占性体现为该类资源

在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个特定用户占有，而易逝性

图 4 商业机构组织体系及相关外部关系

图 3 科研机构组织体系及相关外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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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网络管理平台组织体系及相关外部关系

是指其使用权对应的经济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减少。在我国科技管理的现实中，科研仪器设

备的产权结构处于分割管理状态。

一是基于财政资金建设或购置的科研仪器设

备，所有权在法理上归属于国家。政府管理部门

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具体行政机构，对这些仪器

设备拥有监督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衍生

的税权。但以我国现有的科技管理能力，行政管

理部门尚无力承担科研仪器设备的维护、使用和

运营管理等专业工作，通常以“委托管理”的形

式交由管理单位运营。

二是管理单位实质上拥有仪器设备的占有

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通常是科研仪器

设备的开发和建设方，也是科研仪器设备的主要

用户。对应其权利，在现有政策环境下，管理单

位还承担促进着科研仪器设备共享、避免闲置浪

费的义务。

三是在传统的仪器设备共享关系中，管理

单位直接将约定的仪器设备使用权和收益权让

渡给资源用户，且允许在“非营利”范围内收

取报酬。

此外，在市场化运营背景下，管理单位可

以将使用权让渡给专业服务机构，由专业服务机

构的运营实现共享服务。专业服务机构对科研仪

器设备的市场化运营不再受到“非营利性”的约

束，可以实现更高效的资源流转和个性化配置，

提升共享服务的质量和经济价值。

（2）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市场化管理体系

实现科研仪器设备充分利用目标的主要途径

在于降低公共科研仪器设备闲置率，而闲置资源

的共享本质上是资源使用权的再配置和流转。碎

片化资源大规模配置和流转的运营管理具有极强

的专业性，其运营需要对被共享资源开展数据分

析、质量管理、过程管理、合同管理等深层次介

入，相应的运营成本非常可观。在同类商业实践

中，平台服务商的运营管理需要明确的制度保

障，并且通过营业收入、渠道营销或运营数据营

销等方式补偿成本 [13]。

行政机构的公共属性决定其不能采用市场运

营的管理机制，不仅难以收回成本，也不能通过

正向激励提升共享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故行政机

构及其主导建设的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公共服务平

台均难以承担大规模资源配置和流转的运营管理。

公共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单位通常是以科研活动为

主营业务的机构，同样难以承担运营管理。而且

公共科研仪器设备是由各级财政投入委托管理单

位管理维护，其管理单位不能随意让渡其占有权。

在进一步提升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效率与质量

的要求下，管理机构将资源闲置期间的使用权交

由专业服务机构，尤其是由社会资本主导的专业

服务机构运营管理将成为必然趋势，授权运营管

理应当成为新形势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体系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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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部分。在不改变已有行政体系结构的前提下，

为实现授权运营管理为核心的科研仪器设备共享

体系建设，应当将管理单位、科技服务企业、资

源用户三者构成的资源流转过程作为科研仪器设

备共享体系的主导因素。围绕授权运营的高效管

理和合理监督，行政体系应对其提供充足的制度

保障和监管措施，公共网络管理平台则成为实施

监管评估、落实奖惩机制、推动政策引导的执行

机构。优化后的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体系总体框架

如图 6 所示。

（3）市场化管理体系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一是与管理单位达成商业合同关系的责任主

体由资源用户转变为专业服务机构，合同内容由

确定的资源流转改变为不确定的运营管理。管理

单位对资源的管理维护将发生较大变化，政府对

公共科研仪器设备利用与产出的监督评估也应当

作出相应改革。

二是与资源用户达成商业关系的责任主体由

管理单位转变为专业服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应

当具有承担相关责任的能力。由于各级政府在向

管理单位委托科研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已经完成

对管理单位社会责任和经济实力的认定。但管理

单位通常缺乏充足的人力物力对专业服务机构开

展资质审核，未经充分审核的专业服务机构有可

能逃避责任，甚至恶意侵害资源供需双方的利益。

三是授权关系使得资源共享活动不再无偿占

用管理单位的配套服务，也使得资源用户有可能对

不同来源的资源与配套增值采取定制搭配。引入

授权关系后，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将不同来源的资源

集成后向用户服务，一方面提升了服务质量，另

图 6 基于授权运营的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市场化管理体系



·资源共享利用理论·王弋波等：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市场化运营的公共管理模式探讨

─ 49 ─

一方面也使得过去难以流转的零散资源得以利用。

四是在确保授权双方充分履行合同的前提

下，被授让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将转变为纯粹的商

品。被授权机构可以在合同限制范围内再次转让

给其他商业机构，充分利用商业渠道的经济价

值，从而实现闲置资源的多次流转，促进科研仪

器设备共享服务行业的发展成熟。

各级行政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管理和执行单

位，应当以公共科研仪器设备的产权关系为管理

依据，通过健全制度规范和提升信息化水平，一

方面逐步拓展资源流转渠道，另一方面增强对资

源及其共享服务的监督评估。相比现有科研仪器

设备共享体系，授权关系的引入使得行政监督的

范围扩大到被授权的科技服务企业。科技服务企

业的共享业务数据中涉及公共科研仪器设备的

部分应当受到相应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监督和评

估，管理单位与企业建立授权关系的活动也应受

到相应的监督管理。

3 政策建议

为加快贯彻落实《通知》的要求，提升科研

仪器设备共享公共服务的综合水平，增强商业机

构对科技资源配置的补充作用，面向国家科研仪

器设备共享建设发展与公共管理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科研仪器设备市场化管理体系与授

权管理模式

建议科技部出台《科研仪器设备市场化运营

与授权管理办法》，落实科研仪器设备市场化运

营政策及相应管理体系建设，依靠顶层设计保障

授权管理的规范推进。一方面，应当明确公共科

研仪器设备市场化运营的基本范畴和核心原则，

具体包括各方主体责任、授权关系定义、运营

许可范围、公益性要求等要点；另一方面，应当

对授权管理的监督评估与支撑服务提出规范性要

求，前者包括监督与评估责任主体、监督机制、

评估流程与主要指标等，后者包括信息化、信息

公开及配套行政流程等要求。

由科技部牵头，会同相关部委，协商跨机构

沟通机制。由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负责，

会同各级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协商授权运营的监

督管理运行流程与配套服务措施，明确相关工作

的组织协调机制，制定授权运营监督与服务相关

建设实施规划，推进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落实授权

运营工作。

（2）推进制定相关配套资源市场化运营管理

措施

以授权运营为契机，将公共属性的科研仪器

设备与多种来源的配套资源独立核算，为管理单

位建立合理激励机制。为推进科研仪器设备共享

市场化运营的发展，确保科研仪器设备授权运营

各方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的契机，应当以产权结构

为依托对相关配套资源的使用和收益分配提供制

度保障。研究出台科研仪器设备授权运营的收益

分配管理指导意见和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增值服务

的产权界定指导意见。

例如，研究制定《科学仪器授权运营的收益

分配管理指导意见》，明晰专业服务机构获得授

权后对科学仪器市场化运营的权限和运作范围，

充分保障被授权运营科学仪器获得有效利用并能

够与优质配套资源相组合。此外，有必要研究出

台科学仪器共享增值服务的产权界定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被授权开展市场化运营的专业服务机

构对科学仪器设备拥有的被让渡的使用权，明确

区分科学仪器使用权与仪器服务配套资源。

（3）研究市场化运营背景下共享效益与管理

风险的评估机制

市场化改变了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原有组织体

系，各类主体在共享服务中的权、责、利均发生

变化。原有以管理单位为对象的共享评估机制应

当随之改变，以确保评估结果真实反映新模式下

各类主体对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效益和风险。

首先，结合国家科技发展引导能力的保障和

评估结果的真实性保障，研究制定新形势下科研

仪器设备共享效益的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

为制定国家宏观政策提供决策支撑。开展市场运

营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管理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设计相应的数据核验指标和新的风险评估指标，

用于识别高价值资源滥用、资源服务质量低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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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其次，根据具体对象设定特定的权利许可与

禁止规范，体现公正优先与公私平衡。建议由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牵头负责全国科技资源

专业服务机构资质认定工作的统一组织和管理，

各地方平台中心负责当地专业服务机构资质认定

工作，并明确资质认定的权限与公共服务性质。

再次，以公平公正公开为法制目标，对授权

运营开展公共采购或招投标的合规性进行管理；

以公共资源充分利用为科技管理目标，对授权运

营的具体业务开展真实性与合理性抽查，并对科

学仪器的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估；以公益性有偿

服务为公共管理目标，对授权运营的经济报酬开

展真实性与非营利性抽查，降低市场化运营可能

带来的权力寻租风险。

（4）建设支撑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市场化运营

的公共服务数据体系

为支撑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市场化运营的监督

管理与公共服务，不仅应当为相关行政管理工作

提供更加便捷的信息化工具和网络服务，还应当

做好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的公共管理网络与科技服

务企业投入建设的商业化平台的数据对接，通过

对专业服务机构业务数据的核查与分析支撑科技

基础条件资源建设与管理的深化改革。

在数据集成方面，建议提升公共服务平台的

信息核验和综合资源发布能力，结合“科研仪器

设备共享网”的信息集成发布功能与“国家网络

管理平台”的仪器设备登记功能，扩展科研仪器

设备数据来源，研究多源数据验证与飞行检查相

结合的数据核验方案。围绕科研仪器设备的服务

管理与资源配套服务信息，结合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已有数据平台，建设面向科技服务知识图

谱的综合资源管理数据库，向科技服务行业提供

更高质量的综合资源发布能力。

在数据交互方面，基于现有信息化基础建

立授权运营的大数据监控机制。联合地方科研仪

器设备共享平台，通过抽查商业共享服务平台数

据、采集运营评价与服务评价信息、登记授权合

同、认证专业服务机构等渠道，建立科研仪器

设备共享市场化运营的全流程信息采集与反馈能

力，研究基于授权运营监督管理与管理风险评估

指标的智能监测技术，形成授权运营的大数据监

控机制。

4 结论

“以授权为基础、市场化方式运营为核心的

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机制”的提出既是对商业

机构在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管理体系中的重新定

位，也是对相关公共管理模式提出的新要求。基

于授权运营的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市场化管理体系

可以在充分明晰资源产权的条件下实现公益性监

督和商业化运营的效率均衡，不仅明确商业机构

在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体系中的位置，也为新要求

下各级公共管理机构聚焦管理对象并提出改革措

施的建议。市场化管理体系下各主体关系的变化

说明，资源共享的效益评估将在市场细分的影响

下呈现更加微观和精准的趋势，而公共管理的效

益评估将更加依赖大规模业务数据的深入分析。

可以预见，在商业化仪器共享市场不断成熟的影

响下，围绕授权运营展开的一系列监管、评估和

数据管理将成为公共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但现

有补贴政策对更大规模授权运营的适用性问题仍

有待分析，针对具体仪器门类和共享场景的授权

运营管理措施仍有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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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提出了不同主体对科技资源共享的管理

责任。

可以看出，引入社会资本推动科技资源共享，

需要做到科技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

收益权等各类产权相匹配，加强产权主体对客体

的关注度，激发和约束产权主体行为，提供科技

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在科技资源利用的过程中还

要注重产权主体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安全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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