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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经济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深度融合，有利于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是长江经济带实现区域联动、互助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现状及成效进行多

维度分析，并从平台服务效能、共享融合机制、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跨区域深度融合发展的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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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integration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conducive to resource sharing,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across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regional linkage and mutu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ffectiveness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sharing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cross reg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latform service efficiency, shared convergence mechanism,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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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在长江经

济带战略背景下，根据《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要求，2016 年，由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管理中心牵头，联合浙江、江苏、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及云南 10 省市

共同创建了“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平台以跨区域科技创新资

源共享为切入点，以“共建共享、协作服务、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原则，积极推进平台建设

和资源共享，初步形成“一江同体，齐头并进”

的发展格局。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技术成果在跨区域合作中的运用，长江经济带

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

大的区域之一。但因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

水平不一、共享管理体制不够规范，导致长江经

济带跨区域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配置效率不

高、专业服务融合深度不足、交流互动挖掘深度

不够、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等

问题。为此，加快长江经济带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资源共享，推进跨区域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深

度融合，对提高东中西三大区域仪器共享和互动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数量、类别与分布

据统计，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拥有大

型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单位有 1802 家，占全国仪

器管理单位的 44.3%[1]。其中，高校有 368 家、

科研院所有 736 家、企业有 698 家，分别占全国

的 50.6%、37.0%和 51.5%；50 万元以上科研仪

器设备有 33817 台套、仪器原值达 472.13 亿元，

分别占全国仪器总数和总原值的 39.7%、38.4%。

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在仪器单位、数量及原值

上在全国都占有较大比重，其中，高校和企业仪

器管理单位数量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已具备良

好的仪器设备共享资源储备，为跨区域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共享深度融合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2016 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用于开放共

享的 50 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以分析仪器、工

艺试验设备、物理性能测试仪器等三类科研仪器

为主 [1]（图 1）。其中，分析仪器有 15194 台套、

占长江经济带仪器总数的 44.9%，其原值为 199.1
亿元、占长江经济带总原值的 42.2%；工艺试

验设备有 3993 台套、占长江经济带仪器总数的

图 1 长江经济带三大类科研仪器（50 万元以上）数量和原值（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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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其原值为 70.3 亿元、占长江经济带总原

值的 14.9%；物理性能测试仪器有 2873 台套、占

长江经济带仪器总数的 8.5%，其原值为 37.7 亿

元、占长江经济带总原值的 8.0%。此外，计量仪

器、电子测量仪器、医学诊断仪器、计算机及其

配套设备等四类仪器数量占长江经济带仪器总数

的 3% ～ 5%。分析仪器、工艺实验设备、物理

性能测试仪器三大类科研仪器主要涉及生物和医

药、现代农业、新材料、先进制造、安全健康、

信息技术、高技术服务、环保技术等领域的检测

技术服务。

2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经费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总数

和总原值均超过全国仪器设备总值的 1/3[1]。其

中，50 万～ 200 万元的仪器设备数和原值分别

为 28622 台套、259.4 亿元，200 万～ 500 万元

的仪器设备数和原值分别为 4256 台套、123.8 亿

元，500 万～ 800 万元的仪器设备数和原值分别

为 541 台套、32.8 亿元，80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

备数和原值分别为 398 台套、56.2 亿元，分别占

全国该原值区间仪器设备总数和总原值的 40%、

39%、38%、38%和 40%、39%、38%、33%（表

1）。数据显示，长三角区域的设备数和设备原值

分别为 20407 台套和 280.1 亿元，均占长江经济

带总仪器原值的 60%以上，涵盖了生物医药、化

学化工、金属材料、电子电器、软件信息等 12
个领域。由此可见，长三角已成为仪器设备资源

的主要聚集地，成为仪器设备跨区域开放共享的

辐射中心核心区。

2016 年，长江经济带购置的国内科研仪器

有 7915 台套、原值 110.2 亿元，均占购买仪器总

数和总原值的 23%，而进口仪器总数及原值均超

过了购买总量的 2/3（表 2）。其中，进口美国仪

器 12742 台套，占购买仪器总数的 1/3 以上，且

高于购买国产仪器 14.3 个百分点；进口德国仪

器 4494 台套，占购买仪器总数的 13.3%；进口日

本、英国的仪器数量相对较少，分别为 2905 台

套和 1299 台套，均低于购买仪器总数的 9%。

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仪器设备购

置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资金，购置数量为

13048 台套，占仪器总数的 38.6%，原值 185.2 亿

元，占仪器总原值的 39.2%；自筹资金位居第二，

购置数量为 8704 台套，占仪器总数的 25.7%，

原值 135.9 亿元，占仪器总原值的 28.8%；地方

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购置仪器数量分别为 7357
台套和 4708 台套，分别占仪器总数的 21.8%和

13.9%，原值 90.1 亿元和 61 亿元，分别占仪器总

原值的 19.1%和 12.9%（表 3）。可见，中央财政

资金投入仍为主导，科研仪器设备的购置近四成

经费来源于政府的支持。

表 1 长江经济带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总量及总值（2016 年）

仪器数量及原值 50 万～ 200 万元 200 万～ 500 万元 500 万～ 800 万元 800 万元以上 合计

长三角
数量 /台套 17289 2585 338 195 20407

原值 /亿元 156.2 74.9 20.4 28.6 280.1

中部三省
数量 /台套 5481 778 102 88 6449

原值 /亿元 49.8 23.2 6.1 11.6 90.7

西部三省一市
数量 /台套 5852 893 101 115 6961

原值 /亿元 53.4 25.7 6.2 15.9 101.2

长江经济带
数量 /台套 28622 4256 541 398 33817

原值 /亿元 259.4 123.8 32.8 56.2 472.2

全国
数量 /台套 71955 10843 1420 1045 85263

原值 /亿元 654.9 317.4 86.4 172 1230.7

数据来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数据汇编-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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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的政策与实施办法

为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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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长江

经济带 11 省市先后出台了各地区推进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

和管理办法 [2]，建立联合评议机制、绩效评估与

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等科研仪器共享管理制度，为

科研仪器设备资源跨区域开放共享提供了有力的

政策支撑（表 4）。

4 服务网络平台

近年来，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一体的上海

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与上海牵翼网络科

技公司共建了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检验检测在线交

易服务网——牵翼网（www.qwings.cn），是全国

平台交易量最大、网站流量最高的检测服务网。

运用“实验室SaaS云平台+检测电商平台”的创

新服务模式，以检测服务为切入点，为用户提供

仪器设备查询、咨询、预约、实验外包、机时租

赁等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了高端、紧缺科研仪

器“买不起、找不到、约不了、排队难”的检测

难题。目前，长江经济带沪苏皖、浙湘黔六省市

先后开展了跨区域仪器设备共享服务，有效调动

区域优质科研仪器设备资源，逐步向中西部扩大

渗透共享服务互动区域，积极推进跨区域仪器共

享与检测项目深度合作。

2017 年，牵翼网以长三角的浙江嘉兴为试

验点，着力推广科技创新券跨区域使用服务项

目。目前，全市已有 2559 家企业申请了科技创

新券，上海市 600 多家机构的 9824 台套大型科

研仪器设备面向嘉兴企业开放共享 [3]。同时，借

鉴长三角成功合作经验，牵翼网以科技创新券为

纽带，开展跨区域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发挥各省

市比较优势，引领带动中部三省、西部三省一市

开展科技创新券推广使用服务，实现创新券跨区

域使用，推进跨区域仪器共享服务深度融合。如

上海、浙江、湖南、贵州等省市先后建立的“上

海市科技创新券平台”“浙江省嘉兴市创新券跨

区域使用运营平台”“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

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贵州省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和“贵州——牵翼检测服务中心”，

初步形成跨区域创新联动、仪器协作共享的新局

面（图 2）。

表 2 长江经济带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生产国分布情况（2016 年）

区域 国别
购置仪器数量 购置仪器经费

数量 /台套 占比 /% 原值 /亿元 占比 /%

长江经济带

美国 12742 37.7 161.8 34.3

中国 7915 23.4 110.2 23.3

德国 4494 13.3 73.1 15.5

日本 2905 8.6 43.7 9.3

英国 1299 3.8 18.6 3.9

其他 4462 13.2 64.8 13.7

数据来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数据汇编-2017[1]。

表 3 长江经济带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主要经费来源情况（2016 年）

主要经费来源
购置仪器数量 购置仪器经费

数量 /台套 占比 /% 原值 /亿元 占比 /%

中央财政资金 13048 38.6 185.2 39.2

地方财政资金 7357 21.8 90.1 19.1

自筹 8704 25.7 135.9 28.8

其他 4708 13.9 61 12.9

数据来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数据汇编-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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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政策及管理办法

长江经济带 省市名称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相关政策及管理办法

长三角

上海

1. 《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2007）

2. 《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与奖励办法》（2013）

3.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长《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与奖励办法》有效期的通

知》（2017）

4. 《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与奖励办法实施细则》（2014）

5. 《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信息报送办法》（2014）

江苏 《省政府关于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2015）

浙江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我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8）

安徽
《关于 2016 年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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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安排的通知》（2016）

中部三省

江西

1.《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2015）

2.《江西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江西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7）

湖北 《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2015）

湖南

1.《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共享双向补

贴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2018）

2.《关于印发<湖南省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试行）>通知》（2016）

西部三省

一市

四川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2017）

贵州

1.《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科技厅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实施方案的通

知》（2015）

2.《贵州省科技厅关于 2016 年深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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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2016）

3.《关于印发<贵州省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联合评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16）

4.《关于印发<贵州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服务评估与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2016）

5.《关于开展 2017 年<贵州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后补助申报与评估的通知>》（2017）

云南
1.《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2015）

2.《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暂行办法》（2017）

重庆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重庆

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办法的通知》（2016）

据 2016 年数据显示，由上海与江苏、浙江、

安徽三省共建的“长三角大仪网”用于外部共享

的科研仪器设备有 10532 台套、原值为 151.3 亿

元，约占长江经济带外部共享仪器总量的 65%，

远高于中部三省 45 个百分点、西部三省一市 50
个百分点；仪器设备年有效工作机时为 2780.9 万

小时，其中年对外服务机时为 360 万小时，分别

占长江经济带年有效工作总机时的 61.5%、年对

外服务总机时的 67.5%，而中西部区域仪器设备

年有效工作机时和年对外服务机时均远低于东部

地区的长三角 42.4、48.3 百分点和 42.1、54.2 百

分点。多年来，长三角集聚丰富的科研仪器设备

资源，采用线上线下合作运营模式，为区域提供

高质量科研协作和高智能服务，成功实现了长三

角区域内的仪器共享融合，为全面覆盖中西部科

研仪器共享融合发展起到了龙头示范作用（表

5）。

5 共享融合的困境

近年来 ，长江经济带区域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科研

仪器设备跨区域共享融合仍存在一定困难。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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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三大区域仪器设备共享及服务机时（2016 年）

区域
共享模式

外部共享 内部共享 不共享 年有效工作机时 /万小时 年对外服务机时 /万小时

长三角
仪器数量 /台套 10532 8263 1612

2780.9 360
仪器原值 /亿元 151.3 105.6 23.2

中部三省
仪器数量 /台套 3268 2696 485

864.2 102.5
仪器原值 /亿元 48.1 35.3 7.3

西部三省一市
仪器数量 /台套 2387 3950 624

876.6 71
仪器原值 /亿元 35.1 55.7 10.5

长江经济带
仪器数量 /台套 16187 14909 2721

4521.7 533.5
仪器原值 /亿元仪器 234.5 196.6 41

数据来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数据汇编—2017[1]。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差异明显

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科技资源储备从东到西呈

梯度递减，且获得国家财政资金的扶持经费也呈

梯度递减，尤其是仪器设备资源配置比例相差较

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三大区域的仪器共享效果

差异明显。数据显示，2016 年中央财政资金投入

长三角、中部三省、西部三省一市的仪器数量及

原值分别为 8207 台套、2156 台套、2685 台套和

115.6 亿元、31 亿元、38.7 亿元；而地方财政资

金投入三大区域的仪器总数及总原值分别为 5215

台套、860 台套、1282 台套和 64.9 亿元、10.6 亿

元、14.6 亿元。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投入长三角

的仪器总量分别是中、西两大区域的 4.5 倍和 3.4
倍（表 6）。因此，应加强区域内仪器设备购置与

查重联合评议，调控区域内仪器设备资源的合理

配置，注重仪器地域分布，提高区域仪器使用效

率。

（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长期以来，由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不

同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区域内各省市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发展，造成对仪器开

图 2 长江经济带跨区域仪器共享合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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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共享的支撑力度参差不齐。据 2018 年数据显

示（表 7），长江经济带GDP总量近 40 万亿元，

占全国GDP总量的 44.3%。其中，仅长三角GDP
总量就占长江经济带总量的 52%，强大的经济支

撑了该区域各类科技资源汇集于此，并持续保持

其在聚集人才、资金、产业等方面的明显领先地

位 [4]。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巨大在短时间

内很难形成跨区域共享共赢的局面。而“开展资

源共享的唯一途径是拥有可供共享的资源、具有

共享资源的意愿和实现共享的计划”[5]。因此，应

根据各省市科研仪器优势资源和检测服务特点，

分区域进行规划布局，有选择地汇集可共享的科

研仪器设备资源，突出各省市的仪器共享特色服

务。如：云南可重点提升有色金属检测服务、边

境检验检疫测试服务、普洱茶专项检测服务等。

（3）共享融合机制尚未形成

目前，各省市建成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

平台仍未充分发挥其优势，区域内各平台互动发

展缓慢，尚未形成长江经济带跨区域仪器共享融

合机制。因此要加大区域内 11 省市大型科研仪

器设备共享平台的联盟合作力度，形成区域合作

联盟整体，研究制定人才队伍培养、仪器共享服

务绩效评价等方面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加大调控

各方优势资源，通过区域内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形成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有力推进跨区

域仪器设备深度融合发展 [6]。

（4）专业化人才队伍及其检测服务能力建设

有待加强

据 2016 年的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实验技

术人员约 15.6 万人，占全国实验技术人员总数的

46.8%。其中，长三角拥有的实验技术人员最多，

分别是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区域的 2.8 倍和 1.3 倍；

说明中西部区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水平亟

待提高（表 8）。

表 6 长江经济带中央、地方财政资金投入的情况比较（2016 年）

长江经济带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仪器数量 /台套 原值 /亿元 仪器数量 /台套 原值 /亿元

长三角 8207 115.6 5215 64.9
中部三省 2156 31 860 10.6

西部三省一市 2685 38.7 1282 14.6

数据来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数据汇编—2017[1]。

表 7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GDP排名（2018 年）

长江经济带区域 省市名称 GDP/万亿元 增速 /% 排名

长三角

上海 3.27 6.6 第六

江苏 9.26 6.7 第一

浙江 5.18 7.1 第二

安徽 3 8 第七

中部三省

江西 2.2 8.7 第八

湖北 3.94 7.8 第四

湖南 3.64 7.8 第五

西部三省一市

四川 4.07 8 第三

贵州 1.48 9.1 第十一

云南 1.79 8.9 第十

重庆 2.03 6 第九

长江经济带 39.86 7.7（平均增速）

全国 90 6.98（平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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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与建议

本文对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大型仪器设备

共享现状及成效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发现，长

江经济带东部区域的长三角仪器设备资源富集、

专业化人才队伍及其检测服务水平较高、合作运

营模式灵活有效，在推进区域仪器共享服务中

的龙头示范作用明显。应借鉴长三角在推动科技

资源开放共享中的成功经验，以科技创新券为纽

带，引领带动中西区域形成优势互补、区域联

动、互助发展的仪器共享深度融合新局面。为

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聚合仪器共享平台，提升平台跨区域整

体服务效能。依托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管理

平台，构建基于 Internet的仪器资源共享服务融

合中心，建立 11 个“大仪网服务驿站”。聚合东

中西三大区域检测机构、仪器设备、人才队伍等

科技资源，形成长江经济带统筹协调的全链条大

型仪器设备管理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驿站紧密合

作、全面辐射检测机构和扩大服务区域，提升平

台跨区域智能检测服务效能。

一是创新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管理平台

功能，在网站首页增设 9 省 2 市图标，通过跨区

域、网络式链接各省市的大仪网共享平台，实现

网络智能互联。点击进入各省市的“大仪网服务

驿站”，为客户及时提供全方位跨区域的检测机

构及高效检测服务。

二是首页设置区域内大仪网动态资源地图

（展示各省市大仪网平台所在位置及仪器数量），

方便客户通过平台，进入各服务驿站，寻找仪器

单位，了解相关仪器设备和检测项目，及时对接

检测服务项目，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检测服务”。

三是在服务驿站增设《仪器设备-检测服务

项目需求目录》，加强跨区域仪器共享及检测服

务互助联动。重点共享 11 省市的优质仪器设备

和专业领域服务项目，方便客户快速寻找，准确

对接需求，切实提升区域仪器设备共享程度与利

用水平。

（2）建立仪器共享融合机制，抓好区域战

略布局和顶层设计。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框架

下，完善相关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制定长江经济

带跨区域仪器共享管理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

实施跨区域仪器共享融合工程，形成区域内各大

仪网平台密切合作、相互支持、互动发展的合作

机制 [7]；按照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

多点”的发展格局，抓好平台战略布局和顶层设

计，着力对仪器设备共享进行宏观引导和面上推

动 ,建立 11 省市大仪网平台仪器共享服务合作联

盟，形成各平台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机制；采用

灵活多样的共享服务模式，增强区域内平台与区

域联动、仪器与测试结合多个层面的融合力，立

足差异促融合，通过引导和发挥优秀检测机构的

示范作用，解决各省市间发展不平衡的瓶颈问

题，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发展，逐步形成长

江经济带跨区域仪器共享的整体合力和良好生

态 [8]。

（3）创新仪器共享合作模式，推动仪器资

源跨区域深度融合。集成和配置区域内仪器资源

要素，打破区域间信息不对称、技术差异大等特

点，形成统筹协调、以点带面、齐抓共推、互助

发展的仪器共享创新服务新格局 [9]。如以点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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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长江经济带大型仪器设备实验技术人员数量及分布（2016）

名  称 实验技术人员 /人 正高级 /人 副高级 /人 博士学位 /人

长三角 73809 6707 13326 16049

中部三省 26672 5899 5882 8216

西部三省一市 55502 3391 9122 5230

长江经济带 155983 15997 28330 29495

全国 333005 40341 71241 98843

数据来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数据汇编—2017[1]。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6期 2019年11月

─ 82 ─

科技查新协作员、科技政策辅导员。另一方面，

提高科技文献资源服务工作人员对信息化数据的

存储和分析能力，充分利用各种研究分析工具及

手段，开展更加专业的情报研究与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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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湘-黔大仪网驿站为三大支点），再由线及

面（东-中-西三大区域），建立跨区域仪器共享

合作模式，加大沿线省市仪器协同合作与深度共

享；通过创新共享服务模式，形成跨区域省市互

联互通、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检测服

务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创新格局。

（4）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提升平台影响力和

资源使用效益。团结和凝聚平台优秀科技人员，

组建大仪网专业宣讲团队，围绕区域行业重点，

以科技创新券为纽带，采取有偿委托测试、共同

开展科学课题研究、网上远程协同研究、人员实

习代培、检测技术培训等多种服务形式，分步分

区域推进跨区域仪器共享与人才交流，促进更大

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跨区域合作，引导

中西部区域全面提高测试技术水平，更好地服务

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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