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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科学仪器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条件和重要物质保障，“仪器的使用和开放共享”是大型科学仪器全生

命管理周期的重要环节。基于《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法规》的工作实践经验，比较国外大型仪器管理机

制，查找在大型科学仪器协同管理与开放共享方面的不足；从顶层购置评估设计、分级分类管理、仪器相关政策制订

全覆盖、制度化监督和后评估、管理主体责任、扩大公共研发基地与设施开放度等6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大型科学仪器

协同管理和开放共享机制，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政府资金使用效益和科学仪器使用率夯实政策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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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important material guarante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use and open sharing of instruments”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whole 
life management cycle of larg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Based on the work practice of “regulations on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nd facilitie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learns from the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foreign large-scale instruments, find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systematically considers and 
explores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top-level design,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management, instrument related 
policy formulation, supervision and post evaluation,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public R&D base and facility 
openness”. to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nd open sharing mechanism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so a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funds 
and the use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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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是当今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以下简称“大型仪器”）则

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条件保障，其

管理和开放共享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科技管理水平。大型科学仪器具有

价值大、构成复杂、数量种类多、购置资金来源

渠道广泛、管理部门和依托单位多、维护保养难

等特点，且包含“布局计划、经费投入、资产管

理、信息登记、使用和开放共享、数据应用、维

护保养、监督评估”等综合管理全生命周期的诸

多环节。其中，“使用和开放共享”是大型仪器

综合管理的重要环节。“提升仪器使用效率和共

享率”是考核大型仪器管理水平、提升政府资金

使用效益的关键措施，国内外都有相应促进仪器

使用和开放共享的政策措施和经验做法。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以下简

称“上海研发平台”）是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

施开放共享政策的推进主体，在贯彻落实“国家

和地方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政策实

践中，积极创新管理机制和实施方法，及时凝练

总结管理成效，对照欧美大型仪器管理经验，积

极查找自身不足，为探索进一步完善科研仪器的

协同管理机制夯实理论基础。本文将在阐述上海

市大型科学仪器设置综合管理与开放共享工作实

践和国外科研综合管理与开放共享的政策经验的

基础上，分析我国在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协同管理

和开放共享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完善科研仪器协

同管理和开放共享提出建议。

1 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综合管理与开

放共享工作实践

2007 年 11 月，上海市政府率先出台全国第

一部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的地方行政法规，暨

《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以下

简称“《上海大仪共享法规》”），也是迄今为止国

内最全面的科研仪器管理与开放共享法规。上海

共享法规包含 3 个配套实施细则，分别为大型仪

器信息填报与公开制度、新购联合评议制度、共

享服务奖励制度。在推进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

开放共享中，以仪器信息公开为开放共享的基

础、新购联合评议为仪器新增的调控手段、共享

服务奖励为引导和鼓励管理单位开放共享仪器的

措施，形成上海市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的“三位一

体”政策保障。

2014 年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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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联合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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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上海市大

型科学仪器的综合管理和开放共享工作提出新要

求，要筑牢新保障。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

大型科学仪器管理与实践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

1.1 上海大型科学仪器开放信息平台初见成效

经过十多年的大型仪器管理与政策的贯彻

落实，建成了“上海研发平台大型仪器网和大

型仪器共享服务信息数据库”（www.sgst.cn数据

中心）。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通过信息

报送方式入网的大型科研仪器总数达 23091 台

（套），是 2007 年入网仪器数量的 13 倍，仪器总

价值达 189 亿元，涵盖上海市 826 家仪器单位；

仪器对外开放共享总服务次数达 64404 次；单价

超千万的超大型科学仪器有 59 台（套）。

因上海大仪共享法规的持续实施，在上海研

发平台大仪网“入网并对外开放共享”的大型仪

器设备数量和价值呈逐年上升趋势，彰显上海大

仪共享法规的集聚效应，有效盘活上海市大型仪

器的存量资源。经数据分析发现，进口仪器数量

Keywords: large scientific instrument facilities,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pen sharing of large instruments,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sharing rate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large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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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量的 74.9%、国产仪器占总量的 13.1%。其

中，位列前三的进口仪器产地为美国的占 51.6%、

德国的占 14.9%、日本的占 9.78%。同时，按照

仪器用途划分，检测分析类仪器数量最多，占总

仪器数的 45.7%。其中，位列前三的检测分析设

备分别是液相色谱仪、有机质谱仪、气相色谱仪。

1.2 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落实新增调控措施效果

显著

《上海大仪共享法规》规定，凡使用上海市

级财政资金采购大型仪器，须先通过“仪器新购

联合评议”专家组的评审。2008—2018 年，来

自本市 15 家预算主管部门的 1643 台（套）设

备（总价值 27.14 亿元），通过“仪器新购联合评

议”的审核，共核减 7.28 亿元的市级财政资金，

总核减比例为 26.82%。十年来，年平均联合评议

164.3 台（套）大型仪器，年平均核减节约市财

资 7280 万元。实行“大型仪器新购联合评议”，

减少了市财政资金的投入、避免了市级预算主管

部门间的仪器重复购置，彰显共享法规调控仪器

增量的作用。

1.3 评估奖励提升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积极性

为引导管理主体单位实施仪器开放共享服

务的积极性，《上海大仪共享法规》中规定，仪

器管理单位须定期申报上年度的仪器管理和共享

服务业绩，分别是入网数量、开机机时、对外共

享机时、用户数、仪器管理和服务制度等。上海

研发平台组织专家对管理单位的仪器开放共享服

务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由市财政发放奖

励资金。其中，2017 年度有 79 家仪器管理单位

共 1121 台（套）设备获得 1473.71 万元的大型

仪器共享奖励资金（表 1），获奖单位占总数的

13.4%，获奖仪器占总仪器数的 11.50%；2018 年

度有 71 家仪器管理单位共 1402 台（套）设备获

得 1840 余万元共享奖励资金，获奖单位占总数

的 10.96%、获奖仪器占总仪器数的 11.86%。

1.4 上海大型科学仪器综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上海市人大、

市科委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委托上海市研发平台

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综合管

理检查，参评单位 120 家，涉及原值 30 万元以

上大型仪器 11858 台（套）。抽检结果显示，36%
的仪器尚未纳入研发平台大仪网，40%的参评单

位没有建设仪器服务信息平台，50%的参评单位

没有仪器共享管理制度。

2 国外科研仪器综合管理与开放共享经验

在科研仪器综合管理和开放共享的引导促进

政策或措施方面，美国、英国、欧盟、日本、韩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有相对系统化、

完整化的顶层设计、路径机制、对应政策以及经

验做法。下面以美国、英国为例，介绍科研仪器

综合管理与开放共享的经验。

在美国，仪器协同管理的顶层设计和管理策

略既宏观又全面，从顶层布局的计划预算管理到

科研仪器涉及面相关政策的系统化覆盖，杜绝重

复浪费，强调科研设施的高效使用与协作共享。

其中，在顶层布局的计划预算管理方面，美国国

家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以及各个管理部门，负责汇

总来自基层各机构的科研设备需求，并生成下一

个年度的计划预算案，上报美国国会。美国国会

则负责组织听证辩论会，统一审批联邦的年度预

算案。美国有很多政策均涉及“引导和促进科研

设施协作共享”的相关内容。特别是，政策涉及

面系统而广泛，美国《联邦采购法》、《标准文献

数据法》、OMB《 A-110 通告》、国家科学基金

会《设施监管指南》、农业部《研究设施法》、航

空航天局《设备管理指南》、哈佛大学《设备管

理指南》、南加州大学《设备政策和程序》等均

表 1 2017—2018 年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奖励汇总表

年份 /年 仪器数量 /台套 仪器原值 /万元 管理单位 /家 获奖管理单位 /家 获奖仪器 /台套 获奖资金 /万元

2018 11822 148.54 648 71 1402 1840

2017 9743 130.58 660 79 1121 1473.71

增长率 21.3% 13.8% 0.02% -10.1% 25.1%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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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科研设施的协同管理、协作使用、开放共享

和监督考评等。在这些相关政策中，确立了科研

设施协同管理和高效利用的 4 项基本原则：一是

完全打破部门壁垒的科研计划预算统一控制的顶

层设计模式，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购置和浪费；

二是最大程度消除因科研仪器的依托单位（以下

简称“依托单位”）占用政府资产所带来的竞争优

势，避免不公平竞争；三是依托单位必须最大程

度地利用政府资产来履行合同内容，并依据政府

资产管理标准对政府资金进行管理；四是保证依

托单位所占有的政府资产可最大程度地在联邦政

府部门中再利用。美国国家实验室和高校大型实

验室实行全天候开放，大幅度提高仪器的利用率。

在英国，英国研究理事会认为“英国科学家

在研究领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

是拥有先进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因此，英国

在大型科研设备布局的战略性前瞻性规划、设备

购置维护资助和管理机制多样性方面值得深入学

习。第一，大型科研设备布局的战略性、前瞻性

规划原则是：设备庞大且价值高、建设周期长、

可用于跨学科研究、使用寿命较长（10 ～ 20
年）、有多个国内外用户、会产生国际化合作项

目、或服务于国家战略等；列入前瞻性规划的大

型仪器包括“粒子加速器、同步辐射、核聚变设

备、深海考察船、天文射电望远镜”等。第二，

在英国，大型科学仪器的购买维护的资助渠道和

管理方式是多样的。比如，多国使用的仪器可以

通过多国资助投入分担，可以通过合作项目来使

英国科学研究受益；也可以通过研究理事会、企

业、个人等多样的资助方式。第三，在英国，研

究理事会和大学等机构，在调研基础上，建有面

向全国的仪器共享平台以及相应的严格管理制

度，并实行三级管理，有专职的研究员、技术员

和管理员，所有人员都必须通过仪器操作和管理

制度的培训，包括申请使用仪器的用户。例如卡

迪夫生物技术服务中心，1 ～ 2 个月就会根据申

请人数组织培训班。这些战略前瞻性设备，为英

国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保持国际领先提供重要保

障，例如英国是全世界的天文观测数据汇交分析

和权威发布基地之一。

3 问题不足和启示建议

3.1 问题不足

经过十多年大型科研仪器管理与开放共享政

策实践，逐步发现在大型科研仪器的协同管理和

开放共享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足。一是基于行

政化的条块分割科研管理体制，无法对所有渠道

来源的政府资金进行统一规划和新购评议而造成

重复购置的现象依然存在，制约了科研仪器的顶

层设计、预算配置和资金最大化利用；二是大型

科研仪器的使用率不高，通过 2018 年国家和上

海大型仪器监督检查工作的开展，年平均有效工

作机时仅占八小时工作制的 45.9%、年平均对外

服务机时仅占八小时工作制的 7.73%，大型科学

仪器利用率还有待大幅提升；三是仪器分散化、

个人化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不少科研仪器还分散

在课题组或个人手中，并未开放共享；四是还存

在部分仪器闲置浪费现象，甚至有些新购置的仪

器全年闲置或极少使用，并且没有尝试对闲置仪

器进行内部再分配；五是对仪器实验技术人员支

撑科技创新作用的重视程度不足，没有设立人员

激励措施，从而造成了人才流失严重，实验技术

队伍薄弱、结构不合理；六是尚未建立完善的仪

器开放共享管理制度，没有普遍搭建仪器服务网

络信息平台。

3.2 启示建议

重视大型科学仪器的顶层设计、加强管理

单位的主体责任，是完善大型科研仪器协同管理

和开放共享机制的关键。从建立顶层购置评估机

制、建立科学仪器分级管理制度、关联政策制订

全覆盖、加大监督和后评估、加强管理主体责

任、提升政府搭建基地平台的开放度等 6 个方面

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逐步完善科研仪器协同管

理和开放共享的路径机制。

3.2.1 打破部门壁垒，建立顶层购置评估机制

目前，《上海大仪共享法规》的“新购联合

评议”仅适用于设备经费到位后进行购买前的评

估，并且除市级财政外的其他政府资金均未纳入

管理范畴，所以，不同部门间科研设备的重复购

置不可避免。因此，建议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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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科学设备购置计划评估体系，即建立科

研仪器购置计划三级评估体系，做到政府资金全

覆盖。三级评估体系包括“购置单位内部评估、

出资部门的可行性评估、顶层管理部门的终极评

估”。评估内容应包含设备用途、科研价值、对

外开放共享的社会价值以及设备运维、管理技术

人员聘用和培训等。

3.2.2 建立科学合理的科学仪器分级分类管

理制度

目前，大型科学仪器的认定标准主要依据

仪器采购价值，即原值 50 万元以上为大型仪器

（上海为 30 万元以上）、原值 5000 万元以上为

大型科学装置设施。《上海大仪共享法规》执行

10 年以来，入网的大型仪器数量已经超过 2 万

台，但是能对外共享服务的大型科研设备约 1 万

台，而且多是价值在 30 万～ 100 万元的通用设

备。随着国家和地方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加大，

科研设备的积累会越来越多，因此应该考虑大型

科学仪器的分级分类管理，只有理清职责、做好

分工，充分发挥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才能进一

步提升大型仪器的协同管理效率。

建议建立大型仪器分级分类管理标准，设

定政府监管仪器的标准红线，将科研仪器划分

为“监管仪器”和“非监管仪器”两大类。标准

设定应考虑仪器价值、复杂程度、特殊性、重要

性、稀缺性、建设周期、技术瓶颈的依赖性、专

用和通用性等因素。

“监管仪器”为价值巨大、复杂程度高、重

要、稀缺、特殊、技术瓶颈依赖等特点之一或全

部，由政府部门直接监督管理，张贴政府公共资

产标识牌，并且在政府统一建成的仪器信息平台

上进行信息公开及接受预约共享服务。政府监管

设备不属于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对设备的使用和

管理进行监督评估后，所有设备将进入再分配流

程，包括科研专项购买的设备，在项目结题后亦

将进入再分配流程。

“非监管设备”为价值不大、通用性强、国

内外生产商均能生产的设备；由法人单位自行管

理并接受政府部门监督。所有非监管仪器信息均

应在依托单位的“仪器信息平台”上发布和查询

使用，在满足本单位任务后，可对外提供共享服

务，建议对外共享服务的时间不少于年有效工作

机时的 10%，并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

3.2.3 建议加强关联政策制订的全覆盖

“科研设备协同管理与开放共享”的思想和

策略，应该体现在预算、计划、采购、科研、创

新、成果、资金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关联政策制订

中。建议各行政部门和管理单位在制订政策时，

务必考虑科研仪器的协同综合管理举措，为全社

会重视和促进大型仪器的协同管理和开放共享奠

定政策基础。

3.2.4 加强监督管理，并注重整改和后评估

开展国家和上海地方大型仪器监督检查工

作发现，2018 年大型科学仪器平均有效工作机

时 1320 小时，还有待大幅提升。因此，要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监督和后评估，提升政府资

金的使用效率。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大型仪

器监督评估政策体系，完善分级管理各方的主体

责任、评估内容及奖惩措施，定期开展检查或抽

检，并结合整改和后评估，将奖惩措施落实到

位。如设定科技项目中大型仪器的使用期限，期

限内进行评估，合格者方可准许优先使用，不合

格以及闲置设备要进行重新分配。

3.2.5 建议加强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在科研仪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开放共享过

程中，申购、资产管理、使用管理、维护保养、

建立仪器信息平台、开放共享以及实验技术支撑

人员队伍的建立培养、内部考评等具体工作只有

依托管理单位才能完成。因此，要推进“科研设

备协同管理和开放共享”机制建设，不断强化各

部门关联政策中管理单位主体责任的制订，在定

期监督考评基础上，试行绑定“仪器新购、项目

申报、绩效奖励”等奖惩措施。

3.2.6 加强政府搭建的科研基地和平台设施

的开放度

政府搭建的科研基地和科研设施包括重点实

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业技术服务平

台、工程中心、野外观测台站、分析测试中心、

大型仪器中心、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设施、高等级

生物安全实验室等。这些科研基地和设施集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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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丰富的科研仪器和科技资源条件，为引领学

科前沿建设和产业技术创新保驾护航。

目前，国内科研基地和科研设施对外开放共

享的普遍方式为交流、咨询、检测、培训、部分

通用型科研设备入网提供共享服务等，而开放科

研项目合作并不常见。因此，建议提高政府搭建

的科研基地和设施的开放程度，建立全天候对外

开放共享预约登记制度，年度合作研究项目不低

于总量的 30%，以大幅提升科研基地平台和仪器

设施的利用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型科学仪器设施是科技创新

活动的重要物质保障。国外大型仪器政策制订及

开放共享时间较早、建设体系较完善、运行较成

熟。而在我国，在大型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

政策制订、落实、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开放共

享服务等方面也已经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效。在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在实践中的摸

索，不断深入和细化研究，从“顶层购置的评估

机制、科学合理的分级管理、注重各类关联政策

的制订、制度化的监督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强化管

理单位的主体责任”等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政策

理论体系，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大型科学

仪器协同管理政策机制，进一步提升政府资金的

使用效益，增强了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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