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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是一项系统性和公益性的科技基础性工作，对于推动科技进步、促进基础学科发展、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对2006—2019年间设立的278个国家科技

基础资源调查项目进行调研，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专题制图和GIS空间可视化表达，从项目分布、调查要素、调查区

域、合作单位、数据平台建设和调查成效等方面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展示，发掘专项的

布局特点及其在支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创新中的应用成效。结合当前需求，提出应加强国家在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

方面的重大需求布局、促进相关基础学科均衡发展、深时深空深地深海等全区域全覆盖、加强成果汇交与科学数据中

心和库馆衔接、加大科技资源的获取积累和应用推广、促进专项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国际合作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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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f basic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is a systematic and public welfare basic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 This work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gress, basic subject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278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resource survey projects 
established between 2006 and 2019. This survey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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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基础资源是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经济

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国幅员辽阔，地

理格局复杂，生态环境多样，资源禀赋差异显

著，社会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迫切需要对其

本底性的、基础性的科技资料进行长期获取和

积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

得到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十五”时期，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启动了科技

基础性工作专项，于 2006 年起投入经费 24.3 亿

元，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渠道，重点支持

了一批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

基础性工作。“十一五”期间立项 109 项，总经

费约 6.2 亿元。“十二五”期间立项 161 项，总

经费约 14.2 亿元。2016 年，根据《关于深化中

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

方案》和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的要求 [1-2]，

优化调整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纳入基地人

才专项管理。该专项的基本定位是面向科学研究

和国家战略需求，对获取自然本底信息和基础科

学数据、采集保存自然科技资源、系统整理与编

研自然科技资料等基础性、系统性、公益性的科

技基础性工作进行长期稳定支持的专项工作 [3]。

该专项也是对国家各行业部门已有的长期观测

台站网络和周期性开始的调查和科普等基础性工

作的重要补充。自 2006 年稳定支持以来，这批

项目的实施对于夯实我国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

技进步和创新、促进基础学科发展、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美欧等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开展科技基础性

工作，把收集采集科学数据和资源作为一项长期

坚持的重要任务。例如，英国著名的洛桑农业实

验站，积累了长达 160 多年的土壤样品和生态试

验数据，成为全世界研究人类耕作制度、施肥方

式和土壤酸化演变等方面不可多得的宝贵科学财

富 [4-5]；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大气和

海洋局（NOAA）和卫生研究院（NIH）等机构

支持建立的多个国家数据中心，长期开展基础科

学数据 [6-7]的积累和共享服务，为美国以及全球

航天、大气、海洋和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数

据资料；由发达国家主导形成的全球碳监测网

络 [8-9]，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5]。自国家启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以

来，我国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工作不断深入，截至

目前已累积了一大批重要的基础科学数据 [10-11]，

并通过数据汇交和积累，支撑了一批科学数据中

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各领域科技基础资源的开

放共享 [12]。

尽管我国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实施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而言还较薄弱，综合资源

本底不足、学科促进乏力，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国

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基本科学数据、资料的广

mapping and GIS spatial visualization. It analyzes and display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survey project in terms of project distribution, survey elements, survey areas, cooperative 
units, data platform constructions, and survey results. And then, we have unearthed the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al project and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supporting major national needs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light of current need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ointed out: the special project should strengthen the 
layout of country’s major needs in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disasters,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basic disciplines, and fully cover the entire region such as deep time, deep space, deep 
earth, and deep sea. It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llection of achievements and 
scientific data centers and libraries, increase the acquisition, accu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i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Keywords: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rve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amental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programme,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 layo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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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需求。这些专项的持续科研投入所带来的成效

如何？其在布局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和需求如

何？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进一步

明晰专项的定位、提高我国科技基础资源积累的

效率和效益、有针对性为调整布局提供建议、全

面提高专项的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本文拟调研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2006—
2019 年的项目立项情况和实施进展，掌握其在

学科、区域和专题领域的分布格局，总结其在支

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创新中的应用成效，挖掘

专项发展的亮点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需

求，对专项发展的专题任务布局提出建议。

1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实施概况

1.1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类型分布

本次调研涉及 2006 年至 2019 年间 278 个专

项。2012—2014 年专项资助数量最多，达到 128
个，占比 46.04%。在实施周期上，5 年期的稳定

支持项目总体占多数，尤其是在 2013 年，此类

项目 41 项，总占比 14.7%。其次较多的是 3 年期

的项目，这体现了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通常 3 ～ 5
年的工作周期特点。专项的项目资助力度最高

为 2500 万元，多数集中 500 万～ 1500 万元之

间。其中，500 万元量级、1000 万元量级、1500
万元量级的项目最多，达 263 个，占项目总数的

90%。这也反映了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工作在不同

学科领域、综合交叉区域的差异。

从项目内容的所属类型来看，科技基础资源

调查专项可分为综合科学考察、专题调查、典籍

志书编研、标准规范研制和数据库建设五类，如

图 1 所示。其中，综合科学考察类项目有 51 个，

占比为 14.5%；专题调查类项目有 118 个，占

比为 34%；典籍志书（图集）编研类项目有 65
个，占比为 19%；数据库建设类项目有 63 个，

占比为 18%；标准规范研制类有 51 个，占比为

14.5%。

1.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领域分布

2006—2019 年专项调查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热词分析显示出现次数排名前 10 的学科领域分

别为：生态（63 次）、地理（60 次）、生物多样

性（59 次）、环境（55 次）、资源（53 次）、健

康（50 次）、生命（42 次）、地质（37 次）、海洋

（27 次）、农业（20 次）。涉及三级学科共计 423
种，主要包括植物生态学（10 次）、自然地理学

（10 次）、数据库（10 次）、植物地理学（9 次）、

农业植物学（9 次）、海洋生物学（8 次）、区域

生态学（8 次）、水文地理学（8 次）、植物分类

学（7 次）、古生物学（7 次）、真菌学（7 次）、

生态水文学（7 次）等学科，如图 2 所示。学科

涉及的频次分布在 1 ～ 10 次范围内，学科涉及

图 1 各类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项目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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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为 1 的专项数量占比最大，为 35.89%，其次

学科涉及频次为 2，占比为 18.72%，两者占比之

和超过了总数量的一半，说明科技基础资源调查

项目涉及的学科类型丰富多样，且覆盖范围广。

学科涉及频次超过 5 次的占比之和为 18.99%，说

明有约 1/5 的学科具有通用性和交叉性。

1.3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机构分布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主持单位所在城市包

括 19 个省份的 27 个地级市以及 4 个直辖市，主

要集中在北京以及山东、江苏、上海、广东等

沿海地区和湖北、甘肃等内陆省份，如图 3 所

示。其中，北京市的项目数量最多，为 163 个

（占比 57%），其次为湖北省武汉市、山东省青岛

市，各有 13 个（占比 4.5%）。此外，广东省广

州市有 12 个（占比 4.2%），上海市有 11 个（占

比 3.9%），甘肃省兰州市有 8 个（占比 3.2%），

浙江省杭州市、云南省昆明市各有 6 个（占比

2.1%），四川省成都市有 4 个（占比 1.4%），吉

林省长春市、湖南省长沙市、天津市、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陕西省西安市各有 3 个

图 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涉及学科领域热词分布

（a）领域 （b）三级学科

图 3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项目主持单位所在城市分布

深圳

海口

广州

0～1
2～4
5～6
7～8
9～14
15～163

1～2
3～4
5～8
9～13
14～163

图例

所在城市专项数量 所在省份专项数量

1:16 000 000

审图号：GS（2019）1837号

南海诸岛
1:32 000 000

北京

重庆

郑州

烟台

徐州
咸阳西安

天津

沈阳

深圳

上海

济南
西宁

青岛

大连

南京

长春

长沙

杭州

海口

广州

兰州

厦门

成都
武汉

贵阳

昆明

安阳

杨凌区

哈尔滨

西双版纳

乌鲁木齐

合肥

±



·科技资源共享理论与技术·王 祎等：我国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实施布局分析与启示

─ 37 ─

（占比 1%）。

科技基础专项工作参加单位在全国分布比

较均匀，热点地区有黑龙江省、辽宁省、江苏

省、上海市、河南省、山西省以及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主要集中分布的城市有北京市、天津

市、上海市和重庆市，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以

及 27 个省份的 108 个地级市（县）。其中，江

苏省有 9 个市，河南省有 6 个市，黑龙江省、

山东省各有 5 个市，河北省、四川省、湖北省、

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有 4 个市，海南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吉林省、内蒙古自治

区、山西省、云南省、浙江省、广东省、甘肃

省、西藏自治区各有 3 个市，福建省、江西省、

安徽省、贵州省各有 2 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海省各有 1 个市。

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进展多维分析

2.1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要素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所采集的要素类别分布比

较广泛，总体呈现金字塔增长趋势，其中植物、

土壤、地质、地貌等本底要素较多，如图 4 所

示。采集要素中植物类专项最多，有 52 个，占

比 18.71%。土壤、动物、水文、中医药、地质

地貌、生命健康、农作物、生理健康类次之，土

壤有 20 个，占比 7.19%；动物、水文类要素各

有 17 个，占比 6.12%；中医药类有 16 个，占比

5.76%；地质地貌类有 15 个，占比 5.40%；生命

健康类有 14 个，占比 5.03%；农作物、生理健

康类各有 13 个，占比 4.68%；微生物、生物资

源、环境污染类各有 12 个，占比 4.32%；气候类

有 9 个，占比 3.24%；DNA条形码有 8 个，占比

2.88%；科技、地球物理、标本类各有 6 个，占

比 2.16%；资源、真菌类各有 5 个，占比 1.80%。

采集要素较为全面的多为综合科学考察类项目，

如“黄土高原生态系统与环境变化考察”项目的

目标就是通过采集森林、草地、农田、土壤、气

候、交通、居民点、水资源、土地利用、土地覆

被、社会经济等数据要素，获得了系统、全面、

权威的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生态系统和环境变化的

科学数据。

2.2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区域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区域覆盖面总体较广。从

分布来看，涉及华北地区考察专项数量最多（23
个），华东、西北地区次之，继而是西北、东北

地区，而涉及中南地区考察专项较少（仅 3 个）。

黄河、长江、珠江、淮河、澜沧江、辽河、松花

图 4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项目采集要素占比分布

18.71

7.19

6.12

5.76

5.40

5.03

4.68

4.32

3.24

2.88

2.16

1.80

1.44

1.08

0.72

0.36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3卷第3期 2021年5月

─ 38 ─

江、额尔古纳河、额尔齐斯河、金沙江、滦河、

双台子河、塔里木河、雅鲁藏布江和伊犁河等均

有所涉及，其中考察地区涉及黄河、长江以及珠

江的项目数量较多。

以考察地区所覆盖的县市为对象进行分析，

其结果如图 5 所示。考察地区集中的区域有湖北

省武汉市（涉及 7 个项目），陕西省西安市、辽

宁省大连市、广东省广州市、浙江省淳安县、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区和广东省南海区（涉及 3
个项目）。周口店镇、长春市、林芝市、乌鲁木

齐市、哈尔滨市、呼和浩特市、长沙市、成都

市、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厦门市、南宁市、防

城港市、西双版纳市、榆林市、郑州市、杭州

市、沈阳市以及北京市房山区、河北省承德市双

桥区、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黑龙江省五大连池

市、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浙江省富阳市、江西

省井冈山市、贵州省遵义市、西藏自治区那曲市

班戈县和尼玛县、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直辖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

留县和阿克苏地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涉及项目各为 2 个，其他地区仅涉

及 1 个专项。在图 5 中加上胡焕庸线后，可见该

线附近的考察县市热点明显，且呈现东侧多西侧

少、南段多北段少的特点。尤其是该线以西的大

量地区考察县市分布非常稀疏，而其相应的东侧

和南部地区则相对稠密。

2.3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国际合作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涉及多个境外考察区域。

统计显示境外考察地区涉及 32 个国家，6 个具体

城市，在中国周边毗邻地区相对集中，如图 6 所

示。其中，印度涉及专项数量最多，为 6 个；巴

基斯坦次之，为 5 个。此外，俄罗斯、缅甸、日

本涉及专项数量均为 4 个，蒙古国、不丹、尼

泊尔和泰国涉及专项数量各为 3 个，柬埔寨、老

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涉及专项数量各为

2 个。俄罗斯在考察区域内的重点城市数量最多，

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国际合作国家共有

图 5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项目国内覆盖区域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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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个，主要位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洲，亚

洲合作国家最多，有 20 个（占比 20.61%）。在不

同的合作国家中，美国有 24 个位居第一，俄罗

斯位居第二。这反映了大国科技外交合作的巨大

影响力。日本、蒙古、加拿大、英国、德国、巴

基斯坦、法国等国家也有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大

多包括 5 个左右项目合作，其他国家也至少有 1
个项目合作，如图 7 所示。其中，“‘一带一路’

国家传统草药品种本底整理及数据库建设”专项

涉及国内、国际合作单位最多，收集整理 65 个

国家的传统医药体系传统草药品种资源。

2.4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数据平台建设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项目执行期间共建立数

据网站和数据库 113 个，总占比 40%。在结题

后，系统正常运转的项目有 43 个（占比 15%）。

其中，2013 年科技基础调查专项项目建立数据

网站 /库的数量最多，达到 48 个，占平台建设

总数 42.5%，其次为 2014 年和 2012 年，分别占

36.3%、35.4%，如图 8、图 9 所示。从图 8、图

9 可见，近期项目建立数据网站 /平台 /库意识增

强，2019 年共申报科技基础资源专项达 12 个，

其中构建数据平台的就有 11 个。然而，建立中

图 7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合作单位所在国家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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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项目境外考察区域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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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统的项目仅 12 项（占比 4%），这反映了

我国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的国际化还不强。

这些数据平台中保存有我国科技基础资源调

查的重要成果。如“我国PM 2.5 主要排放源谱的

编研”（2013YF112700）专项自主研制的面向全

国科技界的公开的PM 2.5 源谱数据库就有 3 套，

包括家用燃煤（不同煤品、不同利用方式）排放

源谱数据库、生物质（不同种类、不同用途）排

放源谱、扬尘源（道路尘、建筑尘、地质土壤

尘、外来尘）排放源谱数据库、开放源（家庭烹

饪、垃圾焚烧、野炊）排放源谱数据库。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共

同主持开展“《中国植物志》的数字化和DNA条

形码”专项，主要以《中国植物志》和Flora of 
China等重大分类学研究成果为核心，更新和提

升数字化的《中国植物志》并构建新一代智能植

物志（iFlora），产出中国植物名录数据库，物种

名录、植物标本、图片、文献、DNA条形码、染

色体数目、IUCN保护等级、植物地理分布和生

态环境等子数据库。

2.5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成效

在综合科学考察类项目中，“澜沧江中下游

与大香格里拉地区科学考察” 组织多学科队伍重

点围绕水资源与水环境、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

化、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自然遗产与民

族生态文化多样性、人居环境与山地灾害等，对

澜沧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地区展开综合科学考

察，摸清了该地区的本底数据、基础资料及其变

化规律，为评估区域关键资源开发、人居环境

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障国家与

地区资源环境安全提供基础图件和科学数据 [13]。

“罗布泊地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综合科学考察”实

图 8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数据平台项目数量占比

图 9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2006—2019 年）中英文数据平台项目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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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首次建立的罗布泊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填补

了该区人类活动历史空白；恢复了汉晋时期的人

文地貌格局；从人类学和古环境学角度确认罗布

泊地区各时期古人类活动不具继承性，各时期人

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是促成和加快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重要因素。同时，形成了一套考古学、古人类

学、地质学、地貌学、古气候学、环境考古与科

技考古、多光谱与雷达遥感科学等多学科联合科

考的成功范式，弥补了单一学科的不足，促进了

学科的交叉发展。

在专题调查类项目中，“中国农业气候资源

数字化图集编制”专项紧紧围绕我国农业生产和

科研的战略需求，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整合

农业气候资源数据和制定制图标准规范。基于中

国农业气候资源数据库，采用 1:25 万和 1:100 万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底图，根据农业气候资源制图

规范，制作《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图集》，为高效

利用农业气候资源、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结构、趋

利避害、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基础数据支撑 [14]。“中国西部主要冰川作用中

心冰量变化调查”主要基于开发的区域物质平

衡 /融水模拟，获得冰量变化数据以及代表性冰

川物质平衡观测数据、利用ASTER DEM获得冰

川表面高程变化数据，以区域格点数据为驱动得

到中国西部主要河流。该项目向国务院提交了

《关于我国冰川变化影响及对策的报告》报告并

获得李克强总理的批示。“我国 1:5 万土壤图籍编

撰及高精度数字土壤构建（二期工程）”完成了

覆盖我国全域的五万分之一土壤图与高精度数字

土壤，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含八大图层，能以 1
公顷为单元提供我国各地详尽的土壤资源与质量

状况信息，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完整和精细的土壤

资源与质量科学记载，亦是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首

次完成的大批量土壤理化性状数据，对了解我国

土壤与环境质量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15]。

在图集志书编撰类项目中，针对当前自然疫

源性疾病传播流行的严峻形势，“中国自然疫源

性疾病流行病学图集编研”专项从自然疫源性疾

病的防控、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需

求出发，系统整合我国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媒生

物的分布数据，建成我国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病

学图集 [16]，图集涵盖了 1949 年以来发现的 33 种

自然疫源性疾病和 1 种虫媒传染病，包含 1100
余种宿主动物和传播媒介的分布信息，涉及的病

原体达 158 种，包括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2900 余个县（区）的 1600 多幅专题图 [17]。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外来

入侵植物科学考察、相关数据资料收集和野外实

地调查，摸清我国外来入侵植物的本底资料，掌

握外来入侵植物的背景资料和相关信息。其中，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是国内第一部以外来入

侵植物为题材的志书，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

它将为中国外来入侵植物的深入研究提供基本依

据，为管理部门，尤其为农、林、牧、药、商、

园艺、海关、检疫及有关单位提供科学决策依

据 [18]，为科学普及与大众参与提供外来入侵的基

本常识，为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为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标准规范类项目中，针对当前我国大量综

合科学调查活动在数据获取、集成、管理和共享

中对标准规范的实际需求，“格网化资源环境综

合科学调查规范”专项提出并建立全国无缝、精

度一致的多级格网及其格点系统，为建立我国未

来中尺度的资源环境动态科学调查与监测体系奠

定标准规范基础 [19]。针对我国水环境基准研究急

需基础数据的现状，“我国水环境基准基础数据

的调查和整编”系统开展我国水生物种数据、污

染物含量数据、生物毒性数据和水体理化参数的

调查与整编，建立了完整、规范、可供我国水环

境基准研究的 6 大类基础数据集，形成 4 部水质

基准数据整编技术规范，撰写了 4 部基础数据研

究报告，绘制了 3 套反映中国区域特征的图件

集，初步搭建水质基准基础数据库，并培养了多

位优秀青年才干。

在数据库建设类项目中，为开展中国各地质

时代基干剖面基础数据的信息化工作，实现全国

范围的数据在线共享。“中国古生代区域综合地

层及标准化石图集”专项完成了 6 个断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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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纪综合地层及标准化石图集并为各高校

和科研单位、产业部门提供高质量地层和古生物

参考标准，最终上线了“中国基干剖面”网站

（www.chinasection.org）。该网站现阶段主要收录

中国各省、市、地区的古生代地层的基干剖面信

息，包括地理位置、文献资料、剖面照片、综合

地层信息、区域和全球对比情况，以及重要化石

标本产出等文字和图像资料。“我国PM 2.5 主要

排放源谱的编研”建立了PM 2.5 源谱数据库 7
套，梳理我国PM 2.5 主要排放源谱的历史研究，

对典型生物质燃烧源、家用燃煤源、扬尘源、工

业源、机动车源、开放源排放的PM 2.5 源谱进行

系统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PM 2.5 源谱基础数

据的研究。《中国植物志》在线研究平台的建立，

抢救性地获得了一批珍稀濒危、难以获得、新发

现和新纪录的物种材料和基础数据，为我国植物

多样性研究的拓展、分类编目、深度研究以及保

护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研究样本和信息资料。

该平台建成了首个植物学领域高通量的 DNA 条
形码标准数据库，实现了我国 90% 以上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的快速和精准鉴定和服务，是公众学习

和探求植物分类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窗口。

3 结语与建议

本文对我国 2006—2019 年开展的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项进行全方位调研，结合定量与定

性分析、专题制图和GIS空间可视化表达等手

段，从项目分布、调查要素、调查区域、合作单

位、平台建设和调查成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展

示。2018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

上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多次强调，要

组织开展重点科技资源调查，完善国家科技资源

库，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的基础研究保障体系 [20]。

尽管我国基础调查专项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整体仍面临诸多挑战，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科

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基本科学数据、资料的广泛

需求。加强科技资源调查、发挥我国科学家的主

导作用、增强我国的科技影响力、拓展我国发展

战略空间，对我国的科技基础性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下面将结合本文的研究分析，提出相应

的发展建议。

（1）加强国家在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方面的

重大需求布局。调研发现科技基础资源调查项目

采集的要素类别分布比较广泛，总体呈现金字塔

式增长趋势，其在资源、环境、生态、灾害等领

域的本底性调查是其根基。因此，建议在专项中

长期规划中加大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点区域

发展的衔接力度，统筹加强在农业生物、地质地

理、海洋极地、生态环境、人口健康等领域，进

行前瞻性部署和稳定支持，获取关键和重要科技

资源信息。

（2）促进相关基础学科均衡发展。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专项涉及的学科类型非常广泛，统计显

示出现在 1 ～ 2 个频次的学科超过总数的一半。

这反映了该专项对于促进相关基础学科的均衡发

展意义重大。建议加强在农业生物领域、地质地

理领域、生态环境领域、海洋极地领域、人口健

康领域、工程技术领域、社会发展领域等方面的

基础学科建设。如在抢救性收集珍稀、濒危、经

济、生态等重要野生生物资源过程中，加强生物

分类鉴定等基础学科建设。

（3）深时深空深地深海等全区域全覆盖。调

研发现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空间布局在胡焕庸线附

近有典型的地域分异特征，在该线以西的大量地

区考察县市分布非常稀疏，而其相应的东侧和南

部地区则相对稠密。建议以我国科技资源本底的

系统性调查为基础，立足地球系统和社会经济的

关键要素变量，结合中国地带性分异规律、资源

环境禀赋特征和中国自有的文化特质，面向特定

的国家需求主题进行系统性设计，同时进一步向

深时深空深地深海等领域进军。

（4）加强成果汇交与科学数据中心和库馆的

衔接。充分发挥基础支撑和条件保障类国家科技

创新基地在专项资料收集、数据采集方面的作用，

明确专项与不同领域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和科技资

源库馆之间的对应关系，将专项产生的资料、数

据等科技资源成果整理汇交到相应平台，在充分

保护专项成果知识产权前提下，推动和扩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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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资源的开放共享，发挥专项的更大效益。

（5）加大科技资源的获取积累和应用推广。

统筹开展综合科学考察、专题调查、典籍志书编

研和数据库建设，产出标志性成果，为我国重要

的基础性原始创新和科学发现提供基础科技资料

支撑，为“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粮食安

全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决策支持。加强机制创新

和标准规范建设，加强科学数据集成和利用工具

开发，提高科学数据共享利用和科技资源调查成

果的科普传播和应用。

（6）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合作需求，在遵照各国

国际合作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加强与相关国家、

国际组织和重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国

际资源，提升我国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水平和共享

服务能力。如围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开展

“一带一路”六大走廊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东北

亚、中亚等我国陆域边境毗邻地区和重要跨境河

流流域综合科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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