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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共享是国家推进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

理平台自建立以来在网络平台建设、仪器共享服务及应用培训等方面卓有成效，但科研仪器共享率普遍偏低、服务人

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供需侧匹配效率不高、赋能科技创新研发效能有限等问题仍是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的顽疾

痛点。为提高大型科研仪器服务效能、充分调动服务人员积极性，从影响仪器共享服务效能的九大因素着手，分析构

建3个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体系，运用“激励—保健”因素模型，基于多指标交叉的维度分析方法对仪器共享服务

效能进行分析评价，对全面提升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平台仪器共享服务效能提出对策建议，为全省科技

创新创业服务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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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ing and sharing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to the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country to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Since Yunnan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 open sharing management platform(LIOSMP) established, it has been eff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latforms, instrument sharing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 training, but the sharing 
ra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is generally low, the enthusiasm of service personnel is not high, and 
the matching efficiency of supply and demand side is not high Problems such as the Limited R & D efficiency 
of enabl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still the persistent pain points of the open and shared 
services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large-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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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资源是支撑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其规模、质量和利用效率直接关

系国家科技创新实力和竞争力。10 多年来，云南

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加强重大科研基地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面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的相关政策措

施，在完善云南省科研平台建设、优化科技资源

配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提高大型科研

仪器资源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共享服务效能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6]。目前，大型科研仪器

开放共享管理平台（简称“大仪平台”）拥有入

网单位 139 家，仪器设备有 3 519 台套，原值共

计 25 亿元，50 万元以上仪器有 1 406 台套，原

值为 18.9 亿元，基本实现了面向全省提供仪器共

享、在线预约、分析检测、服务案例浏览、仪器

设备查询统计等共享服务。2018 年，对历年大仪

平台仪器共享服务情况进行分析，初步构建了 4
项 24 级的开放共享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7]。经

过多家大型仪器共享单位的多轮修改和专家咨询

论证，指标体系构建逐渐完整，分值设置更加合

理客观。指标体系应用于当年的绩效考核工作，

考评结果客观反映了管理单位在仪器共享利用与

管理方面的成效与不足，有效提升了大仪平台开

放共享水平和服务能力。但总体来讲，大仪平台

的科研仪器入网数量较少、仪器共享率偏低、共

享服务效能有限等问题仍然存在，其关键原因之

一是仪器管理及服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如何

对现有指标进行升级优化、建立全面的大仪平台

共享服务效能评价指标、自末端位置激发服务人

员工作积极性，是当前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能

力提升亟待改进的地方。

根据“认知—感情—属性”理论 [8]，用户体

验反馈是挖掘服务质量存在问题、改善服务工作

最有效的原始凭证。为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

会议座谈、网络咨询等研究方法，运用“激励—

保健”因素模型，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分析管理单

位对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的想法和态度，找准

影响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效能提升的主要

因素，及时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问题，以期提

升大仪平台仪器共享服务效能，推进云南大型科

研仪器共享服务创新发展。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云南省大仪平台中高

校、企业、科研机构和公益机构四类属性单位的

相关人员，具体分为仪器管理人员、共享服务人

员、分析测试人员和仪器维护人员。

1.2 调查工具

本文从大仪平台的定位、管理模式和服务

功能出发，参考文献资料 [9-13]，基于双因素理

论 [14]，结合期望理论中提出的共享服务人员对工

作的期望值，以及完成目标的效价因素等，包括

自我决定理论里个体需求和外界环境影响服务人

员动机的因素，并对以上提及的“激励—保健”

进行总结和归纳，对照“云南大型科研仪器管理

单位开放共享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7]，以共

享服务工作涉及的相关人员为测量对象，设计了

调查问卷。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and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ervice personn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in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instrument sharing, preliminarily constructs three primary 
indicators and nine secondary indicator systems, and uses the “motivation & hygiene” factor model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instrument sharing based on the cross dimension analysis method of 
multiple indicators,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instrument 
sharing service efficiency of LIOSMP and empower the servic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whole province.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ruments, open sharing, service efficiency, influencing factor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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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仪器管理单位的实际情况，对涉及仪

器分析测试服务的机构管理人员、共享服务对接

人员、仪器分析测试人员与仪器维护人员的“激

励—保健”因素进行排序和归纳。激励因素包括

激励措施、绩效考核、职业晋升、工作岗位 4 个

方面，保健因素包括组织管理、技能培训、服务

模式、平台功能 4 个方面 [15-17]。将“激励—保

健”因素进行细化如表 1 所示。

1.3 调查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以电子形式、匿

名填写进行，包括研究目的、意义及填写方法，

问卷的每个题目均设置为必答题 [10]，问卷调查范

围主要涉及大仪平台中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

和公益机构四类属性单位，共发放调查问卷 131
份，回收 110 份，问卷回收率为 84.7%，满足样

本采集条件。

1.4 统计学方法

调查问卷运用李克特量表法，要求接受调查

问卷的所有人员依照问卷调查中的问题，选择符

合实际情况的选项。每项内容最高分 5 分，最低

分 1 分，其中 5 分表示非常认同，问卷内容符合

调查对象的情况；4 分表示认同；3 分表示一般；

2 分指不认同；1 分代表非常不认同。这样有助

于参加调查问卷的人员在选择打分选项时，能

够从潜意识里反映出对调查问题的认可程度。同

时，问卷调查还设置了对“激励—保健”因素的

次一级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有助于统计并

寻找真正产生影响的有效激励因素，为制定和完

善正向有效的策略提供现实参考依据。

2 信度及效度分析

2.1 信度分析

所有维度均大于 0.8，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
为 0.928 9，大于 0.9，表明该调查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较好，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

也表示调查问卷设计合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 2）。
2.2 效度分析

由表 3 可以得出，调查问卷的样本中 KMO 
值是 0.93，大于 0.8。根据 Kaiser中 KMO 度量

表 1 共享服务“激励—保健”因素细分表

因素类型 因素成分 次级因素

激励因素

激励措施 政策制度、奖励补助、政府激励措施

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体系、绩效考核方式、绩效奖励设置

职业晋升 晋升考核标准、晋升考核方式、职业发展规划

工作岗位 工作量、岗位价值性和挑战性、职责划分

保健因素

组织管理 机构管理结构，管理机制，管理制度

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质量、技能培训方式、技能培训次数和时间

服务模式 预约申请，共享服务流程，服务收费方式

平台功能 仪器数据融通共建机制，分析测试供需对接服务模式，仪器共享宣传渠道

表 2 信度系数

维度 项数 Cronbach’s α

激励措施 3 0.903 2

绩效考核 3 0.904 1

平台功能 6 0.956 1

组织管理 3 0.950 2

服务模式 3 0.913 4

工作岗位 3 0.924 8

职业晋升 3 0.940 2

技能培训 3 0.938 8

总体 27 0.92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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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非常符合进行因子分析的条件；表 3 中的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是 4 363.72，显

著性水平P值等于 0，表明量表的效度结构较好。

采用最大方差转轴进行正交旋转，辨认和命

名共同因子。由表 4 计算可知，27 个选项被划分

成 3 个维度，荷载智大于 0.5 说明可以作为重要

内容进行分析，对不同维度的每一项荷载值大于

0.5，表明量表是有效的且效度较高。

3 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3.1 性别与年龄统计

女性有 52 名，占总数的 47.3%；男性有 
58 名，占总人数的 53.7%。其中，31 ～ 40 岁

有 44 名， 41 ～ 50 岁有 35 名，31 ～ 50 岁占比

71.82%，说明中青年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工

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图 1）。

表 3 KMO和Bartlett检验

Kaiser-Meyer-Olkin 0.93

Barlett球形校验

近似卡方 4 363.72

p.value 0

df 378

表 4 旋转成分矩阵

维度 选项 PA1 PA2 PA3

第一

维度

X1.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内容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0.402 636 593 0.633 817 274 0.178 286 864

X2.奖励补助措施与机制明确且可以落实 0.139 964 171 0.815 846 37 0.334 197 396

X3.激励措施可以强制执行，奖惩条款具体且可实施 0.417 667 473 0.744 619 381 0.159 738 785

X4.熟悉并了解管理制度的绩效考核标准 0.498 132 220 0.642 474 372 0.303 493 328

X5.绩效考核标准制定公平、客观 0.222 583 593 0.720 587 582 0.383 747 765

X6.绩效考核措施符合个人工作以及业绩 0.204 620 348 0.7593 090 49 0.385 446 389

第二

维度

X1.数据与管理单位融通共享，有标准数据接口，能实现数据交汇 0.447 248 701 0.645 278 459 0.409 199 569

X2.分析测试共享仪器设备检索方便、准确、能匹配可用仪器资源 0.410 479 707 0.438 464 176 0.650 462 907

X3.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的界面简单，容易操作，设备及服务记录信息录

入方便、快捷
0.361 503 016 0.434 039 742 0.692 473 264

X4.平台有良好的技术支撑，能较快解决平台使用过程的各类问题 0.472 660 928 0.266 945 804 0.749 493 951

X5.平台具备多种需求的数据导出功能，能形成可用的定制化报表 0.325 992 924 0.486 515 151 0.720 752 285

X6.仪器开放共享的案例与相关信息发布及时、有效 0.378 879 414 0.416 134 965 0.711 109 518

第三

维度

X1.有专门的仪器共享服务管理制度，制度完善且规范 0.572 125 975 0.518 762 184 0.400 869 169

X2.有共享服务的专业团队，人员结构稳定，组织管理规范 0.661 436 571 0.434 395 555 0.338 006 376

X3.管理机制健全，服务模式很成熟，工作程序简洁明了 0.693 185 785 0.387 333 097 0.411 005 259

X4.预约申请简单、快捷，能迅速对接分析测试服务 0.671 965 882 0.340 981 573 0.407 620 926

X5.收费标准清晰，结算方式方便 0.636 079 333 0.513 973 968 0.298 855 893

X6.服务环节紧凑，周期短，较快得到结果 0.736 301 041 0.127 034 923 0.509 305 173

X7.熟悉并了解岗位的对应要求 0.678 121 348 0.411 228 906 0.320 119 992

X8.工作本身来带来成就感 0.643 604 215 0.557 945 738 0.169 049 522

X9.目前岗位职责在效能范围之内 0.703 092 548 0.514 641 902 0.225 252 574

X10.职位晋升空间与共享服务工作有关联 0.365 069 409 0.637 247 688 0.331 507 843

X11.对职业生涯比较满意且能接受 0.446 281 551 0.658 238 724 0.194 638 626

X12.工作对职业晋升有较大帮助 0.343 620 873 0.690 868 376 0.335 851 348

X13.不定期组织个人技能培训 0.693 737 472 0.319 654 062 0.338 448 963

X14.组织的培训，有利于个人成长，增加技能 0.760 585 809 0.231 639 59 0.327 370 639

X15.培训内容有层次、有深度 0.758 687 376 0.291 153 846 0.370 946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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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文化程度与岗位统计

从调查人员类型与学历可知，大型仪器共享

服务人员的相关学历普遍为本科以上，具有一定

的科研素养，但是参与调查的仪器维护人员明显

较少，这是因为高端大型科研仪器的结构较为复

杂，说明分析测试机构大部分是采取厂家售后的

方式进行仪器设备的维护（图 2）。进一步分析可

知，问卷调查的人员类型符合实际情况，科研素

养高，均为参与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工作的相

关人员，具有从业经验，能对所设计问卷做出客

观、合理的打分评价。

3.3 在职时间统计

从事本岗位年限在 1 年以内的工作人员有

6 名， 1 ～ 3 年的工作人员有 11 名，3 ～ 5 年的

工作人员有 6 名，5 ～ 7 年的工作人员有 10 名，

7 ～ 10 年的工作人员有 8 名，10 年以上的工作

人员有 68 名。数据发现，10 年以上的工作人员

是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的主力军，是支撑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专业服务人才队伍

（图 3）。
3.4 激励—保健因素统计结果

从表 5 得出，管理制度、服务平台、组织管

图 1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机构的类型——年龄分布

～ ～ ～

图 2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人员类型——学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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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激励—保健因素统计得分

激励—保健因素 得分

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管理制度与措施（激励因素）

《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内容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4.52

奖励补助措施与机制明确且可以落实 4.2

激励措施可以强制执行，奖惩条款具体且可实施 4.19

熟悉并了解管理制度的绩效考核标准 4.19

绩效考核标准制定公平、客观 4.25

绩效考核措施符合个人工作以及业绩 4.15

平均值 4.25

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保健因素）

数据与各家管理单位融通共享，有标准数据接口，能实现数据交汇 4.15

分析测试共享仪器设备检索方便、准确，能匹配可用仪器资源 4.27

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的界面简单，容易操作，设备及服务记录信息录入方便、快捷 4.25

平台有良好的技术支撑，能较快解决平台使用过程的各类问题 4.18

平台具备多种需求的数据导出功能，能形成可用的定制化报表 4.22

仪器开放共享的案例与相关信息发布及时、有效 4.26

满意度指标项打分设置合理，能客观反映问题 4.25

平均值 4.23

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单位

（1）组织管理（保健） 4.35

     有专门的仪器共享服务管理制度，制度完善且规范 4.36

     有共享服务的专业团队，人员结构稳定，组织管理规范 4.35

     管理机制健全，服务模式很成熟，工作程序简洁明了 4.34

（2）服务模式（保健） 4.25

     预约申请简单、快捷，能迅速对接分析测试服务 4.2

     收费标准清晰，结算方式方便 4.24

     服务环节紧凑、周期短、较快得到结果 4.32

（3）工作岗位（激励） 4.30

     熟悉并了解岗位的对应要求 4.36

     工作本身来带来成就感 4.19

     目前岗位职责在效能范围之内 4.34

图 3 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人员时间——性别分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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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模式、工作岗位、职业晋升、技能培训 7
个激励—保健因素的得分均值介于 3.90 至 4.35 之

间。其中，均值最小的维度是职业晋升，均值最

大的维度为组织管理，其余因素的得分均在 4.20
至 4.30 之间。由此可知，职业晋升是大型科研仪

器共享服务人员最为看重的因素，其次是可有效

提升共享服务人员职业素养的技能培训，而平台

功能则是共享服务人员比较关注的第三个因素。

3.5 主要影响因素排序分析

从各大因素综合得分来看，组织管理机制明

晰、绩效考核公平科学、技能岗位培训质量、仪

器共享服务预约简单、制度规范、晋升考核标准

公正是影响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开放服务的关

键效能指标（表 6—表 13）。

4 服务效能因素分析

4.1 绩效奖励与考核因素分析

根据双因素激励理论，在调动工作积极性上

强调直接满足和间接满足两个方面。直接满足是

指共享服务人员通过工作其本身与过程中产生的

激励—保健因素 得分

（4）职业晋升（激励） 3.90

     职位晋升空间与共享服务工作有关联 3.82

     对职业生涯比较满意且能接受 4.02

     工作对职业晋升有较大帮助 3.85

（5）技能培训（保健） 4.18

     不定期组织个人技能培训 4.09

     组织的培训，有利于个人成长，增加技能 4.25

     培训内容有层次、有深度 4.21

续表

表 6 激励—保健因素：制度措施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制度规范 2.54

奖惩明确 1.93

可具体落实实施 1.54

表 7  激励—保健因素：绩效考核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科学 2.64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 1.99

绩效奖励设置增加 1.37

表 8  激励—保健因素：职业晋升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晋升考核标准公正 2.46

晋升考核多样化 2.01

鼓励引导职业发展规划 1.53

表 9  激励—保健因素：工作岗位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岗位内容的工作量 2.3

岗位的价值性和挑战性 1.96

岗位内容的职责清晰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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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感，间接满足是指在工作任务以外获得的满

足感。在管理制度上，如果绩效奖励，采取平均

主义的方式，绩效奖励这一激励因素就会转变成

保健因素。长期以往，再多的奖金激励也不能足

以起到激励作用。同时，由于奖金没有渠道发放

到具体的工作人员，缺乏外部竞争的压力，久而

久之工作人员的惰性便会展现出来，而其他员工

因感到不满而降低工作质量。因此，绩效奖励制

度的完备性、绩效考核的公正性以及奖补发放细

则是激励工作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4.2 组织管理模式因素分析

期望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个体需

求与工作任务相统一，体现员工需求与工作任务

之间的关系。通过座谈调研可知，共享服务人员

在岗位上的职责划分不清，而且在工作量分配上

出现忙闲不均的现状。员工和岗位缺乏科学的量

化管理，导致人岗错配、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

等现象。由于组织管理不足，影响了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从而导致员工情绪不佳、工作效率

低下。

4.3 技能培训因素分析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个体在完全识别环境情况

和个人需要的情况下，个人对行动做出的自我决

定行为，注重个人的内在动机和外部因素对内在

因素的影响 [19]。目前，管理单位缺乏技能培训，

提升空间有限，没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员的

工作主动性，从而直接影响其在工作中表现出的

积极性和模范性。当前的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

的满意程度不高，缺少自主动机和带领员工自我

提升技能的意识，间接造成了对共享服务工作的

影响。

4.4 晋升机制因素分析

有效的培训和晋升激励是调动员工工作积

极性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共享服务人员迫切

关心的是工作任务与晋升挂钩。但目前管理部门

尚未形成健全的晋升制度和一套量化、可操作的

晋升考评体系，加之现行开展的绩效考评奖励制

度并未与共享服务人员的晋升直接挂钩，使得多

表 10  激励—保健因素：组织管理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组织管理机制明晰 2.75

沟通协调方便 1.94

服务环节衔接顺畅 1.32

表 11  激励—保健因素：技能培训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技能岗位培训质量 2.68

技能岗位培训方式 2.04

技能岗位培训次数及时间 1.28

表 12  激励—保健因素：服务模式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仪器共享服务预约简单 2.56

收费、结算模式方便快捷 1.85

服务环节紧凑、周期短、较快得到结果 1.58

表 13  激励—保健因素：平台功能排序情况

选项 平均综合得分

设备仪器及服务记录数据汇交方便 2.44

分析测试供需对接迅速、准确 2.16

宣传渠道多样，可方便获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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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共享服务人员无法实现自身价值和获得发展机

会，进而造成人才浪费或人才流失严重。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从主要因素分析可知，绩效考核的评估与奖

励，岗位职能的划分与量化，培训模式的设计与

实施，晋升机制的建立与落实是影响大型仪器共

享服务质量的关键效能因素。其中，良好的绩效

评价与考核机制是从工作内容层面对服务人员进

行内心满足的正向激励，客观公正的考评与对应

工作量的奖励能显著激励服务人员对工作的长期

积极性；界定清晰的岗位职能是从管理机制层面

对服务人员的进行权责划分的正向激励，明确岗

位任务可以让服务人员能有针对性地执行工作任

务，避免工作中发生纠纷，提高工作质量；完备

合理的培训模式是提升服务人员技能、保持进取

心的正向激励，针对相关服务人员开展专业技能

培训，可以不断提升仪器开放共享服务效能，满

足人向上进取的求知欲望；健全的晋升机制是保

持服务人员长期稳定开展工作的正向激励，晋升

机制不仅能刺激服务人员之间展开竞争，还能保

持团队的凝聚力，稳定服务团队，促进仪器开放

共享服务工作持续有效开展。

5.2 对策建议

一是建立完整齐备的绩效评价与奖励机制，

细化奖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开放共享服务的工作

效能。按照“以评促优，以评督改，奖惩结合”

的原则，对共享服务工作具体内容制定绩效评价

指标，重点在人员激励评价机制、管理单位服务

流程、共享协同服务模式、成果转化效果等方面

细化考核指标，并采用分级分项的模式建立评价

量化模型，开展仪器管理单位共享服务绩效考评

与奖补工作。通过评优择奖发现管理单位典型做

法和优秀案例，形成可复制的共享服务模式，不

断提升管理单位仪器共享服务工作效能。

二是明确开放共享服务工作目标，规范管

理单位仪器共享服务标准，界定责权分明的服务

工作边界。大仪平台服务工作主要涉及仪器管理

人员、共享服务人员、分析测试人员和仪器维护

人员，可由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

公室牵头，协调各家入网管理单位针对不同的服

务需求共同制定共性化的服务模式与共享管理机

制，并针对不同的岗位职能与职责进行权责界定

与划分，防止工作内容重叠，量化岗位任务内

容，不断提升仪器共享服务工作效能。

三是建立多元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技能培训

模式，规划培训阶段与专职技能内容，增强开放

共享服务协作意识。大仪平台应围绕“资源统筹

在线预约、仪器分析测试需求、服务共享协同供

给、设备运维技术支撑”4 个方面有计划、有步

骤地开展平台推广应用及专业技能培训工作，建

立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职业素养培育为辅”

的人才培训目标，建立管理、服务、技改、运维

的人才梯队，满足各类服务人员对职业规划发展

和技术知识提升的需求，为仪器共享服务提供高

质量的管理与技术人才队伍。

四是建立分级量化的晋升考核指标体系，建

立与工作量挂钩的职业晋升机制，提升开放共享

服务工作效能。围绕共享服务工作的业务流程，

量化业务内容的工作范围与规模，明确岗位职称

晋级与工作量大小、工作量难易程度、工作业绩

挂钩。通过量化“重要科研任务攻关仪器共享技

术服务、重大科学发现实验分析支撑、跨区域科

研协作仪器共享协同”等重大研发任务，实现重

要检验分析与重大项目的关联，对应计量共享服

务人员的工作业绩，形成以分析测试为主、以管

理服务为辅的人才梯队格局，调动服务人员的进

取心，获得职业归属感，提高服务人员的工作向

心力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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