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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lesson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sharing management model about scientific 
instrument, comparing it with the experience of instrument sharing management in our institute,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strument shar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he suggestions: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perfecting the Personnel Incen-
tive System, strength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promoting managemen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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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高校先进科学仪器共享管理模式，对比本单位已有的仪器共享管理经验，针对如何

提高高校科学仪器共享管理能力进行探讨，并提出以下建议：探索增加可持续维护与管理经费；继续推

进信息化建设，拓展网络服务平台功能；推进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评价制度与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人

员激励制度；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促进高校仪器共享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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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仪器设备是院校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的重要物质保障基础，影响着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与实验成本，

教学与科学研究离不开仪器的支撑。近年来，国内对科学设备设施的开放共享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在相关

规划与法规中都明确做出了要求。“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开放科研

基础设施[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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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快推进科

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用户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充分释放服务潜能，为科技创新和社会需求服务[2]。 
设备设施的开放共享符合国家相关规划要求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达到提升使用效率，节

约国有资金的目的。因此，为落实国家与上级单位要求，继续推进科研仪器共享管理改革，支撑科研创

新，本文借鉴国内外院校先进的科研仪器共享管理模式，与本单位现有管理经验进行对比，探讨并提出

继续提升共享管理能力的建议。 

2. 发达国家高校科学仪器共享管理经验 

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较高，因而拥有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在科研设备与设施共享管理中

存在着以下共性，相关法律体系完善、设备产权归属明确；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程度、信息化程度较高；

拥有高水平仪器设备管理技术团队；承担单位相关制度完善。以下以美国为例，介绍发达国家的仪器共

享管理经验。 

2.1. 美国高校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管理现状 

美国在设备管理中注重技术、管理、经济相结合。美国由政府经费购置的仪器设施在不妨碍项目进

行的条件下有义务向其他政府研究项目开放，其大型仪器公共服务平台经过长期实践，运行机制相对完

善，高校与社会关系紧密，科研设备设施共享程度高。 
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美国目前已建立“完整、开放”的核心法律体系，其科研设备一般处于研发

中心(FFRDC)，由政府全额资助或部分资助。管理使用政府资金购置设备的平台通常有两种，合同采购

平台与资助类合作平台。管理平台按照《联邦政府采购法》与《关于对高校、医院及非营利性机构给予

资助的管理规定》对其他项目进行共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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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方面，美国已建立不同层级的共享平台[4]。高校的仪器共享平台有学校、学院层面的，覆盖

范围广。实验室及仪器开放程度高，部分仪器达到全时段共享[5]。管理方面，高校设备共享管理体系完

善，仪器由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不仅承担日常管理维护与对外服务，也参与教研工作，使得仪器管理与

教研工作紧密结合[6]。 

2.2. 发达国家高校仪器共享管理实例 

以下面两个高校为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学校层面设置实验室管理机构，负责实验室安全防护与

日常监控，并制定实验室安全手册、安全运行规范，全面监控实验室安全。该大学医学院下属各平台由

教授负责，下设专业仪器专管员，负责平台仪器的管理、日常维护、培训、维修等事宜。这些仪器专管

员拥有专业化与高技术水平的特点，不仅精通设备操作与简单的维修，同时也参加课题会，将仪器管理

与教研工作紧密结合[6]。该校所有大型设备均纳入网络共享平台管理，平台信息完整全面，明确的收费

标准与奖惩机制，预约便捷，并由仪器专管人员负责上机前培训，并定期举办各类设备培训。 
密西根大学部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行全时段共享，实行线上查询、预培训；线下预约、培训、使

用的模式管理。每台大型设备上均可建立使用账户，记录使用时长等信息。实验室按照仪器的工作量、

操作难易、贵重程度等综合因素设置技术人员，负责设备的培训、账户管理、维修保养、日常管理与对

外测试分析等服务，为用户提供全面技术支持[5]。该校科研仪器的维护维修基本上由技术人员负责，如

需更换配件，费用依照相关制度由用户导师的科研经费和学校共同承担。仪器维护及时有效，保证了用

户正常使用。以上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科研仪器共享管理上有着信息化与开放程度高、制度完善、管

理人才水平高[7]的特点。 

3. 我国科研院校设备共享管理现状与经验 

3.1. 我国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政策体系 

自 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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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出台后，

科技部、教育部也先后发布了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通知与意见[8] [9]。此后，各地方

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与方案。各地方文件主要明确地方政府部门责任，并提出了以下主要目标：

加强信息化建设、搭建网络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建立健全开放服务体系、制度体系、

标准体系；完善奖惩机制、约束机制等[8]。 
例如，北京市京政办发[2016] 34 号文件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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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市科委京科发[2018] 189 号文件则发布了实施细则，对意见进行了细化落实，明确规定了

服务收入用途、成本核算与服务定价方式等，并要求管理单位制定本单位绩效激励办法，明确了人员绩

效的比例，并提出人员绩效的分配纳入工资总额统计范围，不受单位绩效工资总额限制[11]。 

3.2. 我国院校共享平台管理经验 

在国内政策鼓励推进科研仪器设备设施共享管理改革的大环境下，我国多个科研院校也进行了管

理改革，其中，中国科学院成效斐然。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科研与教学一体化院校，目前已形成以院级

网络平台为基础、统一规范、分级管理、电子化核算的共享管理体系。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委托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组织开展的 2018、2019 年“中央级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科研设施

与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中，中科院下属单位在考核结果为优秀中分别占比 66%、73%，其中生物

物理研究所蝉联第一[12] [13]。因此，本文在国内管理经验部分，主要介绍中科院以及其下属院所的

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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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中国科学院仪器共享管理体系 
2009 年，中科院本级发布并实施了《中国科学院技术支撑系统建设实施方案》，推进院所两级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了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和大型科学仪器区域中心。区域中心由中心管委会统

一管理协调，统一服务规范与收费价格。下属各院所完善组织机构架构，并建立了较为完整、规范的的

质量管理体系与平台建设、运行制度体系[14]。 
同年，院本级着手建设“中国科学院仪器共享管理平台”门户网站，并依托平台统计数据建立了相

对完整的考评激励制度，主要包括人员激励和仪器设备运行机时补贴。下属各研究所依托该网络平台建

立了较规范的平台运行体系，及时向社会公开科技资源，实现了仪器设备共享管理网络化、信息化。 

3.2.2.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实例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依托院级网络平台，成立了独立核算的大型仪器平台，用户可通过网站 24 小时预

约设备。平台内设备统一管理、集中放置，并为每台设备配备了刷卡装置，用户使用时通过刷卡进行认

证、记录机时并上传至网站进行统计。每台设备均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人员考核由大型仪器

平台负责，考核方式区别于科研人员，以抽取该员工所负责共享仪器的用户进行评分的方式进行，考核

指标更注重服务质量与用户满意度。 

4. 本单位科学仪器开放共享管理改革经验 

本单位为科研教学一体化研究机构，近年来积极落实国家与上级单位的相关要求，持续推进科学

仪器共享管理改革，通过了 2018、2019 年度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12] [13]。本单位在现

有条件下，以内涵式发展为指导，以实验动物学科特色为核心，做出了一系列管理改革尝试并取得了

一定成绩。 

4.1. 完善机构设置与档案建设 

我单位成立实验室管理处全面负责实验室管理、实验设施管理与实验室仪器设备的使用与调配。所

内全部实验室于 1993 年通过卫健委认证，实验室管理体系文件完善。设备档案按照不同的级别，由实验

室管理处与财务资产处共同管理，仪器设备档案全面，说明、使用、检测及维修记录等信息齐全。 

4.2. 完善制度与信息化建设 

在信息化方面，本单位于科技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上进行了

大型仪器的共享，并着手搭建本单位大型仪器共享网络平台；线下每台共享设备均由精通该设备使用的

人员专管，并实行登记预约的方式。制度建设方面，所内持续完善共享制度体系建设，制定了《大型仪

器管理办法》《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对外合同管理办法》《对外技术服务的部门间协作暂行管理

办法》等相关制度，已有相应的制度体系基础。目前所内共享设备涵盖生化生理分析、光学及影相分析、

冷冻切片、物理特性分析等多个领域，硬件上已达到了进一步推动共享管理的水平。 

4.3. 大型科学仪器通过服务平台集约化共享模式 

根据现有大型科研设备专业性强、专业差异大，且须在不同环境的设施内使用的特点，我单位围绕

实验动物学科科技支撑的特色，建立了一系列科技服务平台，将大型仪器设备分门别类纳入平台，并以

委托服务的方式统一对所内外共享。平台集约化管理符合我单位实验动物学科的科技支撑特色与专业特

色，也避免了一些管理问题，如：生物安全问题、辐射安全问题、实验动物微生物污染隐患问题、实验

动物福利问题，大幅度降低了使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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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继续推进科研仪器共享管理改革的探讨 

通过对国内外先进的共享管理经验进行探索，发现它们的共性是平台承担单位制度体系完善、信息

化程度高、技术人员专业化水平高、人员激励与奖惩机制完善等。因此，本文借鉴上述成熟的管理模式，

结合本单位现有经验基础，针对如何进一步推进科研院校科学仪器共享管理改革进行探讨并提出以下建

议，以期在未来工作中继续推进管理改革，使开放成为常态。 

5.1. 探索增加可持续维护与管理经费 

充足的运行经费是保证大型仪器正常运转与共享平台搭建的基础。一些发达国家由政府出资购买大型科

研设施时，会同时拨付专门的运行经费以确保正常使用[15]；开放共享平台建设主要靠政府或主管部门投入，

以维持平台运行和测试技术研发[16]。大型仪器的维护保障费用高昂，我国目前由单位自行承担，无可持续

财政性专项经费预算[4]，全周期管理难以为继，进而产生由于缺少维护资金，仪器缺乏预防式维护计划，

提升损坏率的风险。可探索在使用财政购置项目时，由单位留存部分资金作为项目内设备的维护基金，或每

年设置专门维修基金预算用于设备的使用维护；还可通过完善共享机时补偿制度以补贴设备维修维护。 

5.2. 继续推进信息化建设，拓展网络服务平台功能 

仪器共享管理改革离不开先进的管理手段，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模式中，信息化建设是主要的支撑手

段。网络化管理已是当下的趋势，网络平台的搭建不仅有利于共享平台统一管理核算，也是进一步推进

平台考核、人员考核与人员激励制度建设的基础。科研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研发或购置现有的网

络共享管理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共享仪器的统一管理[17]。 
目前国内在不同层级的网络平台搭建上已有一定经验[14]，未来可在现有平台的基础上，探索对功能

进行拓展，使其更加贴合使用与管理者的需求。例如为平台内仪器配备可进行联网的装置，不仅可以用

于用户认证、使用记录，还可实现测试结果的传送；根据对仪器使用情况与测试结果的监测，提前对仪

器可能故障进行预警，并及时提示相关人员进行检验维护。网络化管理可实现设备使用率、用户机时、

费用分布、状态等的实时查询，及时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5.3. 推进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评价制度与评价指标体系 

制度体系是共享管理工作的框架，合理的评价制度与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共享管理工作

考核与人员考核的主要方式。科研院校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健全科学仪器共

享管理制度体系与绩效评价体系。 
为实现仪器共享管理的评价，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是必要的。科研院校可根据自身管理经验，依据

各政府部门颁发的政策法规，并借鉴其他同类单位现有的考核指标体系[18]建立仪器共享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例如李鑫(2019)探索建立了云南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涵盖仪器共享

水平、服务管理水平、服务能力、共享服务业绩水平[19]。 
对于非常用却是必需的仪器，共享评价指标不应以机时为主要依据。例如一些用于特殊实验环境的

仪器，由于场地环境限制，使用机时较低，但对于高校实验室的运转必不可少。针对此类设备的使用和

共享评价不应以机时为主要指标。目前，国内在高校科学仪器共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方面研究较少，

在今后的工作中可针对该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帮助管理者从总体上了解

共享管理水平，并为共享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5.4. 完善人员激励制度 

人员的配备与考核是共享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提升工作人员积极性的主要手段。在人员激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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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探索建立全职与兼职人员的激励制度。为学生提供在校兼职和仪器操作培训的机会，并提供物质奖励，

吸引学生在课余时间任职共享仪器管理员，缓解全职工作人员的压力[20]，进而实现白天职工，晚上学生

的管理模式，达到 24 小时管理。在全职人员的激励上，可通过完善共享平台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建立区

别于一般教学与科研人员的考核指标，提高仪器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责任感，进而提升服务质量。 

5.5. 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促进高校仪器共享管理改革 

管理改革工作不是单位内部的闭门造车，而应加强院校间或行业内部的沟通交流、经验推广，以便

取长补短、资源共享、合作共进。例如，北京化工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共建的“精密仪

器校际共享平台”，纳入了一些学科联系紧密且功能互补的大型仪器[17]；中科院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纳入

了下属各单位的共享仪器，充分发挥了现有平台的作用[14]，以上两个案例都实现了资源共享，实现了节

约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扩大平台服务能力的目的。有效的交流与对现有优秀经验进行推广，不仅

能够节省共享平台搭建经费、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还可以促进其他单位共享管理改革进程，充分释放科

学仪器的社会效益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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