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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型仪器设备是高校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条件，是反映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

的重要指标。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的类型和数量在不断增加，由此也带来了重复购置、利用

率低等问题。通过加大大型仪器设备信息化共享、加强大型仪器设备人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机制、探索大型仪器全成本核算管理、强化大型仪器设备制度集成创新，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区域化为辅的共享

模式，全面提升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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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r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research level and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and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larg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universities are constantly increasing,
which also brought some problems such as repeated purchases and low utilization rates. A sharing mode
of large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with internal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focus and regionalization as the
auxiliary is formed by increasing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 technique team,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sharing mechanism, exploring the full cost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ystems. The above measures contribute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rge-scal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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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设备为高校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1]。随着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深入

推进以及全国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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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各学科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入、扩展、渗透，对

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通过制度集成创新和机制体制改革，加强对大

型仪器设备的论证、采购、共享、使用、维护等全

面管理，提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实验技术人员

对仪器设备共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快推进

高校大型仪器的使用率、共享成效，提升大型仪器

设备对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撑作用，落实大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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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共享体系建设，是学校设备管理的一项重要工

作[2-3]。

为促进大型仪器设备共享，2014 年 12月，国

务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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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014〕70号）[4]，

以制度推动、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奖惩结合、分

类管理为基本原则，推进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

大型科研仪器要面向社会开放共享；2017年 9月，

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共同制定和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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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发基〔2017〕289号）[5]，明确开放共

享工作中管理部门和单位的责任，理顺开放运行的

管理机制；2018 年 11月，科技部与海关总署共同

制定了《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

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18〕245
号）[6]，明确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程序

以及主管部门对管理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2019年
1 月，财政部与科技部共同制定了《中央级新购大

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评议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
1号）[7]，按本办法规定对单台（套）在 200万元以

上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在申购时，评议其与学科

相关性、必要性、合理性等，从源头上避免仪器设

备重复购置，提高利用效率。按照文件要求，各管

理单位应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科研

设施与仪器的全面开放共享，进一步加快大型仪器

设备集约管理，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科技

资源低水平重复和浪费。以“统筹、 共享、 服务、

创新”为理念，落实大型仪器共享体系建设。

1 国家对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的考核

2018 年科技部联合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

门，首次开展了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单台套价值

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评价

考核工作，并建立了奖惩机制。科研设施与仪器设

备评价考核主要涵盖组织管理情况、运行使用情况、

共享服务成效三大方面，涉及统筹购置、开放率、

共享平台建设、支撑队伍建设、运行机时、对外服

务机时、运行使用成效、对外服务成效七个指标，

具体见表 1。其中有 41个单位考核结果为优秀、60
个单位考核结果为良好、246 个单位考核结果为合

格，对考核结果优秀和良好的单位予以表扬，并给

予后补助经费奖励。考核结果较差的单位 26个，国

家主管部门召开评价考核通报会对这些单位及其主

管部门进行通报，对各单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逐一

通报说明，并要求限期完成整改[8]。2019年、2020
年，科技部、财政部持续开展评价考核工作，考核

涉及 25 个部门 300 多家中央级高等学校和科研院

所，各单位对开放共享重视程度明显提高，科研设

施与仪器利用率进一步提升，支撑科技创新的成效

更加显著。2021年，科技部和财政部进一步对 346
家单位进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考核，其中考核优秀

的单位 50个，考核较好的单位 100个，考核合格的

单位 188个，考核较差的单位 8个[9]。2022年，科

技部和财政部进一步对 345家单位进行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考核，其中考核优秀的单位 50个，考核较好

的单位 100个，考核合格的单位 189个，考核较差

的单位 6个。与 2021年相比，参评单位对开放共享

更加重视，管理和共享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参评

的科研仪器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为 1351小时，纳入

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统一管理的仪器入网比例为

100%[10]。

2 大型仪器共享存在的问题

最近几年，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设施

与仪器共享成效提升显著，而一些部省合建高校、

地方高校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共享体系还有待完善，

共享情况不尽如人意。

2.1大型仪器设备申购论证不充分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将经费划拨给高校后，并

不具体负责仪器设备的建设和购置整体规划和指

导，仪器设备购买的自主权下放到各个高校。而高

校在购买大型仪器设备时，普遍存在两种情况：（1）
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如科技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等结合学校的科研需求、学科发展规划、现有仪

器设备资源进行统筹安排；（2）将购置设备资金进

行二次分配，由二级学院、重点实验室或课题组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进行需求申报，再由

学校进行统一论证、审批和购置。以上两种方式都

表 1. 评价考核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组织管理情况

（40分）

科研仪器购置统筹管理情况（10分）

设备开放率（5分）

在线服务平台建设情况（20分）

实验技术队伍情况（5分）

运行使用情况

（40分）

仪器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25分）

运行使用成效（15分）

共享服务成效

（20分）

共享率—年平均对外服务机时与年平均运

行机时的比值（15分）

对外服务成效（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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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但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未全面结合学校全

局发展目标、整体规划、学科建设、专业布局、现

有大型仪器设备配置及使用情况进行科学论证，导

致了仪器设备出现了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的现象，

财政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学校的大型仪器共享平台

建设仍然不成体系，不能够支持学科的长足发展，

不能满足校内的科研样品测试，也无法为引进高水

平科研人才提供科研支撑的检测平台[11-12]。

2.2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观念落后

部分高校除了分析测试公共平台的大型仪器设

备纳入学校共享外，学院及课题组的仪器设备共享

效果并不理想[13]。高校通常花费巨额的资金，依据

高校学科或专业的发展，购置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大

型仪器，但共享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三点：（1）部分教师在拥有仪器使用权后，往

往认为仪器所有权属于本课题组，若将设备共享，

会出现因他人测试样品占用自身的科研时间或顾虑

仪器发生故障而承担额外维修费用，因此不愿意共

享；（2）购买大型仪器设备由个人项目经费支出，

将大型仪器认为是个人资产，拒绝共享；（3）为满

足阶段性的科研任务而购置大型仪器，缺乏长远的

规划和安排，仪器设备的使命随着科研项目的完成

而终结，对教学和社会服务的开放程度不高，制约

了大型仪器的使用效益。

2.3 大型仪器设备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由于实验人员编制限制，实验室管理人员与技

术人员常常合二为一，实验室内大型仪器设备的维

护保养及共享使用经常会出现由实验员负责的现

象。大型仪器设备技术含量高，在共享过程中往往

要求操作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只

有同时具备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操作

大型仪器设备，才能充分发挥大型仪器的共享作用。

而实验室管理人员多是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

作，缺乏操作大型仪器设备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因

而难以实现仪器的充分共享，更难以实现大型仪器

设备功能的再开发，导致仪器设备利用率不高[14]。

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待遇上明显低于科研型或教学科

研型人才，致使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和技术能力的人

才不愿意应聘专业技术岗位，亦或应聘专业技术岗

位的人员技术水平不佳，不能完全胜任科研样品测

试工作。专业技术人员晋升受到各种限制，晋升条

件与所从事的岗位工作相关性不大，能力强的专业

技术人员谋划其他发展路径，间接影响到整支队伍

的技术水平。部分高校将大型仪器设备专业技术人

员岗位设置为教辅岗而非科研支撑岗位，并没有加

以重视，在其队伍建设中将一些教学或科研岗位上

达不到考核要求的人员调整到该岗位，进一步降低

了大型仪器设备专业技术岗位的整体水平。

2.4 激励制度与绩效评价机制不完善

大型仪器共享率不高，其中除了专业技术因素

外，管理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也是重要因素。一方

面，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得不到充分认可，考核制

度不健全、不落地，必然导致他们把精力转移到其

他方面，造成大型仪器使用不足，降低了仪器使用

效率。另一方面，学校对大型仪器绩效评价体系主

要侧重在使用机时及对教学和科研成果产出的贡

献，而对仪器的完好率、产生的经济效益、服务师

生和用户满意度等方面因素考虑较少，从而无法实

现对仪器设备管理者公正和真实的评价。部分学校

出台了校级层面的激励机制，要求院级单位再依据

学校的制度制定内部激励考核制度，但院级制度往

往存在激励不够、考核不严的问题，无法从主观和

客观上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

到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效果。

2.5 大量的校内科研样品送到校外检测降低仪

器使用率

校内的科研样品送到校外的检测机构或高校测

试间接降低了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进而影响了

从仪器设备购置、平台建设、技术人员支撑到样品

测试的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体系的良性运行。以海南

大学自 2020年至 2022年的样品检测情况为例，其

中使用校内仪器设备检测收入占学校检测费用总支

出的 20%至 25%，而检测费用总支出也呈现逐年上

升的趋势，由此可见，学校的科研样品检测需求在

明显提升，而校内检测量明显低于送检校外的检测

量，大部分检测由校外机构完成。究其原因主要有：

（1）海南大学 2020年 6月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上线

运行，实现了财务融通对接、仪器设备信息共享、

在线预约、检测数据上传等功能，除了校级公共服

务平台的仪器设备外，院级单位和课题组的部分仪

器设备也纳入平台管理，有效提升了仪器设备的使

用率；仍有部分大型仪器设备未完全纳入平台管理，

仪器设备共享信息资源未实现全面畅通，学院和课

题组已经纳入平台的设备优先内部使用，未实现真

正的共享。（2）因资金不足或其他原因，现有设备

无法完全满足科研样品检测需求，大型的通用型设

备配置较晚或缺失。以海南大学为例，如针对通用

型设备电镜和核磁，学校于 2019年购置第一台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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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扫描电镜，2020年购置第一台场发射透射电子

显微镜，2022年学校建设皮米电镜中心；支撑有机

结构分析的核磁学校只有 400 兆而分辨率更高的

600兆核磁设备还没有安装到位等。（3）部分仪器

的检测服务人员技术水平较低，不能完全掌握仪器

功能，虽然仪器能够满足检测需求，但是技术人员

无法提供相应的检测服务。（4）部分仪器设备的校

内仪器检测收费标准高于校外检测机构的收费标

准；（5）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由课题组管理，因课题

组成员精力有限没有时间完成其他老师的科研样品

检测需求，未能实现真正的共享；（6）规章建制为

大型仪器共享提供依据支撑，但大型仪器共享的制

度体系还有待于完善，贯彻落实制度执行的效果还

有待于提升。

3 多举措提升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各高校、科研院所对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模式千

差万别、存在的主要问题也不尽相同，在国家大型

仪器设备共享政策体系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真

正实现仪器资源集约管理、开放使用、物尽其用是

共享工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各个单位应结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好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

深度自查原因和剖析问题，提出合理方案，为仪器

资源共享工作落地生根、深入开展提供支撑保障，

形成大型仪器共享的长效机制。

3.1 加大信息共享，建设大型仪器共享平台

学校内部要加强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系统的建

设，实现从设备论证、设备购置、平台建设、共享

考核、检测服务到满足测试需求的全链条管理，进

而通过满足内需来促进仪器设备共享 [15-16]。2020
年，海南大学创建了海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

台（简称平台），该平台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

以功能完备、性能先进、运行高效、服务一流为平

台建设目标。该平台与财务系统融通对接，实现仪

器信息发布与检索、在线预约、在线支付（资金冻

结）、统一结算以及仪器监控、效益考核、统计分析

等功能。2021年，海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建

设信息化平台二期项目，该平台与原有资产系统、

财务系统、招标采购系统融通对接，实现了大型仪

器设备从申购论证、立项审批、招标采购、验收入

账、共享考核、维修维护、资产报废的全链条管理。

2022年-2023年，学校重点建设以分析测试中心（精

密仪器高等研究中心）为主的校级公共平台，已经

搭建了皮米电镜中心、光谱中心、色谱中心等功能

化平台，结合各相关交叉学科搭建学科群平台，完

善专属性较强的院级平台，并通过各种手段严控分

散在课题组的仪器，将利用率高、受益面广的通用

型仪器设备集中管理。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在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满足高质量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

学研究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学校的学科发

展、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快支撑学科发展、加

快科研成果产出，借助学校现有公共测试服务平台

信息并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全面调研全校公共

平台、院级平台以及课题组现有大型设备种类、名

称、使用机时、校内共享服务情况，以及支持教学

和科研需求的情况。结合调研数据，对标一流高校

的共享平台建设及仪器设备配置情况，进一步谋划

建设公共服务性强的校级共享平台、学科群平台、

院级平台，完善大型设备系统化配置，提升大型仪

器共享实效。

3.2 建立健全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机制体制

3.2.1 大型仪器设备人员队伍建设

一支技艺精湛的检测技术队伍在大型仪器设备

共享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支队伍应该是具有多年大

型仪器使用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是通过学校招

聘符合相关引进政策的高水平技术人才，抑或是有

相关研究背景、检测经验和阅历的科研人员。通过

提高薪酬、拓宽职称上升渠道、完善激励机制、增

加人员编制、提升高水平技术人员引进待遇、加大

引进具有实战研究经验的科研人员等方式组建一支

具有大型仪器设备科学研究经验和实际操作经验的

科研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科研检测支撑队

伍[17]。

3.2.2 完善大型仪器设备制度体系建设

2020年起，海南大学先后制定了《海南大学大

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海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收入

管理办法》《海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

法》《海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管理办

法》。2023年上半年，学校优化调整职能处室机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增加了固定资产录入、报增、

处置、报废等职能，并将仪器设备管理制度修订改

为《海南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该办法除了包括

10万元以下的小型设备管理程序，也进一步明确了

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的申购、论证、立项、审核、

购买、入账、共享、报修、调配、报废等全流程管

理。通过制度的集成创新，借助多部门联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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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全面展现所有大型仪器设备的前世今生
[18]。

购置论证是仪器设备购置前的必要条件，以期

达到“做好资金规划、减少资源浪费、降低购置成

本、提高使用效益”的目标[19-20]。学校出台了《海

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申购论证管理办法》，坚持勤俭

节约、从严控制、国产优先、合理配置、避免浪费

的原则，通过入库论证、集中论证、分散论证相结

合的方式，对所需采购的设备进行充分论证，论证

内容主要包括：（1）申请购置的仪器设备对学校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必要性；

（2）拟购仪器设备的基本信息、性能、价格、技术

指标的合理性，以及仪器设备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及

其配套设备的完整性等；（3）仪器设备的管理维护

人员、检测技术人员配备情况，放置的场所及其辅

助设施的安全、完备程度；（4）申购设备的经费落

实与技术保障情况，潜在用户分析及具体运行方案，

相关配套设施及场地落实情况。

3.2.3 大型仪器设备全成本核算管理的探索

为加强和促进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和使用

效益，避免闲置、减少重复购置，海南大学正逐步

探索实施大型仪器设备的全成本核算工作。为实现

大型仪器设备全成本核算，所有大型仪器设备应实

行全员收费制度，即所有人员均要付费才能使用大

型仪器设备，设备的维修维护时间除外。全成本核

算管理指学校对大型仪器设备从购置入账至达到报

废年限期间的投入和运行成本，按单台设备、机组、

团队或二级单位进行核算和考核，以达到大型仪器

设备使用效益最大化。大型仪器设备的全成本包括

设备折旧费、水电费、房屋占用费、实验耗材费、

人员费、设备维修维护费、技术服务费等。

全成本收入采用财务统一核算、收支两条线管

理。二级单位的测试服务收入的 20%作为管理费由

学校统筹，用于仪器共享考核奖励、人员费等；30%
作为设备折旧基金由学校统筹；50%作为设备管理

团队的运行费，用于仪器运行维护、仪器维修及升

级改造、仪器操作人员技能培训、劳务费和绩效等；

当设备的折旧基金比例达不到设备折旧费用时，需

适当降低运行费分配比例。学校对大型仪器设备进

行年度全成本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后续是否支持设

备购置的重要参考依据，学校优先支持达到全成本

核算要求的团队购置设备。原则上年度收入超出全

成本核算的部分可全部用于发放人员劳务和绩效奖

励。

年度收入未达到全成本核算要求的，学校将仪

器负责人、机组、仪器设备申购人和提议人列入限

制申购预警名单，对全成本收入较低的设备进行校

内调配。未达到全成本核算的差额视同为学校对设

备申购人的投入，设备申购人应以适当的方式返还

或冲抵未达到全成本核算的差额。未达到全成本核

算的大型仪器设备数量占比较大的二级单位，学校

视情况限制二级单位的大型仪器设备申购可行性论

证、调整实验室建设项目支持力度或不予立项。

对大型仪器设备全成本核算管理的探索，以期

通过严把“进口关”，进行购置前集中论证和分散

论证相结合，可以使学校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益，

避免重复购置，减少盲目采购；通过严督“事后

关”，对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运行、售后维修等方便

进行监管管理，提升大型仪器使用年限、扩大使用

范围，实现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率最大化。

3.2.4 大型仪器设备制度集成创新

加强制度集成创新，在仪器管理、收费制定、

共享考核、奖励机制、惩罚措施、检测劳务补贴等

相关制度基础上，通过多部门联动配合，完善校内

仪器设备平台建设和提升检测水平的同时，建立科

研样品送检校外的审核制度，在满足检测条件下优

先选择使用校内设备，进而提升设备使用效率。在

现有仪器设备管理、收费及分配制度、共享考核、

维修基金制度等基础上，制定共享基金制度，为科

研经费紧缺的老师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制定检测

补贴制度，为鼓励科研样品检测内循环进行积极的

引导；制定校外样品送检审核制度，明确样品送检

校外的条件并进行审核，从源头上适度把控，在不

影响科研项目推进的同时，鼓励优先使用校内大型

仪器设备进行样品测试，适度限制样品送检校外，

进而实现检测样品内循环，促进大型仪器共享。

3.3 构建内循环为主、区域化为辅的共享模式

大型仪器共享校内循环，是指仪器设备购置、

共享平台建设、技术支撑服务和检测需求形成校内

的循环。从理念上讲，内循环是通过大型仪器平台

系统化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检测技术和服务

体系完善，改变现有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率低的局面；

通过激发和做大内需，弥补校内科研样品检测服务

体系的疲软和不足，有效减少送样校外检测的需求，

降低科研样品校外送检需求对校内大型仪器设备共

享的冲击，提升大型仪器设备运行效率，使得科研

检测需求和技术服务支撑形成良性的内循环，全面

释放科研样品测试的供需空间，完成国家对大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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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共享考核的任务。与学校周边的高校形成科

研仪器共享联盟，在区域范围内形成跨越单位的大

型仪器共享，在满足校内科研检测需求的同时，也

可服务于周边高校和企业的科研样品测试，有效提

升校内大型仪器共享，达到多方合作共赢的效果。

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详细调研学校近几年的检

测费用，校内的检测费用金额，校外检测费用金额，

涉及的项目和课题组，并深度分析样品送检校外的

原因，为合理建设仪器平台，适度限制检测外送，

全面满足检测服务需求提供依据。

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构建一种以内循环为主、

区域化为辅的模式进而提升大型仪器共享实效。

同时，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加大

大型仪器共享的宣传力度，服务于周边企业，并于

其他科研院所签订定向检测服务协议，建立区域化

共享模式[21]。内循环为主、区域化为辅的提升大型

仪器设备共享实效涉及的具体方面、步骤和措施，

见图 2。

图 2. 以内循环为主、区域化为辅的模式提升大型仪器共享实效

4 结语

目前，我国高校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数量增长

迅速，推进大型仪器设备资源的开放共享，科学配

置学校资源、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具有重要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需

要高校设备管理部门积极不断的科学实践探索，深

化仪器设备资源共享管理创新与改革，建立大型仪

器设备开放共享的实施细则，出台具体的举措和办

法，完善开放共享运行管理机制。本文从大型仪器

设备资源共享的管理模式及机制完善出发，总结了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模式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

改进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大型仪器设

备的利用率和共享率，全面提升大型仪器设备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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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水平，助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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