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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科技平台建设已经历了第一个十年建设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较为简单的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建设期，进入到了以科技资源共享为核心的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期，从国家带头建设到全国

各地各具特色的科技平台建设。但是依然存在着规范化不足和缺乏宏观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起因

于财政投入机制不完善、缺乏协调和资源与服务的质量管理等方面。所以，可以从提高整合质量、完善

合作机制和强化考核加后补助的支持方式等方面入手，推动下一步的科技平台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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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in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the first ten years，some achievements
were obtained，from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public service
which is based on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From the national leading construction，to constructions with characteristics by many prov-
inces，there are still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standardization and lack of macro management. These problems are mainly due to the
financial mechanism，lack of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quality of services，etc. So，we should improve the integrated quali-
ty，improve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examination evaluation and motivation，to push the next step of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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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科技平台建设的两个发展阶段
1. 1 科技平台的研究现状

如果从 2004 年 7 月，国务院转发科技部等四

部委联合制定的 《2004—2010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建设纲要》开始，科技平台建设已经过去

了第一个十年。这是我国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重

大举措，打破封闭，走向共享，代表我国科技资

源管理进入新的模式。虽然国家层面和各个省市

自治区都相继开展了科技平台建设的工作，但是

直到目前为止，各省市的科技平台发展参差不齐，

甚至名称的使用也不够规范，所以需要分析科技

平台发展的历程，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求

找出解决方案。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将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

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以及各省市名称各异的科技

服务平台，统称为“科技资源服务平台” ( 以下简

称“科技平台”) 关于科技平台建设的研究，国内

学者一般都集中科技平台发展规划、科技平台的

管理与服务模式研究，以及科技资源配置及使用

等，可简单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科技平台内涵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

为科技平台主体的构成包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和政府部门，目前的观点是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

主体，因为只有企业才是创造社会价值的主要组成

部分，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为创新活动提供资源，

包括有形和无形资源。科技平台的主体即科技平台

的核心，政府的职能就是通过引导和激励，让更多

的科技资源拥有单位将其资源对全社会开放共享，

让企业能够顺利地利用到这些资源，避免资源的过

度浪费，将科技资源转化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

高，提升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为经济发

展服务［1］。二是对科技平台的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主要包括: 功能分析，例如如何推动科技创新资源

的集聚和共享，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率; 实施路径

分析，包括如何对科技平台进行合理规划和顶层设

计，构建以科技资源共享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服务体

系; 组织模式分析，类似于科技资源服务的微观分

析，目的是构建科技平台可持续发展的运行体制和

服务机制，例如激励机制［2］、整合模式［3］、服务监

督机制［4］等等，发挥政府在科技平台建设中的推动

作用［5］。

1. 2 科技平台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为了研究方便，可以将 2004 年 7 月 《2004—
2010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的发布，

以及 2011 年 7 月国家科技部发布 《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认定指标》和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运行服务绩效考核指标》，开展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认定和绩效考核工作，作为两个科技平台建

设的标志性事件，将我国科技平台的建设发展分

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为科技平台建设试点阶段、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阶段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建设阶段。
第一阶段———科技平台建设试点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004 年，国家层面主要包括科学

数据共享工程试点平台、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 NSTL) ，以及国家七大区域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

网的建设等。地方层面与国家对应，主要内容为

推进科技文献、科学数据和科学仪器资源的利用

和共享，如上海市开展的 “一网两库”的建设。
此外，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早起形态也已经在多

个地方出现，如上海市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

在生物医药产业集中的张江地区开始布局新药安

全评价中心、药物代谢中心等服务平台，这些平

台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从 2004 年国务院转发科技部等

四部委制定的文件开始，到 2011 年科技部开展科

技平台绩效考核止，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时

期，主要通过项目投入的方式，推动科技基础条

件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关注重点集中在科技文献

资源、大型科学仪器资源、科学数据资源、自然

科技资源以及网络条件等基本科技基础条件的整

合和共享，国家共投入建设了 20 多个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例如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标准物质资

源共享平台、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大

型科学仪器中心和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这些平

台在科技资源整合和共享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同时，为进一步了解科技资源的现状，

国家科技部还积极推动科技资源调查工作的开展，

从 2009 年开始，每年对中央单位的科技资源进行

调查，此外，2009 年国家科技部也开始积极推动

区域化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开始了在纺

织、集成电路和藏医药三个领域试点技术创新服

务平台的工作。在国家的指导下，各省市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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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同时为满足地

方经济发展对科技资源的需求，许多省市开始构

建了面向企业和产业发展开展科技资源服务的科

技平台，例如上海市的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和浙江

省的公共科技平台等，并在立法保障、建设模式

与考核机制方面不断探索。
第三阶段———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时期，也可

称为技术创新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期。国家方

面，科技平台建设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不断

开展科技平台的理论与运行管理的研究，积极推动藏

医药、纺织和集成电路三个国家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

试点工作; 2011 年 7 月，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认定和绩效考核工

作的通知》，并向社会公布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认定指标》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运行服务绩

效考核指标》，这是规范平台运行管理，深化平台共

享服务的有力抓手，通过国家科技平台的认定和考

核，规范了国家科技平台的建设与运行规范，还为地

方科技平台管理提供了指导。地方层面，上海、浙江

等地区的科技资源服务平台建设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通过整合现有工作基础、面向企业共性需求开展建

设，并注重长效运行机制的探索，在区域创新体系建

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如上海从科技

资源整合的实践中促进了长江三角地区的各类科技资

源的整合，优化了专业服务供给，同时也降低了创新

创业的成本和风险; 重庆地区则初步建成了三大科技

体系; 浙江省构建了基础条件平台、行业创新平台和

区域创新平台体系。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也相继

开展了科技平台的认定与考核工作，不断规范地方科

技平台的管理与运行。

2 我国科技平台建设的主要特征与

问题
2. 1 主要特征分析

目前，国家与地方纷纷建立起各种类型的科技

平台，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科技平台建

设的实践性很强，应该开展更多的实践研究以强化

相关研究的针对性，为科技平台的发展提供宝贵经

验［6］。现将我国科技平台的特征总结如下。
( 1) 我国科技平台建设的主要内容还是科技基

础条件的整合与共享。例如，国家科技平台的建设

主要集中在 23 家经过认定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绩

效评估工作也是以此为对象，而国家技术创新服务

平台尚在试点阶段。地方层面，从近几年科技平台

建设交流材料中，可以看出有 15 个省市的科技平台

建设内容，还是以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为主，并

且有 7 个省市只有这一种科技平台，另外没有提供

材料的省份也是以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共享为主，所

以，全国以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为主的省市共有

24 个，占全国的 75% 左右。其中北京、上海、浙

江、山西等地都通过绩效考核制度，以提高科技平

台的运行能力和管理效率。
( 2) 较发达省市越来越重视与产业结合较为密

切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如产业技术创新平

台、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公共研发平台和企业创新

平台等，目前，这样做的省市有 8 个，除了湖北为

中部省份外，其他都是沿海或者次沿海的东部省份，

较有特色为上海、浙江、江苏和湖北等省份。例如

江苏基本形成了以公共研发平台、企业创新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为主要构架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布局，

平台功能已基本涵盖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技

术工程化到公共科技服务等各创新环节，如无锡集

成电路封装与测试公共服务平台等。浙江省自 2004
年开展试点，2006 年正式启动建设以来，建设了 60
个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行业创新平台和区域创

新平台等三类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如现代纺织技术

及装备创新服务平台和海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
湖北省从企业技术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基础条件平台三个层面，努力将科技平台体系打造

成为企业创新的依托，行业进步的引领，区域发展

的支撑，如软件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和武汉生物技术

研究院等。
2.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几年国家和地方科技平台建设和共享

服务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是通过实地调查，

我们发现我国科技平台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科技资源整合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主要体现在科技平台的整体水平不高，缺乏需求

方和所有方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没有形成整

个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体系。科技资源的质量

是平台共享与服务的生命线。许多科技平台科技

资源整合还不够规范和标准，科技资源的数字化、
信息化整合与实际匹配不上，科技资源还不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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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和全面，部分科技平台科技资源的针对性不够，

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不紧密。
( 2) 国家平台与地方平台的协调机制有待进

一步加强。目前，国家平台与地方平台之间的沟

通、协调、整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有的国

家科技平台已经完成的资源整合建设工作，一些

地方平台也在重复建设，甚至连名称都没有统一。
原因为缺乏对科技平台的宏观管理、资金分散和

缺少相应的配件供应渠道。
( 3) 科技平台的运行维护缺乏稳定的财政支

持。虽然国家科技平台建设的方针是 “以用为主、
开放服务”，但单纯以服务的质和量来定平台的奖励

补助标准，对于有些平台来说，其运行维护的经费

就缺少了稳定的财政支持和保障。如资源特殊的微

生物资源平台和家养动物平台的科技资源。另外，

平台运行服务专职人员的经费缺乏。当前公益性事

业单位人员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包括基本工资、岗

位津贴、绩效津贴，前两部分由国家财政的事业费

支付，绩效津贴须由单位自有资金支付，而科技平

台专职人员没有渠道得到从事科技平台工作的收入。
所以平台运行服务专职人员的经费缺乏和收入差距

问题将影响平台专职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 4) 科技平台绩效考核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于不同特点的科技平台，绩效评价标准应有差

异，不能采用同一标准，财政投入的力度也要有

所差别，要首先保障保存特殊资源和基础性的科

技平台的运行，然后再考虑提升科技平台的服务

能力。平台后补助投入机制缺乏稳定预期，使得

科技平台的运行受到影响，严重者可能会使平台

工作因为经费不足而面临停顿，影响到平台的基

本运行［7］。经费下拨较晚，一年一考核的周期过

短。经费下拨滞后，会影响到平台科技资源工作

的计划性和连续性; 考核也不易过于频繁，这样

会加重平台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3 对我国科技平台建设的建议
进入“十二五”之后，科技平台的建设也处于

一个转型期，虽然我国的科技平台在服务企业创新、
推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针对社会

技术创新需求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进

一步深化对我国现有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平台

的制度建设，探索科技平台的有效模式，通过科技

平台的建设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打造有利于经济

发展和企业技术水平进步的科技创新环境。
3. 1 进一步提高科技平台科技资源整合的质量

推动科技资源的共享是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

革的一个重要任务，而科技资源整合的质量是平

台共享服务的基础条件，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科

技平台资源整合的质量，以促进平台的资源共享

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为此建议: 一要提高科技平

台科技资源的权威性和全面性。国家科技平台整

合的资源必须是本专业领域中最权威、最全面的，

这是国家科技平台的一项重要使命和义务。二要

增强科技平台整合资源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国家

科技平台要对整合的科技资源信息进行规范化和

标准化的加工，进一步完善科技资源的数字化、
信息化整合，做到与 “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的

高度匹配，提高科技资源的可用性。三要提高平

台整合资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平台整合资源要

与服务相对接，要针对平台资源的用户尤其是中

小企业的需求，来整合资源和强化服务，如很多

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标准、专利等很感兴趣，还有

很多专业技术方面的需求，平台整合资源要考虑

服务对象的需求，以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3. 2 进一步探索国家与地方平台的协调机制

统筹协调应是今后我国科技平台发展的主要思

路，即要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

及军民之间在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上的协调，形成国

家科技平台与地方科技平台之间的沟通、协调、整

合机制。为此，一要加强国家科技平台与地方科技

平台的集成，强化国家条件平台和地方平台各类资

源和服务的有效融合和有机衔接。二要鼓励国家平

台在各地方设资源站点和服务站点，尤其是要对西

部地区进行重点建设，以积极引导和支持西部地区

科技基础条件的发展。三要发挥部门和地方的积极

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

设工作的格局。对于地方平台服务覆盖面是全国性

的或是区域性的，可由地方推荐、国家评估认定，

把地方科技平台纳入到国家科技平台的管理体系中。
这样，通过国家科技平台和地方科技平台之间的协

调机制，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投入建设科技

平台，切实减少科技平台建设的重复投入，提高科

技资源的利用效率。
3. 3 平台资源建设差别化投入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应该由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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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其基本运行，因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公益

性、开放性的平台，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是一

种国家科技基础建设和科技活动条件保障的基础

性工作，是政府行为，应该由政府财政投入。尤

其是在当今国家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的趋势下，保

证国家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持续财政投入，

是平台科技资源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科技平

台科技资源建设分为四个环节，分别为科技资源

新建 ( 增) 、科技资源汇交、科技资源运行和科技

资源能力提升。对这四个环节应该根据各个环节

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财政投入方式。①新建环

节采取项目式的财政投入方式。平台科技资源的

新建 ( 增) 是指从无到有建立，是科技条件资源

的增量部分。这一环节科技资源建设的目的比较

明确、内容比较单一，因此可以采取项目申报的

方式对平台新建 ( 增) 科技资源进行财政投入。
②运行环节采取稳定支持与绩效考核结合的财政

投入方式。平台科技资源运行是指将科技条件资

源物质、信息和人力资源以一定的规章制度进行

融合，让其有效运转和系统性发挥作用。主要包

括科技资源保存、平台日常运行和维护等。因此，

可以采取“稳定支持”的财政投入方式，即每年

年初给每个平台一定数额的固定的运行维护经费，

以保证平台的基本运行［8］。同时，对服务成效突

出的科技平台给予额外的财政奖励，以鼓励更多

的科技平台提高服务质量，加快科技平台的发展。
③资源汇交和能力提升环节采取后补助的财政投

入方式。平台科技资源汇交是指科技数据、文献

资料等进行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资源的汇总

和交流，资源汇交后能够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和

带动作用。平台科技资源能力提升是指资源的再

整合和深加工，能够提高科技资源的产出效益。
对这两个建设环节可以采取 “绩效考核 + 后补助”
的财政投入方式，即对各平台科技资源汇交和能

力提升的绩效进行考核和评估，根据考核评估的

结果对平台给予相应的后补助或奖励。
3. 4 根据平台的公益性采取差别化的绩效考核方式

随着平台建设的发展和平台类别的扩充，平台

运行状态和服务性质的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

对不同类别的国家平台，也要采取差别化的绩效考

核方式。尤其是对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运行，

要差别对待。建议参照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评估

和认定各类和各个国家平台的公益性质，并据此采

取有差别的财政投入方式: ①纯公益的资源性平台，

由国家全额拨款。比如部分科技资源特殊的自然科

技资源平台，以及提供科普产品资源的科技平台等，

这些平台公益性特点明显，不易进行市场化运作，

其运行维护的费用应该由国家全额支持。②能够部

分实现市场化运行的准公益性平台，由国家差额拨

款。大部分国家科技平台属于这类平台，如研究实

验基地、科学数据、科技文献和大型科学仪器平台，

虽然这些平台提供的标准、科学数据、科技文献、
科学仪器等资源服务具有公益性，但平台可以通过

标准、数据、文献、仪器的深加工等增值服务进行

市场化运作，并实现营利，对于这类平台的运行维

护费用，可采取多元投入的方式，由国家财政差额

拨款。同时，对于不同特点的平台，绩效评价标准

应有所差异，不能采用同一标准，财政投入的力度

也要有所差别，要重点支持特殊资源和基础性的平

台建设。建议设立两套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一类是

公益类平台绩效考核体系，重点考核其资源的维护

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成效; 第二类是准公益类平台

绩效考核体系，重点考核其资源能力提升和对外开

放服务的效果。其次，要提高财政经费下拨的及时

性，以增强平台资源建设工作的计划性和连续性。
3. 5 借鉴地方平台建设经验，完善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的科技计划依然是以项目投入为主，

但经验表明，过多依赖项目式资助可能会削弱研

究基础的持续发展，无论提供的是资金还是其他

形式的资源，都必须建立一种机制确保其涵盖所

有的研究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方面的费用。很多

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往往既有非常明确的研究目

标，也需要长期连续的知识积累以及研究队伍的

稳定，稳定支持模式更能够满足其发展需求。我

国公共科研机构的经费渠道分散，项目式资助的

比例过高，导致一些研究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研

发投入追求短期效应，忽视长期的研究成果积累

和研究队伍稳定等研究基础的建设。因此，建议

调整公共科技资源配置和投入发展策略，形成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与科研条件建设经费两大渠

道，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中侧重基础性、公

益性领域，采取持续稳定的投入方式。
( 下转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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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省市实施了政府购买服务、创新券等科

技创新政策和支持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9］。
所谓创新券是针对中小企业经济实力不足、创新

资源缺乏，大学和研发机构没有为中小企业服务

的动力机制设计发行的一种 “创新货币”。政府向

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研发人员购买

科研服务，科研服务人员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

门兑现。创新券能够发挥公共科技投入对中小企

业创新的带动作用，引导大学、科研院所为中小

企业服务，并提高政府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对

国家科技条件平台也可以采取如创新券等的财政

投入和支持方式，以实现国家平台财政投入机制

的创新。比如国家大型科学仪器平台的对外共享

和服务可以用创新券来支付，国家财政对平台单

位的投入和支持可以依据平台收取的创新券数额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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