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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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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科学仪器是前沿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的重要资源，提升大型科学仪器的使用效益至关

重要。该文结合山东大学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现状，归纳总结了目前平台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期通过对平台考核

评价的探索与思考，实现对平台考核评价体系的初步搭建，进一步助推高校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提高大型科学仪

器资源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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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scal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cutting-edge  research,  high-level  talent  training  and
social services, so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instrument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large-scale
instrument  public  technology  platform  of  Shando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hopes to realize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rge-scale  instrument  public  technology  platform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platfor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reby further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instrume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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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

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工程”

“985工程”之后实施的国家战略[1]。党中央作出

这一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

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2]。大型仪器设备是前沿

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的重要

资源，提高大型科学仪器的使用效益至关重要。

大型仪器设备是提升学科建设能力的战略资源，

配置一流设备能够在学科建设、人才竞争中更具

主动权；有一流实验条件作保障，才能拿得下大

平台、聚得起大团队、争得来大项目、产得出大

成果。山东大学一直非常重视大型仪器设备管

理，通过建立实体平台和在线服务平台促进大型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规范大型仪器设备开放管

理。依托公共技术平台，实现大型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是提高

国有资产投资效益的重要举措，是高等教育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推进学科交叉

融合、科技协同创新、科研成果转化。因此，通

过校级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加强大型仪器设备精

细化管理，建立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绩效管理

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分层分类的考核评价工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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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行。 

1    山东大学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情况

早期的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是由某些历

史机缘形成的，如多所高校分析测试中心建设

于 20世纪 80年代的“世界银行贷款大学发展项

目”[3]，近年来高校平台建设强调顶层设计，国

内高校为响应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的任务

要求，主动投入到科研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

2016年，山东大学整合学校资源，大力开展高

水平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统筹规划建设。山

东大学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管理服务中心挂

靠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下设若干校级公共技

术平台，主要负责平台统筹规划，平台服务运

行体制机制优化完善，平台各项运行、评价制

度制定，学校各类教学、科研公共测试及技术

培训等工作。目前山东大学校级公共技术平台

建设成效显著，已建成生命环境研究、生物医

学结构表征中心（冷冻电镜平台）等 6个校级公

共技术平台，如图 1所示，配备球差校正透射

电镜、300 kV冷冻透射电镜等千万级高精尖设

备，发挥设备集群优势，支撑重大科研成果在

Science、Nature、Cell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有

力支撑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a) 结构成分与物性测量平台 (b) 先进材料测试与制造平台 (c) 转化医学共享平台

(d) 生命环境研究公共技术平台 (e) 高性能计算云平台 (f) 生物医学结构表征中心（冷冻电镜平台）

图 1    山东大学校级公共技术平台展示
 
 

2    评价体系的现状

高水平仪器平台不代表一定能够产出高水平

科研成果，它仅是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一个基

础条件，只有设备与人才和科学管理充分结合，

才能真正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4]。公共技术平台

发展的关键是人，没有一流的人才，再先进的仪

器也无法发挥其技术优势。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是平台高效运行的核心要素。如何充分发挥

人的作用，通过平台考核评价的探索与思考，调

动平台积极性，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绩效考

核是激发仪器设备管理员工作主观能动性、发挥

仪器设备使用效能的必要手段[5]。通过对大型仪器

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体系的探索以助推公共技

术平台的建设，这对高校仪器教学、科学研究、

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均有重要意义。 

2.1    科技部、教育部开放共享考核评价情况

目前教育部的大型仪器考核主要包括设备有

效使用机时、培训人数、服务项目数、测试收

入、支撑发表论文情况、获奖情况以及设备新功

能开发情况等多方面指标[6]。科技部共享效益考评

指标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近年来考核新增的内

容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 考核更侧重单位开放共享整体情况，拟解

决以往重单台套设备评价、轻单位整体效益考核

的问题，反映出国家考评导向从单台套设备使用

情况向单位整体共享效益的转变；

2） 考核更关注信息化建设情况，信息化建设

考核内容包括可线上预约仪器数量和可实时记录

仪器数量，并且自 2021年以来通过采用系统检测

的方式考核平台对接情况；

3） 增加了科研仪器购置统筹管理指标，含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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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购置论证、仪器管理等内容，反映出国家对大

型科学仪器从购置论证、预算采购、验收入账到

设备使用及共享管理、绩效考核、维修处置各环

节，“投入—运行—产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重视[7]。

近年来，大部分省份都制定了大型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了对大型仪器设备

开放服务进行绩效评价，如江苏、浙江、上海、

福建、重庆等地方政府出台了大型仪器开放共享

绩效评价具体政策和细则[8]，考核评价体系不断

完善。 

2.2    国内外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情况

高校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通常不简单以收

入为目标，往往会综合衡量人才培养情况、科研

成果产出以及产生的社会价值[9]。国外在仪器共享

方面已经进行了探索，美国科技资源共享门户平

台取得了较大进展[10–11]。美国平台考核程序比较

简化，考核主要关注财务、设备利用效率以及用

户评价等方面。考核结果是平台成立、撤销的重

要依据，其年度报告和用户评价是平台投入和人

员聘用的重要参照[12]。

国内高校则是多层次考核，不仅有教育部、

科技部、财政部等统计调查，还有地方政府及学

校、平台自身的年度设备效益考核等。高校自身

也对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考核进行了研究。

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公共仪器平台实验技术人

员的考核评价体系中考核内容分为 7个部分，包

括政治素养、工作纪律、测试服务、平台建设与

管理、新方法新功能开发研究、学习培训以及满

意度[13]。该考核评价体系能够充分调动实验技术

人员的创造性与自身潜力，进而发挥人力资源效

益最大化。

西南大学考核机时情况、使用成效和仪器设

备管理 3部分，考核包括仪器维护、培训、收费

定价及公示情况、用户评价、支撑科研以及新功

能开发等方面[14]。以机时使用情况为例，专用设

备达 800小时/年得 15分，按照 5分/200小时标准

增减分数，上限 30分，兼顾了考核要求以及实际

情况。

文献 [15]指出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建设要

重视平台布局，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重视制度

建设，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评估管理。职称晋升

激励是提高工作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上海交通大

学于 2015年打通技术人员正高通道，并于 2021年

出台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管理办法，优化

实验技术队伍晋升体系，鼓励相关工作产出，进

一步完善评价激励机制。

山东大学先后出台了《山东大学大型仪器设

备使用效益考评与激励暂行办法》（山大资字

〔2018〕22号）、《山东大学大型仪器开放共享管

理办法》（山大资字〔2022〕8号）等一系列制度细

则，开展以机时利用、共享收入、日常管理等要

素的仪器设备使用情况绩效评价，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仪器设备闲置、利用效率不足等问题，着力

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开放共享服务能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高校大型仪器公共技术

平台针对单台仪器设备使用情况的考核指标关注

较多，但对于平台整体的考核评价研究报道较

少。高校仪器设备物质基础建设已得到重视，而

目前影响公共技术平台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乏科

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由于高校各平台设备存

量、技术队伍建设等实际情况各异，平台实际基

础情况不同，导致考核无法统一指标。考核指标

需根据平台特色的差异定制相应的考核标准与权

重系数，同时兼顾公平性、科学性与可执行性。

另外，无差异分配的考核制度对于平台投入方向

的指导意义不够，不利于充分调动平台工作人员

的积极性。因此，寻求合适的评价体系非常重要。 

3    公共技术平台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

公共技术平台考核指标设置不够全面。如仪

器收费标准差异导致相当的服务收入差距较大，

仅通过共享测试收入判断共享服务量是片面的[16]，

应同时考虑测试样品数、用户人数、服务课题组

数量等相关因素。部分考核指标设置的考核标准

陈旧，没有及时进行更新。如随着仪器设备原值

提高、物价水平上涨，原有收入指标的赋分方法

已无法合理衡量设备的使用效益。部分考核指标

标准设置偏低，考核结果区分度不够。以使用机

时为例，有效机时是否饱满是仪器使用效益好坏

的基础[17]。如图 2所示，2023年山东大学参与国

家科技部考核的 50万以上设备 741台，年均有效

工作机时 1 238 h，设备有效工作机时主要集中在

800~1 100 h范围内。部分仪器设备存在通用性不

高，应用面相对较窄，只能在专业领域内发挥作

用的问题，共享率有待提高 [18]。教育部规定的

大型仪器设备年工作机时最低标准为每年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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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h[19]，89% 的设备达到该标准。达到该数值标

准的仪器设备机时利用结果应为合格，将 800 h/a
作为机时优秀的考核标准偏低，导致绩效评价对

于仪器设备机时利用达标的激励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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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山东大学对接国家科技部设备有效机时分布情况
  

3.2    考核结果运用不理想

目前高校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运行效益考

核的评价激励机制还有待完善，平台潜能未被完

全激发。一方面，现行的仪器设备绩效考核激励

措施与平台目标和个人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脱

节，无法有效激发被考核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应

明确平台技术人员的定位和职责，分类考核，以

评促管。人的精力有限，各行各业均有专攻，需

要专业人士才能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高水平作

用，设备与人才及其管理的结合，保证得出高质

量、高水平的科研测试数据。因此建立一个良好

的绩效机制，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

主观能动性非常重要[20]。另一方面，对于考核结

果，没有形成设备配置、管理、维修和处置全生

命周期各环节的考核奖惩，考核结果利用不充

分。现有仪器设备考核指标体系未能充分反映个

体设备使用效能情况和公共技术平台整体管理水

平，无法有效支撑资源配置方向和管理重点内容

的决策，评价导向作用有限。 

3.3    考核数据收集困难

一方面，部分填报人员数据报送不准确、不

及时，主观上没有充分重视考核数据统计填报工

作，导致考核数据收集汇总较为困难[21]；另一方

面，实验技术人员通常管理多台设备，在传统线

下统计填报方式下，大量的统计数据以及复杂的

考核流程使得数据统计填报工作较为繁重，增加

了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负担。 

4    考核评价体系搭建的建议

结合学校实际，提出适用于本校公共技术平

台效益考核的指标体系，是各高校仪器平台需要

探索的重要课题。聚焦高校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

台，以绩效管理为牵引，精耕细作为手段，以提

升设备使用效益为发力点，以支撑科学研究及人

才培养为落脚点，为构建大型仪器设备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和考核工作机制提供思路。通过对大型

仪器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体系的探索与思考，

建立以效益为核心的公共平台运行管理成效评价

指标体系，充分发挥绩效指挥棒的作用，提升仪

器设备整体管理水平，提高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

台资源使用效益，为“双一流”建设提供重要

支撑。 

4.1    考核原则

根据工作实际，本文提出以下 3个考核原则。

1） 公正性

保证平台考核及结果运用全流程的公开透明、

规范严谨、客观公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

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实施

考核中做到公正操作，保证公平性尤为重要。

2） 科学性

考核结果能够客观反映平台运行状态，坚持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以目标为牵引，平

台需进一步提高对外服务能力，强化实体平台开

放共享效能，促进技术攻关，不断拓展平台创新

人才培养功能，加强对支撑教学和科研成果产出

的考核；立足设备绩效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制定

公共技术平台考核办法，对平台整体运行管理、

技术服务、成果产出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全面评

价，对平台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3） 可操作性

一是保证平台绩效评价考核的可操作性，既

有定量考核又有定性评价，对平台评价不仅包括

机时利用和共享收入等硬性指标，还应包括制度

建设和日常管理等软性指标；二是保证考核结果

运用的可操作性，对考核优秀的平台，给予切实

的表彰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平台有针对性地

提出改进方向和意见，将考核结果作为学校对平

台进行资源配置和绩效奖励的重要依据，确保绩

效考核及结果应用运行顺畅、考核落地有效，确

保仪器设备效益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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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考核内容

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开展分层分类的绩效

管理考核评价工作，从运行管理、技术服务、成

果产出 3个方面对被考核平台整体情况进行全面

评价。3方面考核测评权重比例应依据被考核平台

其自身特点有所侧重，实施分层分类差异化的考

核评价。充分考虑平台实际需求，根据学科特点

采取差异化的考核评价指标，以定性定量相结合

的考核方式，设置不同的指标任务量、指标权重

和分值，对各平台工作进行合理评价。 

4.2.1    运行管理

1） 安全管理

平台需指定安全责任人，考核平台安全措施

是否落实，有无安全事故。实验室安全是一切教

学科研活动开展的前提与保障，实验室安全建设

的水平直接体现了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和科研管理

水平[22]，关系到整个学校和社会的稳定[23]。

2） 制度建设

建立沟通机制，平台内部定期进行交流。建

立规范的财务制度[24]，考核是否严格执行收支两

条线，考核收费标准是否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经

费开支是否合理。建立设备维修维护机制，考核

仪器设备是否定期保养维护、维修及时，是否定

时校核仪器参数，保证平台仪器正常运转。重点

考核平台制度规范落实情况及效果。

3） 日常管理

考核用户培训服务情况，主要包括前沿讲

座、学术论坛等理论培训及上机实操培训开展情

况。考核仪器设备管理、维护、实验操作日常记

录情况。考核仪器设备纳入在线共享平台情况，

包括设备验收后入网是否及时、设备入网信息是

否完善等。 

4.2.2    技术服务

1） 测试服务量

考核测试服务的数量，包括平台设备年均有

效机时数以及测试总收入，应结合平台设备存量

总值及支出情况，同时重点关注面向社会对外服

务测试机时及收入。公共技术平台承担着为每一

个科研人员提供测试服务的职责，相当于现代化

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同时平台还应发挥高校

的社会职责，满足社会对仪器测试服务的需要，

所以测试服务量的考核非常重要。

2） 用户满意度

考核校内外服务对象对平台测试服务的满意

程度，需结合满意度、评分人数综合评价。测试

服务质量的最终评判人是用户，平台测试技术人

员以提升测试质量为核心，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尽力做到让所有用户满意，有助于推动测试技术

进步，进一步提高仪器使用效益。 

4.2.3    成果产出

1） 人才培养

考核平台工作人员中技术研究和管理队伍结

构是否合理。考核平台带头人对本领域国内外学

术和技术发展方向、发展动态的熟悉程度，能否

发挥带头作用和开拓精神。重点考核各平台是否

为技术人员提供充分的培训，以及平台支撑高水

平教学科研成果和团队、培养或引进高水平人才

情况。

2） 科研产出

考核平台对学术论文、著作、专利发表以及

科研成果获奖等的支撑情况，考核平台对重大工

程、企业创新、服务民生、科学普及、政府决策

等国家相关需求方面所产生社会效益的支撑情

况，考核平台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省部级及校

级项目支撑情况。

3） 技术产出

考核平台工作人员参与自研自制设备以及仪

器设备新功能开发利用情况，考核平台工作人员

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以及发表科研成果情况。设立

公共技术平台能力提升项目，鼓励平台技术人员

开展仪器新功能和新方法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平

台人员检测技术水平，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4.3    具体举措

1） 对于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应依据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不断修订考核指标，动态

调整考核标准，做到及时更新并提前公示指标调

整内容，以建立更加科学的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

台考核评价体系。

2） 对于考核数据统计填报耗时耗力、收集困

难的问题，应在保证考核指标科学合理的前提

下，尽量使考核指标简单明了，简化考核流程，

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仪器预约系统线上使

用数据。如直接抓取线上预约平台机时数据，与

财务系统对接统计共享测试收入，服务满意度采

取线上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既保证数据的准确

性，又减轻了实验技术人员统计填报考核数据的

负担。

3） 对于考核结果运用不理想的问题，应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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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后给出明确的改进指导意见，建立绩效考核奖

惩措施，利用考核结果促进平台建设。设立运行

补充经费，考核优秀的平台可通过增加实验技术

人员配备等方式给予奖励，在实验室运行、设备

购置等方面给予支持，在评优评先、资助交流学

习及学校相关经费支持的研究项目申报等方面优

先考虑。考核不合格和填报数据不真实的平台，

学校将约谈、通报，责令限时整改[25]。对连续不

合格的平台，学校将采取重新调配平台设备等措

施；对于考核严重不合格的平台，学校有权撤销

校级平台资格。 

5    结束语

绩效考核是促进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使平台

发挥更大效益的有效举措。本文对高校大型仪器

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提出适

用于高校公共技术平台效益考核的指标体系。通

过优化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机制，建

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 [26]，以在线共享平台为助

力，使用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在线预约系统升

级等信息化、智能化和一体化的辅助手段，持续

推进绩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进而提高绩效管理

效能[27]。合理运用考核结果，以评促管，推动大

型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公共技术平台

建设。充分激发高校公共技术平台活力，使大型

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稳步提升，切实提高平台服

务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参 考 文 献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公报, 2016(S1): 2−7.

［1］

 汪雁南, 张红. “双一流” 背景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建设与管理[J]. 实验室科学, 2021, 24(2): 204−208.
［2］

 刘克新, 张黎伟, 周勇义. 高校校级公共仪器平台建设

与管理[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21, 38(8): 1−4.
［3］

 封振宇, 冉栋刚, 占金华. 高校大型仪器平台的一流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J]. 实验室科学, 2020, 23(5): 176−179.
［4］

 王刻铭, 刘浩源, 刘仲华. 基于模糊理论的高校大型仪

器设备绩效考核探究[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1,
40(11): 238−245.

［5］

 邓敏, 雷敬炎.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绩效考核的实践与思

考[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4, 31(10): 258−261.
［6］

 黄少云. 高校大型科研仪器采购及使用管理情况全周

期审计初探: 基于开发共享评价考核指标视角[J]. 财
［7］

经界, 2022(27): 147−149.
 陈亚平. 我国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
产业创新研究, 2022(20): 79−81.

［8］

 陈莎, 李利. 学院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分级布局和分类管

理模式研究[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0(19): 14−15.
［9］

 陈雅楠, 柳丹, 雷敬炎, 等. 国外高校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研究综述[J]. 科技创业月刊 , 2018, 31(9):
152−154.

［10］

 郝维. 云南 D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室仪器设备全生命周

期管理研究[D]. 贵阳: 贵州大学, 2022.
［11］

 黄开胜, 杨树国, 江永亨, 等. 清华大学与美国著名高校

仪器共享平台的调研比较[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2018, 37(9): 319−323.

［12］

 姜丽艳, 闫国栋, 张艳, 等. 高校仪器平台科研实验技术

人员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与探索[J]. 实验技术与管

理, 2019, 36(7): 257−259.

［13］

 李朝明, 袁若, 李立新, 等.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

考核评价体系的设计与实践: 以西南大学为例[J]. 西
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2, 47(6): 117−121.

［14］

 张安胜. 构建高校立体化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

体系实践[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2, 41(6): 1−5.
［15］

 沈舒敏, 赵月琴, 宣瑛, 等. 高校大型仪器绩效考核指标研

究与实践[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1, 40(2): 270−274.
［16］

 汪明东 . 构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 提高仪器设备效

益[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07(8): 108−110.
［17］

 梁宏.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实践[J]. 实验技术

与管理, 2015, 32(1): 5−8.
［18］

 闫树刚, 朱力, 周敏. 提高高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的

探讨[J]. 北京农学院学报, 2002, 17(2): 85−88.
［19］

 钟宇, 朱宇珍. 关于推动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绩效管理的

思考[J]. 科教文汇 (中旬刊), 2019(11): 4−6.
［20］

 梁鑫.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使用效益指标优化分析与实

践: 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2021, 22(2): 59−62.

［21］

 武晓峰, 高晓杰. 高校实验室建设发展报告: 2014[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22］

 宋瑞龙, 徐天祺, 曹莹, 等. 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的现实

和实践维度分析[J]. 科技视界, 2019(26): 72−73.
［23］

 张黎伟, 周勇义, 黄凯, 等. 以绩效考评助推校级科学仪

器公共平台建设[J]. 实验技术与管理 , 2014, 31(8):
256−259.

［24］

 王文君, 胡美琴, 付庆玖, 等.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

享的探索与实践[J]. 实验技术与管理 , 2021, 38(1):
231−234.

［25］

 郭毅, 张滢滢, 沈烈. 二级学院大型仪器平台可持续改

革实践[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1, 40(7): 279−282.
［26］

 王文君, 刘淑云.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建设与管

理[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9, 38(6): 269−272.
［27］

编辑　王燕

　第 4期 滕　琪，等：高校大型仪器公共技术平台考核评价的探索与思考 · 1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