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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习近平2014年10月2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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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总体上看，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科技资习近平指出，总体上看，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科技资
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建设问题比较突出，不少科研设施和
仪器重复建设和购置，闲置浪费比较严重，专业化服务能力不
高。要从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高度，通
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把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让它们更好为科技创新
服务、为社会服务。推进这项改革要细化公开有关实施操作办
法，加强统筹协调，一些探索性较强的问题可先试点。



据科技部透露，2013年我国大型科学仪器年均有效工作机时为
1157小时，对外服务率为10.6%。

本次意见中提出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家网
络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开放信息共享。所有管理单位都要按照
统一规范标准建立在线服务平台，并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
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都要纳入平台，建立国家网络
管理服务平台，是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的基础。管理服务平台，是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的基础。

激励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采取有偿服务。管理单位对外提供
开放共享服务，可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收取服务费。二
是统筹考虑和严格控制新上项目中仪器设备购置。将单位优先利
用现有科研设施和仪器开展科研活动作为获得国家科技计划支持
的重要条件。三是对开放效果好、用户评价高的科研设施与仪器
，同级财政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和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建立开放
共享后补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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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2014〕7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下称科研设施与仪器）是用于探索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下称科研设施与仪器）是用于探索

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的复杂科学研究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技术基础和重要手段。近年来，科研

设施与仪器规模持续增长，覆盖领域不断拓展，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综合效益日益

显现。同时，科研设施与仪器利用率和共享水平不高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部分

科研设施与仪器重复建设和购置，存在部门化、单位化、个人化的倾向，闲置浪费

现象比较严重，专业化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科研设施与仪器对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

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

技资源利用效率，现提出以下意见。 

 



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向社会开放的向社会开放的意见意见 国国发发〔〔20142014〕〕7070号号

一．总体要求
1. 指导思想。
2. 主要目标。

3. 基本原则。制度推动、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奖惩结合、分类管
理

4. 适用范围。

二．重点措施二．重点措施
1. 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都纳入统一网络平台管理。
2. 按照科研设施与仪器功能实行分类开放共享。
3. 建立促进开放的激励引导机制。
4. 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评价体系和奖惩办法。
5. 加强开放使用中形成的知识产权管理。

6. 强化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三．组织实施和进度安排



近年来，科研设施与仪器规模持续增长，覆盖领
域不断拓展，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综合效益日益
显现。同时，科研设施与仪器利用率和共享水平
不高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部分科研设施与仪
器重复建设和购置，存在部门化、单位化、个人

前言：前言：

器重复建设和购置，存在部门化、单位化、个人
化的倾向，闲置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专业化服务
能力有待提高，科研设施与仪器对科技创新的服
务和支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加快推进科
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
利用效率，现提出以下意见。



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各类科研设施与
仪器、统一规范、功能强大的专业化、网络化管
理服务体系，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制度、标
准和机制更加健全，建设布局更加合理，开放水

1.2 1.2 主要目标：主要目标：

平显著提升，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的问题基
本解决，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科研设施与仪器包括大型科学装置、科学仪器中心、科
学仪器服务单元和单台套价值在50万元及以上的科学仪

器设备等，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和部分企业的各
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析测试中心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及大型科学设施中心等研究实验

1.4 1.4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及大型科学设施中心等研究实验
基地。



1. 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都纳入统一网络平台
管理。

2. 按照科研设施与仪器功能实行分类开放共享。

3. 建立促进开放的激励引导机制。

4.

二、重点措施：二、重点措施：

4. 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评价体系和奖惩办法。

5. 加强开放使用中形成的知识产权管理。

6. 强化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建立促进开放的激励引导机制建立促进开放的激励引导机制

管理单位对外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可以按照成本补偿和
非盈利性原则收取材料消耗费和水、电等运行费，还可
以根据人力成本收取服务费，服务收入纳入单位预算，
由单位统一管理。管理单位对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
会开放服务建立公开透明的成本核算和服务收费标准，会开放服务建立公开透明的成本核算和服务收费标准，
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对于纳入国家网络管
理平台统一管理、享受科教用品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免
税政策的科学仪器设备，在符合监管条件的前提下，准
予用于其他单位的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探
索建立用户引导机制，鼓励共享共用。



1. 2014年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启动现有科研设施与仪器的资源调查，摸清
家底。

2. 2015年，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利用现有全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
台，启动统一开放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建设，年底前基本建立
。遴选状态良好、管理制度健全、开放绩效突出并具有代表性的科研设施与仪
器，先行开展向社会开放试点。制定管理单位服务平台的标准规范，制定并发
布统一的评价办法，开展评价考核工作，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开放共享
后补助机制。完善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等相关部门对新购科学仪

三、组织实施：三、组织实施：

后补助机制。完善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等相关部门对新购科学仪
器设备的查重和联合评议机制。所有管理单位制定完善的开放制度，并在国家
网络管理平台上发布。

3. 2016年，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建成覆盖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统一规范
、功能强大的专业化、网络化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
与仪器纳入平台管理。所有管理单位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建成各自的服务平台
，明确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形成跨部门
、跨领域、多层次的网络服务体系。所有管理单位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上发布
符合开放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清单和开放信息。

4. 2017年，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管理单位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情况进行
评价考核，并向社会公布评价考核结果。



提纲提纲

一．开放共享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

二．开放共享实体平台建设

三．开放共享系统（虚拟平台）建设

四．开放共享成效

五．开放共享的经验和困难



一、开放共享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

1.1 仪器设备资源状况

敏感数据，保密自用

1.2 开放共享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

1.3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理念



1.1 1.1 仪器设备资源状况仪器设备资源状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校教学科研用仪器
设备总计23.1万台（套），资产总额为61.1
亿元。

其中4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1866台套，其中4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1866台套，
价值23.3亿元，占全校教学科研用仪器设备
总资产的38.1%；



1.2.1 1.2.1 开放开放共享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共享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

管理层级：学校、院系、实验室三级管理

管理模式：

1）统管（由校级和院系级科研条件平台统一管理）

2）专管（由研究团队中专人管理）2）专管（由研究团队中专人管理）

开放体系：虚实互补

1）实体平台，校级平台、院系平台和独立机组三类

2）虚拟平台，开放共享网络管理系统



1.2.2 1.2.2 开放共享管理体系开放共享管理体系和和制度历史发展制度历史发展

清华大学实验室开

清华大学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学校投入600万
/年，测试，资
助50%，1999

开放基金管理
网络管理系统
上线，2005年

停止资助，共享服
务平台上线，成立
收费审核委员会，
2014年

资助比例降低
为30%，2012
年

清华大学实
验室开放基
金管理办法，
1989年

清华大学大型
仪器设备开放
基金实施办法，
1997年

清华大学实验室开
放基金使用办法
2001，2005,
2010，2012
历次修订

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清华大学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试行）
学校投入20万/

年，测试和维
修，资助70%
，1986年

年

成立分析
中心，
1972年



1.2.3 1.2.3 开放开放共享共享组织历史发展的关键点组织历史发展的关键点

 共享历史长，措施有效

1、1972年建立分析中心，承担我校各通用型化学测试任务。

2、1986年设立分析测试基金，资助仪器机组以外的教师使用大
型仪器。一直延续至2013年，共资助27年。

 共享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适应发展

1、1997-1998年度第四次校务会通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开放基
金使用办法》，期间多次修订完善。

2、2014年，《清华大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发布

 开放网络信息系统，完善升级

1、2005年开放基金管理系统上线，实现网络化管理。

2、2014年新版清华大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系统上线。



1.3 1.3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理念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理念

集中资源，统筹建设、专业服务、评价激励、信息手段

 顶层设计、统筹规划：集中资源，建设公共科研条件平台。

 基金资助、提高效益：调动机组和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效益。

 队伍建设、专业服务：岗位激励（关键岗），两奖拉动（实验技
术成果奖和实验技术人员奖），基金助推（实验室创新基金），
出国培训（实验技术人员）出国培训（实验技术人员）

 三层评价，奖酬激励

1）40万及以上单台设备效益评价

2）实体平台年度考核

3）公共服务一级实验室评估

4）奖酬激励（测试服务多劳多得、一级实验室评估奖励）

 信息化、网络化技术手段，提高共享成效



二、开放二、开放共享实体平台共享实体平台建设运行管理建设运行管理

2.1 2.1 实体实体平台建设管理的理念与平台建设管理的理念与特色特色

敏感数据，保密自用

2.1 2.1 实体实体平台建设管理的理念与平台建设管理的理念与特色特色

2.2 2.2 开放开放共享实体共享实体平台现状平台现状



2.1 2.1 实体实体平台建设平台建设管理的理念与特色管理的理念与特色

规划建设：顶层设计，集中资源，需求驱动，用户论证

运行管理：完善制度，政策支持（人员，房屋，奖酬），
年度考核，研讨交流，收支自负

技术队伍：专职队伍，专业服务

平台结构：校系两级（10+12），分类互补，平台结构：校系两级（10+12），分类互补，

平台特色：电镜中心 “高水平的科研带动高质量的共
享服务”；材料中心“平等共享开放，全时全职提供测
试服务”；分析中心“教学、科研、服务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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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级平台，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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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七个校级平台队伍及资源状况七个校级平台队伍及资源状况

项目
分项

材料中
心 分析中心

高性能计
算机平台

生物医学
测试中心 动物平台 蛋白设施

生物医学影
像研究中心 合计

专职人员 总人数 18 19 6 26 34 41 5 149

设备资源状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 13260 8000 3087.8 7470.3 3313.54 14961 1534.39 51627 

40万及以上设备数 42 41 2 34 19 53 1 192 

40万及以上设备总值（万） 10430 6000 3087.8 6843.1 2744.11 12077 1534.39 42716 

科研项目数（项） 24 31 3 2 0 3 63
技术研究与创新

科研项目数（项） 24 31 3 2 0 3 63

发表论文（篇） 36 53 0 19 0 17 50 175

队伍建设
开展实验技术研讨会议（次） 124 26 0 23 20 67 260

内部设立实验技术项目数 14 0 0 17 7 38

信息化及
制度化建设

现有管理制度数 16 5 6 15
10大类118个
SOP 17 9

发布工作简报数 1 2 2 2 0 13 2 22



三、开放共享系统（虚拟平台）建设三、开放共享系统（虚拟平台）建设

3.1 开放共享系统建设的意义

3.2 开放共享系统结构功能介绍

3.3 开放共享系统的特色

敏感数据，保密自用

3.3 开放共享系统的特色

3.4 开放共享系统成效

3.5 开放共享系统界面展示



3.1 3.1 开放共享系统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开放共享系统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用户角度：方便，统一接口，方便校内外用户查询、预约、
交费、汇总统计等服务的获取。

使用管理角度：便捷高效，将更多的仪器设备纳入系统
管理，实现仪器设备管理的网络化、信息化、自动化，提高
管理效率和水平，服务科研创新。

财务管理：统一规范，实现校内外测试服务收费的统一规
范管理，便于统计分析。

资产角度：提高效益，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提高资源投
入效益。为学校资产投入决策提供数据参考，利于集中资源、
统筹规划。



一套软件

用户管理

授权管理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

预约管理

计费管理

一个平台

统一服务窗口

统一管理平台

3.2.1 3.2.1 开放共享系统的组成结构开放共享系统的组成结构

计费管理

汇总统计

一套硬件

电脑控制

门禁控制

视频监控

统一管理平台

统一校外接口

统一共享信息

统一财务入口

统一用户入口

统一数据标准



开放共享系统硬件系统开放共享系统硬件系统



3.2.23.2.2 开放共享系统的层次开放共享系统的层次--分级管理分级管理

校级共享系统

环境学院共享平台

实验室
处系统
管理员

热能系共享平台分析中心
校系平台
管理员

仪器设备管理 仪器设备管理仪器设备管理

核磁等机组管理
分室管
理员

设备管
理员

角色 服务管理范围



3.2.33.2.3 开放共享系统的数据关联开放共享系统的数据关联

校级开放
共享系统

校内用户 管理人员

CERS

其他系统

校外服务

校外人员

与其他系统互联

人事

学资产管理系统库

人事库
学生库

财务系统

使用数据实验室及设备数据用户数据



3.2.4 3.2.4 开放共享系统开放共享系统的功能的功能

信息发布、查询：设备、实验室及文档1

用户管理：注册、撤销2

授权管理：设备管理、使用、汇总范围3

预约服务：网络送样、机时预约4 预约服务：网络送样、机时预约4

计费管理：扣款，收费，平账，拨款5

汇总统计：各级数据汇总6

操作技能培训模块7

效益评价管理模块8



3.2.5 3.2.5 开放共享系统的角色及功能开放共享系统的角色及功能

测试用户测试用户

系统管系统管
浏览公共信息，了
解仪器基本信息和

注册登记，查询问答，网上预
约、测试付费、汇总统计

汇总统计、监督监
管。效益评价，培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仪器开放仪器开放
共享系统共享系统

院系院系
平台及设备平台及设备

管理员管理员

系统管系统管
理员理员

访客访客解仪器基本信息和
实验室清单

管。效益评价，培
训组织。授权、平
账，拨款

资料管理，设备管
理，用户授权，预
约确认,测试计费，
使用登记

测试结算，费用统计
，欠款处理。

财务人员财务人员



3.2.63.2.6 开放共享系统的使用流程开放共享系统的使用流程

 校内用户，定期结算

 校内用户，单笔结算

用户注
册登记

查询预
约咨询

测试服务
获取数据

交费
结算

评价
反馈

使用
记录

用户 平帐
 校外用户，单笔结算

 校外用户，预付结算

用户
确认
生成
报表

平帐
确认

拨款



3.3 3.3 开放共享系统的特色开放共享系统的特色

数据共享互联：人事、财务、科研项目、资产库

分级管理，多级授权：学校、实验室、设备管理员

网络支付：不再使用纸质缴费单，网络直接从项目扣除

后付费月结算：系统预约并记账，月结算扣款

部处协同：实验室处牵头，财务处，科研院，人事处协同

统一管理平台，统一服务窗口

以校系平台设备为开放主力，整合鼓励院系分散资源参
与开放



3.4 3.4 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

20个院系80个实验室500多台价值6亿元仪器设备入网开放



3.4 3.4 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

 预约排名  百度地图



3.4 3.4 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

成立清华大学仪器设备开放服务收费审核工作委
员会，已经审核通过300多台。



3.4 3.4 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

新开发了仪器设备使用效益网上评价系统并上线使用



3.4 3.4 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开放共享系统应用成效

新开发了清华大学仪器共享平台手机客户端并上线使用。



四、开放共享成效

4.1 开放测试收入

敏感数据，保密自用

4.1 开放测试收入

4.2 实体平台年度考核，公共服务一级实验室评估

4.3 大型设备效益评价



4.1 4.1 共享成效共享成效--测试收入测试收入

 校内开放基金系统测试800万-2000万/年（2006-2013年）

 对校外年测试600-1400万/年（2009-2014）

 2014年测试服务总额超过6000万

25000000 
校内基金测试总额（元）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4.2 4.2 共享成效共享成效--平台平台20142014年度考核汇总年度考核汇总

项目
分项

材料中
心 分析中心

高性能计
算机平台

生物医学
测试中心 动物平台 蛋白设施

生物医学影
像研究中心 合计

专职人员 总人数 18 19 6 26 34 41 5 149

资源状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 13260 8000 3087.8 7470.3 3313.54 14961 1534.39 51627 

40万及以上设备数 42 41 2 34 19 53 1 192 

40万及以上设备总值（万） 10430 6000 3087.8 6843.1 2744.11 12077 1534.39 42716 

服务量

开放服务总收入（万元） 1540 738 387.9 779 1343.1 578.9 234 5601 

校外测试服务收入（万元） 413 687 25.1 228.5 28.1 89.76 18.4 1490 

61350 33339 1016708 101974 8760 51998.4 2654 1276783 

开放服
务

服务量
开放服务总机时 61350 33339 1016708 101974 8760 51998.4 2654 1276783 

人均开放服务收入（万元） 73.3 34 64.65 30 39.51 14.12 78 38

影响力
开放服务用户数 713 2405 144 474 151 458 110 4455 

开放服务校外用户数 346 1163 7 229 25 94 25 1889 

贡献度

支持科研项目数 742 1426 144 895 120 189 110 3626 

校外项目数 347 562 7 182 30 51 25 1204 

测试培训人数 548 1197 600 1609 277 379 4610 

测试培训校外人数 136 445 0 258 43 37 919 

支持学生竞赛等开放人时
数 3539 57649 0 0 10 61198 

公共服务校一级实验室评估：分析中心和材料中心两个校一级实验室



4.3 大型设备效益评价



20132013--1414年度评价设备总体使用情况：年度评价设备总体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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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校级平台大型设备使用情况：近几年校级平台大型设备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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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开放共享心得、开放共享心得--经验经验

1. 政策引导，资金保障。学校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
持和鼓励，政策上明确开放要求和开放的规范，为
开放提供导向；资金上集中投入构建公共平台并设
立相关基金为共享提供保障。

2. 调动人员积极性是关键。要调动仪器设备技术及管2. 调动人员积极性是关键。要调动仪器设备技术及管
理人员的积极性，在职称晋升、工作考核上充分考
虑仪器设备技术及管理人员测试服务工作，开放服
务测试收入的分配使用中要体现设备技术管理人员
的知识和技术价值。



五五、开放共享心得、开放共享心得--经验经验

3. 共享体系要虚实结合。既要建设测试服务为主的公
共实体平台，也要建设信息网络系统搭建的虚拟平
台。实体平台是共享体系的骨架，是服务的主体和
骨干；虚拟共享系统是共享体系的脉络，是服务范
围和内容的延伸与扩展，也是提高服务效率的手段围和内容的延伸与扩展，也是提高服务效率的手段
和途径。

4. 信息化手段是有力支撑。网络开放共享系统有助于
提高共享效率、扩大共享范围、方便用户、规范管
理，尤其是网络计费结算，让用户不再使用纸质缴
费单，也无须再跑财务处，同时也方便用户和实验
室、设备管理人员汇总统计。



五五、开放共享心得、开放共享心得--困难困难

1. 促进分散的科研设备开放并纳入网络系统管理是一个逐步缓慢
的过程。分散科研设备数量大、种类多、缺少专业技术管理人
员和开放意识，此类设备的开放一方面需要提高设备负责人的
开放意识，另一方面需要为开放提供条件，比如设备技术管理
人员的补充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设备托管在实体平台的易操作
和设备购置人员利益的保障、设备加入虚拟网络共享系统的服和设备购置人员利益的保障、设备加入虚拟网络共享系统的服
务支撑等。

2. 纳入网络系统开放的设备数量和开放信息数据质量的提升需要
各方努力与支持。网络系统的推广实施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
院系和实验室设备管理人员接受并使用网络系统进行开放服务
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仪器设备的分散也加大了网络系统推广
的难度，如果网络系统开放设备中涉及硬件控制，硬件控制系
统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以及接受程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
。即使设备加入系统开放，设备开放信息的质量需要不断补充
和完善。



五五、开放共享心得、开放共享心得--困难困难

3. 仪器设备测试服务收费标准的审核存在一定困难。收费标准
的制定一方面要进行成本核算，一方面又要根据市场需求，
导致同类设备服务收费差距较大；同时同类设备因为不同的
技术水平也会存在服务收费的差异。作为学校的管理部门，
允许差异的存在但又不能过大，差异的把握不易。同时收费
标准委员会成员难免对某类设备陌生而无法确定收费标准。标准委员会成员难免对某类设备陌生而无法确定收费标准。

4. 网络扣款结算增加实验室处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和业务量。每
一笔测试服务、每一月的缴费单、每一季度的拨款、每一年
的财务核算都需要仔细确认，而且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就要耗
时耗力，实验室设备处相当于一个二级财务，既要跟用户、
实验室沟通，又要向学校财务报数据并等其处理。



五五、开放共享心得、开放共享心得--困难困难

5. 开放服务技术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探索技术服务人员的
激励机制和评价办法，落实技术培训和业务提升的途径、经
费。探索公共平台以外的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服务技术人员的
配备原则和评价办法。

6. 开放共享仪器设备维修基金、测试基金的筹措及持续投入，
建立符合“后补助”原则的评价奖励机制。建立符合“后补助”原则的评价奖励机制。

7. 保障开放共享的安全措施及实施条件的落实，尤其是24小时
开放夜间学生独立使用设备时的人身安全，贵重仪器设备学
生独立操作时的设备安全。

8. 学校内部科学、合理的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的流程和机制
的建立与国家经费\项目投入方式存在冲突。



CERSCERS项目项目

 高等学校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源共享系统

 英文缩写：CERS（China Education & Equipment 
Resources System）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在“十五”期间共同发
起的“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之一



本期本期CERSCERS项目主要内容项目主要内容

大型仪器设备的共享建设
1、大型仪器的重点支持，建设30个示范机组，分为8类

。

2、校级平台的重点推动，校际互通成为共享基础。支
持和推动“211工程”高校建立或完善校内大型仪器持和推动“211工程”高校建立或完善校内大型仪器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信息管理系统。66所高校参与
。

共享服务软硬件平台建设

共享服务体制机制建设



校际互通项目省市分布：校际互通项目省市分布：2424个省市自治区个省市自治区

省市 数量 学校 省市 数量 学校 省市 数量 学校

北京 12 清华大学 江苏 5 南京大学 黑龙江 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京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辽宁 2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东南大学 东北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江南大学 山东 2 山东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陕西 5 第四军医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安徽 2 安徽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西北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新疆 1 新疆大学1

北京邮电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甘肃 1 兰州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湖南 4 湖南大学 青海 1 青海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山西 1 太原理工大学

上海 6 华东理工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吉林 1 吉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南大学 重庆 1 重庆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天津 3 南开大学 浙江 1 浙江大学
上海大学 天津大学 江西 1 南昌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贵州 1 贵州大学
同济大学 四川 3 四川大学 福建 1 厦门大学

湖北 6 华中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广西 1 广西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广东 3 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ERSCERS参加高校参加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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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SCERS参加高校参加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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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SCERS建设成效建设成效

 加入设备：14000余台套设备，价值121亿元

 工作日日均访问量约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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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指正！

敏感数据，保密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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