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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规划

赵林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结合该所平台建设，从科研创新平台、支撑平台、服务平台等方面介绍研究所多年来平台建设情

况，分析了基础条件不完善、缺乏运行经费、队伍不稳定、共享程度低等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平台建设的

重要性，提出了未来研究所平台建设的思路、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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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３０　作者为副研究员、处长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加速科技创新和进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
［１］
指出，科技投入和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是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

前提和根本保障。２００４年科技部、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制定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

［２］
，２００５年几个部门

又共同下发了 《“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建设实施意见》
［３］
。这对于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提高科技竞争力的基础。加强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创新团队建设的

需要，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是服务经济建

设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１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现状

科技基础平台作为研究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础支撑条件，是创新

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平台建设就是通过对现有实

验室、实验基地等资源进行软硬件建设，资源整合

和优化配置，建立共享服务机制，有效改善科研创

新环境，增强科技持续发展能力，为研究所科研长

远发展和重点突破，加强学科建设，培养创新性人

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多年来，在农业部和中国农科院的领导下，资

划所一直坚持 “人才、基地、项目”相统一的科

技创新发展理念，科技平台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初步形成了创新平台、支撑平台和服务平台

的一体化格局，为研究所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条件。

目前拥有两个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 （植作

物营养与养分循环和资源遥感与数字农业重点开放

实验室）；建有野外观测研究基地 ９个，其中国家
重点野外台站３个、农业部重点野外台站６个；有
“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和 “国家化

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

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资源与质量

标准体系。还有我国长期农田土壤肥力质量监测基

地和农业综合信息数据平台，包括覆盖全国的中、

高精度数字化农田土壤肥力空间数据库和大比例尺

的土地利用、气候、地形、农村经济和遥感图像信

息。

１１　科技创新平台
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是开展农业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是聚

集、培养优秀农业科学家和优秀农业科技人才的重

要基地，是开展高水平农业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的

重要基地，是农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１０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研究所已建成开展资源环
境领域应用基础研究的农业部植物营养与养分循环

重点开放实验室和农业部资源遥感与数字农业重点



开放实验室。

农业部植物营养与养分循环重点开放实验室：

１９９６年经农业部批准成立，由植物营养生物学、
养分转化与循环、营养诊断与精准管理、施肥与环

境等实验室组成。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营养生物

学基础、养分转化与循环过程及调控原理；养分资

源高效利用机制；施肥与环境质量控制原理。实验

室成立以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１０项，省部级奖
４０余项，获国家专利近 ４０项，发表论文 ６００多
篇，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 ４０多项。农业部植物营
养与养分循环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养分

资源高效利用机制研究，植物营养生物学基础研

究，养分转化与循环过程及调控机理研究，施肥与

环境研究。

２００２年经农业部批准，农业部资源遥感与数
字农业重点开放实验室成立。实验室的总体发展目

标是立足于国内外资源遥感与数字农业的前沿领

域，围绕农业基础信息技术体系、主要农作物遥感

监测、农业资源环境和灾害监测与预警、土地利

用、精准农业等方面，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加强高新技术创新和综合技术组装集成，

努力把实验室建成为：国家资源遥感和数字农业领

域的重要创新基地；农业部资源遥感、数字农业与

可持续发展领域战略咨询与科学决策的信息库、知

识库、思想库；国家资源遥感和数字农业创新人才

的培养基地；国际资源遥感和数字农业领域的一流

研究机构。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空间基础

信息技术体系；农作物遥感监测；农业资源环境和

灾害监测与预警；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精准
农业。实验室先后购买和引进了大型遥感信息采集

系统 （高光谱测量仪）、大型遥感图像处理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大型图形和图像输入、输出设备等

软硬件设备多台套。２００１年建成的 “ＥＯＳ／ＭＯＤＩＳ
卫星接收与处理系统”是目前国内农业系统唯一的

可以全天候接收和处理 ＭＯＤＩＳ卫星图像的系统。
目前，实验室的科研设备条件在该领域处于国内领

先、国际同步的水平。

１２　科技支撑平台建设
１２１　野外台站建设

农业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简称农业野外试

验站）是对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等关键生态要素

实施长期监测，开展农业科学野外试验研究和农业

科技成果示范推广的重要综合实验基地。农业野外

试验站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业科学研究依赖的基本手段和重要环节，在国

家农业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及技术创新中发挥着

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农科院资划所已经拥

有９个农业野外观测和科学试验站，其中有我国农
业领域建站最早 （１９６０）的湖南祁阳红壤生态环
境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这些野外台站都不同

程度地积累了长期的试验观测资料，产出了一批科

技成果，聚集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野外观测与研究队

伍。目前，进入国家重点站的试验站有３个，列入
农业部重点站的试验站有６个。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土壤肥力与肥

料效益监测站网、湖南祁阳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

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农业部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有：农业部祁

阳红壤生态环境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部

呼伦贝尔草甸草原生态环境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

站、农业部洛阳旱地农业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

站、农业部德州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重点野外科学

观测试验站、农业部迁西燕山生态环境重点野外科

学观测试验站、农业部昌平潮褐土生态环境重点野

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目前，中国农科院资划所的野外台站在生活条

件、野外监测、实验室分析、办公条件等方面都有

较大的改善，已经基本能满足资源环境领域野外观

测研究的生活和试验要求，同时具备一定的开放能

力。但是，要建设现代化的野外试验基地仍需要不

断地在各个方面 （包括软件和硬件）进行建设与

改进。

１２２　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微生物资源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和改造自然

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资源，是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

等学科发展、生物安全体系建立等不可或缺的物质

条件。微生物资源奠定了整个生物科学发展的基

础，是生物技术创新的基础。

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的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

管理中心是国家级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专门机

构。负责全国农业微生物菌种的收集、鉴定、评

价、保藏、供应及国际交流任务。成立于 １９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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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液氮菌种保藏库、冷冻干燥菌种保藏库、矿油

斜面菌种保藏库。编入中国农业菌种目录的库藏菌

种有２４９０株，包括：细菌、放线菌、丝状真菌、
酵母菌和大型真菌 （主要是食用菌），共 １６６个属
５１０种 （亚种或变种）。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

中心设有细菌第一实验室、细菌第二实验室、真菌

第一实验室、真菌第二实验室、菌种分类鉴定实验

室、菌种性状评价实验室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及数

据管理室。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将逐步成

为中国农业微生物资源技术平台，不断地为我国农

业微生物学研究与农业产业的持续性发展提供科技

基础性条件。

１３　科技服务平台
检测技术和技术标准是科技创新、产业竞争和

国际贸易的基础支撑，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技

术手段。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建有国家化肥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

种检测中心。

国家化肥质检中心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授权的、经国家计量认证的具有第三方公正性的

国家实验室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是社会公益

型的、非营利的技术服务机构。中心按照国际互认

证实验室管理体系运行，拥有长期从事检验、研究

和管理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国家肥料产品

质量检测及分析方法的标准制定工作。同时承担有

关土壤、肥料、植物、环境等方面的测试分析。

“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是在已运行 １０年的 “农业部微生物

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基础上，将第四

批原计划筹建的 “农业部食用菌菌科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建设内容并入其中，组建形成了现

在的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检中心，负责国家

微生物肥料及食用菌菌种质量监督监测及有关方

法、技术规程和标准的制定工作。

２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上级有关部门特别是中国农科院的支持下，
该所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并且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２１　基础条件不完善
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该所科技创新平台的建

设受到很大的制约，基础条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

题，如重点实验室、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及国

家化肥、微生物肥料 （食用菌菌种）质检中心的

面积严重不足、野外台站缺乏系统的基础条件建

设，多数站的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条件比较落后，

观测、研究和示范的水平层次参差不齐，难于满足

目前野外观测试验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

新平台的建设和发展，进而影响了科研创新能力的

提高。

２２　人才队伍不稳定
在以创新研究为主体的研究所，从事创新平台

工作的科技人员往往在各类评价体系中得不到足够

的重视，平台工作无法与科技创新研究工作同等评

价，在职称评审等方面受一定的影响，同时，野外

台站往往坐落在偏远的农村，大部分站生活设施简

陋和缺乏，交通困难，通讯条件落后，生活条件十

分艰苦，人员待遇低，优秀的科研和技术人才难以

稳定，导致一方面原有人才在不断流失，另一方面

补充新的人员也难度很大，高学历人员更是难求，

目前状况是台站人员素质不高，队伍不稳。

２３　缺乏运转经费，创新平台运行困难
多年来，该所的各类创新平台基本没有稳定的

运行经费，特别是重点实验室和野外台站的日常运

行存在很大的困难，而平台的运行又依赖经费的支

持，人员工资、水电、办公、仪器设备的运转、田

间监测、研究设施的维护、安全保卫等都离不开运

行费的支撑，由于没有固定的运行经费，各实验室

和台站完全靠自己筹措经费，十分困难，无法保障

创新平台的正常运行，很难为科技创新提供完备的

研究平台。已经进入国家重点野外台站的内蒙古呼

伦贝尔站目前就处于运行非常困难的状况。

２４　资源共享有待加强
由于各实验室和野外试验站各自完成自己的工

作和任务，相互之间缺乏交流，没有形成统一的开

放共享机制，实验室仪器设备、台站试验地与观测

设施仅为少数课题服务；同时，缺乏统一观测标准

与规范，观测和研究数据资料共享方式落后、共享

服务面窄、共享水平低，不能有效地利用现有大量

资料，从更大空间尺度和更长时间序列上分析和揭

示自然现象，阻碍学科交叉与渗透，致使观测和研

究长期分离，无法吸引多领域科学家参与观测和进

行交叉协同科学研究，影响了以试验观测为基础的

研究成果，从而没有充分发挥创新平台在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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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创新研究中的应有作用。

３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规划

３１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思路
研究所将集中力量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把

平台建设工作作为凝聚重大科技计划、创造标志性

成果、促进高新技术形成的资源组织与利用平台，

为把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建成国内一流、国际先

进的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所奠定基础。

３１１　统筹考虑，突出重点
在加强现有重点实验室、野外台站、各类中心

建设的基础上，争取新建２～３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级野外观测台

站，为构建研究所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奠定基

础。

３１２　高起点、高标准，改造和新建并重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的重

点实验室、野外观测台站的主导作用，通过相关调

整和加大投资支持力度，使其率先达到国内领先或

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从特色和优势学科建

设及产业发展需求出发，针对已经具备良好的前期

工作基础，对植物营养学、土壤学、农业遥感、微

生物学和生态农业等学科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的科技问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加大支持

力度，建设相应的创新平台。

３１３　动态管理，优胜劣汰
在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和管理中，必须更新观

念，不断增强创新平台的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对

运行管理好，开放程度高的实验室、中心、野外观

测台站等科技基础平台给以重点支持。坚持动态管

理，优胜劣汰，以保持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和运行的

高标准和高质量。

３２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标
根据中国农科院资划所 “十一五”发展规划，

结合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团队建设的需要，按

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高起点、高标准，改造和

新建并重的指导方针，坚持需求导向，全力打造一

批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各研究室、中心，整合和凝

聚条件和人才资源，从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的角度，围绕资划所的优势和特色，

建成结构合理、服务功能完善和国内一流的科技创

新平台；使资划所的创新平台建设成为人才聚集、

资源共享、优势集成的科技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

一支从事科技基础建设和管理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队

伍；建成完整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管理体制及运

行和共享机制。

３３　科技基础平台建设重点任务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总任务是：对现有的各类

科技基础资源进行整合与重组，通过新建、改建实

验室、野外台站、中心以及充实短缺的设备和仪器

等方式，实现各类科技资源的有效集成和合理配

置，共同建设资划所的科技创新平台。重点任务如

下。

３３１　 国家级研究实验基地建设
对现有的 ３个国家重点野外台站 （国家土壤

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站网、湖南祁阳农田生态系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２个国家级中
心 （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中国农业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加大支持力度，努力

建成本领域设备先进、流动开放、高效运行、在国

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级研究、技术研

发、产品质量检测及标准体系建设的基地。

３３２　 部级研究实验基地建设
根据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和重点野外台站建设规

划，加强两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６个农业部重点
野外台站、１个部级检测中心建设的力度，强化支
持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系统。在 “十一五”

期间，努力将农业部植物营养与养分循环重点开放

实验室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增强资划所在土壤肥

料乃至资源环境学科领域的研究创新能力。

３３３　共享科技环境建设
为实现科技基础数据的连续采集、有效共享、

良性更新，以目前的国家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

站 （网）数据库、农业遥感信息中心、农业综合

信息数据平台和数字土壤为基础，按照科学数据共

享原则，建设跨研究室、跨学科、多层次的科技基

础数据中心，建立研究所资源与数据共享制度，大

力推动创新平台资源的共享速度和范围。

３４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保障措施
深化人事管理制度和人才管理制度改革，培育

专业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和管理队伍；通过改革

人才评价机制、分配制度、激励制度等，提高资划

所创新平台管理与技术支撑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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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３４１　创新机制体制，建立现代管理制度
以机制创新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在评估、

评价中考虑平台工作的基础性和公益性，使从事平

台工作的科研人员的工作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正

确的评价。在各类项目申报中对科技创新平台的科

技计划项目优先给予立项支持。努力为科技创新平

台的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落实各项扶

持政策，对在创新平台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个人

和集体，根据贡献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

３４２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保证平台高效运行
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呼吁加大对创新平台建设

与运行经费的支持，积极争取国家各类财政与科研

项目，同时在研究所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进一步加

大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投入力度，鼓励、引导所

内外科研人员对科技创新平台的投入，鼓励课题组

以多种形式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全所参与的多

元化投入机制。

３４３　重视对高层次人才和短缺人才的培养
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或

采取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形式，聘请知名专

家开展合作，按照 “择优引进，按需引进”的原

则，根据平台建设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型以及国内外

现有人才资源，引进人才，杜绝人才引进的随意性

和盲目性。全面提升创新平台队伍的整体素质，提

高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水平。加强创新队伍的继续

教育，鼓励中青年科技人员学习进修，提高学术水

平和业务能力。强调学术文化建设，创造和谐、宽

松的工作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形成团结协作、

联合攻关的学术群体，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软环

境。从而建成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富

有开拓精神的学科人才梯队。

３３４　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组织结构与管理
研究所成立创新平台建设委员会，负责审议平

台建设规划和指导方针，制定平台建设管理办法，

对重点科技基础项目的建设实行滚动管理，定期检

查、评估和整改。管理委员会下设立创新平台建设

办公室，负责创新平台建设的日常工作、与有关部

门的协调及项目的申报和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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