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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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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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要求,部属高校均开展了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上报工作,但对考核指标的

评分标准还未进行相应的细化设计,只是以简单的百分比进行转化,缺乏对仪器负责人进行仪器设备共享工作的

阶梯式评判与鼓励.我校在构建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线上考评工作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考核指标细化评分标准,

并建立了相应的阶梯性评价体系,实现了对考核指标的精细化分类及阶段性评判,实现了对仪器负责人的分层次

激励及共享文化氛围的建设,为其他高校开展大型仪器使用效益考核工作及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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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工作是一个跨单位、跨行业的综合性、精细化工程[1],如何通过行之有效的管理手

段,改变共享认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形成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共享、共治氛围是目前高校相关职

能部门工作探索的热门话题[2-3].
科技部、财政部近几年对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的评价考核结果显示,大型仪器设备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逐步提升,仪器设备的有效使用率得到了实质性

的提升[4-6].但是,在国家相关部委的使用效益考核工作框架下如何结合本校实际,实现适应于本校共享阶

段及共享水平的特色管理,如何加强共享工作方向的引导和激发工作热情;如何让仪器负责人循序渐进、
逐层地提高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使用效益;如何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效能,是值得高校相关职能部

门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7].

1 大型仪器设备考核评价体系构建现状

目前,高校采用的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指标,主要参照教育部、科技部相关文件要求,包括共

享仪器的有效机时、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对外服务收入、功能开发等指标,并给予了相应的权重比例[8-9].
但是在高校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由于仪器的通专用性质、价值类别、收费差异、购置年限、制样要求等情

况千差万别,如何公平、公正地考核设备产生的效益,需要仔细的考量与研究.
此外,由于各高校仪器设备共享程度、共享阶段及水平不同,这就需要在设置考核指标时,应充分考

虑本校仪器设备共享所处的水平、阶段及工作导向,体现不同层次、维度的工作引导,实现相关政策及措

施的系统性及实效性设计[9-10].

2 大型仪器设备考核评价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现阶段,大型仪器设备考核指标对应的分值主要是以简单的百分比进行折算,考核结果虽然简单易

得,但是缺乏对仪器负责人实际工作及水平的准确评判,未体现阶梯式鼓励及精准化评价,易造成仪器负

责人畏难情绪,挫伤其工作积极性.目前高校系统性地开展大型仪器设备考核指标及评分体系建设方面的

研究相对较少,考核指标的改革研究也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未有实际操作层面的措施.因此,急需建立起

细化的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指标评分体系,激励仪器负责人特别是非专职测试人员逐步地提高大型

仪器设备使用的效益,推动管理艺术及共享文化氛围的体系建设[11-12].

3 大型仪器设备考核评价工作的实践

3.1 线上考核模式的建设

为解决以往线下填报考核数据的种种弊端,充分挖掘利用线上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系统采集的已有数

据,实现考核数据的便捷抓取和考核工作的公平公正.我校定制开发了大型仪器设备线上使用效益考核系

统,通过控制端的安装及信息采集,实现对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的实时监管、使用准入及实时数据的采集,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系统对数据的计算及分析,可准确、自动地核算出大型仪器设备的年使用机时、测试样

品数、收费情况、用户服务评价、服务项目数及对外单位服务比例等核心基础数据,为我校相关制度体系

建设提供了第一手的基础数据和技术保障.
3.2 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

在综合国家相关部委的考核要求的基础上,为延长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寿命,提高仪器设备使用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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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更多教学科研产出的目的.我校通过近几年的不断摸索、实践与总结,在对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

核时自主增加了仪器维护保养、测试样品情况、服务支撑科研情况、操作人员培训、收费合理定价及价格

公示情况、用户服务评价、仪器支撑发表论文及仪器功能开发等指标,形成了一套可综合评判我校大型仪

器设备使用效益的考核评价体系.
考核评价体系将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的考核指标分为3个方面:机时、使用成效及仪器设备管理,每部

分均设有相应的考核指标及评分原则,系统根据指标的分值进行区间打分,具体考核指标及权重见表1.
表1 西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机组考核指标体系

指标 考核内容 数据是否线上抓取 权值

机时
考察大型仪器设备在教学、科研、社会化服务中的机时使
用情况

是 30

使用成效

考察大型仪器设备本年度支撑校内外科研及社会化服务
中的使用成效,包括服务收入、测试样品数、培训人数、
对外服务比例、服务项目、机组获奖、用户评价及支撑用
户发表论文或仪器功能开发等情况

是 68

仪器设备管理
考察本年度共享设备线上的维护保养、定价管理及价格公
示、机组年度工作总结

是 17

总分 115

  我校构建的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在量化考核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的同时,一方面极大

地推动了仪器负责人加强仪器维护保养工作,减少了仪器设备损坏率;另一方面提升了服务质量,增大了

校外共享力度,在建立健全仪器负责人日常操作培训及使用成效收集等工作机制和促进大型仪器设备社会

化服务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3.3 建立考核指标区间评价体系

考核指标体系的建设只是完成了考核评价体系建设的第一步,但是如何对每项考核指标进行量化评

价,助力仪器负责人提高共享成效,亟需高校及相关管理部门建立与考核指标体系相配套的区间评价体系.
通过多年对考核数据相关模型的建设与分析,我校成功构建了与考核指标体系配套的区间评价体系,实现

了对每项考核指标的量化评价.
3.3.1 机时评分区间

为考察大型仪器设备在教学、科研、社会化服务中的真实年机时使用情况,避免纸质使用记录的不准

确性,提升考核数据的准确性及工作严肃性.根据教育部大型仪器通/专用设备划分原则,系统设置专用设

备达到800定额机时或通用设备达到1400定额机时,即得年使用机时该项得分的一半分值15分,未达或

超过定额按照每200小时5分的原则进行增减.考核时系统会根据每次登录退出的情况,自动累加计算总

机时,并根据所在机时区间进行评分,具体评分细则见表2.若该台专用设备年使用机时为1300h,则该项

评分即为20分.
表2 西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机时评分表(专用设备)

指标 权重 评分标准 得分

机时/h 30分
<600 ≥600 ≥800 ≥1200 ≥1400 ≥1600

5分 10分 15分 20分 25分 30分

3.3.2 使用成效评分区间

该项主要考核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所产生的效益,主要包括服务收入、测试样品数量、培训人数、对外

服务比例、服务科研及技术开发项目的数量、共享仪器负责人或共享单位因共享仪器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

励、测试人员提供服务的用户评价、仪器负责人测试提供数据经用户采用并公开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情况及

大型仪器功能开发等情况(需在论文中备注仪器型号或致谢机组或机组作为作者之一),综合考核大型仪器

的年度使用成效的具体二级指标及评分标准如表3所示,评分原则同机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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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西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使用成效评分表

范围 指标 权重 评分标准

使用成效
(68分)

服务收入/万元 10分

测试样品数量 10分

培训人数 8分

对外服务比例 10分

服务 科 研 及 技 术 开
发项目/项 5分

机组获奖情况 5分

用户评价 5分

发表论文或功能
开发(加分) 15分

<5 ≥5 ≥10 ≥15 ≥17 ≥20 ≥25
2分 3分 4分 5分 7分 8 10
<300 ≥300 ≥400 ≥500 ≥600
2分 4分 6分 8分 10分

按上机技能培训
教学演示培训
(20人以上/次)

0.25分/人 2分/次

<25% ≥25% ≥30% ≥35% ≥40%
2分 4分 6分 8分 10分

<5 ≥5 ≥10 ≥15 ≥20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国家级 省部级

5分/项 2.5分/项

不满百分5次以上

0分
不满百分0~5次

2.5分
满百分

5分

发表高水平论文1篇得1.5分,大型仪器功能开发、分析测试
方法研究1项得3分,需在论文中备注仪器型号或致谢机组或
机组作为作者之一

3.3.3 管理成效评分区间

大型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对延长设备寿命和设备的专业化、规范化管理都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日常管理要引导仪器负责人建立“三防四定”机制,即防尘、防潮、防震;定人保管、定室存放、
定期保养、定期校验,保证仪器设备经常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为延长共享仪器寿命,合理规范收费定价及对

共享工作进行阶段性梳理与总结,我校加强了对共享二级单位及仪器负责人在仪器管理方面的考核工作,
主要涉及到共享仪器的维护保养、定价管理及收费公示情况及机组年度共享工作总结3个二级指标,评分

权重及评分标准见表4.
表4 西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管理成效评分表

范围 指标 权重 评分标准

仪器管理
(17分)

仪器保养(每月有
效上限1次) 6分

定价管理及收费
公示情况 5分

年度工作总结 6分

<2 ≥2 ≥4 ≥6 ≥8
0 1.5 3 4.5 6

未公示,定价
不合理

公示不全,定价
不合理

定价合理,
公示全面

0分 2.5分 5分

未提交 一般 较好 突出

0分 2分 4分 6分

4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评价体系实施成效

我校通过对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评价体系的建设及推广,保证了考核工作的严肃性与公平性,
使我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工作成效得到了显著的改观和长足的进步,在科技部 、财政部的大型仪器设备使

用效益相关考核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科技部近3年的考核排名中还稍优于其他部属高校,这也从侧

面证明了我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评价体系工作的构建是行之有效的,能够切实提高大型仪器设备

的使用率、共享率和成果产出率.
4.1 盘活了我校存量大型仪器设备

在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工作持续的推动下,近3年我校大型仪器设备考核数据显示,仪器平均

使用机时由455.84h/年递增至1649.01h/年;使用机时800h/年及以上大型仪器设备台(套)数从

15.09%递增到55.17%;支撑发表高水平论文由231篇递增至1303篇;获得国家、省部级奖项由4项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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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28项,其他单项考核指标也显著提高;年使用机时为0小时的大型仪器设备数量也显著下降.
4.2 合理规划了我校大型仪器设备增量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体系的建立,使我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制度及共享体系日趋成熟,共享理

念逐步深入人心.这不仅激活了原有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潜力,也为新增大型仪器设备的合理规划及资源分

配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有效地避免了以往使用需求不足或大型仪器设备重复购置现象的发生.例如,我

校加强了新购大型仪器设备查重工作,并将同类设备近3年考核使用情况运用到购置可行性论证中,有效

杜绝了重复、低使用率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此外,还根据考核结果对考核较差或新购不达标的设备建立

停购名单,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办学资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

5 结语

通过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与实施,我校大型仪器设备的共享成效及各项考

核指标均得以稳健地提升,提高了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但是,我们认为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应充分体现高校管理工作的方向性及

引导性,各高校应结合本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实际,秉承“成规模”“成集群”“成效益”的发展理

念,构建符合本校校情的考核指标体系和集约化管理运营模式,进一步提升资源投入产出效益,为原创性

科技成果产生和高新领域的创新提供基础条件支撑.

参考文献:
[1] 黄开胜,江永亨,杨树国,等.高校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动力、粘滞力及对策分析 [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9,36(4):

1-4.
[2] 李春梅,何洪,程南璞,等.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探讨 [J].西南大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43(2):83-88.
[3] 王珺,贾鹏飞,黄林华,等.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型实验室管理模式探索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

40(11):174-177.
[4] 科技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

价考核结果》的通知(国科办基[2018]117号)[EB/OL].(2020-12-18)[2021-03-15].http://http://www.caf.ac.cn/in-
fo/1574/39293.htm.

[5] 科技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

价考核结果的通知(国科办基[2019]90号)[EB/OL].(2020-12-18)[2021-04-12].http://http://www.caf.ac.cn/info/

1574/39297.htm.
[6] 科技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

价考核结果的通知(国科办基[2020]103号)[EB/OL].(2020-11-24)[2021-04-10].http://http://www.caf.ac.cn/info/

1574/39297.htm.
[7] 吴中全,李朝明.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线上考评指标机制体系建设与实践 [J].实验技术与管理,2020,37(1):

265-268.
[8] 李朝明,吴中全,周志云,等.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大型仪器共享系统财务功能板块的研究与实践 [J].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9,36(10):293-296.
[9] 王珺,贾鹏飞,黄林华,等.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型实验室管理模式探索 [J].西南大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

40(11):174-177.
[10]韩静,钱圣杰.提高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的探析 [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7,26(2):140-142.
[11]邓敏,雷敬炎.高校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评价机制及指标体系研究 [J].实验室科学,2015,18(6):211-216.
[12]武向侠,王欣,白杨.高校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评价及有效利用 [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6,35(11):265-268.

责任编辑 汤振金    

121第6期  李朝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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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