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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强我国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各类相关资源的开放共享,推动海洋科

技产业化进程,文章对我国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制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与海洋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建设较滞后,主要表现在综合功能和

公共服务等方面;亟须制定科学的运行管理制度,遵循分级管理、动态运行和以人为本的原则,通
过成立协调管理机构(理事会)以及建立仪器设备、数据和人员管理机制,最终形成布局合理、功能

齐全、开放共享和体系完备的平台管理系统;基于科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的运行管理制度,海上

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将发挥更大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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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constructionoftheChinaspublictestserviceplatformofmari-
timeexperimentalfield,promotetheopeningandsharingofvariousrelatedresources,andpropel
theindustrialization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thispaperstudiedtheoperationandman-
agementsystemofChinaspublictestserviceplatformofmaritimeexperimentalfield.Theresults
showedthatcomparedwiththedevelopedcountries,theconstructionoftheChinaspublictest
serviceplatformofmaritimeexperimentalfielddevelopedless,whichwasmainlyreflectedinsuch
areasascomprehensivefunctionsandpublicservices.Itisurgenttoformulateascientific
operationandmanagementsystem,followingtheprincipleofhierarchicalmanagement,dynamic

operationandpeople-orientation,throughthefoundationofacoordination managementdepartment
(council)andtheestablishmentofinstruments,equipment,dataandpersonnel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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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finallyformareasonablelayout,featured,openingandsharingandself-contained

platformsystem.Basedonthescientific,standardizedandinformationalizedoperationandmanage-

mentinstitution,thepublictestserviceplatformofthemaritimeexperimentalfieldwillexert

greaterscientific,social,ecologicalandeconomicvalue.

Keywords:Maritimeexperimentalfield,Marineinstrumentsandequipment,Resourcesharing,

Publicservice,Managementinstitution

0 引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掌握海洋开发利用的先

进技术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要条件,而建立提供综

合保障的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的海上试验场主要由相关机构针对特殊

海洋仪器设备的测试和应用而建,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滞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1],严重制

约我国海洋装备技术研发、深远海勘探研究和海洋

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进程。因此,建设完善的海上

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对于我国实施海洋科技

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大型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不仅需要

完善的硬件设施,依附于平台的大量仪器设备资源

的合理配置以及场地和人员的科学管理等软件建

设同样重要;应采用网络技术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数

据库,系统管理仪器设备的评估、采购、使用和维

护,为开展海洋综合调查提供便利条件。

在建设仪器设备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国内学者

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程蕾等[2]分析中山大学仪

器设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基本情况以及依托校

级分析测试平台取得的成果;闻星火等[3]分析清华

大学应用大型仪器设备公共服务平台取得的成果,

并提出其在管理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尹福军等[4]

分析建设仪器设备资源共享平台的原则依据、组织

框架和重点工作;吴迪等[5]概述国内外典型新能源

海上试验场的运行管理制度,并从运行管理的角度

分析不同试验场的特点,据此提出我国建立相关运

行管理制度的建议。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在仪器设备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

服务对象仅局限于特定仪器设备或人群(如校内师

生)。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是

复杂的系统工程,现有经验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为

实现仪器设备、数据和人员等的协同运作和资源共

享,有必要研究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的运

行管理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相关资源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提升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综合能力。

1 国内外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建

设情况

目前全球海上试验场的发展趋势是由单一功

能向多种功能集成发展、由离散观测点向大型观测

网络发展、由浅海向深远海和海底发展。由于深海

在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等方面具有的战

略意义,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均已建成深海海上试

验场。

海洋发达国家在海洋科学技术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这与其重视海上试验场建设关系密切[6];海上

试验场为其研发海洋仪器装备和开发利用海洋能

提供平台,极大地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美国

的海上试验场建设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位于蒙特雷

湾的综合海洋试验场,可用于海洋仪器设备研发和

测试以及海洋研究模型试验;位于新泽西州的海底

观测站,可用于海底生态学观测;位于东太平洋的

太平洋导弹靶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试验靶场,可

同时进行大规模海空试验和作战演习[7]。欧洲的海

上试验场建设也迅速发展,于2003年建成拥有波浪

能和潮汐能试验场的欧洲海洋能源中心。

我国已建成的海上试验场主要面向涉海科研

院所,用于海洋仪器设备的测试和军事用途,其共

同特点是选址在浅海、位置偏远、规模小、功能单一

和缺乏对外服务能力。

2009年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牵头实施“海上试验

场建设技术研究和原型设计”项目,目标是完成开

放共享、军民融合和服务种类齐全的海上试验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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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案和原型设计。2014年国家深海基地一期

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拥有了自主建设

的深海技术支撑基地,其建设目标是打造深海研究

领域的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对深入海洋、探索海

洋和利用海洋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同年,由国家

海洋技术中心牵头建设的国家级浅海海上试验场

工程选址定为威海褚岛以北海域,工程建设目标是

研建固定式海上试验平台,实现海洋仪器设备海上

试验的规范化,推动我国海洋仪器设备的研发和产

业化进程。

2 平台运行管理制度的目标和原则

近年来我国有多个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

平台启动建设并试运行,亟须根据海上试验场的特

点制定科学合理的运行管理制度。以共享服务为

核心框架,通过科技创新,重点探索适应具体海洋

调查任务的运行管理机制,搭建基于海上试验场的

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系统。统筹管理整个平台系统,

并根据业务需求建立若干个具有不同功能的子平

台,分别负责本地的专管共用和资源共享等事宜。

以点带面,覆盖整个沿海地区乃至全国,通过建立

调查测量系统、技术保障(维修服务)系统和测试

(计量管理)系统,最终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开

放共享和体系完备的平台管理系统。

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制

度应围绕海洋调查任务的总体目标,遵循“分级管

理、动态运行、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统筹规划和

综合考虑,建设组织、管理、监督、服务、技术保障和

信息集散平台以及资源共享网络。

(1)分级管理原则。根据平台各级负责具体事

务的工作特点,赋予各级工作人员相应的权利和义

务,所有人员都对平台运行管理制度负责,充分调

动人员的责任心和主观能动性。

(2)动态运行原则。通过动态运行,根据实际

情况不断对初订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和落实,使制

度文本逐渐成为工作人员的习惯和素养,并形成互

相带动和感染的良好氛围。

(3)以人为本原则。力求为平台运行管理的每

个参与者提供规范和全面的服务、自由和活跃的交

流氛围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3 平台运行管理制度

保障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的良好运

行,仪器设备是基础,管理是关键,制度是保证[8]。

3.1 成立平台理事会

建立协调管理机构,采用理事会制,理事单位

由平台所属地相关管理部门、仪器设备管理单位、

涉海高校、研究院所和高新企业组成。定期召开理

事会会议,由理事会推动各方面力量协调配合,制

定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办法和

程序,共同推进平台建设和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

理事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理事会的日常事务,同时

负责平台的建设、使用、维护和业务指导,明确管理

和技术人员职责,实时监控平台的运行状态。

3.2 建立仪器设备管理机制

通过“集中管理,联动更新”的模式,保障仪器

设备信息的全面和准确,进而保障内部管理的便捷

和对外服务的高效。通过制定统一的仪器设备使

用流程和具体管理办法,保障仪器设备在共享使用

过程中的安全和质量。通过健全仪器设备维护制

度,保障仪器设备长期稳定运行,提升服务质量。

(1)信息管理。高效共享所有仪器设备的技术

状态,以恰当的方式实现仪器设备具体存放地点和

集中共享窗口的联动。

(2)使用管理。制定统一的仪器设备使用流程

和管理办法,保障安全和质量,并责任到人;为特殊

仪器设备量身定制专门的管理办法,严格执行持证

上岗。

(3)维护管理。制定统一的仪器设备检查和监

管制度,做好常规的维护和必要的升级。

(4)有偿使用管理。公共测试服务平台不以盈

利为目的,在仪器设备共享过程中收取的费用仅用

于维持平台运行,包括仪器设备的燃动费、维护费

以及所在厂房的业务运行费等。完善有偿使用机

制是维持平台运行的有力保障,也是提高仪器设备

使用效率和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的重要手段。平台

在全面开放和共享的基础上,为不同仪器设备制定

相应的收费标准。

3.3 建立数据管理机制

建立全面的数据管理制度,严格保障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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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结合仪器设备的具体特点,建立“数据共享

协议方案库”,为用户签订相关数据共享协议提供

参考,主要包括提前约定大型仪器设备在共享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数据的使用和归属等问题,明确说明

数据的使用方式、共享程度以及无法预测产生的数

据的共享方式等问题。

为各类仪器设备和模型的检验、比测和评价建

立相应的标准和方法,规范仪器设备定型工作,并

建立评价档案。通过平台管理系统自动记录各单

位仪器设备共享服务的绩效,为资金投入、专家聘

任和人员奖励等提供依据。

3.4 建立人员管理机制

在理事会的指导下,办公室负责为平台各类工

作人员提供工作条件,对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予以奖励和支持,适时组织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交

流活动,营造和谐活跃的工作氛围,充分发掘个人

的工作潜力和活力。

平台充分重视个人的发展,在统筹管理和提供

服务的同时,鼓励管理和技术人员发挥主观能动

性,提升个人业务水平,进而提升平台整体的技术

和服务水平,实现共赢。以“集中管理、资源共享、

公益服务”为宗旨,力求使服务和共享的意识成为

工作人员的核心价值观念,并通过不断的培训和实

践将其贯彻到具体工作中。

4 结语

随着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入,整合大型仪器

设备、避免仪器设备重复购买和鼓励仪器设备租用

是大势所趋。建设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

可减少资源浪费,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为开展海

洋仪器设备海上试验和评价工作提供科学指导和

技术支撑,促进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加强相关部门

之间以及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加快海洋科

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随着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的发展和

完善,其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将越来越明显。平台涉及的单位、人员和仪器设备

规模必将逐渐扩大。亟须制定科学的运行管理制

度,建立技术服务系统,提高运行管理效率和效益,

培养海洋仪器设备技术队伍,实现平台科学化、规

范化和信息化管理,为我国海洋技术装备的产业化

和业务化应用提供保障。

海上试验场公共测试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是

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人流、财流、物流和信息流的

平衡协调以及供应、使用和维护的有机结合,整体

优化平台性能,从定性管理转向定量和数字化管

理,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海洋仪器设备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9]。

参考文献

[1] 罗续业,王项南,吴迪,等.国家级海上试验场建设构想[J].海

洋开发与管理,2010,27(11):1-3.

[2] 程蕾,温光浩,陈敬德,等.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大型仪

器使用效益[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0,27(11):21-24.

[3] 闻星火,梁国华,黄乐.大型仪器开放服务的实践与思考[J].实

验技术与管理,2007,24(6):1-5,9.

[4] 尹福军,陈丽,陈文宾,等.对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大型科学仪

器共享平台建设的思考[J].科技与企业,2011(16):203-203.

[5] 吴迪,王芳,黄翠,等.海洋能海上试验场运行管理分析研究

[J].海洋技术学报,2017,36(4):100-104.

[6] 王项南,吴迪,周毅,等.国内外海上试验场建设现状与比较分

析[J].海洋技术学报,2010,29(2):14-19.

[7] 符燕,付新胜.世界最大的海上试验场:太平洋导弹靶场[J].飞

航导弹,2009(9):42-45.

[8] 白福义.海洋调查仪器设备资源共享平台方案设计[J].海洋技

术,2006,25(2):126-128.

[9] 白福义.强化共建共享理念 以机制创新实现资源共享:关于搭

建海洋仪器设备资源共享平台的若干思考[J].海洋开发与管

理,2006,23(6):7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