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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关键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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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合肥 230031）

摘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国之重器”，可持续推动重

大原创成果的产出、加快创新要素的整合、高端产业的突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推进，国际竞争日趋复杂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进入新

的阶段，也面临新的挑战。文章通过梳理分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新态势、及

运行管理面临的挑战，探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相应对的措施和管理政策制定

等，对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平，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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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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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s a "national tool" to build China into a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It can sustainably promote the output of major original
achievements,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factors, and make breakthroughs in
high-end industr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ilto:jlch@ipp.ac.cn
mailto:jlch@ipp.ac.cn


收稿日期：2023/4/14 修回日期：2023/5/10
作者简介：江坤宁，科研项目主管，主要研究方向为大科学工程与科研项目管理；韩效锋副研究员，主要
研究方向为磁约束聚变物理、重大项目管理；尹红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管理，
五级职员；刘志宏，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核能科学与工程、重大项目管理；陈俊凌（通讯作者），总经
济师，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核能科学与工程、重大项目管理,E-mail: jlch@ipp.ac.cn。

revolution and the adv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faced new challenges. The profound chang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ill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alyz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bi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ice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faced by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bottleneck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ffici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bi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trategy, policy and management,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measures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 the closeness between national forward-looking deployment
and major national needs, the innovativ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with multi-body
participation, and the open and shar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t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major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alizing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f high-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an early date.

Keywords: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major scientific devices; major
achievements; innovative resources; opening and sharing

引言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依托高水平创新主体建设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装置或

系统，其在新时期建设与发展的目标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在重要基础

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重大原创成果产出和高水平人才集聚提供有力支撑，

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前，我国已布局建设 5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随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不断加快，有力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同

时围绕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构建了以装置为中心带动地方创新和经济发展

的小核心、大网络创新驱动模式，起到科学研究示范引领、产业技术推动创新的

重要作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初见成效，但随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

模发展壮大，其运行管理路径仍面临诸多挑战，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大科学装置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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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发展历程和当前重大基础设施管理存在的挑战，探索科技自立自强要求下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运行管理机制，以期为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借鉴和参考。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1.1大科学装置宏观政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和发展的不断加快，国家先后制定了多项

促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如《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

长期规划（2012-2030年）》[1]，首次在国家顶层建立了大科学装置发展路线图；

同时从国家长远经济发展和战略需求角度考虑，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能源技术革命创

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3]、《 “十四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等顶层方

针[4]，明确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部署重点支持领域设施，强调通过提高大科学

装置建设和运行队伍水平、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在国际竞争

中赢得发展主动权。（表 1）
表 1 国家宏观政策列表

Table 1 List of national macro policies

政策名称 年份 内容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2-2030）
2013年

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关键时期，按照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部署和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

求，前瞻谋划和系统部署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建议提高发展水平，对增

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实

现重点领域跨越、保障科

技长远发展、实现从科技

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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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

计划（2016-2030年）
2016年

到 2030 年，建成与国情

相适应的完善的能源技

术创新体系，能源自主创

新能力全面提升，能源技

术水平整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支撑我国能源产

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

续发展，进入世界能源技

术强国行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

2021年

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

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北京怀柔、

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

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强

化国家资助创新示范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功

能。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提高共

享水平和使用效率。

“十四五”国家基础研究

专项规划
2021年

着眼于世界科技前沿和

主要国家竞相布局的战

略必争领域，在重点领域

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创新

组织管理模式，加强与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

部署，力争产出重大原创

成果，抢占国际科技竞争

制高点，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掌握未来发展主动

权。

1.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同阶段发展特点

根据国家布局特点和政策导向，首先对中国大科学装置发展历程[5]以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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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布局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分布情况进行了整体回顾（表 2），其发展

阶段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 1986年-2010年，国家开始集中发展专用专业设施和公益类设施，

主要以中国科学院为依托单位，建设地点以北京为主，布局领域集中在光学、核

物理等。此阶段中国以学习发达国家科技经验、消化吸收国外大科学基础设施建

设的先进技术为主。

第二时期为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国家为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对标国家战略需求、在薄弱领域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布局建设设施近 40项，

对单个设施的体量和技术指标均加大力度，以此带动多学科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

如投入运行了郭守敬望远镜、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

海）设施、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综合检测子午链、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等，

在天文、生物、空间环境等研究领域起到了关键的支撑和突破作用[6]。

第三阶段是国家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全球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中国科技发展处于从量变到质变能力提升的重要转折期，国家亟需高端

科技力量支撑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布局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公共实验类为主[7]，

如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物质前沿等，并把原始创新

能力、重大成果产出等列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重要考核指标。

进入十四五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向宏观和微观世界拓展，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仅支撑科学前沿的革命性突破，也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带

来了巨大动能。如依托中国科学院在建的大科学装置已有 8项，公用设施类占比

超 2/3，以增强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建成世界强国为目标，在能源、生物、极端

条件等制约我国发展短板和“卡脖子”的前沿科学领域布局建设了一批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在区域科技创

新、产业发展上起到关键的辐射作用[8]。如合肥对标国家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

学前沿，发挥集群优势，集聚创新资源，目前已建成的大科学装置有 EAST全超

导托卡马克装置、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以及在建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研究设施，

形成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综合性科学中心城市，有效激发大科学装

置之间“1+1＞2”的交叉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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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科院运行、在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施名称有*标注为在建设施）

Table2 CAS operates and building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投入运行期

新建

设施

数量

设施名称 研究机构 类 别

十二五时期前 1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二期）
高能物理研究所 专用设施

神光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
专用设施

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 近代物理研究所 专用设施

超导托克马克实验装置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

离子体物理所

专用设施

中国散列中子源 高能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合肥同步辐射装置 中国科技技术大学 公共实验

上海光源 上海高等研究院 公共实验

长短波授时系统 国家授时中心 公益基础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公益基础

遥感飞机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公益基础

“实验 1”科学考察船
声学所、南洋海洋所、沈

阳自动化所
公益基础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昆明职务研究所 公益基础

十二五时期

（2011-2015） 5

郭守敬望远镜 国家天文台 专用设施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高能物理研究所 专用设施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

设施
上海高等研究院

公共实验

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综合检测

子午链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公益基础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建） 近代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海洋研究所 公益基础

十三五时期

（2016-2020） 7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国家天文台 专用设施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

磁场科学中心
公共实验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武汉病毒研究所 公共实验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在建） 高能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大连相干光源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航空遥感系统*（在建）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公益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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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

（2021-2025） 9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高能物理研究所 专用设施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

设施*（在建）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

离子体物理所
专用设施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建） 近代物理研究所 专用设施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在建）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在建）

上海科技大学、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在建） 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在建） 大气物理研究所 公共实验

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设施*
（在建）

昆明植物研究所 公共实验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挥的重要作用

2.1 推动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基础研究、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全链条研究的重

要平台，可为实现预先设定的重大科学技术目标、发展新理念以及推动国家科技

进步与科学创新发展提供强大驱动力，在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方面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9]。例如“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围绕国家聚

变能发展战略需求的重大任务目标，制定了详细的 5年运行计划，推动创造了多

项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运行世界记录；“中国天眼”FAST在建设过程中突破多

项技术瓶颈，其灵敏度首次占据国际天文观测领域的制高点，运行至今发现脉冲

星数量已多达 500余颗；上海光源在生命健康、材料、能源领域取得多项创新性

研究进展；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在热带西太平洋暖池热盐结构与变异的关键过程

和气候效应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发布了多套海洋资料。

2.2 激发和吸引创新要素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协同创新体系中起到重要的关键牵引与支撑作用，成为

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在建设大科学装置的过程中，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与深

入，学科分化在纵向上向宏观与微观层次不断延伸发展，交叉融合点呈现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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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集成化、单个设施综合化、多个设施联盟化，逐步形成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集群，汇聚合力完成多项交叉融合科学研究。

具体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依托单位围绕需解决的重大科学

和技术问题，根据任务目标划分攻关团队，在团队组建过程中，以目标为导向，

与优势力量如科研院所、高校、高新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组建攻关团队，共建联

合实验室等创新机制，合力开展科研攻关，通过资源互换和共享，激发衍生新技

术与新工艺，又能促进在能源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创新要素的有效对接，加快高新

技术的孕育，形成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基础研究、实验研究、前沿交叉探索、

产业化融通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二是科学研究与技术突破相辅相成的趋势日益

明显，科学研究成果为技术研发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同时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也

加快科学研究在方法、途径上的不断探索和实践[10]。例如，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

室在建设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的同时，还设立了多个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从事多

领域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由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等 18个国

家科研中心组成，每个中心都围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装置开展研究工作，领域

涉及能源、生物、环境等[11]。

2.3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发展与变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成为各国间重要竞

争点。同时，能源消耗、气候变化、生命健康等全球共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和日益

严重，科技领域的布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愈发紧密相连，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通过

多国联合共建与合作研究的方式已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手段，其具体形式包括：

一是依托大科学装置，发起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与国内优先布局的发展领域规

划衔接、凝练重大科学技术问题、选择与有较强研究基础的国际团队联合攻关、

取长补短，提升科学研究能力；二是通过提高装置的开放共享率吸引优秀的国际

科学家开展联合实验，促进国际成果交流。如美国能源部主管的大科学装置将大

部分使用机时用于外国用户[12]；澳大利亚也充分鼓励国家大科学装置在保持国家

主管以及资产所属性的前提下，全面为科研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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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面临的挑战

3.1投入总体数量快速增长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我国进入“十四五”以来已布局近 10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投入总量已由起

步时的总量相对较低。领域布局较为单一，发展成为总量快速增长，装置规模扩

大、领域遍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模式。这对新时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需要政府层面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可靠的法律保障，

保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规范的发展；其次在投入扩大的同时也对设施利用率

和共享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避免设施重复建设， 加大设施开放共享，推动形

成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网络集群，促进大科学设施性能不断优化、管理机制的创新。

3.2全球竞争与合作新格局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国际局势单边保护主义不断盛行，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面临严重挑战，中国科技发展的外

部环境日趋严峻。组织管理上，对国际合作的伙伴职责、进度成本等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制定更为合理的开放共享与产权保护机

制面对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双重需求， 为了更好的应对国际新局势，除在经费、

人员、技术贡献加大支持力度之外，国家层面应在政策和制度上提供更大的保障

和支持。例如，由国家科技主管单位牵头，制定与国家“十四五”规划配套的战

略规划，积极参与或牵头发起国家大科学工程计划/工程，并制定配套保障政策；

以国际大科学装置建设为契机，健全国际化管理体系，制定成果共享机制、明确

产权权限，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多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形成深层次、多元化、多体

系的国际合作网络；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国际高水平专家参加科学前沿研究，

有目的的选派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参与国际装置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培养领军人

才，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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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大原创性成果质量和数量面临双重挑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迈进创

新型国家前列的起步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

研判国际发展形势，全面分析国际科技竞争态势，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产出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

大原创成果产出动力也面临更高的挑战[6]。近年来中国在重要学科领域布局建立

了一批专用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集中攻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为目标，通过制

定明确的科学目标和研究任务，依托先进的大科学装置，着重开展国际基础前沿

研究，不断涌现重大原创成果。但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原创科学设计理念以及位

居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仍相对较少，关键核心技术仍主要来源于国

外，性能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

果数量较发达国家仍偏少；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动力支撑性不强[8]；世界

领军人才、顶尖科学家和高水平研究团队仍较为匮乏；激励青年骨干人才的科研

奖励机制尚未健全；分类科技评估机制亟待完善等。

3.4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资助效率有待提高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包括从预研时期制定立项计划、经历建设时

期、再到运行、批准开工、竣工验收等，整体建设周期时间普遍在 5年以上， 立

项时期执行的运行管理机制和经费预算通常面临随社会快速发展更新迭代的需

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针对研究设施的自身长远规划和重点研究目标应该定期更新或调整[13]，

建立长期稳定的动态支持体系。如以解决国家能源需求为目的的磁约束聚变发展

路线研究路径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建立近堆芯稳态等离子体实验平台，消化吸收、

发展与储备聚变基础物理研究关键技术，同时设计、预研聚变工程实验堆关键部

件等；其次是工程堆阶段，该阶段的目标是开展稳态、高效、安全的聚变堆科学

研究；最后是发展聚变电站，探索聚变商用电站的工程、安全、经济性 [14]（见

图 1）。需要在每个阶段对设施发展和性能提升进行前瞻规划和充分评估，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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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科研支撑能力，而在任一环节支持力度和效率的不足均无法保障聚变能应用

的实现。

图 1 磁约束聚变发展路线图

Figure 1 Development roadmap of magnetic confinement fusion

另一方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经费使用评估有待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全生命周期可分为预研、建设、运行、开放升级或退役四大阶段，各阶段产出具

有差异性、动态性和高度开放共享性[13]。但是，当前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评估框

架尚未针对装置在不同阶段的具体发展特征建立覆盖全周期多维度的动态全局

监测体系。其具体表现包括：未构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综合评估体

系，建立对科学产出、经济效益、社会影响力等多维度的评估指标[13]，进而无法

对大科学装置的动态发展实施效益进行综合评估；二是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

造运行阶段衍生的高端技术及潜在价值的有效评估普遍滞后，未对大科学装置投

入与产出进行深入研究比对。以国际高能物理研究的大型加速器装置为例，一般

公认预期在约 1：3的投入产出比例为合理区间。这可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高

效运行和评估提供有效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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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新时期科技自立自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路径探索

4.1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前瞻性部署中与国家重大需求的对接，促进重大原创

成果产出

对标国家战略需求的标准和要求，新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应充分发挥各科

研院所和高校优势，打破院属单位之间、不同学科间的藩篱，汇聚优势力量，瞄

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建制化研究，强化战略科学目标的控制、分解、保障，

建立目标集中、力量集约、成果集成的定向性建制化科研组织模式，形成重大科

学问题与大科学装置平台间互相牵引带动的新格局。

一是加强政府层面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规划。如可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纳

入《基础研究十年规划》，融合布局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有机性地构成我

国重大战略性需求体系[15]。基础研究是重大原创成果的策源动力，科技部、中科

院等在对基础研究宏观布局时加强基础研究中的研究目标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的衔接，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先进研究平台，开展前沿性、交叉性基础研究；

同时在设定大科学装置科学目标和技术指标时促进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协同融

合、互相促进，促进原始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关键性技术的不断突破。

二是加大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滚动性支持和人员的激励。一方面针对国家

战略和长远需求，制定发展路线图，凝练亟需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长远目标，建

立长期稳定、滚动发展的支持机制，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例如美国在聚

变能研究路线中制定“重返全球第一”计划，为抢占新一代能源领域科技研发的

制高点，制定了 2025年、2030年战略计划及对应的支持举措。另一方面，通过

组建建制化科研团队，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经费中提高人员费的比例，对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等不同类别的科研人员，制定多维度的人员评估体系[16]、通过

对不同科研人员类型量身定制奖励制度，在设施建设和运行不同阶段对原创性成

果、科学效益等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提供绩效奖励，进一步激励和吸引高水平

人才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开展长期稳定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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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探索多主体参与的高效管理模式

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自上而下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可在两个阶段

分别实施：

一是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建立自上而下贯穿大科学装置全生命周

期的共商、共建、共管、共用机制。如在大科学装置前期评估阶段，由国家主管

部门成立理事会，与参与主体共同召开评估会议，理事会可由国家机构主管领导

担任理事长，战略科学家、依托单位、省市规划部门、部分投入企业代表为理事

会成员，理事长和战略科学主要负责制定研究任务与科学目标，保障科学目标的

先进性和可行性，在制定实施政策、配套资金和技术创新转化对接过程中，省市

部门和企业代表可建言献策，主动对接创新需求，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

二在大科学装置运行阶段，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需求对设施路线图定期组织

优化评估，理事会全方位评估设施在关键领域保持或争取达到国际领先地位的技

术路径和关键指标，省市及地方主体对规划路线的实施切实发挥保障和资源优化

统筹作用，建立清晰可行的配套投入分摊机制以及固定资产和成果共享机制，对

装置经济性、产业辐射性等开展多维评估，实现大科学装置规范化的创新科学管

理。

4.3 构建开放共享的国际合作机制

构建面向全球发布重大科研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模式、制定有针对性的开放

共享计划等进一步开放共享国际合作。

一是优化国际合作模式，根据大科学装置战略路线图，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方案和运行计划中，提炼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工程技术瓶颈并向全球发布，

吸引世界顶尖科研力量共同开展前沿研究，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国际协同

攻关机制，推动重要成果的产出。

二是充分调研外部用户状况，制定详细的开放共享要求，针对性的制定合作

战略，对高端用户开放合作，进行优质资源倾斜。例如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

验装置 EAST，针对磁约束聚变能成员国中的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共享共赢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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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标，依托中国 EAST、美国 DIII-D装置开展联合实验。引进高端人才和智力，

输出聚变工程技术，培养和吸引优秀青年人才，输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推进

聚变建设和研究发展，助力科技外交。

三是持续投入对大科学装置的改造升级，保持装置指标和性能的先进性和共

享性。定期组织国际顾问委员会对装置进行评估，根据装置的科研需求和研究目

的，对其系统和设备性能进行改造升级，扩展其功能，优化其指标，充分发挥大

科学装置的前沿科学效益，吸引更多国际高端用户参与前沿科学研究。

总 结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高效发展，是获取原创成果、突破核心技术、

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利器，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文章探索了新时期下国家顶层规划布局中与国家重大需求的衔接，促进重大原创

成果的产出；建立自上而下多主体参与的共商共议理事会制度，优化在目标制定、

路径实施和创新技术转化等阶段的高效管理模式；面向全球建立更为开放的国际

合作模式，牵头发起大科学工程，建立深度合作网络，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与

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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