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中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 

 

2017 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我国科技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

源，科技资源为科技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科技管理、决策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性条件保障，我国科技资

源规模质量以及开放共享水平明显提升，在科学研究和科技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回顾我国科技资源管

理领域的改革发展成就，进一步促进科技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和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中国科技资源导刊》编

辑部开展了“2017 年度中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评选活动。经广泛征集和投票评选以及专家评审，形成

了“2017 年度中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本次活动得到中国科技情报网、科情智库、科学网等媒体的大

力支持。现公布如下。 

 

（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与条件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规划》颁布  

【推荐理由】2017 年 10 月 24 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制定颁布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与条件保障能力建设

专项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的建设目标，提出了落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要立足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基础

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协同创新，着力提升科技基础条件保障能力和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能力，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

基础；要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推进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向统筹规划、系统布局、分类管理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体系建设转变；

到 2020 年，形成布局合理、定位清晰、管理科学、运行高效、投人多元、动态调整、开放共享、协同发展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与

科技基础条件保障能力体系。三部门早在 2017 年 8 月 18 日联合发布了《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为解决国家科技创新

基地建设中的交叉重复、定位不够清晰等问题打下了基础。  

 

（２）《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推荐理由】2017 年 9 月 20 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共同印发了《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

办法》。该管理办法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职责、工作流程和管理服务方式以及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工作的考核和奖惩，指出科研

设施与仪器原则上都应当对社会开放共享，为其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研发组织以及个人等社会用户提供服务，尤其

要为创新创业、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３）发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绩效考核与评估结果 

【推荐理由】2017 年 2 月 25 日，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绩效考核与评估结果。两部门对 23 个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进行了绩效考核，并对 15 个平台建设项目进行了评估。对于运行管理规范、开放共享成效显著、专题服务效果突

出的 20 个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央财政继续给予开放共享后补助；对于平台建设项目运行管理基本符合要求、服务体系基本

健全、开放共享服务较为显著的 6 个平台，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体系，中央财政将资助开放共享后补助经费。被纳入共享服

务后补助的平台统称为“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４）中央宣传部追授 FAST 发起者和奠基人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推荐理由】2017 年 11 月 17 日，中央宣传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南仁东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是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简称 FAST）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实现了我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

望远镜的梦想。FAST 的建成将产生大量的科学数据，为我国天文学跻身世界一流创造了条件。目前处于调试阶段的 FAST 正以 200

微秒采样频率进行观测。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FAST 新发现并得到认证的脉冲星已经达到 9 颗。这是我国天文望远镜首次发现

脉冲星，实现了我国该领域“零的突破”。2017 年 9 月，南仁东因病逝世。 

 

 （５）我国陆地卫星数据接收站网全面建成  



【推荐理由】2017 年 5 月 31 日，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全国接收站网

建设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陆地观测卫星数据接收站网全面建成。该站网的建成使我国直接接收卫星数据的覆盖范围达到全

部疆土和亚洲 70％的区域，填补了我国西部和南海等重要战略区域的空白，显著增强了我国遥感应用的数据服务能力。 

 

（６）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共享平台英文网站登上世界舞台 

【推荐理由】2017 年 10 月 24 日，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共享平台英文网站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地球观测组织 (GEO)第 14 届全会

上开通，标志着我国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共享平台正式面向国际社会提供数据共享服务，推动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的发展。该平台

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地球观测数据免费共享资源库，已形成了一个主中心和 11 个分中心互联互通的组织架构，实现了 3000 多万条全

局元数据统一发现、300TB 精选遥感数据汇交和服务、200TB 以上国际优质遥感数据资源的本地化镜像服务以及科学信息产品的

DOI 出版和共享，实现了我国“陆地、海洋、气象”全系列卫星数据的一站式共享服务，确保了数据资源高效利用以及共享服务工

作的良性发展。 

 

（７）我国建成世界最大油料作物种质资源库 

【推荐理由】据 2017 年 4 月 9 日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油料作物种质资源库，共收集保存国内

外油菜、花生、大豆等种质 30426 份，在推进油菜、花生、芝麻高油育种、抗性遗传改良等研究方面跃居国际领先行列。该油料作

物种质资源库是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平台——油料种质资源子平台的主要组成部分。油料种质资源子平台主要开展油料作物种质资

源的整合和共享服务，有效推动了我国油料作物的遗传改良和产业发展。  

 

（８）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加入开放获取 2020计划 

【推荐理由】2017 年 10 月 26 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正式签署了开放获取 2020 计划（OA2020）倡议的《关于大规

模实现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意向书》。该计划旨在通过推进大多数学术期刊从订阅形态转变为开放获取形态，实现平稳、快速、服

务于学术界的转型，充分发挥开放获取的全部优势，解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知识获取之间的突出矛盾。

NSTL 签署 OA2020 意向书，代表国家级文献情报机构迈上国际学术出版体系创新发展的平台，积极参与和推动学术期刊从订阅向

开放获取转变的国际化合作。这将有利于发挥科技文献资源国家平台的作用，为我国科技人员提供更好的文献保障和服务，同时，

也有利于在全球学术交流体系的治理、改革和创新发展中贡献更多的中国元素。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布  

【推荐理由】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该法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明确了政府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责任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要求，并对公共图书馆运行管理制

度、应当承担的服务功能和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等进行了规定。该法分总则、设立、运行、服务、法律责任、附

则 6 章，共 55 条，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0）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验收  

【推荐理由】据 2017 年 10 月 9 日报道，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验收。该工程中心是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于 2013 年 5 月经科技部批准组建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跨领域科技资源深度挖掘与分析、大数据管理和质量控制、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并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国家大型科研仪器网络管理平台中得到了应

用，已形成覆盖范围较广的三级科技资源服务网络，推动了我国科技资源高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