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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顾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

历史背景和建设历程 ,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布局、资产设备、研究队伍、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等各方面 ,分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现

状 ,简要指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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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历史背景

与基本思路

　　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的实施是我国科技体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 ,该计划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经过 10年内乱浩

劫的我国科技事业 ,迅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 ”以及“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

化 ”的战略思想 ,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

展的决定性作用 ,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

理论依据。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 ,大批科技力量进

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应用研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

支持 ,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推进了科技

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是科技与经

济发展的源泉 ,是高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 ,是培养

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摇篮。在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发

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 ,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1984

年 ,根据当时我国基础研究整体实力薄弱、力量分

散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难以有大幅度增加的实

际情况 ,为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 ,探索适合我国基

础研究发展的新体制 ,由原国家计委牵头 ,原国家科

委、原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使国家重点实验

室成为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

科学家的重要基地。一方面 ,鼓励科学家在学科发

展前沿进行创新性研究和积累 ,探索自然规律 ,带动

相关学科乃至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 ,鼓

励科研人员将研究工作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需求

相结合开展研究。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创造

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 ,吸引、稳定一批从

事基础研究的优秀科学家 ,同时积极发现和大力培

养优秀人才。

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突破部门所有制

造成的封闭和割据 ,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的

运行机制 ,鼓励人才流动 ,积极开展和参与国际合作

与学术交流 ,使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开展国内外学

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坚持择优原则 ,按照规

定程序 ,严格评议 ;坚持国内一流、在国际上占有一

席之地、在各领域能代表我国科研水平的原则 ,实行

集中投资的方针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着

力提高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质量和建成后的运行

效益。

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历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20年的发展过程 ,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国家重点投资建设阶段 (1984—1993年 )

1984年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得到了国家

的重点支持 ,根据当时我国的科研工作基础和国家

需求 ,以大学和研究所的优势学科和研究团队为基

础 ,国家投资 6 100万人民币 ,批准建设了首批 10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 ,核拨 1 660万美元的外汇额

度 ,用于购置国外先进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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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到 1993年 ,是国家投资建设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主要时期之一 ,也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快速发

展的重要阶段。在这期间 ,国家共投资经费约 9亿

元人民币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81个 ,重点部署在

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和卫生部等的高等院

校和研究所。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实施初期 ,就建立

了较严格的建设与管理程序。这一阶段 ,原国家计

委召开了两次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会议 ,先后制定

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试行管理办法 》、《国家重点

实验室评估规则 (试行 ) 》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信

息统计年报 》。提出了“开放、联合、流动 ”的运行管

理机制。

2. 世界银行贷款建设阶段 (1991—1997年 )

1991年我国与世界银行签订了《重点学科发展

项目信贷协定 》(期限 5年 ) ,使用世行贷款 8 633. 4

万美元 ,批准建设了 7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7年

立项 )。世行贷款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多数建在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工程技术领

域。这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成 ,标志着我国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框架基本形成。

1994年 ,正值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十周年 ,由原

国家计委牵头组织 ,总结了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经验 ,

分析研究了建设、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根据当

时情况提出了关于今后 10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

的方向、目标和任务的设想。1994年 12月 ,由原国

家计委等八部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会上 ,国务委员兼国

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等发表重

要讲话 ;表彰了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中涌现的一

批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并颁发了“金牛奖 ”。

3. 巩固提高发展阶段 (1998—2004年 )

1998年国务院的机构改革 ,国务院在批复科技

部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的“三定 ”方案中 ,明确了“将

国家计委负责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及相应的经费

安排划归科技部 ”。

科技部为了加强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 ,就

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布局及发展规划进行了充分的

调查研究 ,并结合新时期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需要

以及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的需求 ,提

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体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1) 制定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十五 ”

发展规划 》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与运行 ,培养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一流

实验室 ,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实验室体系 , 2000

年科技部制定完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十

五 ”发展规划 》。实施该规划 ,进一步加强了重点实

验室的管理 ,通过新建、淘汰和调整 ,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结构和布局进一步完善 ,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促

进了实验室整体水平和能力的有效提高 ;并通过承

担大量国家、部门重大研究任务 ,产生了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 ;初步形成了有利于原

始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学术氛围 ,吸引、稳定和培养了

一批高层次科研骨干 ,提升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国

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2)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制度建设

2002年 ,为了适应新形式下国家重点实验室发

展的需要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要求 ,科技部颁布

了新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该

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宗旨和定

位 ,规范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和建设申报的相

关程序。

1990年 8月 ,原国家计委首次制订了《国家重点

实验室评估规则 (试行 ) 》。1999年 ,科技部又完成

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 》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评估指标体系 》的修订工作。新的评估规则简化了

评估指标 ,由两级指标简化为一级指标 ,增加了优秀

类实验室的比例 ;突出了对实验室解决重大科学问

题的能力、研究水平、人才引进与培养、运行管理等

方面的考核 ;同时引入了竞争机制 ,实行淘汰制。

2003年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革和发展的思

路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

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的意见 》和《关于改进科学

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 》,在科学分析并广泛征求有关

部门和各国家重点实验室意见的基础上 ,对评估规

则又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较大的修改 ,颁布了新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 》,其宗旨是“鼓励科技创新、

引导实验室出重大成果、培育有重大影响的国家重

点实验室 ”。该评估规则取消了定量评估 ,突出了对

代表性成果的评价 ,引导实验室集中精力从事原始

创新研究和出大成果 ,进一步简化了评估指标 ,强化

了对实验室的整体评估。

在强化制度建设的同时 ,实行“巩固、提高、调

整、发展 ”的方针 ,在新兴学科和重要前沿领域 ,在优

势力量集中、但实验室布局不足的领域 ,根据《国家

重点实验室十五规划 》,新建了一些国家重点实验

室 ;并进一步强调国家目标 ,对研究方向较窄的实验

室 ,按学科前沿发展和学科交叉的需要适当拓宽了

研究方向 ,充实了实验室队伍 ,重视了对服务支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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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培养。在发展中调整和完善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布局 ,强化建立了“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的运行

机制 ,切实实行了优胜劣汰和有进有出的方针。建

立了与主管部门、单位“共建、共管 ”的管理体制 ,共

同推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3) 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布局

1998—2004年 ,共新建了 21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其中一部分是评估成绩为优秀的部门开放实验

室升级建设的 ,另一些是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而建设的。同时 ,撤销了 11

个评估成绩较差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种有进有出

机制的建立 ,促使国家重点实验室充满活力、保持高

水平。另外 ,对一些实验室进行了更名和研究方向

的调整。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带动和影响下 ,各部门和

地方陆续建立了一批部门重点实验室 (约 500个 )和

省 (市、自治区 )重点实验室 (约 300个 )。初步形成

了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主 ,部门和省 (市、自治区 )重

点实验室为辅的实验室体系。

(4) 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建设

为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促进科技

资源优化配置 ,提高科技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科学技

术评价机制 ,正确引导科技工作健康发展 ,不断增强

我国的科技持续创新能力。2003年科技部颁布了

《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的意见 》和《关于改

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 》,明确要求坚持“公平、

公正、公开 ”的评价原则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评价制

度 ,规范科学技术评价行为 ;倡导质量第一 ,克服浮

躁、急功近利等短期行为 ;加强科学道德建设 ,营造

良好的创新文化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

为等 ,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 ,激励科技人员勇于从事

原始性创新研究。

(5) 筹建国家实验室

科技部从 2000 年开始推动国家实验室试点工

作。现有 6个试点国家实验室正在筹建中。通过整

合关联度高、学科互补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相关实

验室资源 ,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团队 ,建设学

科交叉、综合集成、人才汇聚、机制创新的国家实验

室。国家实验室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开展前瞻

性、创新性、综合性研究 ,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新型运

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国家实验室采用全新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 ,实行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制 ,实验室

主任全球公开招聘 ,加大实验室优化整合重组和仪

器设备开放共享力度 ,促进科研人员合理流动 ,鼓励

实验室强强联合以及保持实验室良性竞争。目前 ,

科技部已将国家实验室列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 ,并在国家中长期

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的制定中

予以进一步体现。

(6) 召开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20周年大会

2004年 12月 ,科技部在京召开了国家重点实验

室计划 20周年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973

计划 ) 5周年纪念大会。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

作了题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增强国家创新能力 ”

的重要讲话。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作了工作报告 ,

回顾、总结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验和取得的成绩 ,

展望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前景。会上对 37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先进集体、5名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计划的突出贡献者、82名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计划先进个人等进行了表彰 ,并向获奖集体

和个人颁发了“金牛奖 ”和荣誉证书。

三、国家重点实验室现状

1.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整体布局

经过 20年的建设和发展 ,截止到 2003年底 ,共

有 16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从领域布局来看 , 161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 7个学科领域 (如表 1)。

表 1　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领域分布

所属领域 数目 (个 ) 百分比

化学科学 22 14%

数理科学 13 8%

地学科学 18 11%

生命科学 38 23%

信息科学 27 17%

材料科学 18 11%

工程科学 25 16%

从部门分布来看 , 16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建

设在 11个部门和省市 ,其中 :教育部 89个 ,中国科

学院 53个 ,卫生部 5个 ,国防科工委 4个 ,农业部 4

个 ,国家计生委、总后卫生部、中国地震局、四川省、

山西省和上海市各 1个。

从地域布局来看 , 16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

全国 22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在北京和上海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数目约占 52% (表 2)。

2.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 , 200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

家重大科研项目、省部级项目及国际合作等科研课

题 7 496项 ,获科研经费 19. 56亿元 ,其中 :国家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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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重点实验室地域分布 　　单位 :个

所属地区 数 目 所属地区 数 目 所属地区 数 目

北京市 50 江苏省 11 山西省 2

上海市 24 辽宁省 8 山东省 2

湖北省 11 陕西省 9 黑龙江省 2

吉林省 7 天津市 5 海南省 1

浙江省 6 四川省 5 云南省 1

广东省 4 甘肃省 4 重庆市 2

福建省 2 湖南省 3 安徽省 1

贵州省 1

题 4 581项 ,研究经费 12. 90亿元 ,分别占课题总数

和经费总数的 66%和 61% ;省部级课题 2 401项 ,研

究经费为 5. 47亿元 ,分别占 28%和 32% ;国际合作

课题 514项 ,合作经费为 1. 19亿元 ,分别占 6%和

7%。

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重大科研成果。以 2003年为例 ,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3年获奖 411项 ,其中 :国家级奖 30项 ,省部级奖

246项 ,其他奖项 135项 ; 200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发

表了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 ,见表 3。

表 3　200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类 别

国内刊物 国外刊物 会议论文

SC I

收录
E I

收录
其他
期刊

SC I

收录
E I

收录
其他
刊物

国际
会议

国内
会议

数目 (篇 ) 2713 2216 6684 7270 207 358 2833 2717

3. 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员构成与人才培养

2003年 ,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固定人员 5 567

人 ,流动人员 2 340人。在固定人员中 ,研究人员有

4 380人 ,占 79% ;技术人员 635人 ,占 11% ;管理人

员 552人 ,占 9. 9% 。研究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构

成如图 1所示。

固定研究人员按学位构成如图 2所示。

固定人员按年龄结构分 , 30岁以下人员有 303

人 , 30至 44岁人员有 3 206人 , 45岁至 59岁人员有

1 244人 , 60岁以上人员 814人 (图 3)。

另外 ,在固定人员中有 :中国科学院院士 136

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52人 ;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 342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28

人 ,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 169 人 ,博士生导师

1 580人。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流动人员中 ,国内人员 2 104

人 ,国外人员 236人 ,其学位和专业技术职务构成如

表 4所示。

图 1　200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

专业技术职务构成

图 2　200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学位构成

图 3　200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年龄分布情况

表 4　国家重点实验室流动人员职务、学位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人数 占流动人员比例

高级职务

博士 1183 50. 5%

硕士 247 10. 5%

本科 428 18. 3%

中级职务

博士 107 4. 6%

硕士 55 2. 4%

本科 320 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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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固定资产

20年来 ,国家筹集了大量资金支持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建设、运行与研究 ,形成了设备比较先进、科

研环境良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撑平台。

截至 2003年底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筑总面积 56. 29

万 m2 ,设备总台数 71 740台。

5. 国家财政拨款

20年来 ,国家逐步加大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

持力度 ,同时 ,部门和依托单位也对国家重点实验室

给予了大量经费支持。

表 5　1998—2003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财政拨款

单位 :万元

年 　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国家财政运行
补助专项经费

8500 10500 12500 13000 13000 13000

国拨设备更新费 8350 13740 15000

四、国家重点实验室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尽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绩 ,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1. 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性认识有待加强

受发展阶段现实性的制约 ,我国科技工作仍然

强调项目管理 ,对科研基地工作重视不够。项目、基

地、人才作为国家支持科技工作的三个重要方面 ,发

展不均衡。

2. 经费投入不足 ,稳定支持渠道尚待建立

长期以来 ,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与发展的主要问题。1998年以来 ,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经费一直没有落实 ,运行补助经费和

设备更新经费也严重不足 ,使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费大部

分来源于各种竞争性科研项目 ,使国家重点实验室

难以按照预定的研究方向与建设目标开展持续、深

入的研究 ,难以吸引国内外的优秀人才到实验室进

行研究工作。

3. 学科布局不尽完善

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综合交叉和新兴前沿领

域布局仍显不足。有的实验室研究队伍较小 ,力量

分散 ,难以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对学科发展的整

体带动作用受到限制。

4. 人员队伍结构不尽合理

现行的国家政策不利于稳定高水平的实验技术

人员队伍 ,这造成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缺乏高水平

的实验技术人员 ,自主研发大型尖端仪器设备的能

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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