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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调查装备的共享是提升海洋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但因海洋调查装备使

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体制机制等制约,我国仍然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体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洋科学调查船时费专款”以来,形成了良好的运

行机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船时共享经验和调查资料开放共享经验,着手规划和探索构建船时共

享、资料共享和装备共享“三位一体”的海洋调查共享服务平台体系恰逢其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

验,针对我国海洋调查装备共享问题难点,本文提出了若干宏观对策和举措建议,以期为更好服务

我国海洋科技原始创新和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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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工作是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基石,海
洋调查装备更是进行海洋调查工作的必要技术手

段.深入认知海洋科学奥秘、高效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有效保护海洋环境、有力维护海洋权益都离不开

海洋科学的发展和海洋调查装备的支撑[１３].通过

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型海洋调查装备诸如无人

水 下 缆 控 潜 水 器 (Remote Operated Vehicle,

ROV)、载 人 潜 水 器 (Human Occupied Vehicle,

HOV)、水下自主航行器(AutonomousUnderwater
Vehicle,AUV)、水下滑翔机(UnderwaterGlider,

UG)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因缺乏使用经验

的广泛积累,许多装备目前尚不够成熟.伴随着我

国在海洋事业的巨大投入,国内也购置使用了相当

数量的进口海洋调查装备.这些大型装备由于缺乏

统一的共享使用机制,总体来说处于分散使用的状

态.开放共享是解决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重复购置和

闲置浪费等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同时,开放共享是国家宏观战略需求,能够充分发挥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作用,促
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为科技

强国的建设提供条件支撑[４].因此,中国迫切需要

冷疏影　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地 球

科学部处 长、二 级 研 究 员,先 后 在 北 京 大

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获

得学士、硕 士 和 博 士 学 位,以 第 一 或 通 讯

作者发表研究论文６０余篇,作为主编及主

要作者出版了专著«地 理 科 学 三 十 年:从

经典到前沿»(中英文版).曾 获“有 突 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和“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围绕国家海洋战略和国际海洋合作需求,实现海洋

调查装备利用效益的最大化,降低海洋调查装备的

运行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海洋调查装备的服

务潜能,创建适应多学科融合的海洋调查装备服务

共享管理体系[５].２００９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海洋科学调查船时费专款”项目,即“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以下简称“共享航

次计划”).该计划在探索科学基金资助新模式的同

时,有力推动了海洋科学考察船资源合理配置以及

调查资料开放共享.但截至目前该计划尚未涉及海

洋调查装备开放共享[６,７].本文在总结和梳理国内

外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分析我国

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发展领域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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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提出未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１　国外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发展趋势及启示

随着人类科学探索和资源开发向深海大洋挺

进,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海洋强国纷纷加大了对海洋

设施研发的投入力度,海洋科学考察船及海洋调查

装备获得了快速发展.但随着海洋调查装备需求的

不断增加,传统的管理模式逐渐暴露其弊端,凸显出

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运行成本过高、海洋调查装备

使用效能低下等问题[８１１].为进一步统筹海洋调查

装备资源,使之发挥最大效力,世界海洋强国大都在

海洋调查装备运维管理和服务共享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服务共

享机制,建成了比较完善的海洋调查装备服务共享

管理平台,实现了高度信息化的管理方式.总体上,
国外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
单一研究机构小范围共享向跨机构、跨国家共享发

展;也逐步演化出研究机构自主开放共享、国家层面

统筹共享和国际间互助共享等三种共享模式,最终

实现统筹现有装备专业化运行维护和共享使用,同
时兼顾装备发展、更新规划等的顶层设计.

１．１　机构设立,自主运营

国际海洋科技强国大都依托其国立海洋研究机

构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海洋设施共享机制.这些研究

机构负责运行海洋设施,并对外提供商业化服务,其
收入和运行经费相对比较独立,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譬如,英国国家海洋中心(NationalOceanography
Centre,NOC)牵头并与英国海洋科学界诸多研究机

构合作,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国家海洋科学设备池

(NationalMarineEquipmentPool,NMEP),拥有超

过１００００种海洋科学仪器设备,为整个英国海洋科

研需求提供服务,同时提供熟练的海洋技术人员和

专业的技术支持,保障仪器设备的可靠稳定运行,确
保获取高质量的科考数据.NMEP调查装备除了

向海洋 科 学 界 开 放 共 享,还 向 商 界 提 供 租 赁 服

务[１２].这种模式在欧洲比较普遍,如法国海洋开

发研究院(FrenchResearchInstituteforExploration
oftheSea,IFREMER)负责规划、建造和管理法国

海洋科考船队设施,同样注重海洋调查装备的服务

共享,其与法国国家空间中心和国家气象局共用海

洋卫星观测设备进行综合性海洋观测[１３１５].德国亥

姆霍兹基尔海洋科学研究中心(GEOMARHelmholtz
CentreforOceanResearchKiel,GEOMAR)根据政

府规定成立协调委员会来规划仪器设备的使用,中

心负责设备的日常运营和维护,并向所有科研单位

和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开放[１６].荷兰皇家海洋研究

所 (Royal NetherlandsInstituteforSea Research,

NIOZ)负责运行该国的 国 家 海 洋 设 施 (National
MarineFacilities,NMF),为在荷兰工作的研究人员

提供船只、航海设备、数据管理和专业配套技术人

员.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Shirshov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IORAS)是俄罗斯最大的海洋研究机构,
拥有１０ 多 艘 海 洋 科 学 考 察 船 和 多 型 载 人 潜 水

器[１７１９].IORAS同样注重海洋调查装备的共享管

理,设有海洋研究协调中心,积极协调各涉海研究机

构海洋调查装备进行多用途研究,促进世界海洋机

构跨区域国际合作,同时还支持俄罗斯国家海洋研

究科 学 委 员 会 (ScientificCommitteeon Oceanic
Research,SCOR)的运作.

澳 大 利 亚 联 邦 科 学 与 工 业 研 究 组 织

(CommonwealthScientificandIndustrial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负责管理使用国家海洋设施

装备,受国家海洋设施指导委员会(MarineNational
Facility,MNF)和三个独立的小组委员会(研究咨询

委员会、国家福利咨询委员会、补充调度委员会)监
督.日本 海 洋 科 学 技 术 中 心 (Japan Agencyfor
MarineＧEarthScienceandTechnology,JAMSTEC)
拥有１０多艘大型海洋科考船,并配有系列深海潜水

器以及其他各种海洋调查设备和仪器.JAMSTEC
的海洋科考船调查航次和调查装备均可以在网站上

直接进行申请,采取无偿、租赁等多种方式使用.在

运行机制方面,JAMSTEC采取由“国家＋民间”共同

运作的半官方管理运行模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２０].
以上这些研究机构的海洋调查装备运营及共享

开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授权,接受国家的

直接资助,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海洋调查装备规划建

设、运行管理、开放共享模式,很好地促进了海洋科

学研究的进步.但是受制于整个国家体量及管辖海

域的限制,这些研究机构尚不能完全独立支撑国际

大科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在此基础之上,相关国家

通过国际合作逐渐建立起了跨国海洋调查装备共享

机制,并以此为依托支撑国家间科技合作及国际大

科学计划的顺利实施.

１．２　跨国设立,共同运营

欧洲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最初在几个海洋强国

间展开,逐 步 形 成 了 以 欧 洲 海 洋 科 学 考 察 船 队

(Eurofleets)、欧 洲 海 洋 设 施 交 换 集 团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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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ExchangeGroup,OFEG)共享计划为代表

的欧洲国家间的海洋科学考察船与海洋调查装备的

共享机制,这些共享机制也支撑了诸如全球海洋观测

系统(GlobalOceanObservingSystem,GOOS)、全球

海洋联合观测组织(PartnershipforObservationofthe
GlobalOcean,POGO)等大型国际合作计划.

其中较早启动的是 OFEG共享计划,１９９６年由

英国、法国、德国开始发起,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间

海洋科学考察船和海洋调查装备的共享,这种共享

的基本原则是不进行经费交换,而是根据海洋科学

考察船或海洋调查装备的价值赋予不同的积分点

数,通过积分系统确保船时和机时的等价交换.

OFEG设备池中的设备部分可以免费使用,其余设

备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使用另一机构的海洋科学

考察船或设备,受益机构必须付出对等的船时或机

时,所以其运营成本仍然落在船东或设备拥有者身

上.海洋设施交换计划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间进行了百

余次,１５００余天(图１)、近２００００点积分(图２)的设施

共享,其中德国和英国之间的设施互换最为频繁[２１].

Eurofleets有别于 OFEG,它主要是围绕科学

目标,共享欧洲国家间的海洋科学考察船和海洋调

查装备,其经费来源主要为欧盟委员会.Eurofleets
已 经 执 行 了 两 期,分 别 为 Eurofleets１ 和

Eurofleets２,目 前 正 在 执 行 的 是 Eurofleets＋ .以

Eurofleets２的“区域 ３”行动计划为例,该计划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间共执行了１１个航次、９９天的海上

观测任务[２２].在“东南地中海碳酸盐渗漏”航次中,
来自以色列、瑞士、德国、意大利的科学家搭乘希腊

的“AEGAEO”号科学考察船,利用“MaxRover”号

ROV,进行东南地中海及以色列近海富营养化海水

中碳酸盐堆积及深海珊瑚的相关研究.执行期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的Eurofleets＋ 动员了２７条科学考察

船、５套AUV、８套ROV,欧盟出资１０００万欧元,发
起“海洋”“区域”等研究计划[２３].Eurofleets在巩固

泛欧区调查船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海洋科学考察船

与海洋调查装备的协调使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欧洲和非欧洲国际研究人员均可通过网络系统

申请搭载欧洲最先进的调查船以及使用 AUV 和

ROV等大型海洋调查装备进入北大西洋、地中海、
黑海、北海、波罗的海、太平洋、南大洋和罗斯海开展

调查研究.
由于 OFEG共享计划是跨国合作,因此其运行

体制机制上尽量避免资金往来,也尚未形成稳定支

持的资金来源渠道.而Eurofleets计划是通过科学

计划的设立获得周期性的资助,其最大优点在于有

明确集中的研究目标,通过整合相关国家的优势资

源,在一定的周期之内完成有效的科技攻关,助推重

大科学问题的解决.

１．３　国家设立,统筹运营

二战以后,美国海洋领域的科研机构迅速发展

壮大,形成了多所世界知名研究机构协同发展的局

面,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的

体制机制.这种共享体制机制建立的标志就是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 通 过 大 学—国 家 海 洋 实 验 室 系 统

(UniversityＧNational Oceanographic Laboratory
System,UNOLS)形成的管理组织框架.在这个框

图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OFEG成员设施共享交换时间(天)
(引用自OFEG官方网站BARTEREXCHANGEACTIVITY[２１])

图２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OFEG成员设施共享累计点数

(引用自OFEG官方网站BARTEREXCHANGEACTIVITY[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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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UNOLS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海洋调查力量,
通过组建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三层体系

架构,实 现 对 大 型 海 洋 调 查 装 备 的 高 效 共 享 利

用[２４],解决了船舶用时管理混乱和海洋调查装备管

理分散化及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２５,２６].
截至目前,UNOLS设有船时计划委员会等１１

个科技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规划计划、资源分配方

案和组织绩效评估.UNOLS统筹成员单位相关资

源,建有海洋科学考察船队和各种设施池,设施池中

共有海洋调查装备１１５７种[２７].其中科考船队拥有

２０艘海洋科学考察船舶,国家深海设施池有多型

ROV、AUV,国家海洋飞机库有１９架飞机,还有其

他诸如海底地震仪(OceanBottom Seismometer,

OBS)、锚系浮标等设施池.这些设施池或专业委员

会除负责运行设施池中的设施之外,还负责这些设

施的建设、更新规划,技术人员培训以及设施数据处

理等工作,可以说这些委员会和设施池构建起了

UNOLS科学考察船和海洋调查装备、人员等发展

规划、运行管理、数据共享等管理体系,并且通过５０
多年的运行已经日渐完善成熟,对推动美国海洋科

技进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UNOLS的设施池依托相应的研究机构建设运

行,例如斯克里普斯海洋所(ScrippsInstitutionof
Oceanography,SIO)具体负责 UNOLS设施数据中

心和绞车池等建设运行工作,通过制度建设保障了

大部分大型仪器设备与实验室对外共用或开放.
这不仅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用率,降低了运行成

本,而且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有效提升了SIO 的国际声誉[２８,２９].同样作为

主要成员单位,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oodsHole
OceanographicInstitution,WHOI)是 UNOLS深海

试验装备、锚系潜标、OBS等设施池的建设运行单

位,向通过 UNOLS评审的项目提供载人潜水器等

装备下潜作业的专业化应用服务,操作过程严格、科
学和有序,实现了装备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使用[３０];
船载科学技术服务部门会为海洋科学考察船配备海

上现场调查和岸基维保技术支撑人员,保障调查装

备的正常运行.
纵观世界海洋强国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之路,

大致经历了从研究机构自发共享逐步发展到国家层

面统筹共享和国际间相互共享的道路,其发展阶段、
共享模式、经费来源等不尽相同,总体而言是向着海

洋调查装备发展规划顶层化、运行管理专业化、资源

利用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

家海洋科学研究的进步,也助推了这些国家和研究

机构长期处于国际领先的优势地位.这些宝贵的经

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海

洋调查装备共享模式.

２　我国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历程及存在的

问题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为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

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国务院

７０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

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３１]发布,明确要求

“制定促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的管理制度和办

法”,积极推动国家重大科研设施和大型仪器设备的

共享.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教育部４号文件«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的指导意见»[３２]指出,加强仪器设备的开放共

享,深度挖掘服务潜能并为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是

国家对各高校的要求;２０１７年９月,科技部会同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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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进一步推动

了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的开放共

享,释放了科研仪器的服务潜能,提高了设备使用效

率;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科技部、海关总署印发了«纳入国

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管理办法(试行)»[３４],推动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２０２２年７月,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又制定

了«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

享评价考核实施细则»[３５],进一步规范了国家重大

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和

奖惩工作.

２０１４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央级高校

和科研院所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
在其推动下,纳入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的大型科研设

备由２０１８年的３．４万台(套)增加至２０２２年的４．７
万台(套),纳入国家网络平台统一管理的仪器入网

比例及优良率逐年提升[３６４０].我国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开放共享已初见成效,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的杠杆、
导向和激励作用十分显著.这些政策和工作的实

施,为海洋科考装备与服务共享发展提供了必要的

战略引领和政策支持.

２．１　国内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历程

海洋仪器装备的共享相较其他领域起步晚、程
度低,部门之间及机构之间的发展也不均衡.２００８
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科学大型仪器设备区域中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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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设立,该中心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６家

中国科学院涉海单位共建,目前纳入共享的室内分

析测试仪器３３２台(套),资产总值约５９亿元(海洋

科学区域中心２００８年成立之初,固定资产总值约

１７亿元),已建成海洋领域跨地域分析测试平台１１
个,可进行海洋样品全基质、全要素的分析测定[４１].
大型 分 析 测 试 仪 器 的 共 享 率 从 １７７％ 提 高 到

４４８％,区域中心的建设和运行在提高大型仪器使

用率和共享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２０１１年,自
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建立了科学仪器共享平

台,制定出台了科学仪器共享相关管理办法,通过物

联网技术实现了科学仪器资源的有效集中和开放共

享[４２].２０１９年,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发了

“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管理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实
现仪器管理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严控出海科

考仪器风险,在提升海洋科学仪器管理水平的同时,
促进社会共享[４３].中国海洋大学海底科学与探测

技术以及海水养殖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也建立了大

型仪器设备开放共用管理体系,面向校内外开放共

享[４４,４５].南方科技大学建立 OBS共享服务平台,
通过有偿共享,让平台能“自造血液”,解决我国当前

OBS设备昂贵、使用效率低下、技术支持和服务滞

后等突出问题[４６].

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共享航次计划“普惠

型”航次的基础上,结合“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

相互作用”重大研究计划(以下简称“西太计划”)需
求,组织实施了“重大科学问题引导航次”(以下简称

“重大科考航次”),其中“共享航次计划２０１９年度西

太平洋多圈层相互作用板块俯冲起始机制科学考察

实验研究(航次编号:NORC２０２０Ｇ５８１)”项目,围绕

板块构造研究需求,统筹使用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的多道地震探测系统.“共享航次计划２０２０年度西

太平洋复杂地形对能量串级和物质输运的影响及作

用机 理 重 大 科 学 考 察 实 验 研 究 (航 次 编 号:

NORC２０２１Ｇ５８２)”项目,围绕南海冷泉水体—沉积

物物质能量交换及生物群落演变研究需求,共享使

用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发现”号４５００m 级

ROV系统.可以说,共享航次计划通过西太计划的

两个重大科考航次在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共用机制探

索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为加快探索大型海洋调查装

备的共享共用机制,创新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模式,自
然科学基金委在２０２１年度共享航次计划中设立了

“共享航次计划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战略研究”项

目;在２０２２年度共享航次计划中,首次发布“海洋

调查装备共享科学考察实验研究”项目指南,并资

助了 “共享航次计划２０２２年度残留洋脊岩石圈—
软流圈动力学过程研究装备共享科学考察实验研

究(航次编号:NORC２０２３Ｇ６０１＋NORC２０２３Ｇ０８)”
项目,启 动 基 于 OBS的 海 洋 调 查 装 备 共 享 试 点

工作.

２．２　国内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中国新建海洋科考船的数量超

过３０艘,配备了大量的海洋调查装备.据不完全统

计,众多海洋研究机构的仪器共享平台主要还是以

室内分析测试设备为主,仅有诸如以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科学”号为代表的少量海洋调查装备进行

了较大范围的共享使用[４７],大量的海洋调查装备还

没有实现资源共享.可以想见,未纳入共享管理平

台的海洋调查装备是一个多么浩大的数字.除了数

量巨大,海洋调查对象繁多、学科面广,用于测量和

取样的调查装备种类和专业门类众多,要么低值量

大、要么复杂昂贵.调查作业场景涵盖大气、水体、
海底,以及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调查作业方式还

可大体划分为船载走航、定点漂流、遥感遥测、原位

实验等大类.因此,相比于其他领域,海洋调查装备

的管理和运行本身就是一项专业性强、复杂度高和

风险与成本控制难度大的系统工程.统筹管理和共

享使用好科学考察船和海洋调查装备,不仅是必要

的,也是充满挑战的.归纳起来有如下问题和难点

亟待解决.

２．２．１　海洋调查装备共享缺乏国家战略引领和规

划布局

我国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很多关于大型仪器

装备共享管理的办法和意见,但是迄今没有对海洋

调查装备开放共享提出针对性要求,国家海洋科技

发展战略和规划也没有提出与科技发展目标相匹

配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发展规划,导致海洋调查装

备的运行管理大多数还处于研究机构分散独立、各
自为战、自发共享的状态,涵盖政策制度、组织架

构、资源配置、运行管理、评价考核等在内的一体

化共享体系尚未建立.同样因缺失专业性、可操作

性强的指标体系,中央级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

价考核在海洋调查领域的杠杆、导向和激励作用尚

未发挥.

２．２．２　海洋调查装备跨部门管理缺乏体制保障

规划和组织开展海洋科学技术研发的政府部门

涉及发改、科技、财政及众多的行业主管部门,所资



　

　２７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３年

助的科研计划专项和项目的定位和使命既各有侧

重、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叠.分属不同部门和行业的

海洋科技研发机构也存在类似情况,导致其所有和

管理的海洋调查装备的使用定位、管理体系、技术标

准和开放权限等有很大差异,在规划建设、评价考核

方面也出现了同质化发展的趋势.同样不可忽视的

是,海洋调查装备运行管理经费的支持方式、资助强

度和稳定程度无法支撑调查装备的持续性和规模化

开放共享.因此,部门所有制是海洋调查装备共享

模式建设和运行的最大制约因素,如何在服务于海

洋科技发展过程中找到装备共享的最大公约数面临

严峻挑战.

２．２．３　海洋调查装备共享缺乏科研引领的动力

海洋调查装备共享的最终目标是支撑海洋强国

建设,攻关“四个面向”亟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目前,开展海洋调查装备共享的研究机构仍更多停

留在以装备共享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机构自身发

展的角度想的多,对装备共享能带来哪些重大科学

突破缺乏系统研判.为更好地提升我国海洋基础研

究水平,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致力于推动海洋调查

条件保障体系建设,在成功实施基金项目海上调查

船时共享和资料共享的基础上,正在积极探索海洋

调查装备共享机制.但从全国层面看,以海洋调查

装备共享为突破口、多部委联动的海洋科技支撑保

障体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３　我国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发展的对策与

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的海洋调查装备经过多年的快

速持续发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已经有了相当好

的积累,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及若干涉海研

究机构前期已经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有益的共享尝

试,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起步

阶段,但是开展我国海洋调查装备共享体系建设的

时机和条件已基本成熟.通过借鉴国外海洋调查装

备共享的成功经验,结合国内海洋调查装备共享的

探索实践及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提出以下对策和

建议.

３．１　发挥国家战略引领作用,多措并举推动海洋调

查装备共享

３．１．１　加强统筹协调,创建共享体系

围绕国家海洋领域“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中长期

发展目标,强化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在海洋科技创新

支撑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以研究机构自主

共享为基础、部委层面统筹共享为核心、国家层面规

划共享为目标的中国海洋调查装备三级共享体系.
同时,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加强制度

保障和政策指导;建立健全跨部委资源统筹配置、评
价考核和风险管控机制,例如在各类相关科技计划

专项和项目经费科目中规定一定比例的装备共享费

用落实共享运行、资产使用和风险成本补偿,在科研

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中采取分类考核和分类排名

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正向激励,全方位一体化推进海

洋调查装备共享.

３．１．２　加强国际合作,搭建共享网络

纵观海洋科学发展历史,加强国际合作是大势

所趋.深度参与当前海洋领域国际合作,是提升我

国海洋科学竞争力和提高海洋治理能力的一项关键

举措.无论是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

年”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还是中国正在大力倡导

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egionalComprehensive
EconomicPartnership,RCEP),均为进行海洋调查

装备共享国际合作提供了机遇和平台.我国应当

积极探索建立双边或多边海洋调查装备合作共享

机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洋科学考

察与装备共享网络建设,通过发起和实施国际大科

学计划,共同加深对区域和全球海洋的科学认知,
进而为区域和全球海洋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

３．２　发挥科学基金制度优势,加快探索海洋调查装

备共享机制

对于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来讲,科学目标导向的

基础研究领域是最易于化解部门所有制体制障碍、
找到解决方案最大公约数的领域.自然科学基金委

已积累了基金项目海上调查船时共享和调查资料共

享的丰富管理经验,加快探索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机

制恰逢其时.

３．２．１　构建“三位一体”的海洋调查资源共享模式

共享航次计划前期已围绕海洋科学和地球科学

前沿性重大科学问题部署了重大科考航次.实践证

明,重大科学问题的调查研究不仅依赖于大型海洋

科学考察船,更依赖于大型海洋调查装备.因此,可
以从重大科考航次入手,探索海洋调查装备的共享

机制,实现船时、资料与装备同步共享,集中有限的

海洋调查资源推动特定科学目标的实现.船时与装

备同步共享还可对调查数据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控

制,不断完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从根本上提高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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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质量,促进调查数据高水平开放共享.构

建船时共享、资料共享和装备共享“三位一体”海洋

调查资源共享模式,更加有效地盘活大型、昂贵及紧

缺的海洋调查装备,促进重大科学成果产出,充分发

挥国家资金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好地发

挥科学基金制的引领作用.

３．２．２　建立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服务平台

在共享航次计划实施过程中,运行近２０年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海洋科学资料共享服务中心对海上

调查资料的汇交整理、数据质量控制、开放共享服务

以及资料共享制度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
科学基金共享航次计划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对

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服务,仍可运用共享航次计划已

有的管理积累,并充分借鉴国内外海洋调查装备共

享成功模式,建设高效开放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服

务平台,为共享航次计划提供海洋调查装备和技术

保障,直接服务于共享航次计划高质量发展.可以

考虑遴选海洋调查装备和技术人才储备丰富、运行

管理专业水平较高、开放共享基础较好的研究机构,
建立１(中心)＋N(专业分中心)的海洋调查装备共

享服务平台,落实海洋调查装备共享的组织协调工

作,建立全流程运行管理机制,统筹协调成员单位海

洋调查装备共享应用;依托大型、高值、大宗海洋调

查装备如 OBS、ROV、HOV、AUV等的优势管理机

构,建设专业运行管理分中心,发挥其在研发、运行

和维护及调查资料质控分析方面的专业技术特长,
构建完善的技术体系和人才队伍体系,支撑海洋调

查装备的高效专业运行.

３．２．３　设立海洋调查装备共享项目

现代海洋科学考察船和调查装备的运维均以强

大稳定的资金保障为前提,而目前的共享航次计划

资助经费体量尚无法满足航次期间海洋科学考察船

的运行费用.因此首先需要扩大共享航次计划经费

规模,才能构建船时共享、资料共享和装备共享“三
位一体”的海洋调查资源共享模式.其次,目前的共

享航次计划隶属于专项项目类型,受宏观管理办法

指导,但在具体的资助模式上仍有足够的探索空间.
因此可以在保持现有资助体系不变的前提下,优化

共享航次计划资助布局,结合重大科考航次,设立海

洋调查装备共享项目.针对不同科考航次的装备共

享需求,支持各专业分中心建设主要调查装备资源

池,探索不同类型装备的多样性共享机制,提出专业

化的运维管理制度和考评体系,有序推动装备共享

工作取得成效.

４　总结与展望

本文阐述了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对支撑海洋科技

发展、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的重大意义,回顾了国内外

海洋调查装备共享发展历程,总结了国内外的成功

经验,剖析了我国在战略引领、规划布局、体制机制、
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提出了因

地制宜建设中国海洋调查装备共享体系的对策和建

议.在宏观层面上,建议发挥体制优势创建共享体

系,搭建国际共享网络服务国家海洋战略.在具体

举措上,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加快探索,构建“三位

一体”的海洋调查资源共享模式,建立海洋调查装备

共享服务平台,设立海洋调查装备共享项目,为走出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调查装备共享之路提供有

益的参考.
海洋科研,装备先行,共享赋能.海洋调查装备

的共享发展是促进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举措,

是提高我国海洋领域国际影响力、话语权的有力支

撑.海洋调查装备共享,既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总

体布局,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方面提供指导和依

据;也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分工协作,紧密围绕急需解

决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探索建立和完善中国海

洋调查装备共享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运行模式.自然

科学基金委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领头羊,
应当立足自身职责定位,创新管理模式,加大统筹支

持力度,为海洋基础科学研究和海洋科技强国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致谢　感谢共享航次计划第四届指导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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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haringofmarinesurveyequipmentisanimportantwaytoimprovetheoriginalinnovation
capability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However,duetotheinstitutionalconstraints,arelatively
completemarinesurveyequipmentsharingsystem stillhasnotestablishedin China．Althoughrich
experiencesinshipＧtimesharinganddatasharinghaveaccumulatedandagoodoperatingmechanisminthe
developmentofthe“ShiptimeSharingProject”hasformedunderthe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arelativelycompletesharingsystemandmechanismhasnotbeenestablished,duetothehighrisksinthe
useofmarinesurveyequipment．Inviewofthisurgentproblem,the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hasmadeapreliminaryexplorationintheprocessofconstructingtheTrinitysharingofmarineequipment,

shiptimeanddatatomakemarinesurveyequipmentbetterservetheoriginalinnovationofmarinescience
andtechnology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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