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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71、市政协科技和教育委员会、市政协科学技术界

关于进一步促进大科学装置向民营企业开

放的提案

※背景情况※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以下简称大科学装置）作为

人类极限探测的科研利器、根本科学问题突破的关键支撑，

已成为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10年来，上海已

建在建的 15个重大科学装置在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十五五”时期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优化在沪大科学装置的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机

制，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提升科技创新策

源的整体效能。

――――――――――――――――――――――

※问题及分析※

1、面向企业用户的精准开放服务尚需优化。目前，不

同于面向科研用户的免费服务，在沪大科学装置为企业服

务大多以签署合作协议为主，典型如上海光源向百济神州、

比亚迪等民营企业提供机时服务。随着去年我市出台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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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装置相关政策效应的持续显现，截至 2024年 10月底，

上海光源 2024年运行总机时为去年同期 1.3倍，企业用户

机时为去年同期的 1.8倍。但对标国际同类装置开放水平

（如日本 Spring-8企业用户机时占比达 10%，上海光源企

业用户机时占比约为 3%），推动大科学装置向民营企业进

一步开放仍存在提升空间，在企业用户的遴选机制和精准

服务等方面尚需优化。

2、企业参与大装置建设运营的机制尚未健全。目前，

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费用多由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从国际

经验看，企业或社会资本以共建专用装置等方式参与大科

学装置建设成为主要趋势，如日本仙台的新一代 SLiT-J光

源建设企业出资占到 52%。目前，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

究院作为我国第一家参与大科学装置建设的企业，其与上

海光源共建三条专用线站的运营模式尚在探索中，民营企

业目前尚无参与在沪大科学装置建设的案例。总体而言，

民营企业对大科学装置缺乏深入了解，大科学装置的支撑

产业创新的潜能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上海相关部门已组

织民营企业走进大科学装置的相关活动，但总体来说效果

有限。

3、大科学装置分类考核管理机制尚需优化。近年来，

国际大科学装置多从改变考核评价导向、优化内部治理结

构等方面适应企业用户的差异化需求。按照习总书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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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大科学装置分为“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

撑型”三类，并强调要“强化设施建设事中事后监管，完

善全周期管理，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效率”要求，

在沪大科学装置尤其是以光源为代表的通用型和应用支撑

型大科学装置，目前总体考核评价机制仍以服务高校院所

基础研究为主，在主动适应需求变化、优化评价机制等方

面尚需进一步完善。

――――――――――――――――――――――

※建议※

1、优化大科学装置的市场化运行管理机制。对于应用

支撑类的大科学装置，建议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组织变革，成立企业化或新型研发机构的专门运营管理

机构，形成用户支付与财政支持并行的多元互补运行机制，

形成第三方供给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和商业模式。

2、重点提升对科技产业的服务支撑能力。优化大科学

装置面向市场导向企业用户的选题机制，围绕上海产业需

求尤其在生命科学、化学化工等市场化较强领域，着重建

立适应企业需求研究属性的选题机制，主要看用户研发目

标和技术带动能力和市场前景。支持大装置适应科研范式

变革需要，加强科学数据管理的人才队伍建设。建议支持

大科学装置开展实验性方法研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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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企业投入装置建设运行的激励机制。建议充分

发挥用户委员会尤其是企业用户作用，在大科学装置的谋

划建设方面紧密对接上海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形成“先选

方向、企业合作，再定载体”立项机制。健全对企业投入

的分类评价和奖励机制，建立成本和风险分担机制，与大

科学装置合作布局专用化的用户装置并探索市场化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