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中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 

2022 年，矢志复兴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科技创新能力日

益成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新的国际形势对

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科学数据资

源管理领域作为科学技术的原始性创新重要基地，日益成为

推动创新成果共享和促进产业融合，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助力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并不断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2022 年年底，《中国科技资源导刊》启动本年度“中国

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评选活动。本刊编辑部在对科

技资源管理领域新闻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经领域专家筛选、

推荐、投票，最终评选出 2022 年度“中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

十大事件”。让我们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科技工作者，

于过往昂扬的足迹中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力量，在砥砺奋进

的新时代中铸就起美好辉煌的未来。 

 

1. 科技部办公厅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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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理由】2022 年 7 月 5 日，为进一步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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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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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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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会同财政部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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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细则》）。根据《细则》，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主要包括政府预算资金

投入建设和购置的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的各类重

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单台套价值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科学仪器



设备。《细则》明确，评价考核指标包括运行使用、共享服

务和组织管理等 3 个一级指标和 8 个二级指标。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   

 

【推荐理由】2022 年 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

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

“数据二十条”）正式发布。“数据二十条”提出从流通规

则、交易市场、服务生态等方面加强数据流通交易顶层设计，

建立数据流通准入标准规则，探索开展数据质量标准化体系

建设；统筹优化全国数据交易场所规划布局，出台数据交易

场所管理办法，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培育数据商和第

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两类主体。“数据二十条”既顺应了经济

社会数字化发展到深层次后迫切要求从生产要素这一价值

源泉处寻求发展新动能的客观规律，也是对当前社会各界苦

于没有解决数据基础性问题而无法将海量数据价值全面开

发出来这一现实痛点的政策响应，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历程

中具有里程碑式重大意义。 

 

 

3. 我国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工作     

 

【推荐理由】2022 年 11 月 9 日，科技部等 8 部门印发《关

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旨在以“破四

唯”和“立新标”为突破口，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并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实的经验，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这次试点聚焦“四个面向”，围绕国家科技任务用好、用活

人才，以“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为着力点，

致力于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

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这次试点坚持德才兼备，把品德

作为科技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在加强对科技人才科学精神、



学术道德等评价的基础上，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 4 类创新活动

部署试点任务。 

 

 

4. 国家科研论文与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开通上线 

 

【推荐理由】2022 年 12 月 29 日，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

高端交流平台正式上线。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

标明确提出了建设“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

（NAPSTIC）”（以下简称“高端交流平台”）的工作要求，

这是党和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对国家科技创新

体系的高瞻远瞩，是对国家科技信息体系的顶层设计。“高

端交流平台”依据科技信息和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路径，构

建 8大特色信息交流平台，包括国家精品期刊集群出版平台、

国家科研数据仓储、国家预印本平台、国家科技期刊开放平

台和开放学术社区平台、国家科技文献高端服务平台、标志

性成果评价交流平台、标准化规范体系、宏观管理决策与创

新主体科研信息支撑平台。目前，上线的功能服务模块包括

国家预印本平台、国家科技期刊开放平台和开放学术社区平

台、国家科研数据仓储。其中，国家科技期刊开放平台和开

放学术社区平台已实现国内 1 300 多种科技期刊、800 多万

篇论文的集中开放服务。 

 

 

5. 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发布 2022 版系列资源共享协议       

 

【推荐理由】2022 年 7 月 5 日，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病

原库）在既往工作的基础上，经检索、调研、研讨、实践后，

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完善、编制了《病原生物菌（毒）种或

样本对外提供协议书（2022 版）》及配套的不同类型系列协

议。共享协议是当事双方以病原微生物资源为标的物，约定

资源获取、研究、知识产权、转让、商业化和惠益分享等权



利义务的合同，是资源交流与合作实施的重要载体。该系列

协议包含“通用协议”“公益性共享协议”“行政许可性共

享协议”“资源交换性共享协议”“合作研究共享协议”“知

识产权性交易共享协议”等 6 个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

同应用情况提出针对性内容，以满足不同单位、不同类型的

使用需求。 

 

 

6. 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正式开通  

 

【推荐理由】2022 年 11 月 21 日，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

平台发布暨国家航天局卫星数据与应用国际合作中心揭牌

仪式在海南海口举办。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的正式

开通，构建了国家级、综合性遥感资源共享与应用服务体系，

进一步推进了遥感卫星数据资源共建共用共享，带动了我国

遥感综合应用能力迈上新台阶。为推动我国遥感数据共建共

用共享，国家航天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国家航天局对地观

测与数据中心、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等 7 家共建单位通力合作，联合建设平台。平台作为国家级

公益性与基础性遥感信息公共基础设施，将打通遥感卫星数

据开放共享信息通道，搭建资源互联互通和高效利用基本架

构，开展航天资源综合应用和应急减灾救灾统一调度，促进

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遥感应用高质量发展。 

 

 

7. 《科学数据安全分级分类指南》等 14 项平台国家标准获

批立项  

 

【推荐理由】2022 年 12 月 31 日报道，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下达 2022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其中，科技部平

台中心组织申报的《科学数据安全分级分类指南》《科学数

据权益保护基本要求》《科研用生物试剂分类及代码》《野

生植物种子库 种子采集和信息管理要求》等 14 项国家标准



项目获批立项。这些标准涵盖了科技资源共享、科学数据管

理与安全、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管理等科技平台建设的多个

领域。 

 

 

8. 科学数据搜索引擎 Findata 发布 

 

【推荐理由】2022 年 12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总中

心 正 式 发 布 Findata 科 学 数 据 搜 索 引 擎

（http://findata.cn/）。Findata 作为国内首个科学数据

领域的搜索引擎已收录 79 个数据源覆盖 3 700 多万个国内

外开放数据集，为科研人员提供统一的国内外科学数据精准

检索服务，解决科研人员“数据难发现、难获取”等问题，

有力支持科学研究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Findata 收录的数

据涉及地理、生物、物理、生态环境等科研领域的核心数据

存储库，包括 ScienceDB、Gscloud、FigShare、NOMAD、Zenodo、

Springer Nature、GBIF 等，以及各领域的科学数据中心平

台和资源库。Findata 致力于为国内外各领域研发人员提供

永久免费的开放数据资源搜索服务，为国家科技的创新发展

提供坚实基础和驱动力。 

 

 

9.《“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公布     

 

【推荐理由】2022 年 8 月 4 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

科协发布《“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简称

《规划》）。为推动科普工作改革创新，持续提升科普能力，

《规划》提出六大方面重点任务，即强化新时代科普工作价

值引领功能、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普工作全面发

展、推动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抓好公民科学素质

提升工作和开展科普交流与合作。在科普资源投入上，鼓励

和引导社会资金通过建设科普场馆、设立科普基金等多种形

式投入科普，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投入机制。 



10.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建立  

 

【推荐理由】2022 年 8 月 27 日，由科技部、上海市人民政

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共

同制定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下

称《合作机制》）发布，旨在落实《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建设发展规划》，提升长三角产业链创新链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打造全国原始创

新高地和高精尖产业承载区，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

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合作机制》明确指出，要以“科创

+产业”为引领，聚焦国家重大创新需求，联合突破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推动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联合构

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若干创新联合体，实现项目、

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探索建立跨区域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长三角区域成为以科技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