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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高校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宏观梳理与微观实践

凌　辉，黄　凯，张　媛

（北京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通过梳理我国实验室人、财、物、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结合北京大学实验室管理工作实际，剖

析了规章制度在指导实验室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探讨了我国实验室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旨在倡议政府和高

校扩大对实验室工作的投入，加强实验 室 制 度 建 设，以 提 升 我 国 实 验 室 管 理 的 水 平，加 速 推 进 创 新 型 国 家 建

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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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其核心是把科教兴国作为

国家战略，激 发 全 民 族 创 新 精 神，培 养 高 水 平 创 新 人

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科技教育的

跨越式发展［１］。科技史研究表明，高水平人才、先进仪

器设备与优质科研教学成果是实现社会原始创新与集

成创新的三驾马车。而高校实验室作为我国科技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优秀人才、仪器设备与

科教成果的有机结合，其形式是聚集和培养高级人才、

组织开展高水平教学科研、为社会提供高层次服务的

重要基地，其建设目标是推动教育与科技跨越式发展，
而这又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一致［２］。因此，
加强高校实验室建设，应当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优先发展战略之一。
近年 来，随 着 高 校 实 验 室 内 涵 的 延 伸、功 能 的 拓

宽、规模的发展，尤其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科研成果转化速度的加快和示范辐射效应的继

续扩大，高校实验室的建设日新月异、管理日趋繁杂。
一个创新、高效和具有活力的管理机制，是保证实验室

能够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只有从建

章立制入手，从根本上理顺实验室管理体制，规范运行

机制，才能使实验室建设与管理走上又好又快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３］。在中央发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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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我校在依照 “北京大学章程”治

校的背景下［４］，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我国实验室建设与

管理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并结合我校实验室管理工

作实际，阐述了规章制度在指导引领实验室工作的重

要作用，探讨了我国实验室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旨在

加强实验室制度建设，共同推进高校实验室工作。

１　实验室宏观管理的制度

高校实验室是人力、物力、财力等科教资源的统一

体，其制度建设也涉及人、财、物的方方面面。在宏观

管理方面，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高校实验室管理制度。
比如《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与《教

育部 重 点 实 验 室 评 估 规 则（２０１５年 修 订）》（教 技

［２０１５］３号）《关于印发〈高 等 学 校 基 础 课 教 学 实 验 室

评估办法和标准表〉的通知》（国家教育教备［１９９５］３３
号）《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的意见》（国家教育

教备［１９９２］４４号）《高等学 校 实 验 室 工 作 规 程》（国 家

教委令［１９９２］２０号）［５］等。近 年 来，实 验 室 建 设 的 重

要性日趋凸显，相关部委、地方政府在高校建立重点实

验室，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比如《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国科发［２００８］５３９号）《国家

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发改委［２００７］５４号）和

《北京 市 重 点 实 验 室 认 定 与 管 理 暂 行 办 法》（京 科

［２０１０］４１１号）等。依 托 高 校 建 设 的 国 家 各 级 重 点 实

验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获得了丰富的运行与管理

经验，推进了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步伐。
我校积极贯彻《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国家

教委令［１９９２］２０号），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北 京 大 学 实 验 室 工 作 条 例”（校 发［２００６］２６１号）。
“条例”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要纳入学校的总体

发展规划，统筹安排，有步骤、有措施、有重点地进行，
并明确了学校实验室建设的基本任务［６］。同时，为适

应国家、省（市）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需要，还适时颁布

了 “关于加强北京大学国家、省部（级）重 点 科 学 研 究

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提升各级重点实验室的科研

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２　实验室队伍管理制度

实验室人员是科教仪器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是利

用仪器设备获取科教成果的实践者，也是人才培养的

执行者，所以，实 验 室 人 员 是 实 验 室 建 设 的 主 导 性 力

量［２］。我国关 于 实 验 室 人 员 管 理 的 法 律 和 制 度 主 要

有：《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

发［２００２］３５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１９９８）
《高等 学 校 实 验 室 工 作 规 程》（国 家 教 委 令［１９９２］２０
号）《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试行）（教职称办字

［８７］０６３号）《实 验 技 术 人 员 职 务 试 行 条 例》（职 改 字

［１９８６］５８号）等。其 中，《高 等 学 校 实 验 室 工 作 规 程》
对实验室人员管理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并明确高等学

校实验室工作人员包括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教师、研究

人员、工程 技 术 人 员、实 验 技 术 人 员、管 理 人 员 和 工

人［７］。实验室工程技术人员与实验技术人员的编制，
要参照在校学生数，不同类型学校实验教学、科研工作

量及实验室仪器设备状况，合理折算后确定。实验室

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由实验室主任根据学校的工作

目标，按照国家对不同专业技术干部和工作职责的有

关条例规定及实施细则具体确定。实验室各类人员的

职务聘任、级别晋升工作，根据实验室的工作特点和本

人的工作实绩，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高

等学校要定期开展实验室工作的检查、评比活动，对成

绩显著的集体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和鼓励，对违章失职

或因工作不负责任造成损失者，进行批评教育或行政

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为适应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我校

实验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工作，学校制定了

“北京大学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规定”（校

发［２０１３］１６５号），其目的是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高水平的实验技术队伍，为学校教学、科研工

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６］。学校制定了“北京

大学院（系）仪 器 设 备 和 实 验 室 管 理 人 员 职 责 规 定”》
（校发［２００６］２６６号），规 定 了 院（系）级 仪 器 设 备 和 实

验室管理人员的职责。同时，学校还制定了“北京大学

实验室工作评审奖励办法（试行）”，并设立实验室工作

先进集体奖、先进个人奖和实验技术成果奖，以进一步

加强实验室和实验技术队伍建设，鼓励实验室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促进实验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服务。

３　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仪器设备是实验室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

会服务工作的物质基础，对提高我国科学研究、加快创

新型人才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８－９］。随着国家科

教兴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在世界银行贷款、“２１１工程”
“９８５工程”，各层次研究计划等项目的支持下，高校仪

器设备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１０］。与此同时，国家对具

有国有资产属性的高校仪器设备的购置和监管越来越

细致，相关的管理办法陆续出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２００２年）《高 等 学 校 仪 器 设 备 管 理 办

法》（教高［２０００］９号）《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招 标 投 标 法》
（１９９９年）《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

定》（海关总署［１９９７］第６１号）《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

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２０１６］１号）《关于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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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强中央 级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财教［２０１０］２００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

办法》（财政部令［２００６］第３６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国管 财［２０００］３２号）和《关 于 印

发〈高等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的通知》
（教高司条函［２０００］１０号）等。

我校仪器设备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

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创新性地提出将企业管理领域著

名的“流程管理”思想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同时引

入我校仪器设备管理中，并与信息化管理有机结合，建
立从购置论证、招标采购、交付验收、资产登记、开放共

享、检查评价到国资处置的“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流

程化管理体 系”［１０］，该 体 系 有 助 于 仪 器 设 备 管 理 工 作

的标准化、动态化和模块化，有助于提高仪器设备使用

效益、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化解高校仪器设备迅速增长

带来的管理难题。
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流程化管理体系运行的关

键在于规 章 制 度。规 章 制 度 对 实 现 工 作 流 程 的 规 范

化、岗位责任的明细化、管理方法的科学化发挥着重大

作用。除了遵守国家、北京市相关部门颁发的各项规

章制度之外，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对仪器设备管理的各

个子流程都制定了对应的规章制度与实施细则［１０］，为

实现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流程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制

度基础。

４　实验室建设经费管理制度

我国高校实验室建设经费，目前主要来源于国家

财政和地方财政。关于实验室经费管理，相关的国家

法律和制度主要有《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

制度的通知》（财教［２０１５］４６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２０１４年 修 正）》《高 等 学 校 财 务 制 度》（财 教

［２０１２］４８８号）《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财教［２０１１］３５２号）《“９８５工程”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２０１０］５９６号）《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２００９］１７３
号）和《“２１１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２００３］８０
号）等。其中，《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明确指出了高等学

校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即合理编制学校预算，有效控

制预算执行，完整、准确编制学校决算，真实反映学校

财务状况；依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努力节约支出；建立

健全学校财务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实施绩效评价，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资产管理，真实完整地反映资产

使用状况，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资产，防止资产流失；
加强对学校经济活动的财务控制和监督，防范财务风

险［１１］。《高等学 校 财 务 制 度》对 高 校 实 验 室 建 设 经 费

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校各级实验室经费管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和

规章，比如国家工程实验室经费管理遵循《国家工程实

验室管理办法（试 行）》（发 改 委［２００７］５４号），国 防 重

点实验室遵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科工

法［２００３］１３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遵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教技［２０１５］３号），卫生

部重点实验室遵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卫

科教［２００７］７９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遵循《北京市重

点实 验 室 认 定 与 管 理 暂 行 办 法》（京 科［２０１０］４１１
号）等。

“北京大学实验室工作条例”（校发［２００６］２６１号）
也明确要求，学校实验室建设经费要采取多渠道筹集

资金的办法，学校保证实验教学运行经费的足额投入

和专款专用，实验室要有稳定合理的教学设备费、仪器

设备运行维护费、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实验室

改扩建 费［１２］。“北 京 大 学 仪 器 设 备 使 用 收 费 管 理 办

法”（校发［２００９］１９４号）指出并强调，凡利用实验室进

行有偿服务的，都应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实验室建设。
“北京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测试基金管理办法”（校

发［２００６］２６９号）规定，每年由学校为基金拨出专 款，
促进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用、资源共享，提高

大型仪器设备 的 使 用 效 益。“北 京 大 学‘２１１工 程’建

设项目 仪 器 设 备 购 置 与 管 理 办 法”（校 发［２００９］１９５
号）要求各项目负责人严格按照采购计划使用经费，专
款专用，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的配置效果。

近年来，国家和学校特别重视在教学实验室方面

的投入，国家“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专项经费、教育部

拨付的中央级普通高校修购专项基金、北京市教委拨

付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费，以及北京大学教务长办

拨付的实验教学专项经费，每次经费都是足额拨付，学
校也特别制定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额经费使用论

证工作实施 细 则”，以 规 范 实 验 教 学 大 额 经 费 使 用 工

作。另外，“北京大学实验教学改革经费管理办法（试

行）”还特别设立实验教学改革经费，以深化实验室实

验教学内容改革，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北京大学

实验教学设备补充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也特别设立

“北京大学实验教学设备补充经费”，以加大实验室建

设投入，全面 改 善 实 验 室 条 件，保 障 实 验 课 程 顺 利 进

行，切实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

５　实验室环境保护与辐射防护管理制度

实验室环境安全与辐射防护工作的重要性，再怎

么强调都不为过。国家关于环境保护与辐射防护的各

项规章制度，高校实验室都必须遵循和贯彻。我国于

１９８９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一

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

４２２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之后，各种

环境安全与辐射防护单行法也不断被完善。
与实验室安全密切相关，对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的

法律法规有《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

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６］３２号）《人 间 传 染 的 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

理办法》（卫生部［２００５］第５０号）《生物安全实验室建

筑技术规 范》（建 设 部 ＧＢ５０３４６—２００４）《病 原 微 生 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２００４］４２４号）《实

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 员 会 ＧＢ１９４８９—２００４）和《实 验 动 物 许 可 证 管

理办法（试行）》（国科发财字［２００１］５４５号）等。
针对化学品和固液废弃物的专门规章制度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 防 治 法》（２００８年）《易 制 毒 化 学

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２００５］第４４５号）《废弃危险化

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２００５］
第２７号）《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排污管理的通知》
（教技［２００５］３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

环境防 治 法》（２００４年）《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国务院令［２００２］第３４４号）和《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

化 学 危 险 品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教 备 厅［１９９７］１３
号）等。

对于放射性与特种压力容器的规章制度包括《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 装 置 安 全 和 防 护 条 例》（国 务 院 令

［２００５］第４４９号）《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放 射 性 污 染 防 治

法》（２００３年）《放射工作人 员 健 康 管 理 规 定》（卫 生 部

令［１９９７］５２号）《特种设备 安 全 监 督 条 例》（国 务 院 令

［２００９］第５４９号）《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监察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５］第７０号令）
《特种设备注册与使用管理规则》和《固定式压力容器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５］。
根据这些法律法规，我校也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

度（见表１），以便进一步做好学校的实验室安全、环境

保护、辐射防护工作。当前，学校在危险化学品管理、
固液废弃物处置、辐射安全与防护方面倾注了大量心

力，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下阶段，还需在实验室特种设

备管理、生 物 安 全 方 面 加 大 投 入，全 面 保 障 实 验 室

安全。

表１　北京大学实验室环境保护与辐射防护管理制度

编号 规章制度 核心目标或内容

１ 北京 大 学 环 境 保 护 规 定

［１９９２］

贯彻执行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法，实 施

北京市有 关 环 境 保 护 条 例，使 我

校 有 一 个 安 静、清 洁、优 雅 的 环

境，保障全 校 师 生 员 工 和 家 属 的

健康与安全

表１（续）

编号 规章制度 核心目标或内容

２ 北京 大 学 实 验 室 危 险 化

学废物 处 理 实 施 细 则 校

发［２００６］２０２号

规范和加 强 实 验 室 排 污 管 理，防

止实验 室 产 生 的 危 险 废 物 污 染

环境

３ 北京 大 学 实 验 动 物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校 发 ［２０１０］

１６６号

加强我校 实 验 动 物 管 理，保 证 实

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质量

４ 北京 大 学 实 验 动 物 废 弃

物处理实施细则（试行）

规范和 加 强 实 验 动 物 废 弃 物 管

理，防止环境污染危及人类健康

５ 北京 大 学 放 射 性 同 位 素

与射 线 装 置 台 账 管 理 实

施细则 校发［２０１１］６５号

加强放 射 性 同 位 素 和 射 线 装 置

的辐射安全管理工作

６ 北京 大 学 涉 源 单 位 安 全

保 卫 职 责 规 定 校 发

［２０１１］６７号

加强辐射 安 全 保 卫 工 作，确 保 全

校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７ 北京 大 学 辐 射 安 全 事 故

应 急 预 案 校 发 ［２０１１］

６８号

在辐射 安 全 事 故 发 生 时 能 够 准

确 掌 握 情 况、正 确 决 策、及 时 采

取必要措 施，减 少 事 故 造 成 的 损

失，防止事 故 造 成 的 影 响 进 一 步

扩大

８ 北京 大 学 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办法 校发［２０１１］６９号

加强学实 验 室 安 全 管 理，防 止 安

全 事 故 发 生，保 证 学 校 教 学、科

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９ 北京 大 学 辐 射 工 作 人 员

安全 与 职 业 健 康 管 理 实

施细则 校发［２０１５］１号

加强学辐 射 工 作 人 员 管 理，保 障

辐射工作人员健康与安全

１０ 北京 大 学 辐 射 安 全 与 防

护管理 办 法 校 发［２０１５］

２号

加强放 射 性 同 位 素 与 射 线 装 置

安全和防 护 的 监 督 管 理，保 障 工

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保护环境

６　实验室管理制度建设的思考

规章制度是在建设与管理实践中的科学总结，也

是实现科学化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和保

障［３］。目前，许多高校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方面，都不

同程度地建立了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规

范了实验室的建设，保证了实验室的正常使用，管理效

益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但面临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经

费预算与执行政策调整、政府采购制度变化、高校规模

稳中有增、教学改革迈入深水区、实验室更新改造不断

的新常态，各高校逐渐暴露出实验室制度建设的不足，

对校内各项实验室管理制度进行与时俱进地修订、完

善和新增显得尤为重要。

６．１　从国家层面规范实验室管理

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 年 的 积 极 建 设，我 国 法 律 制

度领域有了 长 足 的 进 步，但 至 今 尚 未 有 一 部 关 于 实

验室管理方 面 的 法 律，这 与 实 验 室 在 建 设 创 新 型 国

５２２凌　辉，等：高校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宏观梳理与微观实践



家的重 要 作 用 不 相 称。面 对 这 一 现 实 问 题，人 大 代

表及 专 家 学 者 应 呼 吁 出 台《实 验 室 建 设 与 管 理 办

法》，以便加 强 实 验 室 制 度 建 设，从 而 为 规 范 实 验 室

管理、整合全国实验室资源提供法 规 依 据［１２］。同 时，
还应当依据国家、行 业 的 法 律 法 规，制 定 并 完 善 实 验

室管理的专门法规。

６．２　修订《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完善《高等学

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作为目前我国高校实验室管理专门的指导性规章

制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国家教委令［１９９２］

２０号）明确定义了高等学校实验室是隶属学校或依托

学校管理，从事实验教学或科学研究、生产试验、技术

开发的教学或科研实体，并从实验室总则、任务、建设、
体制、管理、人员等６方面进行了规定［７］。但由于其制

定已有２０多 年 的 时 间，这 期 间 我 国 实 验 室 建 设 情 况

已经有很大的变化，现亟须进行修订。《高等学校仪器

设备管理办法》（教高［２０００］９号）是 高 校 实 验 室 仪 器

设备管理的主要制度，其中规定学校的仪器设备均为

学校财产，对各种渠道购置、经营或非经营型的仪器设

备应按照统一规定管理。仪器设备根据价格、性能等

因素分别确定为部、省、校、院、系级管理。而近年来，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高配置、高单价的仪器设备，
极大地增强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条件与

能力，同时也对仪器设备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

２０００年组织制定的《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其

中不少条款已经不能完全符合高校实际发展的现状，
需要及时地修订和完善。

６．３　制定《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

办法》，促进实验室建设与教学改革

为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推动高等学校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加快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室建设，教育部２００５年

决定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基础上，评审建

立一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全国建成的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９０１个，分布于全国３２个

省市自治区，已成为我国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创新型人

才的 重 要 基 地，是 国 家“质 量 工 程”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１３］。２０１６年，教 育 部 委 托 国 家 级 实 验 教 学 示 范 中

心联席会、我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牵头起草《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该办法的颁

布实施将会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的 建 设 与 运 行 管 理，大 力 推 动 高 校 实 验 室 的 蓬 勃

发展。

６．４　充 分 发 挥 示 范 作 用，推 进 高 校 实 验 室 管 理 制 度

建设

我校充分认识到规章制度在指导实验室工作中的

核心作用，一直把制度建设当作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

长期、基本的重要系统工程，特别是２０１１年以来，积极

组织制定了“北京大学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

审规定”（校发［２０１３］１６５号）“北京大学校级科学仪器

公共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校发［２０１１］１８９号）“北京

大学辐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校 发［２０１１］６８号）“北

京大学涉源单位 安 全 保 卫 职 责 规 定”（校 发［２０１１］６７
号）“北京大学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和处置规

定”（校发［２０１１］６６号）“北 京 大 学 放 射 性 同 位 素 与 射

线装置台账管理实施细则”（校 发［２０１１］６５号）“北 京

大学开放测试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北京大学大型

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等，还组织修订了“北

京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校 发［２０１１］６９号）“北

京大学实验室工作评审奖励办法（试行）”“北京大学仪

器设备管理办法（试行）”等，这些办法的制定与修订有

力地促进了学校实验室从应急管理走向预防管理、从

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从局部简略式管理走向精细

系统化管理。

７　结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一流

大学作为基础；一流大学建设，需要一流实验室作为支

撑［１　４］。实验室是高校实验教学、科技研究和社会服务

的重要基地，没有一流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水平，就不

可能有一流的教学质量、一流的科研成果和一流的服

务能力，实现实验室制度化建设和制度化管理是提高

实验室水平的关键。
当前，我国实验室的制度化管理还不尽如人意，各

高校的实验室制度化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全国性的《实
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尚未出台，《高等学校实验室工

作规程》（国 家 教 委 令［１９９２］２０号）等 制 度 也 亟 须 修

订。但是，随着政府和高校对依法治国、依章治校的日

益重视，通过理顺实验室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明确实验室工作的目标和责任，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
严谨可行的规章制度，并与时俱进地对制度进行完善

和修订，形成有章必依、执章必严、违章必究的制度体

系。未来几年，将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建设质量更高、
管理更规范、效益更显著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实验

教学、科研示范中心，成为推进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步

伐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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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室建设思路

３．２　大数据分析实验室建设

实验室建设分３步走：
（１）为满足教学的 迫 切 需 求，首 先 建 设 大 数 据 分

析教学平台，以及必要的软硬件支撑，如课程资源，可

以是真实数据，也可以是模拟数据。在该平台之上建

设数据挖掘分析平台和大数据开发教学平台，满足课

堂教与学的需求。
（２）沙盘模拟系统建设。为了积累更多的行业数

据，更好地体 现 大 数 据 的 特 性，需 要 建 设 沙 盘 模 拟 系

统，更好地服务于大数据分析和大数据挖掘相关功能

的实现和操作。
（３）服务科研的高级应用。通过校企合作［１１］，引

入企业实际工程项目，随着系统的完善和数据的积累，
教师和学生可以在该平台上进行其他行业的科学研究

和算法优化等工作，一方面服务企业，另一方面也可不

断服务创新。

４　结语

建设大数据分析实验室，不但可以满足教学的需

求，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

践 能 力，解 决 理 论 知 识 与 企 业 实 际 需 求 相 脱 节 的 矛

盾，培养能快速适应企业技术环境和需求的工程技术

人才［１２］。同时，需 进 一 步 开 展 校 企 合 作，加 强 人 才 培

养，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

术为人才培养主线，将高校的资源优势和企业的技术

优势相结合，建设一个符合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的、能够

支持实践教学和科研的、具备一定前瞻性的、能够统一

管理和维护的实训基地，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提升师

资队伍能力、增强学生就业率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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