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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岩芯科技资源的共享程度直接影响了我国岩芯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水平,共享机制的建

立是提高共享程度的关键。 文章通过引入经济学概念,分析国内外岩芯科技资源共享现状和特点,总结了新时期岩

芯科技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应遵循 5 个原则、6 种方式及共享运行的 4 大过程,提出了建

立和优化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对策的建议。

关键词: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数字岩芯;实体岩芯;汇交人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

链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地质大数据逐渐成

为地质行业开展工作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之一,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岩芯是研究和了解地下地质

和矿产情况的重要实物地质资料,是人类向地球深

部进军的探针,是地质大数据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全

国实体岩芯和数字岩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可实现

全国重要岩芯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驱动国家

产业创新和经济转型,节约社会成本,创造更多的财

富。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办法》(国土资规〔2016〕 11 号)、《自然资源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
(自然资发〔2018〕 179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岩芯数字化与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 (自然

资办函[2020]907 号),为构建全国统筹、有效汇集、
高度共享的岩芯大数据共享服务格局,实现岩芯利

用最大化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促进作用。
资源共享行为存在范围十分广泛,从本质上来

说,资源共享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参与利益交换的

各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稀缺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

下,以各方认可的机制实现资源产权的让渡或资源

的流动(彭洁等,2013;梁银萍等,2014)。 实现国家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是涉及面很广的一项长期的系统

工程,涉及到资源、技术、人才、资金、政策法律、共享

方式、共享程序、标准规范、评估监督等系列措施和

环节。 我国岩芯科技资源共享仍然面临有关政策法

规执行不到位、共享利用制度不健全、岩芯科技资源

市场化应用效应不明显、权威的岩芯科技资源信息

渠道不畅通,岩芯大数据信息安全等问题。

1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经济学分析

科技资源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科
技物力资源和科技信息资源(徐尚义,2005;张霞,
2008)。 岩芯科技资源归属于科技信息资源,其中

与岩芯科技资源关联的岩芯科技人力资源是指从事

岩芯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包
括科学家与工程师等;岩芯科技财力资源是指对岩

芯科技资源产出的地质科技活动以及岩芯的保管利

用的资金支持,它是政府或企业的一种重要生产性

投入;岩芯科技物力资源是指对岩芯开展扫描数字

化、科学研究的实验仪器设备等生产性工具;岩芯科

技信息资源是指实体岩芯、数字岩芯以及岩芯相关

的报告、文献、专利和其他的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的

科学数据资料及信息库。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两个

特点,将物品分为四类:一是私人物品(有排他性、
有竞争性);二是公共物品(无排他性、无竞争性);
三是共有资源(无排他性、有竞争性);四是自然垄

断资源(有排他性、无竞争性) (孙凯,2005),岩芯科



技资源是地质资料汇交人依法应向国家汇交,根据

分类分级原则,按其重要性、典型性、代表性分为Ⅰ、
Ⅱ、Ⅲ类,分别由国家馆、省级馆、汇交人保管。 因

此,判断岩芯科技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共有资源范

畴,具有广阔的共享和市场应用前景。

2　 国内外岩芯科技资源共享
现状和特点

2. 1　 国外岩芯科技资源共享现状和特点

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岩芯科技

资源的汇交管理和信息共享,均进行了相关立法,建
立了各级各类岩芯资源库,并提供网络化、社会化的

岩芯资源共享服务。
美国《能源政策法案》 规定岩芯实行属地化管

理,采取联邦政府统筹管理和州政府属地化管理的

岩芯管理体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投资设立岩

芯管理机构,负责各自权限范围内的岩芯保管,建立

岩芯资源库,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和信息共享。
美国目前拥有 100 多家岩芯管理机构,其中美国地

质调查局岩芯研究中心( CRC)是美国最大的公共

岩芯管理机构,保存岩芯 600
 

km,约 50%完成图像

扫描数字化,建立了以其为中心节点的国家级岩芯

共享服务网络体系,每年接待约 2000 多名世界各地

的科学家,近 30 年来为数万人提供了服务,但仍有

多数馆藏机构岩芯资源共享程度低。
澳大利亚《宪法》规定实行岩芯管理分权制,联

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岩芯汇交管

理。 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奥斯库普岩芯库的岩芯图

像、红外光谱等扫描数字化程度很高,建立了数字岩

芯库,形成了岩芯图像、光谱、矿物成份、元素浓度的

综合岩芯柱状图,可以在线查询、浏览任意钻孔、任
意深度的图像信息、光谱反射率信息和测试分析数

据信息。 并规定岩芯利用测试分析数据均需返回岩

芯保管机构,提升了岩芯使用效率及服务寿命。
2. 2　 国内岩芯科技资源共享现状和特点

(1)制定了条例办法。 我国高度重视岩芯汇交

管理和服务利用工作,根据《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及

其实施办法、《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之规定,我
国岩芯实行分类筛选、分级保管,按其内容的重要

性、典型性、代表性分为Ⅰ、Ⅱ、Ⅲ类。 Ⅰ类岩芯向自

然资源部汇交,由国家级馆藏机构自然资源实物地

质资料中心(以下简称实物资料中心)保管并提供

服务。 其中,油气、海洋岩芯目前委托符合资质要求

的保管单位接收保管并提供服务利用。 Ⅱ类岩芯向

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交,由省级馆藏机构接收

保管并提供服务利用。 Ⅲ类岩芯由矿业权人或项目

承担单位自愿保管。
(2)我国岩芯资源是海量的。 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岩芯等实物地质资料。 据统

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累计钻探量已达 3×108
 

m。
2009 年全国岩芯保管情况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全国

482 个主要保管单位共计保存岩芯 105
 

km。 随着时

间的推进,我国每年都在增加大量的岩芯。 据《中

国矿产资源报告(2016)》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

仅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勘查领域累计完成钻探

工作量就达上亿米,平均每年钻探工作量达 2×104
 

km,形成的岩芯数量是海量的。
(3)以行政为手段,以项目为依托,汇聚了海量

岩芯实体资源。 截止 2019 年底,全国馆藏重要岩芯

资源总量约 2. 36×103
 

km(Ⅰ类),实物资料中心整

合的重要岩芯资源量已达到 656
 

km,主要包括科学

钻探全孔岩芯、油气地质调查岩芯、重要典型矿床岩

芯和其他重大工程岩芯等,约占全国重要岩芯资源

总量的 28%,具有全国重要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几
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地质构造单元、重要成矿区带

(或盆地)、所有成矿类型、所有矿种等,构成了资源

类型丰富、数据规模庞大、数据质量权威的岩芯资源

体系,且均得到长期安全有效保管,但仍然有大量重

要意义的岩芯资源散落在矿业权人或项目承担单

位,未能得到高效利用。
(4)积极推进岩芯资源数字化建设,为岩芯资

源的高效共享和服务利用奠定了坚实数据基础。 实

物资料中心完成了 400
 

km 岩芯表面图像扫描数字

化(占馆藏岩芯总量的 62%),完成 50
 

km 岩芯矿物

和元素扫描数字化。 根据岩芯资源的特点和服务需

求,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岩芯实体资源观察取

样利用、岩芯数字资源信息共享、专题服务和科普服

务等,其中向社会提供岩芯资源是核心服务内容,省
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绝大多数未开展岩芯资源数字

化工作。
实物资料中心岩芯数字资源累计发布了全国

31 个省(区、市) 的 200 万条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

息、105 万个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含钻孔柱状图)、
370

 

km 重要岩芯图像等岩芯数字资源,形成了国家

馆、省级馆、汇交人的岩芯资源共建格局;岩芯实体

资源自 2016 年以来,截止 2019 年底,实物资料中心

共接待到馆服务 17426 人次,提供岩芯服务利用

100. 3
 

km,提供岩芯取样 3. 07 万件;省级馆藏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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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接待到馆服务 18911 人次,提供岩芯服务利用

62. 7
 

km,提供岩芯取样 8742 件;油气海洋岩芯受委

托保管单位共接待到馆服务 23328 人次,提供岩芯

服务利用 4693. 6
 

kg,提供岩芯取样 10. 96 万件。
(5)构建岩芯资源汇聚服务体系。 为了让岩芯

“探针”作用最大化,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做好

岩芯数字化与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重点加强岩

芯汇交管理、推进全国岩芯数字化工作进程、加强岩

芯信息服务,建设全国数字岩芯平台、加强岩芯数据

产品开发。 其中,全国数字岩芯平台集成了全国实

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
全国重要实物地质资料图像数据库等平台数据信

息,提供岩芯数字资源的查询、浏览和岩芯实体资源

借阅申请受理等服务,具备数据浏览、关键字查询、
空间查询、智能组合查询、在线借阅等功能,支持各

级馆藏机构和保管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基本实现了岩芯资源管理、信息共享和服务利

用,初步形成全国统一、动态更新、多级联动、权威发

布的岩芯共享服务体系。

3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

3. 1　 条例办法贯彻落实力度有待加强

国务院、自然资源部陆续印发了《地质资料管

理条例》(2002 年)、《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2003 年)、《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 (2016 年)、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

的指导意见》(2019 年)等条例办法,明确了地质资

料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建设、全面公开地质资料目录,
部省两级组织开展实物地质资料各类目录数据库建

设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岩芯资源数字化和信息共享程

度,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岩芯数字

化与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 ( 2020 年),但部分省

(区、市)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缺乏相关政策使用力

度,未能与国家、兄弟省份单位对标对表,积极优化

本地区岩芯人力资源、岩芯物力资源、岩芯财力资源

的配备,致使岩芯信息资源建设呈现不均衡性,甚至

有些单位打擦边球,故意拖延岩芯科技资源建设工

作进度,不愿进行岩芯资源交换与应用,人为设置岩

芯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利用壁垒,不利于全国岩芯大

数据共享服务格局的建立。
3. 2　 地质工作转型升级发展认识不够

面对党和国家对新时代地质工作支撑产业升级

发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推进地质工作服务方

向,指导理论,发展动力三个根本性转变是必然之

路。 一是服务方向要从过去以支撑服务矿产资源管

理为主向支撑服务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管

理转变;二是指导理论由传统的地质科学向地球系

统科学转变;三是发展动力要由主要依靠承担项目

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转变。 从事地质

调查工作的单位(人员)仍然停留在业务单一找矿,
发展好坏凭项目承担的多少决定,尤其是放着岩芯

资源不利用,就是为了要项目,再打钻,做些重复性、
交叉性的勘探工作。 90%以上岩芯资源分布在全国

数以千计的地勘单位、矿业公司等,充分发挥已有岩

芯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不够,研究选区工作缺乏已

有岩芯资源的考证,科技创新和信息化水平停留在

初始阶段。
3. 3　 保障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利用制度尚不健全

随着我国岩芯科技资源研究应用的不断深入,
有关岩芯科技资源信息的公开、利用、信息安全等方

面制度缺失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迫切需要建立相应

的规章制度,实施岩芯科技资源分类、分级,保障岩

芯科技资源共享利用工作畅通。
实物资料中心已经制定有《国土资源实物地质

资料中心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办法》 (国土实发

〔2014〕68 号),油气等委托保管单位制定有《关于

印发委托保管油气地质资料服务利用收费标准试点

方案的通知》 (油勘函[2012] 131 号,地勘单位、矿
山企业尚未制定岩芯科技资源对外公开服务利用制

度,部分制定了内部利用制度。 总体来说,岩芯科技

资源主要为各单位项目组内部利用,外部单位获取

信息渠道有限,且申请利用难度较大。
3. 4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利用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我国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利用主要以政府行政主

导,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强,缺乏竞争机制,制约了

岩芯科技资源的高效利用。 目前主要以部省两级地

质资料馆藏机构为主,为科研院所等社会群体提供

岩芯科技资源的观察、取样、教学实习、科普服务,研
学实践等,地勘单位、矿山企业等汇交人对岩芯科技

资源共享观念薄弱,“共建共享共赢”的观念还没有

被大家普遍接受,许多单位仍然认为共享就意味着

知识信息泄露,担忧外人窃取科技成果,得不偿失,
甚至培养出竞争对手。 因此,在广大地勘单位、矿山

企业中,相互竞争意识强于相互合作意识,落后的岩

芯资源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与社会大趋势脱钩,也阻

碍了本单位的转型发展。
实物资料中心为了提升广大地质工作者对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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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潜在利用价值的重视,组织开展了岩芯资源在

矿产勘查、地质科学研究等二次开发利用典型案例

收集,形成了岩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方法,但推广效

果不突出,不明显。
3. 5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利用信息渠道受限

我国岩芯科技资源信息可供查询的平台主要有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

据、全国岩芯图像服务数据等(张志伟,2020),但平

台间数据关联度较差,缺乏统一的互联互通,上下一

致的岩芯科技资源信息平台,科研院所对岩芯资源

平台知之甚少,更无从谈对岩芯科技资源信息全方

位检索查询、借阅定制、观察取样,岩芯实体资源、岩
芯数字资源的价值在支撑“向地球深部进军”、“深

时数字地球”等大科学计划得不到充分发挥。
3. 6　 岩芯科技资源信息安全有待系统研究

岩芯科技资源(岩芯实体资源和数字资源) 数

据信息涉及大量项目承担单位、科技项目及一些涉

密信息,目前,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等岩芯科技资源

共享发布前,主要依据原国土资源部、国家保密局联

合印发的《涉密地质资料管理细则》进行数据处理

后提供网络发布服务,但对岩芯科技资源本身的定

密及与成果地质资料、原始地质资料关联性定密仍

然存在空白。

4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原则、方式及
共享运行过程探讨

　 　 综合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存在的问题分析,岩芯

科技资源共享主体主要包括:地勘单位、矿山企业、
科研院所及政府,各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地勘单位、矿山企业是岩芯科技资源最核心的生产

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科研院所是岩芯科技资源应用

研发的高地,是重大科技理论成果产出的主要供给

力量;政府具有岩芯科技资源使用者和管理者双重

身份,是推动岩芯科技资源共享的主导力量,产学研

政各自主体功能协同驱动方可助力岩芯科技资源高

质量共享。
为了盘活岩芯科技资源,保障各岩芯科技资源

共享主体的权益、利益问题,摸索研究我国岩芯科技

资源共享原则、方式和共享过程十分必要。
4. 1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原则

(1)合法性原则: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必须遵守

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进行共享,强化不同岩芯科技资源分类管理

和利用,在保护好岩芯科技资源知识产权的同时,充

分发挥好岩芯科技资源的多元价值。
(2)自愿共享原则:

 

对于条例办法没有要求汇

交且汇交人自愿保管的岩芯科技资源,是否参与数

字信息和实体岩芯共享,参与共享的程度、岩芯资源

种类范围、数量、共享方式和服务对象,理应由汇交

人(岩芯资源拥有方)自愿选择。 虽然岩芯资源所

有权仍然属于国家,但汇交人在岩芯资源采集、整
理、保管过程中做了大量投入,有权选择是否进行成

果共享以及共享的程度、方式等。
(3)公益性与盈利性共享相结合原则:

 

根据岩

芯科技资源取得时的资金投入渠道和共享服务对

象,采用不同的共享模式,分为公益性共享和盈利性

共享。 对于财政资金投入取得的岩芯科技资源,原
则上采取公益性共享;对于非财政资金投入(地勘

单位自筹、矿山企业、个人等) 取得的岩芯科技资

源,若岩芯资源拥有方不愿实行公益性共享,则可选

择盈利性共享或者合作性共享。 公益性共享是岩芯

科技资源共享建设工作初衷,惠及最广大的科研生

产领域及科学普及社会大众,盈利性共享或者合作

性共享是符合市场化运作规律,促进岩芯科技资源

良好发展的源动力,公益性共享与盈利性共享(合

作性共享)协作发力,并驾齐驱。
(4)共享共赢原则:

 

在加强岩芯科技资源共享

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岩芯资源拥有方和使用方的权

利,共同确定共享方式及利益分享原则,签订共享协

议,双方恪守承诺,享受利益,盘活资源,共享共赢,
在确保共享过程中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确

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均衡,真正发挥岩芯科技

资源驱动科技创新作用。
(5)可操作性原则:

 

构建国家岩芯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旨在充分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打通各岩

芯科技资源共享主体自有资源,尽可能降低因共享

而需要发生的其他费用,并通过岩芯数字信息共享

带动实体岩芯共享,产学研各方都可以参与进来,达
到岩芯科技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共享双方或多方在

国家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总体约束行为基础

上,可自行协商确定具体的共享方式、共享协议等。
4. 2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方式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方式是共享双方通过相应的

方式、手段、程序进行资源的交流,决定了国家、社会

及共享主体在资源共享过程中的利益关系,是保障

岩芯科技资源在经济社会效益发挥作用最大化的关

键核心(徐尚义,2005)。
(1)公益性共享:

 

岩芯资源拥有方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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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中央或地方财政投入,岩芯资源使用方获得

该资源后,用于科研、教育及科普等公益事业的非营

利性活动,按规定取得的岩芯资源所有权发生了转

移。 岩芯资源持有方根据有关规定可以收取工本费

用,但不包括公共投入形成的成本费用。 典型案例:
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 2 个Ⅰ类钻孔岩芯资源共享:
成都理工大学利用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

质资料中心(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提供的西藏

甲玛铜多金属矿钻孔 ZK1616、ZK024 岩芯,进行了

可见光—近红外及热红外高光谱扫描及解译,便携

式 XRF 扫描,对建立甲玛铜多金属矿分析数据库和

光谱蚀变勘查模型,定向预测深部矿体和找矿靶区

以及建立矿床深部勘查与增储示范模型提供高质、
精确的数据支撑。

(2)公益性借用共享:
 

共享方式等同于公益性

共享,但岩芯资源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共享双方按照

协议办理借用手续。 典型案例: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展台上地调成果配套

岩芯等实物地质资料展,向每年参会的上万名参会

嘉宾提供观摩交流,助力地勘单位转型发展,让参会

者目睹重大找矿成果对应的实物资源;世界地球日、
全国土地日、全国科技周、全国科普日等科普活动岩

芯展,依托岩芯科技资源,面向社会大众开展或定制

丰富多彩的线下科普活动,讲述石头的故事;馆藏机

构间重大成果的岩芯借展;科研院所高校教学实习

借用岩芯等。
(3)合作研究性共享:岩芯科技资源共享主体

双方或多方经协商一致,充分利用各自在岩芯科技

资源、人才、技术、设备、研究基础或资金等方面的优

势,开展合作研究的共享活动,共享主体间可根据岩

芯科技资源实际管理情况,开展跨地区交流。 共享

主体双方或多方依协议享有合作研究产生的成果及

效益。
(4)资源交易(换)性共享:

 

岩芯科技资源拥有

方将拥有的没有公共投入,没有权属纠纷的岩芯资

源,与资源使用方进行合法交易(交换) 的共享活

动,双方即是资源拥有方,又是资源使用方,资源形

成了互补。 该共享方式遵循市场规律进行。 典型案

例:多数Ⅲ类岩芯科技资源自愿保管在各地勘单位、
矿山企业,且为地勘单位自筹资金、个人企业投资行

为所得,地质工作形成的岩芯科技资源权属关系明

晰,故可广泛开展合法的市场交易(交换)行为。
(5)资源租赁性共享:

 

类比于公益性借用共享,
资源租赁性共享是指资源拥有方将拥有的没有公共

投入的,没有权属纠纷的岩芯资源,以租赁的方式提

供给资源使用方的共享活动,该共享方式遵循市场

规律进行。 对于有公共投入的资源且用于科研、科
普等社会公益活动的,可收取适当资源占用费用。

(6)行政许可性共享:
 

对于特殊保护的岩芯科

技资源,需要经过政府部门审批许可才能使用的,资
源使用方须得到行政许可后才能获得资源的共享活

动,尤其是在开展国际项目间合作要利用的重要的

关键岩芯科技资源。
4. 3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运行过程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运行过程总体包括开放

(Open)、 获取 ( Acquire)、 创新 ( Innovation)、 共享

(Sharing)4 个环节,环环相扣,循环往复,共同构成

岩芯科技资源共享运行的 OAIS 循环系统(孙彦明

等,2017)。
(1)开放。 “开放”是岩芯科技资源共享的第一

步,是一种资源供给行为。 个体与个体之间、团队与

团队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科技资源存在差异及

异质性稀有资源的需求,开放倡导“欲取先予” 原

则,岩芯科技资源各主体应打破一亩三分地格局,主
动开放自有资源,让岩芯科技资源公开自由流动,为
社会所用,通过建立健全各级岩芯科技资源平台,为
公众熟知,同时做好岩芯科技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和管理。
(2)获取。 “获取” 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环

节,同样是知识转移并不断裂变的过程,岩芯科技资

源需求者根据自身目标需求获取相关的资源。 开放

环节形成的大量信息流、知识流和资源流跨领域、跨
组织进行自由流动,各应用主体获取活动交叉进行。
资源需求者在积极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的同时,扩
大了合作交流范围,为创新和共享奠定了更扎实的

基础,但现阶段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往往停留在这一

阶段,没有形成资源利用良性循环。
(3)创新。 “创新”是资源共享的阶段性工作成

果,岩芯资源获取者通过分析测试、研究对比、综合

分析等手段,将获得的岩芯科技资源进行深加工,形
成新的科技成果,实现岩芯科技资源价值增值。

(4)共享。 “共享”是资源获取这将前期获取的

资源通过研发利用,形成了新的认识,以公开发表论

文、专著等进行共享,同时注明部分研究成果资源利

用来源,以实现广泛传播和转移,促进更大范围学习

和利用,同时也是新一轮“开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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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和优化岩芯科技资源
共享机制对策的建议

5. 1　 加强岩芯科技资源共建共享共赢源头保障

(1)发挥政府+市场主体运行作用,国家岩芯科

技资源共享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主导实施,
依据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岩

芯数字化与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强化地质资料汇

交人岩芯资源的汇交、保管和利用,充分挖掘各类岩

芯科技资源在服务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科学价值。
(2)不断优化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中岩芯等

实物地质资料汇交程序、汇交信息核查等工作,做好

地质岩芯大数据权威、真实可靠、可信、可追溯。
(3)定期安排检查核查国家岩芯资源分库、海

洋油气等岩芯资源委托保管单位、省级地质资料馆、
省级岩芯资源委托保管单位、地质资料汇交人岩芯

实体资源和岩芯数字资源,确保岩芯科技资源真实、
可靠、可用,统筹盘活岩芯科技人力资源、岩芯科技

财力资源、岩芯科技物力资源,达到人尽其才、财尽

其利、物尽其用,不断优化岩芯科技资源配置、提升

地学科技创新能力。
5. 2　 建立岩芯科技资源共享安全制度保障

岩芯科技资源有效共享的前提是制度保障,相
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岩芯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利用

规范标准,依据岩芯科技资源分类、分级标准,各单

位在岩芯科技资源采集、保存、处理、数字化、使用、
信息共享过程中,确保岩芯科技资源信息公开、透
明、安全、能用。
5. 3　 统一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建立开源的国家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打造全国数字岩芯平台,促使岩芯科技资源管理部

门、生产部门、使用部门均可通过共享许可从平台获

取共享的地质岩芯基本数据信息、测试分析数据、扫
描数字化数据及相关地质资料数据,并将岩芯科技

资源平台纳入国家政务信息平台和国家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实现地质大数据与其他科技资源平台

数据的深度融合和跨平台应用;同时,成立岩芯科技

资源共建单位联席小组,建立岩芯科技资源信息共

享的协商机制,定期不定期地开展岩芯科技资源建

设工作研讨会、动态进展交流会,扩大信息共享面,
加快信息共享速度,达到高效利用岩芯科技资源利

用价值的目的;此外,通过共享平台,逐步推进各部

门信息交换或有偿使用的市场化,逐步建立岩芯科

技资源共享利用的社会氛围。
5. 4　 赋予岩芯科技资源共享文化价值

基于地质文化认同和信用体系建设的岩芯资源

共享效率模式,岩芯资源在资源配置基础上,构建整

体社会共享、创新、合作、信任的文化氛围,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身份验证、信用记录查询

等手段,实时动态监管,保证岩芯资源利用的安全性

和便利性。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对本文的认真审阅

及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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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haring
 

degree
 

of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directly
 

affects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level
 

of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n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ring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sharing
 

degree.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haring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haring
 

in
 

the
 

new
 

period,
 

discusses
 

that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haring
 

should
 

follow
 

five
 

principles,
 

six
 

ways
 

and
 

four
 

major
 

processes
 

of
 

sharing
 

oper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and
 

optimizing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shar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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