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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八章。报告介绍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产业运行环

境、分析了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行业的现状、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产业

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自1984年国家实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启动伊始，迄今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经过这

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现已发展为 由院校国家重点实验

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军民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港澳伙伴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组成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体系。  

     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前沿探索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

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成果，在人才队

伍建设方面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成为孕育我国科技人才的摇篮。但是与国际

水平相比，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性研究的整体水平还 存在较大差距，实验室在管理运行

模式上也亟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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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hellip;&hellip;

 

     本报告利用博思数据长期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跟踪搜集的一手市场数据，全面而准确地为您

从行业的整体高度来架构分析体系。报告主要分析了国家重点实 验室发展背景与环境；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现状；发达国家实验室管理与运行模式经验借鉴；高校国家重点实验

室运行状况与可持续发展策略；企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发展现状与研发策略；主要地区国家重

点实验室发展情况；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5家国内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典型代表，对其

运营管理进行深入分析。 同时，佐之以全行业近几年来全面详实的一手连续性数据，让您全

面、准确地把握整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走向和趋势。  

     本报告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适时性。报告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年的发展轨迹，对国

家重点实验室当前建设情况及运行管理情况进行深入剖析，是国家重点实验 室机构及依托单

位准确了解国家重点实验室行业当前最新发展动态，做出正确运营决策和明确机构发展方向

不可多得的精品。也是业内第一份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情况以及运行管理模式进行全面系

统分析的重量级报告。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qitawenjiao1503/Z75104VXU5.html

http://www.bosidata.com/qitawenjiao1503/Z75104VXU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