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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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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掌握武汉市现有检验检测机构基本能力和潜在可利用的检测资源和科技创新情况。通过全面

了解武汉市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水平，明确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分层分级管理的新思路，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措施，全面提升武汉市检验检测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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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全面掌握武汉市现有检验检测机构基本能力情况和潜在可利用的检测资源和科技创新平情况。通过了解武汉市

检验检测实际能力和潜在的储能，全面了解武汉市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水平，明确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分层分级管理的新思路，

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全面提升武汉市检验检测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

1、概 述

1.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对比研究法、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法、个案法分析法和实地研究法，通过对比分析检验检测各领域机构分布和技

术能力，找出武汉市检验检测行业的优势领域和薄弱领域；以机构基本信息为基础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总结武汉市检验检测产

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结合文本分析和深人多个机构一线实地调研，获得真实资料。

1.2研究对象

国家及省备案注册的检验检测机构，包括获得 CMA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和获得 CNAS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这两类代表了武

汉市检验检测的实际检测能力；武汉市潜在和储备的检验检测资源，包括各类高等院校的高校实验室，科研院所各类研究中心，

工程类研究技术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这部分代表了武汉市潜在的检验检测技术储备。

2、国内外检测检测研究现状

2.1国外检验检测研究现状

                                                       
1
[作者简介]：窦丽芳（1980-），女，医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实验室管理、标准体系及食品微生物及分子生物学检

测技术。



2

国外检验检测作为技术服务和商业服务的一部分，通常与认证、鉴定、管理咨询、培训等概念一体化。国外检验检测研究

主要体现在：一是关于西方检验检测认证制度和监管方式的研究，Zwetsloot et al（2011）认为风险控制层面的关键因素包括

“检测认证制度管理模式的选择”、“检测认证制度审查要求的确定”、“检测和认证流程”和“整个过程中检测认证制度的

自我修正能力和学习能力”四个基本过程。二是关于食品、农产品、进出口产品等某一具体检验检测认证领域的研究，如“食

品安全检测与全面质量管理体系”、“食品检验检测体系的影响因素”等。三是关于西方政策实验室的研究，如美国、欧洲、

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实验室的类型、经费来源、开发项目、政策扶持、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等，其中的经验启示可供国内参

考。

2.2国内检验检测研究现状

国内检验检测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发展历程并不长，主要集中在：一是关于国家或区域检验检测服务业的现状描述、问题

分析或发展趋势研究。李文龙（2006）研究了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的现状，并比较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检验检测市场体制的

差异，认为商业实验室的形成要与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形式相适应。二是关于食品、药品、农产品等

具体领域的检验检测市场研究。李云龙（2011）提出从人才培养、科学管理、技术创新、文化环境和交流合作四方面加强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三是关于检验检测资源整合的研究，郝丽娟（2014）指出将整合看作机遇，通过推进专业化提升、集

团化发展、市场化运营和国际化发展来全面提升检验检测机构的竞争实力。目前检验检测资源整合，各城市都在建立检验检测

集聚区。

3、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特点

3.1武汉市检验检测机构数量众多，可挖掘检验检测潜在资源和储备资源潜力巨大

截止 2016 年底，我市备案注册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共计 592 个，其中，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以下简称 CMA 机构）

439 个，获得 CNAS 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 122 个（以下简称 CNAS 机构），认证机构 31 个。全市已建成和批筹的检验检测相关国

家级中心 22个，检验检疫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9个，省级中心 12个。各类高等院校 82所，潜在可挖掘高校实验室检验检测资源

至少 82 家。另外，武汉市拥有科研院所、企业创新平台众多，包括：各类（国家）实验室 154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94

个，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437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67个，工业技术研究院 10个，科技产业化基地 11个，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 33个，农业科技专家大院 51个，这些都是潜在的高端可挖掘引导的检验检测潜在和储备资源。

3.2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结构不合理，中局 V而检验检测配套能力不足

武汉市检验检测配套能力不足，现有的检验检测能力尚不能满足武汉现有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从整体

来看，武汉市 6 个产值过亿的行业（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烟草、能源及环保和钢铁及深加工）中仅食品

和烟草领域检测能力勉强与产业发展相配套。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智能电网、新型材料、生物医药、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新

兴产业领域的检验检测能力不足，滞后于相应产业的发展。

具体来看，武汉市检验检测机构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和工程两大领域，从事生命科学领域和工程两大领域的机构数量分别

为 152 家和 172家，分别占武汉市检验检测机构总数的 35%和 39%。其中，生命科学领域的检测机构将近半数为环境质量检测机

构，除此之外主要为食品检测、农产品检测和医药卫生等检测机构。工程领域的检测机构中大约三分之一为建筑材料检测机构，

其余主要为建筑工程、公路水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工程检测机构。武汉市专门从事消费品和工业品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数量较

少，这两个领域的机构数量仅占武汉市检验检测机构总数的 11%。消费品领域检测机构仅有 6家，其中，纺织品、皮革和鞋类检

测机构 3 家，珠宝首饰检测机构 2 家，烟草检测机构 1 家。工业品检测机构共有 44 家，主要为工业材料、矿产品、化工产品、

电子电器、机械包括汽车等检测机构。另外，还有 4 家中船旗下检测机构从事国防相关检测业务。武汉市从事安全保障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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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比例较为合理，其中，机动车检测机构 16 家（包括 13 家机动车安检机构和 3 家机动车综检机构），消防领域检测机

构 15家，特种设备检测机构 9家，安全生产应急领域检测机构 1家。

3.3武汉市检验检测机构整体布局相对分散，未与区域产业形成产业合力

武汉市检验检测机构按区域分布划分为武昌片、汉口片和汉阳片，武昌片基于其科研院校云集和武昌片产业集聚的优势，

汇聚了武汉市半数以上的检验检测机构，其中武昌区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测机构数量最多。汉阳片的检验检测机构数

量最少，仅有 58 家，仅相当于武昌片机构总数的四分之一。汉口片共有检测机构 144 家，除黄陂区和新洲区机构数量较少外，

其他各行政区机构数量相对较均衡。目前武汉市检验检测行业整体布局相对分散，产业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不能形成产业

合力。理想状态上，检验检测机构集聚能吸引产业集聚发挥“榕树效应”，由于各类机构在业务上存在合作关系，产业集聚促

进检验检测机构集聚，机构集聚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逐渐产生“协同发展”的集聚效应。

4、对策建议

4.1建议武汉市检验检测机构按分层分级管理思路，有的放矢，与不同需求对接

图 1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分层分级管理金字塔图

武汉市各类检验检测机构数量众多，但检验检测能力层次不齐。所以，建议按照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按机构来源、检验检

测能力、服务领域、机构规模，以及 历年各级别各类飞行检查、监督抽查情况和通报结果，对武汉市检验检测能力进行梳理分

类，进行分层分级管理（见图 1），一方面有利于机构监管部门等级管理，另一方面有利于有的放矢引导不同市场需求对接，引

导不能类别的检验检测能力适合性发展。

4.2资源集聚，产业带动，建设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以下简称集聚区）

集聚区通过“搭平台、设联盟、推创新、育市场、树地位”，提供检验、检测、认证、标准制修订一体化发展的公共检测

平台服务。解决企业产品创新升级、技术改造、技术提升过程中的瓶颈和难题，提供实验、测试、分析和鉴定的过程检测和质

量跟踪服务，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中高端跃升，全面提升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促进武汉传统优势和新兴产

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检验检测为武汉传统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做配套支撑，也为自身检验检测发展带来机遇，从而实

现检验检测服务业与武汉产业的共同发展。

4.3挖掘检验检测潜在资源，开发检验检测高端资源，建设国家级检验检测中心

武汉建设国家级检验检测中心，创新国家级检验检测中心建设模式，明确重点部署的领域和方向，充分挖掘高校、科研院

所潜在优势资源和各领域领军企业专业技术优势资源。打破地域限制、行业限制和所有制限制，支持政府检验检测机构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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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对接，与国内、国际知名检验机构合作，探索以股份制形式整合各类资源建设国家级检验检测

机构的有效途径，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向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转型。使检验检测技术为核心

的产业链服务与产业集聚区、开发区更加融合配套，且更好地发挥政府资源调配和宏观决策的服务作用。

4.4服务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搭建质量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质量技术基础“一站式”服务，助推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一是积极筹划在全市已有的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建设共享

实验室，提供基础性服务。运用“互联网+”检验检测平台，就近为园区企业提供标准查询、标准查新、标准制修、计量器具检

测、产品认证等全套服务。二是探索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在全市建网布点，提供个性化服务。引导有意愿的大专院校、大型企业

等的实验室和产业科技研究院积极对外开展检验检测服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检验、检测、认证、标准制修订一体化产品研发

方案。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检验检测供给水平。推进质量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才资源、设备设施向社会共享

开放，整合在汉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专业技术优势资源，依托公共产业技术服务平台和各类检验检测机构，构建全市检验

检测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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