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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内涵

近年来，科技研发平台建设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各国政府都

在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整合科技资源以建立自己的科技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一些国际机构还在组织内建立跨越国界的科技研发平台，例

如欧盟就在各成员国之间建设了一个科技研发平台。“尽管世界各国

对科技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定义和功能定位都有所不同，但是通过对

世界上主要科技研发平台的对比研究后，我们认为，科技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实际上是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共建

共享的机制下，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大型科学仪器与设备、与文

献、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网络资源等进行战略重组与建设，构建布局

合理、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善科技数据完备的物质和信息保

障服务系统”。对于一个功能完备的科技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来说，它

不仅需要提供大量的科技资源，而且还要能够在此基础上整合、发掘、

创新知识，并将这些经过加工和产生的知识通过一定的运作机制传递

给用户，以深化平台应用，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研究背景

科技资源整合度不高是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产业发展

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科研院

所研究成果的转化，而且直接造成大量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并进

而制约了竞争力的提升。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从各地的



实践看：缺乏高效的创新资源整合平台，即，硬环境建设不“硬”是

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制约因素。为此，各方高度重视，由科技部牵头的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以及一些省市的相关平台建设目前都处

于积极推进之中。2004年 7 月 14日，上海基于“上海科技服务导航”

为标志的门户网站(www.sgst.cn)上，由“大型仪器设施共用服务系统”

和“科技文献保障服务系统”等 10 个子系统构筑的上海科技研发公

共服务平台已正式开通，成为我国全国第一个综合性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2005 年江苏省启动建设重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计划用 3 年时

间，完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规划，选择科技创业公共服务平台等

七大平台进行试点示范。

吉林省作为科教强省，农业大省，东北老工业基地，目前有高等

院校 44 所，研究与实验院所 380 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各部

委重点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

技术研究中共 96 个；所有这些都为吉林省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对吉林省来说，加快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对于完

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全社会科技进步

和经济持续决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需求现状

3.1 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大中型企业在吉林省创新中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它们的创新能



力与活力直接影响着整个吉林省创新能力与水平的高低。而目前，我

省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堪忧。2004 年国家统计局吉林省

企业调研队对吉林省 2003 年按资产规模排序的前 300 名企业进行了

综合汇总和对比分析表明，我省规模以上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具体表现在，一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偏低，2003

年仅为 1.1%；二是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2003 年 300 家企业集团有研发人员 5.1万人，仅占全部

从业人员的 1.9%，比全国企业集团平均水平低 0.9个百分点、长三角

地区低 0.7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低 1.1个百分点、京津唐地区低 1.4

个百分点。

3.2 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度低导致创新主体间知识与信息流动不畅

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使科

技与经济被分割为两个主体、两条战线，彼此独立运行，各成体系，

导致科技和经济的严重分离和脱节。主要表现在：

（1）科技活动主体与经济活动主体相互分离。企业的主要产品技术

多来源于国外；多数大型企业没有建立起较强的技术中心，尚未成为

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仅占销售额的 1.65%。一些企业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实力还比较薄弱，企业同大学和科研

院所之间的结合难以实现、信息与知识流动存在体制与现实障碍。

（2）科技运行机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相互脱节。由于科研单位在开发

阶段与企业缺少联系，造成了科研单位提供的科研成果针对性不强，



影响了科研单位与老工业基地合作的积极性，影响了双方合作效率的

提高。科技管理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相互牵制。科技与经济是两个平

行的部门，容易在计划安排、项目审批、资金投放等方面缺乏协调。

（3）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存在着的冲突。在大学和企业合作中，大

学文化追求的是自由的学术探索，而企业则是一种以功利性为内涵的

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集中表现在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上。这种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院校合作。科技投入少，效益差。


	1.研究内涵
	2.研究背景
	3.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需求现状
	3.1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3.2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度低导致创新主体间知识与信息流动不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