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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分析了武汉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的概况，归纳提炼了国外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取得成

功的经验及我国其他区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特色借鉴，最后提出了促进武汉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发

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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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发展概况 

为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贯彻《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计划（2013—2016 年）的通知》等相关精神，武汉市加大了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力度，积极探索有效整合、共享创新资

源的实体化平台运行模式，为全面提高武汉市科技创新能力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目前，武汉市围绕光电子、新一代信息技

术、通用芯片和专用芯片领域战略新兴产业以及电子、汽车、装备、钢铁、石油化工、医药、食品、家电、服装等九大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着力打造和加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重点实验室、科技专家大院、工业研究院、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和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等九类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满足企业科

技创新需求、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重点技术、共性技术难题、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经济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由于武汉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尚处于探索期，平台体系和布局还处于逐渐完善阶段，加之科技体制机制、资源共享

约束、技术创新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武汉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还存在着资金投入力度有限、平台综合能力较弱、运作成效

不太显著、资源共享不足、服务满意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导致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成效还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2 国外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的经验 

国外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取得成功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功能定位十分明确 

                      

基金项目：武汉研究院开放性课题（IWHS20172029）资助。 

作者简介：汪妍慧，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罗艳（1994—），女，土家族，湖南常德人，武汉理

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品牌与创新。 

 



 

2 

无论是美国 NIST、加州 CNSI、德国 FHG，还是日本 AIST、加拿大 NRC、韩国 KIST还是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尽管它们

的建设目标、机构性质、经费来源、组织模式及其服务对象不完全相同，但其战略定位都十分明确。在不同发展阶段，尽管各

国会结合区域特点和发展情况，对平台的功能进行调整，但从总体来看，在任何阶段平台自身的功能定位都十分明确。 

2.2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在政府推动平台建立、提供资金支持、提供研发项目、推动建立企业合作网络等方面，均充分发挥了政府引导和支持作用。

对于承担着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任务的研发类平台而言，美国 NIST 经费 90%左右来源于联邦政府;德国科技事业

基金是 FHG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其它平台在初期，都有着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资金资助。 

2.3官产学研结合紧密 

加强与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沟通协调，注重和大学的联合创新，使得公共服务平台保持了创新的活力。美国 NIST逐步

把眼光投向了大学和专门研发机构，其合作规模和层次不断提高;德国 FHG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都设立了窗口，与美国等国家

建立了许多的国际合作基地;韩国 KIST也逐渐加大了世界交流和合作范围。总体来看，官产学研的渗透和融合力度加大;面向未

来的、引领产业发展的国际性研发趋势已经形成。 

2.4灵活化的运作模式 

从平台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建立初期和平台发展到中后期后，其面向的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功能和作用都是在逐渐调适

和改变的。在不同时期，其经费来源、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都不完全相同。但创新服务平台始终采取政府主导或企业运作的模

式，灵活适应本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的需要，以使其发展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5重视绩效评估机制 

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完善平台的绩效评估机制。NIST从三个不同层面对平台业绩和效率进行评估'，除接受联邦政府的评估

之外，研究院主任还委托国家研究理事会对其下属的实验室进行同行评议；同时对内部项目或者是技术开展的经济影响开展评

估;FHG则根据与政府签订的“确保科研质量”协议，对学会以及所属研究所工作进行评估；日本的 AIST则是独立行政法人机构，

按照企业模式运作，并实行自主化管理。 

2.6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美国 NIST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而加州 CNSI的经费则来源于加州政府、产业界和投资公司的共同扶持;德国 FHG的

经费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欧盟供的科技事业基金、招标课题和研发合同收入；日本 AIST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科研拨款，并

从企业、私人募集研究基金。因而，从整体来看，平台建设和发展的资金筹措方式较为灵活，渠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3 国内其他区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我国不同区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3.1总体布局逐渐完善 

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发达省份，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等发展迅速，各个区域围绕产业集聚区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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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产业布局，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研发到科技成果转移和产业化的一体化服务平台体系;各平台之间的横向合作和纵向

延伸逐渐拓展，平台的管理制度和机制逐渐健全，平台的实力和服务成效逐渐显现。 

3.2功能定位较为明确 

虽然各平台机构性质、建设目标、组织模式、经费来源和服务对象不尽相同，但是其功能定位及其在科技创新链中的角色

均较为清晰明确，即面向区域关键战略领域、⅛业共性技术需求、企业技术创新及服务需求，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纽带作用，为

地区科技创新的发展和增强科技竞争力提供强大支持。 

3.3市场化运作模式主导 

从发展历程来看，不同时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经费来源、运作模式、管理机制等都不是静态的，平台始终是面向社

会需求，紧密结合内外环境、政府政策与产业需求变化，积极调整其运作模式。但总体而言，“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市场化

运营”的模式占据主导。 

3.4资金来源趋向多元化 

从各平台的资金来源来看，其研究经费多来源于多种渠道，既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有企业的项目资金，投资

机构的投资，还有服务性收人等。 

3.5政府支持力度较大 

政府在平台建设、资金支持、研发项目提供、企业合作网络建设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 促进武汉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的建议 

为促进武汉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提高服务成效，建议以下几点。 

4.1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平台定位 

从平台层面来看，做好自身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建设内容，并制定相关的管理机制及运行机制等；从政府层面来看，

建设什么样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赋予其怎样的功能和建设内容、如何予以支持等，都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科技创新发展

的需要，进行统筹谋划和布局。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成立的各类平台的功能定位、建设目标应进行清晰界定。 

4.2实现分类建设，引导特色发展 

政府应鼓励各类平台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共享资源，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平台实行宏观引导和动态管理。围绕武汉市战略

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对各类创新平台的建设做好规划，建议对不同平台实行分类建设，分阶段推进，鼓励和扶持各类平台实行

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重点支持建设非营利性的有实力的大型研发服务平台，可由政府主导，依托一所高校或联合几所高校共

建。遵循“市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则，引导和鼓励高校、骨干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共建面向

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平台。 

4.3面向未来需求，进行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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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平台的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和启动资金的筹措上，更要做好发展方向的引导。一是明确武汉市未来产业提

升的重点，即进行重点技改的方向和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前沿技术等问题领域，为平台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引方向；二是

争取创建全国知名平台实体组织，使其成为武汉产业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三是提升产业协同创新发展能力，支持研发平台开展

产业链合作项目，形成从事高精尖产品研发和创新设计，对外进行委托或授权生产制造的新型模式，加快构建产业技术协同创

新共同体。 

4.4推进共建共享，实现协同创新 

政府在做好科技资源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同时要加大资源共建共享力度，完善相关机制，提高研发服务平台的效率。各级

政府部门应打破条块分割的科研体制，鼓励自主技术研发与合作创新相结合，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各种中介服务组织、各类型

企业参与合作创新与知识产权共享。同时，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类平台沿着创新链适时转换角色和强化服务

功能。此外，政府也要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技术优势，构建面向全社会的协同创新信息系统，积极打造实体组织和网络平台协同

体系。 

4.5创新管理机制，完善配套服务 

政府相关部门在加强对平台建设的宏观谋划和协调指导外，还应在规划审批、基建用地、项目与人才引进、融资担保、税

费减免、招商鼓励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和优质服务。要进一步加大人才支撑力度，提升人才国际化水平。引导和鼓励平台组织

积极发展与创投公司、天使投资人、企业、银行等融资渠道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地方财政投入，运用无偿资助、

贷款贴息、专项补助、偿还性资助等多种方式，促进平台形成多渠道投人格局。 

4.6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其一，推动平台从“重建设”向“建设与运营并重”发展。对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实施政府采购，使其由无偿资

助方式向基于项目的委托或竞标方式转变。所有平台必须通过年度绩效考评和竞标才能获取政府资金资助。其二，加强建设的

过程管理与验收管理。建立平台运行的年度考核机制，检查和考核的结果作为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对于为中小企业提供的技

术创新服务，重点督促各平台建立公共服务台账，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进行事后限额补贴。主管部门也可每年与平台依托单

位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绩效任务及目标，并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重点根据各类平台服务功能，科学筛选

评估比标，对平台运行进行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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