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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以苏州为例 

周文魁
1
 

科技服务体系是从科技研发向成果转移、转化、应用和实现产业化整个延伸服务的一个服务体系，是科技研发向市场化、

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的深化延伸服务。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是缓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痼疾的一剂良药，只有通过搭

建起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通道和平台，让一大批科技服务机构迅速发展壮大，方能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为了“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借鉴经验”，我们着重从“企业需要哪些服务、基层缺失哪些服务、政府推动哪些服务”三

个视角，以苏州地区为样本，开展了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实地调研，以探寻苏南地区科技服务体系的实际情况。调研注重两个方

面的考量：一是注重客观评判，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向生产型企业、科技中介机构、服务支撑机构、孵化器、各类园区和政府

部门发放问卷，评判企业对科技服务的需求和中介机构开展服务的现状；二是注重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走访和集中座谈，从专

业技术服务、科技咨询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创业服务、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五个方面了解基层科技服务需求。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在苏州工业园区走访了 40余家典型企业和服务机构，召开了 4次研讨会，共回收有效问卷 217份。结合问卷分析

和实际调研情况，苏南地区的基层科技服务体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对科技服务的整体满意度较高 

从数据分析上看，调查对象对科技服务的总体满意度（满意和较满意）为 77.2%，这说明苏州地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较好。

从实际调研上看，苏州科技部门对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重视程度高，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较为完善，工作的主动性强，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注重项目集成，通过“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和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等科技计划的项目集成，吸引海外人才来苏州创

业；二是注重信息集成，通过举办交流会、对接会、领军秀等活动，促进科技型企业和银行、创投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

三是注重服务集成，在注重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企业的服务，提升软环境能力，通过科技金融超市、科技服务联盟

等形式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2.专业技术服务是第一需求，而专业技术服务中最缺乏研发支持服务 

从数据分析上看，企业科技创新创业最需要专业技术服务，其次是科技金融服务和人才服务。从企业对专业技术服务的需

求类型看，调查对象认为专业技术服务中最缺乏研发支持服务，其次是检验检测服务，这说明当前企业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研

发能力偏弱，新品开发中检验检测的需求增加，而现有的研发服务机构尚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应进一步大力支持研发机

构建设。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苏州的调研企业多为海归人才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其科技服务需求的专业化程度高，产品检验检测的

标准也高。但部分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相对偏弱，专业化能力不高，只能提供一些浅层次的科技服务，无法满足企业高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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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实际需求。而公益类服务机构则表示，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员和经费投入，其专业化的服务水平上不去，服务能力达不

到企业要求，造成企业对其服务的依赖性下降。此外，在市场化政策和激励机制方面不够灵活，服务机构普遍缺乏服务的欲望。 

3.科技小额贷款是科技金融服务的第一服务需求，并且企业申请科技小额贷款难度最小 

从数据分析上看，调查对象认为小微企业最需要的科技金融服务是科技小额贷款，调查对象认为企业向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申请贷款最容易，这说明政府大力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的方向正确，但发展规模尚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需要进一步加速发

展。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企业反映向银行申请贷款最为困难，在贷款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抵押不足和

贷款利率高，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资产轻，贷款程序复杂，融资过程较长;研发型企业则认为贷款利率过高，在目前各项成

本趋高的环境下，企业贷款利息往往占其利润的一半。银行还存在“嫌贫爱富”的现象，在企业资金充裕时主动上门提供贷款，

在企业缺资金时则贷款困难；而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则较为容易。银行方面则认为困难主要有三点，一是风险与回报

不对称，科技贷款的收益较低；二是风险大,科技贷款风险较高，不良贷款率高，希望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三是信息不对称，

银行缺乏对企业实际情况尤其是技术状况的了解，找不到合适的贷款对象。 

4专业技术服务中，形成成熟工艺、产品和生产线的最佳方式是合作研发，企业寻求外部技术服务的最便捷途径是高校和科

研机构从数据分析上看，调查对象认为企业形成成熟工艺、产品和生产线的最佳方式是合作研发，企业寻求外部技术服务的最

便捷途径是高校和科研机构，说明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企业专业技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高校代表认为要在政策制度的安排上互补好高校人员的学术效率和创新效率，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注入创新资源，推进体制创新，鼓励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中介公司，以专利产品转让替代以往的技术信息的供需对接。园区的政

府部门代表提出要组织创新，整合现有资源，形成服务大平台，构建为企业服务的“联合舰队”。 

5.科技创业服务中，科技孵化器最重要的功能是成果转化，最有效的服务方式是创业辅导，发展壮大的最佳途径是增加资

金政策支持 

从数据分析上看，调查对象认为科技孵化器最重要的功能是成果转化，科技孵化器最有效的服务方式是创业辅导，其次是

人才引进和投融资。调查对象认为孵化器发展壮大应增加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说明政府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对孵化器的投入，

同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不少孵化器服务方式方法有限，仅以提供场地、物业管理等常规服务为主，甚至有部分盈利还依靠标

准厂房的出租。而为初创企业提供辅导、融资等增值服务的能力不强，孵化资源整合不够，公共服务平台较少，服务的深度、

精度不足。 

6.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中，科技中介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缺乏了解和投入不足，促进企业产业化的最佳方式是产学研

合作 

从数据分析上看，调查对象认为科技中介机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对其缺乏了解，其次是投入不足和服务机构服务

主动性不强，因此政府需加大对科技中介机构的宣传，并加大资金投入，同时服务机构自身也要不断提高服务意识,走市场化运

作方式。调查对象认为促进企业的技术（思想）产业化的最佳方式是产学研合作，说明需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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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调研情况看，中介机构认为要加强科技中介机构的行业分级管理，规范资质认证工作，希望政府在科技服务税收方

面提供更多的优惠支持，在市场开拓方面，增加政府对企业采购科技服务的补贴，激发市场需求，同时能够设立科技服务专项，

提升中介机构的服务能力。此外，要充分发挥已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加强平台对地方和行业的服务和辐射作用，走出重

建设轻服务的误区。 

7.投融资咨询服务是科技咨询服务的第一服务需求，而政府重视度还不够 

从数据分析上看，调查对象认为企业需要政策咨询服务，其次是投融资咨询服务，生产型企业最需要投融资咨询服务。而

政府则认为企业最需要知识产权服务和政策咨询服务，这反映科技部门对投融资咨询服务的重视程度不高，也有可能是科技部

门认为缺乏工作抓手有关,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企业存在资金缺乏和贷款困难的问题，而金融机构存在着有资金却不敢贷的问题，金融机构和企业都

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搭建第三方平台，一是提供信息支撑，解决双方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提供补偿支撑，为金融机构设立科

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三是提供智力支撑，建立专家库，对项目的技术评估、市场风险、融

资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8.体系建设方面，公共服务类由政府主导，检测和技术中介服务类由政府引导，专业技术服务类充分市场化发展 

从数据分析可知，需要政府主导建设的：包括政策咨询服务、科技担保服务、知识产权质押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需要政

府指导的：市场咨询服务；完全市场化发展的：包括工业设计服务、小样设计服务、市场推广服务和技术交易服务；需要政府

引导发展的：包括检验检测服务、产品认证服务、研发支持服务、投融资咨询服务、科技小额贷款服务、股权质押服务、风险

投资服务、项目推介服务、人才引进服务等。 

二、几点思考 

1.科技服务的需求呈现出专业化、特色化、新兴化的特点 

随着江苏省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在市场的压力和政府的引导下，企业转型发展的意愿明显，尤其表现在

企业对科技服务的需求日益强烈，要求日益提高，呈现出专业化、特色化、新兴化的特点。而当前社会提供的浅表性、低层次

的科技服务难以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如以往的知识产权服务多定位在企业的专利申报领域，但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发展，企业

对知识产权服务的要求已从简单的申报向深层次的行业分析和风险规避转变，为此，科技服务应在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三

个方向上加强突破。 

2.省市县三级公益性服务机构要错位发展，最大化地共享科技资源 

基层科技服务工作的抓手是项目和信息资源，科技服务的类型主要是项目申报咨询和科技信息服务等层次较低的服务。苏

南地区部分公益性服务机构的科技服务人员配置不足，服务手段有限，支撑条件不够，特别需要省市县的上下联动，通过科技

文献工作站、大型仪器服务平台的县级布点，实现省级科技信息资源和科技服务职能的向下延伸，充实市县科技服务机构的服

务能力。省级科技服务机构要在业务发展上加大转型和提升，在“专”和“深”方面下功夫，满足企业专业化的研发支撑服务

需求，拉紧和提升全省公共科技服务的产业链。 

3.要加强企业科技服务需求集成和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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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调研情况看，无论是企业还是服务机构集聚发展的意愿都非常强烈，要加强科技服务联盟和科技服务集聚区的建设，

促进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与产业创新联盟的合作，加大技术需求和服务供给的交融；促进银行、创投公司、担保公司、评估公司

等机构成立科技金融服务联盟，降低科技金融的贷款风险，通过联盟之间的合作，实现多对多的科技金融服务。 

4.要加强平台的培训功能 

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对人才的需求迫切，表现为一是招不到人，二是招不到合适的人，尤其是专业技术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

才。这一方面说明学校目前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才引进的渠道还不够通畅。针对企业

缺乏技术人才的问题，要加强现有各类科技平台的培训功能，培养满足企业实际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 

5.要加强新型科技服务模式的示范和推广 

目前，江苏省市县科技部门在科技服务的基层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好的经验，一些服务机构创新出一些新的服务模式，如

苏州银杏科技金融超市，由 6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1家评估公司和 3家创投公司组成，推出了“银杏智汇”科技金融服务品

牌，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科技金融服务。因此，除了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外，还需注重吸收基层的实践经验，加

强这些新型科技服务模式在全省的示范和推广。 

6、政府应在政策环境营造和资源统筹配置方面发挥作用 

保障科技服务体系的持续化发展，是建设科技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政府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同时注重调动各方力量。

在推动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要做好跟进研究、咨询、评价，及时调整，防止出现偏差。必要时政府也能部分地创造需求，

但是不能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