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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ori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provides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vers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but currently the market-oriented 
innovation mechanism is still not perfect. Based on a review of market-oriente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s, Xuzhou City is used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devel-
opment status of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s from the aspects of innovation system, environment, 
factors, talents and capabilities. A market-oriented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rvice evalu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us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analy-
sis, including basic incubation conditions, comprehensive service capabilities,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capabilities, incubati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business cultivation capabil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society con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ores of 
the indicator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in Xuzhou City are rela-
tively sm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is relatively balanc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at need furth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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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强力科技支撑，但目前我国市场导向的创

新机制尚不完善。在回顾市场导向型创新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江苏徐州为

例，从创新体系、环境、要素、人才和能力等方面分析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

区域科技创新服务评价体系，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从基础孵化条件、综合服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

孵化管理绩效、商业培育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贡献衡量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绩效。结果表明：

徐州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各指标得分差距较小，整体发展较为均衡，但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如战略规

划不完善、服务功能设计不完备、服务利用率低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政策措施不健全等突出问

题，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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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经济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日益显现[1]，随着“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时代浪潮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创新创

业活动的需求。必须改进科技服务设施，完善科技创新服务系统，从而加强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流互通，

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助力我国科技服务早日实现规模集团化、服务专业化、功能体系化。 
创新是市场竞争的基础，其标准是实现市场价值而不是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经济学视创新为“新

知识通过金钱转化为更多金钱、完成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所以，任何形式的创新都应坚持市场导向

以满足客户需求。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导向作用，才能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活力和积极性，

实现创新资源配置在市场的决定作用。发达国家对待技术创新的做法较为一致，即通过建立完善的市场

导向机制，确保市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控。当前的重要议题是：通过厘清市场引导技术创新的作用

机制，揭示市场导向型技术创新的普适性、特殊性，实现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将固有的制度优势和新

兴的市场因素结合起来，挖掘企业科技创新潜能，在创新的征途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增强企业竞争力。 
为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市场导向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思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逐步兴起[2]。市场导

向作为营销学的核心概念，是企业的基本经营哲学[3]。市场导向型企业注重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分享

顾客、竞争者等外部环境信息，并迅速做出反应[4]，能有效地产生知识。在资源可获时，市场导向作为

创新活动的前因变量之一，为重视创新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开发竞争力[5]，进而带来位置优势、差

异化竞争优势。许多学者证明市场导向能够有效提升组织创新和组织学习活动的效率，对企业的组织绩

效、经济绩效与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6] [7]，且企业的市场导向越强，创新绩效越高[8] [9]。但也不能

因此而过分强调市场导向，有研究证明学习导向对创新的影响要高于市场导向[10]，市场导向在不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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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11]。 
关于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内涵，国内外学者说法不一但本质相同，Gartner 认为是指影响企业创新过程

的诸多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12]，常爱华指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是指围绕创新链上各个要素，

为创新活动提供特定服务的系统[13]。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林德昌将其划分为资源、

政策环境、运营模式三类[14]；杨德祥指出影响因素包括创新人才、创新创业项目、专利数据库、创新投资

和创新孵化基地[15]；Alcalde et al.指出复杂的社会网络、区域的文化氛围、地区集聚的工业体系、开放的人

才市场等是影响创新服务的主要因素[16]。施杨等提出孵化服务体系的五种发展模式，即开放空间型、高校

依托型、行业聚焦型、投资驱动型、媒体延伸型[17]；颜波等指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服务供应链(Service 
Supply Chain)，提出科技创新服务供应链体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18]；唐明凤等认为成功的孵化器商业

模式需要内部价值链的科学设计与外部的科技、经济与文化的反哺机制[19]；林强等建立了支撑体系、投资

体系和扩展体系，探索出科技创新孵化器“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滚动发展模式[20]。总之，当前我国的

科技创新体系正在完善，逐步形成由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创业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协同开发的服务模式。 
纵观国内外，研究市场导向对创新造成的影响多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鲜有以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作为

研究对象，而随着创新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导向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创新指引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2. 徐州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现状 

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调研选择江苏徐州，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扣

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徐州地处江苏省北部，作为“五省通衢”，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淮海经

济区中心城市、华东地区重要的科技中心，在 2018 年 3 月份，徐州正式成为全国创新城市。因此，本文

以徐州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代表性。近年来，徐州注重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贯穿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大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人才强市战略，紧抓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重大机遇，积极开展

转型升级工程，推进质量结构指标提升、速度指标领先、总量指标进位。整体前景向好的徐州区域经济，

对苏北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为加快构建新型产业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依照创建实施工作方案，徐州市建立了“产业 + 企业 + 平

台 + 人才 + 载体 + 金融 + 政策”七大创新体系。通过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徐州市行进在一条具有

当地特色的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科学发展之路，努力造就一流的高新技术特色产业群和产品群。经过

近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徐州市已经集聚了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居于全省前列，在淮海经济

区和苏北五市排名第一。徐州市先后荣获“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市”、“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中

国城市综合创新能力 50 强”、“中国最具创新绩效城市”等荣誉称号。高层次人才数、千人计划专家、

省“双创”人才数分别从 2010 年的 3.7 万人、7 人、23 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8.7 万人、99 人、166 人，另

外，国家和省级人才项目的入选次数呈爆发式增长。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从 2010 年的 9927 件、

4928 件，增长到 2017 年的 18548 件、10523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7874 件，年末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 7.32 件，比上年增加 2.3 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47.8 万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达 2.03%，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6%；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37 家，获批高新技术产品 350 项。徐州市大力推行科

技进步与自主创新，坚定不移的走以科技进步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道路。 

3. 方法与结果分析 

3.1. 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将毕业企业孵化成为一批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在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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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创新发展环境，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企业

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图 1.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当前有关科技创新服务评价的指标体系倾向于测评高新技术，过度追求科研成果数量而忽视质量，未能

突出市场导向带来创新绩效，然而，一切有价值的技术创新成果都应该有其评价地位。为改善以往评价体系

的不足，全面评价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构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评

价指标体系(如图 2)。评价体系从科技服务机构和企业创新创业能力两方面考虑，侧重于评价市场导向的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指标涵盖从创新孵化条件到企业孵化成功后获得经济收益全过程，同

时包含孵化器扶植企业逐步走向市场、投入民生运用的全过程相关服务，以及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各类资源。 

3.2. 评价方法与步骤 

3.2.1. 模糊层次分析法原理 
关于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评价方法多种多样，模糊综合评价法能够得到较为客观性、科学性的评价

结果。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将评价对象和评价指标转变为隶属度和隶属函数，采用模

糊复合运算得到模糊集，最后得到综合评价结果。此外，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有着传统评价方法无法比拟

的优势，如：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将调查资料、实验结果分析转化为客观资料，形成多因素评价矩阵；利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评价结果的可信度进行检验。 

3.2.2. 主要步骤及有关概念 
1) 确定因素集 F 和评定(语)集 
因素集 F：评价指标的集合。本文中 F = {f1, f2, f3, f4, f5, f6, f7}，f1 = 基础孵化条件，f2 = 综合服务能

力，f3 = 技术创新能力，f4 = 孵化管理绩效，f5 = 商业培育能力，f6 = 可持续发展能力，f7 = 社会贡献。 
本文中评价集合有下一级评价指标，以 f1 基础孵化条件为例，f1 = {f11, f12, f13, f14}，其中 f11 = 孵

化场地面积，f12 =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额，f13 = 高素质员工比例，f14 = 中介和投融资机构数量。 
评定集或评语集 E 即评价等级的集合，本文中 E = {e1, e2, e3, e4, e5}，其中 e1 = 优秀，e2 = 良好，

e3 = 中等，e4 = 及格，e5 = 较差。 
2) 确定单因素评价隶属度向量，构建隶属度矩阵 R 
隶属度是模糊综合评价基本的核心概念。隶属度 rij 指多个评价主体对某个评价对象在 fi 方面给出 ej

评定的可能性大小。本文的隶属度矩阵由德尔菲法判断得出，具体步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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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tructure char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evaluation indicator 
图 2.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评价指标结构图 
 

R 代表一级指标隶属度，Ri 代表相应的二级指标隶属度。 
3) 确定权重向量 WF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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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 为评价指标权重。本文的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层权重如下表 1。 
另外，还可有评语集的数值化结果 W’E 或权重 WE(W’E 归一化的结果)。在本文中，W’E = (90, 80, 70, 

60, 50)，WE = (0.257, 0.229, 0.2, 0.171, 0.143)；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weigh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表 1.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评价指标权重 

总目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相对于 
一级指标的权重 

二级指标相对于 
总目标的权重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基础孵化条件 0.049 

孵化场地面积 0.4573 0.022408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额 0.2408 0.011799 

高素质员工比例 0.0489 0.002396 

中介和投融资机构数量 0.253 0.012397 

综合服务能力 0.1595 

企业培训交流次数 0.1494 0.023829 

各类信息服务频率 0.3764 0.060036 

科技创新基金投入率 0.4742 0.075635 

技术创新能力 0.3267 

企业平均 R&D 项目数 0.1014 0.033127 

企业获得的专利数 0.2401 0.078441 

技术开发成果数 0.1797 0.058708 

产学研合作项目数 0.1772 0.057891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 0.3016 0.098533 

孵化管理绩效 0.0627 

科技企业孵化成功率 0.302 0.018935 

经费自给率 0.229 0.014358 

高新技术企业比率 0.106 0.006646 

企业存活率 0.363 0.02276 

商业培育能力 0.1178 

新产品的竞争性 0.3746 0.044128 

在孵企业和毕业企业总收入 0.0744 0.008764 

工业增加值占所在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的比例 0.1394 0.016421 

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总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0.1234 0.014537 

市场研究人数 0.1113 0.013111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0.1768 0.020827 

可持续 
发展能力 

0.1864 

孵化器场地面积年平均增长率 0.1556 0.029004 

孵化器年收入平均增长率 0.2327 0.043375 

产学研合作项目年平均增长率 0.1262 0.023524 

人才稳定性 0.4855 0.090497 

社会贡献 0.0979 

上缴税费总额 0.0926 0.009066 

年末从业人员数 0.1545 0.015126 

技工贸总收入 0.508 0.049733 

拥有省部级以上名牌产品或知名商标 0.2449 0.02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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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层次综合评判 
按照某种运算法则，计算综合评定向量 S 及综合评定值(综合得分 μ)。通常 S = WF*R，μ = W’E*ST。 

3.3. 综合评价与结果分析 

3.3.1. 隶属度矩阵 
本文的隶属度矩阵由德尔菲法判断得出，评价专家共计 50 人，其中徐州市科技局从事科技创新服务

相关工作人员 15 人，孵化器内部管理人员 15 人，孵化器工作人员 20 人。以一级指标为例，给出专家打

分情况(见表 2)，根据专家打分情况，求出隶属度矩阵 R。 
 
Table 2. Criterion hierarchy indicator expert score table 
表 2. 一级指标专家打分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较差 

基础孵化条件 0.049 11 21 12 5 1 

综合服务能力 0.1595 12 22 12 2 2 

技术创新能力 0.3267 11 20 14 4 1 

孵化管理绩效 0.0627 11 17 15 4 3 

商业培育能力 0.1178 6 22 17 3 2 

可持续发展能力 0.1864 7 20 17 5 1 

社会贡献 0.0979 12 24 10 4 0 

 

0.22 0.42 0.24 0.1 0.02
0.24 0.44 0.24 0.04 0.04
0.22 0.4 0.28 0.08 0.02

;0.22 0.34 0.3 0.08 0.06
0.12 0.44 0.34 0.06 0.04
0.14 0.4 0.34 0.1 0.02
0.24 0.48 0.2 0.08 0

R

 
 
 
 
 =  
 
 
 
  

 

同理可得： 

1

0.6 0.24 0.08 0.06 0.02
0.5 0.32 0.1 0.06 0.02

=
0.46 0.3 0.14 0.1 0
0.28 0.42 0.18 0.08 0.04

R

 
 
 
 
 
 

; 2

0.48 0.32 0.2 0 0
= 0.5 0.4 0.1 0 0

0.42 0.54 0.04 0 0
R

 
 
 
  

; 
3

0.26 0.56 0.18 0 0
0.46 0.32 0.18 0.04 0

= 0.32 0.5 0.12 0.06 0
0.32 0.44 0.16 0.06 0.02
0.04 0.18 0.5 0.2 0.08

R

 
 
 
 
 
 
  

; 

4

0.3 0.52 0.14 0.04 0
0.08 0.32 0.48 0.08 0.04

=
0.12 0.58 0.22 0.06 0.02
0.3 0.54 0.12 0.04 0

R

 
 
 
 
 
 

; 
5

0.08 0.26 0.44 0.14 0.08
0 0.48 0.32 0.2 0

0.04 0.58 0.24 0.06 0.08
=

0.08 0.44 0.28 0.16 0.04
0.16 0.52 0.18 0.12 0.02
0.12 0.48 0.2 0.2 0

R

 
 
 
 
 
 
 
 
  

;  

6

0.08 0.2 0.48 0.18 0.06
0.12 0.42 0.22 0.24 0

=
0.08 0.2 0.5 0.18 0.04
0.12 0.4 0.2 0.2 0.08

R

 
 
 
 
 
 

; 
7

0.04 0.24 0.46 0.22 0.04
0.04 0.12 0.56 0.26 0.02

=
0.08 0.2 0.34 0.26 0.12
0.04 0.2 0.36 0.3 0.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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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综合评定向量 
由综合评定向量 S = WF*R 可以得出一级指标以及各二级指标的综合评定向量，见表 3。 

 
Table 3.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vector 
表 3. 综合评定向量 

指标 综合评定向量 

S (0.198456，0.416142，0.283334，0.075972，0.026096) 

S1 (0.488114，0.307738，0.11305，0.067016，0.024082) 

S2 (0.459076，0.454436，0.086488，0，0) 

S3 (0.263082，0.355722，0.262186，0.091338，0.027672) 

S4 (0.23054，0.48782，0.21908，0.05128，0.01128) 

S5 (0.08444，0.410996，0.312034，0.144148，0.048282) 

S6 (0.108728，0.348294，0.286082，0.203672，0.053224) 

S7 (0.06032，0.191344，0.39，0.266092，0.092244) 

 

3.3.3. 综合评价得分及问题分析 
由 μ = W’E*ST 可得各指标的综合得分。 

 
Table 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comprehensive score of Xuzhou 
表 4. 徐州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综合得分 

总目标 分数 级别 一级指标 分数 级别 

徐州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建设 

76.8489 中等 

基础孵化条件 81.68786 良好 

综合服务能力 83.72588 良好 

技术创新能力 77.35204 中等 

孵化管理绩效 78.7506 中等 

商业培育能力 73.38464 中等 

可持续发展能力 72.5563 中等 

社会贡献 68.61404 及格 

 

由表 4 可知，徐州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评价的综合得分为 76.85，属于中等级别。从一级分项指

标来看，徐州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各指标得分差距不算太大，说明各方面得到了均衡发展，其中，良

好级别的有 2 项，中等级别的 4 项，刚达及格的指标 1 项。各指标之间得分有些许差距，其中综合服务

能力得分最高，而社会贡献能力得分最低，对于得分低的指标还有待进一步改进。目前徐州市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在战略规划、服务功能设计、服务利用率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政

策措施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 缺乏战略规划体系，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历来重视战略规划，采

取逐步发展战略。由于界面管理不当，徐州各服务机构各管一块，造成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缺乏统一的战

略规划，导致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不均衡发展，科技资源重复建设以及科技资源浪费，致使科技创新服务

体系建设的成本大大增加。 
2) 服务功能单一，体系不完整，未形成合力。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强大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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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建设是加快区域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与苏南以及国内先进地

区相比较，当前徐州的科技创新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共享建设、科技创新素养还是普遍偏低，现

有科技创新服务机构的服务功能较为单一，难以满足整个社会发展功能的综合性、整体性要求。 
3) 组织结构不完善，人才队伍素质建设偏低。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可以视为时代进步的标志，象征一

种对跨学科专业技术管理型人才有着特殊需求的新兴科技产业的诞生。而在徐州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

组织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存在较多的问题。如工作人员的专业层次存在偏颇，经验不足，年龄结构未

优化，专业知识素质的欠缺。一系列问题使得许多工作人员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缺乏整体认识，甚至仅

对技术咨询在行而无法实际操作。 
4) 配套政策不健全，行业规范不完善。首先，已出台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规章条例的内容粗放，界

限较为模糊，甚至某些具体方面的政策法规处于空白状态；其次，许多科技创新服务的执行过程不规范，

如对法律意图的曲解、法律管控范围的肆意更换、钻政策漏洞等；最后，法律当中对科技中介组织的认

可度有待商榷，造成其地位不明，权威和公信力缺失，难以做到与科技创新体系的“零距离”配合工作。 
5) 市场供需不平衡，服务利用率低下。区域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变化升级，同时对科技创新服

务体系的需求更加多元，但现实服务与服务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为目前服务体系的服务项

目内容较为单一，多集中于技术咨询，无法满足企业的大部分需求；又因为企业对服务创新体系的认知

度较低，意识薄弱，导致其所提需求受限，进一步阻碍科技服务体系的改进与完善。 
6)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偏低。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创新服务体系的最终目标，其

重要支撑是一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但当前徐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显然不能满足产业化的需求。由于

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有限，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校产生的科技成果无法及时转化，一个原因是，在进行项

目难题接洽时，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发现科研院所提供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技术难题不匹配；另外，由于

研发资金短缺，许多科技创新主体在技术的萌芽期揠苗助长，急功近利进行市场交易，使企业面临较高

的技术风险。 

4. 对策与建议 

4.1. 体制机制创新 

4.1.1. 建立健全金融支撑体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徐州的融资环境已初具综合性优势，对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成果产业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应该大力开展“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倡导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并不断挖掘科技、金融资源有机结合

的新渠道、新方法；拓宽资金来源，优化资金筹措方式，获取更多的国家和政府的创新资金，充分发挥

天使投资、创业风险投资、产业并购基金、银行信贷、信用担保、科技保险、小额贷款、企业上市、信

托发行、债券发行、融资融劵、融资租赁等金融产品的效用；努力推进融资结构专业化、融资方式多元

化发展，进一步加强投融资强度，大力推动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构建，积极探索不同金融工具的综

合运用以集成科技金融资源，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融资综合服务；积极引导各类金融

服务机构，如保险机构、信托机构保荐机构、商业银行、创投机构、担保机构等投身区县创新事业，将

徐州打造成苏北乃至淮海经济区的金融机构聚集区和区域性金融创新试验区。 

4.1.2. 培育引进创新型人才，优化“双创”队伍结构 
为应对徐州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等人才问题，应该紧紧依

托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江苏省创新创业人才计划等项目，积极搭建人才高地，集聚高端人才。建

立健全人才引进政策，优化人才培育成长机制和用人梯队，不断优化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人才选拔、人

https://doi.org/10.12677/sd.2019.92020


王帮俊 等 
 

 

DOI: 10.12677/sd.2019.92020 152 可持续发展 

 

才激励、人才流动、人员配置等机制，调动人才创新积极性；对中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给予大力支持，

以培育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着力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优秀“双创”人才，积极引导海归人才

加入创业浪潮，组建一流的创业投资、科技中介等创新服务团队；不断优化创新人才发展公共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政府有关人才购买的服务制度，切实发挥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创业人才的领军作用；重点培

养技能型人才，大力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和实习基地建设，不断提高企业家职业化水平。 

4.1.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产业竞争 
在科技经济的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加强全

球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打造多元化、高端化的开放创新格局。搭建并完善不同种类层级创新平

台，提升进出口贸易结构，强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着力提高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比例；大力推

进国际化商务与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对境外研发机构的入驻、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合作业务给予补助，

积极构建科技产业化基地和优势海外研发机构；鼓励技术出口，不断挖掘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走向国际的

实现路径和发展模式，进一步优化国有、外资、民营研发机构公平竞争、共创未来的创新环境；积极探

索技术转移模式，充分发挥已有创新平台的支撑作用，努力打造国际化技术转移中心、联合开发中心，

加强与国际组织、技术转移机构的合作交流。 

4.2. 重点对策措施 

4.2.1. 发挥政府的支持和市场主导作用，促进产学研金政相互结合 
非盈利科技创新服务机构的健康发展、市场需求的培养与资源的合理配置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市

场的主导作用：政府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其攻克结构转型、制度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创立

等难关；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创新服务市场需求计划来支持企业选择适合的技术，取得效果比直接支持

企业开发应用技术更加显著，同时能够拓展企业对科技服务的需求，提高科技服务机构在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让企业重新审视科学服务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因此，深入推进科技创

新服务的“产学研金政”相结合的进程，冲破部门、地域和行业边界，积极开展不同服务部门联通服务，

落实社会合理分工、资源充分利用、服务规模化发展，是实现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功能社会化、组织网络

化和服务产业化的关键。应该发挥政府的支持和市场主导作用，引导企业参与投资控股，与科研机构共

建研发体系，加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与会计、法律、资产评估等一系列经济融资机构的互补业务合作，

形成有序稳定的科研网络，为重点行业企业提供优质的产业化服务。 

4.2.2. 构建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高效系统化的科技管理体制是构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关键。要确保市、县(区)财政科技投入增幅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着力落实好财政科技经费预算工作，

构建科技经费使用绩效评价机制，提高经费利用率；重点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抵扣、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

惠等扶持政策，推动政府间接的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不断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积极推进重大技术

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平台搭建、战略新兴产业升级等。 

4.2.3. 强化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发挥社会的桥梁作用 
创新科技和金融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不断加强顶层设计，挖掘租赁、担保、银行、政府、投资“五

位一体”的科技金融长效发展机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成立科技创新担保、风险投资相关公司，充

分聚集天使、创投、券商、银行等各类资源，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套服务。应积极引

导科技金融创新，倡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创业投资，股权机构开展短期过桥贷款业务，银行提供科技

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项目、履约保险贷款等等一系列创新融资产品；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利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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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挂牌等渠道开展多层次融资并购交易，加快构建徐州高新区升级科技及

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大力支持省级以上开发区(高新区)建设省级科技金融合作示范区；进一步扩张天使

资金规模，充分发挥天使资金的引导作用，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补偿资金，对符合相应条件的

种子期或初创期科技微小型企业提供一定的风险分担和损失补偿，给予尚不完全符合传统贷款条件的成

长性企业以必要的融资增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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